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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東日本大地震的實質與實況

一、 的 地震和巨大海嘯

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發生了以岩手縣

到茨城縣長五○○公里、寬二○○公里海域為電

源區、震級達九級的強烈地震。這次地震僅次於

一九六○年發生九點五級智利大地震和一九六四

年發生的九點二級阿拉斯加大地震，在世界觀測

史上排名第五。

在這個區域內，承載東日本的北美板塊和太

平洋板塊和互相碰撞，後者漸漸沉擠入前者的下

方。正是板塊錯動(斷層破壞)使得積蓄於兩板塊

介面的能量釋放出來，導致了這次大震災。事後

判明，從下午二點四十六分宮城縣海域為發端，

接著在福島縣海域，茨城縣海域連續共發生了三

次地震。這次地震給東日本地區帶來了很劇烈的

震盪，從東北到茨城的廣大區域內觀測到從七度

到六度弱不等的震度(日本採用七級震度分級)，

而在東京都(千代田區)橫濱市，琦玉市，千葉市

等地區觀測到的震度也都在五度強。受到地震的

影響，東北新幹線和東北部公路為主的交通網寸

斷，製造業受災情況嚴重，多處化工廠起火，直

接導致了日用品等的「物資不足」和燃料不足。

在千葉縣浦安市，還發生了因地基液化導致房屋

傾斜，上下水、天然氣管線等生命線(基礎設施)

被斷絕的情況。

不單是地震，在震後三十分鐘開始來襲的

巨大海嘯，給太平洋沿岸的城市帶來了毀滅性的

災害。在溺灣(沉水

海岸地形的一種，

狹長的楔形入海口)

緊連延綿的三陸地

區(東北地區靠太平

洋一側，從青森縣

東南部開始，經由

岩手縣沿岸，直到宮城縣的牡鹿半島海岸的總

稱)，沖上岸的海浪在山谷間不斷增高波峰，就

像沖上山似的，把整座城市都吞沒了。之後的調

查也表明，這次地震引起的海嘯規模凌駕於貞觀

地震(八六九年)所引起的海嘯之上，被認為是東

北太平洋沿岸有史以來的最高級別。

這次東日本大地震災造成一四九一九人死

亡，九八九三人行蹤不明(根據同年五月九日日

本警視廳總結數據)，遠遠超過了一九九五年的

阪神大地震的受害

人數(死者和行蹤不

明者總共六四三六

人)。很不幸，這次

地震真的成了名副

其實的案留日本歷

史的大災難。

這次前所未  有

的大地震，也直接

使日本的經濟遭受

到重創。原本超過 海嘯後殘存的建築屋頂上寫著

的尋求救援的 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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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日元的日經平均股價，一度曾跌破了八六

○○日元的下線。而投機性操作促使日元匯率急

劇上升，還一度出現了一美元換七十六日元的戰

後匯率最高價的局面。由於汽車廠以及汽車配件

廠的受災情況嚴重，三月份國內汽車產量的下降

幅度為前所未有，只有前年同期的六成。汽車配

件的不足，也給汽車廠商的海外生產線蒙上了一

層陰影。另一方面，節制消費和外食的「自我克

制氣氛」蔓延開來，使得商品流通、時尚、旅遊

等產業也遭受到嚴重的打擊。再加上停電的影

響，三月份的百貨公司營業額與前年同期相比，

大約下降了十五%。經濟之蕭條甚至超過了因雷

曼事件所引起的消費低迷表象化之後的二○○九

年三月。

而在民主黨菅直人政權下，而對災區重建，

設立了「東日本大震災復興構想會」，作為總理

的諮詢機關，進行方案審議。針對具體的復興計

畫，則提出了要新設橫跨各省廳部會的「復興廳

(暫名)」。

二、東北關東大地震災的營救和避難

大地震發生後，政府立即設立了以菅直人首

相為首的緊急災害對策機構，自衛隊、員警、消

防隊迅速展開了一系列營救活動。

消防廳吸取了阪神大地震的經驗教訓，派遣

了一九九五年創立的緊急消防救援隊。在震後次

日的三月十二日晚上，全國經註冊的約四三○○

支救援隊中的一一二六支進入了災區。自衛也在

三月十二日中午時，投入了人員約兩萬，飛機

一九○架，艦艇二十五艘展開營救工作。因資訊

傳遞工作準備不足等，以致初步營救行動遲緩的

「阪神教訓」這次起了作用。自衛隊隊隨後不只

派遣了常備軍二十六萬人中超過一○萬人，還首

次動員了預備役，以超過歷史上派遣人數最多的

阪神地震(最多時一萬九千人)五倍以上的規模投

入了救援。

可是，救援行動和屍體的收容極其困難。

受災地區太過廣泛，加上巨大海嘯把人和建築物

一口氣吞沒了，要確認受害者所處的位置都非易

事。許多遺體被沖到海裡，漂到遠處的海岸邊。

儘管如此，地震後第十天，在宮城縣石卷市，乃

傳出了八○歲奶奶和十六歲孫子從倒塌的房屋中

被救出的新聞。

根據警察廳四月十九日的發表，受災最嚴

重的岩手、宮城、福島三縣一三一三五名死者的

驗屍報告顯示，溺斃者高達九二‧五%，相較於

八○%的人因房屋倒塌窒息而死或被壓死的阪神

地震，差別顯著可見。雖然發布了海嘯警報，但

是在地震發生後短短三○分鐘左右海浪就席捲而

來，因此有許多人根本來不及從平地逃到高處。

同時，儘管每隔數十年就會來襲的海嘯經驗在當

地反覆流傳，但是仍有許多例子是因為對避難行

動的懈怠而喪命的。甚至有被指定的避難所遭到

了海嘯侵襲而導致多人喪命，也顯露出地方政府

等機關所作的「預估」是過於輕忽了。

在地震後經過了兩個月的五月中旬，還有

大約十二萬人身居避難所。岩手縣約占三萬七千

人，宮城縣約占三萬三千人，第一核電廠半徑

二○公里以內被劃為警戒區的福島縣占五萬九千

人。與高峰時期相比，避難者人數雖然減少至四

分之一，但由於無法確保土地取得等問題，使得

圖 在遍地瓦礫的街區，求購商品的人們 宮崎縣氣仙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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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住宅的建設進度落後，避難生活的長期化恐

怕難以避免。

在天氣寒冷，衛生條件不佳的避難所生活

中，已確認的，災後一個月中就有二八二八人因

呼吸器官、循環器官、腦血管等「震災關聯疾

病」問題導致死亡。而另一方面，在海外媒體的

報導中，對災民們受災負傷後依舊井然有序地扶

持互助的景象感到驚嘆。

此外，在因大地震而鐵路停駛的東京，震災

當天出現了大量「返家難民」。在夜間的交通幹

線的人行道上，滿是那些需徒步十幾公里回家的

上班族的身影。在東京都內設置的臨時避難所度

過一宿的人也有許多。

第二章 東日本大震災的復興構想
一、防災與城市重建

1.城市建設的原則

我們試圖將受災地區按地形分為兩類來考慮

城市未來建設。第一類是三陸的農漁村地區。第

二類是仙台平原的平坦低窪地區。

從岩手縣的久慈市到宮城縣的氣仙沼市均為

面朝溺灣海岸的市鎮村。它們的中心市區位於面

向大海的山谷平地。

這種越靠近內陸越狹窄的地形，會使海嘯推

到異常的高度而將中心市區一口氣吞沒。在宮古

市的田老地區，耗費數十年建造起來高達一○公

尺的雙重防潮堤的外側堤防也被破壞了。在外側

防潮堤未竣工時，才進住到外側與內側防潮堤之

間平地區域的居住，也在這次海嘯地震中遭受了

巨大的災難。讓人繼續住在這裡，將會導致這次

的慘劇再次發生。因此，首先應該在此地區確立

「平地是工作場所，高地是居住場所」這樣的大

原則。

2.防災地域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由於美軍的轟炸，日本

的木造城市化為灰燼。為了防止木造城市的大火

災，政府制訂了稱為防火地區的土地利用規則。

戰後的半個世紀，在日本的大城市中建築物的不

可燃化得以普及，抗震耐火的建築讓城市大火災

消失了。

儘管如此，地方城市的市區還是有許多木

造建築物存在。這些木結構建築物在此次海嘯中

無一倖免地遭到了破壞。而那些耐火建築物卻奇

蹟般地幾乎全部抵抗住了海嘯。不僅僅是火災和

地震，就算是海嘯，鋼筋混凝土建築物也能夠抵

抗。

另外，一九五九年由於伊勢灣颱風造成的滿

潮侵襲了名古屋市的低平地區。許多木結構建築

物被沖走，很多人失去生命。為了能在滿潮時保

護市街區，在建築基準法中規定了禁止建造木結

構建築物、建築物第一層禁止居住並規定其為災

害危險區域。

然而，這個災害危險區域沒有得到當地人的

理解，沒能在名古屋市具體實施。究其原因，如

果這片地區被指定的話，地價勢必會下降，本想

住在哪裡的人也不再住在那裡，從而造成土地所

有者的恐慌。

總之，就這樣沒有設定災害危險區，經過半

個世紀後，特別是通過這次海嘯，制訂建築耐火

化的防火區域，與限制建築物低層禁止居住的災

害危險區域相結合的防災地域制度的必要性擺在

國民面前。

如果防災地域被指定的話，為了能夠承受住

海嘯、地震、火災、集中暴雨等災害，根據建築

物的構造、用途、高度及建築面積規模的情況可

制定屋頂避難路線。務必請日本國民考慮一下以

全國市區為對象的防災地域制度。

二、災區的街區強化建設

1.街區建設的三原則

在這次災害中，日本遭受災害的程度遠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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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世界的其他國家。為了保護生命和財產，土地

利用和建築的相關規範能得到充分利用嗎?回答

是否定的。

理由是，在日本，非農業用地上的建築物

有建造自由。而且，除去嚴格規定的防火地區以

外的所有場所，都允許建造木結構建築物。與以

禁止建造房屋為原則的歐洲各國不同，日本是一

個自由建造房屋的國家。當然，像工業專用地

區，第一類低層居住地區等，根據土地利用種類

的不同，建築物的用途是被限定的。但在城市規

劃上，不存在禁止建造的法規。這次海嘯災害之

後，有必要重新來探討日本建造自由的規定。

(1)限定建造原則

第一點是捨棄自由建造原則。建立限定建造

的原則，根據地形、地質、地勢等條件，制定土

地利用規範，指定可以建造的場所。

(2)地勢低的地方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

第二點是必須在河岸和海邊附近的低地上建

造工作場所時，禁止房屋採用木結構，只允許採

用大規模和自重大的鋼筋混凝土結構。但是，建

造場所和建築物的高度(層數)必須根據立面和平

面避難的容易程度來確定(比如，層數五層(二十

公尺)以上或者高地上方圓五百公尺以內的土

地)。

(3)防災地區制度

第三點是防災地區制度。關於該點，前面已

有闡述，故在此省略。

三、東日本大地震的修復‧復興與以前震

災的差異

東日本大震災以岩手縣、宮城縣、福島縣為

中心覆蓋了茨城縣、千葉縣，青森縣以及東京、

神奈川縣、埼玉縣、櫪木縣的一部分地區。第二

次世界大戰之後，如此大規模的受害還

是前所未有的。災區的復興面臨著從未

遇到過的課題。

在掌握三月十一日襲擊東日本的海

嘯和地震地區的受害狀況，和受災地區

特徵基礎上制定修復和復興的課題。

第三章 東日本大地震與東京再生
一、能源政策

這次大地震和海嘯等帶來的災害，

使我們開始認識到為了保護地球的環

境，以通過擴大核電的應用來解決能

源需求量，其帶來的風險是巨大的。所

以，向同時要能夠避免地球環境問題和

災害風險的新系統轉換，已經是迫在眉

睫的問題了。因此，日本全國必須實施

能源方向的轉變。要通過改變人們的生

活方式。提高能源消費的效率來降低能

源的需求，從目前大規模的集中型能源

圖 東日本大地震中各市村被水淹沒面積 土地用途分類

圖 東日本大震災和阪神‧淡路大地震的受災情況比較 年

月 日現在

P002-065-TA085.indd   30 2013/2/1   下午 5:28



臺灣建築學會 會刊雜誌

市民論壇—福島之後

系統，轉變為與減少煤炭燃料、脫離核電的分散

式能源系統並存的能源體系。關於今後在亞洲的

大城市中居重要位置的東京首都範圍的能源政策

的基本方針，具體提議如下。

1.能源政策的基本方針

(1)面對日益嚴重的地球環境問題，日常的

節能減炭工作不可懈怠。而且還要看到在發生首

都受到直下型地震，或南關東地震等緊急時期，

必需要有一個能夠不被中斷的可靠性高的能源系

統。

(2)如圖1所示，首都圈的電力有很大部分需
要仰賴遠地的供應，離電力需求中心地的東京

二百公里以上，而且由於在東京電力的供應區域

外的核電廠遭受震災及核輻射汙染等，其周邊幾

十公里都受到了很大的災害。今後，必須在首都

圈外盡可能建立不會受到重大風險影響的能源系

統。

必須盡量降低對高風險核電廠的依賴，減少

災害多發地帶區域的核電廠數，以降低災害與事

故的風險。

第四章 日本再生二○五○年規劃
一、從日本歷史學習二○五○年規劃

1.日本列島的兩極分化

日本，以形成本州的「脊」的山脈為陵線，

分為日本海側和太平洋側。從氣候和風土來劃

分，再以絲魚川-靜岡構造線為界分東西，不只

是氣候和風土，在文化上的差異也很大。(圖5)

日本作為統一國家的法律制度的完成，是在

飛鳥時代末期至奈良時代之間。根據當時的律令

格式，分為東三十三國和西三十三國兩部分。

    東西文化的差異還體現在風土和價值觀方

面。也許正因為有這種差異的存在，才使得日本

的活力能持續到現在。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學說，

無論如何以同一系統的天皇為中心的國家能延續

一千五百年以上，這本身在世界上就是罕見的。

而列島分為東西兩部分，也正是天皇得以存

在至今的背景之一。

不僅在制度上，自古在水田農耕文化、狩

獵、捕魚和採集文化方面也存在著差異。隨著時

代的變遷，平氏家族與源氏家族、京都的朝廷與

鐮倉幕府、江戶幕府等等之間，都產生了緊張的

關係。

東西之間在各方面相互切磋交流，在那種

緊張又刺激的關係中催生了新的文化。雖說西部

是持續不變的文化，東部是通過變化來繼承的

文化；有像幕府那樣以武力為背景而變化無常的

「權力」和由基於祭祀而不變的充滿了敬畏感的

所謂「權威」:日本列島存在著這種不同的文化

構造。

作為一個多災的島、氣候風土差異又很大的

日本國，作為要提供安全、安心的生活基礎的智

慧，歷來是在不同條件的兩地建立起生活據點，

充分實行自助、互助、公助，延續到了今日的繁

榮。但是在經歷了東日本大地震這樣空前的天災

與福島的核能事故所謂的人禍之後，應該考慮普圖 東京圈周邊的發電站及送電幹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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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作為新的生活方式的「兩地居住」系統了。江

戶時代，諸侯與家臣一起實施的參勤交替(註:江

戶時代幕府為防止地方勢力坐大，規定各藩的大

名需定期前往江戶值勤，以茲控制)其實就是兩

地居住。當時各地的統治階級在江戶和各自領地

間往來的兩地居住，一方面得以享受江戶這樣大

城市的先進文明，一方面又能廣泛收集到各類資

訊向地方傳達，來發展各自的地區產業和地域文

化。

出入江戶的伊勢商人和近江商人也在本籍設

立據點的同時，一方面通過江戶店等銷售產品，

也廣覽有關流行和創意的新知識，培育有助於產

品的開發等的地方文化。也就是說江戶扮演著資

訊中心的作用。

由於交通、資訊和通信的發展，現代的兩地

居住已經不同於當年的參勤交替，在大都市和地

方城市之間的往來無需花費一年之久了。除了在

家上班的人，都可以設想每周的工作日在大城市

生活、而週末和長期休假日則在地方度過那樣的

輪替方式了。也就是說，不同於重返(U turn)或

移居(I turn)，總之就是在兩地都居住一定時間的

活動據點，在大都市和地方都設有立足之處。

日本國土構造上的最大問題是：太平洋側和

日本海側之間的顯著差距，以及東京圈的過度集

中。

這需要將明治以來日本人認作理所當然的事

而培養起來的價值觀，也就是非要趕超歐美那種

觀念，有所轉變。

成長在大都市的人，為了想成為被豢養的

人類，也很需要地方上所具有的自然，歷史和文

化。而地方城市也能接納那些想從大都市繁重的

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中獲得解放的人、使之復甦

(圖5)。

而即使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了，也還必須

通過運動來維護身體健康；即使從腦力勞動中解

放出來，也還必須通過休閒活動來鍛煉腦力。

對於培養休閒活動、運動、旅行和技藝等

「遊樂」世界，兩地居住的生活方式是很有幫助

的。

隨著人們物質生活的富裕，便會追求更高層

次的休閒活動，使得觀光變成了一個大產業。作

為觀光景點，無論是自然的還是人工的，都是要

求是唯一的，同時是第一的。

結語 (節錄部分)
尾島 俊雄

 (亞洲都市環境學會會長、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

本書得以出版的經過略述如下：三月十一日

發生地震之後不久，「二○一○年十一月在仙台

舉行的亞洲都市環境學會的國際會議後，曾組織

了松島、石卷、氣仙沼的會後參訪，當時參加的

韓國、臺灣、中國的會員均即寄來了捐款及慰問

信」。三月二十一日，在亞洲都市環境學會的主

頁上表達了對他們的謝意，同時刊登了修復、重

建的緊急建議。次日便與中央公論新社的關知良

編輯局長對出版單行本的意願進行了徵詢。三月

二十八日，在國家戰略室徵求了關於復興院的意

見。第二天(二十九日)在國際文化會館獲悉了有

必要發表英文版、中文版的資訊的必要性。三月

三十一日，從國家戰略室的人員和有識之士方面圖 變為魚塭狀態的大都市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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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了發表正確的資訊的必要性。以前那種以國

家報告式的資訊發布易招致國內外的不信任感。

尤其是很有必要在海外出版與政府出版品不同的

有識之士的出版物。此外，國際開發中心會長品

川正治提出，應該將日本有識之士針對這次災難

是怎麼考慮的，又是如何行動的，告知給海外同

仁。四月五日，從五十嵐敬喜內閣官房參與(官

名)那裡聽到，痛感官民間的感覺差異之大，以

及日本政府的公開承諾和新聞發言人的素質都有

問題。四月十五日，訪問了關知良先生和伊藤事

務所，中央公論新社決定了在六月份以硬封面書

(珍藏版)形式出版。

台灣於民國六十年代末期經國先生擔任行

政院長任內，開始從事大規模的文化硬體設施建

設，短短不到十年的時間，除了北高兩個直轄

市之外的21個縣市文化中心陸續完工啟用。這些
「文化中心」集合圖書、展示、演藝等文化活動

場所於一身，從啟用初期被指責為「蚊子館」到

後來逐漸成為各縣市文化政策與文化活動推展的

核心重鎮，乃至於各縣市政府再積極爭取經費，

設立第二個甚至第三個「文化中心」，再再見證

了台灣文化發展的軌跡。時至今日，台灣各地各

種各樣的「文化中心」林立，使得文化發展呈現

出豐富多元的景象。

「文化中心」雖然是優質的公共財，然而國

人參與文化活動的意願與習慣歐美日等先進國家

相比，尚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再加上各級政府

的財政日益窘迫，無法編列足夠的人員與經費，

使文化設施的營運顯得力不從心，甚至有多處場

館因使用效益過低，再度遭受到「蚊子館」之非

議。

經過這樣一個輪迴的發展，政府與民眾漸漸

意識到「文化中心」並非不要錢的午餐，從設施

興建的必要性分析、設施定位與內容的研擬、設

施的規劃設計與施工，一直到設施完工啟用後的

營運管理，都必須經過縝密的討論與計畫，才能

讓「文化中心」永續經營。因此，本專刊將依據

文化設施興修整建計畫之時間軸，分為興修整建

前的企劃與規劃、設計與工程施作、完工後的營

運管理與改造等三個階段來探討其相關之議題，

包括的內容如下：

本專刊的內容期望對政府機關、藝文團體與

工作者、建築師、策展與表演經紀公司等產業及

有興趣從事相關研究之學校師生等有所幫助。

屬性 題目 (內容方向 )

規劃
階段

文化設施興修建與文化建設政策目標
之對應

文化設施興修建計畫之研擬

文化設施興修建工程招標方式分析

設計施
工階段

展示類文化設施規劃設計要點與案例
分析

表演類文化設施規劃設計要點與案例
分析

複合開發型文化設施規劃設計要點與
案例分析

營運管
理階段

文化設施之經營與管理 (公部門案例 )

文化設施之經營與管理 (私部門案例 )

文化設施營運模式之比較分析

「文化中心」專刊計畫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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