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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中端   
中冶環境造形顧問有限公司代表

Landscape Architecture定位迷思
台灣談Landscape Architecture景觀建築認知上依然是模糊曖昧，

雖然很多從國外回來的專業者都擁有景觀建築師的證照（例如美

國），但在台灣談景觀建築仍常被納入建築師的範疇，雖然在實

際執行作為上有一點刻意與不刻意地把建築與景觀給切開。個人

認為，不管是建築、土木或水利，就如同西方醫學的各種科別，

而景觀則是歐洲自然醫學或東方中醫學，因為曖昧模糊可以涵蓋

環境上的許多因子，如同我們循著節氣務農，而非依據溫度種

田。從此觀點來說，景觀實該與其他學門分開看待。

日本最初的景觀相關課程是開在土木系，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西元1960年代國土重建以土木的角度規畫，雖然安全但美感

成最大問題。其中有整座山穿腸剖肚的切開，水泥灌下成灰色的

山壁，又有人提議再將其塗成綠色，遠遠看青翠的山中如一片片

綠色的膏藥。有鑑於此現象，此後在土木系才有景觀課程的出

現。日本雖然早就有造園學部，西元1905年三好學教授寫了一本

景觀植物學，西元1937年辻村太郎教授即寫了景觀地理學，但許

多景觀議題還是架構在土木或農林專業之下。如東京大學最早開

始將景觀從工學院土木領域、農學院造園領域轉換成為地域環境

學科與生態環境整合，部分則與都市工學與都市設計結合，其他

農學部改為生物環境學科等，是一十分具代表性的轉變。

當時提到景觀，生態與環境是農學院、基礎系統是土木，講

造型的便是建築，談區域規劃又是都市。這就像前面提到西方醫

學的分科，雖說如此，可環境是全面性的空間，並無法切割各個

專業領域的相關性。所以設計學院內的教學與訓練，我一直認為

大學一到三年級以共同課程方式上基本設計，先鞏固對環境生態

科學的基礎，為容許並誘導個別特質的人有發揮的空間，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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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分組選擇都市設計、景觀、建築和室內設計。大學的教育應是讓

他們曉得有環境這回事，將來要走哪這條路，是自己的特質和興趣、

也是後來的際遇決定，無論是走設計還是技術專業，應該分開談較

好。

設計一詞，設是由「言」與「爻」組成，計是「言」與「十」組

成，例如作設計時我問業主這樣好不好，一定要溝通後用圖尺繪出，

再與業主說明想法：這樣最好，是我為你的需求所設計。設計接近空

間哲學，設計是有對象而非純藝術，純藝術則更接近哲學。如同這個

社會，所有人都走向藝術是不需要的，但是技術人才的養成是要花時

間的，適合設計的人才需要舞台，社會的需求須要技術執行，不求人

人鑽研設計，反而犧牲了技術人才的長處。

現在，景觀界的年輕一代流動很快，例如每到暑假時期就有五分

之一或更多的人在流動。升學再唸研究所的人，多數選擇建築專業；

繼續留在景觀界工作的人很少，多數選擇土木、水利技術顧問公司。

每年景觀系畢業人才留不到10%，導致景觀工程由景觀專業主導的大

約只有10%，其他80%-90%仍是土木、建築、水利與水保承包。從這

方面來說，有人認為與有無訂定景觀法，延伸出缺乏職業保障的現象

有關。但我認為這與景觀技術的定義有關，例如歐洲的系統，規劃須

以宏觀的角度操作跨國界，涉及生態環境、土木、水利等大尺度的區

域規劃時必定是景觀來領導操縱。從這觀點來看，我們理應盡快成立

國土法和景觀法，則景觀師的工作自然會釋出。

Landscape Architecture態度與向度
日本有位大師，提出景觀十年，風景百年的說法。從完工十年

後，來檢視景觀相關的元素是否成為環境的一部分。相對於建築是完

中都濕地施工中中都濕地施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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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後趕緊拍照，就是最完整的建築作品，景觀作

品則完全不同，經過十年才稱得上「景」，還要

有人在裡面、有人「觀」，條件具足才能拍攝。

風景則是景觀融入環境之中，那需要百年的時

間，但是融入風土則是千年以上的事。要成為社

會、地理與人文的一部分，台灣設計還年輕，無

法成為風景，稱作風景的主角是原本這些大山大

海，但我們卻拼命地剝削它。故此，台灣可以稱

為景觀的也不多。

現在我們在做景觀工程有一點偏向環境修

復，我認為景觀修復的工作勝於創造，創造是大

自然的工作，我們只是修補環境受傷的地方。就

如高雄中都的案例，本來就是溼地，但是被人為

破壞、被倒垃圾，最後還是得把垃圾處理，讓植

物回來。以我的作法，考察最原本的地理，原來

是屬於什麼樣的環境，想辦法回復原本的樣子。

以生態工法的角度，其實我們可以做的只有一

半，由大自然接手另一半。景觀界該做的是盡可

能把環境修復好，使之呈現原本該有的狀態，也

就是最健康的樣子。我認為這種概念，不論蓋房

子或搭橋時，應該考慮到的環境思維。

Landscape Architecture學與用之間
學用落差在事實上是一個不完全恰當的期

待，人為所造成的落差。很多事情必經由先犯

錯，承擔錯誤，而後修正錯誤。學校無法教到百

中都濕地施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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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百，至多讓與業界接軌之間的差距短一點，

這部分是從實習的制度去彌補。就如醫院的實習

醫生一樣，實習醫生無法開處方籤，但從跟隨主

治醫生查探病人的學習中，累積到某一程度的經

驗值後才能成為醫生。以景觀系來說，學生在離

開學校前一年或兩年到事務所實習，也是可以有

一個基本的銜接，畢業後頭一兩年在不同公司的

體制、方式與領域下學習也是一種方式。

如前頭提的，建築元年，景觀十年，風景百

年，從建築、景觀到形成風土要千年，風土影響

我們的文化發展，從更長遠的影響專業養成，回

頭再設定學校教學的方向，會是比較健康的。但

專業的養成和訓練是不太一樣，中冶公司的系統

是比較接近師徒制，每件案子都希望大家都能全

程參與，從規劃、設計、監造，最後看到完成與

成長的模樣。將來從事務所畢業後，獨立開業能

有機會相互支援，這樣的團隊工作方式，我也較

為放心。

針對業界應該是說，學校把學生教好，但

沒有把我的徒弟教好。每間事務所的要求一定不

同，沒有相處也無法知道是否合適，不過物以類

聚，待得下的人就會待著。我們應該要有一種態

度，迎接願意挑戰自己的學習者來參與，而不要

太過於用學歷規格來審視，或創造門檻去限定業

界的需求。不過這是中冶的想法，不一定是業界

的普遍認知，我們公司並沒有去設立特別的門

檻，會來的跑不了，不會來的永遠碰不到。

我認為學生畢業到實務上，第一份工作至

少要把一個工程做完，才曉得從零到完成是如何

的情形。在日本，進了事務所才是真正在學習的

時候，一般業界約十年，老闆會問是不是該獨立

了？但在台灣三年、四年便說獨立，離開公司是

有些可惜的。景觀是十年計算，進來的第一個案

子，過十年結成一果。業界對學校的期待，應建

立在專業的基本功和判斷能力，讓學生知道一個

設計好環境的願景是什麼，一處景觀對環境會造

成正面或負面的判斷力。

以前我的老師，高而潘建築師說過一個故

事，當鋪在訓練接班人的時候，是從小讓他看真

與假的貨品，最後學會判斷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景觀工程不是完工就結束，而是把周邊的人與人

的環境考慮進去，如何拿捏斟酌其實很是艱難。

景觀十年，也就如從設計、完工到融入環境，從

頭到尾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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