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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車城鎮：中型都市的社會生活與公共參與」進度報告

(一)前言

本計畫想透過摩托車的使用探討台灣中型都市的社會生活，希望了解城鎮

生活社會連帶的轉變與現況。本計畫認為過去 30 年來摩托車在台灣城鎮的快速

流行，且被運用於日常生活的各層面，以及摩托車特殊的移動方式與相應的人際

接觸過程，反映了這段時間以來社會關係與網絡的轉變。

經過約 10 個月的先導研究，本計畫針對了欲研究區域(中部員林周圍區域)

進行了一個廣泛的了解與調查。針對這個調查結果，本計畫提出一個修正的區域

研究範圍，圖一顯示出彰化縣與雲林縣的範圍，兩縣以濁水溪為界，本計畫原本

希望比較彰化縣員林鎮界內與周圍的兩個社區，不過經了解這些中型城市的現況

後，我提出一個跨縣界的比較研究，也就是維持員林鎮內的一個街區調查，另外

選取濁水溪以南雲林縣治斗六市內一個街區，作為摩托車城鎮的另一種發展模式

案例。原因在以下將會說明。

(二)成果討論

(1) 兩個城市皆是典型摩托車城鎮

這兩個城鎮常被我稱為摩托車城鎮，居民主要的城內交通工具是摩托車，

摩托車的使用幾乎滲透入生活的每一個層面，某個程度上完全取代了走路的功

能。換句話說，摩托車和人的關係超出了單純的代步工具，摩托車已經變成人們

出門的必要裝備，不管到巷口買罐醬油或買杯珍奶，十之八九大部份的人還是會

帶上安全帽，拉起夾克拉鍊，然後跨上摩托車出門，這幾個動作幾乎已成為摩托

車城鎮居民標準的出門步驟。誇大地說，摩托車及其裝備就像太空衣一樣，而摩

托車城鎮，曾即何時，已變成行人禁地的外太空異域。

這個造城計畫當然不是一天完成，筆者家鄉即是這兩個城鎮。翻開家裡泛

黃的照片，總是能找回一些被遺忘的片段記憶。我記得家裡的第一部摩托車是爸

爸買來往返斗六與員林 100cc 跨騎的款式，當時他在員林工作，我們和媽媽則待

在斗六的老家，在那個時候(大約 1970 年代出頭幾年)，摩托車大多僅代表男性出

外的謀生工具，記得剛上小學的我，喜歡跨坐在摩托車上，模擬騎車的感覺，幾

次被爸爸載去員林玩耍幾天，才能享受坐車吹風的快感，不過小孩子的好奇心卻

抵不住長途騎車的單調，常常幾乎要睡著在爸爸的背上，怕我不小心摔下車，爸

爸總是得在途中的每一個鄉鎮停住，尋找可以引起小孩注意的路旁冰攤。

「小天使 48」的出現也許是摩托車城鎮的先聲，這一機型大大降低了使用

摩托車的技術門檻(汽缸較小因此速度較慢，且不用換檔因此容易操作)，摩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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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成為可以普遍使用於市內的巡行交通工具，記得當時如果能騎著這種比較像

自動鐵馬的摩托車在街上，馬上能吸引大家目光的焦點，彷彿真的看見小天使優

遊自在地在天空飛翔。隨著台灣國民所得的增加，可以購買摩托車的人漸多，小

天使 48 慢慢取代了腳踏車成為一般家庭的外出設備，像現在小速克達樣子且雙

腳合併著騎的摩托車，則是稍後才出現，機身變小也變輕了，適合嬌小身材的人

使用，算是摩托車雙性化的開始。

(二)為什麼兩個城市要放在一起比較

了解中部台灣發展史的研究者，應該知道濁水溪流域的重要性。一個重要

的例子是 1972 年開始進行的「濁大計劃」(全名為「臺灣省濁水大肚兩溪域自然

與文化史科技研究計畫」)，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大學與美國耶魯大學主持，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曾進行當地的民族誌調查，探

討中部台灣的開發過程與村落結構特色。

濁大計畫著重歷史與考古調查與傳統社會結構的詮釋，本計畫關心台灣戰

後現代化過程的都市效應，有趣的是，過去 10 個月的調查發現，濁水溪一水之

隔的兩個中部主要中型都市 (介於台中與嘉義兩大都會區中間的廣大農業與中

小工業混合區)，顯現出某種區域連結與分歧的效應。彰化在 1970 年代初期就成

為充滿中小衛星工廠的工業縣，尤其是花壇、員林與社頭一帶(見圖二)。雲林則

在 1970 年代底才在斗六成立工業區，不過截至 21 世紀初，雲林縣仍在農業與工

業兩者間的選擇擺盪，2005 年民進黨的候選人以農業掛帥的經濟政策勝選。

本計畫分別選擇員林靜修東路周圍街區與斗六太平路周圍街區為研究範

圍，這兩個街區在兩個城市都是重要的商業與住宅混合區。不過因為大環境的關

係，顯現出很不一樣的發展模式，及由此而來的街道生活韻律與情調。我認為比

較這兩個都市發展，可以找出台灣中型都市的兩個典型特色，一個即是作為都會

衛星城市的中小工業基地所衍生出來的都市化，人口較稠密，消費習慣是都會的

模擬，不過卻無都會的文化與公共運輸系統；另一模式是政治中心為主的發展模

式，相對的封閉性，商業活動保留傳統社區經濟型態。

雖然有工業與政治城鎮之分，不過和都會區相比，中型都市因為我所說的

摩托車化的趨勢，兩個城鎮都構成某種和都會區不同的都市生活的一致性，也就

是因為行的方式建構出來的日常生活，將在底下說明。

(三)摩托車城鎮裡的街區發展史

台灣城鎮採用摩托車的過程表現出一個新生活的開始，許多過去視為理所

當然且不以為意的日常生活方式悄悄地改變。首當其衝的當然是街道，路旁加上

騎樓曾經是我這個年紀的人童年時候的遊樂場，雖然當時老家所在的斗六太平老

街不像現在一樣鋪著各式紅磚，路頭的圓環也沒有七彩的噴水舞可看，太平路的

街頭小霸王們卻早已玩遍了路旁的每個角落，我記得有個遊戲是這樣玩的，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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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粉筆劃一個圈圈，然後分成 12 等分，每一等分寫上路上的不同店名，有近有

遠，作鬼的人拿一碎磚塊從四、五公尺遠處往圈圈扔，然後看碎磚塊停在那家店

名上，就必須快跑過去再回來，其他的人必須在當鬼的人回來之前，將自己的一

隻鞋子藏起來，當鬼的人的任務就是試圖找出這些鞋子。也就是在一次一次這樣

的遊戲中，小霸王們認識街上的店，我還記得有台南企銀（所以作鬼的人會喊說

我要跑到台南耶）、每天照相館、佳音電器行、新高糕餅店、文山書局、洋房牌、

新天地冰果店、隆泉中藥房（我的老家）。

25 年後當我又回到斗六時，太平路已經變成太平老街，縣政府和地方團體

所費不貲地想重新營造出某種街道生活：坐在新開的「污點」咖啡店，偶而還能

遇到幾位來喝咖啡的學生，一坐就是天南地北一個下午；週末也常常碰到封路辦

演唱會的場景；晚上每個整點的圓環水舞也還能吸引一對對依偎在一起的情侶。

不過我心裡知道，太平老街已不是我孩提記憶中的太平路了，從污點的騎樓咖啡

座裡，我鮮少能看到行走的人，更不用講聽到小孩的嬉笑聲，除了常佔據路旁的

暫停汽車的阻擋外，摩托車城鎮特殊的光顧生意的方式，已徹底破壞街道的連貫

性。在摩托車城鎮裡，鮮少再有人逛著去買東西了，因此購物不再是一個巡行街

道的過程，測試著那一家店能吸引行人的目光，購物變成是一種目標準確的獲得

過程，在出門與回家之間，只有目標店引導著摩托車的方向，然後在短暫的消費

滿足後，又轉回到各自的小天地去。店變成只是大家購物雷達上的不同亮點，而

街道則成了到達這些點的「動線」而已，我們已經永遠喪失了「路旁」，更不用

講路旁充斥著的生活驚奇了。

但是，不要誤會我是一個反對摩托車城鎮的鄉愁者，雖然這 25 年，我大多

時間住在北部，加上出國留學 7年，因此大概錯過了員林或斗六這些南方城鎮蛻

變成摩托車城鎮的過程。不過前幾年返鄉生活的經驗，讓我了解日常生活如何與

摩托車相依為命：除了開車上班和我仍然堅持的飯後散步外，我騎摩托車去買便

當、寄掛號、買常常要補充的墨水與印表紙、上美容院、買水果、租DVD、提

款等等，我真不曉得如果離開摩托車該怎麼生活。

介於個人獨立與共同生活的喪失之間所產生的矛盾情結，構成摩托車城鎮

生活的愛恨情仇。我記得摩托車曾經是兩小無猜的小情侶們，探尋世界的愛之

船，也是許多 6、70 歲祖母級女騎士得以獨自生活的憑藉。但是摩托車城鎮也使

得行走成為有待保存的生活經驗，不開車的日子我喜歡搭火車從員林到斗六來

回，有時候會刻意走 15 分鐘腳程的路到車站，除了人行空間短缺與汽機車的廢

氣所造成的危害外，最困難的還是得忍受那疏離異樣的感覺，沒有隨意的招呼或

目光交視時的微笑不說，行人幾乎已成為瀕臨絕種的生物，因此得承受隨時投來

不解的眼光。

當然，摩托車城鎮仍然繼續演進著以適應一個新的社會關係與生活方式。

我的員林住家附近的靜修東路周圍街道所構成的新購物圈，一直吸引我的注意，

某種程度上代表摩托車城鎮一個演化的方向。原本昏暗狹窄的傳統市場，慢慢往

外拓充領域，首先是市場入口附近的街頭與巷尾開始聚集小攤，提供上下班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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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簡易的摩托車購物動線，不需像早上正式買菜時的大陣仗 (停車，然後拎著

購物手提袋，有時還要拉著手推車)。尤其華成市場兼具黃昏市場的功能，這個

簡易的外圍購物區因此慢慢擴大，以服務越來越多的上班族婦女與單身的外食鎮

民。我常把這個增加的購物區域稱為都市街道購物廣場，因為佔地面積幾乎已擴

大成原來的好幾倍，產品千變萬化，包括水果、蔬菜、肉品、衣服、小吃攤與茶

店等等，而且這些地方多是地攤和小店並存，因此基本上提供了一個多元功能的

購物環境與交錯的動線：買菜、覓食與休閒飲食者交錯並行，慢行的摩托車使得

安全帽後的容貌不再模糊，水果攤老闆與熟人的親切招呼閒聊，使得大家不急著

買完東西趕回家，加上珍珠奶茶坊偶而聚集的學生表現出來的那種青春與不馴的

氣質，都賦予了這個新街道購物廣場的一個重新匯集人群的任務，而且是非常異

質且有交集與交換的人群。

(三)未來一年工作進度

目前完成的部分包括，員林與斗六的基本資料收集，包括人口與區域發展資

料。並且收集了台灣摩托車工業發展歷史與摩托車的日常使用方式的文字與影像

紀錄。未來一年的工作將包括：

(1) 參與觀察：將利用 2006 與 2007 兩個夏天分別在兩個都市進行 2 各月的參與

觀察，主要參與團體將與街區組織為主。根據今年的調查結果，兩個街區皆

在近年成立有街區發展的相關協會組織，負責地方居住、經濟與公共事務的

規劃與協調，將從這兩個組織切入，了解居民的社會生活。

(2) 訪談：截至目前為主，訪談皆以非正式方式進行，透過詢問了解居民與店家

的想法，下年度將以地方長者、里鄰長與社團負責人與店家負責人為主，進

行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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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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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