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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Lost&Found》作者運用個人的都市觀察，發現在城市蛻變的過程中，
台北雖然失落了某些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標建物，卻也尋回了其它值得讚賞的城
市空間。（圖片來源／田園城市部落格）

進入二十世紀的十年，台北積極地走向現代化。都市裡高樓林立，一○一大樓也在二○○四年底完
成啟用，帶領台北信義計畫區走向商業化都市的高峰。《台北Lost&Found：都市偵探的世紀末台
北觀察》寫作於世紀之交的二○○一年，那是個蓄勢待發、正在轉變的時刻，作者李清志當時認為
，接下來的十年是城市發展的關鍵期，可以從許多轉變中的案例，窺探出未來台北可能的樣貌。

自稱為「都市偵探」的李清志，近二十多年來出版許多城市觀察的書籍，介紹大眾各種角度的觀
看方式，像是觀察城市的天際線、電影裡的城市樣貌，甚至是體會城市擬人化的性格等等；而近
年來也在報紙媒體與部落格上抒發自己平時對於城市的看法。在實踐大學建築系任教時，開辦了
「台北學」的演講課程，從電影、藝術、建築、媒體等的面向中，描繪一個台北的輪廓。

台北失物招領　對比失落與再現台北失物招領　對比失落與再現
在《台北Lost&Found》一書中，作者並不宏觀的給予讀者城市觀察的架構，反而運用「失物招領
」的概念，介紹一個個台北都市角落的案例，說明在都市蛻變過程中，人們失去什麼樣的歷史記
憶，卻又獲得哪些值得讚許的城市空間。這在〈台北的失落與再現〉篇章中，有完整的呈現，佔
全書篇幅的一半以上。而〈消失的台北城〉則是前面案例的延伸，除了深入介紹，還挖掘城市失
落的歷史意義與影響。

在一九九○年代，台北市政府移除大街上的政治人物銅像，象徵城市主人從威權走向民主；而扶
輪社、獅子會為了展現商業勢力，以公益單位的名義，在街角空地設立的許多大鐘，也逐漸還地
於民，讓都市空間恢復純淨與自然。世紀末的台北，失去象徵政治與商業權力的銅像擺飾，卻出
現和在地居民相關連的雕像與公共藝術，像淡水的馬偕石像、東區的公共藝術作品等等。如此「
失落與再現」的對比，還有西門町老戲院的拆除與紅樓劇場的保存；鐵道地下化與捷運興建帶來
的生活轉變等等。

篇幅短重複性高　無法滿足求知慾篇幅短重複性高　無法滿足求知慾
每個〈台北的失落與再現〉，雖然篇幅都較短，但連結兩個城市中的不同概念作為對比，帶給讀
者新的思維模式。但延伸的〈消失的台北城〉對十五個「失落」案例進行深化介紹，有些是前面
已經提過的，閱讀起來難免有似曾相似之感。以前後文內容都提到的「三葉莊旅店」為例，在「
失落」的篇幅中，作者敘述了當時的時代脈絡與建築物被暴力摧毀的過程，後面則回溯了作者自
己與三葉莊旅店的經驗，藉此說明拆除旅店也拆掉了城市的歷史記憶。同樣的主題，若能合併在
一起，除了避免重複，還可以增長文章篇幅，加深更多論述層次，進而提供更多專業的知識背景
，使讀者對於台北城市有更為立體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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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3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25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7?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3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user/403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9?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1?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2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6?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39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
© 2007-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三葉莊旅店是日治時期建築，立面設計的精巧

漂亮，也是許多台北人共同的生活記憶。但在

九零年代末期，卻因為商業利益考量，一夕間

被拆除。（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台北空間啟示錄〉的書寫，建立在前面眾多的案例陳述上，讀者閱讀至此，已有較深的城市概
念底子；作者集結過去的綜合觀察，寫出兩篇評論性的文章，講述台北後現代的空間文化現象與
元老級建築師；加上兩篇空間實驗的案例，構成書籍的第三部分。最後，作者用〈台北城歷史建
築遺照〉為全書做結，抒發自己對歷史建物不斷消失的焦慮，也督促自己，更積極地為歷史建物
留下記錄，因為它們很可能明天就被拆除，只留下遺照。單看這幾篇文章確實是相當有深度，但
是放在書本的脈絡中卻顯得突兀，看來像是作者在其它地方寫的文章，因為和台北相關，所以放
進書裡來，成為觀察台北的另一種方式。

回顧作者寫書的初衷，在自序中作者提到，這本書是自己對於城市的觀察與註解，希望可以引起
更多市民，用各自的觀點為台北做記錄。「觀察與註解」可以包容的範圍很廣，書裡的內容放進
這樣的框架下並沒有問題，只是結構不夠嚴謹。在書的結尾部分，作者沒有強化全書的主要概念
，卻用幾篇零散的文章做結，分散了書籍的張力，更不能提供讀者完整深入的資訊，對於「失落
與再現」的主軸，讀者還是只有案例在心中。在台北討論「失落與再現」，可以喚醒老一輩讀者
的記憶，而對於年輕讀者更有教育的作用，因為他們再也無法親身接觸這些城市的歷史記憶，只
能憑著書本，認識自己長大的城市。由此可見，作者切入的主題相當有趣，只是這樣的結尾處理
非常可惜。

十年後的城市變遷　十年後的城市變遷　
由於這本書約是十年前寫作完成，在這十年間作者也走訪了世界各地，寫了更多都市觀察的書籍
，回頭看這本書，或許有些不成熟，但它卻成功地在轉變的關鍵時刻，為台北留下記錄。許多書
中的案例，到現在已有具體的成果展現在市民面前。十年前拆除的建成圓環，是老一輩台北市民
的味覺記憶，李清志認為，拆除圓環也將喪失人們對城市的歸屬感。十年後，建成圓環歷經幾次
重建，雖然有著現代化的玻璃帷幕外觀，但是裡頭的老字號店面卻都轉移他處，圓環就像普通餐
廳，對於台北人不再具有特殊意義。

在《台北Lost&Found》一書裡，作者認為拆除歷史建物，會使都市罹患「失憶症」。過去台北進
行大規模現代化建設，許多老舊建物被暴力地拆除，除了圓環，還有更早的中華商場、西門町老
戲院與城中區的舊書店等等，也使新一代的市民習慣現代化都市，遺忘過去的發展歷史。十年後
的現在，「失憶症」已經減緩蔓延的速度，揮別過去的慘痛經驗。地方的文史意識崛起，越來越
多的住民關心居住的環境，更進一步與環境建立良好關係，為城市留下記錄。也許，接下來十年
又是另一個台北發展的關鍵時期，需要更多都市偵探，為蛻變中的台北留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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