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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旭正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副教授．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前任理事長

建築專業與社區營造

一. 楔子
1990年，我們一群人在無殼蝸牛運動之餘成

立了「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期望在

建築、城市規劃領域喚起尊重住民參與的觀念；

再過4年，文建會在陳其南的主導下提出社區總

體營造的概念，我們在參與政策的同時也提醒建

築界注意此一趨勢。1996年中，由李遠哲帶領，

一群關心社區營造的專家學者成立了「中華民國

社區營造學會」，是我們有組織地推動社區營造

理念的起點。同年10月，我為建築師雜誌策劃了

一個專輯，介紹當時正起步中的一些嘗試，我也

同時發表一篇名為〈建築師專業在當今的變遷—

從當前建築專業的社會處境看社區建築〉的文

章，試圖說服年輕的建築師選擇社區建築作為有

價值之專業出路。1998年，有感於社會上日益蓬

勃的社區營造風氣，我們再一次策劃專輯，我直

接拋出問題：改寫歷史的時刻到來，建築師準備

好了嗎？。現今，台灣建築學會製作社區營造專

輯，顯示建築專業已真實接納社區營造，且有意

深入認識它，實在令人欣慰！

然而，在欣慰之餘，仍要繼續思考建築專業

與社區營造的關係，以及如何促進彼此更密切地

合作？

二. 社區營造的核心價值
 社區營造不只是社區空間營造，但近年

來，在社區營造政策的推展過程中，由於社區空

間營造的成果相對具有較高的能見度，因此人們

往往錯以為社區營造就是社區空間營造，營造社

區空間就是營造了社區。其實，社區空間的營造

只是社區營造諸多面向中的一環而已，若未能發

揮社區內部的動員效果，社區空間的營造甚至與

社區營造根本無關。

一般而言，社區營造呈現出五大行動面向，

即「人、文、地、產、景」，其中，「景」即是

指社區實質環境的營造。然而，在社區營造脈絡

下的實質環境營造並不是單純地執行規劃、設計

與監造，而必須讓其過程或結果都能發揮社區

營造的作用。何謂社區營造的作用？就是在居

民身上看到這樣的變化：「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

係更緊密連結，且人們對其生活所在也能更加認

同」，簡單的說，就是能有效地營造社區感。一

般由專業者單方面主導而營造完成的社區空間，

其過程若不曾發揮居民動員的經驗，自然不會增

進居民之間的情感連結，對社區感的建立毫無作

用；設計者通常以為提供經過設計的空間即能促

成使用者之互動，改善社會關係，但這其實是陷

於環境決定論的一種空想。

隨著社區生活開展，社區內的確需要相當多

類型的公共空間。從最平常能讓人停留寒喧的小

角落到社區公園、步道、綠帶、社區活動中心、

街道、社區文化館、市場、生態園區等等，它們

都需要空間專業投入進行規劃設計。但這些空間

的產出應能有助於「人與人的關係促進」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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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環環認同感的提昇」，才能符合社區營造

的價值，因此不是一般單純的設計業務執行方式

所能滿足。有志於投入社區營造的建築專業者顯

然必須在特定知能上有所精進才能勝任，這能力

無它，簡單地說就是「動員」，而動員需要以參

與為手段。

三. 參與創造好空間
社區空間主要在兩個階段發揮動員的作用，

一是在空間產出的過程，一是完成後的空間使用

與維護。社區空間的產出過程因其公共性而與一

般建築明顯不同，在構想、企劃、設計乃至營造

階段都可以透過提供「參與」來達到動員的作

用。讓居民共同討論空間的構想、參與實質空間

乃至財務的企劃，甚至經過妥善的安排可以讓居

民參與到設計過程中，對空間格局、形態乃至形

式象徵都深入探討。若能如此，在各個階段中的

集體討論、辯詰、說服都成為促進人際關係向善

或惡化的手段，而參與者對設計對象的熟悉度隨

著各階段進展而愈來愈深刻，其認同感自也跟著

提昇。因此，透過參與式規劃與設計，可以同時

增進社區成員間的情感以及對社區空間的認同。

事實上，不只企劃與設計的參與能創造社區

營造的價值，若能適當安排，居民參與空間營造

也可以發揮更大的效用。近年來，台灣有許多社

區（特別是鄉村社區）都採取自力營造的方式來

改造小型的社區生活空間，甚至政府單位也修改

法令鼓勵社區採「雇工購料」的方式取代發包，

的確提供了更多深入參與空間的作法與案例。

理論上，經由居民參與而完成的公共空間，

其空間形態必然比較符合居民的使用習性，有助

於鼓勵居民勤於使用，因而創造更多互動機會，

社區成員的關係將因而愈加緊密。即使因為設

計。即使因為設計階段有所漏失而造成完工後使

用上的若干不便，居民也會本著「作主人」的意

識而不遲疑地主動加以調整。社區作主的意識從

何而來？正是由規劃、設計、營造等階段豐富的

參與經驗讓居民獲得營造環境的知能，進而發展

出掌控社區空間的權利意識，而這正是強調居民

參與的社區建築之真諦。

好的社區建築應得到居民的認同。人們樂於

常常來到這個能與朋友會聚的所在，分享生活心

得也商議公共問題，同時能主動維護空間以利於

活動；隨著公眾生活形態逐漸增長，居民也能主

動地思考調整空間的方法，必要時邀請空間專業

者協助改造。如此的社區公共空間定是活潑充滿

生氣的，得到居民的鍾愛也讓專業者感到欣慰！

四. 五種社區動員
如前述，為了達成空間改造的基本目標，安

排一個有效的社區動員過程是社區空間營造得以

成功的關鍵。特別是在現今社區普遍陷於冷漠疏

離的情況下，社區動員顯得更為必要，以下即進

一步申論社區動員的不同階段與內涵。。

根據我們對社區營造經驗的歸納，在操作

上，社區動員包括了幾個不同階段和任務內容，

大致可區分為五：問題意識的動員、集體行動的

動員、空間想像的動員、參與營造的動員以及最

後自治經理階段的動員。

其中，問題意識與集體行動的動員是關鍵

性的起步階段，它涉及如何配合社區中的幹部，

藉由各類參與式的活動來召喚人們對社區空間問

題的重視，並鼓舞他(她)們參與改造的意願。在

我們比較不同的社區案例經驗後發現，「空間的

問題意識」是否有效地形成，其實決定了空間營

造後續推動的成敗。近年來有許多社區在政府的

政策資源吸引下，紛紛投入「改造社區空間」的

行列，但內部其實並未有效地形成「空間問題意

識」，所提議改造的地點往往只是少數幹部的主

張，改造的課題也未深刻地觸及居民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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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在這情形下，雖然申請到政府補助的規劃

案，但如果在規劃過程中，專業者又無法有效地

協助動員，激發起居民的「問題意識」，則最後

往往淪為「外加的」工程案，喪失了社區參與的

動能；甚至可能因為居民的不認同或其它因素，

而僅停留在規劃階段未能進一步執行，或者勉強

完工後，根本不符合居民的需求，得不到使用者

的認同而淪為蚊子館。

社區有了「空間問題意識」作基礎，接下

來的「空間想像的動員」和參與式營造，則是對

空間專業者的最大挑戰。當社區已有積極的空

間改造動機，專業者如何安排一個過程，透過

「聆聽」和「會意」來進行空間想像的動員。這

過程，除了讓專業者了解使用者的需求之外，更

重要的是開啟社區居民對社區空間的經驗、身體

記憶，讓生活空間的意義浮現出來，從中社區得

以重新認識自己。一旦有了這層新的體認，社區

居民便能夠和專業者共同進行社區生活的總體想

像，進而形成新的「空間計畫書」──要就既有

的空間進行改良或者要創生新的社區空間類型。

最後，根據凝聚了共識的空間計畫書，在專業者

的安排下，讓居民直接參與到空間形態的想像、

設計與建造中，更深刻地重溫親手營造環境的能

力、經驗共同工作的樂趣，乃至於發展出質疑人

造世界的能力(Hatch,1990)。

至此，我們可以明白，社區空間的實質改善

以及社區動員過程的創發其實是一體的。整個過

程所完成的，不只是專業自身的想像，也不只是

把社區空間改造了，而是更進一步觸動並重建了

居民與土地的新關係(黃瑞茂，1996)。一旦人們

去除了他們對社區空間的疏離感，並藉親手營造

的過程發展出新的親密關係，則在社區空間改造

完成後，人們主動地負起經營和管理的責任便是

自然而輕易的事了。

五. 小結：在社區自利利他
多年來我們不斷呼籲建築專業者加入社區

營造的行列，在社會民主持續深化的道路上盡一

份心力。初期，在社區自發性尚不普遍的階段，

社區建築的啟動需要建築專業者投入較多精力，

在社會動員、組織運作上加以協助；但十多年

來，隨著社區營造政策的推廣，許多社區組織都

已能自立，空間專業者所需承擔的動員工作相對

減少了許多。亦即，以前述五類社區動員而言，

位於前二階段的「問題意識的動員」和「集體行

動的動員」乃至最後一階段的「自治經理階段的

人 景產

文

地

空間問題意識
空間產出

空間使用維護

建築專業者加入

社會動員

想像力動員

集體行動動員

社區營造五大面向中的社區空間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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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有組織且有行動力的社區團體都可以勝

任，空間專業者的挑戰比較是在中間階段的「空

間想像的動員」和「參與營造的動員」。

換言之，社區建築師的角色隨著社會民主的

進展而有所改變。在社區意識萌芽的階段，動員

社區居民來關心社區的公共事務是最大的挑戰，

空間議題是其中頗能引發居民注意的，十分具有

動員潛力，因此空間專業者可以與社區幹部合作

發揮扣板機的作用，讓社區因著空間課題的努力

而走上社區營造之道。但也有許多社區由空間之

外的其他議題（人文地產）切入，成功動員居民

並建立組織，在組織運作相當健全之後才處理空

間議題，此時，社區組織可以主動邀請專業者協

助，在此情況下，後者所需投入的便主要是衡量

都市設計」是一門相當年輕的專業，最早於1960年在哈佛大學設計學院(GSD)成立都

市設計碩士學位學程，開始延續自柯必意、葛羅培...等歐陸現代主義建築師們於1928創辦

國際現代建築會議(CIAM)以來，對未來都市發展(urbanism)及都市建築(urban architecture)的

整體關懷。時至今日，都市設計己發展成兼具實質設計及公共環境關懷的跨域專業，是當

前人為環境發展中重要的專業領域。

對台灣而言，「都巿設計」更是一門新興的專業領域，雖然在1970年代初期，白瑾

博士早己在成大建築研究所任客座教授時開授「都市設計專題」課程，直至1982年，因為

台北巿信義計畫區都市計畫正式公告並開始執行「都市設計審議」，「都市設計」一詞開

始正式進入台灣的建築專業領域，一時之間，「都巿設計」成為建築學院師生及職業界建

築師關注的焦點，對於如何透過實質的「設計審議」來回應都巿設計應具備的精神與理

念更是台灣建築專業領域長期關注的事務。執行30年來，不僅全台各縣巿（含所有離島縣

巿）皆己設置「都巿設計審議委員會」的審議機制，「都巿設計」這門新興專業領域更在

1995年起取代都市計畫成為我國建築師考試的科目之一（正式科目名稱為「都巿設計與敷

地計畫」），這 僅是我國建築師考試傲視全球的特色，也反應了「台灣是全球最重視都

市設計的國家」，短短三十年，有此成績「實屬難得」！

   為此，下期專輯將以「都市設計」為主題，並以下列四項主題為專輯內容，（1）

台灣當前學院的都市設計教育（2）台灣執行都巿設計審議實務的回顧與展望（3）都巿設

計的發展趨勢（4）以新成立的「五都」為對象，邀請五都各都市發展部門說明及論述合

併後的「城」與「鄉」的未來發展政策與策略，我認為這將是繼1982台北巿開始實施「都

巿設計審議」以來，台灣未來都巿發展上的新方向，而「都巿設計」在台灣將有機會具體

本土化同時深化都市設計在公共環境的內涵。

下期預告——都市設計專輯
吳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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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社區的特徵與能力，妥善地安排生動活潑的

「參與式規劃設計」行動，讓居民的空間想像力

充分被動員起來，進而，在得到經費進行實質營

造時，也能巧妙地設計施工程序、挑選材料以利

於居民參與營造。

建築專業的天職乃是發揮其專業能力協助

人們營造好的生活環境，關鍵在於何謂「好」的

環境？社區建築清楚地主張：建築除了功能良善

之外，還要能得到居民認同。因此，建築專業者

在社區營造上除了要達到一般性專業要求外，還

要積極地與社區共同經營一種過程，這個過程發

揮社會動員、想像力動員以及集體行動動員的作

用。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有成有敗，但只要是基

於利他服務的觀點，挫折也可視為增進合作關係

的養分。因此，參與社區營造的建築師可以充分

利他，幫助居民獲得幸福，而自己在此過程中，

專業知能將得到擴充累積，專業形象也得到敬

重，這不正也是最好的自利作法？建築作為一種

庇護的元素，先天就有它促進幸福的潛力，新時

代的建築人應該開展建築的這些潛力，勇敢投入

社區營造的領域。

六. 參考： 
黃瑞茂，1996，〈從建築專業的異化到社區建

築〉，建築師，199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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