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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樣貌　操之在己

2016-05-01  記者 麻愷晅 文

「沒有城市，就沒有社會。」此話出自一九九六年的費城市長，愛德華・倫德爾（Edward

Rendell）之口，當時為了說服開發商、投資者協助規劃，他用強烈的敘述表明城市的重要性，

聽來有些果斷，但的確有它的道理：當一大批人聚集在一起，觀念的發展往往最理想也最快。回

顧文藝復興、工業革命等歷史轉捩點，城市的存在功不可沒。如今各國城市蓬勃發展，問題也不

再像過去般簡單，因此該如何滿足居民的生活機能，並隨著時代調整、遞進，成為所有城市需學

習的課題。

 

都市藍圖　以古鑑今都市藍圖　以古鑑今

《流動的大都會：黎辛斯基的城市規畫再思考》以理論為基底，用美國各大城市作例，給予讀者

啟發。十一個章節彼此相連，循序漸進，不僅能了解美國都市規劃梗概，也能從他們成敗的經

驗，反思臺灣的城市規劃。最後兩章更以人們想要的城市、需要的城市為題，表達兩者間的矛

盾，同時點出規劃的難處。

討論的議題偏硬，但並非艱澀難懂，作者用淺白的口吻，敘述各式各樣的案例，讓理論不流於空

談，閱讀起來也不至乏味。此外，由於書中許多現象和趨勢是全球性的，因此雖引介美國都市規

劃的歷史和概念，卻不會讓讀者有疏離感，反而能產生連結。但由於許多細節的敘述過於完整，

導致人名、城市名過於繁雜，容易混淆，缺少喘息空間，對於非相關專業的讀者而言，較為吃

力。此外，有些案例單單透過文字難以想像，若能佐以圖像說明，會讓讀者更好理解。

《流動的大都會：黎辛斯基的城市規畫再思考》

探討美國城市規劃歷史和理念。（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城市規劃　從理論到市場導向城市規劃　從理論到市場導向

形塑美國城市面貌的三大觀念：「都市美化運動」、「田園城市」及「公園中高樓」貫穿書中大

半章節。這些觀念屬舊時代產物，如今多已不適用，唯有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屹立不搖，或是以

不同樣貌東山再起。以都市美化運動為例，原提倡以藝術角度規劃城市，強調建築性格的重要。

然而一八九三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以及一九〇〇年華府地區的都市計畫，卻將其引導至另一

方向：建築皆採用美術學院的莊重風格，此舉使得人們將美化理念與古典、文藝復興掛鉤，也因

此在戰後被取代。然而一九六〇年代催生的古蹟保存運動，促使人們再次重視美感，這些象徵當

年理念的建築被一一保存，直至今日仍受民眾喜愛。

書中前半部是與專家學者有關的都市規劃史，後半部所描述的城市變化，則是出於市場之手，兩

者分別代表美國都市主義的計畫時代和市場時代。第六章〈拱廊街與商場、大賣場、購物休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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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為喀報第兩百四

十期，一共有二十六

篇稿件，以文字為

主，動畫五篇、圖表

五篇、電視專題一則、廣播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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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八德人。 及時
行樂的實踐者。 如
果可以呼吸一片不同

的空氣，寫出一句不

同的風景，我願意試著遠走天涯。

我是黃吏玄，Carpe Di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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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很大，不走白不

走。夢想是到世界各

地衝浪，蒐集各種海

的藍。旅居新竹20
年，不吃福源花生醬，我，是孔婉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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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第七章〈濱水區〉所述案例，即是從商業立場出發的規劃方式。作者從不同角度切入，依

據歷史脈絡，循序敘述，點出需求面所帶來的影響，建立城市規劃是以人為主，而非城市為主的

概念，藉此讓讀者思考規劃是否該由公權力強勢介入，或是任其自由發展。

源自於巴黎的覆頂過道，引進英國後轉變為拱廊街。

（圖片來源／麻愷晅攝）

 

因地制宜　打造適宜城市因地制宜　打造適宜城市

提出都市美化運動的查爾斯・馬爾福德・羅賓遜（Charles W. Mulford）曾說：「城市不是造

來讓人看，而是讓人生活其中。」適才適性是城市規劃的關鍵，一座再完美的城市，若無法傾聽

居民的需求，那麼一切皆是徒然。作者用失敗的案例，點出城市規劃太過普遍的問題：許多城市

不願落於人後，因此其他城市有什麼、做什麼，便依樣畫葫蘆，導致每個城市設計概念大同小

異，缺乏特色，甚至造成生活不便。然而，跳脫框架，迎合大眾需求的規劃，該如何拿捏其分

寸，又是一門學問。

第八章論及畢爾包異數，即城市因單件建築作品而聲名大噪，吸引觀光客造訪。然而，早在城市

美化運動時期，便知道問題無法用一棟建築解決，而是須從整座城市思考。因此象徵性建築雖有

成功的案例，但失敗的也不在少數。即便搶眼的造型受大眾喜愛，卻往往有害而無利，人們求新

求變，反而扭曲了城市設計。如同作者所言，煙火雖然精彩，但誰想每晚都看煙火？最後，這些

建築多半面臨蚊子館的命運。

二〇一六年四月，嘉義布袋鎮的高跟鞋教堂、水晶教堂等新建築曝光，頓時湧入大量遊客，成為

熱門景點。雖帶動當地觀光產業，卻也引發正反兩方議論，支持者認為能改善當地經濟，反對者

則質疑這樣的經營短視近利，無法永續發展。從此書的角度來探討，複製畢爾包模式並非重振城

市活力的好方法，對於布袋鎮來說，參照美國過去的田園城市概念，規劃整體的美感環境，也不

失為一項好選擇。

高跟鞋教堂吸引大量觀光客，卻遭人質疑短視近利。（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抉擇抉擇

城市是設計意念的結果，或是市場影響下的產物，是作者欲探索的議題，末尾兩章〈我們想要哪

種城市〉、〈我們需要哪種城市〉寫出在兩者間抉擇的掙扎。如書中所述，城市是由許多小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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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星還是要心？要星還是要心？

米其林的魔力，電影也瘋狂。

城堡裡的公主　創建築王國城堡裡的公主　創建築王國

享譽國際的女建築師林明娥，舉凡臺灣多間電
影院及大型家居賣場皆出自於她手，成功立足
於男性職場。

形成，諸多個人決定的凝聚，比起紙上談兵，更有其影響力。但想要不代表能得到，最終仍須回

歸現實面考量，此時經驗成為重要參考點，唯有鑑往知來，重新檢視每一步，才有機會在紊亂中

找到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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