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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宜居，何處是我家？ 

─《好城市》閱讀心得 

作者：蘇雋婷 

一、 前言 

本書作者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廖桂賢副教授，旅居國外

17年，陸續居住過費城、西雅圖、柏林、加州爾灣、札幌、新加坡、

香港等城市，以她本身觀察、思考人與環境的互動，書寫城市空間、

環境生態與文化現象，化成為這本《好城市》。而我雖然不像本書作

者閱歷豐富，但從小到大，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全家人隨著父親在

全臺四處移居，除去短暫住過的地方，比較有印象、住過較久的地方

有：基隆、臺中、彰化、臺南，尤其最近，我又搬家了，但這次不是

因為父親，而是人生邁入另一個階段，與另一半共組家庭，這次應該

會終結遊牧民族的生活，長久居住在這裡吧！在這極小的相似背景

下，本次選擇《好城市：綠設計，慢哲學，啟動未來城市整建計畫》

一書閱讀，透過作者的眼睛及感受，增廣我對全球城市的視野，並自

省對於永續城市的所作所為。 

二、 專書簡介 

本書作者廖桂賢長年旅居國外，從西雅圖開始，足跡踏遍歐亞非

各大城市：柏林、哥本哈根、瑞典馬爾摩、阿姆斯特丹、泉州、京都

等城市，以及迦納等國家，搜羅各種精彩案例或值得省思的負面教

材，本書內容包含城市空間、環境生態與文化現象，為讀者帶來城市

設計和住居的新觀念，闡述永續城市的理念。全書分為 5大部分，簡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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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個性的城市最迷人！ 

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一個市民的生命力決定了城市的鮮活個性與

魅，作者以西雅圖為主軸，並加上阿姆斯特丹、威尼斯、柏林、台北

等城市的案例，來說明城市應該要有自己的特色，對於台灣人的歐洲

情結、「台灣風格」被忽視感到惆悵。 

（二） 交通，非靠汽車不可？ 

作者說明許多現代化國家的汽車文化所造成的問題及迷思，並分

享許多歐洲國家致力於「人車平權」、人車混流共享道路的案例，也

分享在非洲迦納、哥本哈根及泉州的所見所聞，強調「汽車」並不是

道路上唯一的老大，街道不應該只有交通功能，還可用來逛街、遊戲、

吃飯、喝咖啡，都市成為行人天堂，就越來越適合人居住。 

（三） 與水和平共存不是夢想 

台灣大部分城市位在河岸或水岸邊，興築堤防、河川整治工程是

最優先的治水方案，但依然逃不過颱風、豪雨帶來的水災肆虐，作者

以西雅圖、泉州、台北、首爾、柏克萊、阿姆斯特丹、柏林、京都、

波特蘭、馬爾摩等城市眾多案例，來闡述從河流整治到與河水共存的

觀念改變。 

（四） 消費！浪費？何時該適可而止？！ 

許多經濟生產及消費模式，帶來許多垃圾及環境問題，但減少消

費、減少製造垃圾就是最根本的方法。聰明消費，才能救經濟，減少

不必要的消費，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五） 城市設計革命，未來城市的任務 

「城市整建，沒有人確切地知道該怎麼做，這是人類發揮高度創

意、在不斷試驗與錯誤中學習的時候了。」作者認為蓋綠建築已來不

及，必須用整建城市來修復全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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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於民國 98年初次出版，並於 106年再版，因此部分案例與

現實有落差，例如公共自行車系統，台北市、台北縣跟高雄市約莫在

98 年啟用，且現在台灣許多縣市都有公共自行車，甚至大學校園也

建置公共自行車系統，由此可見，台灣在這十年間也不斷向全球城市

學習。 

三、 心得啟發 

（一） 找尋正港台灣味 

「新與舊，沒有哪個是絕對的好或不好，但一個有深度、有生命

力的地方絕對是兩者平衡兼具。每個年代不同的空間紋理，就這樣一

層、一層地往上堆疊，讓城市地景有著豐富而深厚的層次」，作者在

「新舊夾雜、收藏不同年代表情的城市」一篇分享著名水都之一─荷

蘭阿姆斯特丹的案例，她介紹阿姆斯特丹的老城區與新開發的東港

區，老城區因為過去政府課稅的規定及地質條件，居民蓋房子都會盡

可能將房子「瘦身」，而且選擇比較輕的建材、還有開大窗來減輕房

子的重量，雖然房屋的尺寸和結構都很類似，但居民會在山牆跟雕飾

上做變化，所以老城區的房屋很有個人風格，而且也夾雜眾多年代不

一的街屋；而新開發的東港區，房屋幾乎都是明星建築師的作品，雖

然外觀都很新穎，但同一個街廓裡的住宅都一模一樣，相對單調。作

者認為阿姆斯特丹的城市環境是慢慢演化成現在這個樣子，新舊並

存，所以格外有特色，才能保有城市的生命力。 

回過頭看看我們居住的台灣，因為城市在發展的階段講求開發效

率，而把舊房子拆掉蓋新的是最省錢省事的方法，我們普遍的觀念是

新大樓就代表著現代化，所以在開發的過程中，我們努力除舊布新、

積極追趕歐美的現代化的同時，一些有特色、有歷史意義的老舊建築

幾乎都被拆光了。台灣由開發中國家慢慢走向已開發國家，在物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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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漸漸滿足的條件下，越來越多人們意識到歷史、文化的重要，政府

及文史團體在推動舊建築的保存、活化上不遺餘力，時下年輕人也開

始風靡老舊建築，慢慢對歷史建築產生認同感，例如近期的國內旅遊

勝地─台南府城，台南是全台古蹟密度最高的城市，有老街、老店、

老屋、特色旅店，更兩度登上日本知名雜誌之封面，吸引日本旅客前

來感受台灣的在地特色。其實台南街頭照片登上日本雜誌封面曾引發

網友正反兩面爭論，部分網友認為照片很醜、老舊、窮，甚至覺得丟

臉，另一部分網友則覺得這就是台灣味、是別具特色的異國風情，不

需要覺得自卑，並以身為台南人而驕傲，這雖然只是個小插曲，但由

此事件可看出，越來越多民眾力挺台灣獨有的民俗風情，不再一味崇

洋媚外，開始認同具有在地特色的文化，社會風氣逐漸改變。 

而在台中，也有與阿姆斯特丹類似的情形。台中的中區，也就是

火車站前站的舊城區，因為是台中最早發展的區域，房屋密集、道路

狹小，在都市擴張的過程中，逐漸不符居民生活需求，人口外移至新

開發的重劃區，舊城區成為外籍移工群聚的地方，甚至成為治安及衛

生的死角，如何讓中區再生是市政府重要的課題，也是歷任市長艱難

的考驗。前市長林佳龍在競選時，將中區再生列為重要的政見，甚至

說了重話：不能救中區、不配當市長！他常常說：「城市是文化的容

器、文化是城市的靈魂」，認為無價之文史資產及歷史軌跡才是城市

的核心價值，在上任以後成立「文化城中城」專案，並請兩位副市長

共同督導相關局處，以「存舊立新」的概念，希望為中區注入活水；

在台中中區知名的冰店─宮原眼科，即是指標性的案例，一般大眾對

於保存舊建築的觀念，普遍是希望整修復舊到跟原始一樣，而宮原眼

科打破這個迷思，改採「現況保存」、「新舊並置」、「新舊共融」的交

叉方式建構，目的不在凍結時空或保存過去，而是延續過去，賦予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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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新生命。有此成功的案例後，在市政府與舊居民的努力下，越來

越多融合新元素與舊建築的文創特色店家紛紛進駐，為台中舊城區增

加深度與生命力。 

台中與台南都是我居住時間較長的城市，小時候都希望有朝一日

能夠旅居國外，認為國外的生活水平較好，移居國外就是富裕、上流

社會的象徵，但隨著時間與生活經驗增長，逐漸發現現代化的建設只

是承載著文化的盒子，自己最喜歡的其實是盒子內看不見的東西，喜

歡的是在地的台灣味！ 

（二） 轉個彎，學習慢活 

作者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交通，非靠汽車不可？」拋出許多我想

都沒想過的觀念，例如：2015 年，加州交通部承認，蓋更多的高速

公路並無助於舒緩交通，反而會吸引更多人開車上路；一輛車的生命

裡，有 95%的時間都是停著不用的；平均一輛車至少需要 4 個停車

位，才能充分滿足停車需求……等，原來我們習以為常的汽車文化有

這麼多迷思，平常只要塞車、找不到停車位，就會頻頻罵政府設計不

良、規劃不好，似乎都沒想過交通方案不應該只有汽車，我們居住的

城市被汽車塞滿了，這種只講求方便、快速、效率的生活方式，對我

們心靈又有什麼幫助呢？ 

前些日子出差洽公時，搭乘某間醫院的接駁公車，中途上來了一

對年輕夫妻帶著年幼的小孩，而全家人只有一張電子交通票證，身上

也沒零錢，一看就知道平時沒有搭公車的習慣，等到這位爸爸在車上

與其他乘客換到零錢投入收費箱後，才發現自己搭錯車了，幸好公車

還沒開上高速公路，司機在下一站就讓這家人下車，在這短短的幾分

鐘內，有位婦人不耐煩地碎唸：「年輕人～不要這樣子嘛～搭車要看

一下啊！我們老人家都不會搭錯車了，你們這樣是擔誤大家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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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我趕 12 點一定要到耶！不要浪費其他人的時間！」其實公車當

時是正常停靠讓乘客上下車，這一家人根本沒耽擱其他乘客的時間，

但這位婦人卻焦躁不已。雖然當下因為自己寬估路程時間，所以在不

趕時間的情況下，覺得這位婦人大可不必如此，這家人搭錯車已經很

尷尬又傷腦筋了，沒必要這樣數落他人，這位婦人似乎很沒同理心，

但如果今天是我自己趕時間呢？我當然也會著急，但因為我個性內

向，不敢說出來，只會在內心抱怨而已，沒資格批判別人。只是，這

樣趕趕趕，奉「時間就是金錢」為圭臬的生活，真令人窒息。 

如果問大家「道路是做什麼用的？」大家應該會回答：給車用的！

一般大眾會認為人車分流、有秩序的暢通道路就是現代城市的象徵。

而回憶起大學生活，有一位來自屏東女同學，平時上下課通勤走路很

慢，就像在散步，散發出一股悠閒的仙氣，除此之外，她穿越馬路都

沒注意是不是有車輛，其他同行的同學都覺得很危險，可是她說：「我

們屏東的車子都會停下來讓人啊！」以前覺得這位同學很奇怪，不過

讀了這本書之後，突然覺得她講得頗有道理，是我自己觀念可以再修

正，道路是讓人通行的，不是只讓汽車通行，如果一個城市的街道可

以像行人天堂，不再是虎口，那這個城市住起來就更舒適了。 

如果自己能稍微改變想法，轉個念，搭公車的路程上，聽聽音樂、

看看窗外街景，開車騎車時不搶快，不趕時間或是距離不遠的通勤，

選擇以雙腳或自行車代步，適時放慢腳步，讓心靈沉澱，使心情更美

麗，如此無論居住何城市，都是舒適宜人之處。 

（三） 被漠視的河川，冷漠的自己 

台灣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國，理應大小河川眾多密集，但隨著都

市開發的過程中，發展經濟不再倚賴河川，流經都市的河川僅剩下排

放污水，因為失去了生命力，河川發出惡臭，紛紛被填平、加蓋，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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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自然的小河不見蹤跡。然而，近幾年，台灣各地城市都吹起了河川

治理的風潮，例如：高雄市知名的愛河、全國第一條在市區使用低衝

擊工法的台中柳川、全台第一個以河川註冊商標的台中綠川、桃園老

街溪整治，都隱含了「還地於河、還河於民」的概念，這些工程為河

川打造新氣象，讓民眾親近自然環境，提升城市視覺意象。但以作者

的看法，尚離河流原始自然風貌甚遠，不過亦如同作者所說：「去做

就對了！！即使微不足道，總比什麼都沒做好！」我們的政府及專家

學者已改變了治水就是防洪排水的舊觀念，現在河川多了親水的功

能。 

台中一位來自印尼的移工嬪蒂（Pindy），每個月都會自發清理中

區的綠川，並號召同伴一起加入活動，主辦人嬪蒂（Pindy）說：「台

灣是我們第二個家，想要一起做對社會有幫助的事。」綠川也是我高

中時期時常經過的地方，當時綠川尚未整治完成，原本與同學一路閒

聊，只要經過綠川話題就會暫停，因為綠川臭氣沖天，只是一條排水

溝，而現在的綠川，不只沒有臭味，還美麗動人，搖身一變成為旅遊

打卡勝地，更帶動附近的商機，與我記憶中的綠川天差地遠，不過我

卻從未想過要動手清理河川，甚至在街道上看見垃圾，也很少主動撿

起來，獨善其身的我，嬪蒂的事蹟感動了我，為了自己的家園，未來，

能否再多做些什麼？ 

（四） 地球需要我們，嗎？ 

還記得大學時期經濟學的第一堂課，教授開宗明義講授，經濟學

就是探討「資源有限，欲望無窮」而衍伸的各種議題，並且教導我們

needs（需要）跟 wants（想要）的差異。很慶幸能夠生長在物質生活

充裕的台灣，但在物質生活條件優渥的環境下，我們時常忘了什麼才

是真正必要、需要的產品，而什麼東西則是不一定需要、只是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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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更有許多人追逐時尚、新穎，手機只要推出新款，就立馬搶先

購入，也不論現有的手機是不是還能使用；主打快速、便宜、時髦的

「快速時尚」，讓我們可以隨時購買物美價廉而且有品牌的服飾；但

這些「CP 值」高或是代表著富裕的商品背後，卻也隱藏一連串的勞

工壓榨、環境污染等問題，我們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所付出的成本，或

許一點也不便宜！ 

作者分享了非洲迦納、奈及利亞的現況，歐美國家、日本，甚至

台灣，富裕國家淘汰的汽車、舊輪胎、舊電視機、舊電腦、舊手機 ，

傾倒在迦納、奈及利亞人口密集的城市，理論上電子廢棄物是用送到

這裡進行回收或再利用，但實際上有超過 7成是毫無再利用價值的廢

物，只好送到垃圾場，或是棄置在空地上，而經過風吹雨淋，電子產

品中的有毒化學物質慢慢滲入土壤、地下水、流入這些國家的人民身

體中，抑或被焚燒電子廢棄物所產生的有毒氣體侵害。在環保意識逐

漸抬頭的台灣，我們很難想像迦納、奈及利亞人民生活的環境有多麼

惡劣，我們時常被教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然而，在我們追逐

時尚、物質生活的同時，是否也間接傷害到地球彼端的人們？ 

有些業者打著環保的名義，製造所謂的「環保商品」來刺

激消費，透過行銷促進部分族群不停地消費，其實，這不是消

費，而是浪費，是最不環保的行為；如果只能從不斷擴張消費，

才能維持經濟，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也無法永續，要從根本改

變消費文化、減少消費，才能真正減少垃圾，減少環境破壞。 

每年 4 月 22 日是世界地球日，此時可以看到政府、企業、

個人紛紛響應環保活動，若能將一時的行動，化為長久的習

慣，對於環保才更能有幫助。日前，插畫家「囂搞」發布一則

漫畫，內容大抵是，很多人都會說：「我不用任何塑膠、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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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不開冷氣，『都是為了救地球！』」但囂搞表妹一針見血回

應：「環保是很好啦，但邏輯好像反了，其實地球不需要你，『是

你需要地球。』」是啊！「地球不需要人類，但人類需要地球」，

這些話如雷灌頂打醒我，隨手做環保一點也不偉大，而是本來

就應該做的，如同汽車不是道路的老大，人類也不是地球的主

人。垃圾分類、資源回收、減塑、隨手關電源、購買省電家電……

等，都不應該只是為了省錢而做，應該是發自內心為了保護環

境而做的微小舉動，更重要的是，少買一些，儘量不要製造垃

圾才是減少垃圾的根本之道。  

四、 結語 

讀完這本書，會發現作者不是在教我們如何改造城市，而是刺激

讀者獨立思考，「唯有觀念革命，城市才會更好─對自己、對地球都

好！」本書帶給我許多未曾想過的觀念，有醍醐灌頂的作用，也讓我

深刻覺得，地球給我的太多，而我為地球做的太少。 

身為公務員，雖然都市計劃、交通建設、河川治理……等議題與

我的業務範疇幾乎是遙不可及，自己也不具備這些領域的專業知識，

雖然憑一己之力是無法改造城市，但我們可以試著觀察、理解、思考，

接受新的觀念，慢慢改變自己既有的習慣，用微小而確切的實際行動

來喜歡、來愛護居住的地方，打造屬於自己的「小確幸」，使我們居

住的城市都成為宜居、永續的城市，無論身在何方，處處都能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