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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開闢新空間。社區內有一處國防部宿舍閒置，

成為改造目標，里長召募里民清除垃圾，並經過

無數次與相關單位協商，取得使用權。建築有兩

棟2層樓房，兩棟間有一戶外樓梯相通。里長的夢

想是將其打造為社區的「樂活園地」。

臺大與社大合開課程
為了能夠獲得理想方案，里長尋求中正區社

區大學協助，輾轉找到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劉

可強教授支援，而同時在社大與臺大城鄉所開授

參與式設計課程。參與式設計的理念是好的環境

品質來自於社區成員共同的參與和付出，專業者

則促成這個過程，並提供技術協助。就城鄉所實

習課而言，將高階實習課程的碩士生與社區大學

的民眾組成團隊，也是新嘗試。就城鄉所學生而

言，面對真實的社會與設計議題，除了繪圖、模

型、設計思考等訓練外，在多元組成的團隊運作

中所必要的合作、溝通、協商、決策等能力亦為

學習重點。選課同學有城鄉所博士班一名、碩二

同學5名，中正社大19位，其中10位為社大成員、

3位為忠勤里里民、6位臺北市青年社區規劃師。

課程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為8周社大課程，

參與成員數量較多、背景也多元，混合分組，每

組提出一設計方案。第二階段是社大課程結束後

的方案整合階段，此階段成員由6位城鄉所學生、

3位社大學員、3位青規師及2位里民共同完成。

文．圖／慕思勉　張耕維

南
機場位於臺北市萬華區忠勤里，為了整頓

市容，市府在1952年興建一批住宅，共24

棟，2100戶，整齊劃一的設計與現代化衛浴設

備，是當年集合住宅典範。發展至今，狹小的空

間與相對低廉的租金，成為經濟弱勢集中的社

區，低收入戶比為臺北市平均值3.2倍，社區內忠

義國小學童有73%來自弱勢家戶。此外，社區人

口結構高齡化，75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14%，高

於臺北市平均值10%。外籍配偶亦偏多，約有300

人（單親家戶超過30戶）。面對社區高關懷家戶

親職功能不彰、青少年偏差行為、獨居老人缺乏

照顧，以及因夜市造成環境髒亂等社區問題，里

長方荷生組織志工辦理老人送餐，義賣捷運廢棄

物創造社區資源，並尋求環宇國際文教基金會支

援國中小課輔班，減少青少年步入歧途。課輔班

獲得社區居民很大迴響，現有空間難以容納，亟

參與式設計課程與閒置社區空間的活化：

臺北南機場樂活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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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式設計工作坊過程
課程分為基地與建築調查、使用者訪談、空

間劇本寫作、平面拼貼、模型製作等階段。基地

與建築調查的練習包括建築體驗、尺度測繪、建

築毀損狀況紀錄、周邊植栽調查、建築方位與風

向、結構安全判斷以及基本圖製作等，乃進行設

計前所必要的工作。

（一）使用者訪談
開啟設計的重要基礎為理解使用者的需求，

除了理解里長的經營理念、目標與社區問題外，

訪談了小學生、青少年、大學生、長者、志工、

中年人、商家、外籍配偶等各社區成員以及開設

課後輔導班的教會、環宇基金會的工作人員。

就訪談的內容予以進一步分析與歸納。年長

者喜好復健、可以運動、唱卡拉OK或娛樂、可乘

涼歇息或與朋友聊天的空間；志工則想要老師教

唱、手工藝學習的教室，並兼顧公共安全、衛生

保健、健康檢查等宣導活動辦理。青少年多喜愛

有電腦使用、玩耍、看故事書的地方；忙著家計

經營小吃的家長，則希望提供安親班或讓孩子自

習的空間；里長需要辦公室為里民服務，以及送

餐所需的廚房、志工空間、居家照護人員培訓教

室、課後輔導教室等。此外，也能供社區節慶如

重陽節、社區聚餐等大型活動使用。

（二）空間劇本
接下來是將這些訪談內容轉化書寫為空間劇

本，空間劇本替代制式的建築空間需求書，為一

幕幕空間場景的描述，包括角色在空間中的活動

情景以及實質環境品質條件。例如描述兩個小學

生下課後到樂活園地的活動情景：「⋯李佑全趴

在遊戲間，他用腳抵著牆，看上禮拜剛出的漫

畫，我靠著牆發呆⋯遊戲間的地板也是木頭地板

⋯空間還算大，大概可以讓我滾個三圈不掉出

去。遊戲間裡有一些書、漫畫啊，還有給那些小

孩玩的幼稚玩具。六點半，廚房有人煮了一點東

西，我們兩個被吸出去，還有幾位老人家也在交

誼廳，交誼廳正面大片紅色窗戶可以隱約看到夕

陽，我們座在椅子上，那些高高低低的椅子坐起

來很有趣，有的是兩個人、有的是一個人的，中

間有兩張桌子，不過我跟李佑全都把晚餐端在手

上扒⋯」。

劇本的寫作是設計者嘗試從兒童、老人等不

同身分的角度，想像未來發生的人與空間互動的

故事，不同劇本或不同人物之間的活動可能產生

衝突，此時即需要設計者之間的協商與討論確認

劇本。

（三）拼貼
在空間劇本之後，則是拼貼，利用簡易色

紙，以人物為核心，將劇本中描述的環境品質與

需要的物件，如傢俱、開窗、大樹、窗戶等，裁

剪為1/20比例尺的二維紙塊，如劇中生活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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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貼特性在於彈性與易於操作，依著劇本的增

添、不同設計者的詮釋，可補充、挪移拼貼內

容，直到滿足各成員想法為止，最後組成整體配

置。

 （四）模型
拼貼的結果轉換為更容易理解的1/20比例尺

的模型，以容易取得的瓦楞紙為主要材料，將拼

貼的情境進一步透過立體傢俱、隔間、開窗等方

式表現，場景中的角色與活動狀態依然是模擬重

點，必須盡量接近真實場景。經過討論，從空間

架構到材質、質感、顏色等細部品質漸漸清晰。

（五）替選方案到最終方案整合
第一階段的3組方案同中有異，如中庭設計，

A組提拆除圍牆，在中庭搭蓋透光遮雨棚，便於

雨天也可使用，並設計空橋連結兩棟建築，使活

動可以串連；B組方案是拆除圍牆，不加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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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有較大面積的戶外空間；C組方案則拆除一半

圍牆，搭建天橋連結兩棟。此外，3組方案皆將大

棟一樓作為年長者或社區聚會使用，二樓為各類

教室，小棟一樓為閱覽空間、社區咖啡吧檯，二

樓為孩童、青少年活動空間。接下來要進一步整

合各方案優缺點，此時社大課程已結束，部分成

員自願繼續參與，在歷經又一輪的拼貼到模型的

密集討論，各空間的討論更加細緻，如里長辦公

室對外的隔間牆，評估分析了矮牆開窗、落地拉

門、無隔間牆等不同方式所代表的意義或功能，

在此工作模式下完成最終方案。

除在社區內舉辦模型說明會，工作坊也參與捷

運西門站之南機場整建募款餐會，聽取居民意見，

並促發其對未來空間的期待。

樂活園地的經營
課程結束之後，在有工程經驗的社區居民協助

下，里長召集水電、泥作工班，以自力方式，於

2011年完成整修工程。空間的使用藉由後續軟體的

營運，逐漸豐富環境特色，如2011年來自馬來西亞

和俄羅斯的兩位國際志工（AIESEC）在社區long 

stay時，帶領國小的小朋友進行牆面彩繪，增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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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耕維小檔案

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現任職於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

慕思勉小檔案

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曾任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

展基金會執行長，現為該會資深規劃設計師與城鄉所兼任實務教師。近年完成

八八風災部落重建工程之一的屏東禮納里產業發展中心新建工程、臺北市北投

奇岩長青樂活大樓先期規劃、臺北市公營住宅社區參與式設計規劃案、臺灣大

學竹北校區生態校園綱要準則等。

活潑意象。此外，之前修課的張耕維、楊宜靜、

海辰、孫敏鳳等同學，企畫「小小建築師」課

程，從設計者角色變成空間的使用者。現在除了

有環宇基金會開設的國小、國中課輔班、愛心廚

房外，還有與中正區少年輔導組合辦的咖啡班，

與臺北市立圖書館合作的借還書工作站，以及與

和平醫院、中正老人中心定期舉辦的高齡者活動

等，以連結各社會資源方式讓活動內容更充實。

在缺乏資源情形下，南機場樂活園地能夠誕

生，關鍵在於點子多、熱情而活力充沛的里長和

他的團隊。除了承擔中心管理、志工排班、送餐

服務、舉辦活動外，還召募了近150名社區志工，

參與巡守隊、夜間管理、廚房工作、圖書館管

理、打掃社區以及義賣等。他更發揮創意連結資

源，如捷運廢棄物義賣、與市立圖書館連結，或

者與非營利機構等團體合作如食物銀行、太陽旅

館等新穎實驗性計畫，讓樂活園地成為社區活力

源源不絕的基地。他們的熱心投入，演活了比設

計者所能想像更精采的劇本。

結論
實習課程與社大的結合，讓同學們學到溝

通、合作與組織等真實經驗，如同楊宜靜同學的

分享：「在規劃提供小孩活動、遊戲、閱覽的空

間時，親子可共用的廁所，理應是設計時必須考

量之處，但這件事直到一位有小孩正在上幼稚園

的參與成員Ｎ提出，才被大家注意到。⋯Ｎ拉著

另一位成員扮演媽媽和小孩，拿著紙箱鋪在地上

當作廁所範圍，將他平時帶小孩上廁所的情境

──開門、掛包包、抱小孩上馬桶、幫小孩穿褲

子等等過程，以肢體「表演」出來，大家才恍然

大悟。」

此一課程除了學到設計所須具備的技能外，

也讓同學體會透過開放的對話與參與行動，將有

差異的個體轉換為具集體意識與行動力的組織，

有助於他們在未來，能更稱職的做一個促進社會

環境品質的實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