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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城市新觀念-「好城市」讀後感 

 

一、 前言 

    我們是否曾經思考過目前居住的城市是否合宜，也許是溫水煮青

蛙，等到氣候變遷、自然反撲嘗到了苦果才開始省思，城市建設源於

對這城市設計，透過「好城市」累積許多城市的經驗，用這樣視野角

度來看待你我所居住的城市，綠設計，慢哲學，啟動未來城市整建計

畫，讓這樣的概念能在你我心中萌芽。 

    本書分為五大章節分別為「有個性的城市最迷人！」、「交通，非

靠汽車不可？」、「與水和平共存不是夢想」、「消費！浪費？何時該適

可而止！」、「城市設計革命，未來城市的任務」，讓我們思考所居住

的城市的現況及如何建構設計未來城市；每日我們的食衣住行都離不

開自然環境，從食物、飲水、空氣、交通、能源都與生活息息相關，

是否有想過怎麼樣生活方式是對環境較友善的呢，要留給下一代子孫

怎樣的生活環境呢，臺灣社會過去很快地在數十年間由農業社會發展

至工商社會，對於自然環境的衝擊日漸加深，空氣不在清晰、良田逃

不過城市的擴張、過度消費的商業活動、被汽機車占據的街道、走不

通的騎樓及人行道、灌溉水圳還是排水溝等問題，難道不是我們要這

一代人該面對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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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廖桂賢副教授出生於七零年代，研究興趣著重於韌性城市理

論、水患治理、生態/永續城市、都市水環境規劃設計、綠色基盤等，

作者在千禧年離開故鄉臺灣，長期旅居海外 17 年所累積的經驗，從

西雅圖、阿姆斯特丹、威尼斯、柏林、加州、哥本哈根、京都、波特

蘭、上海、泉州等都是本書作者的所分享的城市經驗，他山之石，可

以為錯，藉由本書寶貴內容或許能解決我們所面的環境問題，打造宜

居好城市。 

二、 迷人的城市 

    何謂迷人的城市？你所居住的城市迷人嗎？作者認為有個性的

城市最迷人，那怎樣的城市算是有個性呢？作者旅居西雅圖多年，揭

開西雅圖的特色及吸引人之處，西雅圖這城市的市民有共同的理念，

並且努力做認為對的事，就是這樣擇善固執的個性，讓這座城市更具

吸魅力。 

    在文化上，西雅圖市民透過公投，壓倒性的票數通過的「全民圖

書館」法案，此法案讓人口僅有 60萬的西雅圖有 27座嶄新的圖書館，

市民能更容易獲取知識及資訊，在此沒有階級、族群之分，每個市民

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角落，因此的也提升了市民知識水平跟上時代的

腳步。用民主的方式來凝聚市民共識，就是這個城市的特色，而這樣

的共識，也是整體市民自我提升的意識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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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環境保育上，西雅圖愛惜整個地球，採取積極的行動來對抗全

球暖化，綠建築及環保材的推行等，甚至民間企業會提出誘因，鼓勵

員工使用腳踏車通勤；保育鮭魚為全民共識，不僅在河川棲地進行保

育，更在土木建設開發時，於環境設計上推出「鮭魚安全」的認證，

實際達到保護鮭魚的效果，設法讓各樣的物種能在城市中棲息繁衍。 

    西雅圖人一向熱於參與公共事務，事事關心的公民態度，例如城

市空間設計建設等公共議題總是能引起廣泛的討論，專業人士自願設

立工作坊，用現在替未來子孫做長遠的打算。 

    「新舊夾雜、收藏不同年代表情的城市」，都市發展往往難逃都

市更新，但如果能適當地保存老建築，也就保留下都市的記憶及韻味，

臺中是個因鐵道誕生的城市，目前中區、西區保留許多日治時期的老

建築，臺中火車站、新盛橋、宮原眼科、臺中州廳、臺中市役所、彰

化銀行、全安堂藥局等，臺中市的宮原眼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

日治時期的眼科醫院，竟在近百年後成為著名的冰淇淋店，新舊夾雜

的建築，吸引海內外民眾參訪的景點。 

    在亞洲許多建商一昧的拷貝複製歐洲風情，這樣偷懶而毫無創意

的設計，抹煞了與在地文化特色的協調性，例如清境農場歐式旅館如

雨後春筍般地冒出，筆者曾在 2012 年參觀上海泰晤士小鎮，當地建

商等比例的直接拷貝英倫風情造鎮(圖 1)，乍看之下似乎來到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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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無靈魂的建築，欠缺歷史足跡，與當地人文格格不入。 

    迷人的城市，不僅是建築的特色，更包含人文社會的運作，作者

在此小節的最後一段，提醒讀者在嚮往異國歐洲風貌之際，我們也要

思考如何創造自己的風格，做個有個性的城市。 

 

圖 1 上海泰晤士小鎮(2012年) 

圖片來源：筆者自行拍攝。 

三、 城市的交通 

二十世紀初法國建築師科比意的汽車文化城市設計，卻成為現在

許多城市發展須面對的交通問題，壅塞的車道、停車格數量永遠不夠，

許多城市遵循科比意的理念，把城市變成汽車天堂卻也成為了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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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汽車帶來的空汙及溫室氣體，把整個城市弄得烏煙瘴氣，行人

的空間受到汽車的排擠，只能被迫走到馬路上與車爭道，人才是城市

的主人，怎麼讓汽車佔去了大部分的空間；開車通勤族上班時就把車

子停放在車位 9～10 小時，回到家又把車子擱著 12～14 小時，車子

實際運轉的時間何其短，卻佔據了大部分的土地，城市停車位空間卻

只為了服務每日通勤的短暫時間，一輛車的生命有 95%的時間都是停

著，被停車場所佔據的土地和空間是否能拿來做更有效的利用，轉換

成淨化城市的空氣公園或是變成社會住宅成或其他更有意義的使

用。 

近來歐美各國開始降低城市內車輛的行駛速度，來減低車輛肇事

的機率，也避免了嚴重交通事故的發生，在荷蘭更開始推行人車平權

透過「生活化道路」的實施，人行道甚至比車道還大，車輛在狹小且

刻意彎曲的道路上自然的就會降低其行駛速度，讓行人能自在的、安

全的街道上行走，這樣還路於人的設計，讓街道回到可以讓人逛街、

吃飯、喝咖啡、遊戲的地方。 

那通勤該怎麼辦？發展大眾運輸是一帖良藥，但良藥總是苦口，

方便慣的開車族很難在短時間改變其習慣去等公車、地鐵，雖然僅是

數十分鐘的等待卻仍是感到痛苦，這些往往是自私的慣了一時改變不

了的壞習慣，筆者認為城市交通除了發展便捷的大眾運輸之外，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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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城市停車的成本，並且透過教育來推行大眾運輸，向下扎根從

小養成大眾運輸的習慣；筆者現在所居住的城市，臺中，曾發生一個

有趣的現象，居住於海線的市民進到市區工作通勤的主要道路為臺灣

大道，開車族每日上下班時間總是得面對艱困的堵車，這樣的通勤方

式卻在公車專用道啟用後漸漸有了改變，民眾慢慢發現原來搭公車不

用擔心塞車，因為公車可以暢行無阻的行駛於專用道，甚至比自己開

車還快，也免去尋找停車位的時間及停車費用，再加上臺中免費公車

的政策，省下的時間及金錢，使許多民眾願意改變通勤習慣，習慣了

就成自然，倒哪兒也都以搭車為優先選擇。臺中是個正在改變的城市，

已經完成的鐵路高架化及捷運化、未來即將通車的捷運綠線、施工中

的成功追分雙軌工程、還有規劃中的捷運藍線，當這些大眾運輸建設

路網的成形，塞車將不在是這個城市的代名詞。 

四、 城市的河流 

人類文明的起源總是無法離開河流，像是西方兩河流域美索不達

米亞平原、尼羅河流域，東方的印度恆河流域文化、黃河流域、長江

流域，所孕育的古文明都與河流有密切關係，河流所帶來的水源、漁

獲、農作養分、航運等生態系統服務，但現代人對於河川的依賴有了

改變，轉開水龍頭就來的乾淨自來水，超市花錢就可以購買到新鮮食

物，看待河流的態度也有了改變。現在城市的河川變成只有排污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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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河水開始變髒、變臭，漸漸的人與水的關係不在親近，城市人們

開始把河川蓋起來藏起來，看不到、聞不到，河川似乎不曾存在於城

市，她卻仍默默地流著，持續地帶走城市的髒污，毫無怨言的付出。 

被遺忘的地下河流，這幾年開始有了重見天日的機會，像是韓國

首爾的清溪川，市政府移去覆蓋在清溪川上的水泥，美化水岸成為著

名的親水景觀，但清溪川早已經乾涸，是透過人工泵浦從漢江引水才

得以源源不絕，如今的清溪川是一條人工河，當年的生態已不復見，

河流不應只是水道，也是具有生命的生態系統。 

筆者所居城市，臺中，柳川、綠川在經過這些年的整治、開蓋，

也成為了著名親水公園，吸引大批觀光客及其他縣市地方首長前來朝

聖，改變了水質不在惡臭，但水泥化的堤岸雖然可以讓人將更親近水

流，但生態復育仍有一條漫長的道路要走。 

近年來我國許多地方經常飽受淹水之苦，或在旱季發生無水可用

的旱情，在過去的原始的森林或農地能吸附並儲存部分雨水，降低雨

水逕流的速度，部分的雨水滲透過土壤、岩層補充地下水源，但現今

由混凝土所砌成的堅硬城市，根本無法留住這些水，大雨一來所有建

物、道路的雨水都集中到城市下水道或排水溝，這樣不成比例面積，

說實在不淹水也難，但在旱季時又常因缺水要求農田休耕，犧牲農業

生產，臺灣到底是淹水還是缺水？其實是因為集中降雨導致，為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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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這樣降雨不均的問題，在臺中部分的人行道已經開始鋪設具有透

水層人行道，在秋紅谷有人工滯洪池的設置，都是為了降低雨水逕流

速度，或許打造成海綿城市還有點距離，但這至少是個開始。 

在臺中沙鹿近幾年常飽受淹水之苦，原因就是大肚山的大量開發，

原本的山林變成一棟棟的別墅住宅，這樣大規模的土地開發，原有的

排水系統當然無法負荷，雨水被迫流到馬路上，馬路變成了河流順流

而下，山腳下的城鎮自然就成了水鄉澤國。其實面對這樣的問題，筆

者愚見認為可以修改相關建築法規，要求所有建物都要設置雨水回收

系統，每座建物都是能吸水的建物，應能對此問題有所改善。 

五、 消費與環保 

消費與環保兩個似乎不相關的名詞，其實卻是存在因果關係，產

品從原料、加工生產、運送、販售到消費者手上、經過使用、最終變

成垃圾，每個過程都要消耗能源，這些過程當然也造成環保問題，我

們當然不能過度消費，因為每一個商品多少都會造成環境的負擔，美

國建築師麥唐諾和德國麥克·布朗嘉，共同推出了搖籃到搖籃的概念，

讓產品的每個零件都可以達到回收再利用的功能，藉此希望能減少產

品對地球環境的負擔，但適量節制的消費更是重要。在全球化的時代，

商品的運送所產生的碳足跡，亦是一個問題，我們若是能買在地、吃

在地、用在地也是友善環境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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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未來的城市 

未來城市應該是怎樣的模樣呢？作者認為城市整建，其實是孕育

一個新的都市生態系統：一個人與自然緊密互動的生態系統、一個有

別於我們傳統認知的「自然」生態系統。要改善人與自然的關係，要

整建城市，讓現代城市與其他生態系統和諧共存。 

西雅圖面對全球暖化問題，在交通上為減少汽車所排放的溫室氣

體，致力推展更多元的通勤選項，減少人們對於汽車的依賴，首先為

建造輕軌電車，提供民眾方便又值得信賴的交通工具。其次，規劃腳

踏車道及行人環境，使民眾更願意騎乘自行車與步行。第三，實施道

路收費制度，降低開車的意願。第四，提高停車場收費。第五，增加

市中心住宅數量，減少通勤的需要，也透過法令來限制城市無限向郊

區擴張。 

    對於現存城市的水泥叢林，我們只能盡量地減少硬鋪面增加透水

面積，特別是在公園或是城市的綠化帶，在義大利米蘭及新加坡都使

用「綠屋頂」、「垂直花園」的技術來點綴城市，不僅改善市容及空氣，

也讓城市孕育出新的生態系統。 

關於永續或生態城市規畫設計的策略，作者提醒我們三點：第一

點、人與自然是分不開的，人與城市都是自然的一部分。第二點、任

何自然或人文系統的行為都是複雜難以預測的，因此人類無法充分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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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第三點、任何複雜的自然或人文系統都是不斷變動的，外來的擾

動是正常動態的一部分，永遠的穩定是不可能的。 

    筆者認為關於第一點我們建構城市應向森林等大自然學習取經，

既然人與城市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那就盡量地仿生、學習自然生態的

運作，也許能降低人類所建造的城市對生態的干預與衝擊。第二點，

作者告訴我們，對於自然或人文系統的干預行為都要三思，因為干預

所造成的後果往往超出人類所想像。第三點，自然或人文系統的常態

就是會發生劇烈變化，只是發生的週期時間是較長的，讓人類不易察

覺。 

    最後，可以再思考一下，我們應該留下怎樣的城市給我們的子孫，

看完「好城市」這本書後，在你我心中都應該有一個解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