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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主要藉由中介空間和社群網絡的概念討論開始，先說明對中介空間和社群網絡的定義，再
介紹五個設計作品中設計者如何利用中介空間分別在家庭、街道、地區、都市四個不同尺度的環
境下建立新的社群網絡，並且讓使用者透過新的實體社群網絡和環境有所聯繫。

Abstract



3摘         要

This thesis begins with defining and discussing the concept of mediating spaces and social 
networks, and then explain how designers designed for users to build new social networks  
and connect to surroundings by mediating spaces in different scales with five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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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7導         論

本論文將由中介、網絡和二者之間的關係的概念談起，再進一步探討中介空間如何構成新的社群
網絡，並介紹幾種透過不同中介空間的型態而產生的社群網絡。

一、中介空間

人對空間的感知是生活裡一連串的移動行為所得到的空間經驗串聯而成，因此空間經驗是連續
的、漸變的，而非單純的「明暗」、「虛實」等二元性就能輕易切分成兩半，所以勢必存在一第三種狀
態將原本不相容或者分離的二元現象融合，在共存融合的過程中能使這兩種不相容的事物和平相
處，卻又不減其各別的特質，這第三元素的介入就像是觸媒，透過這個媒介可以讓原本對立、分離
的二元性有所折中調和，並且是兩者資訊交會的地方，故稱之為「中介」。

而設計者置入中介空間的必要性是為了緩衝原本二元對立的狀態，例如：住家的騎樓空間，倘若沒
有騎樓空間的置入一打開家門便會直接面臨馬路，人與住家外界的環境缺乏緩衝，使家中的私密
性降低，或是可能一出門便和路上經過的車輛擦撞，因此設計者試圖創造一中介空間調和這兩者
之間的衝突。

當建築設計操作的過程中將中介空間置入建築後，其空間的層次關係不再是絕然對比的姿態存
在，空間的層次轉變成相對的關係，例如：

外部          半外半內           內部
公共          半公共半私密           私密

內向
私密

外向
交流

中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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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空間能使建築內部和建築外部不斷相互滲透，並將這概念從單元化的個體層次擴展至群體、
都市或整體環境，中介空間在建築裡會隨著使用族群的複雜度增加而變得越來越多元，當我們從
人性的尺度出發將不同活動所對應的空間單元化再慢慢堆疊，衍生出家庭、街道、地區、都市，不同
於大尺度的空間只能乘載單一性活動，利用此設計操作方式將在固定的建築量體中創造多樣性的
活動，使人在空間移動時也能接收到多樣性的資訊，而不會只從事單一的活動或收到單一的訊息，
所以我們作為設計者應該要增加多一些中介空間，讓使用者能互相交流。

二、社群網絡

當設計者關注中介空間的同時也應關注社群網絡，社群網絡的構成是因為使用者在中介空間內從
事各種不同的活動時彼此互動所產生的連接關係，所以當設計者在組構空間層次試圖規範使用者
的行為時，也應關注使用者使用中介空間而互相接觸交流後所產生的社群網絡。

網絡是由節點和連線所構成，其節點表示諸對象或個體，連線表示各節點之間相互聯繫的關係，節
點之間可以存在很多種連線關係而由這些有關聯的節點所組成的系統即為網絡，並可分為：人際
網絡、交通網絡、社會網路、電腦網絡等，而人際網絡是由人與人之間在交往一段過程後藉由感情、
思想、行為所產生的吸引、合作、競爭、抗拒等互動關係所構成，其人際網絡裡的節點通常是指個
人，連線則為人與人之間相處後產生的互動關係；構成社會網絡的節點通常是指個人或組織，各種
人們和組織的連線關係也分為很多種類型，例如：價値觀、衝突、貿易、理想等，其所包含的不同類
型的連線關係彼此又相互依存，所以社會網絡的結構往往非常複雜。

隨著科技的發展，電腦網絡成為人類新的互動平台，人與人之間能利用這虛擬平台傳輸、接收、共
享訊息，電腦網絡的建立是將各個工作站或主機相連組成的通訊系統，做為人類訊息交流的工具
它的功能變得越來越多樣化，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不再只是透過文字的表達也能透過聲音、圖片、影
像的傳輸，電腦網絡成為人類資源共享的通道，讓人類的生活更加便捷和豐富，甚至能在這虛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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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裡感受遊戲娛樂、生老病死、結婚生子等，例如：第二人生，在這個遊戲裡能藉由創造居民體驗不
同的人生，藉此給人多樣豐富的生活經驗，但是虛擬的生活終究無法取代真實的生活，在虛擬世界
裡只能模仿人的感受並不能真正取代人的感受，隨著電腦網絡的發展進步在虛擬感覺方面或許能
超越人類，但其極限是在實體感受方面永遠無法取代人類。

在現實生活中不論建構哪一種類型的社群網絡對我們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每個人都是過著
自給自足不和他人接觸的生活，那我們遇到令人喜悅的事物時無法與人分享，面臨困境時無人能
够幫助我們，我們不能透過社群網絡分享我們的感情或思想，更無法進一步的產生合作、競爭或抗
拒等互動關係，即便我們開始建構了社群網絡，但是如果只和單一族群建立社群網絡我們也只能
接觸到部分的人事物、從事單一的活動和接收單一的訊息，久而久之使自己和其他各式各樣的事
物脫節而被孤立、被邊緣化，所以當我們作為設計者時應該要創造一個互動平台，使不同族群的使
用者有多樣性接觸並建構出多樣的社群網絡。

三、中介空間和社群網絡的關係

中介為一串連原本不相容或分離的二元現象的第三種狀態，如同節點和節點之間的連線關係，透
過中介使來自二元的訊息能互相交流並創造人與人之間新的社群關係，而中介空間的性質也因不
同族群、基地環境條件等形成各種類型，各個類型的中介相互聯繫後將構成更複雜的網絡系統，不
同於電腦網絡的虛擬世界，中介空間為人類活動真實發生的實體空間，是人與人之間訊息交流或
情感互動的場所，例如家中的餐廳、半戶外平台、騎樓空間等。

如果沒有這些中介空間的存在，我們便會缺少一個社交場合，人與人之間缺乏互動而無法和他人
的社交網絡連接，例如：家中沒有餐廳或客廳，每個人回到家中便直接進到自己的房間，家人之間
的實際互動並未被建立，久而久之家庭成員之間彼此漠不關心形同陌生人，家庭也因此失去原本
的功能，所以設計者應該試圖在各個不同環境裡創造中介空間，提供人們互動的平台讓使用者能

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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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的社群網絡。

從個人為出發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社交網絡，一個家庭裡的成員也有各自的社交網絡，家人能在
用餐時間聚在同一個空間吃飯、交談了解彼此的社交網絡，並直接感受家人之間的情緒和語言表
達等，不會只是經由文字或影像的傳送瞭解，但家庭成員若選擇彼此之間不交談，各自利用電腦和
自己的社交網絡聯繫，如此雖能維持原本的社交網絡持續發展，卻無法認識其他家庭成員的社交
網絡使其變得更多元化。

而從家庭向外擴展，住家的半戶外平台、騎樓空間成為人們和外在環境接觸的地方，除了能感受到
環境的變化也能和鄰居碰面交換訊息，甚至是和鄰居的社交網絡連結；將範圍增大到社區尺度，在
社區之中也需要中介空間的存在，例如：公共澡堂、里民活動中心等，社區的公共澡堂除了提供人
們洗澡的機能服務之外也轉變成是社區居民的社交場所，每個居民都能在此交談、共享訊息，自身
的社交網絡也從個人、家庭擴張到其他社區居民的社交網絡；里民活動中心也具有這種功能，甚至
是讓非社區居民的外來者使用里民活動中心時每個人的社交網絡也能不斷的連接、擴張變得更複
雜化，因此人與人之間的社交網絡不再受限於來自家庭血緣關係的疊加，也能從地緣關係的社區
不斷向外擴充，所以試圖在不同尺度的居住環境建立各種不同類型的中介空間，並利用中介空間
創造更多元的社群網絡。

四、從中介空間設計到社群網絡

中介空間從單元化的個體層次擴展至群體、都市或整體環境時，其複雜度會隨著使用族群的種類
增加而變得越來越多元，所以在不同尺度的環境下，由小尺度到大尺度探討中介空間會造成什麼
樣的社群網絡。

透過前述概念的引導，本論文透過五個設計作品，探討在不同尺度的環境下所建立的中介空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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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社群網絡所造成的影響。基於不同尺度與使用者或機能之差異，社群網絡型態也將具有差異。其
中可以粗分為線狀或網狀的網絡。

作品一為一個鋼琴家和妻小的獨棟住宅，其中介空間主要處理的是個人之間的空間與室內外之過
渡關係。所造成的社群網絡則主要是關於家庭內部成員之聯繫。個人和家人之間的活動從基本的
生活起居空間向中介空間擴張，並且在使用中介空間時家人之間有所接觸而連繫彼此的社群網
絡，其所建立的中介空間具有串連的兩邊空間的特性，構成的社群網絡則屬於由個人和家人這種
節點對節點的線狀連繫方式，故稱之為「線狀社群網絡」。

作品二為交大建築系新館增建案，建築系館對建築系學生而言是平常生活的場所，因此在基地創
造的中介空間是試圖使建築系學生彼此之間能够互相交流，並且也能藉由中介空間對交大其他師
生及梅竹社區居民展示生活和作品結果，透過對外開放的展覽和評圖活動使他人都能在此聚集交
流，進一步連結彼此的社群網絡，構成社群網絡的方式為建築系學生和社區居民或交大師生的點
對點聯繫方式，故將其分類為 「線狀社群網絡」。

作品三進一步將個體擴展至群體的中尺度社區集合住宅，人與人之間的活動也從家裡開始向外發
展。此案例說明中介空間不只存在於家中也存在於社區當中，並且利用中介空間創造社區中人與

導         論



12

人交流的平台，使用中介空間的族群也擴展至整個社區的居民而不再只限定在個人與家人，所以
構成的社群網絡會更加多元化，但是其構成的方式依舊屬於節點對節點的線狀連線方式，故仍為「
線狀社群網絡」。

作品四隨著整體地區擴張甚至是到大尺度的都市環境，其所發生的活動越來越多樣化，使用中介
空間的族群也越來越多元，人與人的接觸、交流不再只停留在家人或社區鄰居之間，也會和外在環
境的流動人口相處產生互動關係，所構成的社群網絡越趨向複雜化，因此透過中介空間所構成的
線狀聯繫開始發生變動，不再只是限制在單一狀態，線跟線之間彼此能够互相交錯，形成網狀的交
織連結，故稱之為「網狀社群網絡」。

　　
作品五發展到整體環境，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越來越複雜，並且這些互動行為不再限定為人與人之
間，也包含組織與組織之間的聯繫關係，中介空間的類型也發展的越來越多樣化，因此利用中介空
間使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組織或組織與組織之間能彼此交流、聯繫，所構成的社群網絡不斷互相交
織連接形成「網狀社群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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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中的五個作品分別說明了透過中介空間作為一個實體的互動平台，讓使用者能在其中分享
訊息、交流互動而建構出新的社群網絡，並且隨著中介空間發展的多樣化，社群網絡也從線狀組構
成更多元複雜的網狀社群網絡。

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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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15設 計 作 品

01 / 鋼 琴 家 的 獨 棟 住 宅
02 / 交 大 建 築 系 新 館 增 建 案
03 / 橫 濱 戶 部 老 人 集 合 住 宅
04 / 溫 州 社 區 里 民 活 動 中 心
05 / 台 北 水 城 住 商 複 合 大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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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鋼 琴 家 的 獨 棟 住 宅

此方案設定的居住者為一個鋼琴家和妻小的獨棟住宅，並且鋼琴家創作的風格屬自
然系音樂，因此住宅空間除了包含基本生活空間外亦有練琴室和庭院空間。基地為
一帶有斜坡的長形地塊，其東北邊和西北邊外圍皆為車行道路，東南邊和西南邊則
不和車道相接。

本設計作品是從研究萊特的建築空間元素出發，並且試著藉由操作萊特的建築空間
元素，進而探討空間元素在獨棟住宅的尺度中所形成的中介空間在面對 「人為與自
然」、「公共與私密」、「內與外」的二元現象關係的同時又如何構成家庭成員之間的社
群網絡。

在這個住宅設計作品中，中庭為象徵家庭的核心也是住宅起居空間的中介空間，中
庭雖不具有特定用途但串連了兩邊的客廳及餐廳，可視為客廳或餐廳空間的延伸，
人在中庭當中能感受到來自廚房的氣味、客廳的影像，也接觸到來自自然環境的陽
光、雨水，甚至還能聽到二樓傳來的琴聲等，身處在中庭空間接收到家人在室內的活
動所釋放出的訊息，也能傳達自然環境的資訊給他人，家人之間透過訊息的釋放和
接收產生互動關係，其構成家庭成員之間的社群網絡屬於點和點連線的線狀聯繫方
式。

半戶外平台為此設計案例的另一種中介空間類型，象徵著室內生活空間向外擴展，
人在半戶外平台能看到室內的影像同時也接觸到戶外的自然環境，生活的家具也從
室內延續到室外，家人在這半戶外平台能交談、休憩等從事任何活動，透過聊天、肢
體動作、情感表達等建立家人之間的線狀社群網絡，來自自然的訊息和家人之間互
動所釋放的訊息在此不斷互相滲透、交錯，並且也能和隔壁鄰居碰面交流建立新的
社群網絡，進而將線狀社群網絡從家中向外延伸。

基　　地：無
時　　間：2011/09-2012/01
指導老師：龔書章

鋼 琴 家 的 獨 棟 住 宅



17設 計 作 品

半 戶 外 平 台

半 戶 外 平 台

中 庭
半 戶 外 平 台

線 狀 社 群 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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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特打破傳統的建築量體盒子，建築因此被分解成獨立的板狀元素，水平和垂直
面之間能彼此交錯疊砌，並且不再構成封閉的量體，空間的內外開始互相交融滲
透，形成內外連續的流動空間。

當支柱和牆面向內側移動時，空間原本的四個角落被打開，原本的限制不再存
在，而當牆面開始交錯岔開時，順著牆面指引的過程中，空間便開始流動了。

當建築物的外牆退縮到屋簷內時，形成深長的水平簷下空間，並且經由這個空間
引導內部空間流向自然環境，而外部環境亦透過水平深簷的延伸流進室內空間，
內與外藉由此中介空間形成連續的整體。

以 Frank Lloyd Wright 草 原 風 格 的 建 築 元 素 構 成 中 介 空 間

水平深簷空間

鋼 琴 家 的 獨 棟 住 宅



半戶外平台

板狀元素

水平延伸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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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 琴 家 的 獨 棟 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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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FLOOR PLAN  

設 計 作 品



22 鋼 琴 家 的 獨 棟 住 宅

位在二樓和三樓的半戶外休憩平台為自然環境和室內空間的中介空間，這出挑屋簷下的平台空間
是室內生活空間的延伸並具有供人聊天、乘涼的功能，也能眺望戶外的自然風景，此一平台空間積
極地扮演了建築內部和自然互動的角色，人與人之間多樣、非固定的活動在此自由發生，並將居住
的私人空間和自然環境融合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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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FLOOR PLAN  

THIRD FLOOR PLAN  

設 計 作 品



24 鋼 琴 家 的 獨 棟 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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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鋼 琴 家 的 獨 棟 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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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鋼 琴 家 的 獨 棟 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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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戶 外 平 台

半 戶 外 平 台

中 庭

半 戶 外 平 台



30 鋼 琴 家 的 獨 棟 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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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交 大 建 築 系 新 館 增 建 案

02 / 交 大 建 築 系 新 館 增 建 案

本設計案例基地的位置在交大校園和梅竹社區的邊界上，是交大對外的門面也是

社區和學校的連結之處，兩者相鄰存在卻少有交流的機會，社區居民和學生、校

園人士所面臨的二元性雖沒有直接的衝突，卻是分離的存在，所以試圖在基地創

造一中介空間，使分離的二元性能相互生成，讓居民和學生、校園人士都能在此

聚集交流。

此方案的二元分離對象為「梅竹社區與交大校園」、「彈性教室與非彈性工廠空

間」 ，因此以建築系館為出發點，結合展覽空間，利用展覽空間及休憩平台增加

人們在此交流的機會，使社區居民能經過展覽空間或景觀休憩平台再進入校園，

學生也能經過建築系的評圖空間、展覽空間再到校外環境，創造這一第三種狀態

的中介空間使兩種原本分離的事物能有所連接，兩者帶來的訊息在中介空間能彼

此滲透、融合。

建築系館內部空間機能分為彈性的教室空間及非彈性的工廠空間，介於兩者之間

的空間則為展覽空間、評圖空間和休憩平台，建築系學生在工廠製做的模型、在

教室空間繪製的圖面都在展覽空間及評圖空間對外展示，透過中介空間能將建築

系學生學習、製作的成果有所串連，並且讓社區居民和交大師生都能因此接收到

建築系學生傳遞出的資訊，使原本具有二元性的空間結合第三種狀態融合成一

體，建築系館整體因此成為建築系學生對外展示生活和作品的場所。

基　　地：交通大學
時　　間：2012/04-2012/06
指導老師：曾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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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狀 社 群 網 絡

設 計 作 品

工 作 室

評 圖 室 、休 憩 平 台

展 覽 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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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地 分 析

交大光復校區的校門位在大學路底，
並未直接連接新竹主要道路，因此校
門和鄰校清大相較之下並不醒目，故
此增建案是重塑交大門面的機會，也
是交大重新拉近和周圍社區的鄰里關
係，而建築物更像是建築系學生的生
活對外的展示，透過此案讓校園和社
區重新產生互動。此狹長形基地位在
交大北大門校門口東邊，北面為梅竹
山莊，南邊臨近竹湖，東側則為環校機
車道出入口，周邊人和車流量高。

site

交 大 建 築 系 新 館 增 建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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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流交通動線

梅竹山莊社區

竹湖

綠地

設 計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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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空間

彈性空間

中介空間

交 大 建 築 系 新 館 增 建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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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F

N

交大對外的門面

基地為通學和通勤時必經之路，
也是社區和學校的連結之處，因
此企圖創造出讓人做為通道的流
動空間和讓人停留的社交空間。

中介空間 流動空間 不同視線高差

彈性和非彈性空間

空間機能大致分為教學空間和工
廠空間，並依據空間使用需求再
分為彈性及非彈性空間，兩者之
間置入中介空間串聯。

地勢高差

利用原本地形高差組構空間，因
此分為2+2+2的使用方式創造彈
性、非彈性及中介空間。

FLEXIBLE FLEXIBLE FLEXIBLE

INFLEXIBLE INFLEXIBLE

PUBLIC

PUBLIC

mediating space

INFLEXIBLE

設 計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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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FLOOR PLAN  

WEST ELEVATION  

交 大 建 築 系 新 館 增 建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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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FLOOR PLAN  

EAST ELEVATION  

設 計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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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FLOOR PLAN  

NORTH ELEVATION  

交 大 建 築 系 新 館 增 建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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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FLOOR PLAN  

SOUTH ELEVATION  

設 計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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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H FLOOR PLAN  

SECTION  A A’

交 大 建 築 系 新 館 增 建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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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FLOOR PLAN  

SECTION  B B’

設 計 作 品



44 交 大 建 築 系 新 館 增 建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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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 橫 濱 戶 部 老 人 集 合 住 宅

本設計作品基地的位置在日本橫濱戶部西戶部町，西戶部町最高點和最低點相差18
公尺，為一帶有坡度地形的社區，整體社區被車道環繞，但社區內部道路空間狹小，
僅能讓人行走，而社區內的住宅主要為木造房屋，因此常面臨失火卻救火不易的問
題，社區的人口結構亦面臨老化和年輕族群嚴重外移的問題，空屋率逐漸增加、社區
居民之間少有鄰里互動，和外在環境的連接也不密切，因此方案設定的主要對象為
銀髮族，並試圖創造第三種狀態使社區更新並和外界環境關係有所連結。

此方案的二元對立對象為「人為與自然」、「公共與私密」，並且西戶部町主要特色為
斜坡地形，因此利用地形高差創造中介空間，讓該社區居民生活的私密空間能因為
中介空間的介入而對外在公共環境有所緩衝，卻又不和外界關係斷裂，人為建物也
能透過中介空間和自然地形有所接觸，使中介空間的存在像是居民的生活由建築內
部延伸出的場所。

在這作品中社區的中介空間為公共澡堂，除了具有洗澡的機能之外，也提供社區居
民聊天、休憩的空間，例如居民洗完澡能在這中介空間吹頭髮、小酌、互相問候等，和
家人之外的互動都能在此發生，因此公共澡堂不再只是洗澡的地方也成為居民的社
交場所，每個人的社交網絡從家庭到隔壁鄰居之外能再進一步擴展到其他社區的居
民，透過這社區裏的中介空間讓居民創造更多元的社群網絡，這種點與點之間線狀
的社群網絡聯繫方式也從家裡向外延伸。

基　　地：橫濱戶部
時　　間：2012/09-2013/02
指導老師：林家如、平原英樹

橫 濱 戶 部 老 人 集 合 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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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線 狀 社 群 網 絡

利 用 不 同 高 差 、視 角 創 造 各 種 活 動

設 計 作 品

休 憩 平 台

中 庭

中 庭

中 庭

休 憩 平 台

公 共 澡 堂 公 共 澡 堂

中 庭

中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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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 市 斜 坡 住 宅 案 例 分 析

橫 濱 戶 部 老 人 集 合 住 宅

大屯山系

七星山系

南港山系

二格山系

台北市是一個被山坡環繞的城市，其
都市發展受限於西邊的淡水河，故從
原有的市中心逐漸向東邊的山坡地擴
張，因此住宅也順應地形而發展出不
同於平地的形態。



49設 計 作 品

山 坡 地 佔 土 地 面 積 比 率

人 口 增 加 率

老 年 人 口 佔 總 人 口 數 比 率

4.97%

13.75%

55%



北投透天住宅

順應地形的原故使獨棟住宅每層樓皆有對
外的出入口，生活空間也從室內延伸出建
築物和外在環境連結。

一 樓 商 業 空 間

遮 陽

遮 陽

斜 坡 道 路

二 樓 入 口

三 樓 入 口

四 樓 入 口

屋 頂 加 蓋

1 5 0  c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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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 坡 道 路

屋 頂 加 蓋

一 樓 商 業 空 間 出 入 口

二 樓 廚 房 空 間

三 樓 晒 衣 空 間4 0 0  c m

3 0 0  c m

1 3 0  c m

1 3 0  c m

8 0  c m

二 樓 住 宅 空 間 出 入 口

一 樓 商 業 空 間

二 樓 住 宅 空 間 出 入 口 三 樓 住 宅 空 間 出 入 口 四 樓 住 宅 空 間 出 入 口

主 要 出 入 口
次 要 出 入 口

次 要 出 入 口

庭 院 出 入 口庭 院 出 入 口
防 滑 墊

晒 衣 空 間

綠 化

綠 化

綠 化

綠 化

防 水 處 理

水 塔

排 水 排 水
瓦 斯 桶
( 廚 房 物 件 )

排 氣



北投公寓社區

北投地區以溫泉聞名，當地社區利用地形
高差建造公共溫泉澡堂，澡堂上方為居民
的綠化平台，亦為室內延伸出的生活空間。

社 區 公 共 澡 堂排 水 設 施

通 風 設 施

增 建 雨 遮
綠 化 平 台

１７ c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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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廳

社 區 公 共 澡 堂

排 水 系 統

客 廳



光

廚 房 開 窗

潮 濕 水 漬

綠 化

廚 房 開 窗

4 0 0  c m

2 0 0  c m

奇岩路公寓

因地形高差使相鄰住宅的廚房空間並不位
在同一水平線上，人的視角也因此改變，增
加室內私密性，但居民又利用地形高差將
綠化和停車空間向外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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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c m

2 6 0  c m

設 計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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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母公寓

一樓居民利用地形高差將室內空間向外延
伸和環境連結，同時增加室內的私密性。

增 建 玄 關

斜 坡 道 路

1 5 0  c m
2 2 0  c m



57設 計 作 品

3 0 0  c m

斜 坡 道 路

+ 0  c m

+ 2 0  c m

- 1 5 0  c m



58 橫 濱 戶 部 老 人 集 合 住 宅

天母公寓

一樓居民利用地形高差將玄關空間向外延
伸和環境連結，同時增加室內的私密性。
地下一樓的居民則利用地形高差在擋土牆
上建造木製平台，增加室內空間私密性，並
將廚房空間延伸至半戶外區域。

增 建 玄 關

綠 化
綠 化

木 製 平 台

斜 坡 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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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建 玄 關

綠 化

木 製 平 台

斜 坡 道 路

1 7 0  c m

2 3 0  c m



60 橫 濱 戶 部 老 人 集 合 住 宅

橫 濱 市 西 戶 部 町 基 地 分 析

基地的位置在日本橫濱戶部西戶部
町，西戶部町最高點和最低點相差18
公尺，為一帶有坡度地形的社區，整體
社區被車道環繞，但社區內部道路空
間狹小，僅能讓人行走，而社區內的住
宅主要為木造房屋，因此常面臨失火
卻救火不易的問題，社區的人口結構
亦面臨老化和嚴重外移的問題，空屋
率逐漸增加、社區居民之間也少有鄰
里互動。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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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坡 地 佔 土 地 面 積 比 率

人 口 增 加 率

老 年 人 口 佔 總 人 口 數 比 率

0.6%

19.3%

8%



62 橫 濱 戶 部 老 人 集 合 住 宅

車流交通動線

停車空間

醫療診所

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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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上建造房屋方式

挖出平台

堆出平台

廣場 圖書 澡堂 醫療

利用不同高差改變人的視角

設計對象社區居民生活
空間向外延伸

住宅和其他設施結合使其成為周邊的社區居民也能利用的重要場所

home senior

senior

civil servent

visiter

view

children

family

bath hou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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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者在進入社區前會先經過公共澡堂，
而不會直接進入居民的住宅環境，因此居
民和外來者能在澡堂聚集並有所交流，公
共澡堂也是社區居民生活空間對外的沿
伸，利用地形的高差讓公共澡堂和坡地結
合，但又不影響其私密性。

SECTION  A A’

GTOUND FLOOR PLAN  

橫 濱 戶 部 老 人 集 合 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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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FLOOR PLAN  THIRD FLOOR PLAN  

SECTION  B B’

設 計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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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D D’

SECTION  C C’

橫 濱 戶 部 老 人 集 合 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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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F F’

SECTION  E E’

設 計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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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 溫 州 社 區 里 民 活 動 中 心      

本設計作品基地的位置在溫州社區內，並且為社區居民和外來流動人口的匯集處，
而當地隨著外來人口的增加，商業蓬勃發展，商業空間因此不斷侵蝕住宅空間，住宅
原有的綠化空間也因為人為建物的擴展逐漸消失，原本商業和住宅空間的平衡狀態
被破壞，社區居民和外來人口也面臨這二元對立帶來的衝突。

此方案的二元對立對象為「人為與自然」、「商業空間與住宅空間」，設計的操作為試
圖在基地創造一中介空間，並以社區里民活動中心為出發點，結合市場機能，利用商
業、活動中心及綠化空間增加人們在此停留的機會，使外來人口不會經過社區外圍
的商業空間後便直接進入住宅區，會先經過這過渡性空間而有所緩衝；社區居民也
能利用在基地留設出的通道空間做為對外環境的聯結，這一過渡性的中介空間使對
立的二元性能融合共存，並且讓居民和外來人口都能在此聚集交流，社區居民的社
群網絡的發展不再止停留在社區內部，也能和外來流動人口連接。

在這作品中使用中介空間的族群不再只限制在社區居民，中介空間也對外來的流動
人口開放，因此活動的多樣性也隨著族群的多元化而增加，例如：社區居民在此舉辦
各種節慶活動和開設音樂、舞蹈等課程，透過這些活動增加居民彼此認識的機會，也
讓居民的社交網絡互相串連，並在中央置入廣場空間，其目的是和外界保持交流，屬
於社區機構的一部分，社區居民平日能在廣場聊天、散步，或是在社區課程結束後舉
辦音樂、舞蹈等表演活動，而外來的流動人口也能參與欣賞演出，或是舉辦其他小型
活動，如：跳蚤市場、創意市集等，讓外來者和居民都能在此聚集交流，外來者和居民
的社交網落因此不再只是單純的線狀聯繫方式，線與線之間開始彼此互相交織形成
更複雜多元的網狀社群網絡。

基　　地：台北市溫州社區
時　　間：2012/02-2012/04
指導老師：詹佳芳

溫 州 社 區 里 民 活 動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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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狀 社 群 網 絡

設 計 作 品



70 溫 州 社 區 里 民 活 動 中 心

溫 州 社 區 基 地 分 析

基地位在台北市溫州社區，此社區的
原有住宅比例較高，但是住宅區周邊
的台大校園及台電公司帶來許多外來
者進入社區，住宅空間逐漸因消費性
商業形成轉變為商業空間，而多數商
業行為主要服務對象還是外來的學生
和上班族，商業在住宅區的發展過度，
進入巷弄的人群過多並且在用餐時間
明顯增加，反而造成噪音和交通問題
使原有住宅區品質下降，最後導致住
宅和商業失衡的狀態。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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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流交通動線

商業空間

學校

綠地



72 溫 州 社 區 里 民 活 動 中 心

溫州街58巷

溫州街

綠地和商業空間的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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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對外的通道

基地為社區居民通
學、通勤、購物或到
別處時的動線集中
處，因此企圖創造出
讓人做為通道的動
線空間

市場+里民活動中心

利用商業、休憩平台
和多用途使用的空間
機能，使人們在里民
活動中心停留的機會
增加

配置

在商業空間和里民活
動中心之間置入中介
空間，讓外來者和居
民都能在此聚集交流

動線

動線串連商業空間和
里民活動中心，使外
來者和居民在此的行
動路徑有所交錯

社區里民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本身為社區
和外在環境的中介空
間，亦成為外來者和
居民在此交會的向心
性場所

1F

home

community center

shops terrace

multipurpose

school / office

2F

軸動線 商店 平台 多用途廣場

設 計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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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FLOOR PLAN  

WEST ELEVATION  

溫 州 社 區 里 民 活 動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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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ELEVATION  

SECOND FLOOR PLAN  

設 計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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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ELEVATION  

溫 州 社 區 里 民 活 動 中 心



77

SOUTH ELEVATION  

設 計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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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A A’

溫 州 社 區 里 民 活 動 中 心



79

SECTION  B B’

設 計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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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 台 北 水 城 住 商 複 合 大 樓

本設計作品基地的位置原為瑠公圳的支流，隨著台北市都市的發展原有溝渠被填成
陸地，建造民宅，但是林森北路的街道商業空間並未連續到基地的巷弄空間，臺北的
街市生活在此處並不存在，基地像是城市中的的孤島般和外在環境的連繫關係不密
切，是分離的存在。

此方案的二元對立對象為「人為與自然」，設計的操作為試圖在基地重新塑造台北人
對瑠公圳和對自然環境親近的記憶，利用街道化的商業空間為中介空間，重新連繫
住宅和自然的關係，並且重新連結基地和外在都市環境的關係。

以街市般的商業空間為出發點，串聯住宅空間和自然空間；從自然地景的角度而言，
街道空間為城市建築層級的相對「內部」空間，但從群體住宅空間觀之，街道空間又
是相對的「外部」空間，透過這亦內亦外的街道空間介入，住宅和自然空間的訊息得
以互相滲透，將街道空間的特性引入建築內部，形成另一種型態的中介空間；並融合
陽光、綠化、水等自然景觀元素，使建築整體就如同都市的縮影，和原有的外在都市
環境連結，消除基地原本和都市的分離關係。

在建築之中創造如同街道般的中介空間，中介空間如葉脈般在住宅和自然空間之間
蔓延，其所形成的道路網絡錯縱複雜使中介空間的類型變得多元豐富，而人在其中
行走並非被限定為單一方向，是可以自由的在這中介空間移動，使用中介空間的族
群不限定是當地居民或是上班族，來自外地的遊客、消費者都能進入，人與人之間能
透過搭訕、交易、觀看等行為有所接觸，各自的社交網絡經由人群的互動在中介空間
不斷疊加，甚至是再回到外在的都市街道和其他人的社交網絡搭接，每個人的社交
網落不再只受限於住宅空間，而是和整體都市連結持續擴充，形成網狀的社群網絡。

基　　地：台北市中山區
時　　間：2013/02-2013/06
指導老師：邱文傑

台 北 水 城 住 商 複 合 大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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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狀 社 群 網 絡

設 計 作 品

中 介 空 間



82 台 北 水 城 住 商 複 合 大 樓

基 地 分 析

基地的位置原為瑠公圳的支流，隨著
台北市都市的發展原有溝渠被填成陸
地，建造民宅，但是林森北路的街道商
業空間並未連續到基地的巷弄空間，
臺北的街市生活在此處並不存在，基
地像是城市中的的孤島般和外在環境
的連繫關係不密切，是分離的存在。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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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流交通動線

工整街廓

雜亂街廓

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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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紋理

綠地廣場

人造紋理

商業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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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DB i

自然環境

住宅單元 商業空間

8 F
z

&

iH

i i

設 計 作 品

商業空間置入連接住宅空間和自然空間

街市的商業空間



86 台 北 水 城 住 商 複 合 大 樓

住宅群體

住宅群體組合情境想像圖

住 宅 單 元
商 業 空 間

住 宅 單 元

住 宅 單 元

自 然 環 境

住 宅 單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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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單元平面

or

早期台北市是一座水城，路上的溪渠河道為常見的風景，河邊、水岸更是人群常聚集
戲水之處，商業空間也因此沿著河岸邊發展，形成各式各樣的河濱文化，隨著都市逐
漸發展，填水造陸後台北市的街道巷弄受自然紋理影響而形成彎彎曲曲的不規則樣
貌，但其巷弄生活依舊豐富多樣，因此本設計作品試圖以街市般的商業空間為出發
點，串聯住宅空間和自然空間，透過這亦內亦外的街道空間介入，住宅和自然空間的
訊息得以互相滲透，將街道空間的特性引入建築內部，形成另一種型態的中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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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宅 單 元自 然 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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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A A’

中 介 空 間 住 宅 單 元

剖 面 局 部 放 大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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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B B’

台 北 水 城 住 商 複 合 大 樓

中 介 空 間住 宅 單 元 自 然 環 境

剖 面 局 部 放 大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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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C C’

設 計 作 品

中 介 空 間 住 宅 單 元自 然 環 境

剖 面 局 部 放 大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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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介 空 間自 然 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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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D D’

設 計 作 品

住 宅 單 元住 宅 單 元

剖 面 局 部 放 大 圖



94

GROUND FLOOR PLAN  

2F PLAN  

台 北 水 城 住 商 複 合 大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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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 PLAN  

4F PLAN  

5F PLAN  

設 計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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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 PLAN  

6F PLAN  

8F PLAN  

台 北 水 城 住 商 複 合 大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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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F PLAN  

9F PLAN  

11F PLAN  

設 計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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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F PLAN  

12F PLAN  

14F PLAN  

台 北 水 城 住 商 複 合 大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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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F PLAN  

15F PLAN  

17F PLAN  

設 計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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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101結         論

我們目前生活在一個快速都市化的世界，並且正面臨著都市的轉型期，而我認為都市的轉型可以
依據兩個二元對立的現象來組織，第一個和功能有關，第二個則涉及個體和群體，從功能上來說可
以區分為公共空間和私人住宅，雖然在都市的生活提供人交流的空間已變得非常重要，甚至成為
私人住宅的主要促銷設備，但是公共空間太過擴張時反而會使私人住宅原有的品質下降；其次是
個體和群體之間的抗衡，在此提到的個體指的是一個人，群體則是個體之間透過相同的價値或信
仰所建立，但是當個體的信仰或價値和群體產生衝突時將可能被隔離或排斥，個體和群體連接的
互動網絡因此變得薄弱；當上述這兩種二元對立的現象嘗試同時對都市做出回應時便會造成彼此
之間的衝突，而在面對這二元對立的現象中我們將以何種形式組構我們的都市生活?

在本論文中試圖透過建立中介空間的方式創造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交往性，並從小尺度的個人住
宅開始置入中介空間，最後逐漸擴大到都市尺度，置入的中介空間隨之變得更加的多元化，能容納
的個體也更加多樣，彼此之間通過各種活動來共享中介空間以減少衝突，進而產生互動形成新的
社群網絡，這些中介空間也因此成為重構共享溝通和都市生活的裝置；所以在嘗試建構現代都市
生活的過程時並非以重建傳統的歷史中心城區的方式，而是在重建做為溝通體系的方式為目標來
塑造中介空間，以此建立新的都市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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