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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中
原
大£

<
建

築
研
究
所
苹
楽•

!-!
前
為
台«

大
學
it
築
與
城
鄉
所
溥L
t
,

fT:
職
於
中
原 

人
亨
W-
觀
嗲
系
推
fT:
講
師
。
屮
鉍
领
域U

文
化
地
设
研
究
、
歷
史
聚
洛
保
存
。• 

：o
o

o

年
投
身
社
區
资
ifi:
w

際
參
與 

馬
虮
聚
洛
保
fr-
、
屮
原
大̂

校W

參
興
式
設
計
、
瑠
公
圳
北
列
??
rf
村
JX
迪
遡
：：：動̂
^

現
今
的
研
究
興
趣
為
城
銷
内
卞- 

並
持
綃
關
iE
城

IIJ
發
城
、
交
化
保̂

興
社
搿
1|<
義
等
議
題
。

黄
仁
志I

W

緣
際
矜
而
於
大
舉
時
期
開
始
參
與
環
保
運
動
與
社
區
工
作
，=

前
就
漓
台
餺
人
學
建
築
與
城
鄉
研
究
所
》 

I
•
班

，E
®

研
究
焦
點
為
城
鄉
關
係
、k

地
政
策
、
鄉W

規
劃
，
課
餘P
:

敗
參
與
台
押
鸱
fj
陣
線
以
及k

城
彈
藥
庫
社
區 

工
作
。
除
以
結
fv
知
識
和W

踐
作
；5

持
綃
的
，|'|
我
嬰
求••
史
希
嗜
作
持
續
參
與
朴
區
述
動
屮•

承
新S
A

?7
和
反
杓
「
说
劇 

政
策
」
與

「
人K

生
活
」
的
課
題
。

張
聖
琳
——

加
州
人5
<

扪
兑
萊
分
校
環
境
轵
剷M
L
 • H

前
仃
教
於
台«

人s
r
e

築
與
城
鄉
研
究
所•

)£
新
鄉W

研
究
發 

K

中
心
czl
rv
人
•

同
時
應
聘h

Iffi
lliL
^

人S
r

的
v/
避
教
授
。
進
人S
r

術
界
之
HU•

曾z
y
m

代
舞
?!••

劇
坳
衣
演
?:•• 

W

題
all
冷
•

與W

觀a

築
朁
環
境
姒
釗
設
計
邮
。
朽
{/:

《
造
坊
{/
耶>
(
1
9
9
9
)

二
卞
活
地
以>

二9
9
9
)
.

以
及77
再 

6
7
O
Z
^
/
5
Z
Z
Z
S
Z

二£
z
e
y

 Z
Z
O
S
5
.
<
 2

0
0
5
T

現
階
段
ft
坪
林
進H

結
生
態
與
叱
痄
的
「
台
灣
藍
郎
茶
革
命
」
。

許
瀬
文
——

文
阈
咕
盛
頓
人̂

人
頗̂

博
七.

現
為
|>£|
1々
5

啃
人̂

人
«1̂

研
究
所
副
教
授
。
研
究
以̂

(17
中
的̂

問
让 

惝
和
趵
阈
流
動U
K

軸
•

旁
及f
t

別

、
消

行

、
勞
動
等
诵ffi • P
•
嬰
1.11
野
地
點f
e
w

rfs
雄

、
台

北

、
以
及
洛
杉
磯
、
朽 

o
 Authentic

 Tcfd, C
o
s
m
o
p
o
l
i
t
a
n

 T
a
i
w
a
n

、.M
a
k
i
n
g

 s
t
r
e
e
t
s
:
-  p

l
a
n
n
e
d

 S
p
a
c
e

 a
n
d
c
n
p
l
a
n
l
l
e
d

 Business

 i
n  

z
e
w
 K

u
j
i
a
n
g
.  T

a
i
w
a
n

 

二Mi
r
a
c
u
l
o
u
s

 R
e
b
i
r
t
h
:  Making

 G
l
o
b
a
l  Place

 i
n  T

a
i
w
a
n

、
「
仲
介
门
本
流
行
义
化 J  
等
期 

叫
及
钾
冉
論-
乂 ◊

作
者
群

反造城市 6



邱
啟
新
——

籼U

人s
r
w

觀
設
41-%

系
助
邱
教
授•

J5W

紐
約
Ifia

人

環

境

心

邱s
r
w
!
a

築
師

•

W
M

領
域
為
迮 

築
興
都

lli
設
計
、W

觀

設

計

、
環
境
|1
為
研
究
，
近(
小
冉
注
公
儿̂

問
之
朴
何
排
除.

及
發
奴̂

|--]
郁

||1
地
«-
變
迆
研 

究
-

亦
致
力
結<

||
此
川
後
評
：

£

及
參
興
式
股
Jr•

以
協
助
公
部
門
和
紧
界
改
汽
社
區
公
JH
環
境
，
論
义W

於M

際S
A

術
期 

叫 Space

 a
n
d

 C
u
l
t
u
r
e  • International  D

e
v
e
l
o
p
m
e
n
t  P

l
a
n
n
i
n
g  

欠 ev
i
e
u
、̂

。

吳
比
娜
——

w

f'J
城

lli•
个
該(Il< )
1
 l

AI£
f1-:
人«

f

、
好
辦
公
审
的
地
7j•

城

||1
應
該
11*-̂

^

、
成
14.

跟
个
|-0
人
|||
遇
的 

所
/I-:
。*
}%
歡
/!-:
路k

跟
昭
1<
人
聊
人•

收
/!-:
晓
坳
和
'?:
地k

發V

•

希
爷
從
炒
恕
漸
趨
於w

踐

。
常
從
'ns

作
與
翻
譯- 

作
品
散
见
「
聯<u
報
」
、
「
鄉
問
小
路
」
、
「
人
门
然
」
、
「
人
籟
」
。
台
人
城
鄉
所
畢
，
哈
佛
人S
r

公
共
政
策
硕±

，

康
昱
杰
——

住
台
北
的
贷
蘭
頭
城
人•

台
人
建
築
城
鄉
研
究
所
副
教
授•

專
業
者
都
rli
改
革
組
織
常
務
邱
事◊
參
與
過
一 

牝•
都
市
文
化
地1

的
調
合
及
保
存
行
動
，
時
而
被
歸
類
於
社
區
贷
造
、
公

-Jt
钱
術
、
及
都
市
設
0|-
领
域-

闪«

藏
鋭
保
伴 

規
剷
及
試
符
述
計
31
執
行
過
柷
的
延
宕-

意
外
與
溫
羅
汀
獨
」IZ.
聯
盟
結
緣
。
锊
宵
試
/I:
竹
鉞
巌
試
辦
！A

作
社
辨
店•

未 

竞
之
功
/;
知
經
锊T
W

K.
搿

店

與

艱

苫

。

連
振
：

人s
r
a

築
興
城
鄉
研
究
所
附|

候
選
人
、
屮
原
人
x>l
i;l-
觀
系
4ft
(r
講

師

、
經
典L

fv.;s

l.n4
{J
附
公
HI 

银
案
經
卯
。
以
期
關r
t

環
境
與
人
的
關
係
：H

羅
断
福
路
綠
1<
活
軸
線
起
推
動
「
社
群
協
力
社
區
」
慨
念
促
成Place-  

m
a
k
i
n
g
'

^-.̂

l^̂
.
-
t
s
m
k
^
^
^
^

fei
Iyl.

ti'
w
f
t

'lK
i.n
te
HJ.
u
T
e
m
p
o
r
a
r
y
u
r
b
a
n
i
s
m
^
^
M

iffir
^

Ini 

分.•
?-•
」
；
致
力
以
參
興
式m

剷S

3I-P

法
邀
沾
处
多
I1IK

«I<
同
邁
INJ
協
議
、
，rl
治
及
：
^

?-
的
城
lli
。

大
猩
猩
游
擊
隊
——

：
群
年
輕
人
受
到
阈
外
「
游
擊
阆
閥(guerrilla  g

a
r
d
e
n
i
n
g
)
」

的
啟
發
，
開
始
迮
公
Jt
場
所
屮
種 

菜
-

希
望
透
過
ti
動

：
喚
起
人
眾
對
公
共
空
問
的
忽
祝
及k

地
使
川
權
的
問
題
。
並H

透
過
史
多
行
動
、
讀
潜
會
、
網
路 

平
台
等
//
式
• S

新
檢
視
台
芮
的
都
市
空
間
、
都
會
型
社
區
膂
造
以
及
欏
食
安
全
問
題•

期
許
台
濟
能
有
更.
R

好
的
七
地 

利
用
方
式
。

顔
亮I

——

輔
1:
人
舉
1;!:
觀
設
計
系
副
教
授
，
加
州
大̂

洛
杉
磯
分
校
部
市
規
剷
吋
卜
。̂

耍
研
究
领
域
包
栝
歷
史
保
{?
、
 

都

lr/
設
計
、
义
化
地W

、
與
批
判̂

規
剷
等
。
<|-:«

衮
—.
的
終
極
關
懷
乃
足
乍
間
與
社
矜
||-:
苑
的
11{
踐
-

亦1
1

投
身
於
蘩 

卞
袱
盘
院
的
保
{f
述
動
之
屮
。

作n

t
jd
tsg
:

地w
>
(
2
0
0
9
)

 .
K

他
片
作
敗̂

^

畀
装
期
问
，
以
及
作«

的
部 

沾
格
：h

t
t
p
:
/
/
s
p
a
c
e
s
-
h
o
p
e
.
b
l
o
g
s
p
o
t
.
t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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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REMAKING

納
太
人
在
漫

艮

找

家

的

過

程

中

，
射

於

的

處

境

發

展

出
f

種
屯
活
態
度
：
「
我
無 

法
點
燃
in
把

火

，
我
也
不
知
道
對
上
帝
的
禱
告
詞•

我
在
一
座
森
林
裡
迷
了
路•

我
可
以
做
的
就 

Jbl.
疋
講
這
個
故
車
，
lflj
這
個
故
事
就
，

J

足
夠
」
。
這
段
話
說
明
广
猶
太
人
在
歷
史
中
的
處
境.

千
年 

以
來
猶
太
人
十
斷
在
尋
找
安
身
JA
命
的
所&
,

時
至
今H

都
無
法
安
歇
，
他
們
能
夠
做
的
只
是
講 

一
個
故
事
。

收
納
於
本
書
的
十
一
篇
文
章
，
扬
篇
都
是
一
個
個
案
的
經
驗
研
究
，
同
時
它
們
述
說
了
特
定 

社
區
或
社
群
的
生
存
故̂

-

故
唞
的
竹
後
反
應/

他
們㈨

對
卞
存
的
打
攻
狀
態̂

而̂

個
生
存
狀 

態
是
有
闲
難
的
，
就
如M

猶
太
人
的
悲
運
，
他
們
可
能
所
擁
有
的
只
剩•
卜
記
憶
，
可
以
講
出■

個

f
 I

 a
m

 u
n

a
b

l
e

 t
o

 l
i
g
h
t

 t
h

e
J

i
r

e

 a
n

d

 I

 d
o

 not

 k
n

o
w

 the

 p
r

a
y

e
r

;

J

 c
a

n
n

o
t

 e
v

e
n

 f
i

n
d

 the

 p
l

a
c

e
 i

n

 the

 forest.

All

 I

 can

 d
o

 I
s

 t
e
l
l

 t
h

e

 s
t
o
r
y
,

 a
n
d
.

 the

 story

 m
u

s
t

 b
e

 sufficient-

i

《
森

林

之

門
G
a

s-s tyv
s-e Fores/,  b

y

 E
l
i
e  Wiesel

 (

1
9
6
6

)

劉
可
強I

台
灣
大
學
建
城
鄉
研
究
所
教
授

文

推
薦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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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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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RIES OF HETEROTOPIA

個
精
彩
的
故
事
。

本
身
文
章
中
的
主
角
，
不
論
是
原
住
民
、
都

rfi
底
層
或
邊
緣
、
被

都

rfi
化
過
程
屮
受
排
擠
的 

社

群

，
<:
至
是
新
移
民
、
外
籍
勞
動
者.

他
們
均n

試
在
有
限
的
屯
存
條
件
屮
，
創

造
•

倘

nJ
以 

安
身
立
命
的
住
居
環
境-

以
及
發
展
出
符
八
';.!:1:
身
條
件
的
牛
活
、
生
針
方
式
、
產
業
模
式
。
他
們 

的
故
事
內
容
中
有
幾
個
重
要
面
向
：

首

先•

行
動
的
過
程
是
什
麼
？
這
十
一
篇
文
章
並
不
只
是
在
講
帛
情
本
身
的
存
在
現
象
，
而 

是
在
講

一
個
過
程
，
姑
且
稱
為
一
種
行
動
，
透
過
專
業
者
結<

〔
社

區

、
社

群.

共
同
發
展
、
規
劃 

出
專
屬
的
行
動
策
略
。
為
什
麼
這
個
過
程
如
此
重
要
？
/±
過
程
中
我
們
可
以
看
見
誰
是
主
體
，
以 

及
他
們
如
何
跟
事
情
發
生
關
係
。
此
外
，
這
些
故
事
的
背
後
是
真
實
的
社
會
脈
絡
，
不
論
足
社
區
、
 

地
方
政
府
、
都
市
計
畫
或
是
法
令
、
制
度
面
的
問
題
，
每
一
個
故
唞
郤
跟
機
制
有
關
，
它
們
一
點 

也
不
抽
象•

是
在
有
限
框
架
裡
城
與
實
的
處
境
。

第
.
,

這
些
個
案
都
在
講■

柿
技
術.

包
括
如
何
讓
社
群
充
分
參
與
在
他
們
所
面
臨
的
處
境 

中

，
亦
即
域

一

個
個
案
裡
運
用
的
戰
略
是
什
麼-

總
括
為
技
術
面
。
除
了
參
與
的
技
術
外
，
包
含 

如
何
面
對
各
種
法
令
限
制
與
政
府
單
位
，
這
些
都
需
要
專
業
的
協
助
。
也
因
此
，
在
許
多
個
案
描 

述
裡
可
看
見
不
同
專
業
者-

在
行
動
過
程
中
扮
演
什
麼
角
色
、
運
用
什
麼
技
術-

如
何
協
助
社
群
、
 

社
區
面
對
這
些
問
題
。

最

後

一

個
面
向
是
，
這
哗
個
案
都
在
處
理
社
會
中
相
對
弱
勢
的
各
種
群
體•

他
們
都
處
於
地 

理

、
經
濟
件
邊
陲
狀
態
中-

這
是
他
們
共
同
的
處
境
。
因
此
所
有
行
動
都
在
處
理
社
會
公
止
、
公 

平
正
義
的
課
題•

思
考
社
矜
資
源
如
何
重
分
配
，
讓
這
些
相
對
弱
勢
的
族
群
得
到
公
?:
止
義
的
對 

待
-

包
括
居
住
、
生

產

、
經
濟
的
正
義
。
理
解
這
些
課
題
背
後
的
意
義
、
價
值
觀
興
重
要
性
，
需 

要
有
一
個
邏
輯.

才
有
辦
法
理
解
每
一
個
個
案
在
歷
史
、
社
會
洪
流
中
的
必
然
性
。

9 異托邦的故事



CITY REMAKING

以
上
幾
個
面
向
歸
納
起
來•

如
果
在
每
個
個
案
裡
都
可
以
充
分
地
被
描
述
、
分

析

，
也
就 

惝
成
我
所
說
的
足
夠
性
。
在
此
糂
礎
下
，
這
^1?
故
唞
的
出
現
便
非
偶
然
，
而
足
以
產
牛 
'

定
的 

代
表
性
。

除
了
在
書
中
的
十
一
篇
故#

外

，
在
台
濟

還

有
很
多
類
似
的
事
件•

例
如
：3

前
台
北

IIJ

正
在 

面
對
的
棘
手
個
案
：
士
林
文
林
苑
、
華
光
社
區
、
紹
興
南
街
等
觸
及
居
住
正
義
與
歷
史
保
存
的
運 

動

，
或
是
苗
栗
大
埔
農
地
變
史
為
都
市
川
地
，
弱
勢
住
戶
被
迫
拆
遷
的
闲
境
。
關
於
這
些
重
大
社 

會
議
題•

我
們
現
在
或
許
還
沒
有
好
的
論
述
、
解
答
方
式
。
但
透
過
這
些
個
案•

如
果
我
們
可
以 

清
楚
闡
述
故
事
中
的
深
層
意
涵
，
便
有
機
會
找
到
史
好
的
答
案
。

環
境
規
剷
與
設
計
這
個W

業
的
本
質
是
在
處
邢
未
來
，
並
个
只
是
解
構
和
分
析
現
況.

而
足 

在
如
何
解
決
現
況
的
闲
境
與
問
題
，
因
此
必
然
牽
扯
到
對
未
來
的
想
像
與
預
測
。
規
劃
本
身
是

一  

柿h

動
•

在
行
動
過
稈
屮
找
答
案
，
冈
此
我
們
對
-K
悄
的
召
法
是
動
態
的
，
ij
倘
動
態
牽
動
著
我 

們
在
不
同
時
段
對
事
情
的
看
法•

規
劃
齐
服
務
的
對
象
是
社
區
社
群
、
事
件
的
主
體
，
在
互
動
過 

柷
屮
對
行
動
、W

踐
應
个
斷h

新
的
詮
釋
與
辯
證
。;

:-
ALi
補
動
態
的
行
動
過
程
{J-
別
於
傅
統U

流
的 

規
劃
方
式(

也
就
是
靜
態
、
藍
圖
式
總
體
規
剷
模
乂)

，
我
們
認
為
藍
阊
式
規
劃
方
式
時
常
並
不 

能
夠
解
決
問
題
，
跟
隨
社
矜
發
展
進
柷•

問
題
興
解
決
7J
法
都4

在
過
程
中
浮
現-

對
與
鉛
並
沒 

冇
標
準
答
案
。
透
過
倘
案
的
實
踐
，
我
們
逐
步
尋
找
到
til
對
更
公
平
、
正
義
的
解
決
方
式.

這
個 

社
會
才
得
以
往
1E
而
的
方
向
漸
進
發
展
。

然

而

，
til
對
於
正
統
主
流
社
钤
惯

01.

我
們
也
沾
楚
矜
到
id
此•■
案

例.

處
在
非
主
流
的

n-- 

動
架
構
底F
 •

倘
若
這

此z
--
fr
動
累
積
吏
多
案
例
而
成
為
上
流
，
那
麼
必
然
仍
存
在
？T

種
非
主
流 

的
狀
態
，
我
們
乂
該
如
何M

應
？
好
此
人
認
為
迫
求
社
钤
公
平
的
般
終H

控
僅
{/
於
烏
托
邦
式
的 

境
界
中
。
也
許

53
一
種
角
度
足.

我
們
其
實
是
存
在
於I

種
異
托
邦
，
即
必
然
有
一
部
分
社
會
的

反造城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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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成
是ffl
對
於
主
流
的
弱
勢
。
引
用
美
阈
哈
佛
大
學
學
者
王
德
威
先
生
的
觀
點
「
有
一
種
自
甘
被 

排
拒
在
外
的
態
度
」
，
即
自
我
認
定
是
在
一
個
大
的
脈
絡
裡
的
邊
陲•

並
累
積
足
夠
的
說
明
性• 

我
們
追
求
的
目
的
是
讓
這
股
力
量
持
續
發
酵
，
在
匯
聚
成
主
流
的
同
時-

做
為
一
而
鏡
子
，
提
供 

我
們
所
處
社
會

一

個
反
省'

檢
討
的
機
會
。

異托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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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侯
老
師
志
仁
兄
的
邀
約.

讓
我
能
夠
簡
短
的
寫
一
篇
短
文
來
祝
贾
本
書
的
發
表
，
實
在
是
深 

感
榮
幸
。
碰

巧•

近
年
來
我
親
身
參
與
了
許
多
浮
濫
+.
地
徵
收
的
抗
爭
運
動
，
由
此
也
感
受
到
都 

市
計
畫
的
嚴
重
問
題
。
這
是
因
為
七
地
徵
收
往
往
是
都
lii
計
畫
的
後
續
階
段
，
政
府
行
政
單
位
又 

通
常
是
把
都
帘
計
畫
當
成
是t

地
徵
收
的
公
益
耍
件•

這
使
得
二
者
更
密
个
'-'J
分

；
个

過
，
這
也 

表
示
當t

地
徵
收
出
現
問
題-

可
能
也
就
代
表
著
前■

個
階
段
都
lii
計
畫
是
有
問
題
的
，
因
此
很 

想
趁
此
機
會
來
略
抒
己
見.

與
大
家
分
享
心
得
。

我
所
接
觸
的
許
多
十
地
被
徵
收
戶
，
大
概
對
於
都
市
計
盡
及
土
地
徵
收
法
令
都
接
少
接
觸. 

•
史
遑
論
他
們
隙
解
法
令
的
内
容
，
他
們
時
常
非
常M

愤
的
告
訴
我
，
他
們
根
本
个
知
道
他
們
的
土 

地
及
房
屋
所M

的
都
市
計
畫
區
，
其
擬
訂
或
是
變•
史
已
經
完
成
，
他
們
往
往
是
在
接
到
地
方
政
府 

寄
來
了
+.
地
徵
收
掛
號
信
時
，
才
知
道
即
將
被
掃
地
出
門
，
生
命
也
將
完
全
走
樣
。
問
他
們
為
何 

不
知
？
他
們
說•

政
府
根
本
就
沒
有
告
知.

純
粹
足
黑
箱
作
業
。•

路
疋
來.

許
多
地
;;
都
是
這 

個
樣
/-,

攸
關
公
共
利
益
及
人
民
生
存
命
脈
的
都
市
計
畫
就
這
樣
通
過
了 

=

那

麼

，
都
市
計
苗
的
黑
箱
作
業
是
由
誰
來
操
作
？
是

都

lii
計
遵
委
員
矜.

這
包
含
了
地
7j 

政
府

都

rii
計
畫
委
員
會
及
內
政
部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
地
方
政
府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僅

知
識
體
系
、
法
令
制
度
、
 

與
權
力
宰
制

都
市
計
畫
的
解
構
與
再
建
構

徐
世
榮I

政
治
大
學
地
政
學
系
教
授 

文

DE/RECONSTRUCTING 
CITY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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飪
少
數
學
者
專
家
予
以
點
綴
，
絕
大
多
數
是
地
方
政
府
行
政
官
員
、
議
會
代
表
及
商
界
人
士
，
 

因

此

，
他
們
大
概
是
在
遂
行
地
方
首
長
的
意
志
。
內
政
部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學
者
專
家
的
數
量 

雖
然
是
多
出
許
多
，
但

是

，
在
實
際
召
開
大
會
時
，
政
府
行
政
宫
員
的
數
量
仍
然
是
占
了
相
當 

高
的
比
率
，
這
使
得
政
府
行
政
官
員
幾
乎
是
可
以
來
主
導
。
由
於
都
市
計
畫
隱
藏r

龐
大
的
利 

益

，
加
上
許
多
政
治
人
物
往
往
是
與
土
地
利
益
脫
離
不
了
關
係
，
地
方
首
長
通
常
會
經
由
都
市 

計
畫
來
分
配
利
益
並
鞏
固
樁
腳
，
因
此
都
市
計
畫
大
概
已
經
成
為
政
治
利
益
交
換
的
場
域.

而 

不
是
實
踐
公
共
利
益
的
地
方
。
个

過

，
面
對
各
界
的
質
疑
與
批
評
，
對
外
而
言
，
政
府
往
往
搬 

出

一

套

「
專
家
決
定
」
的
專
業
迷
思
，
將
都
委
會
包
裝
成
專
家
委
員
會
，
嘗
試
透
過
專
業
知
識 

的
操
弄
來
抵
制
外
來
的
挑
戰
。

這
也
就
是
說-

基
於
過
往
現
代
化
的
理
念-

都
市
計
畫
往
往
被
轉
化
為
專
業
的
課
題-

需
由 

專
家
來
予
以
決
定
，
專
業
化
被
視
為
是
追
求
完
美
的
最
佳
途
徑
，
專
家
們
被
視
之
為
工
程
師
一 

般
.

透
過
他
們
對
於
專
業
知
識
的
蓮
用
，
都
市
計
畫
的
擬
定
與
變
更
似
乎
是
輕
而
易
舉
。
許
多
的 

專
家
也
皆
相
當
自
負.

以
為
他
們
所
擁
有
的
經
濟
、
交

通

、
建

築

、
工
程
等
專
業
知
識
就
可
以
用 

來
擘
劃
都
市
的
未
來
，
他
們
拒
絕
相
信
技
術
性
的
規
劃
無
法
促
進
人
們
的
福
祉
，
他
們
也
不
願
放 

棄
另
一
個
理
念•

即
經
由
他
們
所
擁
有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工
具
的
運
用
，
完
美
是
可
以
達
成
的
，
l-fn 

所
謂
的
「
公
共
利
益
」
也
是
由
這
些
專
家
及
由
其
組
成
的
委
員
會
來
給
予
詮
釋
及
界
定•
•

般
民 

眾
是
無
權
置
喙
的
，
然
而
他
們
的
權
利
卻
是
不
斷
地
遭
到
侵
害
。

但

是

，
在
西
方
社
會
，
這
樣
的
理
念
早
於
、
九
六O

年
代
以
降
就
逐
漸
的
遭
到
揚
棄
，
惟
台 

灣
卻
依
舊
是
緊
守
不
放
。
這
是
因
為
在
一
個
多
元
社
會
環
境
裡.

他
們/

解
到
都
市
計«

一
及
土
地 

徵
收
最
困
難
的
地
方
是
如
何
去
定
義
公
共
利
益
，
尤
其
是
當
我
們
把
當
地
民
眾
的
生
存
、
認
同
及 

基
本
人
權
等
因
素
放
進
來
一
起
思
考
之
後
，
問
題
就
顯
得
非
常
的
棘
手
。
這
倘
問
題
其
實
不
單
純

13 知識體系、法令制度、與權力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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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專
業
技
術
的
問
題
，
它
不
僅
僅
只
是
在
預
估
增
加
多
少
經
濟
成M

率
及
就
業
率.

它
們
更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人
權
及
民
主
課
題••
也
就
是
說
，
這
個
難
纏
的
公
共
利
益
問
題•

是
無
法
用
專
業
技
術 

的
方
法
來
予
以
包
裝
及
掩
飾
的
。

上
述
的
論
點
也
可
以
由
知
識
論
觀
點
尋
得
註
腳
，
這
也
使
得
過
往
純
然
立
基
於
科
技
理
性
知 

識
論
觀
點
受
到
相
當
大
的
挑
戰
。
許
多
學
者
指
出
過
去
的
社
會
科
嗲
往
往
是
以
科
學
及
技
術
為
主 

要
之
判
準
，
以
此
來
決
定
學
術
研
究
是
否
具
有
價
值
，
也
唯
有
透
過
科
學
及
技
術
驗
證
的
知
識
才 

算
是
真
正
的
知
識.

其
他
的
知
識
則
是
皆
可
棄
諸
於'

旁

。
如

今-

許
多
學
者
認
為t

述
傳
統
的 

知
識
論
是
帶
有
濃¥

的
扭
曲
及
偏
差
，
囚
為
它
川
科
技
理
性
來
對
抗
及
排
除
政
治
與
惯
值
的
選 

擇

，w

fe>
後
者
足
錯
誤
的
、
被
視
之
為
不
理
性
，
並
不
屬
於
知
識
的
範
疇
。
知
識
其
實
是
一
種
社 

會
建
構-

它
並
不
純
然
是
由
科
嘐
及
技
術
的
層
次
1(1]
來

。
其
實
，
人
們n

常
生
活
之
經
驗
與
智
慧
，
 

也
是
充
滿
广
知
識(

或
稱
地
方
知
識
及
中
活
知
識)
•

Iflj
iM
些
知
識
及
人
們
的
選
擇
是
都

rlj
計
遵 

制
訂
時
必
須
給
予
尊
重
並
納
入
巧
量
的
。

山
此
或
UJ
瞭

解

，
都

IIJ
4f-m

及k

地
徴
收
的
決
策
冈#

其
货I 1

AU
包
含r

各
方
力M

運
作
的4
 

能

性

，
也
就
是
說
，
這
中
間
包
含
了
權
力
、
利

益

、
價

值

、
人
權
及
不
同
的
意
識
型
態
等
，
這
此•• 

因
尜
都
應
該
要
給
予
淳ffi

。
1|4
是
權
力
及
利
益
的
擁
有
者
為
了
掌
控
政
策
的
決
定
權•

往
往
故
意 

予
以
扭
曲
，
過
度
強
調
科
技
羿
家
的
角
色.

以
此
來
忽
略
民
眾
的
日
常
生
活
知
識
及
價
值
的
選 

擇

。
對
於
這
種
扭
曲
我
們
絶
對
不
能
接
受
。
我
們
必
須
單
新
定
位
專
業
與
文
明
的
整
體
關
係
，
並 

將
專
家
決
策
的
決
定
權
|-'|
歸
於
社
钤•

經
山
社
内
PH
性
(

非
科
技
现
性)

之
論
述
來
達
成
決
策
的 

選

擇

。
都

rii
計

in
應

該

是•

個
結
合d

然
科
學
與
人
文
科
學
、
曰
常
理
性
與
專
家
邱
性
的
共
生 

體

，
它
个
能
透
過
個
別
專
業
化
而
彼
此
孤
立.

而
足
必
姒
跨
越
科
及
幽
體
來
尋
収
共
識.

由
此 

來
共
IriJ
定
截
與
詮
釋
都

lij
JI-
,n
及k

地
徵
收
所
稱
的
公
共
利
益
。
在
ix
當

中

，
地
方
民
眾
的
意
兑

反造城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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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須
給
予
充
分
的
《
視

，
將
其
納
入
決
策
之
中
，
也
就
是
說
，
都
市
計
畫
其
實
是
個
充
滿
了
政
治
、
 

社

會

、
利
益
及
道
德
的
重
要
議
題
，
絕
不
應
由
專
家
或
行
政
官
僚
所
獨
占
，
它
必
須
併
入
民
主
的 

過
程
中
來
決
定
它
的
方
向
。

我
們
的
未
來
是
個
價
值
的
抉
擇
，
而
不
是
專
家
在
室
內
的
模
擬
與
預
測
。
對
於
台
灣
的
都
市 

8+
畫

，
我
們
必
須
努
力
的
重
新
建
構
知
識
體
系
，
並
由
此
來
改
變
法
令
制
度
，
建
立
起
都
市
計
畫 

的
正
當
行
政
程
序•

讓
民
眾
擁
符
相
對
的
自
主
權
力
。
不

過-

要
做
到
這
一
點
，
非
常
關
鍵
的
，
 

■

定
要
InJ
時
袪
除
權
力
的
不
當
宰
制
，
否
則
恐
是
很
難
來
達
成
的
，
這
就
必
須
仰
賴
台
灣
公
民
社 

會
力
量
的
壯
大-

大
家
都
能
夠
勇
敢
的
奪
回
自
己
長
久
以
來
被
剝
奪
的
基
本
人
權
，
如
此
或
許
才 

能
夠
讓
都
市
計
畫
真
正
達
成
其
追
求
公
共
利
益
的n

標

。
末

了
•

就
我
閱
讀
的
心
得
，
《
反
造
城 

市
》

、
書
即
是
在
做
這
樣
重
要
的
事
情
，
它
透
過
在
地
行
動
的
十
一
個
故
事
，
嘗
試
來
重
新
建
構 

知
識
體
系
及
召
喚
人
民
的
直
接
行
動
，
並
一
起
來
改
造
我
們
所
生
活
的
城
市
，
我
相
信
它
必
定
會 

給
台
JR
社
會
及
都
市
計
畫
注
入
一
股
生
生
不
息
的
活
水
。

15 知識體系、法令制度、與權力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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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REMAKING: AN INTRODUCTION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亞
洲
城
lii•

充
斥
著
全
球
化
所
帶
來
的
各
種
虛
榮
與
焦
慮
。
在
閃
亮
的
商
業
高
塔 

下

，
經
濟
與
城
lii
結
構
的
轉
型•

帶
動
的
是
土
地
炒
作
、
社
區
迫
遷
、
利
益
與
階
級
衝
突
。

在
東
京
，
為
服
務
跨
國
企
業
與
白
領
階
級
的
需
求
，
新
商
業
區
與
水
岸
的
開
發
，
翻
轉/

數 

個
世
紀
建
構
下
來
的
空
問
結
構•

原
本
低
階
的
臨
水
社
區
與
工
業
土
地
，
變
為
炙
熱
的
地
產-

即 

使
是
作
為
東
京
地
標
以
及
產
業
與
觀
光
勝
地
的
築
地
市
場
，
也
難
逃
迫
遷
的
命
運
。
在
首
爾-

清 

溪
川
復
育
計
劃
被
視
為
是
城
市
改
造
新
的
奇
蹟(
圖1
)

，
也
成
為
其
他
城
市
效
仿
的
對
象
，
但
清 

溪
川
所
帶
動
的
城
市
更
新
，
也
直
接
衝
擊
到
位
居
市
中
心
大
片
的
小
型T

廠

，
以
及
其
連
帶
的
產 

業
與
社
會
生
態
，
而
以
往
高
架
道
路
下
的

lii
集
攤
販
，
更
早
已
被
迫
遷
到
新
的
地
點
，
新
的
建
築 

雖
然
有
摩
登
的
外
殼.

但
市
集
已
失
去
原
有
的
顧
客
與
活
力
。

在

香

港

，
都
市
更
新
更
早
已
如
火
如
荼
地
在
市
中
心
的
老
舊
社
區
展
開
，
原
有
的
舊
式
樓 

房

、
市
集
與
小
商
店
，
已
被
昂
貴
的
高
層
公
寓
所
取
代
。
在
灣
仔
，
又
稱
「
喜
帖
街
」
的
立
東
街
，
 

如
今
已
消
逝
在
龐
人
的
建
築
工
地
裡
，
附
近
的
店
家
與
茶
餐
廳•

則
被
高
級
進U

車
的
代
理
商
所 

取

代

。
在
北
京
與
上
海
也
是
如
此
，
胡
同
與
里
弄
快
速
地
消
失(
圖2
)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寬
廣
的 

街
道
與
卨
樓
、
昂
貴
的
物
價
與
消
費
，
雖
然
有
人
因
取
得
補
償
金
而'

夜
致
富
，
但
有
更
多
原
有 

的
住
民
被
迫
遷
移
到
公
共
設
施
與
工
作
機
會
匱
乏
的
Iri
郊

。

這
些
變
化
都
有
個
共
同
點-

即
城
市
的
轉
型(

或
販
賣)
(

C
i
t
i
e
s  f

o
r  S

a
l
e  1

)

被
所
謂
都
市 

規

劃

、
現
代
化
與
全
球
城
市
的
願
景
所
合
理
化
。
在
二
十
世
紀
受
到
批
判
、
膚
淺
的
「
理
性
規
劃
」 

(
A
l
e
x
a
n
d
e
r

 2000Y

非
但
沒
有
經
過
反
思
而
有
所
轉
變-

反
而
更
進
一
步
成
為
城
lii
全
球
化
的

1
 
在 C

i
t
i
e
s  f

o
r  S

包e:  M
e
r
c
h
a
n
d
i
s
i
n
g

 H
i
s
t
o
r
y  a

t  South

 S
t
r
e
e
t  S

e
a
p
o
r
t  

1  

文
中.

Christine  B
o
y
e
r  (

1
9
9
2
)

批
判
紐 

約
南
街
港
的
歷
史
街
區
在
建
商
所
主
導
的
商
業
化
過
程
中
，
形
同
城
市
的
被
出
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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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REMAKING

工
具
以
及
投
機
者
的
推
七
機
。
在
新
的
世
紀

-  

全
球
城

lli
笼
銜
的
氾
逐
成h

'Tt•

的
惯
f'1-L-

部 

lii
史
新
依
朽
L1-
纽
商
的
遊
戲•

邡

.1/
規
劇
所
應 

in
求

的

城

lii
機

能

與

公

益•

被
窄
化
；5

幣
汽 

(

乏
味)

的

.|1
容
-

所
打
不
符
八II

現
代
化
興
全 

球
化
願
域
的
城
市
空
問
與
活
動•

被
汗
名
化n
 

進
步
的
附
礙"

在

记
■

辿
Mi
的
轉
變
常
屮•

h',J 

失
的•
个

叩

與

多

樣

的

城

lii
地
W-•

還f
J
 

M

時
問
累
拟
的
卞
活
悦
式
與
椚
俏
。
fl;̂

装
掛 

帥
的
指
埠•
卜
.

人
长
作h

城

||/
空
問
乂
人
的̂

 

笆-

也
隨
之
被
邊
緣
化

=

I  

反
觀
與
反
造

在
台
濟.

同
樣
的
故
事
也
正
在
發
生
。
在 

都
市
更
新
的
旗
幟
卜
，
傅
統
社
區
與
市
場
被' 

一
改
造•

風

華

「
再

現

」
成

為

「
再

兒

」
。
從 

歌
劇
院
到
h'/
赀

矜•

人
喂
让
設
與
兑
年
堆
仍
II.
止 

政
紹
的
代
名
剕
。
從
—
押

、
—•
/!.
號
公
關
到
權 

光
朴
區•

邊
緣
的
社
群
與
城
li/
中

問

，w
h
•
个 

界
於
个
球
城
||1
的̂

染
興
卜
地
的
利
益
|0]
被
驅 

跑
=

如

今
.

/!•:
文
柿
苑
興
永
作
社
陆|

.¥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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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開
發
與
更
新
的
腳
少
更
已
追h
 
•

般
的k

班
族 '

小
市
民
，
茲
至
地

1-:
。
而
原
本
在
都
,ii
範 

疇
外
的
農
村
，
也
因
工
業
區
的
開
發
與
新
都
市
計
劃
的
執
行
，
lflj
被
推
土
機
與
怪
手
凌
虐
。
除
了 

高
官
與
富
商
外
，
整
個
社
會
似
乎
無
人
能
倖
免
。(

圖3
)

在
這
樣
的
歷
史
進
程
裡
，
制
式
的
建
設
與
更
新
是
否
是
城
市
進
步
的
唯
一
選
項
？
城
市
營 

造
的
模
式
是
否
能
被
翻
轉
？
城
市
建
設
與
小
市
民
的
利
益
是
否
丄
疋
得
是
對
立
的
兩
方
？
回
應 

著
上
一
冊
《
城
市
造
反
》
的

啟

示

，
小
市
民
是
否
能
成
為
城
市
營
造
的
主
角
？
而
非
僅
是
被
迫 

遷
的
對
象
？

所
幸

的

，
在
台

濟

，
「
進
步
」
的
力
量
並
非
僅
來
自
於
無
情
的
推
土
機•

真
正
的
進
步
更
來 

自
於
不
少
的
社
區
、
專
業
與
學
術
團
體
的
努
力
。
從
溪
洲
部
落
到
樂
生
療
费
院
，
從
台
朿
美
麗
灣 

到
苗
栗
大
埔
，
社
區
與
專
業
者
不
僅
頑
強
地
抵
抗
開
發
的
力
量•

也
同
時
試
圖
實
現
不
同
的
城
市 

與
社
區
的
願
景•

建

造

：
個
具
公
義
、
開
放
與
多
元
的
社
會.

他
們
強
調
的
不
只
是
有
品
質
與
特 

質
的
空
間
，
更
重
視
空
間
裡
的
社
會
關
係
、
多
元
的
價
值
與
市
民
的
主
體
性
，
專
業
者
的
責
任
不 

是
傳
統
都
市
規
剷
中
的
紙
上
畫
畫
，
而
是
與
社
區
站
在
一
起
，
貼
近
土
地
、
頃
聽
民
眾
的
聲
音
，
 

並
扮
演
積
極
的
角
色
，
在
複
雜
的
政
治
與
政
策
過
程
屮
，
找
尋
機
會
、
串
連

、
影
響
具
體
的
決
策
，
 

跳
脫
專
業
中
立
的
迷
思
與
知
識
領
域
的
疆
界
。

I  

案
例
與
故
事

這
本
書
的
意
圖
就
是
要
串
連
這
些
不
同
的
努
力•

延

續

「
城
市
造
反
」
的
論
點
，
來
建
構
一 

個

「
反
造
城
市
」
的
述
說
與
行
動
模
式
，
挑
戰
制
式
的
規
劃
論
述
與
實
踐
，
也
同
時
批
判
城
市
全 

球
化
與
現
代
化
的
迷
思
。
本
書
收
集
了
台
灣
城
市
十
一
個
正
在
發
生
中
的
案
例
與
故
事
：

從

「
溪
洲
部
落
」
與

「
瑠
公
家
園
」
的
案
例
開
始
，
我
們
看
到
學
界
與
專
業
者
走
入
社
區
，

來去匆匆的卜.沏城ih‘地段》（候: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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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居
民
與
社
會
的
角
度
罚
問
題•

與
：
E
K

站

在
•

起
對
抗
迫
遷
的
力
!T1:
。
在
這
兩
個
案
例
中
，
他

們
進
行
的
不
只
是
抗
爭
而
已.

更
是
行
動
性
的
規
劃
，
在
制
度
與
政
治
過
程
的
縫
隙
中
，
運
用
多

重
的
網
絡
，
找
尋
可
能
性.

為
弱
勢
的
群
眾
與
社
濟
的
公
義
，
在
城
市
中
覓
得
容
身
之
處
，
並
作

出
制
度
性
與
典
範
的
突
破•

成
為
其
他
社
區
nJ
效
仿
的
先
例
。

接
著
在
「
+.
城
彈
藥
庫j

與

「
安

坑-

城

」
的
案
例
中•

我
們
看
到/

城
市
與
鄉
村
的
交
接
處

-

可
以
不
再
足
被
遺
忘
的
邊
陲
或
是
待
開
發
的
七
地.

而
是
都
市
生
活
的
新
典
範
，
做
為
都
市
人
口

接
觸
自
然
生
態
與
農
事
的
窗
II,

讓
城.
lii
與
鄉
忖
不
必
是
對
立 '

二
分
的
倘
體
，
lhj
是
緊
緊
和
扣

的
環
節
。
在
這
兩
個
案
例
中
，
我
們
也
看
到
了
居
民
、
學
界
與
專
業
者4

以
扮
演
的
不
同
角
色
：

在
安
坑
三
城
的
案
例
屮-

專
業
者
可
以
扮
演
小
學
老
師
、
跟
著
居
民_

起
種
菜
、
向
居
民
學
習
。

在
土
城
的
案
例
裡
，
居
民
更
搖
身
一
變
成
為
牛♦
態
與
農
耕
的«

家
•

並
t.
動
進
行
社
會
的
動
：貝
，

彼
此
角
色
互
換
。

就
像
在
七
城
與
安
坑
，
城

rfi
營
造
的
主
角
不
必
然
是
官
員
或
是
專
業
者•

這

在

「
新
堀
江
」

與

「
上
林
夜

III
」
闹
個
案
例
屮
史
是
如
此
。
攤
販
與
小
商
家
在
制
式
化
的
城
市
屮
發
展
出
自
己
的 

生
存
法
則
，
創
造
出
商
機
與
城

lii
的
活
力
。
他
們
的
成
功
，
凸
顯
了
僵
硬
的
理
性
規
劃
與
城
市
活 

力
之
問
的
衝
突
與
矛
盾
。
他
們
指
出
了
城
.ii
營
造
是
一
個
動
態
的
、
協
商
性
的
過
程•

過

當

、
封 

閉
的
管
制
，
个
如
彈
性
與
開
放
的
交
涉
與
協
調•

公
民
百
姓
是
城
市
反
造
的
真
正
卞
角.

而
在
台
北
市
的

「chungshan
」

與

「
溫
羅
汀
」
的 

案
例
裡
，
這

此

角
更
fe
括r

城

rlj-
的
移
工
與
非
+:
流
的
商
業
。
透
過
空
間
與
環
境
的
營
造(

包 

柄
命
名Y

少
數
與
邊
緣
的
族
群
在
城

lii
屮
建
立
起
书
捫
忭
與
認

IHJ•
凸
現n

身
與
扣
關
的
議
題

-  

同
時
也
讓
城

lij
的
面
貌
變
得
史
多
元
，
而
這
此
、地
點
也
成
為
不
同
群
體4

以
接
觸
、
4||
互
學
習
的 

橋

樑

。
此

外•

透
過
活
動
而
非
僅
是
實
贾
環
境
的
營
造
，
這
些
空
間
與
環
境
的
生
產
方
式
，
也

挑

@3
818拆政府的抗議• /r:内政部辦公人樓前把地棟回來。（: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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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f

空
間
專
業
的
規
範
與
疆
界•

再
一
次
的
，
城

l-fi 

的
居
民
與
群
體(

不
管
住
多
久
、
來G

哪
裡)

才
记 

城
市
營
造
的
主
體
。

近
年
來.

臨
時
性
的
城
市
介
入
或
空
間
裝
置
，
 

在
世
界
各
地
形
成
潮
流
。
羅
斯
福
路
的
「
綠
點
計
劃
」 

與

「
大
猩
猩
游
擊
隊
」
的
兩
個
案
例
，
凸
顯
了
臨
時 

性
的
空
間
與
活
動
的
植
入.

如
何
在
城
市
中
扮
演
催 

化
的
角
色.

於
制
度
的
縫
隙
與
漏
洞
中
改
變
社
區
、
 

個
人
與
城
市
之
間
的
關
係
。
雖
然
壽
命
有
限
，
他
們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
遠
超
出r

他
們
實
質
的
空
間
與
時 

間
限
制
。

本
書
最
後
以
「
樂
生
院
」
這
個
進
行
中
的
案
例 

作
暫
時
的
總
結
，
目
的
在
於
突
顯
城
市
反
造
行
動
是 

個
未
完
成
、
甚
至
無
止
境
的
運
動
，
它
面
對
著
種
種 

制
度
性
與
政
治
經
濟
、
甚
至
文
化
與
價
值
觀
的
挑 

戰

。
但
樂
生
院
的
案
例
也
讓
我
們
看
到
希
望
——

院 

裡
的
居
民
從
被
動
到
主
動
，
樂
生
青
年
不
只
關
心
療 

養
院
保
存
的
議
題
，
更
進
一
步
支
援
其
他
相
關
的
社 

會
運
動
。
在
事
件
的
過
程
中
，
所
謂
理
性
規
劃
的
荒 

謬

、
虛
偽
與
矛
盾
也
一
一
被
凸
顯
，
真
實
漸
漸
浮
現
。

21 《反造城市》序



CITY REMAKING

W

本
4t
rr
裡
的
不
同
案
例
，
雖
然
有n

各
自
的
時
屮
竹
景
，
參
與
的
個
人
興
關
骶
也
有
所
不 

同
-

佴
他
們
共
同
勾
勒
出
一
個
「
非
典
型
」
的
城
市
營
造
模
式
，
我
們
把
它
叫
做
「
城
市
反
造
」-  

也
就
足
採
収
與
-}•:
流
規
剖
不
同
的
角
度
、a

批
判
性
的
觀
點-

以
及
以
市
民
為
主
體
來
從
事
城
Ifi 

的
營
造
，
從
對
固
冇
概
念
的
挑
戰•

來
解
放
城

rii
營
造
制
式
的
做
法
，
讓
當
代
城
市
可
以
變
得
更 

民

主

、
開
放
與
包
容
。
如
IHI
上
•

冊
所
提
到
的
「
反
叛
式
規
劃
」(insurgent

 p
l
a
n
n
i
n
g
)

，
它 

反
映/

底
解
社
矜
對
城
市
瞄
權
的
反
制
，
雖
然
有
時
也
與
正
式
的
系
統
糾
掷
不
淸
、
無
法
切
割-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這
些
行
動
對
不
公
義
的
制
度
提
出
批
判.

提
供
了
我
們
反
思
與
反
造
城
市
的
基
礎=

這
本
書
是
一
個
起
點•

/!-:
有
限
的
篇
幅
裡
，
我
們
無
法
包
括
所
有
相
關
、
有
意

義

、
有
血
淚 

與
精
彩
的
案
例
。
同

時-

我
們
也
怠
識
到
本
古
所
收
馅
的
案
例
幾
乎
均
集
中
在
北
臺
湾
。
但
儘
管 

如

此•

我
們
認
為
本
害
案
例
屮
所
呈
現
的
議
題
與
挑
戰
，
也
是
其
他
城
市
與
社
區
所
共
有
的
。
我 

們
希
嘈
此h
l
n

拋
磚
JIE

的

效

果

，
讓
我
們
來
檢
祝
台
濟
在
+.
地
與
環
境
規
剷
上
所
而
臨
的
困 

境
•

在
專
業
教
育
、
制
度
改
革
、
日
常
中
活
，
與
具
體
的
空
間
行
動
中
，
多
管
齊
卜
，
尋
找
出
路
。

二
十•

!«•
紀
的
台W

城

市

，
敁
至
是
亞
洲
城
市
，•
小
需
要
、
味
地
追
求
單
一
的
價
值
與
曇
花 

■

現
的
榮
景
。
讓
我
們®

新
看
罚
周
遭
的
環
協
與
鄰
里•

或
許
我
們
只
是
需
盟
更
多
的
平
價
住 

宅

、
多
一
些
的
綠
地
、
新
鮮
的
空
氣
與
乾
淨
的
水
、
可
親
的
社
區'

開
放
與
多
元
的
文
化
、
自
由 

的
集
矜
埸
所
、
识h

的
決
策
、
科
公
義
的
社
矜
與
經
濟
，
和
健
康
自
主
的
公
民
。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初
頭•

我
們
還̂

機

會•

讓
我
們
開
始n

動

。

■ 

二
十I

世
紀
的
城
市
反
造

反造城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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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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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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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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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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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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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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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p

a
r
a
d
i
g
m
s
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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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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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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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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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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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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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
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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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
y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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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r
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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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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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2
.  Cities  f

o
r  S

a
l
e
:  Merchandising

 History  a
t  South

 S
t
r
e
e
t  S

e
a
p
o
r
t
.
l
n  Sorkin,  Michael

 

a
s
 o
 .~̂
n3m 

z
n
s
 x
s
s
.
s
a
 

B
S
A
 

0

^

ZTOS- ̂
0
^

W
a
n
g
.

參
考
書
目

4

,'f
的.

>c
成
.

rl
先
以
威
謝
矜
爷
的
作
片
，
他
們

4:
遝

動

、
'1:
作 '

求

嗲

或

教

,'?
的
空
餘
，
 

Ini
應
我
的
建
謅
並
如
期
完
成
寫
作•

十
分
不
各
易
。
他
們
的
故
卞
足
本
卉
的K

幹

，
而
他
們
也
多 

是
故
事
背
後
的
主
角
之
一
，
，
步
■

腳

印

，
以
實
際
的
行
動
投
入
城
市
的
改
造
。
有
了
他
們
與
許 

多
志
同
道
合
的
團
體
與
個
人
的
努
力•

>!•
有
這
本
書
的
存
在
。
此

外•

也
感
謝
劉
可
強
教
授
與
徐 

世
榮
教
授
的
評
論
，
從
他
們
豐
富
的
學
識
與
經
驗
，
來
檢
視
本
書
的
內
容
，
他
們
對
專
業
與
社
會 

的
貢
獻.

為
後
聚
樹
立
典
範
。
最
後
，
再
次
感
謝
左
岸
文
化
黃
秀
如
總
編
與
林
巧
玲
主
編
的
協
助
，
 

讓
id
個
出
版
計
剧
/I-:ffi
釀
的
階
段
打r
H

ffi
的
輪
廓
與
方
向
，
從
単
本
的
海
内
外
案
例
比
較
，
變 

成
闷
本
獨
VZ-
乂
相
呼
應
的
齊
籍
，
宛
如

城

IIJ
多
元
空
間
的
衍
虫
。
此

外• C
a
n
d
y

 B
i
r
d

的
原
作 

與
黃
晞
鵬
的
設
計
為
记
闹
本k

llc

本
軎
與
另
一
本
姊
妹
書
《
城
市
造
反
》)

的
主
題
興
精
祌
做r
 

般
有
力
又
貼
切
的
詮
釋
。

I  

謝
誌

23 《反造城市》序



CITY REMAKING

O

社
會
運
動
與
抗
爭
不
是
目
的-

目
的
是
爭
取
到
改
變
的
縫
隙••

革 

命
是
開
膛
器
，
社
會
運
動
是
手
術
刀
，
上
公
部
門
的
談
判
桌
是
微 

型
手
術
刀
，
最
後
成
敗
關
鍵
很
可
能
是
在
微
型
手
術
上
。

O

專
業
者
的
角
色
分
工
與
社
會
位
置■•

提
出
另
類
的
空
間
計
畫
，
讓 

舊
的
空
間
計
畫
相
形
失
色
，
我
們
不
要
只
是
反
對
，
應
該
更
勇
敢 

的
提
出
新
版
本
，
對
抗
保
守
唯
有
創
新
。

O

居
民
才
應
該
是
主
體-

不
應
該
竊
佔
運
動
成
為
主
要
行
動
者
與
代 

言
者
：
因
為

，
失
敗
了
我
們
可
以
拍
拍
屁
股
走
人
順
便
再
次
證
明 

政
府
無
能
無
恥-

但
是
居
民
卻
沒
那
麼
輕
易
的
離
開•

居
民
是
主 

角
' 

是
導
演-

專
業
者
只
能
夠
是
武
術
指
導..

圆1.1
浅洲部落經過近40 q'•的紮根• Li經成為北台 

郁矜區嬰的脱什W义化節點•毎逢歲時 

怨破（豐年祭）•還保0原鄉的谣式吸引許多 

無法返鄉的原族•同參與。（:F欣可攝）

教
戰
守
則

于
欣
可 

文

S
a
f
i
n
a
w
l
a
n

，
讓
我
們
共
居
！

都
市
部
落
的
抗
爭
與
新
生

SAFINAWAIN, 
LET’S LIVE

TOGETHER!
PROTEST AND REGENERATION 
OF AN URBAN TRIBAL VILLAGE



CHAPTER 1 SAFINAWAIN, LET’S LIVE TOGETHER!

溪
洲
部
落
位
於
台
北
都
钤
區
的
新
Mi
溪

畔-
Il
AE
FI-l
從 

花
東
北
上
在
都
會
區
務K

屯
活
的
阿
其
族
所
建
」'/.
的 

部

落.
H

前
為
止
，
全
台
有
近
三
十
PH
個
位
於
河
岸 

邊
或
都
市
邊
緣
的
都
II/
原
性
民
部
落•

許
多
部
落
都 

有
被
政
府
以
不
同
理
由
拆
遷
的
經
驗
。
三
十
多
年 

來
•

這
些
部
落
被
快
速
的
都

rfj
發
展
所
杵
噬
，
並
被 

加h

都

III
窳
陋
地
區
的
污
名
。
在
長
期
缺
乏
住
宅
政 

策
的
台
濟.

一
般
人
或
許
能
透
過
住
宅
市
場
來
購
買 

商
品
房
，
而
沒
有
能
力
進
人
住
宅
市
場
的
都
市
原
住 

氏

族•

只
能
不
斷
的
在
都
lii
邊
地k

過
茗
流
浪
式
的 

「
你
拆
我
再
蓋
，
你
再
拆
我
再
蓋
」
的

生

活

。
溪
洲 

部
落
便
是
這
類
典
型
的
河
岸
部
落I

。
由
於
不
諳
法 

令
-

一
九
七O

年
代
興
建
以
來
的
家
屋
被
剷
人
河
川 

區

域

，
必
須
拆
除
，
/±
危
機
之
中
，
居
民
透
過
強
大 

的
部
落
內
聚
力
而
展
開
行
動•

並
尋
求
包
括
建
築
、
 

都

IfJ
計s

ffl
業
者
與
嗲
界
的
支
持
，
以
及
紺
織
動a
 

各

河

J?
部
落
間
串
連
的
抗
爭
活
動•

最
後
迫
使
政
府 

讓

步

，
做
出
妥
協.

承
諾
先
妥
善
安
質
才
拆
遷
。
與

此
同
時
，
居
民
興
嗲
界
共
同
提
出
以
社
會
住
宅
作
為

丨
宫
方
說
法
：
河-
M

違
建
部
落

•

25 Safinawlan *讓我們共居！



CITY REMAKING

都
市
原
住
民
居
住
問
題
的
敁
終
解
決
方
案•

要
求
政
府
應
該
依
照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的
精
神
以
及 

保
障w

fK
權

，
川
新
的
思
維•

解
決
畏
久
以
來
無
法
被
句
效
解
決
的
難
題
。

本
文
？
即
是
針
對
溪
洲
部
落
在
二O
O

七

年•

總
統
大
選
前
的
拆
遷
危
機
開
始
，
紀
錄
都
市 

原
住K

——

溪
洲
部
落
族
人
與
學
界•

同
合
作
爭
収
新
的
剖
意
居
住
權
力W

踐
的
個
案•

並
簡
述 

溪
洲
部
落
現
況
及
過
去
原
住
民
來
到
都
市
成
為
「
都
市
原
住
民
」
過

程
。(

圖

1.1)

|  

城
市
拓
荒

阿
美
族
有
著
獨
特
的
耕
種
文
化
、
捕
魚
以
及
野
菜
文
化•

這
種
生
活
方
式
世
世
代
代
傳
承•
卜 

來
累
積
了
許
多
與a

然
共
生
的
知
識
。
這
'

套
與
自
然
共
生
的
知
識
系
統
，
隨
著
來
都
市
務
丄
的 

阿
美
族
人
被
帶
到
都

lii,
A

都

II
J-
邊
緣
的
荒
地
卜
持
綃
的
發
生
作
川
。
溪
洲
部
落
的
開
拓
苕
之■ 

I
c
h
a
n
g

 (

漢
名
張
英
雄.

花
蓮K

里
觀̂

部
落
人)

，
即

「
發
現
」
了
新
店
溪
畔
這
一
塊
與
花
蓮 

玉
里
原
鄉
有
著
類
似
空
間
特
質
的
河
岸
。
起
先
他
收
个
住
在
此
，
只
是
在
工
閒
時
前
往•

消
除
卨 

聳
薇
葦
，
整
地
後
進
tr
小
型
集
約
耕
作•

種
植
野
菜
、
赉

雞

，
並
使
用
務
工
T.
地
冋
收
的
材
料
搭 

建

「
搭
蘆
岸
」
——

阿
美
族
人
口
中
類
似
中
文
的
「
農
舍

」-

用
來
放
置
農
具
與
供
休
息
之
用• 

之

後
•

為
節
省
房
租• I

c
h
a
n
g

便
帶
茗
一
家
人
搬
來
溪
洲
居
住.

與
此
同
時• Ichang

也
把
這 

).
河
岸
介
紹
給r

阿
美
族
同
鄉•

從
台
北«

他
地
方
來
到
溪
洲
落
腳
的
族
人
就
慢
慢
增
加r

。
如 

问
溪
洲
部
落
兄
一
位
開
拓
者A

t
a
w
-
N
a
m
o
h

所
說
：

新

M-i
溪
河
畔
很
美•

Iftia

還W

空

地•

就

跟

-wl
c
a
n
g

、c
i
o

、An
a
w

 

一
起
稲
菜
、
盘

雞•

況

IL
附
近
還
朽
泉
水
>4
以
喝
呢
…
…
我
要
yk;.;
Jul
兒
落
腳
！
我
就
開
始
川
不
耍
的
板
模
搭
起
向

—J

的

窩

。
可
以
說
溪
洲
部
落
房
子
第•

個
蓋
起
來
的-

就
是
我
的
…
…

反造城市 26



CHAPTER 1 SAFINAWAIN, LET’S LIVE TOGETHER!

(

溪
洲
汽
中
讚
汽
矜
部
落
屯
命
史
訪
談• 2005)

當
溪
洲
的
居
住
人tI

越
來
越
多
，
就
開
始
推
舉
頭
目• K

a
p
a
h

制

度(

男
子
的
年
齡
階
層) 

也
就
慢
慢
被
族
人
提
出
，
有
了
頭
目.

就
形
成
了 N

i
y
a
s

 3
 
(

林

易

蓉

，2009

 

:  3
5
)

。
這
是
阿 

美
族
傳
統
部
落
中
的
「
自
我
性
」
與

「
裂
解
性
」
在
都
市
中
的
顯
現
，
亦

即

，
族
人
離
開
部
落
往 

外
遷
後
，
另
外
找
到
一
塊
肥
沃
的
土
地
，
開
始S

a
f
i
n
a
w
l
a
n

(

阿
芙
族
語
，
大
約
的
意
思
是••
共 

IHJ
生

活-

紺
成
新
部
落)

，
產
牛f

新
聚
溶
的
頭

：
；
：

、
開
始m

fjIlisin (

阿
羌
族
語
，
歲
峙
祭
儀 

的

意
思
，
比
較
1|'|:
俗
的
說
法
為
：
豐
年

祭.

但
字
面
意
轟
容
易
產
生
誤
解)

，
新
的1
^
?

口11(
阿 

美
族
語
，
男
子
年
齡
階
層)

出

現

，
而
從
母
部
落
裂
解
出
來
後•

新
部
落
的
「
自
我
性
」
就
出
現 

了 (

謝
世
忠
、
劉
瑞
超
，2007
 ;

李
慧
慧

•  2
0
1
0
)

。

隨
著
空
問
的
擴
展
與
時
間
的
流
動
，
居
民
在
都
市
河
岸
遏
建
>/:
起f
 •

個
充
滿
阿
美
族
特
色 

的

都

rfi
部

落.

他
們
在
高
灘
地
卜
補
怕
阿
笑
族
野
菜.

來
到
都

IH
的
溪
洲
部
落
阿
実
族
人
，
在
部 

落
周
遭
的
土
地k

種
植
了
日
常
的
食
用
植
物
。
溪
洲
阿
美
族
人
大
部
分
的
菜
園
位
於
河
？rr
邊
•

離 

水
很
近
，
甚
至
夏
乎
暴
雨
河
道
高
漲
時
會
淹
沒
，
不
過
河
水
泡
過
的
土
地
反
而
能
帶
給
土
地
新
的 

盘

分

，
七
地
不
需
化
肥•

在
河
流
的
氾
濫
週
期
裡
就
可
以
獲
得
滋
養
。
菜
崗
的
開
墾
不
只
是
因
為 

文
化
上
習
惯
「
吃
草
」
，
也
是
因
為
經
濟
因
素
，
收
入
不
多
的
溪
洲
家
庭
，
靠
著
菜
園
可
以
餵
费

2

水
义
部
分㈧
界
節
錄
及
改
寫.
=

作
?!-
於
：0

一
：
年
完
成
的<

都
铃
區
河
印
部
济
的
空
問
抗̂

興
洱
則
造I

新m

溪 

畔
溪
洲
部
落
的
個
案
》
論.
乂-

若
諧
荇
柯
進
一
步
參
考
原f
t

民
迎
勋•

都
市
原
住K

、
都
市
河-
M

晉
紳
化 '

社
會
住
宅 

有
進

一

步
的
閱
讀
需
求
，'4

參
考
該g

論
文
。

3
 

N
i
y
a
s

 .

足
阿
芙
族
人
捕
的
部
落
、
村
旺•

予
亦
園
的
語
,:?
學
巧
據\

史
精
確
的
指
出
原
意
足
「
柵
欄
裡
面
的
人
」(

李 

亦
園

•  1
9
5
7  

: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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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大
小
。
由
於
居
民
來
自
不
同
原
鄉•

為
了
打
造
居
民
的
集 

體

認

居

民

選

擇

以

豐

收

意

象

的

播

米

杵H

作
為
新
的
精
祌 

象

徵

，
部
落
人
暱
稱
為
「
精
神
堡
壘
」
。
精
神
堡
畢
除r

象
徵 

意

義

外•

在
設
計b

也
展
現r

原
住
民
對
空
間
的
實
用
性
取 

向

，
雕
塑
的
底
座
尺
度
適
中
，4

充
座
椅
使
用
，
部
落
居
民
會 

坐
在
底
座
上
聚
會
，
「
精
神
堡
嘞
」
在
輕
鬆
的
日
常
使
用
中

-  

建
立
起
部
落
的
集
體
認
同
。

阿
美
族
傳
統
家
屋
的
營
造.

在
一
開
始
蓋
庇
護
所
時-

除 

了
保
留
原
樹
木
等
自
然
景
觀
，
也
會
先
在
周
圍
種
竹
林
、
樹 

木
-

或
用
竹
子
製
作
圍
籬
，
以
界
定
家
阛
的
領
域•
，
然
後
才
在 

其
間
搭
建
屯
屋
和
附
屬
建
築
。
和
主
屋
相
連
的
「
附
屬
空
間
」
，
 

即
菜
園
、
廚

房

、
穀

倉

、
雞

棚

、
豬

舍

、
廁
所
等
。(

周
穎
君) 

觀
察
溪
洲
部
落
的
家
屋
構
成
，
除
了
農
耕
時
代
穀
倉•

上
述K
 

屋
附
屬
空
間
仍

一

應
俱
全
，
且
這
些
曰
常
生
活
的
家
務
空
問
也 

大
多
反
映
出
「
中
年
長
女
性
為/

冢
之
主•

負
責
家
產
之
管
理 

經
營
」
的
母
性
特
質•

傳
統
阿
美
族
人
以
母
系
聯
合
家
族
為
居 

住
的
型
態
，
根
據«

洲
族
人
冋
憶•

他
們
在
原
鄉
的
傳
統
家M
 

是
一
大
間
茅
草
竹
屋
作
為
主
屋•

内
冇
客
廳
及
臥
房
功
能
，
lflj 

側
邊

til
鄰
的
另

一

間
竹M

通
常
作
fe
廚
房
使
用-

庵
簷
卜
形
成 

迥

廊
•

緊
密
連
通
闷
個
空
間
並
形
成
一
個
屮
介
公
私
的
空
問 

(

趙
愨
琳.2

0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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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年

，
頭=

在
所
存
族
人
的
期
待
卜
返
冋
花
迎
原
鄉
，
/!•:
股
鄉
秀
姑
巒
溪
的
河
冰k
 

找
到
了 '

顆
代
表
祖
溺
的
石
頭
，
帶

I'']
溪
洲
部
落
來•

進
ti
塊
石
儀
式•

這
項
諮
靈n

動
-

是
都 

會
區
原
住
民
部
落
前
所
未
見
的P

a
n
c
a
h

傳
統
儀
式•

象
徵
都
會
部
落
就
地
紮
根
。
溪
洲
部
落
要 

讓
社
會
瞭
解•

開
梁
者
遷
移
到
新
店
溪
河
掙-

在
這
裡
開
懇
了
近
四
十
年.

始
終
與B

然
和
平
共 

處
.

而
把
祖
靈
諮
來
這
裡\

更
是
象
徵r

世
代
在
此
落
地
屯
根
的
決
心
。(

圖

1.2)

從
四
十
年
前
河
岸
邊
-•'
楝
个
甚
起
眼
的
搭
蘆
岸
，
發
展
成
至
今
近
四
十
户
混
凝
上
造
家
屋
的 

規

模

，
並
在
一
九
八
四
年
舉
辦/

第
一
次I

l
i
s
i
n

，
因
為
有
了
祭
典.

有
了
頭
目.

也
有
了
象
徵 

與
祖
靈
同
在
的
祖
靈
石•

溪

洲•

在
阿
美
族
的
領
域
觀
枧
，
已
經
不
只
是m

純
的
地
名
或
位
置
的 

描
述
人
：
3

塊
河
岸
變
成/

部

落•

從
空
間(

s
p
a
c
e
)

成
為r

有
意
義
的
地
方(

p
l
a
c
e
)

。

I  

迫
遷
與
抗
爭

一
九
八O

年
代&

，
因
為
台
北
都
會
區
的
急
速
成
畏
以
及
市
民
意
識
的
浮
現
，
快
速
便
捷
的 

城

lli
交
通
建
設
意
味
若
台
餺
脫
離
發
展
中
阈
家
的
意
象-

IflJ
公
阆
及
都
IIJ
開
放
空
間
史
足
以
代
农 

著
現
代
與
摩
登
，
另

外

，
交
通
建
設
及
公
關
綠
地
的
計
畫
也
意
味
著
得
以
促
進
新
興
房
地
產
市
場 

的
熱
絡
。
因

此-

闢
建
快
速
道
路
與
公
園.

成
為
了
後
威
權
時
代
及
解
嚴
前
後
邁
向
現
代
化
國
家 

脈
絡
下
的
「
社
會
共
識
」
。
從
過
去
台
北
市
政
府
拆
除
十
四
、
十
五
號
公
園
預
定
地
佔
用
戶.
，
公 

館
抒
藏
巌•
，到
以
交
通
建
設
為H

的
拆
除
樂
生
療
盘
院
，
再
到
河
岸
部
落
的
迫
遷
、
都

lii
底
屑
如 

新
店
瑠
公
圳
眷
村
拆
除
、
華
光
社
區
拆
除
等
事
件
，
不
管
藍
綠.

都
是
在
現
代
化
與
進
步
的
口
號 

下

，
拆
除
多
年
來
「
看
不
見
」
的
都
市
底
層
社
區
。

溪
洲
部
落
的
拆
除
危
機
，
就
是
在
這
樣
的
歷
史
背
景
下
出
現
，
二O

O
六
年
底-

台
北
縣
政 

府
發
佈
人
碧
潭
冉
造
計
訓
，
希
望®

新
幣
顿
從
碧
潭
到
秀
朗
橋
的
水
岸
设
觀.

並
於
秀
朗
橋H

設

溪洲部落在開墾35週年紀念活動時•畏老特別IN到原鄉人河的河床•把 

象徵禍谢的部落的新坫地•意味矜•将繼納Kid裡紮根、繁衍义 

化與生命的決心。（F欣W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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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REMAKING

置
橡
皮
壩
，
使
水
位
抬
高
，
供
更
多
親
水
設
施
的
進
駐
，
從
過
去
新
店
溪
河
川
整
治
歷
程
來
看
，
 

經
歴
了
大
台
北
防
洪
計
劃
、
新
店
溪
萊
茵
計
劃
到
大
碧
潭
再
造
計
劃-

新
店
溪
河
岸
的
功
能
不
斷 

改

變

，
河
岸
之
於
都
市
的
意
義
，
已
經
不
只
是
防
洪
工
程
所
在
或
是
都
市
的
邊
界
，
而
是
都
市
中 

產
階

級(

或
曰• .

lli
民
)

的
休
憩
綠
地-

隨

著

「
建
設
」
的
逐
步
到
位
，
部
落
也
漸
感
受
到
周
邊 

□

漸
高
級
化
的
房
地
產
的
開
發
壓
力
。

二OO
七
年
初
，
台
北
縣
政
府
開
始
對
於
河
岸
違
建
部
落
著
手
進
行
拆
遷
前
置
作
業-

這
些 

違
建
部
落
包
含
了
新
店
溪
的
溪
洲
部
落
、
小
碧
潭
部
落
以
及
大
漢
溪
三
鶯
橋
下
的
三
鶯
部
落
，
縣 

府
的
拆
除
的
理
由
是
「
非
法
佔
用
河
川
地
行
水
區
，
且
十
幾
年
前
就
已
研
議
拆
除
，
拖
至
今
曰
已 

有
違
常
理
」
，
另

外

，
也
跟
隆
恩
埔
短
期
安
置
住
宅
的
完
丄
冇
關
，
但
除
了
因
為
佔
用
行
水
區
違 

法

、
安
置
國
宅
落
成
以
及
縣
府
將
要
進
行
的
重
大
建
設
以
外
，
河
岸
部
落
作
為
「
水
岸
第
一
排
」
，
 

影
響
的
是
新
興
的
水
岸
房
地
產
市
場
，
因
水
岸
已
經
成
功
翻
轉
，
從
過
去
處
於
都
市
邊
緣
、
房
價 

「
漲
不
起
來
」
的
地

帶.

到
成
為
都

rri
房
地
產
商
品
的
重
要
生
產
工
具
，
以
新
店
溪
碧
潭
至
秀
朗 

橋
流
域
來
看
，
從
一
九
九
五
年
開
始
，
依
照
時
間
順
序
就
有
天
闊(

部
分
眘
村
改
建) '

湯

泉(

榮 

T

處
土
地)

、
湯
泉
二
期(

榮
工
處
及
部
分
軍
方
土
地)

、
美
河
市(

捷
運
小
碧
潭
站
及
新
店
機
廠 

聯
合
開
發)

、
碧
潭
有
約(

捷
運
共
構
宅)

等
大
型
建
案
出
現
，
這
些
建
案
在
銷
售
策
略L

都
標 

榜

著

「
水
岸
第
一
排
」
，
且
甩
價
也
都
高
於
區
域
行
情-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這
些
私
人
建
案
的
土 

地
提
供
者
皆
為
公
部
門
或
公
營
企
業
，
配
合
縣
政
府
的
河
庳
親
水
遊
憩
景
觀
計
劃
，
成
為
區
域
房 

價
飆
漲
的
火
車
頭
。

二o
o

七
年
中
，
縣
府
正
式
到
溪
洲
部
落
貼
拆
除
公
告-

並
計
劃
至
部
落
舉
辦
「
三
峽
隆
恩 

埔
短
期
安
置
住
宅
說
明
會
」4
 

•

溪
洲
部
落
自
救
會
主
動
聯
繫
里
長
，
要
求
與
縣
府
溝
通
，
然
而

，
 

縣
府
態
度
強
硬•

不
願
與
居
民
對
談
，
認
為
違
建
拆
除
已
是
既
定
政
策-

只
願
意
辦
「
安
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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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
Ifli•
个
辦
「
拆
遷
公
腔
矜
」.

情
勢
陷
人
似
：5

。

一  :oo

七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總
統
候
選
人
馬
英
九
前
往
新
诉
中
IE
國
宅
拜
票.
m

辦

「
打
造

原
住
民
都
市
新
部
落
」
座
談
宣
傳
政
策•

溪
洲
部
落
自
救
會
得
知
情
報
後
召
開
緊
急
會
議•

大
家 

決
定
前
什
拉
布
條
抗
議.

嬰
求
思
英
九
承
諾
當
選
後
不
拆
。
會
中
自
救
矜
發
言
人
打
斷
馬
英
九
發 

rr,

詢
問
}.!s
英
九
ffi
否

「
支
持
溪
洲
部
落
的
都
rii
新

家
闽•

支
持
溪
洲
部
落
不
拆
？
」.

馬
英
九 

對
此
問
題
似
乎
有
備
而
來
，
隨
即
走
下
講
台
，
對
著
發
言
人
跟
所
有
在
埸
媒
體
說
：
「
你
既
然
來 

到
我
們
的
城
市-

就
是
我
們
的
人
，
你
來
到
台
北
就
是
台
北
人
，
我
把
你
當
人
看
，
我
把
你
當
市 

民

看

，
要
好
好
把
你
教
育
，
好
好
的
提
供
機
齊
給
你
」
。
此

時

，
所
有
原
住
民
、
陣

錯
愕
，
司
儀 

迕
台h

尴
尬
的
圆
場•

溪
洲
部
落
婦
女
們
帶
頭
/±
場
外
浙
力
的
喊
著
口
號
。
馬
英
九
見
怙
況
突 

變

，
早
早
結
束
這
場
演
說
，
就
往
場
外
走
，■

走
出
去
随
即
遇
到
部
落
人
早
已
拉
起r

布
條
等
著 

他

，'

陣
混
亂
之
中̂

車
離
去
。
馬
英
九
的
發
言
引
發
極
大
爭
議
，
旋
即
在
總
統
大
選
藍
綠
決
戰 

的
態
勢•
卜
成
為
一
顆
褽
撼
彈
，
民
進
黛
猛
力
的
攻
幣
馬
英
九
歧
視
原
住
民
，
沒
有
資
格
擔
任
總 

統

，
「
溪
洲
部
落
」
，
開
始
浮
上
全
阑
版
而
，
反
迫
遷
連
動.

就

在

「
馬
英
九
歧
視
原
住
民
」
的
選 

舉
口
水
戰
中
展
開
了
！

二O
O

八
年
二
月-

三
鶯
部
落
突
遭
縣
府
拆
除-

吸
引
人
批
媒
體
前
往
，
媒
體
到
了
現
場
發 

現
這
裡
住
的
都
是
翦
人
、
老
人

，
屯
活
環
境
很
差•

沒
有
水
電
。
媒
體
開
始
大
篇
幅
報
專
，
此
外. 

拆
除
過
裎
中
還
發
化̂

婦
被
強
制
抬
出
房
舍
的
屮
件
，
整
個
拆
除
過
柷
在
媒
體
報
導
视4

現
出
來 

十
分
粗
暴.

Ifri
縣
府
僅
發
表
聲
明
稱
居
民
已
佔
用
多
時•

且
持
續
增
建
，一

切

「
依
法
執
行
」
，
 

然

而.

這
些
畫
面
在
新
聞h

不
斷
播
送
，
對
縣
府
產
生
很
大
的
壓
力
。
縣
府
拆
除
三
鶯
的
時
機
頗

4

縣
政
府
盈
來
安
打
拆
遭
;■
的

「
妃
期
安H

fK.
^

」-

W
K
4
W

1F-
的
時
問
受
到
限
制•

並
耑
繳
交
較
ll-I

fll
金
•

人
喂
災 

<I
■l

f.l-.

-c
也
並
不n

'ŵ
K

生
活
耑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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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敏

感

，
)'}
過 
'

個
月
就
是
總
統
人
選.

況

11:

辉
部
落
並
不
像
溪
洲
部
落
有
「
人
碧
潭
14
造

」 

的
政
績
壓
力
。
其W

•

縣
府
選
擇
拆
除
的
時
問
點
，
或
許
也
跟
前
述
隆
恩
埔
安
置
住
宅
的
落
成
啟 

用
有
關-

W

為
隆
恩
埔
安
置
住
宅
入
住
率
極
低
，
縣
府
考
量
計
畫
執
行
率
，
若
太
低
將
會
被
調
杳 

彈

劾

，
而
如
果
拆
除
部
落
房
舍
，
就
理
所
當
然
可
以
把
族
人
安
置
進
去
，
提
高
入
住
率
。

另
量
溪
洲
部
落
拆
除
抗
爭
尚
需
要
時
間
處
理•

僅
離
隆
恩
埔
國
宅
數
百
公
尺
距
離
的
：■
鶯 

部
落
或
許
就
在
這
層
考
量
下
，
被
縣
政
府
拆
除
，
然

而•

縣
府
沒
想
到
的
是
部
落
頑
強
的
抵
抗

-  

縣
府
拆
除
時
的
粗
暴
，
經
過
媒
體
直
播
後
，
獲
得
了
許
多
人
的
同
情
。
拆
除
當H

•

溪
洲
部
落
與 

後
援
會
、
樂
生
青
年
聯
盟
成
員'

台
大
原
聲
常
社
學
生
以
及
原
運
前
辈
胡
德
夫
都
到
場
聲
援
，
有 

超
過
十
人
皆
被
警
方
帶
走•

而
縣
府
的
拆
除
動
作
雖
面
對
媒
體
壓
力
，
仍
發
新
聞
稿
稱
「
，卜
波
輪 

到
溪
洲
」(2

0
0
8
.
2
.
2
9

聯
合
報)

，
部
落
族
人
雖
面
臨
政
府
隨
時
可
能
來
拆
除
家
屋
的
威
脅-

仍 

然
不
斷
的
尋
求
各
界
支
持
，
並
舉
辦
軟
性
的
音
樂
會
、
影
展
等
，
讓
各
界
支
持
的
力
量
得
以
持
續
，
 

在
此
同
時•

也
持
續
串
連
其
他
河
岸
部
落
，
共
同
發
聲
，
在
這
此

一 •
持
續
不
斷
的
努
力
下•

給
政
府 

形
成
一
股
不
小
的
壓
力
。

就
在
二0
0

八
年
總
統
人
選
選
前
、
週
.

台
北
縣
長
周
錫
瑋.

主
動
聯
繫
立
委
高
金
索
梅
、
 

原f
t
K
運
動

IJU
帘
兼
歌
予
胡
徳
夫
、
台
大
城
鄉
所
教
授
赵
鑄
九
，
及
溪
洲
部
落
的
代
表
，
當
面
宣 

/li
縣
府
提
供
公
有
土
地
，
讓

原

住

民

力

造

屋

，
打
造
阿
美
族
部
落•

在
找
到
搬
遷
的h

地

前. 

不e

強
制
拆
遷
。
而
對
记
樣
的
政
策
轉
烤.

部
落
闪
對
縣
府
沒
冇
估
任
威
，
認
权
縣
府
仵
玩
闸
而 

手

法

，
對
外
仍
堅
持
「
就
地
居
住
」.

對
縣
府
要
找
地
的
說
法
並
沒
有
立
即
表
示
同
意
，
而
選
擇 

等
縣
府
後
續
協
商
。
然

而

，
部
济
知
道•

之
前
的
抗
爭
力f
t

並
沒
有
白
費•

族
人

4;
政
府
堅
持
拆 

遷
的
政
策
屮
，
爭
取
到f

•

個
得
以
協
商
談
判
的
空
問

=

與部落a辦參興式跳n i:作坊.大家手持杉績旗幟•前往部落新基地插旗， 

認識拈地5拋。（r•欣4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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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SAFINAWAIN, LET’S LIVE TOGETHER!
I  

替
代
方
案

「
就
地
屛
住
」
本
是
溪
洲
部
落
反
對
縣
府
隆
恩 

埔
安
置
計
进
的
抗
軒
訴
求
，
似
當
政
府
鉍
後
政
策
轉 

埒
•

決

定

「
開
放
」
安
置
的
選
項
後
，
溪
洲
部
落
族 

人

認

為•

若
縣
府
的
底
線
在
「
行
水
區
」
，
lflj
部
落 

族
人
的
底
限
在
「
就
地
居
住
」
，
那

麼

，
部
落
若
能 

夠
找
到
附
近
行
水
區
外
的
公
有
地
，
將
可
增
加
跟
縣 

府
的
協
商
籌
碼
，
與
政
府
重
啟
協
商
：(n

1.3)

部
落
內
部
先
做
了
滿
多
次
的
協
調•

因
為
如
果 

:

直
僵
在
那
邊
，
那
大
家
居
住
上
面
的
安
定
感 

會
很
缺
乏
，
所
以
內
部
做/

很
多
次
協
調
，
那 

當
然
有
些
是
個
人
因
素
、
個
人
的
意
見
，
說
希 

望
能
夠
稍
微
改
變
一
下
抗
爭
的
模
式
，
因
為
畢

竟
政
府
也
都
提
出
一
個
方
向
，
可
能
就
是
覓
地

重
建
或
是
其
他
補
助
、
遷
移
的
方
式
，
那
部
落

内
部
經
過
幾
次
討
論
，
那
我
們
覺
得
說
如
果
重

建
-

在
一
定
條
件
上
能
夠
符
合
部
落
的
要
求
，

那
我
們
就
可
以
討
論
這
樣
子
，
大
致
上
是
這
樣

子

。 

(

劉
湘
埼-

2011

 :
5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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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REMAKING

二O
O

八
年
九
月
，
台
人
城
鄉
所
溪
洲K

作
小
組
爭
取
日
本
社
區
營
造
學
界
、
有
多
次
協
同 

住
宅
參
與
式
設
計
經
驗
的
重
要
專
家
延
藤
安
弘
教
授
來
台
，
引
介
延
藤
教
授
認
識
溪
洲
部
落
，
一' 

O
O

九
年
起
，
延
藤
教
授
開
設
實
習
課
，
與
學
生
參
與
溪
洲
部
落
的
參
與
式
設
計
，
在
此
過
程
之 

屮
-

協
助
部
落
凝
聚
共
識
，
並
依
據
部
落
的
想
法.

在
部
落
附
近
找
尋
位
於
行
水
區
外
的
公
冇
地- 

收

I>'J 
縣
府
捉
出 
「
溪
洲 M

估
义
化
阆
區 
」 
的
概
念 
，
作
為
同
時
保
障
居
住
權 

、
妆
識
部
落
文 

化
沿
以
/L
都

lii
持
續
I'}
卞

的

恕

法

。
：
圖

1.4
、
1.5)

&

參
與
式
設
針
的
過
柷
视
，
師
屮
們
組
成
的
T.
作
小
紺
逐
步r

解
以
阿
美
族
文
化
的
HJ
持
總 

贷
造
投
式
，
以
及
都
市
河E

t

部
落
屮
公
共
空
問
的
特
性
，
作
為
規
劃
園
區
的
依
據
。
阿
美
族
文
化 

的
呵
持
續
營
造
佼
式
建
」'/.f
 '

沌
特
殊
的
中
問
文
化
形
式
，
在
台
北
都
會
區.

表

現

.'||,
具
有
競
爭

圖 1.4，1.5
台押人％客艰教授延藤安弘•與溪洲• f欄過 

近十場「幻燈會』•透過日本協同住宅案例的分莩•讓 

w-bi r解透過參與式設計• 4以pwi承盟的居a:文化價 

值•（于欣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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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SAFINAWAIN, LET’S LIVE TOGETHER!

iî

JJ
ul
的
ri
u^
城

lii(
l
i
v
a
b
l
e
c
i
t
i
e
s
)

與

'■';w

續

城

-II(sustainablecities)
的
象
徵
意̂

 

(

a'o

九

，2011

)

。
台
大
城
鄉
所
開
始
介
入
規
剷
過

f'if
後

，
提
出

「
溪
洲
阿
美
生
活
文
化
關
區
」
，
 

作
為
提
供
縣
府
解
決
都
市
原
住
民
居
住
問
題
的
方
案•

積
極
與
縣
府
協
商
談
判
工
作
。
另

外-

城 

鄉
所
溪
洲
工
作
小
組
總
結
部
落
對
未
來
家
屋
與
部
落
的
想
法•

協
助
提
出
「
河
岸
居
住
文
化
與
都 

市
共
生
的
希
望
」
文
化
圓
區
，
用
以
呼
應
周
縣
良
喊
出
的
「
人
河
之
縣
」
興

「
大
河
願
紧
」
，
試
圖 

遊
說
酋
艮
支
持
。
文
化
園
區
作
為
原
住
民
版
本
的
「
大
碧
潭
再
造
」
，
撇
除
違
法
爭
議
，
提
出
溪 

洲
部
落
之
於
都
市
、
之
於
水
岸
的
意
義
，
能
提
供
給
都

III
「
樂
活
」
、
「
多
元
文
化
」
、
「
生
態
旅
遊
」 

的
價
值
。
自

此.

溪
洲
部
落
的
抗
爭
運
動
正
式
取
得
協
商
談
判
的
人
場
券
，
抗
爭
場
域
從
街
頭
進 

人
協
商
談
判
的
縣
府
钤
議
室
。

溪
洲
阿
美
文
化
園
區
的
規
剷
不
曾
在
政
府
腊
制
中
出
現
，
til
關
的
制
度
也
沒
有
被
迷
么-

部 

落
及
城
鄉
所
如
同
「
摸
著
石
頭
過
河
」
，
只
能
夠
知
道
「
方

向

沒

錯
,

但
無
法
知
道
當
下
的
「
方 

法
沒
錯
」
，
而
縣
府
肖
長
雖
然
支
持
，
但
整
個
行
政
官
僚
系
統
卻
顯
得
被
動-

遇
到
需
耍
跨
局
處 

解
決
的
囌
項
多
T-
原
地
踏
步.

部
落
及
城
鄉
所
在
推
動
計
逍
的
過
程
裡
不
斷
的
進
入
漫
長
而
仙
折 

的
協
商
過
程•

以
及
突
破
性
的
協
議
過
程.

而
因
為
經
費
資
源
分
別
是
中
央
與
地
方
政
府
的
權 

責
-

公
有
土
地
為
中
央
國
有
財
產
局
所
有
，
做
為
規
劃
過
程-

還
必
須
創
造
政
治
過
程
中
與
中
央 

政

府

、
地
方
政
府
以
及
原
住
民
民
意
代
表
之
間
斡
旋
的
空
間(

夏
鑄
九• 2011

)

。
習

如•

當
公 

有
土
地
出
拊
或
設
定
地k

權
議
題
涉
及
中
央
國
產
局
，
縣
府
原
民«

需
要
透
過
部
落
及
城
鄉
所
，
 

請
中
央
的
立
法
委
員
出
面
協
調•

而
譬
如
興
建
經
費•

也
卡
在
中
央
原
民
會
與
縣
府
原
民
局
對 

「
隆
恩
埔
短
期
安
置
住
宅
」
計
畫
的
前
案
，
甚
至
還
引
發
審
計
部
調
查
。

除
此
之
外•

溪
洲
部
落
跟
城
鄉
所
溪
洲
工
作
小
組
在
會
議
桌
匕
推
動
的
「
中
活
文
化
園
區
」 

計
逍
的
同
時
，
也
還
必
須
有
隨
時
在
街
頭
「
推
動
計
进
」
的
笮
備•

冈
為
雖
然
有
首
長
的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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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當
首
長
任
期
將
至
，
整
個
行
政
系
統
也
隨
之
僵
滯
，
公
務
系
統
並
不
清
楚
下"

任
首
長
的
態 

度
-

所
以
乾
脆
選
擇
保
險
的
原
地
踏
步
。
在
二O
 
一
 

I

年

第

一

屈
新
北
市
市
長
選
舉
時
，
推
動
者 

即
需
面
對
這
樣
停
滯
不
前
的
行
政
系
統.

在
此
情
況
下•

一
方
面
部
落
要
作
好
抗
爭
動
員
的
窄 

備
-

隨
時
進
入
抗
爭
狀
態••

另
一
方
面
，
部
落
與
城
鄉
所
亦
透
過
管
道•

接
觸
幽
位
市
畏
候
選
人 

的
競
選
團
隊•

把

「
生
活
文
化
阖
區
」
結
合
五
都
選
舉
時
炒
熱
的
「
社
會
住
宅
」
議

題

，
試
著
遊 

說
兩
位
候
選
人
支
持
。
在
選
前
，
民
進
黨
的
市
長
候
選
人
蔡
英
文
即
來
到
部
落-

表
示
若
當
選
會 

持
續
推
動
生
活
文
化
園
區
，
而
最
後
當
選
的
國
民
黨
朱
立
倫.

也
在
當
選
第
二
天•

前
往
三
鶯
與 

溪
洲
部
落
。
空

>/.
倫
在
現
場
表
示
三
鶯
部
落
「
在
沒
有
更
好
的
解
決
方
式
之
前
，
允
諾
讓
原
住
民 

就
地
居
住
，
並
改
善
現
有
面
臨
的
水
電
等
居
住
問
題
。
」
他
也
在
溪
洲
部
落
支
持
「
溪
洲
部
落
成 

為
原
住
民
社
會
住
宅
典
範J

。

■ 

從
社
會
住
宅
到
協
同
住
宅

在
提
出
貝
體
方
案
與
實
行
策
略
的
階
段
，
部
落
與
台
大
城
鄉
所
溪
洲
工
作
小
組
的
師
生
，
一
 

起
完
成
了
對
於
都
市
原
住
民
社
會
住
宅
的
想
法
與
訴
求
。
在
過
去
，
台
灣
曾
經
有
過
國
宅
，
但
是 

從
來
沒
有
針
對
都
lii
原
住
民
族
而
設
計
的
阈
宅
。
因

此

，
部
落
與
城
鄉
所
的T

作
小
組
討
論r

許 

多
原
則•

諸
如
：

1.
建
築
地
上
物(

家

屋

、
公
共
設
施)

由
部
落
共
管
經
營

米
來
生
活
阆
區
的
地k

物
與
設
施-

為
广
統• 
g
H

瑚
與
經
资
If
務
.

宜
透
過
溪
洲
部
落
成
」'/.

法
人
組
織
嗍
粑
「
溪
洲
阿
芙
族
文
化
永
續
發
展
協
會
」•

由
部
落
負
責
符
理
經
營
共
有
產
權-

經
由
民
主
公
共
集
體
的
過
稅
進
行
合
邱
的
永
緻
經
營
管
翊
。
如

此
•

來

，4

以
在
現
代
的
社

會
組
織
與
行
政
管
理
制
度
卜
，
尊
重
部
落
，|'|
主

，
維
持
原
住
民
對
土
地
人
權
的
基
本
概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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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與部落合辦參W式洗U I:作坊•除f人人的活動•也十能忽•脱小旧々的參 

與.在人呼平課輔剛隊的協助卜*，溪洲部落小朋友也試削诎心中的家• 

（于欣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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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J
時
•

宣
示
住
宅
乃
居
住
人
權•

並
非
個
人
賺
取
利
益
的
工
具
。

2. 

建
築
物
不
轉
賣 '

不
轉
租

為
了
避
免
私
有
產
權
所
帶
來
的
弊
病•

所
有
園
區
內
的
建
築
物
均
不
應
轉
賣
、
個
人
轉
租
，

除
了
提
供
居
民
合
理
的
生
活
使
用
之
外
，
不
應
成
為
謀
取
私
人
金
錢
財
富
的
工
具
。
同

時

，

藉
由0

治
管
理
成
員
名
單
，
維
持
阿
美
族
園
區
社
區
共
同
體
的
文
化
與
社
會
組
織
特
色
。

3. 

溪
洲
部
落
人
民
團
體
自
治
管
理

成
立
法
人
組
織
副
體
「
溪
洲
阿
美
族
义
化
永
續
發
展
協
會
」•

由
阆
區
居
民
組
成
，
在
尊
重

部
落
文
化
的
前
提
卜-

透
過
民
主
公
共
集
髖
的
程
序-

自
治
管
理
阛
區
內
的
公
共
事
務
。

4. 
原
住
民
與
政
府
新
平
等
關
係

透
過
政
府
提
供
土
地
、
經

費

，
阿
美
族
文
化
園
區
具
有
族
群
特
色
的
經
營
管
理
模
式
，
可
以

產
生
原
住
民
與
政
府
的
新
合
作
模
式•

突
破
以
往
僵
化
的
行
政
管
理
窠
闩•

而
形
塑
原
住
民

與
政
府
的
新
平
等
關
係
。

5. 

合
理
的
租
金
負
擔

過
去
曾
有
的
原
住
民
國
宅
案
例
中
可
以
看
到
許
多
租
戶
繳
个
出
錢
，
並
不
是
真
的
不
願
意

繳

，
IhJ
迠
經
濟
條
件
無
法
負
擔
，
所

以

，
可
負
擔
住
宅(

a
f
f
o
r
d
a
b
l
e

 h
o
u
s
i
n
g
)

將
會
是

必
要
的
。

部
落
與
台
人
城
鄉
所
溪
洲
丄
作
小
組
在
提
出
了
社w

<}-:
宅
的
想
法
時•

同
時
也
埋
解
到
過
±- 

阈
宅
缺
乏
對
於
人
居
問
題
的
巧
量
，
只
是
大
量
設
計
有
效
率
的
水
泥
殼
子•

塞
入
最
多
的
戶
數

-  

ii
樣
的
硬
體
空
問
將
會
使
部
落
瓦
解
，
這
也
迠
當
初
溪
洲
部
落
不
願
意
入
住
「
隆
恩
埔
短
期
安
置 

{!•:
宅

」
的
主
因
之•

，一

個
缺
乏
參
與
式
設
計
，
不
從
住
民
需
求
角
度
思#

的
住
宅•

將
會
成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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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的
災
難
。
另
一
方
而
，
保
存
居
住
文
化•

並
成
為
原
住
民
族
在
都
钤
區
屮
重
要
的
文
化
節
點- 

將
會S

與
政
府
協
商
談
判
的
ER
要
籌
碼
。

因

此
.

溪
洲
部
落
與
城
鄉
所
溪
洲£

作

小

組

進•

步

提

出

「
協
同
住
宅
」(c

o
o
p
e
r
a
t
i
v
e

 

housing)

的
概
念
，
希
望
部
落
的
遷
移
屯
建
應
宵
別
於
公
部
門
由
上
IhJ
下
的
單
向
行
政
作
業
，
 

H

前
笆
規
副
過
程
也
將
避
免
空
問
畀
装̂

技
術
叫
斷•

忽
略
使
川
荇
戚
受
的
建
築
設
計f
t

點

。
阿 

尤
族
人
部
洛
家
屋
的
取
纽
，
從
此
一
規
劃
設
計
的
閒
端
，
UIJ.
tr
fT
它S

•

倘
山
居
fE
-^-k

導
的
社 

區
住
宅
營
造
過
程
。
參
與X

設
計
的
協
同
住
宅•

將
<-/
別
於 '

般
郞
矜̂
<
=

住
宅
屮
調
、
無
衣
悄 

的
空
問
意
象
，
以
及
現
代
主
源
述
築
偏
甭
保
隙
個
人
隠
私
，
卻
無
力
打
造
染
|?!!
卞
活
槃
趣
的
居
住 

隔
離
戚
。
如
此
強
調
居
民
參
與
的
n-:
毛
設
計•

將
凝
聚
店K

共
識•

祝
作
敁
高
的
規
剷
操
你
倫
理- 

除r
4

望
落W

都

II
J-
原
住
民
的
越
本2
$

住

權

，
更
能
衣
現
出
阿
龙
族
人
居
住
文
化
的
獨
特
魅
力
，
 

進
而
豐
富
大
台
北
都
铃
區
的
社
區
空
間
樣
貌
。

透
過
住
民®

體
T-','
愆
的
分
享•

除r

可
創
造
出
更
開
放
的
部
落
居
住
環
境
，
它
本
身
更
是 

一
種
開
放
式
的
規
劃
設
計
。
從
二O
O

八
年
以
後
，
溪
洲
部
落
開
始
進
人
協
同
住
宅
的
規
劃
過 

程

，
透
過
不
停
的
家
戶
空
間
調
查.

城
鄉
所
工
作
小
組
逐
步
瞭
解
每
一
家
戶
的
個
別
需
求-

把 

握
每
位
住
民
的
生
活
方
式
、
個
人
營
造
的
生
活
型
態
，
及
其
反
映
在
居
住
方
式
上
的
魅
力•

另 

外

，
有
將
近
一
年
半
的
時
間
，
在
部
落
內
進
行
公
共
空
間H
作

坊

，
希
望
每
一
家
屋
的
住
戶
除 

f

擁
有
自
己
的
空
間
個
性
外-

也
能
讓
公
共
空
間
開
始
良
出
部
落
的
個
性
，
除f

維
持
過
去
四 

十
年
原
部
落
的
公
共
空
問
品
質
之
外•

更
有
新
牛•

創
造
新
的
居
住
價
位
。
在
不
斷
舉
辦
的
社 

區
設
計
-T;
作
坊
過
程
屮
，
居
民M

新
即
解
阿
美
族
語SaRnawlan
的
意
蟲.

在
都
市
的
十
地
上- 

共

IHJ
建
立
家
園
、
建
立
部
落•

共
一:
居
住
共
同
生
活
。
溪
洲
部
落
家
屋®

建
的
參
與
式
規
剷
設 

計
-

強
調
和
码
住
者
之
間
的
/■/.
動
•

透
過
空
間
調
査•

詮
釋
足
個
郤
HJ
原
住
民
的
店
住
空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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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REMAKING

確
認
其
優
點
、
特

色
-

更
要
讓
族
人
充
份
自
我
認
同-

支
持
並
肯
定
，I'I

己
的
族
群
文
化
，
激
發 

出
關
於
人
性
化
居
住
空
間
的
對
話•

鼓
舞
居K

構
思
出
史
具
創
造
性
的
協
同
住
宅
。
這
足
以
社 

區
營
造
的
共
同
價
值-

重
建
都
市
原
住
民
部
落
的
文
化
工
程
。(

圆
1.6)

溪
洲
部
落
與
台
大
城
鄉
所
溪
洲H

作
小
組
，
在
發
展
協
同
住
宅
規
剷
設
計
及
與
政
府
協
商
談 

判
的
同
時
，
也
不
斷
的
與
其
他
部
落
聯
繫-

這
幾
年
間
也
與
桃
園
大
溪
的
崁
津
部
落
、
撒
屋
瓦
知 

部

落
、
三

鶯
部
落5

、
新
竹
的
香
山
娜
魯
灣
部
落
、
台
中
霧
峰
的
自
強
新
村
及
太
平
的
花
東
新
村
、
 

高
雄
的
拉
瓦
克
部
落
等
，
分
享
溪
洲
部
落
目
前
正
在
與
政
府
的
談
判
協
商
進
度
與
過
程•

並
分
亨 

透
過
協
同
住
宅
作
為
部
落
重
建
的
經
驗
。
溪
洲
部
落
希
望
能
夠
成
為
第-

個
以
參
與
式
設
評
進
行 

的
協
同
住
宅
典
範
，
成
為
新
的
社
會
住
宅
模
式• S

a
R
n
a
w
l
a
n

 •

將
成
為
都
市
原
住
民
的
新
居
住 

模

式

。

I  

另
類
的
都
市
居
住
空
間
營
造
實
踐

過

去

，
阈
家
對
河
岸
部
落
的
一
钗
態
度•

就
是
視
之
為
違
建
，
當
經
濟
發
展
還
處
於
發
展
階 

段

，
這
樣
的
違
建
是
被
容
忍
的
，
因
為
國
家
沒
有
能
力
解
決
都
市
中
為
數
眾
多
人
口
的
居
住
問 

題
-

這
群
人
就
占
地
搭
屋
而
居-

造
成
有
一
大
比
例
的
都
市
人
口
居
住
在
自
力
造
屋
的
違
建
之 

中
•

這
是
過
去
的
台
濟
及
現
在
的
開
發
中
國
家
的
普
遍
都
市
現
象
。
而
當
經
濟
水
平
提
升•

城
市 

化
而
臨
饩
坫
轉
變
時•

河
岸
部
落
違
建
，
就
成
為
部

Iff
發M

的
絆
腳

YI'•

政
府
希
窣
除
去
這
此
、看 

似
破
筲
的
違
建
，
作
為
都
市
進
步
的
象
徵
，
在
過
去
十
四
、
十
五
號
公
關
、
齊
藏
磁
的
案
例
屮• 

都
有
這
樣
的
過
程
。

從
城
市
規
剷
與
社
區
建
築
的
角
度
看
，
河
岸
部
济
提
供
的
是
一
個
鸩
質
空
間
，
讓
都
市
屯
活 

也
可
以
有
與
自
然
共
生
、
友
善
鄰
里
關
係
的
特
質
出
現
，
並
尊
重
不
同
族
群
的
生
活
方
式
。
在
溪

反造城市 40



CHAPTER 1 SAFINAWAIN, LET’S LIVE TOGETHER!

黃
美
英
，19

8
5

 -

〈
都
市
山
胞
與
都
市
人
類
學
〉•

收
錄
於
《
台
iwk

著
的
傅
統
社
會
文
化
與
人
權
現
況
》-

中
國
人
權
協 

會
主
編
。

謝
III:
忠

、
劉
瑞
超
，2007

 ,

《
移K

、
返
鄉
興
傳
統
祭
典-
北
台
《
都
市
阿
美
族
原
住
民
的
豐
年
祭
祭
儀
參
與
與
文
化
認
同
》 

林
易
蓉

•  2009

 •

《
溪
洲
部
落
空
間
尋
根-

與
原
鄉
部
落
的
空
間
模
式
》•

台
大
城
鄉
所
碩
士
論
文 

李
慧
慧-
2010

 • CIO

 

I  O

全
國
原
住
民
族
研
究
擾
秀
論
文
集
》

趙
慧
玲-

2
0
1
0

 •

〈
溪
洲
部
落
母
系
空
問Y

收
錄
於

《
2010

 p
a
c
s
c
r
i
m

會
議
文
哦
手
冊
》

S

鑄
九

•  2011

 •

〈
溪
洲
部
落
的
政
治
過
程
〉
，sa

f
m
a
w
l
a
n
(

 I

起
建
造
部
落)

都
市
原
住
民
集
體
居
住
正
意
願
景
研
討 

會
論
文.

由
溪
洲
部
落
主
辦•

台
濟
大
舉
建
築
與
城
鄉
研
究
協
辦
。

劉
湘
埼-

2
0
1
1

 •

《
原
住
民
代
表
性
官
僚
的
理
想
與
現
酋-

以
溪
洲
部
落
拆
遷
事
件
為
例
》
，
阈
立
政
治
大
學
公
共
行
政3

7- 

系
碩
上
論
文"

聯
合
晩
報
，
〈
下I

波
輪
到
溪
洲
部
落>  .

200

OO/
0
2
/
2
9
/
A
1
7
/

社
會
。

參
考
書
目

洲
部
落
的
案
例
中
，
部
落
與
專
業
者
的
努
力
，
就
是
希
望
讓
美
好
的
空
間
特
質
以
及
原
住
民
的
環 

境
智
慧
能
夠
在
都
rli
中
保
存
，
並
不
斷
在
闩
常
生
活
之
中
再
生
，
而
在
策
略
運
用
上.

部
落
與
專 

業
者
向
政
府
提
出
此
另
類
的
解
決
方
案
，
希
望
讓
法
令
卜
的
困
境
得
以
透
過
協
商
解
套
，
並
使
政 

府
體
認
都
市
原
住
民
的
居
住
文
化
在
都
市
之
中
的
重
要
性.

以
及
解
決
都
市
原
住
民
居
住
問
題
也 

可
以
有
多
贏
的
策
略
。
做
為
專
業
者
的
同
時
，
我
們
也
扮
演r

社
會
倡
議
者
的
角
色
，
不
只
在
官 

僚
系
統
內
與
之<

口
作\

史
在
外
圍
與
之
對
話
、
協

商

，
或

著

，
持
續
反
抗
、
爭
取
政
治
空
間
的
鬆 

動

。
我
們
刻
劃
了
：
個
在
當
前
的
官
僚
系
統
具
有
可
行
性
的
願
景
，
讓
部
落\

社
區
與
政
府
成
為 

夥
伴
關
係
。

5

後
來.

：
一
鶯
部
落C

力
與
政
府
逮
成
願
意
自
己
出
錢
興
建
家
屋
的
方
案•

已
不
在
社
會
住
宅
的
發
展
範
疇
內
。

41 Safinawlan，讓我們共居！



CITY REMAKING

O

反
迫
遷
行
動
的
三
個
要
訣••

跨
界
動
員
、
拉
長
戰
線
、
堅

持

「
就 

地
安
置
」

O

以
集
體
的
記
憶
連
結
城
市
的
歷
史
，
凸
顯

「
非
正
式
地
景
」
存
在 

的
價
值
，
才
有
機
會
被
保
留
：

教
戰
守
則

吳
振
廷 

文

「
瑠

」
住
美
麗
時
光

「
非
列
管
眷
村
」
的
反
迫
遷
行
動

GOOD TIME “UOU”
SAVING THE HOME OF 

NON-REGISTERED” MILITARY FAMILIES



CHAPTER 2 GOOD TIME“LIOU”

1

「
非
列
管
眢M

」
的
定
義
引
川
财
關
法
人
外
冉
泉«
'

人
協
矜
理
唞
从
李
质
均
教
授
的
解
秤
：
rf
f'f
梠
的
记W

防
部
列
管 

行
村.

令
台
Jt
約
行
/£
卜
萬
疗
付
1F.P
 (
命
屯
人
及
rt
ft
lss)

「
非
列

-pr
rlw

」h

嬰
足
梢
{?
在
於
齐
級
政
府
ft
宅 

們
制(

如W

防
部
、
竹
政
府)

之
外•

多t

足
以
递G
o

築
(

公
地
払
让)

的
樣
貌
ff-
/l-:
於
台
捫A

地
-

原
冈
足
常
時 

W

防
部
列n

rf
村
的
數
llt
fj
限
(

辛
多
只
{/
卜
茁
|')
.

根
木
無
法
完
个•
吸
納
常
時
IJs

fE
?!?
求
的

'K
人

。W

此

「
非
列 

rf
rf
ft
」
Ji
/f;
常
時
政
府
默
許
之•
卜
•

山
外
街
返
f/i
-l'.
人.=;u

/l:
公
n-
地
搭5/
历
为

|||1
發
城
出
來
的
柿25
住
咽
態
。
 

然

Iflj•

隨
矜
II.V
代
轉
變•

加k4lI
押

.lil:c

的
都

lli
化
與

VI
本K

葙
的
深
化
發
；

S

 .

非
列
T?
rfw
<
K
P

也
火
上r

i4
期
倚 

«

的
政
治
屮
態
，
原
先
被
默>

,1'|-
的

「.
：：；让
)'
」
成
广
「
違
让

11>!'.

||||
臨̂

拆
遷
搬
離
的
命
爼
，

軍
區
的
大
門•

依
舊
矗
」'1
在
灰
藍
色
的
天
空
下•

越
過
水
泥
橋
走
進
新
北
市
新
店
區
力
行
路
十■ 

巷
-

巷
弄
間
蜿
蜒
狹
小
的
通
道
透
出
稀
薄
的
陽
光
，
施L

的
阐
籬
阻
隔
了
圳
道
與
房
屋
，
敗
發
著 

拆
除•
—
裎
後
那
股
J!/®

lflj
沉
帘
的
曄
焯
味•

令
人
威
嘆
的I
I.
AU
训
rr-
在
T-
世
紀
的
吊
腳
樓
終
究
還
足 

被
拆f

。•

倘
熟
悉
的
身
影
突
然
出
現
在
而
前
，

嫁
來
此
地
十
餘
年
的
外
來
媳
婦
原
否•

她
淡 

淡
地
說
：
「(

家
被
拆r

)
.

我
還
住
在
這
兒
」
？
岡
2.1)

這

是
-

個
極
為
特
殊
的
場
景.

迕
這
裡
我
們
進
{■;■
了 •

場
特
殊
的
反
迫
遷
f'j-
動

，
抗
爭
的
結 

果
也
很
奇
特
。
政
府
近
年
來
積
極
的
想
讓
瑠
公
圳
重a

天

円

，
進
行
圳
道
復
原
、
景
觀
美
化
。
然 

而
位
於
瑠
公
圳
源
頭
的
新
店
區
力
行
路
段
有
一
個
「
非
列
管
眷
村
」1

，
是
一
般
市
民
選
擇
看
不 

見
-

也
不
願
看
見
的
都
市
違
建
地
景(

非
正
式
地
景)

，
但
它
卻
曾
經
是
電
影
導
演
張
作
驥
拍
攝 

《
美
麗
時
光
》
的
重
盟
場
景
。
這
個
聚
落
在
特
殊
的
歴
史
背
景
下
，
女
歇
於
此
處
，
在
沒
有
任
何 

立
法
的
保
障
效
益
下.

現
今
因
為
政
府
的
瑠
公
圳
景
觀
改
造
計
遵
需
徵
收
ui
多
的
十
地
來
建
造
公 

共
設
施
，
有
部
分
民
宅
被
認
定
足
違
建
而
而
臨
拆
除
。
在
沒
有
任
何
安W

措
施
卜.

居
民
被
迫
遷 

出

。
因

此
■

個
從
社
區
迚
結
校
阑
、
跨

校
、
跨

领

域
的
保
衛
家
阅
的
行
動
就
此K

開

。
這
段
過
程 

艱
辛
而
漫
長•

有
此
、人
如
願
留
下
來/
.

但
足
家
園
的
而
貌
也
改
變f

。
那
蜿
蜒
的
巷
弄
依
然
幽 

暗
-

但
是
那
臨
水
而
建
的
吊
腳
樓
被
全
然
拆
除
。
這
番
景
象
既
混
亂
又
破
碎-

這
近
百
戶
的
居
民
，

43 塯住美鹿時光



CITY REMAKING

或
留
或
走
，
或
悲
或
喜
，
他
們
依
舊
得
而
對
新
的'

天

，
從
傷
痕
累
累 

的
昨H

裡®

建
起
新
的
屯
活.

一
如
六
十
年
前
的
經
歷
。(

圊
2.2)

「
力
行
路
段
—
非
列
管
脊
村
」
的
案
例
為
台
灣
都
市
在
質
踐
「
非
正 

式
地
景
」
的
文
化
保
存
及
「
土

地

LH
義

」
開
啟
一
扁
窗•

提
供f

不
同 

的
觀
點
與
行
動•

在
這
場
抗
爭
行
動
中
，
居
民
在
歷
史
的
漩
渦
中
近
身 

地
與
體
制
搏
鬥
，
本
文
起
筆
同
時
，
它
已
經
以
一
種
特
殊
的
7J
式
留 

r

下

來

，
但
如
同
前
段
所
述
，
它
並
非
完
全
拆
除
或
迠
完
全
保
留(

當 

初
抗
爭
行
動
中
專
業
者
所
倡
言
具
有
保
存
價
值
的
吊
腳
樓
反
而
被
拆 

除)

，
留F

的
居
民
有
些
已
在
此
落
地
生
根
超
過
半
世
紀.

有
些
則
足 

第
二
代
或
嫁
來
組
織
家
庭
，
甚
至
是
一
棲
身
就
是
二
十
年
的
城
鄉
移 

民

，
究
竟
是
什
麼
樣
的
原
闪
饿
他
們
願
意
堅
守
在
這
裡
？

I  

歷
史
的
美
麗
時
光

一
提
到
瑠
公
圳
就
不
得
不
提
到
郭
錫
瑠
。
瑠
公
圳
開
鑿
於
淸
代
乾 

隆
五
年
，
郭
錫
瑠
脊
感
於
當
時
窄
山(

今
文
山
公
館
通
往
景
美
左
側
林 

木
蔥
龍
的
山
頭)

一

帶
的
荒
地-

妁
能
引
新
店
溪
的
支
流
青
潭
溪
的
水 

灌

溉

，
有f

1®!
富
充
足
的
水
源
，
沃
野
就
«';
以
變
成
良
111,

於
是
變
寶 

家
產
開
始
梨
圳
丄
柷
，
然
而
除f

;Ai
要
克
服
險
惡
的
地
勢
環
境
，
還
耑 

要
克
服
與
原
住
民
的
衝
突
。
在
歷
時
二
十•

年
的
開
發
與
無
數
次
的
黾 

建
-

終
於
使
Li
條
人
圳
Jl
^:
水

，
從
現
今
的
新
店
區
越
過
锐
美
到
了
台 

北

lii
後
分
為
一
大r
乂
線•

在
這
近
三
百
年
的
時
光
中•

源
源
不
絕
地
哺

2.圖

概公家幽進行拆除丄程中 

的妓象。（吳振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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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瑠公圳米M永被拆除的聚消W•染：（叫k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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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這
塊
土
地
。

從
水
利
或
是
歷
史
意
義h

,

郭
錫
瑠
開
鞮
引
了
碧
潭
的
水
源
灌 

溉
大
台
北
的
農
山
。
新
店
作
為
生
產
的
基
地
，
水

圳

、
農
地
帶
形
成 

聚

落•

賦
予
有
序4

理
解
的
象
徵
秩
序•

漢
人
在
新
店
地
區
的
空
間

秩
序
逐
步
形
成•

從
灌

概

、
飲

水

、
玩

樂

、
洗

澡

和

洗

衣

皆

仰

賴

瑠

W2.3 

公
圳
提
供
的
豐
沛
水
量
，
水
圳
與
當
地
居
民
的
生
活
是
相
當
密
不
0J 

分

的

。
瑠
公
圳
宛
如
是
大
地
之
母
，
水
圳
代*

聚
落
生
成
也
可
視
為 

建
構
地
方
集
體
記
憶
的
所
在
。
瑠
公
圳
刻
劃
了
自
開
圳
以
來
漢
人
與 

原
住
民
的
資
源
競
逐
衝
突•

一

直
到
光
復
後
的
外
省
眘
村
移
民
駐
紮 

牛

根

，
共
令
是
近
代
的
城
鄉
移
民
於
此
生
活
交
流
的
故
事
，
這
條
溝 

渠
串
連
了
多'
儿
族
群
的
牛
活
方
式
與
記
憶•

在
現
代
城
市
的
空
問
結 

構h

lw®

个M

的
歷
史
階
段
及
族
群
ZL
相
交
錯
分
布•

歷
史
意
邁
不 

斷
的
桢
粜
，
中
辿
不
冏
族
群
競
爭
的
過
柷
，
故
榴
公
圳
是'

倘
台
濟 

城
市
發
展
歷
史
中
重
要
的
文
化
地
景
。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國
民
政
府
迫
遷
來
台
，
帶f

近
芭
潭
的
遷
徙
人 

口 
•

民
國
pq
十
七

年

，
群
沒
有
配
給
到
軍
人
宿
舍
的
阿
兵
埒•

便
沿 

著
軍
區
後
方
的
瑠
公
圳(

現
今
新
店
區
力
行
路
十
一
巷
，
以
下
稱
瑠 

公
家
阅)

一
磚
-:
凡
地
搭
起
房
舍
。
记
此
，居
民
的
身
分
多
足
带
階
低

或
無
家
眘
的
阿
兵
哥•

在
當
時
軍
營
後
方
荒
蕪
的
土
地
上
，rl
力
營

造
-

他
們f

解
自
己
沒
有
「
地
權
」•

於
是
在
民
阈
幵
十
七
年-
^

离

陳

怙•

並I
L

III
常
ll-y
阈
防
部
员
蔣
綷
阈
先
屮
祝
，
=

探
祝
並
「
||
頭
承

皆［1婦女在ffi腳樓前的圳 

道洗滌戊服。

（瑠公家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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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
」
Jl:;
Mi
IK
權
.
a

當
時
的
W-K

在
沒
乜
地
權
及w

契
的
狀
況
卜
安
心
Mft
t
 

=

瑠
公
家
阀
屮•

Jt-
屮
問
代
炎
矜
當
時
艱W

年
代
的
化
活
史-

也
将
居K

們
的
卞
活
與
水
圳
緊

緊
III
迪

。
從
建
築
形
式
上
可
知
一 
•

一
，
居
民
沿
著
水
圳
‘
戶
戶
地
搭
起
簡
易
的
房
舍
，
屋
舍
一
戶 

的
單••
儿ffi
lf.1:

門

、
一
窗
及
一
斜
尾
頂
所
組<|I

成

。
由
於
生
活
空
問
過
於
狹
小•

居
民
於
记
花
水 

岸
旁
搭
起
「
吊
腳
樓
」
作
為
也
活
空
間
的
延
續(
圖

2.3)

，
這
些
吊
腳
樓
的
拄
「
腳

」
单
現
出
時
代 

的
演
進
，
從
木
頭
到
砌
磚
到
混
凝
土
時
期
Iflî

水
管
灌
漿
，
展
現
完
整
豐
富
的
時
代
性
。
自
力
造 

屋
取
決
於
既
有
的
人
力
以
及
容
易
取
得
的
建
築
材
料
，
也
闪
此
在
屋
舍
上
，
可
以
淸
楚
看
見
修
補 

的
痕
跡
，
正
是
所
謂
歷
史
的
樣
貌
。
在
瑠
公
家
園
內
，
公
共
的
空
間
與
私
密
的
空
間
沒
有
清
楚
的 

界

限

，
門
前
的
路
不
是
路
，
是
一
種
社
交
的
延
伸
，
此
空
間
視
為
「
家

」
的
一
部
份
，
大
家
只
要 

各
，
H

把
家
裡
的
椅
子
搬
到
家
門
前.

小
巷
弄
就
變
成
鄰
里
間
聊
天
交
流
的
客
廳
；
你
家
的K

頂
就 

是
我
家
的
陽
台
，
相
較
於
現
代
社
會
裡
人
群
問
的
冷
漠
，
ii
裡
展
現
出
多••
儿
融
合
並
互w
r

解
的 

生
活
喂
態
。
尤

其
在
節
慶
時
巷
弄
的
公
共
空
間
成
了
重
要
象
徵
空
間
，
家
家
戶
戶
提
供
拿
手
菜 

朗

，
匯®
r
K

湖

rq
泡
的
美
饌•

/£
這
看
似
狹
小
擁
擠
的
空
間
中
，
甸
片
廣
間
而
溫
暖
的
力
道
將 

社
區
的
關
係
緊
緊
相
連
。

h

述
iam

特
殊
的
荇
付
的
鄰
里
模
式#

別
於
現
代
社
钤
的
疏
離
、⑵

化

，
正
足
冷
浼
的
邡

,ij 

屮
所
缺
少
的
「
社
區
空
間
」
。
這

條

三■

八
公
里
的
帶
狀
圳
渠
串
連r

多
元
族
群
的
化
活
力
式
與 

記

憶

，
與
周
邊
不M

歴
史
階
段
逐
漸
形
成
的
社
區
，
交
織
成i
vz
ffl
的
牛
活
地
景•

成r

北
台
濟
罕 

ri
的
臨
水
而
居
的W

村

。

I  

走
入
歷
史
，
「
瑠

」
住
時
光
？

郤
山
化
的
歷
程
讓
瑠
公
圳
改
變r

模

樣

，
逐
漸
隱
匿&

城
市
空
間
之
屮
。
從
民
國
五O

年
代

47 （瑠」住美邇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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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S
g

業
水
圳
隨
离
都
rii
化
•

昔
门
的
灌
溉
功
能
成r

都

If'-J
排

水

，
水
圳
陸
綃
被
加
蓋
。
民
阈
七O

 

年
代
後
都
市
的
開
發
與
吏
新•

圳
路
變
史
為
建
地
供
商
業
、
住
宅
或
做
私
人
建
築
用
地
的
使
用
。
 

民
國
七
十
二
年
瑠
公
圳
開
始
停
止
抽
水•

圳
路
裡
不
冉
有
水
，
最
後
於
民
國
七
十-

年
結
束
了
原 

有
灌
概
的
任
務
，
走
入
了
歴
史
。
現
今
市
民
看
見
的
圳
道
多
是
已
經
遭
填
平
或
加
蓋
，
早
已
失
去 

原
始
風
貌
，
水
圳
在
都
市
化
的
過
程
成
了
消
失
的
地
景
。

隨
著
全
球
城

«i-i
思
考
如
何
親
近
水
、
如

何

「
打
開
」
水
的
潮
流
下
，
新
北
市
政
府
提
出
「
大 

河
之
縣
」
的
願
景
，
試
圖
移
植
韓
阈
首
爾
砑
溪
川
整
治
改
善
計
棗-

並
首
先
於
二O
O

七
年
投
人 

十
九
億
元
，
將
新
莊
市
中
港
大
排
搖
身
變
為
仿
效
清
溪
川
的
親
水
公
園
，
逍
憾
的
是
一
年
後
，
豪 

雨
導
致
中
港
大
排
淤
泥
堆
積
，
耗
資
高
額
將
其
清
除
。
而
新
店
的
瑠
公
圳
同
樣
也
取
經
韓
國
清
溪 

川
-

從
轉
潭
至
景
美
溪
長
三•

八
公
里
，
分
五
個
階
段
進
行
圳
道
再
造
工
程
，
欲
提
供I

個
結
合 

藍

帶(

流
水)

與
綠
帶(

植
栽)

的
親
水
空
間•

第
一
段
丄
程
在
二O
O

九
年
完
工•

緊
接
著
將 

進

行

第
.
段
的
工
程
，
然
而
第
一
期
規
剷
設
計
？
个
當
導
致
使
用
率
低
、
缺
乏
維
護
管
瑚
。
中
天 

新

聞

「
紀
錄
台
辨
」
曾
對
瑠
公
家
闽
進
行
専
題
報
導.

受
訪
問
的
台
人
城
鄉
研
究
所
張
聖
琳
老
師 

說
到
：
「
瑠
公
圳
與
清
溪
川
很
不•

樣

，
瑠
公
圳
原
本
是
灌
溉
系
統
，
如
血
脈
般
流
經
社
區
，
而 

清
溪
川
則
是
氣
勢
磅
薄
的

fr
立
在
商
業
區-

若
假
設
清
溪
川
是
一
個
盛
裝
打
扮
的
美
女
，
瑠
公
圳 

應
該
像
鄰
家
女•

般
的
和
藹
可
親
。
HI
知
■

右
闸
者
體
質
本
就
不•

樣
•

瑠
公
圳
何
須
被
移
植
清 

溪
川
的
都
iii
想
像
？
打
造
的S

誰
的
误
觀
？
是

誰

來

定

義

瑠

公

圳

的

芡

麗

呢

？
」

二O
O

七
年
第
二
段
瑠
公
圳
景
觀
改
造
工
稈
衝
幣f

瑠
公
家
園•

為
了
興
建
瑠
公
圳
紀
念
公 

園

，
新
北
市
政
府
宣
稱
力
行
路
十"

巷

、
中
華
路
八
十
；二
巷
位
於
計
劃
道
路
上
，
沿
岸
居
民
只
擁 

有
地
上
房
屋
所
有
權
，
占
用
的
土
地
分
屬
農E

水
利
會
、
國
防
部
、
新

北

II
J-
政
府
工
務
局
所
有
，
 

因

此

一

百̂

十
餘
戶
居
民(

力
行
路
十
一
巷
有
五
十 '

戶
)

的
房
舍
將
全
部
拆
除
。
讓
居
民
憤
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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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
大
城
鄉
團
隊
針
對
新
北
市
政
府
所
委
託
規
剷
的
「
軎
北
縣
新
店
市
瑠
公
圳
圳
道
空
間
再
造
規
劃
設
計
總
結
報
告
軎
」 

中
的
規
剷
內
容
進
行
檢
討
發
現•

規
劃
中
位
對
瑠
公
圳
及
其
周
邊
現
況
的
不
夠f

解
•

導

致

完

工

的

第

一

段
水
圳
有 

耗
能(

以
«,
達
抽
水
挹
注
瑠
公
圳)

、
汗
染(

垃
圾
棄
置
與
水
圳
泥
沙
嚴
重
淤
積)

及
使
用
率
低
的
現
象••
第
：
段
在
設 

計
上
未
妥
善
保
留
眷
村
文
化
景
觀•

以
全
囲
拆
除
再®

意
象
的
方
式
「
改
善
景
觀
」
，
此
舉
將
徹
底
抹
煞r

當
地S
 

富
文
化
的
歷
史
軌
跡•
，第
一：一
段
的
瑠
公
公
囡
與
水
景
的
虛
擬
連
接(

已
完
工)
-

並
因
設
計
不
常
飽
受
居
民
的
批
評
： 

第
四
段
及
第
五
段
在
報
告
害
中•

同
樣
忽
略
水
圳
整
治
的
基
本
問
題
。

3

引
用
由
財
團
法
人
外
省
臺
灣
人
協
合
會
、
台
大
城
鄉
所' OURs

專
業
者
都
市
改
单
組
織
共
同
擬
定 <

城
市
夾
縫
中
的 

.
3
^
^

瑠
公
圳
的
脊
村
人
「
聲

」>  •

未
出
刊
。

的
是
始
終
無
法
獲
悉
完
整
的
圳
道
規
劃
內
容
，
要
求
的
「
原
地
居
住
」
從
來
不
被
視
為
nJ
能
的
選 

項
-

沒
有
給
予
任
何
安
置
措
施
的
狀
況
下
，
只
能
被
動
接
受
拆
遷
的
命
運
。

事
實
上
政
府
亟
欲
打
造
的
瑠
公
圳
復
育
計
畫
，
看
不
見
瑠
公
圳
的
歷
史
。
新
店
溪
沿
岸
的
景 

觀
改
造•

其
實
都
是
為
了
爭
取
新
店
溪
的
臨
河
美
景
，
以
房
地
產
開
發
的
手
段
來
帶
動
都

lii
的
發 

展

。
從
城
市
發
展
與
居
住
人
權
的
角
度
來
看
，
列
管
眷
村
呵
以
入
住
到
新
高
樓
大
廈(

鄰
瑠
公
家 

園
的
天
闊
集
合
住
宅)
.

但
所
謂
的
非
列
管
眷
村•

卻
要
被
強
制
遷
離-

無
形
中
加
深/

台
灣
社 

會
的
兩
極
化
跟
空
間
的
隔
閡
。
由k

述
可
知
，
瑠
公
家
園
被
歷
史
剝
削
了
兩
次
，
第
•

次
是
阈
家 

沒
有
妥
善
辦
法
安
置
他
們
，
並
默
許
他
們
可
以
在
「
國
家
」
土
地
上
任
意
蓋
房
子
，
由
，
u

己
想
辦 

法
自
力
營
造
解
決
居
住
問
題
；
第
二
次
被
剝
削
則
是
被
國
家
與
財
團
以
美
化
都

IU
之

名

、
行
土
地 

開
發
之
實
而
被
迫
遷
離
家
園
。"

在
無
法
接
受
新
北
市
政
府
的•

再
迥
避
居
住
空
間
的
問
題
下•

居
民
遂
成
立
「
新
店
瑠
公
圳 

沿
岸
居
民

自

救

會,

並
四
處
奔
波
請
求
外
界
的
關
注
與
支
援
，
首
先
自
救
會
主
動
找/

當
時
正 

在
協
助
新
店
溪
州
部
落
爭
取
居
住
權
的
台
大
城
鄉
研
究
所
碩
士
生
于
欣
可
，
希
望
獲
得
專
業
上
的 

協

助

，
並
透
過
于
欣
可
的
聯
繫
，
先
後
動W

了
台
大
城
鄉
研
究
所
、
專
業
者
都
市
改
革
組
織(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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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簡
稱OURS)

、
外
朽
台
灣
人
協
會
以
不
同
的
專
業
進
人
聲
援•

以
及
文
史
下
作
者
夏
喈
禮
以 

空
間
歷
史
齊
寫
的
方
式
，
還
原
瑠
公
圳
的
事
件
和
歷
程
。
《
台
大
意
識
報
》
並
於
：
一O

 

I  
O

年
以 

瑠
公
圳
特
刊
的
方
式
，
重
新
探
討
瑠
公
家
園*

瑠
公
圳
的
歷
史
。
有
了
這
些
個
人
、
團
體
的
聲
援. 

景
觀
改
造
計
畫
衣
而k

暫
緩
下
來
，
似
事
實
卜
新
北
市
政
府
拆
遷
的
意
圖•

直
沒
有
改
變
。

I  

非

「
瑠
」
不
可
的
美
麗
與
哀
愁

k

泊
遷
的
fi
動
/

rl.
沒
n-
抒
過

，
終
於
/1:
歷
綷
：\
平
後
锊/

轉

折

。
：0

'

，
年
三=
:

厶2
大 

城
鄉
研
究
所■

年
級W
H

課

仃
■

紺
IUJ%

選
定
瑠
公
家
|«|
做
為
讶
涔
課
的
題H
 •

山
學
術
平
位
結 

<rl
O
U
K
S

 
■

I-1J
推
動
塯
公
家
關
的.
空
間
變
革
，
終
於
促
使
當
時
新
北
Iti
副
市M

許
志
堅
主
持
跨W
 

處
協
調
機
制.

決
定
對
「
新
店
市
瑠
公
圳
圳
頭
集
圳
道
饺
觀
工
程
」
令

線(

五
段)

重
新
檢
祝
。

上I圖2.4
台大團隊與A救钤進行參與式的規ffl設計。

（廷榀）

下I圆2.5
fl//i '導演，媒體於影像城的,•矜I:®援瑠公 

家WhP乂i振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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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GOOD TIME “LIOU

4

佈K

的
惝
想
是
將
力
行
路
— 

一

巷
溜
公
捋W

設
計
分
為
兩
段
，
前
段
由
軍
營
旁
進
人
到
包
子
店
口 •

透
過
入
口
地
圖

•  

照
片
牆
的
彩
繪
41
現
軍
人
在
此
處
虫
活
的
演
變
與
抒
村
興
建
過
程
的
紀
錄
。
第
_
段
足
包
子
店
口
到
瑠
公
诗
村
尾-

發 

想
以
結
婚
作
為
此
段
的
主
題•

傳
遞
家
庭
、
結
婚
牛f

與O

村
伴
成
炅
的
概
念•

利
用
轉
角
空
地
、
水
泥
牆
、
水
浞
牆
、
 

T
P

外
空
間
等
居
民
的
記
憶
空
問
進
行
裝
置®

術
•

將
抒W

文
化
特
色
透
過
ia
幣
條
巷
户
胰
現
出
來
。
資
料
來
源
：
淡 

j
r.
大SA
新
聞
搞(101) • <

「
瑠
」
公
圳
的
'#
業
服
務•

「
留
」
下
來
的
課
外
學
??> •

未
出
l:IJ
。

5

「
瑠
公
圳
吊
腳
水
开
」ft

錄
為
文
化
段
觀
經
審
在
不T

捉
報
之
理
由
：(
'
 
)

、
戰
後
rf
岸
之•

型
態•

{II•
个
夠
完
幣

•  

作
；
5

邝
付
保
存
的
特
殊
性
水
足•

^|.
影
晋
樹
公
圳
之
幣
體
;;!-
骰
.

又
與
瑠
公
圳
歷
史
意
染
个
符
合
、
桕
對
脗
(|,(
較
诋
。

(

：

一)

、
雖
然
現
存
狀
況
-ft
歷
史
或
il-:p&',rI

然
問
付K

/7
動
性-

{1|.
砰
次
>|<
迖
戊
錄
的
水,

。
另
從
截
術
性
等
評
坫- 

未
记
龙
的
怠
境
二2
)

、
部
分
抒w
n

速
迚•

拉
未
仃
—•
地
所
仃
播-

t-L
牽
涉
到
行
水
安
乍
與
生
態
保
付
的
統
合••
个 

§

錄

。

rtl
於
需
要
史
多
人
力
的
加
入•

於
是
在
張
聖
琳
老
師
、
黃
麗
玲
老
師
、
陳
亮
全
老
師
的
號
召
下- 

不
到
二
十
网
小
時
經
由
全
班
四
十
位
同
學
討
論
之
後
，
一
致
決
定
暫
停
手
邊
的
設
計
題
冃
，
組
成 

f

「
久
久
城
鄉
青
年
——

非
瑠
不
nJ
」
關

隊.

分
成
四
大
組••
意
見
調
查
組
、
文
化
地
景
組
：
冢 

阅
機
制
組
、
設
計
組
進
場
支
援
。

■

群
關
心
水
圳
發
诚
的
靑
年
公
民
捉
出
的
訴
求
包
括
：
反
對 

•
个
；

S
歴
史
文
化
脈
絡
的
拆
遷
行
動.

以
及H

I

前

耗

能

的

觀

設

計

方

式

，
收
要
求
政
府
應
屯
視
水 

圳
文
化
的
保
存
，
重
新
檢
討
與
思
巧
水
圳
的
内
卞
計
,u
。
除f

興
公
部
門
之
問
展
開
!]•:
式
的
對
話 

之

外
•

画
隊
也
紺
織
跨
領
域
的
工
作
坊
，
邀
諸
公
部
門
、
規
剷
界
、

術
界
與
居
民
共M

擬
定
出 

解
食
的
方
案
，
包
括••
提
報
交
化
景
觀
的
機
制
、
公
私
合
作
之
永
緻
經
營
配
套
計
离(

班
截
铋
的 

經
驗)

、
水
資
源
環
境
計
逍
等
，
並
與
執
行
第
二
段
景
觀K

f¥.
的
規
剷
公
司
共
同
研
商
最
好
的
設 

計
方
案
。©

終
目
的
是
冋
到
社
區
參
與
之
機
制
，r

解
居
民
之
期
恃
與
需
求-

發
展
出
榴
公
圳
與 

瑠
公
家
園
得
以
共
生
的
願
景
。

行
動
的
第
一
步
是
啟
動
文
化
資
產
的
程
序•

將

「
瑠
公
家
園
」
登
錄
文
化
地
景
。
城
市
發
展
有 

諸
多
選
項
與
樣
貌
，
lflj
「
瑠
公
圳
吊
腳
水
弄
」
的
保
存
是
一
個
有
願
景
的
新
選
擇
，
若
能
肖
先
透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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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資
產
保
r?
法
來
將
此
列
為
文
化
以
觀
保
rf-,

就
可
个
受
限
於
違
建
拆
遷
條
例
。
rl
救e

：

於 

提
出
义
化
資
痄
登
錄
的
屮
請•

主
動
由
居
民
表
達
聚
落
的
文
化
惯
愤
。
在
簿
備
文
化
資
產
登
錄
的 

期

間

，
團
隊
同
時
也
以
柔
性
訴
求
盼
外
界
聲
援
，
策
畫r

「
瑠
住
美
麗
時
光
」
文
創
影
像
展.

並
由 

淡
江
人
學
建
築
系
劉
欣
蓉
老
師
以
課
程
的
方
式.

帶
領
學
生
協
助
社
區
進
行
空
間
規
畫
與
營
造
彳
，
 

n

的
是
藉
由S

體
削
作
、
實
作
的
佈
展
過
程
中
，
對
內
凝
聚
居
民
的
共
識
，
對
外
賴
rtl
媒
體
呼
籲 

新
北
市
政
府
留
住
瑠
公
圳
眷M

的

「
关
麗
時
光
」
。
為
期••
一
週
的
展
覽
引
發
各
界
卨
度
的
關
注
，
在 

保

存

行

動

中

形

成

一

波

的

高

潮

，
然
而
隨
著
展
覽
的
結
束•

各
力
人
馬
開
始
產
中
疲
態
，«
 

h

加
霜
的
是
登
錄
义
化
景
觀
經
審
杳
後
仍
不
予
提
報5
,

由
於
瑠
公
家
阖
與
密
卉•
委W
所
認
定
的
藝 

術

性

、
美
學
概
念
有
差
距
，
這
一
仗
讓
自
救
會
燃
起
的
鬥
志
頓
時
跌
落
谷
地.

加
上
令
人
个
安
的 

是
公
部
門
隨
後
採
取
冷
處
理
態
度
，
吏
識
瑠
公
家
阍
的
居
民
心
生
恐
懼
，
社
區
內
開
始
有
个
同
的 

聲

音-

有
牝.
人
決
定
接
受
政
府
的
拆
遷
補
償
柚
金-
^

此•
人
則
決
心
洱
力■

搏

。(

圖

2.4
、
圖

2.5)

儘
管
如
此
，
网
隊
的
社
區
陪
伴
仍•

]!
進
行
矜
，
固
定
每
周'
.
在
黄
奶
奶
家
前
的
小
院f

聚 

集
•

起

，
擺f

幾
張
iii
椅

，
在
牆h

貼
否d

壁
報
紙
，
接
起
電
腦
和
單
枱
，
就
在
虽
空•
卜
開
起
小 

型
的
蚊
子
電
影
院
。
每
次
播
放
的
影
片
主
題
都
是
關
於
非
列
管
眷
村
爭
取
居
住
權
的
真
實
案
例
，
 

希
望
透
過
影
片
能
讓
大
家
參
考
其
他
社
區
怎
麼
做.

也

思

-^
下
步
計
畫
。
還
記
得
有■

次
討
論
到 

「
如
果
叨
犬
就
嬰
離
開
家
阅-

你
般
想
要
做
仆
麼
？
」
有
人
想
人
聲
唱
歌
給
人
家
聽•

因
為
她
從
來 

不
曾
id
麼
做
：
哲
人
想
紀
錄
社
區
毎"

倘
人
的
影
像.
W

為
她
想
衔
{(•:
家
阅
破
美
好
的
印
象
：
敁 

多
人
選
擇
抱
茗
街
坊
鄰
居
人@

哭
荞
道
別
人
取
後\

位
阿
嬤
難
過
的
說
：
「
她
不
知
道
耍
做
什
麼- 

只
想
待
在
家
裡
永
遠
不
離
開
…
…
」
。
佴
隨
著
拆
遷
的
時
問
越
來
越
近•

參
與
聚
會
的
人
數
越
來
越 

少
-

同
時
也
浮
現
广
瑠
公
家
阍
「
世
代
交
替
」
的
問
題
，
後
期
階
段
還
能
呼
持
下
去
的
幾
乎
都
是
婦 

女
及
阿
嬷•

男
人
出
外
打
拼
缺
席
稍
稍
UJ
以
理
解•

關
鍵
的S

無
法
動
員
社
區
的
年
輕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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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 T取就地安汽。（吳振廷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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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難
動
員
年
輕
人
的
原
因
是
，
有
多
數
的
長
輩
在
承
受
多
年
的
迫
遷
陰
霾
後
不
願
意
：卜
■

代 

繼
續
承
受
歷
史
的
悲
痛
，
希
望
他
們
能
離
開
傷
心
的
家
園•

再
加
上
這
裡
相
對
的
弱
勢
、
保

守

-  

「
反
對
政
府
」
的

立

場

、
口
號
難
以
在
家
庭
中
啟
齒
，
以
致
於
反
迫
遷
的
核
心
價
值
無
法
進
入
年 

輕
人
的
內
心
。
因
此
越
靠
近
拆
遷
的
曰
子
，
悲
觀
、
冷
漠

、
被
動
的
心
態
加
速
深
植
在
瑠
公
家
園
，
 

但
對
有
決
心
的
居
民
來
說
，
那
一
場
沒
有
退
路
的h

街
頭
抗
學
行
動
勢
必
要
馬h

展

開

。

■ 

街
頭
抗
爭
，
爭
取
就
地
安
置

二O

1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晚
間
，'

如
往
常
，
固
定
的
班
底
聚
在
黃
奶
奶
家
的
小
院
子
，
 

但
氣
氛
有
點
不
一
樣
，
空
氣
屮
瀰
漫
著
顔
料
的
刺
鼻
味•

只
兄
大
夥
輪
流
在
長
桌
上
的
白
布
條
中 

寫

著
•

個
個
大
字
，
字
裡
行
間
表
達
出
這
幾
年
來
的
不
滿
與
憤
怒
，
其
中
有
兩
位
六
、
七
十
歲
的 

阿
嫂
雖
不
識
很
多
字
，
仍
用
那
佈
滿
皺
紋
的
手•

一
筆
一
畫
把
對
房
子
的
情
感
寫
在
字
裡
行
間
： 

「
瑠
公
眷
村%

違
建
」
、
「
全
國
非
列
管
眷
村
戰
出
來J

。

隔

曰
_
o
 

: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上
午-

新
北
市
三
鶯
部
落
、
新
店
十
四
張
聚
落
與
瑠
公
家 

園
的
居
民
們
，
都
為
了
反
對
迫
遷
而
聚
集
在
行
政
院
的
門□

，
拉
起
布
條
大
聲
喊
出
守
住
家
園
的 

決
心
二n

動
口
號
：
「
還
我
土
地
、
居
住
正
義
」
，
主
要
訴
求
「
非

違

建

，
要
安
置
」
。
瑠
公
家
園 

的
陣
容
最
小
，
口
號
喊
得
並
不
大
聲
，
不
像
其
他
反
迫
遷
團
體
的
慷
慨
激
昴
，
只
見
年
邁
的
阿
嬷 

腰
桿
挺
得
直
直
的
，
不
畏
懼
震
耳
欲
聾
的
汽
笛
聲
興
眼
前
成
排
的
拒
馬
、
警

察

，
眼
神
無
比
堅
定 

的
望
著
遠
方
。
等
到
表
達
訴
求
的
那■

刻

，
年
輕
的
瑠
公
家
園
代
表
慧
娟
顫
抖
著
手
稿.

透
過
麥 

克

風
•

字 '

句
清
楚
的
念
著
：
「
我
們
今
天
來
到
這
裡
足
表
達
政
府
對
我
們
的
兩
次
不
公
義-

第 

一
次
足
之
前O

村
的
數
量
不
夠.

長
輩
們
在
蔣
經
國
的
允
諾
下
，
在
這
邊
蓋
起/

房

子-

但
是
國 

家
現
在
卻
不
承
認
；
第
二
次
國
家
以
拆
除
違
建
、
美
化
城
市
為
目
的
，
認
定
是
違
章
建
築
就
要
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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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們
4i,

我
們S

.-1
死
部
毀
留
/!:•
家
阑
！
」
。
尨
扪
心
底
明d

.

為z

保
護
家M

唯
n-
'p
取

、
'n
收

、
 

冉

爭

収

。

圖

2.6)

激
怙
之
後W

民
來

IHJ
與
新
北

I1J-
政
府
交
涉
、
陳

估
•

經

歷r

建
築
物
汽
佔
作
業
、
拆
遷
補

fn 

金
發
放
作
業
及
無
數
次
的
抗
議
、
妥

協

，
終
於
在
僵
持
了
半
年
後
獲
rj
現
任
新
北
市
長
朱
立
倫
指 

示
暫
緩
拆
遷
工
程
，
以
保
留
主
建
築
物
、
清
理
門
面
為
丰-

並
保
證
其
任
內
不
會'

屋
兩
拆
。
山 

城
鄉

Mi
所
公
布
的
關
鍵
政
策
n-
幾
倘
執
fj
耍
點
：
打
先
不
以
農

III
水
利
地
的K

地
痒
權
線h

拆
除 

標

咿.

1(11
足
拆
除
圳
道k

的
迎
迚
物
為K

，
l«ij
時

，
依
照
拆
除
的
Ifli
桢
按
扪
關
規
定
辦
邱
拆
除
補 

償
金 '

人II

遷
移
权•

若
住
戶
於
規
定
期
限
内0

動
搬
遷
荠
將
發
放
门
動
拆
遷
獎
勵
金•

除
外
並 

沒
宵
其
它
的
安
置
措
施
。
這
項
決
定
意
味
著
這
五
十
一P

居
民
於
此
時
必
須
當
下
決
定
去
留
。
最 

後
僅
剩•

一
十
七
戶
居
民
選
擇
留
下
，
除f

對
於
家
阛
的
情
感
因
素.
«

次
就
是
來
自
現
實
的
經
濟 

鞑
力
——

縱
使
令r

補
fn
金
也
無
法
负
擔
市
曲
的
房
慣
。
於

是•

他
們
令
矜
捕
償
金
迮
原
包
的U
 

建
物
内
改
建•

增
設
了
小
廚
房
或
廁
所•

幣
體
居
住
华
間
雖
變
小
了 •

尚

.Li
得
以
居
住
於
此
。
整 

體
來
說•

城
鄉
局
以
幣
治
景
觀
公
阖
的
實
施
政
策
，
拆
棹r

圳
道k

的
建
物
，
讓T

程
得
以W

利 

進

行

，
是
故
過
程
中
「
十
地
徵
收
遷
移
査
估
」
作
業
因
此
更
具
彈
性
，
如
此
一
來
使
得
多
數
居
民 

得
以
原
地
安
置
，
讓
瑠
公
家
園
以
不
同
的
面
貌
再
次
與
瑠
公
圳
共
存
。

I  

結
語
：
「
就
地
安
置
」
的
意
義

瑠
公
家
阖
反
泊
遷
行
動
的
結
束
雖
然
沒
{4
完
令
成
功
，
似
也
談
不
上
失
敗-

證
明
都
III
發
展 

或
文
化
保
存
之
間
並
非
只
有•

元
對
立
，
hw
次
的
不
IH
義
提
醒
我
們
在
面
對
瑠
公
家
園
的
去
留
必

6

頻
果H

報

•  2013

 -

〈
银

光

相

區

的

../>

課>  -
A
2
S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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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時
報

•  <
7

劈
部
落
等
住P

「
歃
血
為
盟
」
尹
七
地
、'
二
梵
部
落
门
救
合>

。20
1
1
/
1
8
/
2
8
/
1
5  • 

蘋
果U

報
•

〈
華
光
社
區
的
一
堂
課>
•
 2

0
1
3
/
3
/
2
9
7A

2
8

。

參i

日
目

須
重
視
「
歷
史
遺
留
」
的
問
題
，
即
從
特
殊
的
歷
史
情
境
與
空
間
脈
絡
去
思
考
聚
落
與
水
圳
建
構 

的
共
生
關
係
。
由
地
方
結
合
專
業
者
的
力
量
介
入
公
共
領
域(

瑠
公
圳
、
都
市
土
地
、
非
列
管
眷 

村)

意
義t

的
爭
奪
，
也
因
為
有
了
自
救
會
、
保
存
團
體
、
專
業

者

、
地
方
政
府
在
過
程
中
的
爭 

辯

、
談

判

、
抗

爭
-

延
後
了
拆
遷
的
時
間
，
讓
公
部
門
更
有
彈
性
的
重
新
接
納
弱
勢
、
突
破
制 

度

，
進
行
跨
領
域
對
話
與
合
作
，
讓
原
本
侷
限
在
土
地
產
權
線
剷
定
範
圍
的
框
架
下
，
逐
漸
拉
開 

視

野

，
讓
社
會
開
始
重
新
思
考
，
如
何
兼
顧
整
體
城
市
發
展
、
文
化
保
存
與
社
會
正
義
。

劉

可

強

、
黃
舒
榍
在
一
篇
談
論
「
違
建
聚
落
迫
遷
」
議
題
的
社
論
〈
華
光
社
區
的
一
堂
課
〉 

e

中
提
到
，
政
府
官
員
樂
見
寶
藏
巖
以
非
正
式
聚
落
之
姿
成
為
國
際
知
名
景
點
，
帶
給
城
市
藝
術 

和
文
化
消
費
的
貢
獻-

卻
未
能
承
認
「
非
正
式
聚
落
」
對
社
會
發
展
和
基
層
生
計
的
重
要
歷
史
意 

義

，
因
此
呼
籲
政
府
停
下
推
土
機
，
不
要
迴
避
歷
史
共
業
。
地
景
被
改
變
，
集
體
的
記
憶
也4

能 

隨
之
消
失
，
瑠
公
家
園
的
歷
史
與
六
十
年
前
的
軍
脊
渡
海
來
台
、
城
鄉
移
民
自
力
營
造
、
以
及
更 

長
久
的
瑠
公
圳
演
變
過
程
連
繫
在
一
起
，
它
是
城
市
歷
史
的'

部

分

，
不
應
該
輕
易
被
抹
去
。
而 

瑠
公
家
園
反
迫
遷
行
動
最
大
的
價
值
即
在
於
，
讓
屬
於
瑠
公
圳
歷
史
上
的
這
一
群
「
人

」.

得
以 

就
地
安
置
，
他
們
的
存
在
才
能
把
非
列
管
脊
村
的
歷
史
和
瑠
公
圳
連
繫
在
：
起
•

成
就
一
個
更
民 

主

、
包
容
的
城
市
。
至

今

，
瑠
公
家
園
的
景
觀
工
程
仍
在
進
行
著•

我
不
確
定
未
來
它
會
以
哪
種 

姿
態
出
現
在
瑠
公
圳
旁
邊
，
但
可
以
確
定
的
是
黃
奶
奶
、
原

香

、
慧
娟
以
及
她
們
的
小
孩
會
胼
手 

胝
足
一
起
為
家
園
打
拼
，
一
如
六
十
年
前
定
居
在
這
裡
的
老
兵
一
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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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善
用
非
正
式
的
聚
會
和
小
行
動
，
有
效
結
合
社
區
中
的
多
元
力
罨

-  

才
能
可
長
可
久
。

O

廣
納
不
同
專
業
團
體
協
助
，
為
行
動
激
發
誘
人
的
創
意 

O

除
了
反
駁
政
策
的
不
當
之
處
，
也
要
為
社
區
的
願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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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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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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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THETUCHEN ARSENAL

常

都

Iti
成
為
連
結
令
球
經
濟
的
'n
盟
節
點
II.'/,

「
都

Ifi
化

」
似
乎
也
被
許
多
追
超
經
濟
發
讽
的
阈 

家
當
作
削
造
齑
值
的
甫
點
策
略
。
然

而

，
都.
II/
經
濟
的
成
技
與
發
展.

仰
賴
的
並
不
必
然
是
空
間 

形
式
的
都
市
化.

而

都

lij
化
也
從
來
不
保
證
幸
福
快
樂
的
卞
活
。
近
年
來
在
各
地
發
平
的
農
地
徴 

收
案
例
，
以
及
工
業
區
與
新
市
鎮
開
發
後
的
閒S

現

象•

清
楚
地
表
明r

一

味
追
求
都
市
化
的
結 

果

，
往
往
不
僅
未
能
消
弭
地
域
之
問
的
發
展
差
距-

反

IflJ
因
為
七
地
徵
收
、
農
地
轉
川
，
以
及
不 

動
產
炒
作
等
現
象
，
造
成
地
7J
的
緊
張
關
係
，
同
時
史
加
極
化
社 <

貧
富
不
均
的
問
題
。

儘
管
晚
近
刿
於
環
垃
氣
候
與
榀
兑
安
全
等
議
题
的
關
注
，
不
斷
激
發
大
眾m

新
思
巧
農
業
興 

環
境
惯
值
，
似
迢
樣
的
關
懷
與
行
動.

卻
經
常
難
以
在
農
地
都
lii
化
的
過
程
屮
獲
得
有
力
的
支 

持

。
關
鍵
性
的
原
因
除f

當
權
者
對
於
都
市
經
濟
的
依
賴
外
，
更
重
要
的
是
既
有
的
制
度
安
排
，
 

使
得
草
根
民
眾
與
政
府
部
門
仍
再
處
於
相
當
不
對
等
的
位
置
：
居
民
對
於
另
類
發
展
的
想
像-

也 

往
往
被
公
部
門
或
投
機
者
追
求
土
地
惯
值
的
慾
望
所
淹
沒
。
值
符
迫
問
的
是
，
當
強
調
「
由
‘卜
而 

卜u

的
社
區
營
造
概
念
在
都
市
與
肋W

都
擭
得m

-pw
時

，
為
何
農
地
都

rli
化
這
補
涉
及
大
規
模
空 

問
變
遷
的
事
情
，
仍
然
為t
H

的
政
治
決
策
所
掌
控
呢
？
以
農
地
為
叱
的
居
民
，
是
否
有
機
會
在 

城
市
與
鄉
村
的
二
分
結
構
中
，
創
造
替
代
性
的
願
景
，
重
新
拿
回
自
決
的
權
力
？

I  

在
城
鄉
交
界
之
地
找
回
城
鄉
關
係

空
問
牛
活
特
性
的
差
異•

使
很
鄉
村
與
城
市
長
期
被
祝
為
阐
棉
不
冏
的
空
間
：

1(11
當
前
的
空 

問
規
蒯
腊
制-

更
為
鄉
忖
與
城

lt-i
的
地
景
樣
貌
，
述
惝r

兩
兗
不
间
的
管
制
模
式
。
這
撺
非
此
即 

彼
的
區
分•

使
人
很
容
易
忘
記r

鄉
村
與
城
市'

直
都
是
相
互
依
賴
、
缺
一
不
可
的
一
組
多
樣
化 

的
體
系
。
不
管
是
糧
食
的
生
產
與
運
銷
、
公
共
設
施
與
基
礎
建
設
的
服
務
網
絡
，
乃
至
於
產
業
分 

C

帶
動
的
客
廳
即K

廠
•

這
此f

空
間
功
能
性
的
互
補
與
連
接.

既
突
顯
城
鄉
的
差
異
又
強
調
彼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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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依r

關

係

。
此

外-

人
際
網
絡
的
生
活
聯
繫
，
例
如
家
鄉
寄
來
的
農
痄
物
资
、
返
鄉
參
興
地
方

文
化
節
慶
活
動
、
城

rti
工
作K

眯
IHJ
家
鄉
的

4-
活
補
貼
、
返
鄉
工
作
者
利
用
城

IIJ-
經
驗
與
網
絡
資

源
為
農.
產=

§

行
銷
的
創
意
，
乃
至
於
城
市
人
周
未
假
闩
至
鄉
村
觀
光
休
閒
，
在
在
深
化r

空
間
的

社
會
互
動
和
情
感
依
賴
關
係
。
對
於
這
種
城
鄉
互
賴
共
生
的
重
新
認
識•

有
助
於
我
們
破
解
不
斷

追
求
都
市
化
的
迷
思-

反
省
過
去
唯
「
都
市
」
馬
首
是
瞻
的
偏
差
心
態-

並
肯
定
鄉
村
的
社
會
價

值
與
潛
力•

進
而
以
更
大
的
尺
度
格
局
，
看
待
城
市
與
鄉
村
的
互
動
關
係
。

1(11
對
艮
期
為
城
鄉•
•

分

所

.'i
據
的
空
間
意
識•

!-■!]
樣
需
要
以
貨
際
的
空
叫
經
驗
來
促
成
城

市
與
鄉
村
之
間
迈
直
接
的
對
話
：
而
過
去
被
忽
略
的
「
城
鄉
交
界
之
地
」(U

r
b
a
n
-
R
u
r
a
l

 I
n
t
e
r
-

f
a
c
e
Y

也
因
此
值
得
規
劃
者
電
新
認
識
其
價
值
與
潛
力
。
「
城
鄉
交
界
之
地
」
並
非
是
新
生
事
物•

但
卻
常
因
為
其
「
邊
緣
位
置
」
而
被
忽
略
。
在
傅
統
的
空
間
規
剷
中
，
因
位
處
於
邊
緣
交
界
而
具

有
多
重
空
間
特
質
的
「
過

渡

性
.

並
不
為
決
策
者
重
視•
，
其
所
呈
現
的
多
元
樣
貌
也
被
視
為
一

捕
板
待
幣
頓
的
混
雜
狀
態•

只
是
一
個
「
暫
時
的
空
間
」.

一
個
等
待
都I
 

11
化
的
空
間
。
但

是

，

如
沿
我
們
能
夠
換
個
夠
度
來®
•

那
麼
這
種
具
有
多
樣
性
特
贾
的
城
鄉
交
界
之
地.

將
不
只
是■

個
促
進
城
鄉
對
話
的
空
間
，
更
可
以
是■

個
打
破
「
都
市
化
」
迷
思
的
重
要
場
域
。

為
广
更
淸
楚
描
繪
這
樣
的
景
象
與
潛
力
，
我
們
需
要•

個
案
例
，'

個
離
都
市
人
不
太
遠
的

地

方.

來
說
明
這
補
願M

如
何
被
創
造
與W

現

。
後
文
嬰
介
紹
的•

是
一
個
位
/!•:
城
市
近
郊
、
平

捷

連

達

的

微

型

農

村

——

「h

城
彈
藥
庫
」
。
在

id
裡

，
因
為
儲
放
彈
藥
而
畏
期
受
到
班
事
管

制
的
聚
落
，
意
外
地
保
留r

都

IIJ
郊
區
難
得
的
多
樣
化
zl:.
態
們
系-

以
及
朮
事
庫
房
興
農

IIIK

居

共
存
的
歴
史
地
域
。
然

IflJ•

解
禁
之
後
的
彈
藥
庫
，
隨
即
而
臨
以
台
北
看
守
所
進
駐
為
前
提
的
開

發
壓
力
。
珍
惜
環
境
的
地
方
居
民
，
為
了
保
留
當
地
的
生
態
與
農
耕
生
活
，
不
斷
嘗
試
以
結
合
生 

1
 

態
教
汽
、
農
耕
體
驗
、
有
機
農
業
的
方A

,

為
這
個
位
/±
城
鄉
交
界
之
地
的
土
城
彈
藥
咏
，
開

削

103
位於城鄉交界之地的I:城W藥叫。（黄t：上攝）

反造城市 60



CHAPTER 3 THETUCHEN ARSENAL

'

柿
新
的

Ur
能

性

。(

圖
3.1)

I  

I

個
與
彈
藥
共
生
的
城
郊
農
村

場
设
拉
到
位
於
新
北

liiL

城
的
南•
人
母
山
腳•
卜
-

出 

f
i
s

iilik
 
城
站
tl-:
山
的
;;
!.•]•

货
過
北
：,

•.■
!■■]
卜
的
涵
洞

•  

映
人
眼
簾
的
淨̂

•

/'，■
羽

綠

。
如
綠r

ltl
般
延
仲
的
I?.
陵 

'|<
原
?|!•

鉛
落
朽
幾
r.-c
s

llI

和
幾
處K

个
I'l.

III
裡
柯

frt
的 

II.
疋
萵
17
、
雜

毡

、
l*f
花

；
1-1
菜

、
秋

葵

、
麻
粑
茄.

卨
萵 

啓
」'/.
的

id
水
果K

米
•
•

旁

棚

架

幾

顆

尚

未

採

收
 

的
番
ZJIi•

盤
據
於
來
年
賊
於
絲
瓜
、

,'<••
瓜
的
空
問.

rfli
火 

紅
的
洛
神
花
萼
在
一
片
yf
綠
中
特
別
顯
眼
。
遠

處
的
山
坡 

k
 •
•

座
同
治
年
問
的
林
家

I'y
堪S

IS
地
座
落
在
能
夠
庇 

祐
家
族
興
旺
的
蟾
蜍
穴.

旁
邊
的
老
茶
樹
如
今
傍
著
的
是 

日
益
蓬
勃
的
咖
啡
樹-

而
隔
著
山
稜
的
另
一
端.

則
是
滋 

養
夏
季
脾
肺
的
寵
兒
綠
竹
筍
。
若
沒
有
當
地
居
民
的
指
認 

興
解
說
，
誰
知
道
這
裡1
取
盛
時
期•

竟
然
有
著
四
十
幾
座 

人
小
不
等
的
庫
房
營
舍
。

南
天
母
山
系K

的
内
埤
塘
地
區-

綿
延
的
山
系
造
就 

地
形
上
的
隱
蔽
功
能•

扣
當
符
合
艰
卞
機
密
與
安
全
考 

lit. W

而
：
：i
r

九

/io

年
代
冷
戰
時
期
被
選
為
彈
藥W

的 

儲
放
战
地
之
一(

閫
3.2)
。
現
在
惯
稱
的
「
七
城
彈
藥

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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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名
為
「
國
璀
聯
勤
土
城
彈
藥
分
庫
勤
茁
營
區
」
：H
 •

九

ii
rL
年
左
右
完
成
相
關
設
施
的
興
建 

後

，
即
負
寊
市
事
彈
藥
之
相
關
接
收
、
儲

存

、
撥

發

、
檢
分
等
作
業
，
並
支
援
淡
水
河
以
南
及
板 

橋

、
新
店
地
區
一.
軍
部
隊
，
以
及
外
島
地
區
的
軍
事
彈
藥
補
給
任
務
。
駐
紮
庫
區
內
的
軍
事
編
組 

則
包
括
分
庫
部
、
彈
藥
補
給
組•

及
一.
個
作
業
排
，
庫
區
則
是
沿
著
地
形
而
劃
分
為
三
個
Z1-.
要
的 

區

域

，儘
符
彈
藥
庫
的
設
置
需
耍
完
幣
的
區
域
管
制
，
但
花
財
務
預
算
和
土
地
徵
收
必
要
性
的
考
量 

■
卜

，
軍
方
俺
以
每
坪
八••
几
的
惯
格
，
徵
收
部
分
土
地
作M

營
舍
庫
房
與
道
路
之
用•

並
將
庫
區
周 

邊
五
百
公
尺
的
範
闸
劃
為
紅
線
管
制
區
。
闲
設S

彈
藥
庫
而
受
到
管
制
的
面
積
約
為
！
 

一  

一  
•
公 

頃

，
其
中
屬
於
軍
方
的
面
積
為
二
十
六
公
頃•

其
餘
則
分
屬
其
它
公
部
門
與
私
人
所
有
。
除
了
駐 

紮
的
排
部
士
兵
軍
官
外
，
當
時
庫
區
內
還
住
著
約•

百
多
名
在
地
居
民
，
但
為
維
持
軍
事
警
戒
安 

全
-

所
釘
人
員
的
出
入
皆
須
透
過
通
行
證
來
加
以
管
制
。
雖
然
私̂

土
地
仍
歸
個
別
地
主
所
有
，
 

111
只
能
維
持
農
耕
使
川•

既
有
的
房
舍
也
不
得
改a
-

連
生
活
作
息
都
得
遵
從
軍
方
的
「
九
點
宵 

禁

」
。
這
槌
情
況
使
地
方
居
民
長
期
以
來
形
同
在
軍

'If
管
制
中
十
活
，
也
凶
而
形
成
軍
民
之
間
既 

衝
突
又
共
生
的
特
殊
關
係
。

如

今

是

「
肴
守
土
城
愛
綠
聯
盟
」
钱
敘
聚
會
地
點
的
劉
家
門
前•

管
制
時
期
曾
是
軍
方
的 

歸
零
靶
場
。
毎
到
試
抬
的
峙
候
，•

家
人U

能
連
著
兩
天
閉
户
不
出
，
聽
著
外®

碑
聲•
个

斷
的 

抬

響

。
那
時
還
住
外
頭
當
兵
的
劉
家-

.''If,

難
得
的
放
假
返
家
卻
遇k

ial

锫
•

充
滿#

哭
笑 

不
得
的
無
奈
感
。
劉
家
敁
小
的
劉
老
師
，
現
在
是
聯
盟
總
幹
事
，
從
小
就
充
滿
「
小
辣
椒
」
般 

的

性

格

，
遇
到
愛
持
怡
逞
兇
的
哨n

時
.

經
常
上
演'
个
服
輸
的
對
駡
情
境.

有
時
還
會
揪
伴

'  

起
破
壞
彈
藥
庫
房
的
窗
戶
洩
憤
。

'01
在

劉

家
.
姐

身
上•

這
種
軍
民
共
居
帶
來
的
卻
是
浪
漫
的 

愛

情

。
那
時
剛
到
彈
藥
陣
服
役
沒
多
久
的.
姊

夫

，
某
次
住
營
區
内
意
外
遇
見
了
正
要
外
出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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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的
：
姐
•

：
兑

鈍
怙
，
，l'l
願
譜
調
至
位
於
彈
藥
卟
敁
深
處
、
似
也
敁
靠
近
劉
家
的
排
部
，
展 

開
追
求
攻
勢
，
最
後
如
願
將
二
姐
娶
回
家
。

家
住
沾
水
一
帶
的
快
樂
農
火
廖
年
興•

父
母
透
過
換E

取
得
彈
藥
庫
內
的
農
地
，
部
分
農
地 

拟
/!•:
成U

彈
藥

I'KW

年
舉
辦
杣
稻
ffi
驗
活
動
的
地
力
。
課
後
總
須
到
田
视M

忙•1
作
的
快
樂
農 

夫
-
K
K

小
時
候
跟
人
多
數
常
時
的
小
孩
，
樣
•

沒
句
那
麼
熱
贞
於
偎
事
，
有
時
候
會
故
意
忘
記 

攜
帶
通
行
證
，
這
樣
就
無
法
進
入
彈
藥
庫
區
，
也
就
顺
现
成
卓
地
免
除r

當
天
的
農
事
。
但
對
廖 

年

屮

、
廖
年
發
和
廖
彰
常
三
兄
弟
來
說-

彈
藥
庫
與
北
二
高
的
興
建
足
以
徵
收
廖
家
土
地
三
次
為 

代
價
的
，
最

後
■

次
敁
爷
徵
收/

廖
家
的
房
舍• 
■

l,L
到
透
過M
W

的
奔
走
請
託•

才
勉
強
換
得 

軍
方
冏
意
興
迚
現
钮
的
房
舍
。

同
樣
的
場
景•

對
世
居
內
埤
塘
的
邱
家
來
說•

軍
事
符
制
是
造
成
家
族
分
家
與
年
輕
人
選
擇 

外
出
工
作
的
原
因
。
以
客
家
磚
砌
形
式
蓋
起
的
邱
家
祀
厝
，
足
邱
家
在
彈
藥
庫
區
內
僅
有
的
房 

f

。
家
族
人II

興
盛
卻
無
法
擴
建•

使

捋

邱

家

-6-:
父
紈
饿
那•

代
就
*?•
早
分
家•

Iflj
年
輕
一
代
也 

冈
此
紛
紛
外
出
就
業
，
f[
到
彈
藥
庫
開
始
解
岱
後
：
：
：1•
作
崗
位
卜
退
休
的
邱
家
堂
兄
弟
，
冰
有 

幾
位
回
到
彈
藥
庫
區
，
開
展
有
機
無
邊
的
農
事
工
作
。

儘
管
在
「
軍
民
一
家
」
的
政
策
下
，
彈
藥
庫
的
居
民
可
以
中
請
軍
方
協
助
割
稻
，
但
與
彈
藥 

共
同
生
活
始
終
迠
件
令
人
提
心
吊
膽
的
唞
。
因
為
檢
核
彈
藥

Iflj
發
屯
的
爆
炸
事
件-

不
只
讓
彈
藥 

庫
區
內
充
斥
个
少
鬼
故

-'If-

也
讓
處
於¥
&

符
制
，卜
的
彈
藥
庳
區
，
始
終
隔
絕
於
土
城
的
發
展
之 

外

。
這
樣
的
緊
張
關
係
在
解
嚴
之
後•

逐
漸
浮
現
為
具
體
的
抗
爭-

而
人
口
與
農
田
相
對
較
多
的 

7

=.
區

，
也
終
於
在
二O

O
O

年
與
二O

O

二
年
陸
續
獲
得
解
禁
。
二

、
一一‘區
解
禁
之
時-

適 

违
休
閒
農
業
風
潮
的
興
盛
。
在
七
城"U

會
的
資
源
引
入
下
，
紀<

||
農
委
會
當
時
提
出
的
一
鄉■

休 

閒
政
策.

陸
禎
在
彈
藥
庫
內
籼
得
成
立
休
閒
怨
場•

包
括••
勤
篤
水
稻
教
#■
休
閒
農
場
、
相
思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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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
農
園
、
陳
親
家
果
園
、
添
伯
休
閒
農
場
，
以
及
提 

供
市
民
小
面
積
租
用
的
市
民
農
園
，
當
時
並
計
劃
增 

設
地
區
性
的
農
產
銷
售
中
心
和
遊
客
服
務
中
心
等
設 

施

。
除
了
休
閒
農
場
之
外
，
部
分
農
地
地
主
為
求
更 

高
的
土
地
經
濟
收
入
，
將
農
地
出
租
轉
用
為
停
車
場 

或

廠

房

。
這
些
廠
房
的
類
型
包
括••

廣
告
看
版
製 

作

、
木
造
設
備
製
作
、
器
材
組
裝
、
囤
放
雜
糧
商
品 

或
存
放
建
材
等
。

■ 

彈
藥
庫
走
了
，
看
守
所
來
了

二O
O

六

年

，
位
於
台
北
汐
止
與
南
港
交
界
處 

的
聯
勤
南
港
彈
藥
庫
發
生
爆
炸
，
造
成
多
名
士
兵
的 

死

傷

，
IUJ
時
也
衝
擊
著
鄰
近
地
區
的
安
全
。
南
港
彈 

藥
庫
爆
炸
案
引
發
了
社
區
和
地
方
政
府
的
關
注
與
介 

人
-

並
促
使
國
防
部
擬
定
撤
除

lli
區
周
邊
彈
藥
庫
的 

政

策

。
二O
O

六
年
十
二
月
底
，
土
城
彈
藥
庫
内
僅 

存
的
一
區
管
制
區
，
隨
著
彈
藥
移
除
淨
空
而
獲
得
完 

全
的
解
禁
。
但
迎
接
彈
藥
庫
完
全
解
禁
的
卻
是
另
一 

個
夢
魔
的
開
始
，
而
這
個
夢
魔
就
是
隨
著
看
守
所
進 

駐
將<

巾
來
的
土
地
徵
收
與
生
態
破
壞
。

位
於
彈
藥
庫
區
東
北
方
二•

二

公

里

，
立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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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k

的

「
台
北
看
守
所
」.

记
一
九
七
五
年n

台
北
市
愛
阈
朿
路
「
台
灣
台
北
地
方
法
院
右
守
所
」
 

遷
建
而
成
，
面

積

約•
O

•

七
六
公
頃
，
與
一
九
八
：
年
設
立
的
「
台
北
地
方
法
院
板
橋
分
院
」
 

相
互
為
鄰
，
台
北
看
守
所
與
板
橋
分
院
興
建
之
初•

七
城
人
口
約
為
六
萬
人
上
下•

周
邊
仍
是
稀 

疏
的
住
毛
與
農
田
。
一
九
七O

年
代
中
期
土
城
工
業
區
的
設W

,

以
及
台
北
核
心
發
展
區
的
向
外 

擴

敗
-

使
[•.
城
的
社
矜
人
门
增
加
率
開
始
快
速
增M
•
，
台
北«

守
所
在
越
來
越
密
集
的
住
宅
區 

中
-

變
成
居
民
眼
中
的
「
鄰
避
設
施
」
。
地
方
民
選
之
後
，
看
守
所
能
否
搬
遷
他
處
，
成
為
歷
次 

選
舉
屮
的
重
要
政
策
議
題
。
似

/L
交
通
可
及
性
和
遷
建
用
地
取
得
的
徵
收
問
題
下-

始
終
未
能
找 

到
適
合
的
搬
遷
位
置
。

在
上
述r

個
政
策
脈
絡
下-

將

「
台
北
看.>

 
所
搬
遷
至
七
城
彈
藥

Hi•

連
帶
開
發
周
邊
土
地 

成
為

都

lii
計
畫
區
」
，
順
理
成
章
的
成
為
地
方
政
府
最
直
覺
的
解
決
方
案.

並
在
獲
得
中
央
政
府 

的
支
持
與
法
務
部
的
配
合
意
願
後
開
始
推
動
。

這
個
名
為
「
擴
人
土
城
都

lli
計

畫
(

土
城
彈
藥
庫
附
近
地
區}

」
的
規
剷
案
，
預
計
將
連
同 

彈
藥
庫
區
在
內
的•

二

八• r

九
公
頃
+.
地
•

透
過
區
段
徵
收
方
式
進
行
逍
新
規
剷
。
由
於
整
個 

政
策
是
以
解
決
看
守
所
搬
遷
問
題
為
前
提
，
因
此
彈
藥
庫
區
內
相
對
完
整
的
大
面
積
平
緩
農
耕
地 

便
被
優
先
規
劃
為
三
十
一
公
頃
的
「
司
法
園
區
」
，
預
計
遷
入
台
北
看
守
所
、
台
北
板
橋
地
方
法 

院
及
檢
察
署
。
丘
陵
地
與
公
墓
川
地
剷
設
為
公
園
用
地•

!(!]
其
餘
農
地
則
是
規
劃
為
住
宅
區
和
零 

星
的
商
業
區
。
儘
管
居
民
不
斷
要
求
當
時
的
台
北
縣
政
府
提
出
替
代
方
案
，
但
以
納
入
司
法
園
區 

為
前
提
、
以
住
宅
開
發
利
潤
作
為
安
撫
地
主
的
策
略
，
卻
始
終
未
曾
改
變
。

二O
O

六
年
十
一
月
，
台
北
縣
政
府
在
土
城
d-J
公
所
召
開
第
一
次
公
聽
會
，
正
式
宣
布
該
項 

政
策
方
案
。
未
曾
事
前
溝
通
，
加
上
以
台
北
看
守
所
進
駐
為
前
提-

並
採
用
區
段
徵
收
形
成
不
對 

等
的h

地
痄
權
變
Ui•

種
種
衝
擊

*1|
發
社
區
居
民
的
強
烈
不
滿
，
成
為
抗
爭
行
動
的
開
端
。
持
反

圖3.2
隠匿山中的彈藥庫房。（林存焯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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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意
兄
的
店
民
共
冏
組
成
「
反
對
看
守
所
不
當
遷
移
聯
盟
」(

後
來 

吏
名
為
「
看
守
土
城
愛
綠
聯
盟
」
，
簡

稱

「
愛
綠
聯
盟
」)
•

開
始
進 

行
社
區
組
織
丄
作
和
抗
爭
行
動
。

在
杜
區

：S

民
，
U

我
組
織
的
過
程
屮•

共
同
在
彈
藥

I'li
的

ZL
活
記 

憶
成
為
電
要
的
話
題
；
家
族
之
間
的
//:
動
關
係
，
以
及
經
由
鄰
里
網 

絡
拓
展
的
阓
邊K

民
•

共
同
組
成
聯
盟
運
作
的
核
心
體
系
。
透
過
各 

種
非
正
式
聚
會
，
例
如
晚
餐
後
的
茶
酒
閒
聊
、
成
員
慶
生
、
共
同
參 

與
廟
宇
節
慶
活
動
等
，
居
民
有
機
會
分
享
不
同
的
訊
息
，
並
凝
聚
對 

於
社
區
事
務
的
意
見
。
這
些
互
動
經
驗•

使w

民
逐
步
認
識
彼
此
的 

不

IHJ
專

K-,
不
只
有
助
於
芥
種
行
動
的
分
工
合
作
，
同
時
也
擴
展
並 

深
化
卞
活
屮
的
紅
助
關
係
。

既
足
抗
平
：H

然
少
不f
k

街
頭
陳
怡
抗
議
的
場
而
。
從
市
公 

所
到
縣
政
府
、
從
法
務
部
、
軍
備
局•

到
環
保
署.

愛
綠
聯
盟
的
成 

員
不
放
過
仟
何•

個
钔
關
取
位
，
也
不
放
棄
任
何
一
次
HJ
以
衣
達
聲 

音
的
機
會
，
並
在
每
次
的
動
員
準
備
過
程
中
，
不
斷
擴
大
協
力
網 

絡

。
居
民
籍
由
彼
此
不
同
的
政
治
人
脈
，
找
來r

民
意
代
表
、
縣
議 

«
.

扣

'/
法

委«
.

協
助
與
.|/
公
所
逮
立
溝
辿̂

台

、
在
縣
議
矜
對 

縣
政
府
的
開
發
政
策
提
出H

疑

，
收
邀
請
法
務
部
艮
到
彈
藥
吨
現 

勘
-

以
广
解
常
地
的
卞
態
環
境
和
店
民
意
見。

：

ia
牝
：過
柷
和
成
果
，
 

U

愛
綠
聯
腓
<!:
後
來
的
環
：种
湘
作
矜
議
，
粜
坫f
k

駁
政
策
的
■'!
觀 

m

碼

。
此

外.

W'K

也
透
過
網
路
郵
件
與
環
保
呦
體
聯
繫•

並
逐
少

圖3.3
WW至環保抗議。 

（側L 士: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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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引
綠
黨
、
綠
色
陣
線
、
，l'l
然
步
道
協
鈐
、
台
时
蝶e

；

、
野

.B
學

内

、
都

lii
改
绝
糾
織
、
错
野
心 

足
生
態
協
會
等
闽
體
，
提
供
法
律
、
自
然
資
源
調
査
、
有
機
農
業
發
展
、
涔
代
方
案
姒
剷
等
專
業 

協

助

，
使
反
對
開
發
的
资
料㈧

容
與
論
述
得
以
更
為
完
整
。(

圖

3.3)

在
芥
方
力
景
交
亙
激
擬
的
討
論
與
行
動
屮.

大
家
發
琨
，
股
來k

城
彈
藥

/-V
的
永
來•

个H
 

是
■

個
微
型
聚
落
面
臨
開
發
的
問
題
，
而
是
整
個
大
台
北
地
區
的
生
活
模
式
和
環
境
意
識•

能
否 

獲
以
轉
型
機
矜
的
關
鍵
。
因

此

，
如
何
捉
卨
議
題
的
層
級
並
擴
人
社
會
迚
結•

爭
取
央
多
大
台
北 

W

民
的
認
同
與
支
持
，
成
為
十
城
彈
藥

Mi
如
何
從
抗
卞

fj
動
轉
耶
為
空
間
營
造
運
動o

'Tf
袈
的
第 

一
步
。

I  

淬
鍊
的
進
行
式
：
以
生
態
和
農
業
重
塑
彈
藥
庫
的
發
展
願
景

抗
爭
初
期-

彈
藥
庫
的
管
制
形
象
依
普
濃
厚-

也
使
得
許
多
人
認
為
彈
藥
庫
的
徵
收
開
發
，
 

只
是
另
一
個
「
事
不
關
，J

」

的
政
策
。
嬰
爭
収
史
多
人
的
支
持•

首
先
就
得
讓
史
多
人
認
識
彈
藥 

郎

，
甚
老
親
近
彈
藥
庫
。
.
O
O

七
年
九U
 •
居
民
借
助
有
政
治
網
絡
的
資
源
人
物•

舉

辦

「
戀 

戀
綠
寶
石
，
彈
藥
庫
健
走
」
活

動-

並
邀
請
知
名
的
長
跑
蓮
動
者
紀
政
擔
任
活
動
的
主
角
。
這
次 

的
活
動
吸
引

了

个
少
十
城
人
第•

次
走
進
彈
藥M
•

領
略
彈
藥
庫
的
生
態
環
境
和
農
業
地
景
之
美
。

.
O
O

八
年
四
片•

作
環
保
刚
骶
的
邀
請
與
協
助
下
，
愛
綠
聯
盟
參
興'
-

地
球
门
系
列
活 

動

。
社
區
居
民
利
用
連
結
幾
座
彈
藥
庫
的
大
草
坪
，
舉

辦

「
彈
藥C

o
o
l

市
集
音
樂
會
」•

以
結
合 

彈
藥
庫
空
間
特
質
、
各
休
閒
農
場
的
特
色
農
產
品
，
加
上
生
態
導
赀
與
音
樂
表
演
等
活
動
，
為
彈 

藥

I'n
的
農
業
與
屮
態
特
色
拓
展
知
名
度
。
之
後
維
持
固
定
频
率
舉
辦
的
市
集
活
動.

逐
漸
成
為W
 

民
與
更
多
市
民
大
眾
溝
通
互
動
的
平
台
。

'.O
O

九
年
四
片
，
彈
藥
庫

rli
集
擴
大
舉
辦
，
進
一
步 

邀
請
更
多
的
行
機
小
農
與
文
創
工
作
者
參
與
設
攤.

並
結
合
在
地
國
小
的
樂
隊
、
合

唱

團

、
舞
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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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
啦
啦
隊
等
共
同
參
與
表
演
，
同
時
納
入
揉
茶
、
米
苔
目
製
作
等
體
驗
活
動-

徹
底
展
現
彈
藥 

庫
的
各
種
資
源
與
潛
力
。
儘
管
後
來
因
為
不
同
的
因
尜
考
量
而
不
斷
調
整

lii
集
活
動
的
模
式
與
內 

容

，
但

「
彈
藥
庫
市
集
」
已
然
成
為
居
民
與
社
會
大
眾
接
觸
丛
動
的
重
要
平
台

二

圖

3.4)

藉
由
籌
辦
彈
藥
庫
市
集
的
討
論
過
程
，
結

合

「
生
態
活
動
」'

「
農
事
體
驗
」
、
「
在
地
農
產
消 

費J
的
經
營
概
念
，
也
逐
漸
在
居
民
的
生
活
中
發
酵
。
透
過
居
民
的
不

InJ
專
長
興
趣
和
農
場
資
源 

的
搭
配
，
社
區
居
民
開
始
發
展
出
不
同
的
活
動
內
容
，
並
嘗
試
透
過<

口
作
經
濟
的
模
式
，
發
展
更 

具
特
色
的
地
方
產
業
。

為
了
讓
更
多
人
體
驗
農
田
工
作
和
農
耕
文
化
的
景
況
，
社
區
借
重
快
樂
農
夫
的
水
稻
田
，
 

舉
辦
插
秧
、
搓

草

、
收

割

，
烘

土

窯

、
紮
稻
草
人
等
活
動
。
在
這
些
活
動
裡
，
過
去
長
期
在
補 

教
業
工
作
的
劉
老
師
講
解
著
彈
藥
庫
的
徵
收
議
題
，
並
介
紹
水
稻
的
植
物
構
造••

具
有
豐
富
農 

山
工
作
經
驗
的
邱
家
堂
兄
弟
阿
寧
、
輝

哥

、
顯

者
-

示
範
著
插
秧
與
收
割
的
技
巧
。
年

輕

的

，
 

代
和
志
工
在
幫
忙
架
設
棚
子
和
張
羅
工n

過

程

中

，
學
習
傳
統
的
智
慧•.

游
家
搬
出
具
有
歷
史 

的
打
穀
機
，
讓
參
與
的
親
子
體
會
到
脫
穀
過
程
的
辛
勞
與
喜
悅
。
擅
畏
烹
飪
的
劉
家
三
嫂
、
二 

姐
和
王
家
添
嬸
，
幫
忙
大
家
準
備
清
涼
的
仙
筝
和
美
味
的
割
稻
飯
。
一
場
活
動
下
來
，
參
加
的 

民
眾
在
田
間
勞
動
過
程
屮
，•
个
僅
真

IE
體
會
農
耕
的
辛
苦
、
埋
解
居
民
保
護
彈
藥
庫
生
態
環
境 

的

心

情

，
更
因
為
親
子
的
共
同
勞
動
而
拉
近
家
庭
關
係
。
對
居
民

Iflj
言
•

分
工
合
作
的
經
驗
，
 

不
只
強
化
彼
此
的
連
結
關
係-

同
時
也
改
變
每
個
人
的
生
命
歷
程
。
：園

3.5)

擔
任
愛
綠
聯
盟
總
幹
箏
的
劉
麗
蘭
老
師
，
因
彈
藥
庫
開
發
案
而
離
開
補
教
工
作-

並
Y±
家
族 

成
員
支
持
下
成
立
「
劉

老

師

自

然

教

室,

從
農
法
實
驗
、
生
態
教
育
活
動•

逐
步
拓
展
為
社
區 

大
學
的
農
耕
課
程
。
嫁
至
新
竹
的
劉
家
：
虮

，
經
常
返
冋
彈
藥
庫
協
助
各
種
農
事
工
作
和
課
程
活 

動
-

而
二
姐
夫
更
希
望
未
來
能
有
機
钤
搬
回
土
城
彈
藥
庫-

在
這
個
充
滿
人
情
的
社
區
環
境
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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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彈集wnm”（剡: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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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下
來
。
劉
老
師
自
然
教
室
如
今
已
成
為
居
民
與
參
訪
者
共
同
討
論
交
流
，
乃
至
激
發
不
同
生
態 

環
境
體
驗
活
動
的
重
要
場
所
。

在
冷
凍
空
調
業
工
作
二
十
八
年
的
邱
顯
輝
，
在
徵
收
案
開
始
前
就
為
了
照
顧
父
母
而
重
拾
農 

耕
工
作
。
因
為
參
與
社
區
運
動
而
更
加
堅
定
環
境
保
護
的
理
念•

使
得
輝
哥
在
蠻
野
心
足
生
態
協 

會
的

01
薦

下

，
開
始
向
劉
力
學
學
習
以
廚
餘
堆
肥
為
核
心
的
農
耕
方
法
。
儘
管
一
開
始
遭
受
年
邁 

的
父
親
責
駡
與
反
對
，
但
好
學
的
輝
哥
持
續
參
與
各
種
農
改
場
的
課
程.

INJ
時
也
不
斷
在
實
際
的 

耕
作
中
調
整
出
史
適
合
當
地
的
撺
植
方
法
。
藉
由
各
種
網
絡
的
開
展
，
輝
哥
的
菜
園
不
僅
收
到
越 

來
越
多
的
家
戶
訂
單
，
同
時
也
取
得
有
機
認
證
。
剛
服
完
兵
役
的
邱
奕
豪
，
如
今
也
加
入
了
父
親 

的
菜
園L

作

，
使
得
有
著
放
養
雞
鴨
的
「
輝
耍
有
機
菜
園
」
，
如
今
儼
然
成
為
彈
藥
庫
區
內
推
鹿

上I圖3.5
水稻插秧活動。（黃彳.山攝）

下I圖3.6
弼藥1屯田闽婚粑。（黄G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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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
耕
作
的
兑
點
。

u

棟
災

加
糾
近
十•
地

：¥

受
岱
耕
、
關
心
環
境
的
轉
變
，
lnj
樣
也
發
卞
花
愛
綠
聯㈨
I

t-
他
成 

員
身
上
。
夜
間
賞
螢
、
zf-
態
榀
影
、
開
發
餐
點
、
討
論
農
法•

如
今

Li
然
成
為
居
民

zf-
活
中
不
•'; 

或

缺

的'

環

。
此

外•

在
彈
藥
庫
開
發
徵
收
過
裎
屮
提
供
協
助
的
各
個
團
體.

以
及
曾
經
參
與
彈 

藥
庫
活
動
的
市
民
人
眾
，
也
逐
漸
發
胰
出
興
彈
藥
庫
之
間
的
不
同
關
係
。
有
人
引
介
擯
長
輕
食
烹 

飪
的
麵
包
店
老
闆
姐
沿•

到

hi
桦
教
居
民
製
作
健
趿
沙
拉
和
蔬
菜
戈
贪
：
打
人
则
足
在
這
枰
机'- 

■

小
塊
III
地
•

跟
著
居
民
一
起
學W

有
機
耕
作
。W

愛
稱
徳
福
教
行
即
念
的
媽
媽
們•

/!-:
此
成
立 

小
樹
苗
親
子
共
學
教
室•
，鳥
會
定
期
/±
此
舉
辦
解
說M

培
訓
的
賞
烏
活
動•

農
矜
則
開
始
與
各
個 

S
2

場
建
立
更
多
的
合
作
關
係
。
輔
大
景
觀
學
系
的
同
學
為
這
裡
留
下
第
一
批
地
景
模
耶-

而
中
原 

大
學
的
學
生
為
洛
神
花
田
提
出
了
更
多
樣
的
設
計
。
長
期
在
這
裡
活
動
的
志
工
，
將
彈
藥
庫
的
農 

場
當
作
婚
宴
的
場
地
，
也
有
人
闪
此
成
广
彈
藥
庫
的
兒
媳
二
圖

3.6)

網
絡
的H
M

開

屈
.

也
讓
彈
藥
蚱0

更
多
阈
際
交
流
機
會
。
樂
企
青
年
帶
矜
地
理̂

杏 

David

 H
a
r
v
e
y

來

訪

，
了
解
台
濟
都
市
擴
張
與
七
地
徵
收
問
題
；
綠
色
陴
線
邀
請
美
阈c
s
 A
 

推
手
伊
利
莎
白•

韓
德
森(Elizabeth

 H
e
n
d
e
r
s
o
n
)

、
泰
阈
米
之
神
創
辦
人
德
査.

史
雷
佩
德 

位
(

D
a
y
c
h
a

 sirpatra)

，
和
不
丹
農
林
部
旨
席
科
學
家
多
傑•

旺
楚
克(Dorji

 w
a
n
g
c
h
h
u
k
)

 

前

來•

共
同
交
流n

機
耕
作
的
經
驗
與
案
例
。U

本
和
f:
船
的
巡
迴
見
習
fej
年
都
來
辩
忙
帮
地
，
 

而
亞
人
全
球
綠
人
則
/±
這
视
舉
辦
著
備
钤
議
。
在
這
裡
發
屯
的
芥
械
活
動-

不
僅
讓
所
有
參
與
荇 

對
彈
藥

Mi
yt
立
深
厚
的
認
同
感"

同
時
也
為
彈
藥
Mi
的
未
來
願U
,

帶
來
史
多
的
邂
戚
興
刺
激
。
 

彈
藥
庫
不
再
是
一
個
與
外
界
隔
絕
的
地
點
，
而
是
一
個
冇
越
來
越
多
人
跟
土
地
發
生
關
係
的
地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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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未
完
的
故
事

土
城
彈
藥
庫
在
經
濟
地
理
上
的
區
位
變
化
，
是
隨
土
城
丄
業
區
的
設
立
、
都
市
計
劃
區
域
擴 

大

、
高
速
公
路
的
建
設-

以
及
捷
運
站
的
設
立
通
車
，
逐
漸
變
成
位
處
土
城
市
中
心
旁
的
微
型
農 

村

。
以
土
地
產
值
的
經
濟
思
維
來
看
，
一
般
人
很
容
易
就
將
解
禁
後
的
彈
藥
庫
視
為
土
地
商
機
，
 

並
套
入
都
市
開
發
的
想
像
。
然

而

，
這
樣
一
來
便
忽
略
生
態
與
地
特
質
的
豐
富
樣
貌
，
以
及
與 

其
共
生
的
社
會
網
絡
與
人
際
關
係
。

土
城
彈
藥
庫
的
案
例
，
正
顯
露r

過
去
都
市
掛
帥
之
空
間
規
劃
的
不
足
之
處
，
尤
其
將
都
市 

近
郊
的
農
地
視
為
「
未
開
發
的
庶
地
」
，
片
面
的
以
工
商
與
住
宅
使
用
作
為
空
間
發
展
的
唯
一
方 

式
-

作
為
都
市
發
展
的
唯'

方

式

。
如
果
換
個
觀
點
思
考
，
北
二
高
與
捷
運
站
所
提
供
的
交
通
可 

及

性•

其W

IE
讓h

城
彈
藥
庫
與
核
心
的
台
北
城
巾
也
活
，
保
持
著
有
點
黏
又
不
太
黏
的
關
係
： 

而
彈
藥
庫
所
在
的
區
位
和
其
既
有
的®

富
中
態
體
系
、
山

脈
埤
塘-

和
農
田
民
居
，
更
可
以
為
城 

鄉
文
化
的
接
合
、
區
域
環
境
的
整
合•

乃
至
於
生
態
社
區
的
實
踐
，
提
供
各
式
各
樣
的
生
活
、
產 

業
與
環
境
的
實
驗
機
會
。

但

這

，
切
並
不
會
平A

產

生

。
儘
管
土
城
彈
藥
庫
在
居
民
和
許
多

lii
民
的
共
同
努
力
下-

有 

r

新
的
面
貌
與
機
矜
，
但
土
地
開
發
的
壓
力
始
終
未
曾
停
歇
。
在
目
前
新
一
輪
的
政
府
提
案
中
，
 

新

北

ll'i
政
府
朝
向
將
人U

相
對
稀
少
但
生
態
和
彈
藥
哝
相
對
完
整
的
第
一
區-

開
發
為
司
法
園
區 

和
住
宅•

將
人
口
與
農
地
較
多
的
第
二
、
三

區•

以
劃
人
都
市
範
剐
但
不
做
任
何
規
剷
的
方
式
鹿 

理

。
只
是
這
樣
一
來
，
完
整
的
彈
藥
庫
特
質
將
消
逝
不
再
，
軍
事
庫
房
與
社
區
生
活
之
間
的
歷
史 

與
關
係
也
因
此
被
切
斷
、
抹

除.

彷
彿
只
是
草
地
山
坡
上
的
點
綴
，
可
以
被
任
意
處S

。
此

外• 

隨
著
彈
藥
庫
解
禁
而
闩
漸
入
侵
第
二
、
：
：區
的
違
建
廠
房
，
其
所
帶
來
的
環
境
汙
染
與
交
通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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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

也
因
為
被
計
畫
排
除
在
外
而
未
能
獲
得
有
效
解
決
。

這
個
提
案
是
否
成
為
土
城
彈
藥
庫
的
最
終
命
運
，
目
前
仍
不
得
而
知
，
新
北
市
政
府
始
終
不

放
棄
司
法
園
區
進
駐
的
前
提-

更
漠
視
開
發
必
然
惡
化
土
城
彈
藥
庫
每
逢
豪
雨
就
淹
水
的
危
機
。
 

值
得
指
出
的
是.

這
個
新
計
畫
所
顯
示
的
並
不
是
地
方
政
府
對
於
社
區
行
動
的
支
持
或
妥
協
，
反 

IflJ
更
突
顯
地
方
政
府
在
面
對
當
前
的
政
策
困
境
時
，
如
何
透
過
雙
重
的
行
動
謀
略
來
鬆
動
既
有
的 

社
區
抵
抗
。
對
比
第
：
區
的
開
發
與
第
二
、
三
區
的
維
持
現
況
，
新
計
畫
不
只
拉
高
不
同
立
場
的 

地
卞
之
間
的
緊
張
關
係
，
也
意
圖
分
化
既
有
的
社
區
聯
盟
。
一
來
，
這
個
計
畫
試
圖
讓
原
本
處
於 

相
同
位
置
的
反
開
發
居
民•

因
為
不
同
的
權
益
關
係
而
被
分
化
，
同
時
更
激
化
二
二.
區
原
本
靜 

待
開
發
的
地
主
採
取
行
動•

以
期
創
造
有
利
於
全
區
開
發
的
政
策
聲
浪
。
二
來
，
即
便
全
區
開
發 

最
終
無
法
成
局-

新
計
畫
也
可
以
試
圖
營
造
政
策
妥
協
的
形
象•

爭
取
部
分
開
發
以
達
成
台
北
看 

守
所
搬
遷
的
政
績
。

這
個
局
勢
無
論
對
社
區
或
是
任
何
規
劃
者

IflJ
言

，
都
是
一
個
相
當
大
的
挑
戰
。
究
竟
我
們
該 

如
何
以
兼
具
批
判
性
和W

行
性
的
立
場
，
思
考
與
規
劃
土
城
彈
藥
庫
的
未
來
發
展
願
景
？
又
是
否 

可
能
對
既
有
的
發
展
價
值
觀
帶
來
更
深
刻
的
反
思-

並
為
政
策
規
劃
的
社
區
參
與
開
創
更
具
創
意 

的
行
動
策
略
？
面
對
充
斥
十
地
炒
作
問
題
的
城
市
蔓
延
現
象.

如
何
抵
抗
每
個
開
發
案
中
的
威 

脅

、
利
誘
與
分
化
，
並
重
塑
社
區
團
結
行
動
的
可
能
性
，
這
些
均
是
追
求
空
間
規
劃
正
義
時
必
然 

持
續
遭
遇
的
挑
戰
；
而
如
何
納
入
多
元
的
生
態
體
系
和
在
地
的
生
活
關
係
，
更
是
開
擘
替
代
農
地 

都
市
化
的
發
展
策
略
時•

必
須
掌
握
的
課
題
。
土
城
彈
藥
庫
接H

來
所
必
須
面
對
的
，
不
只
是
個 

別
農
場
的
發
展
策
略
，•
史
是
如
何
以
宏
觀
的
思
維
，
整
合
出
具
有
整
體
性
且
兼
具
可
行
性
的
規
劃 

方

案

。空
間
的
實
現
需
要
社
會
創
意
的
在
地
實
踐
。
相
對
於
掌
握
制
度
工
具
與
資
源
的
公
部
門
和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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剷
顧
問
公
司•

為r

保
衛
虫
態
環
境
而
爾
戰
的
地
方
屈
民••
个
贿
必
須
學
會
洞
見
制
胶
的
病
概

-  

還
得
積
極
透
過
資
源
的
盤
整
與
拓
展•

在
實
踐
過
程
中
重
新
論
述
彈
藥
庫
空
間
的
社
會
價
值
。
此 

外

，
社
區
運
動
的
願
景
既
涉
及
政
策
的
制
訂
，
就
不
免
必
須
考
量
與
政
治
力
景
之
間
的
互
動
與
衝 

喂

。
面
對
五
都
時
代
中
，
矜
地
方
政
府
更
加
激
烈
追
求
發
展
的
趨
勢
，
4<
來
該
與
哪
此•
政
治
力
量 

形
成
什
麼
樣
的
結
盟•

也
同
樣
考
驗
著
社
區
的
智
恝
。

土
城
彈
藥
庫
的
社
區
力
量•

並
非
仰
賴
居
民
的
同
贯
性
，
反

Iflj
是
因
為
政
策
的
壓
迫
而
讓
具 

有
不
同
專
長
的
居
民
，
/±
各
極
活
動
的
協
調
與
配
合
中
深
化
既
有
的
社
區
關
係
。
彈
藥
庫
內
的
屯 

態
多
樣
性
、
召
機
耕
作
的
地
景
特B
,

搭
配
著
與
都

rij
服
務
之
問
的

»J
及

性•

讓
在
地
的
生
活
知H 

慧
與
節
奏
，
得
以
跟
不
同
的
市
民
削
意
扪
互
刺
激
，
發
展
出
更
多
的
潛
力
。
這
褪
蘊
藏
在
城
鄉
交 

界
之
地
的
迷
人
特
質.

難
以
言
說•

也
只
能
透
過
實
際
的
參
與
來
體
會
。
如
果
捷
運
站
的
出
口

-  

不
再
只
是
車
嚣
喧
嘩
的
都
市
街
道•

而
足
卞
機
盎
然
的
菜
園
，
看
得
見
螢
火
蟲
的
微
光
、
聽
得
見 

樹
蛙
的
低
嗚'

IMJ
得
到
泥
土
的
芳
香
、
摸
作
到
菜
葉
的
嬌
嫩
，
感
受
得
到
山
林
農
HJ
的
新
鮮
氣
息

•  

那

麼•

所
謂
的
「
都

III
生
活
」
將

nr
以
有
不
同
的
經
驗
與
意
義
。
而

這

、
切
•

還
需
要
更
多
人
共 

同
投
入
更
多
的
努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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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戰
守
則

O

天
天
務
農I

不
論
大
街
小
巷-

高
樓
大
廈
‘
只
要
你
願
意
，
為 

自
己
在
居
住
的
小
窩
裡
，
種|

盤
生
菜
沙
拉
吧
！

O

從
小
務
農-

如
果
你
還
小(

呵
呵
！)

，
還
年
輕-

或
者
有
小
朋
友
，
 

請
開
始
「
汗
滴
禾
下
土
」
吧

！
田
埂
上
，
菜
園
裡
，
茶
梯
田
中
，
 

野
菜
森
林
內
，
充
滿
了
萬
物
生
機
;_
這
些
，
是
有
錢
也
買
不
到
的 

人
生
智
慧
。

O

隨
時
找
找
可
耕
地-

屋
頂 '

陽
台
、
無
人
管
理
的
鄰
里
空
地
，
學 

校
校
園
，
社
區
大
廈
內
的
草
坪
綠
地-

都
可
以
變
成
「
可
以
吃
的 

風
景
」
！

張
聖
琳 

文

混
搭G

三
城
幫

輕
軌
農
學
、
耕
遊
安
坑

NEW URBAN RURALISM
AGROPOLIS EXPERIMENT 

IN AN KEN, TAIWAN



CHAPTER 4 NEW URBAN RURALISM

1
 

A
g
r
o
p
o
l
i
s

意
指
與
農
學
及
耕
種
結
合
的
都
會
。
 

J
4.

2
 T

O
D

 
原
文
為 Transit  O

r
i
e
n
t
e
d  Development

 •

意
指
大
眾
運
輸W

I»J
的
開
發
。
 

圖

本
章
要
說
的
是■

群
青
年
規
劃
師
，
因
為
以
「
農
學
都
會
」(A

g
r
o
-
p
o
-

 

lis)l

的
概
念
進
人
一
個
被
遺
忘
的
城
鄉
交
界
的
老
聚
落(

安
坑•
二
城Y

在
被
遺
忘
的
安
坑
三
城
點
點
滴
滴
的
嘗
試
與
投
入
，
讓
三
城
農
舉
實
驗
啟 

發
了
新
北
市
安
坑
輕
軌
規
劃
的
農
學
定
位
。
目

前

，
安

坑

「
農
學
輕
軌
」 

—J

經
獲
得
新
北
市
交
通
、
農
業
與
城
鄉
三
局
的
共
同
認
可
。
起
草
本
文
的 

同

時

，
安
坑
輕
軌
規
剷
團
隊
正
在
苦
思
更
平
易
近
人
的
文
案
，
希
望
將
新 

北

ll-i
以
開
發
為
導
向
的
思
考
，U-turn

成
為
生
產
與
生
活
結
合
的
農
學 

都

會

。
我
並
不
知
道
安
坑
農
學
輕
軌
未
來
是
否
過
關
斬
將
，
成
功
上
壘
。
 

但
記
錄
這
個
過
程
，
無
疑
是
個
重
要
的
甩
程
碑
。
與
人
眾
運
輸
結
合
的
都 

會
農
學
，
目
前
是
廣
義G

r
e
e
n
T
0
D
2

概
念
中
重
要
的
目
標
。

在
正
文
之
前-

我
先
將
這
群
來
自
五
湖
四
海
的
年
輕
人
介
紹
給
大
家 

認
識(

圖5
)
：

黃
若
慈
：
來
自
高
雄
。

楊
佳
軒
：
來
自
汝
止
。

蕭
定
雄••
來
自
台
中
。

劉
美
孝
：
來
自
木
柵
。

陳
大
衛••

來
自
新
店
的
香
港
移
民
。

混搭三城辩的成員•從左 

到右柏鈞、美孝、阿濟、 

佳軒、肅定、Agata、若 

慈，以及大衛。

（張聖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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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柏
鈞••
來
自
永
和
的
印
尼
台
灣
混
血
。

阿
嘎
塔(A

g
a
t
a

)

：
來
自
波
蘭
。

李
佳
璇
：
來
自
桃
園
。

林
志
泉••
來
自
安
坑
的
阿
美
族
與
漢
人
混
血
，
關
鍵
的
靈
魂
人
物
，
帶
大
家
進
入
三
城
的
在 

地
年
輕
老
師
，
暱
稱
小
志
。

二O

1  O
年
末
約
冬
至
時
分
，
四
個
二
十
出
頭
的
台
灣
年
輕
人(

名
單
上
的
前
三
人
與
小 

志
-

也
是
原
來
的
三
城
四
人
幫)

，
因
為
台
大
城
鄉
研
究
所
實
習
課
的
田
野
調
查•

在
新
北
市
安 

坑
五
重
溪
畔
，
發
現r

•

個
近
兩
百
年
歷
史
，
似
乎
被
遺
忘
的
老
聚
落
：
三
城
廖
家
村
。
在
接
下 

來
日
子
裡
，
以
他
們
四
個
為
核
心
，
呼
朋
引
伴-

逐
漸
形
成
了
包
括
波
闡
青
年
、
香
港
移
民
，
印 

尼
台
灣
新
生
代
，
與
阿
美
族
漢
人
混
血
的
在
地
老
師
所
組
成
的
耕
讀
團
隊
。
這
群
從
二
十
出
頭
到 

五
十
開
外
，
混
搭
著
不
同
的
文
化
、
年

齡

、
性

別

、
血

統

，
與
生
命
經
驗
，
以
台
大
城
鄉
所
研
究 

生
為
主
力
的
團
隊
，
戲
稱
自
己
為
「
三
城
幫
」
。
嘻
嘻
哈
哈
的
他
們
，
認
真
的
在
雙
城
國
小
教
著 

鄉
土
課
程
，
帶
小
朋
友
五
電
溪
探
險•
，好
奇
的
和
三
城
廖
大
舅
一
起
種
菜
，
堅
持
有
機
栽
培
的
他 

們

，
被
鄉
親
虧
說
「
不
施
化
肥
種
不
好j

。
在
安
坑
山
谷
的
三
城
歲
月
中
，
他
們
把
自
己
變
成
小 

聚
落
的
一
分
子
，
和
里
長
伯
拇
感
情
來
爭
取
五
重
溪
不
要
加
蓋
成
停
車
場•

和
菜
菜
嫲
說
八
卦
來 

發
起
三
城
賣
菜
市
集
。
前
前
後
後
、
林
林
總
總
，
他
們
如
游
幣
隊
一
般
的
邊
戰
邊
學
，
在
意
外
與 

創
意
中
進
行
著
半
城
半
鄉
的
另
類
耕
讀
實
驗
。

精
確
的
說.

「
混
搭O

三
城
幫
」
是
個
社
區
陪
伴
與
培
力
的
故
事•

它
訴
說
著
二
十 '

世
紀 

台
北
大
都
會
邊
緣
，
一
個
T-
城
平
鄉
的
小
聚
落
屮•

在
地
的
銀
髮
老
農
民
與
外
來
青
壯
年
規
劃
團 

隊
-

與
這
個
小
地
方
的
土
地
河
川
交
織
的
都
會
型
農
村
故
事
。
在
台
灣
的
城
郊
，
像
一.
城
這
樣
的 

都
會
型
農
村
很
多
，
很
典
型
，
半
城
半
鄉
，
似
乎
沒
有
特
色•

也
很
不
被
大
家
珍
惜
。
因

為-

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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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在
馬
路
上
飛
馳
穿
越
、
呼

嘯

Iflj
過

時

，
沒
有
人
會
注
意
到
，
馬
路
邊
屋
舍
裡
居
民
的
生
活
故
事 

與
社
區
歴
史
。
然

而
.

「
混
搭Q

三
城
幣
」
的
外
地
成
員
們
，
在

21
電
溪
畔
田
野
調
杳
時•

卻
看 

到f
:
'

城
扪
聯
荠
个
球
都
會
農
業
脈
絡
的
農7

文
化
濟
力
。
冈

為•

居
民
簡
樸
的
稲
著
自
己
吃
的 

U2
菜

，
彼
此
交
換
著
新
鮮
的
食
材.

這
足
許
多
有
资
彘
環
境
意
識
的
邡̂

li-j
民

，
夢
寐
以
求
的
生 

活

。
「
混
搭S

三
城
辩
」
在
這
個
社
區
陪
伴
的
過
程
中
，
慢
慢
的
從
小
嘐
的
鄉
土
與
食
育
教
案
中 

呼
喚
汽
年
齡
楠
的
地
方
居
民•

珍
祝
，
u

Ll
的
聚
落
環
境
與
農
學
文
化
。
希
望
可
以
找
回
地
方
的
認 

冏

，
對
抗
君
臨
山
谷
的
人
規
模
山
坡
地
社
區
開
發m

力

。
以
卜
的
篇
幅
，
我
們
跟
著

in
群

「
混
搭 

S

三

城

辩
,

一
起r

解
他
們
的
新
鄉
村
農
學
願U

與
三
城W

驗

。

|  

半
城
半
鄉
的
安
坑
山
城
：

人□
'

産
業
轉
型
，
與
山
坡
發
展
軌
跡

一
提
到
新
北
市
的
安
坑
，
大
多
數
台
北
或
桃
園
人
直
接
聯
想
到
的•

个
是
高
速
公
路
交
流 

道

，
就
是
像
玫
瑰
屮
國
城
這
種
位
於
山
坡
地
上
的
高
密
度
住
宅
群
落(

圖
4.2)

。
隨
著
交
通
越
趨
發 

達
-

這
些

「
強
勢
族
群
」
的
勢
力
也
持
續
擴
大
，
新
的
建
案
不
斷
推
出
，
為
台
北
人
打
造
一
個
「
離 

塵
不
離
城
」
的
都
市
田
阖
夢
。
相
較
之
下
，
自
清
領
時
期
即
開
始
發
展
，
存
在
已
有
百
餘
年
的
在 

地
聚
落
，
以
及
與
之
並
存
的
傳
統
農
業
價
值
，
卻
逐
漸
遭
人
遺
忘
，
默
默
隱
藏
在
安
坑
的
一
角
。
 

此
地
早
期
為
平
埔
族
秀
朗
社
與
泰
雅
族
原
住
民
的
活
動
範
圍
。
漢
人
於
安
坑
地
區
的
拓
墾
，
最
早 

始
於
清
領
時
期
，
主
要
是
沿
著
五
甭
溪
，
從
下
游
往
中
、k

游
地
帶
漸
漸
發
展
起
來
。
當

時

，
為 

了
防
禦
原
住
民
的
攻
擊•

此
地
的
墾
戶
採
用
防
禦
功
能
較
強
的
石
牆
「
土
閱
」
形
式
來
進
行
聚
落 

的
建
造.
W

而
聚
济
芭
以
「
城

」U

名

，
自
下
游
而
上
共
有
五
個
漢
人
聚
落
，
分
別
是
頭
城
、
二 

城

、
三

城

、
四
城
與
五
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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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入
曰
治
時
期
後
，
日
本
殖
民
政
府
開
始
在
安
坑
提 

倡
茶
葉
與
柑
橘
產
業
的
發
展
。
此

外

，
煤
礦
業
也
開
始 

興

起

，
許
多
與
「
坑

」
字
相
關
的
地
名
大
多
為
當
時
的
礦 

區

。'

直
到
民
國
六O

年
代
以
前
，
煤
礦
業
在
安
坑
都
扮 

演
著
重
要
角
色-

許
多
人
除
了
務
農
以
外
，
還
得
到
鄰
近 

的
礦
坑
討
生
活
，
才
足
以
維
持
一
家
生
計
，
這
成
了
當
時 

安
坑
住
民
的
典
型
生
活
模
式
。
國
民
政
府
來
台
後.

因
實 

施
三
七
五
減
租
，
安
坑
地
區
的
耕
地
開
始
流
失
，
茶
葉
與 

柑
橘
產
業
也
漸
漸
沒
落
。
民
國
六O

年

代

，
政
府
將
經
濟 

政
策
調
整
為
出
口
導
向
的
工
業
化
發
展
模
式•

在
這
個
脈 

絡

下•

國
內
許
多
地
區
紛
紛
成
立
加
工
出
口
區
，
而
新
店 

市
區
也
開
始
出
現
具
有
一
定
規
模
的
工
業
區
。
在
這
個
時 

期
-

安
坑
的
煤
礦
產
業
也
因
為
成
本
過
高
、
難
以
經
營
而 

漸
漸
沒
落
，
終
至
完
全
消
失
。
此

後

，
雖
陸
續
有
些
工
商 

服
務
業
進
駐
，
但
整
體
而
言
，
安
坑
已
轉
變
為■

處
以 

「
居
住
」
為
主
要
功
能
的
地
方
，
其
居
民
大
多
在
台
北
市
、
 

新
店
市
區
或
其
他
地
方
上
班-

並
未
在
地
方h

就

業

。

同

時•

在
政
府
各
種
政
策
推
展
之
下
，
台
北
都
會
區 

開
始
迅
速
擴
張
。
在
這
波
都
市
化
浪
潮
的
影
響
之
下-

安 

坑
的
地
景
與
人
口
結
構
開
始
產
生
變
化
。
許
多
大
型
山
坡 

地
住
宅
社
區
拔
地
而
起
。
大
約
從
一
九
八O

年
代
開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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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
繡
社
區
、
玫
瑰
中
阈
城
、
綠
野
香
坡
、
達
觀
鎮
等
大
型
建
案
相
繼
進
駐
，
引
人
大
量
的
外
來
人 

口

，
儼
然
成r

安
坑
地
區
的
「
強
勢
族
群
」
。

然

而

，
在
車
水
馬
龍
的
安
康
路
背
後
，
有
些
百
年
以
上
的
在
地
聚
落
，
例
如
三
城
，
這
些
聚 

落
仍
舊
以
一
種
緩
慢
而
安
定
的
姿
態
存
在
於
此
。
歷
經
了
清
代
的
農
林
業
、
日
治
時
期
的
茶
葉
與 

柑
橘
產
業
，
以
及
光
復
初
期
礦
業
的
興
起
與
衰
落
，
時
至
今
日•

這
些
傳
統
聚
落
雖
處
於
一
個
工 

業

化

、
都

IIJ
化
的
現
代
社
會
中
，
卻
仍
維
持
著
某
種
「
非
現
代
」
的
生
活
形
態
。
無
論
是
充
滿
歷 

史
感
的
建
築
與
巷
道
、
社
區
中
親
密
的
人
際
互
動
，
還
是
那
些
近
似
於
鄉
村
的
生
活
作
息
，
似
乎 

都
體
現
了
另
一
種
居
住
氛
圍
。

I  

耕
讀
食
養
——

半

農
•

半
士H

商

的

「
市

」
外
桃
源

看
起
來
淹
沒
在
現
代
發
展
中
的
安
坑
，
卻
悄
悄
的
為
下I

個
時
代
保
留
住
最
佳
的
農
學
食
養 

文
化
潛
力
。
只
要
我
們
用
心
觀
察
，
不
難
發
現
，
在
安
坑
的
各
個
角
落
，
都
有
各
式
各
樣
的
菜
園 

農
地
默
默
佇
立
於
路
邊
、
河
岸
邊
或
社
區
邊
緣
，
成
了
另
類
的
都
市
鄰
里
綠
地
。
若
在
像
三
城
這 

樣
的
傳
統
聚
落
隨
意
走
逛
，
很

容

易

就

能

夠

發

現

一

個

有

趣

的

情

況

裡

面
.

似
乎
沒
走
幾 

步

路

，
就
會
看
到
有
菜
從
旁
邊
探
出
頭
來
。
除
了
一
些
面
積
較
大
的
菜
園
之
外
，
更
有
許
多
小
菜 

園
就
躲
在
建
築
物
與
道
路
之
間•

即
便
是
屋
頂
或
者
隨
意
的
路
邊
畸
零
地
上
，
也
都
長
滿f

新
鮮 

蔬

菜

。
幾
乎
可
以
說-

三
城
就
是
一
個
「
到
處
在
種
菜
」
的
社
區
，
這
種
現
象
創
造
出
獨
特
的
「
可 

食
地
景J

。

就
作
為
大
台
北
都
會
區
域
屮
的
城
鎮
角
色
而
言
，
除
了
安
坑
本
身
的
居
民
可
以
半
農
半X
, 

若
有
便
捷
的
公
共
交
通
，
或4

將

「
週
末
農
夫
」
帶
入
安
坑
地
區
。
一
個
有
啟
發
的
案
例
發
生
在 

在
曰
本
的
丹
波
地
區
，
當
地
的
兵
庫
縣
政
府
設
有
專
門
的
部
門
負
責
媒
合
有
興
趣
週
末
耕
田
的
城

圖4.2
1980年代之後安坑高密度的山坡地社區開發，取代原來的茶阑地景。 

（張聖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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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人

，
與
有
閒
IJI
待
耕
的
鄉
村
農
夫
。
以
岩
座
村
為
例•

岩
庵
距
周
邊
的
大
都
會
，
如
大
阪
、
神 

戶
與
京
都-

約

：
电
二
小
時
的
開
車
距
離
之
內
。
村
內
的
稻
作
梯
出
青
青
入
目
、
赞
髀<

|5
翠
-

忖 

莊
屋
舍
景
色
恬
淡
，
村
民
生
活
步
調
和
緩
，
與
都
會
中
上
班
的
緊
張
生
活
「
差
很
大
」
。
通
常
城 

裡
人
以
家
庭
為
单
位
，
與
岩
座
村
裡
的
農
民
合
夥
種
山
。
安
坑
的
T-
城
半
鄉
有
相
當
的
條
件
可
以 

開
發
農
阍
。
更
重
要
的
足
，
台
北
都
會
區
，
近
年
來
也
開
始
出
現
白
領
下
田
的
新
趨
勢
。
未
來
如 

果
安
坑
地
區
的
輕
軌
提
供
便
捷
的
交
通
，
居
住
在
台
北
水
泥
森
林
中
的
居
民•

或
可
轉
鬆
的
到
安 

坑
農
阑-

费
蜂
棟
菜
。

I  

「
混
搭G

三

城
幫
」
的
農
學
山
城

當
許
多
享
譽
國
際
的
宜
居
城
市
都
開
始
積
極
推
動
都
會
農
業.

期
盼
將
菜
園
農
地
重
新
稲
回 

他
們
的
都
布
中
，
這
極
永
續
、
環
保
的
生
活
模
式
，
事
實h
 

都
存
在
於
：■
城

，
只
足
並
未
被 

我
們
重
視
。
對
於U

力
打
造
菜
園
的
居
民
而
d-.

「
檷
菜
」
足
深
深
鑲
嵌
於

FI
常
生
活
中
的
、
理 

所
當
然
的
：
件

'ii
情
•

背
後
隱
含
著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蘊
。
當
這
個
傅
統
的
地
方
文
化
與
未
來
的
輕 

軌
科
技
能
党
芙
結
合•

將
提
昇
安
坑
地
方
的
宜
居
生
活
與
食
養
型
態.

為
大
台
北
都
會
區
創
建
一 

個
怡
然
健
康

1-1
永
續
的
「
農
學

III

城

」
。

►

可

食

地

景

與

「
菜

人

」
文
化

佳
好
/1:
其
他
的m

眾
們
的
協
助•
卜
•

整
體
調
奋f
 ••
城
地
區
極
植
食
物
的
地
點
與
形
式.

並 

將
它
們
分
為
菜
阖
興
畸
零
地
褪
菜
兩
大
類••( 1
)

菜

阖

丄
.
城
有
許
多
塊
菜
園•

皆
零
星
地
分 

布
於
不
同
的
地
方
。
例
如

，
廖
家
古
厝
的
：•
側
钎
被
菜
阆
所
環
繞•

它
們
各
内
阑
於•
个

l.ij
的
居
民. 

卻

足

巾•

人
所
獨
力
照
顧
的
；(
2
 )
畸
岑
地
稲
菜
，
/!:
一'•
城
社
區
除f

房
屋
後
方
或
庭
院
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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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地
之
外
，
屋
頂
也
是
一
個
可
以
發
揮
的
地
方
，
甚
至
是
住
路
邊
狹
小
的
畸
零
地
上
都

«J
以
看
到 

可
食
地
景
的
樣
貌
。

這
些
菜
園
是
辛
勤
種
菜
的
一
•.
城
銀
髮
居
民
的
生
活
地
景
。
二O

 

1  

1

年
四
月
的
某
大•

我
們 

在

7i
重
溪
小
紅
橋
上
遇
到
了
推
矜
獨
輪
車
的
菜
菜
嬤•

才
知
道
她
常
常
耍
黎
明
即
起
，
菜
園
裡
拔 

/

菜
\

再
坐
公
車
到
遙
遠
的
南
勢
角
去
寶
。•
二
城
泔
眾
打&
f

想
要
辩
助
菜
菜
嫲
齊
菜
的
念
頭
。
 

M

眾
們
努
力
說
服
-.
城
菜
菜
嫲
們•

加
入
五
月
一
日
的
「
日
安
三
城
」
市
集
擺
攤
。
但
菜
菜
嫲
們 

养
遍
覺
得
，
「
誰
嬰
來
買
我
們
记
些
不
伉
錢
的
菜
呢
？
」
市
粜
開
張
的
前
晩
，
蕭
定
回
報
人
家- 

p'q
位
菜
菜
嫲
同
意
擺
攤
。
為
了
吸
引
居
民
參
與•

讓
大
家r

解
三
城
青
菜
與
鄉
上
的
價
值-

三
城 

幫

還

安

排

老

人

量

血

壓

的

義

診

。
為
了
介
紹
外
來
者
三
城
的
歷
史
，
也
請
來
耆
老
廖
貴
枝
做 

特
別
的
遊
城
導
覽
。
最
重
要
的
當
然
是
那
四
攤'

城
地
產
青
菜
。

第
二

天

，
活
動
開
始
前
，
蕭
定
雄
氣
急
敗
壞
地
打
電
話
告
知
，
「
我
們
辦
活
動
的
老
廟
埕
，
 

來
了
超
過
十
個
菜
攤•

把
所
有
的
空
間
都
佔
滿
了
！
現
場
一
片
混
亂
！
不
是
只
有
网
位
菜
菜
嫲
答 

應
要
來
嗎
？
」
呵
呵
！
老
聚
落
的
耳
語
真
是
威
力
無
窮
呀
！
混
亂
的
場
面
不
正
說
明
了
三
城
老
農 

民
私
下
的
耳
語
網
絡-

成
功
的
打
動
彼
此
一
起
來
賣
菜
的
競
爭
心
理
嗎
？(

圈
4.3
、
圖

4.4
舆
圈
4.5)

此
後
半
年.

美
國•
曲
雅
圖
社
區
菜
圃
計
劃
主
任R

i
c
h

 M
c
d
o
n
a
l
d

先

牛
.

華
盛
頓
大
學
地 

景
建
築
系
系
主
任
侯
志
仁
老
師
，
日
本
知
愛
大
學
的
延
藤
安
弘
老
師-

兵
庫
大
學
的
林
麻
由
美
老 

師

，
美
國
社
區
支
持
型
農
業
的
先
驅
者
伊
利
莎
白•

韓
德
森(

E
l
i
z
a
b
e
t
h

 Henderson)

女

士

，
 

還
有
泰
國
米
之
神
，
分
別
來
到
三
城
造
訪
。
同
時
間
二
二
城
幫
也
從
原
來
的
四
人
幫-

逐
漸
加
入 

各
路
英
雄
英
雌
而
成
了
「
混
搭0

三
城
幫
」
，
更
與
地
方
社
區
建
立
了
深
厚
的
信
任
。

去
年
雙f
 (

二O

 

一
一
年
十
月
十
曰)

在
里
長
伯
的
支
持
下
，
三
城
幫
居
然
要
到
了
一
條
路 

邊
的
畸
零
地
。
以
種
菜

h,
業
的
廖
家
皓
呆
人
舅
也
欣
然
同
意
教
導"

一
城
幫
眾
夥
伴 

起
來
種
菜
。

83 混搭O三城幫



CITY REMAKING

-

圖4.3
口安.城的活動在［I興宵廟前老廣場舉辦•費菜同時衣架h還嗍拷老照片 

的*1.區1"1炝。（台人城鄉所 '.城W??課呷隊捉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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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I圖4.4
曰安=城的菜栄娜們開心的曾菜服務顧各• 

（台大城鄉所i城货??課IWI隊捉供）

下I圖4.5
地方耆老帶领矜外來K眾遊杏•參觀：.城的鄉村風貌•介紹其常地釣点I - 
（台大城鄉所（城货洱課阐隊捉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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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
一
塊
細
長
的
畸
零
地
，
寬
二
公
尺
，
長

..
十
四
公
尺
，
在
皓
呆
大
舅
菜
園
的
岡
籬
邊
。
「
這 

樣
你
們
懶
得
來
的
時
候
，
我
才
能M

你
們
施
肥
澆
水
呀
！
」
料
事
如
神
的
皓
呆
大
舅•

體
貼
的
說
。
 

其

實
•

他
心
裡
在
想
，
「
這
些
小
鬼
到
底
能
來
澆
幾
天
的
水
？
還
足
我
來
照
顧

吧

！

」
就
這
樣. 

三
城
幫
眾
們
，
花
了
整
個
早
上
翻
土
、
除

草

、
澆

水

、
種
菜
苗-

手
忙
腳
亂•

趣
味
無
窮
。
熱
心 

的
里
長
伯
也
親
自
參
加
了
翻h

儀

式

，
就
這
樣
人
家
合
力
開
墾f

1

塊
被
居
民
們
暱
稱
為
「
研
究 

生
菜
園
」
或

「
台
大
菜
園
」
的
路
邊
菜
圃
。

妙
的
是.

這
個
不
起
眼
的
菜
圃
，
突
然
身
價
暴
漲
，
成
為
三
城
新
景
點
。
在
第
二
天
下
午
，
 

突
然
接
到
小
志
老
師
的
電
話•

「
救
命
呀
！
台
大
菜
圃
已
經
變
成
社
區
景
點r

。
我
來
澆
水-

卻 

被

三

、
四
十
個
社
區
阿
公
、
阿

嫲

、
叔

叔

、
阿
姨
包
圍
啦
！
他
們
聽
說
我
們
的
菜
圃
，
通
通
都
圍 

迕
菜
圃
前
面
指
指
點
點
。
說
什
麼
，
大
學
生
怎
麼
會
種
菜
呀
？
」
接
連
幾
天
，
小
志
老
師
同
樣
成 

為
景
點
的'

部

分

，
並
身
兼
解
說
員
。
婆
婆
媽
媽
們
，
有
些
拍
照•

有
些
指
導
。
大
家
對
於
「
台 

大
菜
圃
」
既
關
心
，
又
好
奇
。
社
區
散
步
時-

眾
人
不
約
而
同
的
聚
在
三
城
幫
的
菜
圃
前
，
說
長 

道

短

，
認
為
這
些
人
學
牛
的
有
機
栽
培
，
都
是
高
調
，
怎
麼
會
成
功
。
赀
得
三
城
衔
的
台
大
學±
 

唸
書
是
很
在
行
，
可
是
種
菜
實
在
外
行
啦
！
更
有
趣
的
是
，
這
些
指
指
點
點
，
完
全
沒
有
傷
害
到 

=

城
幫
眾
的
種
菜
熱
情-

反
而
更
強
化T

他
們
與
三
城
阿
公
阿
媽
的
感
情
。
既

然

，
同
為H

城
種 

菜

人-

相
逢
何
必
曾
相
識
。
所

以-

大
家
就
冋
心
協
力
一
起
抓
菜
蟲
，
天
南
地
北
的
種
菜
聊
天
。
 

第
一
次
種
菜
的
幫
眾
們-

更
細
心
地
記
錄r

台
大
菜
圃
的
栽
植
實
驗•

希
望
能
夠
將
他
們
在
雙
城 

W

小
的
小
則
友
帶
來
三
城
柿
菜
，
親
身
體
驗
農
家
樂.

興
農
民
的
辛
苫
。

I  

不
輸
在
起
跑
點
的
雙
城
國
小
另
類
耕
讀
實
踐

說
到
帶
雙
城
國
小
小
刖
友
來
一.
城
稲
菜
的
夢
想.

就
一
定
要
冋
述
：•
城
幫
在
雙
城
阈
小
的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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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教
呼
。
換11.
||
之
.
<

城
泔
的
耕
識
山
城.

並
非
自
|~*
帶̂

'

堆 

辨
.

成

立
•

個&

氣n

的
畀
齋
，
阽
耕
兩
讀
。-

城
斛
的
耕
讚W
 

踐
包
括
上
述
的
，
莫
名
其
妙
的
成
為
社
區
景
點
的
路
邊
種
菜
，
以 

及-

帶
矜
雙
城
阈
小
的
小s

y-t
.

認
識
他
們
门IJ
家
阑
【

./La

溪
— 

老
聚
落
丄••
城
菜
阑
】
的
鄉
七
教
育
。

華
人
文
化
中
的
父
母•

總
是
希
望
自
己
的
小
孩
「
不
輸
在
起 

跑
點

」
•

從
小
要
接
受

I

取
好
的
教
育-

考
最
好
的
成
績
，
讀

I

取
好 

的

校

。
在
安
坑
地
區
的
雙
城
國
小.

嚴
格
說
來
，
並
非
常
地
父 

母
最
T5-
好
的
學
校=
然

而-

校

長

、
老
師
以
及
家
畏
钤
成
員
卻
存 

開
放
的
態
度
，
願
意
嘗
試
新
的
可
能
。
自
己
就
是
雙
城
校
友
的
小 

志
老
師
，
在
二O

 

一
一
年
初
帶
著
三
城
四
人
幫
拜
訪
雙
城
阈
小
的 

教
務
主
任.

雙
方
同
意
開
始

一

個
以
五
重
溪
及
周
遭
老
聚
落
為
主 

籼
的
鄉
十
教
嗶
。
台
大
研
究
生
組
成
的
-.
城
幫
投
入
教
嗶
，
對
雙 

城
國
小
來
說
，
也
是
一
種
正
向
的
資
源
與
新
的
刺
激
。
因

此

，
三 

城M

需
要
每
月
一
次
，
帶
一
班
六
年
級
的
同
學•

透
過
鄉
土
課 

程
認
識
地
方(
圖

4.6)
。
沒
有
當
過
小
學
老
師
，
但
當
然h

過
小
學 

的
三
城
幫
，
就
這
樣
突
然
變
成
了
阈
小
鄉
七
學
程
老
師
。
緊
張
的 

準
備
教
材
、
做
河
川
模
型
、
演
練
上
課
的
狀
況
，
以

及-

最
重
要 

的

是•

以
猜
拳
勝
ft
來
決
定
誰
上
第
一
堂
課
，
誰
上
第
二
堂
課
。
 

結

果-

大
家
念
力
祈
疇
課
前•
个
要
出
狀
況
的
美
孝
出
征
首
役
。
然 

後
-

若
慈
任
教
第
二
堂
。
安
靜
的
佳
軒
菜
獲
第
三
順
位
。
小
朋
友

圚4.6
居K們找出了老照片為:. 

城尋寶•希望共同找到 

城/I:地特色。

（台人城鄉所=.城货??課|卻 

隊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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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別
認
識
了
五
重
溪
、
三
城
老
聚
落
、
菜
菜
達
人
與
菜
園
知
識
。
最
後
還
瘋
狂
的
在
第
四
堂
課
演 

了
即
興
環
境
劇
，
全
班h

i
g
h

的
不
亦
樂
乎
！

透
過
了
第
一
學
期
的
經
驗
，
混
搭Q

三
城
幫
開
始
更
大
膽
的
嘗
試
校
外
教
學
。
第
二
學
期
的 

課
程
裡
，
除r

五
重
溪
、
老
聚
落
等
原
來
的
課
程
內
容
之
外
，
還
加
入f

寫
生
比
賽
與
菜
園
耕
作
。
 

三
城
幫
與
里
長
伯
合
辦
了
戶
外
寫
生
比
赛
。
小
朋
友
開
心
的
在
三
城
的
小
紅
橋
，
大
菜
園
或
廖
家 

古
宅
戶
外
寫
生
。
山
坡
地
社
區
小
朋
友
筆
下
生
動
的
畫
面
，
就
是
一―

城
老
聚
落
的
新
生
命
。
近
三 

十
張
的
畫-

陳
列
在
口
興
宮
圖
書
館
讓
三
城
居
民
票
選
喜
愛
的
排
序
，
之
後
將
由
里
長
印
製
成
三 

城
月
曆•

做
為
地
方
伴
手
禮
。
小
朋
友
快
樂
寫
生
的
同
時
，
泰
國
的
米
之
神
與
美
國
社
區
支
持
農 

業
的
提
倡
者
韓
德
森
女
士
拜
訪
了
雙
城
阈
小
的
校
長'

主

任

、
家
長
會
，
與
老
師
們
。
韓
德
森
女 

士
以
美
國
加
州
柏
克
萊
中
小
學
，
結
合
在
地
農
業
與
社
區
菜
圃
的
課
程
為
例.

鼓
勵
雙
城
國
小
結 

合
三
城
農
學
文
化-

實
驗
食
養
教
學
。
這
樣
的
討
論
，
引
出
了
三
城
幫
的
最
後
一
堂
課
程
：
帶
小 

朋
友
到
一 <

城
種
菜
去
。
更
重
要
的
是-

三
城
幫
也
義
不
容
辭
的
決
定
與
雙
城
國
小
研
發
賜
於
安
坑 

山

城

，
同
時
結
合
在
地
歷
史
文
化
的
食
養
教
育
全
方
位
學
程
。

二O
'

二
年
的
春
天-

混
搭Q

三
城
幫
在
三
城
的
耕
耘
也
進
入
了
新
的
階
段
。
研
究
所
的
必 

修
寶
習
課
結
束
，
也
是
幫
眾
們
對
於
三
城
耕
讀
實
踐
的
新
開
始
。
龍
年
的
春
節
過
後
，
立
春
到
雨 

水
的
節
氣
之
間
，
幫
眾
們
正
在m

備
和
雙
城
阈
小
的
老
師
們
訓
練
校
内
種
子
教
師
的
計
劃=

主
要 

S

標
是
讓
雙
城
國
小
的
老
師
有
興
趣
成
為
種
子
老
師.

與
三
城
幫
眾■

起
來
研
發
【
山
城
教
案
】
。
 

由
小
志
和
柏
鈞
擔
任
總
召
集
人
的
【
山
城
教
案
】
同
時
包
括
了
四
個
部
分
：(
1
)

食
育
農
學
： 

全
球
以
及
台«

觀
點
的
農
學
教
育(

佳
軒)

；(
2
)
吃
喝
三
城••
飲
食
文
化
及
安
坑
美
食(

大
衛 

與
阿
嘎
塔)

；(
3
 )

笑
傲
三
城••
安
坑
歷
史
地
理
與
社
區(

若
慈
與
蕭
定)

，
以

及(
4
 )

遊
走
三 

城

：
社
區
贲
踐 '

田
野
調
查
與
戶
外
參
訪-

當
然
包
括
三
城
耕
極(

美
孝)

。
三
城
幫
希
望
透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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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
級
一
班
的
補f

老
師
對
於
【
山
城
教
案
】
的
實
驗
教
學
，
逐
步
修
正
教
案
與
教
學
法
這
樣- 

雙
城
國
小
的
小
朋
友
，
保
證
不
會
輸
在
起
跑
點
！

■ 

安
坑
的
未
來.•

輕
軌
農
學
，
耕
遊
安
坑
？

從
二O

'
1

年
冬
到
二O

1

二
年
春.

珍
惜
老
聚
落
與
鄉
村
農
學
文
化
的
二
城
辩
眾
，
在
思 

考
興
規
劃
安
坑
地
區
的
未
來
時
，
經
歷
的
最
大
衝
擊
與
內
部
討
論
的
情
況
發
生
在
二0
1

二
年
四 

月
-

新
北
市
政
府
的
安
坑
輕
軌
捷
運
線
開
闢
評
估
。
政
策
面
主
推
三
環
三
線
的
新
北
市
政
府-

自 

朱
立
倫
市
長
二O
 

一
 O
年
底
上
任
後
積
極
籌
建
捷
運
系
統
。
安
坑
輕
軌
也
是
其
中
一
條
，
它
將
通 

過
老
聚
落
的
附
近
。
為
了
開
發
輕
軌
的
機
場
，
有
一
J'f
林
相
豐
富
的
低
海
拔
次
生
林
將
會
被
剷 

除
-

作
為
機
場
基
地
。
然

而

，
更
關
鍵
的
議
題
是
，
輕
軌
的
開
通
，
對
於
早
已
過
度
開
發
的
安
坑 

山
坡
地
，
安
靜
的
一
_.
城

，
及
附
加
的
老
聚
落-

到
底
會
帶
來
什
麼
樣
的
衝
擊
呢
？

對
於
輕
軌
的
進
入
，
來
自
各
地
的
三
城
幫
眾
們
從
自
己
的
生
活
經
驗
、
規
劃
設
計
的
專
業- 

以
及
對
環
境
的
態
度
，
開
始
對
老
聚
落
的
末
來
論
戰
起
來
。
其
中
環
境
保
育
運
動
出
身
的
柏
鈞
極 

度

擔
憂
，
輕
軌
的
開
發
是
將
城
市
與
鄉
村
的
拉
鋸
戰
更
直
接
的
帶
到
三
城
門
前
。
「
我
們
應
該
採 

取
高
度
懷
疑
以
及
監
督
的
態
度
，
審
視
開
發
案
的
内
容
」
，
他
激
動
的
衝
著
我
說
。
幫
眾
有
人
點 

頭
稱
是
。
「
那

麼

，
我
們
不
是
環
保
團
體•

我
們
的
社
區
與
空
間
規
劃
專
業
到
底
能
在
這
個
重
大 

政
策
中
，
為
老
聚
落
做
什
麼
？
」
我
揚
聲
問
到
。
有
人
低
頭
思
考
。
規
劃
建
築
專
業
的
阿
濟
與
人 

文
經
濟
史
為
基
底
的
蕭
定
則
傾
向
在
這
個
過
程
中
，
應
該
先
與
輕
軌
規
劃
團
隊
合
作-

將
三
城
幫 

對
於
農
學
都
會
以
及
農
生
文
化
的
理
想
帶
入
規
劃
案
中
，
成
為
規
劃
目
標
與
行
動
方
案.

如
此
才 

能
更
落
實
三
城
幫
和
老
聚
落
居
民
以
及
雙
城
師
生
不
斷
激
盪
出
的
安
坑
山
城"U
學
願
景
。
幫
眾
們 

圍
著
城
鄉
所
公
館
，
樓
的
大
桌
子
，
激
烈
的
辯
論
著
不
同
的
情
況
。
這

是

：
間
開
放
的
教
室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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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進
出
公
館
的
老
師
同
舉
或
訪
客
，
都e

經
過
：id
個
教
室
。
不
小
心
在
此
時
出
現
在
教
室
阀
邊
的 

路
人
們•

莫
名
的
看
著
、
聽
著
炮
火
四
射
的
言
語
激
戰
。
沒
冇
誰
是
誰
非
，
也
沒
人
知
道
安
坑
山 

城
的
未
來
到
底
如
何
。

走
筆
至
此•

已
是
二O

 
一•

年
的
立
冬
時
分
。
春
去
冬
來
的H

子

裡•

三
城
幫
的
阿
濟
成
為 

安
坑
農
學
輕
軌
的
主
力
。
緣
起
於
新
北
市
安
坑
輕
軌
評
估
案
的
規
劃
團
隊-

認
同
：
一
城
幫
的
農
學 

三
城
實
驗
，
決
定
將
安
坑
輕
軌
定
調
為
農
學
輕
軌
，
希
望
這
條
輕
軌
除
了■

般
的
運
距
與
載
客
，
 

能
夠
開
發
出
耕
遊
安
坑
的
半
農
半X

乘

客

。
目

前

，
新

北

t-ii
的
交
通
、
都

發

、
農
業
等
三
局
長
均 

認
同
都
會
農
學
的
方
向
。
輕
軌
團
隊
更
提
出
「
都
會
農
學
在
安
坑
」
的
願
景
，
希
望
符
合
兩
個
主 

要
精
神
：(
1
)

具
體
陳
述
都
會
農
學
發
生
在
安
坑•

可
讓
人
想
到
安
坑
就
想
到
農
學(

如
竹
子 

湖
的
海
节
、
侯«

的

貓

村

、
萬
里
的
海
蟹)

；(
2
 )
強
調
都
會
農
學
之
點
綴
城
市
生
活
、
教
育
推 

廣
等
特
性.

而
不
致
與
其
他
傳
統
農
業
生
產
或
傳
統
觀
光
農
業
混
淆
。

春
上
秋
來-

叫
時
輪
轉
。
農
學
部
饩
、
社
區
農
嘐
與
耕
讀
教#

在
三
城
馆
的
小
實
驗
屮
逐
漸 

朗
芽
在
居
民
、
學
卞
以
及
政
策
制
定
者
的
屮
活
與
-V/
業
賞
踐
屮
。
對
離
閒
農
耕
阽
久
的
城

III
人
來 

說
•

「
问
農
」
需
嬰
從
门
常
屯
活
的
護
育
投
入
開
始
，
—
能
逐
步
的
屯
新
理
解
與
關
心
健
废
的
環 

境
與
健
康
的
飲
食
，
以
及
更
進
一
步
了
解
農
夫
們
「
汗
滴
禾5

土

」
的
辛
勞
。
一.
城.W

驗

足
■

個 

年
輕
人
透
過
農̂

與

社

區

、
嘐
校
及
政
府
/7.
動
經
過
一
年
加
半
載
的
一
小
步
。
這
樣
的
贲
驗4

以 

發
牛
在
任
何
一
個
讀
街
的
身
邊
與
屯
命
屮-

只
要
您
願
意
開
始
呵
護̂

株

幼

苗/

從
發
芽
到
採 

收
.

化
命
絕
對
給
您
無̂

的W

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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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戰
守
則

O

在
新
造
的
空
間
裡
，
繼
續
既
存
的
、
亂
中
有
序
的
街
道
使
用
方
式" 

O

借
用
官
方
語
言-

展
開
新
敘
事•

以
合
理
化
存
在
於
法
律
規
範
灰

色
地
帶
的
攤
販
。

許
靜
文 

文

計
畫
與
變
化

新
堀
江
的
三
個
故
事

PLANNED SPACE AND 
UNPLANNED BUSINESS

THREE STORIES FROM 
NEW KUJIANG, KAOHSIUNG



CHAPTER 5 PLANNED SPACE AND UNPLANNED BUSINESS

歷
經
近
：•
十

年

，
臨
近
卨
雄

lii
中
心

rL
福
路
與
中
山
路
交
叉II
的
新
fti
江

，
從 '

問
放
映
叫
片
的 

電
影
院
、■

家
舞
廳
興
幾
家
電
動
玩a

店

、
，
倘
攤
販
群
聚
的
街
角'
•

庵
集
合
精
品
小
店
的
購 

物
商
場•

演
變
為
跨
越
數
個
街
區
的
購
物
區
。
從
_

九
八O

年
代
的
精
品
商
場
、
一
九
九o

年
代 

小
店
興
攤
販
林
立
的
尚
圈
、
直
到
：o
o

年
代
的
「
示
範
商
店
街
」
，
新
堀
江
幾
經
變
化•

既
是 

.Vv

yj
推
銷
的
段
點
興
商
圈
再
造
政
策
的
痄
物
，
也|l
Ali
倘
混

亂

、
多

變

、
而
難
以
捉
摸
的
所
在
。

人
類
攀
家S

e
t
h
a

 L
o
w

(

1
9
9
6
)

指

出
•

空
間
的
構
成
可
以
分
成
社
會
生
產(

s
o
c
i
a
l  p

r
o
-

 

d
u
c
t
i
o
n

)

以
及
社
會
建
構(

s
o
c
i
a
l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兩
個
面
向
。_

方

面•

歴

史

、
政

治

、
經 

濟
等
結
構
曲
向
的
多
重
力
幘
，
共
同
少
産
出
空
間
的
有
形
物
質
環
境•

另
一
方
面
，
資
際
的
經
驗
、
 

使

川

、
ff
動
則
让
構f

空
間
的
意
箱"

新
堀
江
官
方
蓝
岡
视
幣
辨
沾
晰
的
徒
步
區
，
在
商
人
競
逐 

商
業
利
益
、
不
惜
從
「
旁
門
左
道
」
追
求
商
品
與
資
金
迅
速
流
動
的
使
用
過
程
中
，
呈
現
出
看
似 

雜
亂
卻
又
有
其
邏
輯
的
街
景
。
本
文
欲
透
過
幾
個
講
述
新
堀
江
的
「
故
事
」
，
來
檢
視
新
堀
江
商 

圈

「
亂
屮
叙
序
」
的
空
間
裨
，
潛
規
則
與
明
法
如
何
交
會
，
屑
層
攪
寫
的
想
像
與
空
間
使
用
方
式

-  

乂
如
何
賦P

新
堀
江
時
而
粛
竹
時
而̂

盾
的
多
重
意
義
。

|  

從
商
場
到
商
圈
：I

個
市
場
競
爭
與
發
展
的
故
事

熱

鬧

、
年

輕
、
與

阈

外

「
零
時
差
」
的
流
行
，
是
新
崛
江
垴
為
人
所
知
的
形
象
，
也
是
最
主 

要

的

「
賣
點
」
。
然

而

，
實
際
走
一
趟
新
堀
江•

人
潮
擁
擠
的
街
道
、
「
大
庙
包
小
店
、
小
店
包
攤 

販

」
的
景

象

、
機
車
橫
行
的
徒
步
區
、
商
店
中
和
攤
位
上
販
賣
的
衣
服
飾
品
，
似
乎
都
和
台
灣
其

丨
本
义

X5
作
受
到W

科e
(
 N

S
C
1
0
0
-
2
4
5
-
H
-
S
7
-
2
9  )

與
沾
準
人
嗲(
101226042)
资
助.

待
此
戚
謝
。
為
保
趨
受 

訪
行•

文
中
名
字枵

，
；3

假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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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都
市
裡
的
購
物
商
圈
沒
釘
很
大
的
差
別
。
讓
它
特
別
被
標•
小
出
來
的•

足
硬
建
設
與
軟
宣
傅
共 

同

創

造

、
再
互
相
強
化
而
成
的M

種
能
被
辨
別
的
「
形
象
」
。
這

樣

，
個
空
間
與
形
象
製
造
的
過 

柷
-

是
一
補
篩
選
與
削
造
的
權
力
運
作-

透
過
實
質
與
論
述k

的

排

除(
e
x
c
l
u
s
i
o
n
)

與
納
人 

(

i
n
c
l
u
s
i
o
n
)
，

決
定
什
麼
樣
的
空
間
、
誰
的
歷
史
、
哪
種
詮
釋
可
以
被
認
可
和
突
顯
，
什
麼
人 

乂
得
以
占
有
和
使
用
空
間(

Z
u
k
i
n
,

 1
9
9
5

)

。

新
堀
江
商
圈
官
方
網
頁
將
商
阍
的
誕
生
追
溯
到
新
堀
江
舶
來
品
精
品
商
場
的
建
立.

其
重
生 

則
歸
因
於
一
九
九O

年
代
阈
家
主
導
的
空
間
再
造
計
畫
。"
■

一
九
八O

年
代
末
期.

看
準
五
福
中 

山
路
门
的
大
統
百
货
所
帶
來
的
商
機•

與
五
福
路
相
隔'

個
街
區
、
位
於
文
橫
路
一
六
七
巷
內
的 

幾
棟
建
築
物•

被
從
原
本
計
甫
肫
築
的
公.
械
改
建
岛
一
個
購
物
向
場
。-
^

樓
建
築
分
割
成
：：<

有 

闹
三
坪
大
小
的
迷
你
店
面
，
由
於
租
金
比
大
馬
路L

的
店
面
便
宜
，
加
上
坪
數
少
，
這
些
店
面 

相
對
而
言
易
於
負
擔
，
也
吸
引
許
多
意
圖
創
業
的
年
輕
人
。
商
場
的
名
字
「
新
堀
江
」
取
自
於
高 

雄
山
鹽
埕
區
另
外_

個
著
名
商
場
「
堀
江
」
，=!

的
是
強
調
「
跑
單
幫
」
與

「
水
货
」
的
舶
來
品
印 

象

。
鹽

i'4
區
的
堀
江M

早
為U

本
人
所
建
，
冷
戰
時
期•

隨
著
美
軍
基
地
的
建
立
、
水
貨
買
賣- 

而
成
為
高
雄
市
舶
來
品
中
心
，
直
到
一
九
七O

年
代
才
因
政
府
開
放
海
外
旅
遊
以
及
台
美
斷
交
而 

沒

落

。■

九
七
五
年
，
當
時
台

JR
敁
大
的•
白
货
公

H-J
「
大
統
」
的
建
立
，
也
使
得
卨
雄

lli
的
商
業 

屮
心
往
五
福
路
、
中
山
路U

移

動

，
大
型
百H

成
為
新W

購
物
娛
樂
的
場
所
。
透
過
地
點
選
擇
和 

名
字
的
扪
連•

新
堀
江
很
快
建
立
知
名
度
興
清
楚
的
特
色
，
再
藉
由
篩
選
商
場
内
部
商
家
以
及
建 

築
規
剷
，
加
強
广
其
阈
際
化
、
流

行

、
新
穎
的
形
象
。

新
ttll
江
商
場
裡
的
「
商
店
」
被
分
隔
成
獨
立
單
位-

以
落
地
玻
璃
門
窗
而
對
內
部
狹
窄
的
ZU 

道
-

商
場
採
取
集
中
管
理
，
商
家
可
以
自
行
佈
置
內
部•

但
絕
不
能
改
變
統
一
的
商
店
格
局
、
墨 

綠
色
門
框
、
燈

光

、
地
板
等
硬
體
設
施
。
在
玻
璃
門
窗
包
圍.
卜
.

一
間
問
小
店
彷
若
展
示
櫥
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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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樣
的
設
計
，
課
新
則
江
商
埸
宛
如
，
倘
山
街
道
與
櫥
窗
構
成
的
縮
小
版
室
內
城

lli,

與

外

Ifli
的 

街
道
清
楚
區
隔
開
來
。
整
齊
劃'

的
視
覺
經
驗
，
更
帶
來
蛇
淨
、
井
然
有
序
的
現
代
印
象=

有
意 

設
店
的
業
者
提
出
申
請
後
：
曲
場
依
其
商
品
性
質
決
定
足
否
適
合
新
堀
江
。HP
期
的
新
堀
江
只
販 

n

舶
來
品•

小
巧
的
商
店
?{!
擺
滿
來U

美

阈

、H

地
的
商
品
，
店
門L

也
不
時
阽
起
「
出W
 

帶
货

」
的

告
示
。
店
家
親
身
跑
單
幫
從
國
外
帶
冋
的
商
品
價
位
並
不
便
宜•

「
只
此
一
家
、
別
無 

分
號
」
的
少
量
供
應
，
史
將
惯
錢
拉
高
。
在

同
•

個
建
築
物
裡
就
能
找
到
歐
美
重
金
屬
搖
滾
樂
相 

關
库
品
、=

本
流
行
服
製
、
來
南
亞
銀
飾
等
獨■

無
：
的
舶
來
品•

使
得
新
刖
江
本
泉
也
成
為
高 

雄

「
只
此
丁
冢
、
別
無
分
號
」
的
購
物
選
擇
。

藉
助
於
百
貨
公
司
的
集
客
號
召
力•

在
向
場
帶
動
之
下•

原
本
以
住
宅
為

4-:
的
幾
個
街
區
迅 

速
發
肢•

成
為
熱
門
購
物
地
點•

除r

原
有
的
新
堀
江
商
埸•

其
他
採
収
類
似
建
築
規
剷
與
管
理 

的
商
場
如
楓
林
、
八
重
洲
等
也
隨
著
成
立
。§

不
到
十
年
，
這
個
原
本
被
新
堀
江
商
場
定
位
為
高 

價
位
精
品
中
心
的
商
圈.

已
經
成
為
青
少
年
流
行
商
品
的
集
中
地-

充
滿
速
食
店
和
便
宜
的
服
裝 

店

，
攤
販
林
立•

低
價
仿
冒
品
更
是
常
見
。•

九
九
五
年-

大
統
西
货
公
司
燒
毀
，
也
燒
掉
新
堀 

江
的
商
機
。(

圖

5.1)
三

多

、
中
山
路
口
一
帶
其
他
百
貨
公
司
的
興
起•

更
拉
走
部
分
客
源
。
為
了 

求
取
生
存
，
在
新
堀
江
商
場
主
導*
卜

，
當
地
商
場
經
營
者
與
部
分
店
家
組
成
發
展
委
員
會
，
透
過 

政

府

,n-
..R
進
行
造
街
活
動•

將
新
堀
江
納
人
統■

的
規
剷
，
改
頭
換
间®

新
出
發
。(

圆

5.2)

一
九
九O

年
代
中
後
期
，
台
餺
官
方
開
始
一
連
串
的
造
鎮
、
造
街
計
畫
，
一
是
透
過
文
化
建

2
 

http://www.skuch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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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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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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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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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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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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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n
t
^
v
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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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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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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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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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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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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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
o
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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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2
0
1
2
.

3
 
K

中
■

倘
商
場
的
經
邢
人U

受
訪
時
表
示•

他
們
除̂

仿
效
新
堀
江
之
外•

布
規
剷
過
程
中
也
參
訪
並
収
法
ff
港

、=

 

本
等
地
商
場
的
空
問
設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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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I囲5.1
火災後的人統!y貨公司• 

（許瀞文播）

下I圖5.2
新堀江購物商場內部• 

（許瀞文攝）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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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PLANNED SPACE AND UNPLANNED BUSINESS

構
來
達
成
政
治H

地
的
社
區
營
造•

另

一

刖
迠
透
過
建
造
「
現
代
化
」
與

「
阈
際
化
」
環
境
來
達 

成
經
濟
II
地
的
商
店
街
與
形
象
商
圈
。

此
、計

rH
既
足
重
塑
文
化
與
政
治
認
同
的
阈
家
建
構
過
稈 

(
Lu,

 2
0
0
2

) •

也
是
而
對
資
本
流
動•
卜
全
球
空
間
隶
組
的
回
應(

H
a
r
v
e
y
,

 1990

)

。
街
道
再
造
除 

r

將
公
共
空
間
定
位
為
消
費
空
間
外(zukin,

 1
9
9
5
)

，
也
將
地
方
變
成
商
品
，
在
出
場
卜
競
求 

買
主
與
投
資
者(

H
a
r
v
e
y
,

 1
9
8
9
)

。
藉
由
乾
淨
、
整
齊
的
硬
體
空
間
，
搭

fid
意
象
鮮
明
的
地
方 

形

象

，
厶II
濟
的
造
街
計
畫
以
發
展
、
國

際

、
未
來
為
名
，
企
圖
提
高
地
方
與
國
家
競
爭
力
，
以
吸 

引
更
多
投
資
和
消
費
。
官

方

「
現
代
化
」
與

「
阈
際
化
」
的
指
標
，
往
往
建
立
在
硬
體
設
備
、
法 

令
規
範
等
易
於
計
算
與
複
製
的
標
準
之
上
。
台
灣
各
地
形
象
商
圈
內
部
統
一
形
制
的
招
牌
，
以
及 

隨
處
可
見
的
入
口
意
象
脾
樓
，
都
足
此
時
期
的
產
物
。
徒
步
區
的
設
置•

則
是
仿
效
歐
美H

等

「
先 

進

阈

家

」
，
從
他
們
的
市
區
吏
新
再
造
經
驗
屮
擷
收
靈
威
，
摒

除

'11
輛

和

「
雜
亂
」
街

景
•

製
造 

沒
有
雜
訊
的
購
物
環
境
。

新
堀
江
商
圈
與
高
雄
市
政
府
合
作
，
在
'

九
九
八
年
取
得
補
助
，
建
立
示
範
商
店
街
，
計
畫 

範
圍
包
括
文
化
路
、
文
橫••

路
一
六
七
巷
、
以
及
五
福
路
和
新
田
路
之
間
的
仁
智
街
。
提
送
給
官 

方
的
設
計
裡
以
美
、
日

、
歐
洲
都
市
街
景
怒
藍
本•

強
調
排
除
雜
亂
因
素
，
以
達
成
整
齊
精
緻
的 

街

景

、
改
善
消
费
環
境
。
街
道
進
行
植
樹
綠
化
、
規
劃P

外
表
演
空
間•

路
而
也
改
以
特
殊
鋪
面 

和
四
周
圍
的
馬
路
區
隔
，
並
且
設S

為
徒
步
區
。
整
齊

劃■

的
小
招
牌
取
代
既
有
的
混
亂
招
牌
，
 

從
店
家
延
仲
至
道
路
兩
側
的
遮
陽
棚
改
為
統'

形

式
•

特
殊
造
型
的
路
燈
與
垃
圾
筒
增
加
整
體 

感

。
延
綃
新
堀
江
商
場
原
有
定
位•

並
融
合
政
府
計
畫
強
調
的
現
代
化
與
國
際
化.

讓

向

「
先
進 

阈
家
」
看
齊
的
空
間
以
及
跑
單
辩
「
傳
統
」
形
成
的
國
際
化
與
冒
險
精
神-

成
為
新
堀
江
突
顯
於 

其
他
商
圈
之
外
的
形
象.

也
是
示
範
商
店
街
建
立
後
新
堀
江
一
貫
強
調
的
特
點
。

在
這
個
誕
生
、
變

局

、®

生
的
故
事
裡
，
新
堀
江
不
斷
追
逐
經
濟
成
長
，
在
瞬
息
萬
變
的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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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之
中
迅
速
調
整
適
應
。
熟
悉
輔
導
商
業
發
展
的
政
策
、
具
有
撰
寫
計
畫
書
能
力
的
組
織
與
業 

者
-

在
新
堀
江
成
為
徒
步
區
以
及
形
象
的
建
立
過
程
中
，
掌
握
了
優
勢
。
為

了
爭
取
官
方
認 

他
們
撰
寫
符
合
宫
方
眼
光
的
計
畫
、
塑
造
迎
合
台
湾
經
濟
發
展
經
驗
的
新
堀
江
歷
史
。
梢
極
主
動 

的
商
業
精
神
、
精
準
的
生
意
眼
光
、
因
應
時
局
變
化
的
彈
性
、
以
及
國
際
化
，
成
了
推
動
新
堀
江 

的
力
最
。
這
樣
的
故
事•

呼
應/

台
濟
近
三
十
年
來
的
發
展
故
事
，
強
調
競
爭
、
彈

性

、
以
及
阈 

際
接
軌
。
提
著
一
只
皮
箱
的
商
人
帶
頭
衝
撞
，
而
政
府
的
工
作
則
是
隠
身
其
後
、
創
造
適
合
企
業 

發
展
的
環
境
。
私
人
企
業
與
政
府
部
門
相
輔
相
成
，
或

者

，
更
精
確
的
說
，
私
部
門
在
有
適
當
利 

益
可
求
的
狀
況
之
卜-

主
動
引
進
公
部
門
的
力M

。
於
是
，
政
府
握
有
掌
控
資
源
與
法
規
的
權
力- 

卻
也
能
為
私
人
所
用•

以
追
求
商
業
利
益
。
同

時.

能
掌
握
官
方
資
源
以
因
應
市
場
變
化
者-

也 

成
為
新
糾
江
最
主
嬰
的
發
言
人
。

■ 

潛
規
則
或
明
法
：
空
間
爭
奪
戰

中
午
剛
過
，
郭
先
生
蹲
迕
文
化
路
—:

棟
公
捣
缒
築
的
門
口
牿
理
商
品.

‘
邊
為
下
亇
的
擺 

攤
丄
作
準
備•

一
邊
大
聲
抱
怨
。
在
新
堀
江
住
了
超
過'•

十

年

，
也
在
白
家
公
寓
門
外
擺
了
十
多 

年
的
攤
位-

郛
先
中
自
認
是
敁
有
資
格
對
這
個
地
方
發
炎
識
論
的
在
地
人
。
他
的
抱
怨
對
象
從 

「
建
設
不
完
」
、
隔
壁
的
攤
阪
擴
充
地
盤
、
一
直
到
政
府
工
程
貪
污•

迅
速
不
斷
轉
移
。
總
結
而
言- 

新
堀
江
充
滿
各
式
各
樣
的
建
設(

就
在
我
們
談
話
時
，
幾
公
尺
外
的
仁
智
路
路
面
被
刨
開
來-

正 

/{•:
鋪
設
新
的
地
磚)

、
許
多
新
的
攤
販
和
商
店
不
停
的
進
來•

沒
完
沒f

的

計

,11
和
變
化
，
「
是
要 

叫
我
們
怎
麼
生
活
」
。
在
郭
先
生
的
理
解
裡
，
新
堀
江
的
地
主
多
半
不
住
在
當
地
，
因

此.

對
於 

建
設
擾K

毫
不
在
意.

只
耍
旮
商
機
，
不
管
任
何
單
位
提
出
來
的
計
桌
，
都
願
意
接
受
或
至
少
不 

钤
反

對

。•
曲
對
新
堀
江
幾
乎
時
時W

建
設

的

「
騒
擾
」
，
郭
先
屮
赀
得
政
府
應
該
爷
出
魄
力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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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
乂n

疑
政
府
管
人
多
、
让
設
人
多•

對

他

IhJH
,

政

府

各

式

計

4?
的
推
動
行
都

hi
遙

ia
的
灼 

色

，
但
馬
路
被
挖
開
、
停
市
被
開
罰
単
等
等
，
則
是
切
身
的
經
歷
。
無
從
观
解
哪
倘
単
位
在
進
行 

什
麼
計
畫
、
哪
條
法
規
什
麼
時
候
又
做
了
什
麼
改
變
，
郭
光
生
只
能
由
過
去
的
生
活
經
驗
以
及
街 

坊
鄰K

的«

語
來
解
釋
记
^.
建

設

。
無
論
對
於

4-.
事
的
發
展
委W

會
或
是
政
府
，
他
都
抱
茗
小
信 

fr:
的
態

度

，
認

定
•

定
有
誰
在
其
中
獲
利
、
透
過
建
設
來
屮
皰
私
拋
。W

此

，
「
政
府
」
不
只
不 

能
為
他
的
私
人
利
益
所
用
，
甚
至
是
個
讓
他
無
從
捉
摸
卻
又
無
力
抗
衡
的
麻
煩
。

二OOO
年
開
始
在
飾
品
店H

作
的
小
綠
不
認
識
「
形
象
商
圈
」
或

「
示
範
商
店
街
」
之
類 

的
計
忐
，
新
恥
江
街
道
的
地
磚
鋪

[fij
是
她
唯•

認
知
到
的
特
別
建
設"

她
認
為
，
新
堀
江
能
不
能 

吸

-JI
人
靠
的
足
商
品.

商
圈
花
觀
光.K
傳
品W

被
標'
小
出
來e

影
贊
外
來
遊
容•

似
計n

MC
與
肓
傳 

不
會
改
變
卨
雄
在
地
人
對
新
堀
江
已
有
的
認
識
。
對
飾
品
仿
占
川
門
外
馬
路
、
擺
放
商
品
被
視
為 

違
法
行
為
，
小
綠
不
以
為
然
，
認
為
所
有
人
都
這
麼
做
，
是
法
律
違
反
社
會
。
如
果
警
察
來
取
締
，
 

他
們
會
把
展
示
桌
搬
回
店
裡-

暫
時
避
避-

等
警
察
離
開
又
搬
出
來
。
另
一
條
街k

的
手
機
店
則 

是
當
起
：
房

柬

，
把
門U

空
間
杞
給
服
裝
攤
位
。
警
察
取
締
時•

店H

佩
佩
會M

攤
版
把
朿
两
收 

進
店
裡
。
攤
販
的
存
在
能
活
絡
街
道
、
吸
引
人
潮
，
因

此

，
商
店
給
予
方
便
讓
他
們
躲
曾
察
也
是 

「
互
相
幫
忙
」
。
在
小
綠
和
佩
佩
眼
裡
，
所

謂

「
政
府
」
就
等
於
警
察
，
只
有
在
警
察
執
法
時
，
她 

們
才
感
受
到
「
公
權
力
」
的
存
在
，
lfli
新
堀
江
的
種
種
建
設
只
是
「
上
面
的
人
」
或

「
不
知
道
誰
」 

所

為

，
與
她
們
無
關
。

對
於
從
新
堀
江
商
場
建
立
時
就
在I

六
七
巷
開
店
的
山
小
姐
而
言.

讓
新
堀
江
脫
胎
換
骨
的 

功
臣
不
是
任
何
特
定
業
者
或
發
展
計
畫
，
而
是
建
立
入
口
意
象
牌
樓
的
前
市
畏
謝
畏
廷
。
有
了
牌 

樓
-

新
堀
江
感
覺
比
較
「
像

‘
倘
商
圈
」
，
何
造
街
計
畫
所
強
調
的
整
齊 '

國

際

化

、
現

代
.

她 

完
全
沒
有
感
覺•

也
不
認
為
和
她
的
小
店
有
什
麼
關
聯
。
從
敁
罘
去
日
本
跑
單
辩
到
後
來
從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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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貨

，
田
小
姐
關
心
的•

只
有
什
麼
地
方
能
夠
拿
到
符
合
成
本
而
又
流
行
的
衣
服
。
如
同
其
他
承 

租
店
面
的
商
家
，
她
對
各
種
建
設
與
計
畫
消
極
以
對
，
既
个
冒
著
冒
犯
任
何
人
的
險
去
反
對-

也 

不
主
動
配
合
。
為
了
和
鄰
近
商
家
及
攤
販
競
爭
，
她
可
以
完
全
無
視
法
規
或
商
店
街
的
規
劃.

別 

人
做
什
麼
，
她
就
做
什
麼
。
然
而
，
如
果
有
人
想
要
對
建
設
規
劃
提
出
意
見
，
她
也
不
打
算
參
與
。
 

只
要
能
開
門
做
生
意•

田
小
姐
不
想
「
管
那
麼
多
」
。

在
追
求
現
代
化
與
國
際
化
的
官
方
和
設
計
者
眼
中
，
攤

販

、
各
行
其
是
的
小
店
、
電
動
玩
具 

店
等
等
，
都
足
髒
、
亂

、
落
後
等
有
害
於
現
代
化
的
因
素
。
尤
其
是
攤
販
，
在
台
濟
政
府
論
述
裡

•  

更
被
視
為
破
壞
都
市
生
活
環
境
與
秩
序
的
社
會
問
題(

戴
伯
芬
，1

9
9
4
;

余
舜
德
，1

9
9
9
Y

雖 

然
商
場
與
發
展
委
員
钤
在
造
街
設
計
的
過
程
裡
，
必
須
取
得
攤
販
和
店
家
的
合
作
，
這
些
元
素
往

上I囫5.3
延伸至路面的店面。（許瀞文攝）

下I圖5.4
徒步區內人車同行，（許瀞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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忭
不
被

tf
y;
承

認-

w

lfljif
卜
新
ttli
江
的
變
數"

徒
步
區
的
規
剡
與
執

zfi
不

>';
能
無
祝
街m
k

的 

攤

販•

但
•

官
方
既
不
願
意
發
放
執
照
、
讓

攤

販

就

地

法
.

也
不
曾
梢
極
取
締
讓
攤
販
完
全
絕 

跡

。
發
展
委
ft
會
曾
與
攤
阪
多
方
協
調
，
希
望
能
集
中
營
業
地
點
、
限
制
人
數
、
統
一
使
用
相
同 

型
制
的
攤
車
以
達
到
整
齊
的
目
地
，4

卻
因
為
無
法
做
到
「
人
人
有
獎
」
的
平
均
分
配
、
官
方
把 

絕
撥
經
費
「
鼓
勵
」
不
合
法
的
攤
阪
、
以
及
沒
有
法
律
上
的
強
制
力
，
最
終
不
了
了
之
。
於

是

，
 

實
質
存
在
的
攤
販.
1
F

牽
涉
到
經
費
時•

就
也
官
方
眼
裡
消
失
無
蹤
。
另
一
方
面
，
徒
步
區
的 

設
置
雖
然
得
到
中
央
認
可
補
助
，
沒
有
地
方
政
府
與
相
關
法
規
配
合
，
卻
也
難
以
強
制
推
行-

以 

致
於
消
費
者
和
商
家
經
常
無
祝
徒
步
區
的
告
示-

把
機
电
莊
至
送
貨
車
駛
進
狹
窄
的
巷
道
裡
。
在 

「
卷
得
見
」
與

「
不
可
見
」
之

問

，
這
呰
長
久
存
往
的
「
亂

」
源
找
到
一
個
易
變
無
常
的
空
間
繼
綃 

生

存

。"
(

圖
5.3
、
5.4)

徒
步
區
的
設
置
摒
除
了
車
輛
「
下
擾
」•

反
而
使
得
新
堀
江
的
街
道
更
適
合
擺
攤
。
在
新
堀 

江
名
氣
越
來
越
響
之
時
，
也
吸
引
更
多
追
逐
商
機
的
攤
販
，
讓•
史
多
房
束
將
建
物
一
樓
開
放
為
店 

面

、
出
租
公
寓
公
共
空
間
供
人
擺
放
貨
物
、
或
是
把
地
面
樓
層
改
建
為
機
車
停
車
場
。
「
大
店
包 

小

店

、
小
店
包
攤
販
」
，
這
個
台
灣
商
店
街
約
定
俗
成
的
空
問
使
用
慣
例
，
在
新
堀
江
持
續
進
行 

著

。
商

店

、
街
道
被
各
式
使
用
者
占
據
挪
用
，
分
隔
成
破
碎
不
連
貫
的
空
間
。
臨
街
的
商
店
過
去 

只
能
出
粗
騎
樓
空
間
給
攤
販
，
而
今
連
門
外
的
街
道
路
面
也
能
出
租
，
因

此

，
在
仁
智
街
和
文
化

4

莊
雅
仲
在
台
北
IfT
永
谈
街
的
研
究
裡•

也
提
到
類
似
的
設
計•

用
以
??
理
並
且
戈
化
攤
販(Chuang,2s5)

。

5

空
間
現
代
化
的I

大
原
則• S

把
原
本
看
不
見
、
也
因
此•
个
可
知
的
因
素
攤
在
管
理
為
的
眼
中
，
轉
變
為
均
質
而
看 

得
見
的
設
計-

便
於
以®
£

(?fi
的
人
力
來
進
行
管
现(

s
c
o
n
,  1

9
9
9
:

蘇W

斌

•  2
0
1
0
)

。
迫
求
能a

度
•

卻
往
往
使
}!-} 

说
剷
psl
'H
'H
a!
離
越
遠-
^
f

解
決
la
fe
均
一
lllj
產
屮
的
問
題-

hi
而
造
成
iti
多n
'

个a

的
梭

Iflj'
卜
運
作
興
反
作
用 

(S
C
O
F
1
9
9
9

)

。

101 計畫與變化



CITY REMAKING

路

上

，
形
成
了
街
道
兩
邊
各
有
一
排
攤
販
、
騎
樓
下
又
有
另
一
排
攤
販
的
「
層
層
疊
疊
」
景

觀

。
 

6

即
使
是
狹
窄
的■

六
七
巷
兩
旁
也
被
攤
位

.*3
據

，
只
留̂
-

足
夠
兩
、
三
人
並
行
的
路
徑
供
行
人 

走

動

。
為
了
和
攤
販
競
爭
，
店
家
往
往
把
門
口
乍
間
拿
來
用
做
商
品
展
示
，
位
在
商
場
一 •
樓
以
卜' 

的
商
店•

有
時
也
會
派
店
員
把
商
品
帶
到
「
樓'
卜
」
街
道
上
販
賣
，
誰
是
攤
販
、
誰
是
正
統
商
家 

更
加
難
以
區
分
。
由
於
徒
步
區
範
阐
内
無
法
停
巿
，
附
近
住
宅
區
成
了
停
琅
的
選
擇
，W

致
佔
家 

出
入
口
經
常
被
阻
擋
。
原
意
在
消
彌
或
減
少
「
亂
象
」
的
發
展
計
畫
，
歷
經
不
到
五
年•

就
已
經 

Ifii
臨
史
加
擁
擠
紛
亂
的M

象

，
人
車
攤
販
商
店
扣
互
競
乎
，
追
求
著
官
方
空
間
再
造
計
畫
裡
強
調 

的
商
業
利
益
。
就
連
主
導
發
展
計
遵
的
商
場
也
不
諱
言
，
為
了
讓
商
圈
更
有
「
競
爭
力
」
，
很
多 

時
候
等
不
到
政
府
撥
款
或
立
法
，
他
們
也
會
「
先
做r

再
說
」
，
等
待
政
府
「
追
上
來
」
。
了

不
在
計
逝
中
的
活
動
與
移
動
，
擾
亂r

徒
步
區
設
針
裡
的
空
間
秩
序
，
卻
也
為
新
堀
江
帶
來 

規
劃
藍
圖
裡
想
望
的
熱
鬧
風
情。
一
九
九O

年
代
強
調
塑
造
現
代
化
與
整
齊
的
空
間
以
吸
引
投
資 

者
和
消
費
杏
時.

這
些
紛
亂
的
景
象
被
祝
為
必
須
改
進
、
排
除
的
不
良(

或
不
安)

因
紊
。
然
而- 

•
O
O
O

年
代
的
觀
光
發
敁
論
述
视.

有
攤
販
點
綴
的
「
街
仔
路
」
興
夜
市
，
卻
成
為
正
而
的
台 

灣
鄉
七
特
色(

Y
u
,

 2004)

。
於M

,

攤
販
既
是
不
存
在
於
官
方
眼
中
的
非
法
營
生.

卻
又
是
宣 

傅
品
裡
而
被
提
出
來
做
為
新
堀
江
熱
鬧
的
象
徵=

這
樣
的
變
化•

讓
"

此'
攤
販
以
及
占
用
騎
樓
的 

店
家
覺
得
他
們
反
應
政
策
的
「
對
策
」
有

理

，
卻
也
讓
他
們
困
惑
或
是
不
平
，
更
加
無
法
理
解
「
政 

府J

到
底
要
做
什
麼
。

當
法
規
或
設
計
與U

常

的

空

間

使

惯

^J
Kli
離

時

，
雖
然
留•
卜
或
開
啟r

協
商
折
衝
的
縫 

隙

，
這
樣
的
不
確
定
卻
也
nJ
能
賦
予
居
中
填
補
縫
隙
、
連
結
落
差
的
行
動
者
吏
多
的
權
威
，
而
使 

得
權
力
的
運
作•
史
顯
得
難
以
預
測
。W

此

，
郭
先
牛
才
钤
以
各
式
陰
謀
論
來
解
讀
那
個
遙
遠
而
難 

以
看
透
、
被
他
統
稱
為
「
政
府
」
的
權

力

。
另
一
個
攤
阪
連
先
生
，
則
在
與
其
他
夜
市
攤
阪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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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過
程
裡
，
得

出

lij
政
府
想
要
讓
所
仞
攤
販
「
自
願
」
移
去

另_

倘

夜I
fi
的
結
論
，
來
解
釋
官
方 

為
何
不
衔
助
新
堀
江
的
攤
販
收
得
合
法
资
格
、l

t-r
察
収
締
的
動
作
為
何
越
來
越
频
繁
。y

A

 

Ifli-

攤
版
也
試
岡
從W

統

的

.PI-.
會
關
係
裡
<■;
求
保
隙.

川

Ur
以
掌
拥
的
人
悄
在
理
來
收
代
成
屮
介 

難
解
的
阈
家
—
法

律(

政
策
丫
人
汉
關
係
。
锫
山
和
商
圈
主̂

?;-
、
甩

艮

、
瞥

察

、̂

¥.
|1/
議

£4 

等
建C

人

脈.

攤
販
希
望
能
在
這
個
反
逭
無
常
的
灰
色
地
帶
裡
甸
所
依
靠
在
與
公
權
力
執

fj 

者

、
各
褪
建
設
計
畫
、
中
介
人
斡
旋
的
過

Fr!
裡

，
他
們
也
不
時
選
擇
性
使
用
既#

的
詞
彙
與
論
述
，
 

來
合
理
化
他
們
對
新
堀
江
的
主
張•

繼
續
占
領
並
且
擾
亂
意
圖
排
除
他
們
的
空
間
。

|  

歹
命
人
與
創
業
者
：
誰
的
新
堀
江
？

M
i
c
h
e
l

 d
e

 c
e
r
t
e
a
u
(
1
9
8
4
)

指

出•

^•
既.
41
規
副
的
戰
略(

55-
邑6
呀
)

屮

，
使
川̂

1/
1-1:( 

挪
川
現
有
環
境
的
戰
術(tactic)
 •

»!
能
梭
亂
K*
訂
的
空
間
使
川
7;
式
與
使
川

：1
地

=

淸
焚
幣
齊 

的
設
計
藍
阀
：w

際
放
到
街
道k

時
•

受
到
既
存
空
問
使
用
習
惯
的
擾
亂
。
而
•

活
動
於
新
堀
江 

的
行
動
者
也
在
「
官
方
」
敘
亨
戰
略
之
中-

借
用
其
語
彙
開
展f

不
同
版
本
的
敘
事•

用
以
帮
造 

出
能
將
自
己
安
放
於
其
中
的
新
堀
江
願
景
。

從

：
九
八O

年
代
初
期
就
在
文
化
路
上
奧
斯
卡
電
影
院
對
面
擺
攤
的
洪
先
生.

從
來
不
認
為 

阈
際
化
和
流
行
是
新
堀
江
的
特
色
。
即
使
隨
俗
使
用
「
新
堀
江
」
來
稱
呼
這
個
區
域
，
他
堅
持
商

6

常
地
筲•
??<
收
締
攤
阪
11.*/•

也
矜
「
分
科
進
行
」• W

此
•

収
締
路L

的
攤
版
||.¥•

他
們
就
II;
騎
他
邢
搬•

収
締
騎
楷
II.'/, 

攤
販
乂
n;
路
—
搬

。

7

徒
少
區
的
設
計
就
足_

唞
從
無
法4
«

到
就
地
rr
法
的
例f

。

8
 
•

岬
老
攤
版
fll
fri•

謝2
!

廷
常
川̂

2;
紅
保
證
辩
斛
攤
版
乎
取
和
商
場
的<

||
作
.

冈
此
筇
片
搠
販
的
選
票
常
卜
晶
雄
巾 

敁

。
，l:lu

能
影
箬
地
7J
選
蝌•

讓
Li
畔
攤
阪
認U

政
治
人
物
對
他
們
fl
「
人M

債
」•

將
來
必
谣H

fK
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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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的
興
起
早
於
新
堀
江
商
場
的
興
建
，
必
須
追
溯
到
電
影
院
和
附
近
的
攤
販
。
他
們
販W

的
不 

足

「
國
際
化
」
的
舶
來
精
品.

而
是
滷
味
、
紅
茶
等
等
可
以
被
帶
進
電
影
院
裡
的
東
西
。
建
設
首 

$;
的
應
該
是
他
們
這
些
元
老
功
臣•

而
非
冷
氣
房
裡
的
商
場
經
營
者
。
曾
經
是
售
貨
員
的
洪
先
生 

將
自
己
定
位
為
「
歹
命
人
」
，
也

以

「
歹
命
人
」
來
形
容
其
他
的
攤
販•

認
為
他
們
是
社
會
底
層. 

W

為
沒
有
特
殊
技
能
，
也
沒
有
受
過
很
多
教
育
，H

作
機
會
受
限
，
只
能
辛
苦
擺
攤
來
換
取
更
好 

的
收

人

、
養
活
家
人
。
如
同
新
堀
江
的
發
展
故
事•

洪
先
生
的
「
歹
命
人
」
故
事
也
是
一
個
台
濟 

人
熟
悉
的
敘
事
，
攤
販
是
都
市
貧
韵
人
謀
生
的
不
得
以
選
擇
，
也
是
在
就
業
管
道
中
被
排
除
或
限 

制
者
向
上
流
動
之
道(

戴

伯

芬.

1994Y

因

此•

他
們
不
應
該
被
以
非
法
、
亂
源
看
待•

反
而 

M
疋
政
府
與
社
會
應
該
共
同
照
顧
的
弱
勢
群
體
。

洪
先
牛
：的
低
姿
態
在
阿
明
看
起
來M

傅
取
同
情
的
故
作
姿
態
。
.
0
0

七
年
來
到
新
堀
江
擺

5
5.圖

人口意染牌樓與進r沖的r事。（許瀞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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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
的
阿
明
認
為
老
一
輩
攤
販
足
既
得
利
益
者•

透

過
•

套
新
人
難
以
理
解
的
潛
規
則
運
作
，
占
地 

為

王

、
長
期
據
有
街
口
最
好
的
設
攤
位
置
，
「
連
租
金
都
不
用
付
」
。
沒
有
人
脈
之
下
，
阿
明
即
使 

想
進
入
新
堀
江
也
不
得
其
門
而
入
，
最
後
是
透
過
自
己
勤
勞
詢
問
，
終
於
在
文
橫
路
一
四
三
巷
裡 

ffl
到
一
個
位
置
，
再
在
鄰
近
店
家
的
教
導
卜
得
知
合
理
的
租
金
與
管
道
，
慢
慢
從
巷
子
中
間
移
到 

接
近
巷
口
的
好
位
置
。9

在
阿
明
的
想
法
裡
，
攤
販
並
不
是
「
歹
命
人
」
，
而
是
自
發
的
創
業
者
，
 

在
比
較
過
領
薪
水
、
租
店
面
開
店
、
擺
攤
的
利
弊
之
後
，
選
擇
獲
利
最
合
理
的
攤
販
來
做
為
事 

業

。
因
為
辛
苦
奮
鬥
、
不
分
晴
雨
都
出
現
的
打
拼
精
神
，
阿
明
得
到
其
他
老
資
歷
店
家
和
攤
販
的 

認

可

。
一
步j
步
往
上
爬
、
奮
鬥
出
頭
的
故
事
呼
應
了
新
堀
江
敘
事
裡
的
商
業
競
爭
精
神-

也
肯 

定
阿
明
身&

市
場
裡
一
員
的
價
值
。

就
像
郭
先
生
不
知
道
到
底
是
哪
個
單
位
在
進
行
什
麼
建
設
，
打
不
進
新
堀
江
既
有
人
脈
裡
的 

阿

明

，
也
認
定
攤
販
背
後
「
一
定
有
人
」
，
卻
也
說
不
清
有
什
麼
人
。
為
了
爭
取
在
新
堀
江
的
位 

S
 ,

即
使
知
道
攤
販
是
非
法
營
業
，
阿
明
依
然
認
為
透
過
「
法
律
層
面
」
才
是
最
好
的
解
決
之
道
，
 

可
以
破
除
「
關
係
套
關
係
」
的
運
作
方
式
，
達
到
市
場
裡
應
有
的
公
平
競
爭
。
阿
明
理
解
中
的
「
法 

律
層
面
」
，
卻
也
充
滿
人
情
與
國
家
法
治
的
糾
纏
。
新
堀
江
攤
販
並
沒
有
統
一
的
組
織
管
理
，
往 

往
透
過
各
自
的
人
脈
來
處
理
糾
紛(

如

水

電

、
地
盤)

、
應
付
警
察
取
締
。
阿
明
一
開
始
希
望
透 

過
里
長
來
「
講

」
，
減

少
警
方
取
締
的
頻
率
，
卻
發
現
此
路
不
通
，
最
後
決
定
和|

此.•
攤
販
「
動
員
」 

政
治
力
量-

從
更
高
的
位
置
來
制
衡
新
堀
江
內
部
的
地
方
勢
力
。⑴

阿
明
加
入
民
進
黨
青
年
團
、

9

文
橫
路
一
四
…
巷
是
新
堀
江
商
圈a

較
晚
「
發
展
」
的
街
道■

至
今
仍
有
許
多
建
築
是
不
做
商
業
使
用
的
純
住
宅
。

10
老
一
萤
攤
販
使
用
「
請
託\

拜
託
」
，
阿
明
卻
用
了
「
動W

」
兩
字•

強
調
自
身
的
主
導
性
。
阿
明
加
入
民
進
黨
是
因
為

有
熟
識
的
人
在
黨
內-

同
樣
在■

四
三
巷
的
居
民
和
攤
販•
«

些
則
透
過
國
民
黨
來
協
商•

也
是
冈
為
內
部
有
他
們4
 

以

「
動
員
」
的
力
景
。
政
治
在
他
們
而
言
是
社
會
關
係
的
運
作•

而
非
政
黨
邱
念
的
差
異
。

105 計畫與變化



CITY REMAKING

投
入ffi
選
工
作•

希
望
公
家
捫
系
裡
能
「
有
人
」
辩
他
們
制
定
清
楚
的
規
範
，
擺
脫
醫
察
「
騒
擾J

，
 

也
打
破
老
攤
販
的
「
專
制
」
。
在
他
的
想
法
裡-

攤
販
既
然
是
創
業
者
，
就
該
和
其
他
的
創
業
者 

一
樣
受
到
政
府
保
障
。
而
-

身
為
一
個
民
主
國
家
的
公
民-

他
有
權
要
求
政
府
為
他
服
務
。
因
此

-  

即
使
在
自
由
競
爭
的
邏
輯
下
，
他
个
認
為
政
府
該
干
涉
他
做
生
意
，
當
他
理
想
中
的
自
由
競
爭
不 

「
公
平
」
時
-

就
是
政
府
該
出
來
發
揮
公
權
力
、
掃
除
障
礙
的
時
候
。(

圖
5.5)

市
場

、
競
爭
、
追
求
經
濟
利
益
，
也
是
洪
先
屯
女
兒
阿F

從
宫
力
論
述
裡
苹
握
到
的
關
鍵
釗
。
 

她
認
為-

要
讓
新
堀
江
在
全
球
觀
光
競
爭
中
脫
穎
而
出
，
必
須
強
調
「
在
地
」
性

，
而
不
是
學
習 

模
仿
其
他
國
家
的
商
店
街
。
她
歡
迎
學
者
專
家
來
研
究
新
堀
江
，
企
岡
發
展
出
與
商
場
不
同
、
但 

同
樣
具
有
「
權
威
」
背
書
的
歷
史
，
為
新
堀
江
找
出
不•

樣
的
未
來
，
不
只
要
合
法
化
攤
販.

更 

要
讓
他
們
成
為
新
堀
江
的
主
角
。
當
發
展
委
員
會
力
圖
禳
新
堀
江
突
顯
於
台
濟
ria
街
之
外
時-

阿 

W

卻
反
苒
道
而

fr•
希
望
新
堀
江
能
充
滿
販
齊
食
物
與
台
濟
特
色
產
品
的
攤
販
。
在
她
的
想
法 

?|!-

阈
際
觀
光
才
是
新
堀
江
太
來
發
展
的
方
向•

要
吸
引
外
阈
觀
光
客
，
只
有
靠
和
外W

不 '

樣 

的
特
色.

而
.

攤
販
就
是
般
「
台
濟
」
的
特
色
。

以
攤
販
來
為
街
道
增
色
、
塑
造
地
方
風
情
或
復
古
的
「
人

」
味

，
其
實
是
近
年
來
許
多
都
市 

轉
化
街
道
空
間
為
消
赀
娛
蘩
場
合
常
使
用
的
手
法(

D
o
n
o
v
a
n
,

 2
0
0
8
;

 S
h
e
p
h
e
r
d
,

 2
0
0
8

)

。
新 

ttli
江
是
卨
雄
都
市
觀
光"

銷
屮
的
重
盟
以
點
，
攤
販
與
夜

rii
乂
是
現
在
觀
光
發
展
中
的
台
濟
「
特 

色

」
象

徵

，W

此
攤
版
的
rf
rl-:
雖
个
受
鼓
勵
卻
也
被
默
許
。
阿
气
與
新
剮
的
攤
販
作

id
樣
的
沪 

Fi
屮
.

學
會
使
用
觀
光
和
國
際
競
爭
的
語
觉.

願
意
就
地
合
法
、
接
受
更
多
規
範
，
卻
也
堅
持
繼 

續
與
官
方
「
現
代
化
」
願
景
不
相
容
的
傳
統
空
間
使
用
方
式
。
藉
由
援
引
其
他
的
「
權
威
」
如
學 

莕

、
媒

體

、
或
地
方
政
治
勢
力•

他
們•
史
企
圓
取
得
主
埒
，
與
新
堀
?]:
的
官
方
論
述
相
抗
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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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論

空
間
的m

置
是
固
定
的
，
實
際
使
用
卻
使
得
空
間
呈
現
多
重
面
向
。
都
市
空
間
的
面
貌
，
 

是

「
經
歷
各
個
主
體
的
競
爭
、
對

立

、
合

作

、
結
盟
等
社
會
過
程
產
生
的
結
果.

最
後
才
呈
現
在 

我
們
眼
前
」(

町
村
敬
志
、
西
澤
晃
彥
，20

1
2

 

:  2
5
5
)

。
同
樣
以
經
濟
競
爭
為
目
標
，
追
求
阈
際 

化
所4

能
帶
來
的
商
業
利
益
，
空
間
規
劃
者
與
使
用
者
的
願
景
和
行
動
，
在
新
堀
江
街
頭
不
斷
衝 

突

、
協

商

。
意
圖
藉
由
設
立
徒
步
區
、
規
範
使
用
者
來
達
成
的
現
代
化
消
費
空
間
，
卻
無
法
完
全 

規
訓
商
圈
內
的
活
動
者
。
地
主
無
視
法
規
將
騎
樓
租
借
給
非
法
攤
商-

在
新
堀
江
成
為
徒
步
區 

後

，
更
把
租
借
範
圍
擴
大
到
街
面
上
，
層
層
齊
臀
的
商
店
與
攤
販.

造
就
新
堀
江
破
碎
考
散
難
以 

步
行
的
空
間
。
商
店
對
於
總
總
規
劃
既
不
反
對
也
不
積
極
配
合
，
貨
品
擺
設
往
往
延
伸
到
騎
樓
與 

街
道
，
使
得
攤
販
與
商
店
界
線
不
明•

時
或
衝
突
、
時
或
互
相
幫
忙
規
避W

方
取
締
。
即
使
商
家
、
 

規

劃

者

、
甚
至
居
民
同
樣
追
求
著
經
濟
利
益
，
在
新
堀
江
活
動
的
這
些
人
，
對
於
新
堀
江
的
過 

去

、
現

在

、
與
未
來
的
理
解
卻
不
相
同
。
老
'

輩
攤
販
以
求
生
為
名
，
合
理
化
他
們
的
存
在
，
新 

■

輩
攤
販
在
無
法
打
進
已
經
被
占
有
的
空
間
之
際
，
也
企
圖
引
用
身
為
公
民
的
權
力
、
援

用

「
阈 

際
化
」
和
地
方
特
色
「
觀
光
」
的
理
由
，
要
求
執
法
者
或
立
法
者
的
保
護
。
人

情

、
關

係

、
法

治

、
 

官
方
論
述
被
選
擇
性
運
用
，
求
取
方
便
與
利
益
。
這
些
類
似
或
相
異
的
願
景
落
實
在
新
堀
江
的
街 

道h

,

構
成
了
今
曰
紛
雜
、
各
取
所
需.

卻
又
一
致
指
向
競
爭
與
商
業
利
益
的
地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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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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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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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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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結
合
身
體
展
演
與
地
方
智
慧
之
流
動
佔
領
，
能
活
用
不
可
求
或
難 

以
親
近
之
城
市
大
小
空
間

O

城
市
管
理
者
與
市
民
斡
旋
出
之
特
定
互
動
行
為
模
式
能
低
調
卻
持 

續
地
佔
領
、
「
反
造
」
城
市
。

O

彈
性
規
劃
與
適
度
包
容
可
提
升
街
頭
經
濟
之
管
理
效
能

教
戰
守
則

我

「
演

」
故
我
在

士
林
攤
販
拓
展
夜
市
版
圖
的
空
間
戰
術

邱
啟
新 

文

STREET
PERFORMANCE

VENDORS’ SPATIAL TACTICS IN 
EXPANDING THE SHILIN NIGHT MARKET



CHAPTER 6 STREET PERFORMANCE

4i
過
人
朿
路
時
，
地k

攤
版
陳
列
的
衣
服
，
讓
我
威
到u

个
暇
給
。
突
然
我
被•

攤
整
齊
摺
竹
好 

衣
服
所
吸

0|̂

<

版

將

胸

门

圖
案
排
成
如•

格
格
彩
繪
玻
璃
窗
般•

其
中
有
英
、H

、
屮
文
「
台 

濟J

字

樣•

與

之

妆

列
h

央
阈
足
球
明
足H

克

潢(

David

 B
e
c
k
h
a
m
)

.

和
义
阈
摔
角
選T

难 

納
乙̂
^
^

门
弓
巴
门
像̂

^

同

時-

店
家
撥
放
之&
^
^

隨
茗
我
移
動
如
湿
什
單
曲
般
改
變. 

||
本
女
團<
:

匕
：：
0

48
之
節
奏
，
摻̂

南
輯5
1
^
$
^

5.01̂

之
旋
俾
。
在
我
將

步

11|1
人
來
路
峙-
'
 

名
年
輕
人
走
到
文
林
路
與
大
東
路
口
，
熟
練
地
將
仿L
V

手
提
箱
放
在
摺
疊
架
上-

開
始
擺
設
衣 

物•
，我
背
後

一
位
女
攤
販
一
邊
用
手
撢
著
地
上
長
褲
灰
塵
，一

邊
對
踩
到
褲
子
已
走
遠
客
人
叨
念
。

「
收
！
」•
个
遠
處
突
然
傅
來
之
攤
販
叫
聲
蓋
過
一
切
，
轉
眼
問
街
上
攤
販
都
迅
速
躲
進
巷
內 

•
个
知
去
向
。
走
在
文
林
路
上
，•

名
髮
型
誇
張
的
男
孩
在
蓋k

布
的
攤
車h

繼
續
與
顧
客
交
談

-  

賜
路
邊
二
名
女
孩
屮
花
機
中
卜
閒
聊
，
前
阵
底
盤
放
茗
裝
矜
货
物
的
布
袋
，
濃
濃
腿
毛
膏
與
煙
薰 

妝
‘卜

，
彷
彿
刻
意
不
讓
人
閱
誚
的
眼
神
，
卻W

我
舉
起
川
機

IfIJn

赀
地
發
亮
。

「
觜
察
應
該
在
附
近
！ 

j  

一
路
InJ
ri
，
熟
悉
這
裡
的
研
究
對
象
告
訴
我
，
於
是
我
注
意
到
的 

確
个
少
攤
販
停
下
休
息•

卻
瞥
見
幾
—
公
尺
外
警
察
正
在
跟
騎
樓
裡
一
位
女
攤
販
交
談
，
熟
絡
彷 

彿
老
朋
友
在
打
招
呼
。
我
突
然
明
白
，
這
一
路
所
經
歴•

並
非
只
是
集
顏
色
、
質

料

、
聲
音
大
成 

的
感
官
之
旅-

而
是
陸
續
開
展
的
複
雜
社
會
互
動
，
亦
是
每
個
夜
晚
不
同
人
物
在
此
各
司
其
職
，
 

彼
此
合
作
演
出
的
城

1IJ
劇

碼

。

■ 

士
林
夜
市
之
形
成
與
轉
變

一
九
六O

年

到

一

九
九O

年
之
間•

台

押

、
香

港

、
南

韓

，
及
新
加
坡
等
亞
洲
酋
先
完
成
工 

業
化
地
區.

因
其
較
歐
美
顯
得
快
速
壓
縮
之
T.
業
化
歷
程•

使
政
府
未
及
全
面
實
施
羌
式
都
rii
計 

畫
來
進
行
城

lii
規

劃

，
明
確
區
分
土
地
使
用
，
故
沒
冇
普
遍
發
生
居
住
人
口
郊
區
化
現
象.

反
而

111 我演j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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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都I
ii
化
造
成
有
限
土
地
浮
現
激
增
人
口-

居
民
們
對
於
各
種+

地
使
用
皆
需
求
殷
切
，
而
造
就 

高
密
度
與
混
合
使
用
之
城
市
地
景(

M
i
a
o
,

 2
0
0
1
;

 Daniere

 a
n
d

 D
o
u
g
l
a
s
s
,

 2009)

。k

述
因 

索
解
釋f

多
數
亞
洲
都
市
型
市
場
至
今
仍
得
以
持
總
活
絡
原
因
，
其
中
包
括Z
4
U

北
十
林
夜

lii
。

台
北
士
林
區
南
側
是
來
自
中
國
大
陸
移
民
者
最
争
抵
達
定
居
的
地
點
之一

,

移
民
聚
落
由
大 

柬
路

，
大
南
路-

大
两
路-

以
及
大
北
路
所
大
致
界
定-

居
民
定
居
後
在
聚
落
中
心
興
建
慈
誡
宮
。
 

南
上
林
因
近
陽
明
山
及
基
隆
河
，
便
漸
成
漁
市
場
及
農
產
品
批
發
中
心
，
由
於
攤
販
數
量
增
長

-  

西
元
一
九O

九
年
時-

日
治
政
府
便
在
士
林
區
慈
誡
宮
南
面
空
地-

建
了
兩
座
室
內
農
產
品
市
場 

(

施W

鍊

，2
0
0
6
)

。'
九
五O

年

代•

兩
座
市
場
隨
著
營
業
時
間
的
延
長
，
逐
漸
活
躍
而
廣
受
歡 

迎

。
一
九
六O

年

初

期

，
隨
著
文
化
大
學
、
東
吳
大
學
，
以
及
銘
傳
管
理
學
院(

現
銘
傳
大
學) 

的
陸
續
設
立
，
夜
間
販
寶
小
吃
與
曰
用
品
的
攤
販
數
域
人
增
，
以
充
分
滿
足
卜
課
後
與
在
鄰
近
地 

區
租
尾
嗲
生
的
民
生
與
休
閒
需
求•

同
時
吸
引
漸
增
的
一
般
居
民
客
源
。
這
些
夜
間
攤
販
於
是
開 

始
逐
漸
占
滿
兩
座
市
場
外
的
公
共
空
間
。
同
時
期
，
兩
棟
闩

間

批
發
市
場
卻
因
民
營
市
場
與
生
鮮 

超

IN
的
出
現.

加
以
民
眾
消
费
習
惯
的
改
變
，
反
漸
趨
冷
清
。
至
內
元
一
九
七O

年

時

，
一
個
什 

畫
以
外
的
夜
市
便
後
來
居
上
的
浮
現
雛
形(

Y
u
,

 1
9
9
5
)

。

隨
著
夜
問
攤
販
人
數m

多

，
對
社
區
生
活
出
現
負
面
影
響
時
，
市
府
開
始
實
施
管
制
。
初
期 

人
多
數
攤
販
僅
在
慈
誠
宮
前
廣
場
設
攤
，
但
後
來
開
始
侵
犯
到
廟
内
空
地
。
於

足

ri/
府
在
慈
誠
宮 

後
劃
設
攤
位
，
但
多
數
攤
販
仍
偏
好
廟
前
風
水-

市
府
敁
終
只
得
改
在
廟
前
開
放
空
間
加
蓋
屋 

頂
-

屯

剷

攤

位

供

夜

攤

販

他

川

。
141
於
攤
位
时
限.

rli
府
便
要
求
辦
理
抽
籤
。
敁
後

yi
rl•
二
卜 

八
位
攤
販
取
得r

營
業
執
照
，
並
開
始
支
付
攤
租
、
稅
金
與
水
電
瓦
斯
費
予
政
府=

政
府
雖
未
核 

照
予
慈
誡
宮
外
大
南
路
上
的
攤
販-

但
亦
將
他
們
就
地
合
法
，
登
記
為
合
法
攤
販(

Y
u
,

 1
9
9
5
)

。

擺
攤
業
足
眾
多
期
北h:
城
鄉
移
民
的
就
業
選
擇.

IflJ
攤
販
間
親
族
網
絡
史
加
速
其
營
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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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一
九
七O
年
代
末
石
油
危
機
導
致
之
全
球
大
蕭
條
影
響
，
台
灣
外
銷
成
衣
大
量
退
舉-

夜 

IU
開
始
成r

傾
銷
外
銷
成
衣
的
大
本
營
。
一
九
八O

年

代

，
本
土
消
費
意
識
與
國
民
所
得
提
高
，
 

上
林
夜
市
暢
貨
店
與
專
櫃
店
大
量
出
現
，
取
代
雜
貨'

藥
房
等
傳
統
型
商
店
，
開
啟
本
土
服
飾
零 

售
業
之
繁
盛
期(

余
舜
德• 1

9
9
5
)

。
然
而
時
至
一
九
九O

年

代

，
隨
著
台
灣
製
造
業
外
移
影
響

-  

夜
市
成
衣
零
售
業
轉
趨
式
微•

服
務
業
起
而
代
之(

Grunsven

 &

 S
m
a
k
m
a
n
,

 2001;

石
計
生
，
 

2
0
0
4
)

。
爾
後
本
土
服
飾
因
不
敵
進
駐
之
國
外
連
鎖
服
飾
品
牌
，
終
致
大
舉
消
失
。
碩
果
僅
存
的 

店
面
於
是
改
賣
人
陸
製
造
之
批
發
成
衣
，
單
價
下
降
，
也
降
低
店
家
利
潤
；
為
求
生
存
，
店
家
開 

始
改
裝
分
隔
店
面
以
便
分
租•

也
開
始
紛
紛
將
店
頭
牆
面
、
入

口

、
騎

樓

、
街
邊
等
位
處
公
共
或 

半
公
共
空
間
的
「
街
頭
」
場

所

，
分
租
攤
販
，
減
輕
經
營
壓
力
，
這
些
空
間
因
租
金
低
廉
與
高
使 

用
彈
性-

開
始
成
為
販
售
批
發
成
衣
之
主
要
空
間
。

'

九
九
七
年
台
北
捷
運
淡
水
線
開
通
，
出
現
由
劍
潭
站
下
車
轉
乘
公
車
之
人
潮
，
設
有
站
牌 

的
文
林
路
開
始
湧
現
騎
樓
攤
販
，
而
大
東
路
及
文
林
路
交U

因
正
對
劍
潭
站
之
優
勢
位
置
，
開
始 

有
人
在
大
東
路
地
面
擺
攤
。
綜
合
上
述
產
業
與
都
市
變
遷
因
素
，
大
柬
路
，
大
南
路
，
以
及
文
林 

路

在
•

九
九O

年
代
後
期
出
現
以
賣
服
飾
為
主
的
新
世
代
攤
販-

在
夜
色
裡
備
顯
熱
鬧
續
紛
，
是 

台
灣
在
兩
千
年
後
開
始
積
極
發
展
觀
光
之
際-

不
得
不
正
視
之
焦
點
區
段
。

圖
的
擴
張
。
十
林
當
時
已
趨
成
熟
的
商
機
，
使
攤
販
介
紹
更
多
親
友
加
入
，
以
至
慈
誡
宮
周
邊
擺 

攤
空
間
到I

九
九O

年
代
已
漸
趨
飽
和
，
兩
座
市
場
外
的
空
地
後
來
因
過
於
擁
擠
，
市
場
管
理
處 

一
度
拆
除
屋
頂
以
控
制
攤
販
數
量-

然
而
攤
販
遂
，

Z

行
加
蓋
簡
易
遮
雨
棚
，
克
難
營
業
：

r'lj
府
體 

認
攤
販
頑
強
，
管
制
漸
趨
宽
容
放
任
。

- 

全
球
産
業
再
結
構
下
成
衣
攤
販
之
崛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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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觀
光
論
述
下
的
想
像
與
現
實

•

一O
O

二
年
開
始.

台
北
巾
為
因
應
行
政
院
的
「
觀
光
荠
倍
增
計
患」

•

開
始
陸
續
更
新
老 

p'i
IH.
富
盛
名
之

lii
場
與
夜

lii,

對
卜
杯
慈
誠
宮
前
兩
座

IIJ
埸
外
的
攤
版
管
理
轉
趨
強
硬
，
將
其
遷 

移
至
劍
潭
站
對
面
臨
時
市
場.

Iril
時
開
始
在
原
址
規
剷
新
室
內
市
場-

終
在
：o
 
一
 

一
年
完E

啟 

川

。
Hi
長
曾
衣
示
要
將
新

rli
場
打
造
成
媲
美
隶

ij!:
淺5

?

寺
商
店
街
、̂

海
新
天
地
與
新

/JI1
坡
牛

4i 

水
屮
阈
城

?F
地
標
之
新
饺
點
。
同

期

||7
府
也
完
成
大
南
路
造
街
工
稈
，
收
開
始
採
騎
樓
設
攤
規
汲 

之
模
式g

'lV

邱
街
頭
攤
版
，一

系
列
計
盡
皆
顯•■
小
在
觀
光
政
策
驅
動F

，
市
府
已
導
人
現
代
建
築
與 

都
市
設
計
手
法•

欲
將
夜

I-H
改
頭
換
面
，
亦
強
化
對
非
正
式
經
濟
之
管
埤
。
然
而
當
政
府
面
對
士 

林
夜
市
街
上
與
騎
樓
裡
眾
多
既
存
的
無
照
攤
販
，
則
無
可
避
免
地
陷
人
兩
難I

即
便
早
在
二 

o
o
t
i

年
送
審
議
的
「
台
北
市
攤
販
自
治
管
邱
條
例
」

|2
納

入

「
有
照
攤
販
總
量
管
制
、
承
罰
無 

照
攤
阪
」
之
精
祌(

人
紀
元
周
報• 2005)
，
但
根
據
我
的
實
地
調
查
，
及
對
市
場
處
人
員
與
夜 

市
巡
邏
警
員
所
作
之
訪
談
，
發
現
市
府
對
攤
販
仍
視
不
同
區
段
有
不
同
管
理
模
式
，
對
某
此
、地
段 

寬
容
程
度
高
於
其
他.

例
如
市
場
處
在
上
述
造
街
工
程
完
成
後
，
仍
在
街
道
旁
剷
紅
線
限
制
擺
攤 

範

圍

，
市
長
更
曾
對
媒
體
表
示
很
難
要
求
所
有
攤
販
都
不
要
營
業
，
故
只
能
暫
時
要
求
他
們
不
要 

超
出
紅
線
。

以k

態
度
興
論
述
皆
顯
示
在
當
：
•
刖
發
展
觀
光M

峙

，
政
府
對
攤
版
仍W

柿
寬
容
態
度.

政 

府
之
攤
版
管
埋
與
一
九
九O

年
代

111
較
(

呵
參
巧
余
舜
德
，1

9
9
5
)

，
因
市
場
史
新
改
建
及
設
攤 

規
釗
等
措
施
幣
體
較
顯
嚴
怙
，
似
本
質
上
仍
豳
役
稜
兩

HJ
的
佼
糊
治
理
模
乂 I •
•

總

Iflj
一,i
之
-

厶II 

麫

城

liiM

期

z-3

'u.
地
方
卞
計
、
夜

lii
成
形
脈
絡
與
迮
地
選
舉
政
治
等
闪
桌
，
採

b;
折
衷A

彈
性
符 

邱
措
施
管
押
攤
版
，
以
致
時
¥.
今=
k
H

夜

lli
仍
足
無
昭
攤
版
興W

照
攤
位
收
存
的
狀
況
，
也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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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
味
強
調
城
市
競
爭
力
的
觀
光
論
述•

與
良w

環
境
的#

/rf
成

不

，
致

。

til
對
於
多
數
叫
方
城

Iff
攤
版
與
岑w

),li
rfn
冏
有
之
競
爭
對
立
關
係•

/i:
t?M

/

攤
販
與
店
家

卻
多
了
一
屑
特
殊
共
中
關
係
。
誠
如 '

位
在
大
屮
路
開

f,'i
的
老
闆
告
訴
我
，
「
人
家
不
會
因
我
們

iM 

些

店

而

專

程

市

，
但
會
為
了
逛
攤
位
，
所
以
一
個
夜
市
是
不
能
只
有
店
面
，
攤
販
也
很
重
要
。
」 

似

ri/
府
若
對
攤
阪
全
然
放
任
也
將
顯
其
無
能
懶
散
，
恐
將
造
成
都

lii
脫

序-

招
落
伍
之
譏-

尤
其 

當
前
亞
洲
激
烈
的
城
際
競
爭
之
卜•

象
徵
現
代
性
之
公
部
門
竹
制
與
庶
氏
文
化
活
力
需
取
得
平
衡
。

'JVW
上

，
即
便
在
先
進
城
市
，
攤

販

现

象

也

依

洱

，
非
正
式
絆
濟
活
動
她
非
發
展
中 

阈
家
或
所
謂
第
三
世
界
專
利-

I/IJ
是
資
本
主
義
政
治
經
濟
體
系
運
作
之
必
然
結
果-

非
正
式
部
門 

必
然
伴
隨
正
式
部
門
而
存
在(

c
a
s
t
e
l
l
s  a

n
d

 P
o
r
t
e
s
,  1

9
8
9
;  S

a
s
s
e
n
,

 1991

)

。
因
此
當
前
多
數
先 

進
城
市
之
攤
販
政
策•

也
趨
向
有
條
件
地
彈
性
管
理
，
而

非

：
味
驅
逐"

。
例
如
在
新
加
坡-

政 

府
便
容
許
不
受
官
方
管
理
之
夜
間
移
民

lij
集
在
特
定
地
區
出
現•

認
為
無
損
於H

全
球
化
城
市
之 

,
|'1
信

(
Y
e
o
,

 H
e

 a
n
d

 Heng,

 2
0
1
2
)

。
紐
約
市
瞥
察
對
於
某
此
、地
區
的
人
fi
道
攤
版
則
採
取
有
社 

區
舉
報
才
開
罰
之
態
度•

彈
性
管
理
與
新
自
由
4-:
義
都
市
政
策
似
乎
相
容
不
悖(

Devlin,  2
0
0
6

)

。

追
求
全
球
化
現
代
性
不
必
然
要
打
造
純
然
淨
化
，
標
準
風
貌
城
市
。
反

之

，
當
代
城
市
應 

具
有
彈
性
、
流
動
性
與
包
容
性
。Ro

b
i
n
s
o
n

 (
2
0
0
6
)

便
反
對
將
城
市
分
類
，
她
認
為
「
全
球
城

1

余
辣
徳
認U

「
夜
I1J

和
其
他
經
濟
部
門
及
阑
家
政
策
的
聯
結-

使
得
取
締
問
题W

雜
化• w
n

攤
版
經
捫(

包
括
夜

lii) 

被
祝u
u

rf
對
朗
闲
殘
障
及
失
業
?:■
【捉
供
一
社
矜
福
利
的
功
能
，
政
府
/!-:
攤
版
政
策
的
制
定
及
紈
；
H

-

常

【W

1

.WI
伢 

鹆
豫'
个
決
的
現
象
。
在
政
策
上•

政
府
從
沒
冇
如
示K

確
酋
執
fr
管
卯
攤
販
的
意
願
…
政
府
的
收
締K

作
常
週
期
性
地 

進
行•

從
未
徹
底
執
行
。
」(I

9
9
S
:  3

9
5

)

2

「
非
正
式
經
濟
」
即
論
經
多
種
亨
派
修
IE
後
.

現<
7

認
為
凡
脫
離
政
府
管
制•

發
生
任
彈
性
地
點
的
經
濟
活
動
皆
稱
非 

IH
式
經
濟(

C
a
s
t
e
l
l
s  and

 Porles.  1989

)

。

3

'-J
對
照 Smith

 (19%

) h
 
關
紐
約
Ili
IIÎ
M
 
瀉
都 

的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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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
「
世
界
城
市
」
、
「
第
三
世
界
」
這
些
標
籤.

讓
高
度
發
展
城
市
在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方
面
，
殖
民
了
世
上
大
多
數
的
其
他
城
市.

因
此
主
張
應
將
所 

有

城

r'ri
都
視
為
「
平
凡
城

r-ii
」(ordinary

 c
i
t
y

)

，
—
能
鼓
勵
毎
個
城
岀
發 

展
其
獨
特
性
。
有
學
者
也
認
為
當
前
新
自
由
主
義•
个
應
是
一
種
西
方
經
濟
霸 

權

，
迫
使
發
展
中
國
家
惯
化
地
套
用
強
阈
經
驗.

而
可
以
是
一
種
讓
發
展
中 

画
家
政
府
彈
性
鑲
嵌
於
各
自
政
經
體
系
裡
之
技
術•

調
整
成
敁
適
化
治
理 

或
地
方
自
治
模
式•

以
便
和
全
球
市
場
接
軌(

O
n
g
,

 2
0
0
6
;

 B
r
e
n
n
e
r

 a
n
d

 

Theodore,

 2
0
0
2

)

。
即
便
學
理
上
已
有
諸
般
批
判
或
修
正
現
代
性
之
分
析- 

我
們
仍
不
能
忽
略
現
實
世
界
媒
體
與
大
眾
仍
易
將
攤
販
與
失
序
或
退
步
連
結 

(

Brown,

 L
y
§
s
,

 a
n
d

 D
a
n
k
o
c
o
,

 2
0
1
0
;

勺 opke

 a
n
d

CDa
l
l
a
r
d
,  2

§
4

)

。
 

因
此
關
鍵
在
於••
到
底
非
正
式
經
濟
是
如
何
與
正
式
經
濟
並
作
在
於
現
代
城 

市
•

而
不
違
怦
或
減
弱
一
個
城

li/
追
求
現
代
性
之
意
志
與
努
力
？
單
憑
政
府 

之
寬
容-

或
攤
販
之
抵
抗
勢
必
不
足•

兩
造
間
必
有
某
稲
機
制
維
繫
共
存
屯 

態
•

我
認
為
唯
有
實
地
造
訪
田
野
，
透
過
對
於
攤
販
與
警
察
之
環
境
牛
態
進 

打
民
族
誌
式
觀
察
分
析
，
才
能
解
答
這
層
疑
問
。

■ 

街
頭
擺
攤
之
環
境
生
態
：
展
演
化
空
間
戰
略
與
模
糊
治
理

對
於
街
頭
攤
阪
而
言-

販
賣
地
點
是
生
意
成
敗
與
否
關
鍵
。
那
此
、未
受 

法
律
規
範
的
攤
販
泰
半
是
靠
常
地
商
家
或
畏
駐
當
地
攤
販W

求
營
業
地
點
。
 

■

般

[WH
-

當
地
商
家
傾
向
將
店
前
攤
位
承
ffl
予
熟
識
者
或
親
朋
好
友
。
因 

此
•

想
要
在
這
些
商
家
前
擺
攤
設
位.

需
要
努
力
不
懈
接
洽
與
商
談.

進
而

6.圖

大柬路h成衣攤版使 

用便於移動之衣架。

（邱啟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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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
人束路I:某邛攤阪利用地而陳列•增加展示 

强性亦利於迅速收納，（邱啟新榀）

建
立
起
彼
此
友
誼
與
溝
通
符
道
。
就
屮
央
道
路
使
川
權
來
說
，
攤
販
除/

毁
能
搭
接
地
方
網
路 

外
-

還
得
達
到
警
方
所
要
求
之
管
理
。
接
下
來
我
從Goffman

 (1
%
9
)

以
賅
演
解
釋
日
常
生
活 

自
我
展
現
之
珂
論
觀
點
，
將

夜

IIJ
中
攤
販
與
警
察
之
飪
動•

詮
釋
為
包
含•

般
營
業
時
段
與
瞥
察 

巡
邏
時
段
之
雙
重
展
演
。
警
方
現
身
時
，
攤
販
便
迅
速
地
抽
離
與
顧
客
交
易
之
情
境
，
配<
u
w

方 

執

法

IflJ
改
變
行
為
，
以
迎
合
市
府
對
秩
序
的
期
待
，
得
以
繼
續
使
用
公
共
空
間
。

▼

主
要
展
演

士
林
夜
市
每
晚
本
質k

即
是
攤
販
展
演
之
舞
台
。
每
日
下
午
六
點
過
後
，
在
騎
樓
下
或
是 

路

邊

，
服
飾
攤
販
就
開
始
駕
著
小
货
車
或
是
騎
著
機
車
陸
綃
抵
達
，
與
夥
伴
開
始
準
備
營
業
，
 

他
們
拿
出
皮
箱
開
始
整
理
陳
列
商
品
。
猶
如
專
業
店
員
般
，
他
們
發
揮
創
意
巧
思
擺
設
，
不
少 

攤
販
一
貫
使
用
的
仿L
V

經
典
壓
紋
行
李
箱
，
以
營
造
商
品
之
時
尚
感
與
價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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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大
東
路
中
心
擺
攤
的
小
販
通
常
晚
上
七
點
後
才
陸
續
抵
達
，
因
卜
班
時
段
前
車f

仍
通
過 

大
束
路
。
大
柬
路
起
點
的
路
口
其
實
就
像
是
大
廳
般
，
迎
接
著
絡
繹
不
絕
的
遊
客
，
但
也
首
當
其 

fJJ
rtli
對
警
察
。
冈

此

，
在
大
朿
路
起
點
之
攤
販
转
捨
棄
推
車
，
或
是
人
行
李
箱
，
而
使
用
手
提
箱 

，
一
日
一
警
方
趨
近
，
攤
販
就
會
馬h

將
箱
閤
起
，
迅
速
躲
起
。
、
般
而
言
，
菜
鳥
多
得
在
道
路
起 

點
擺
攤
。
資
深
攤
阪
—4

在
大
束
路
中
段
以
後
擺
：
老
烏
在
警
方
到
來
之
前•

總
能
好
整
以
暇
將 

陳
列
於
地
的
商
品
收
起
，
捲
起
打
包
，
或
將
推
車
推
入
巷
內
，
一
位
婆
婆
多
年
來
總
將
販
伟
之
別 

針
別
在
豬
肝
紅
的
雨
傘
上
展
示
，
除
可
見
其
展
示
巧
思
，
也
見
其
計
畫
隨
時
彈
性
移
動
之
智O

。

為
了
讓
生
意
順
利
進
行
，
攤
販
多
有
夥
伴
合
作
，
彼
此
分
工
以
對
付
警
方
巡
邏
，
通
常
分
為 

交
易
者-

與
把
風
者
兩
組
。
常
為
男
性
之
把
風
者
通
常
會
站
在
交
易
者
前•

呎
外
距
離-

邊
吆
喝 

招

攪

邊

注

意

察

動

靜•

前
後
徘
炯
但
多
站
在
能
将
攤
/•
與
交
易
者
大
略
遮
住
，
使
遠
方
警
察
不 

易
符
记
的
位
置
，
常
疑
似g

l-r
察
身
影
出
現
時
，
把
風
者
轉
身M

url
警
：小
向
ft-, M

時m

忙
IHJ
伴
將 

展
示
架
折
起-

關k

手
提
箱-

迅
速
的
避
吊
暗

巷
°

圖

6.1
、
圖

6.2)

▼

次

級

展

演

：
應
對
警
方
巡
邏

儘
管
攤
販
讓
夜.

rl-J
街
道
生
色
不
少.

警
方
仍
會
在
街
道
中
央
、
騎
樓
等
實
際
上
並
不
合
法
之 

擺
攤
區
域
巡
邏
。
所
謂
次
級
展
演
就
是
當
警
察
來
臨
時•

攤
販
表
面
上
停
止
販
賣•

而
以
肢
體
語 

H

與
動
作
來
達
成
市
府
要
求
。
记
贼
為̂

察
而
萬
畫
之
展
演.

取
代
了
原
先
為
顧
客
準
備
之
展 

演

。
即
便
瞥
方
深
知

6-:
他
們
離
±-
之
後
，
雠
販
們
將
依
灼
版«
.

似
希
莩
攤
阪
們
作
瞥
察
在
場
時- 

能
夠
炎
現
浮
屯
公
權
力
之̂

為
/
:
:

拉
象
徵
意
義
大
過
打
货
性̂
^
:

時̂

蚵
演
出
也
是
讓
人
眾
看 

到
攤
販
並
沒
句
登
延
尖
序.

它
仍
将
仵
政
府
之
梓
制
中
。
id
般

「
次
級
肢
演
」
由
三
师
攤
販
之
空 

間
戰
略
所
完
成
，
分
別
迠
象
徵
性
互
動
，
角
色
切
換
，
與
退
居
後
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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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
徵
性
互
動

文
林
路
騎
樓
攤
販
與
人
南
路
攤
版

rl:
臨
檢

ll.-f
收
不
躲
藏
，
lfl]M

AL£
改
變
行
為
。
常
锷
方
到
來 

時

，
騎
樓
攤
版
以
布
搜
蓋
攤
牢
，
或
足
將P

捉

fli
半
間h
 

•

人
南
路h

小
吃
攤

UIJ
會
將
攤

qfk

燈 

泡
關
掉•

受
訪
的
攤
販
告
訴
我
，
這
褪
柿
打&

转
足
他
們
以
暫
停
營
柴
樣
態
，
傳
達
對
曾

7J
之
淳 

重

，
攤
販
此
時
多
轉
fe
低

調

，
部
分
梢
作
休
息-

或
整
埋
衣
物•

或
僅
任
憑
客
人
挑
看
衣
物
，
小 

吃
攤
老
闆
逕A

烹

煮

，
警
方
通
常
巡
邏
一
小
時
左
右
。
我
訪
談
的
攤
販
告
訴
我•

警
察
與
騎
樓
攤 

販
之
間
巳
有
不
成
文
口
頭
契
約
：
當
警
察
出
現
的
時
候
，
攤
販
不
需
離
開
或
躲
藏-

但
必
須
將
衣 

物
包
起
或
收
進
推
审•

靠
拄f

放

置

，
不
附
礙

fr
人
交
通•

騎
樓
當
卜
不
能
有
正
在
進
行
之
商
業 

活

動

。
閤
上
行
肀
箱
或H

將
人
塊
布
料
澄
蓋
推

-1(
足
捕
象
徵

Z2:
動
行
為
，
也
就
记
卨
火
嵯
所
梆

W- 

印
象
管
邱
功
能
之
「
戲
劇
化W

踐

」(1
9
5
9

 

:  3
0
)

。
同
一
區
域
攤
販
團
隊
合
作
完
成
劇
碼
以
定
義 

官
方
要
求
之
情
境
，
另

一

方

面
.

據
我
觀
察
普
察
也
多
在
八
點
巡
邏
一
小
時
，
lflj
夜
市
卻
是
在
九 

點
後i

開
始
熱
鬧•

警
方
刻
意
避
開
營
業
顛
峰
時
段-

間
接
配
合
演
出
。(H

6.3
、
圖

6.4)

►

角
色
切
換

那
些
最
快
面
臨
警
察
之
攤
販
多
採
此
法
。
因
地
點
及
迮
間
開
放
性•

位
於
大
東
路
前
段
攤 

販

，u

無
暇
在
警
察
到
達
時
徹
底
遁
形-

因
此
他
們
以
改
變
角
色
方
式
來
閃
避
警
察
，
從
顯
眼
攤 

販
-

轉
換
為
眾
多
顧
客■

員

，
以
混
跡
人
群
。
攤
販
通
常
藉
由
對
講
機
或
行
動
電
話
互
通
聲
息

-  

或
山
敁
前
而
攤
販
人
喊
，
好
讓
後

Ifll
趕
緊
收
价
離
開
。
攤
阪
在
將
所
有
商
品
收
到
路
旁
店
中
擺 

放

，
或
就
近
藏
於
暗
巷
後.

隨
即
冋
到
街
上
佯
裝
成
一
般
的
購
物
者•

缺
乏
經
驗
與
安
全
感
之
年 

輕
攤
販
，
常
結
伴
成
群
蹲
坐
，
圍

成

一

圈
閒
聊
，
同
時
以
眼
角
餘
光
守
衛
暗
巷
中
商
品
。
乍
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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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們
與
公
共
空
間
中
常
見
群
聚
之
青
少
年
無
異
：
資
深
攤
販
則
較
輕
鬆
地
徘
徊-

但
腰
際
錢
包
其 

寊
洩
漏
身
分
。
受
訪
攤
販
告
訴
我
，
每
個
人
多
少
仍
有
被
取
締
機
會
，
屆
時
同j

區
域
攤
販
都
會 

分
攤
罰
金
；
受
訪
之
顧
客
則
衣••
小
每
毎
仍
不
免
被
瞥
察
到
訪
時
這
剎
那
間
混
亂
驚
擾
，
但
表
示
已 

漸
和
惯
足
補
街
頭
屯
態
。(

圖
6.5)

圖6.3
象徵性互剛•:騎樓攤販在警察巡邏時半覆蓋推車，顧客仍可瀏覽• 

（邱啟新攝）

圖6.4
象徵性互動例：：攤販凇蓋皮箱•並將商品旅排放以增加騎樓人行空問。 

（邱啟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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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
居
後
台

儘
管
高
夫
曼
理
論
之
「
後
台
」
其
寅
是
個
人
從
社
會
抽
離•

展
現
個
人
化
自
我
之
時
刻-

在 

此
我
則
顛
羧
及
延
仲
這
層
定
義
，
以

「
退
居
後
台
」
之
動
態
概
念•

強
調
攤
販
展
演
之
連
續
性
與 

可
切
換
性
。
在
大
東
路
中
段
至
尾
端
之
攤
販
就
有
充
裕
時
間
將
商
品
收
妥
，
並
在
警
察
抵
達
之
前 

躲
於
暗
巷
中
，
於
是
此
時
他
們
其
實
就
像
中
場
休
息
之
演
員
退
居
後
台
。
然
而
短
暫
從
大
街
消 

失

，
就
像
劇
場
換
幕
間
空
白
場
景•

也
可
視
之
為
專
門
為
警
察
所
設
計
的
表
演
。
鎖
定
後
台
對
大 

栄
路
中
後
段
攤
販
實
非
難
事-

因
為
沿
路
不
乏
小
巷
橫
貫
穿
插
，
方
便
四
處
流
竄•

故
巷
弄
間
常 

兒
攤
販
推
著
貨
來
回
穿
梭
，
甚
至
會
邀
請
購
物
者■

同
到
後
台
持
禎
未
完
成
的
買
賣.

攤
販
每
晚 

个
厭
其
煩
往
返
台h

台

下

，
從
容
不
迫
，
這
捕®

複
性
流
動
占
用
，
發
展
成
非
法
使
用
公
共
空
間 

之
另
類
模
式
。

以h

所
述
為
在
夜

117
不
同
區
段.

無
照
攤
販
如
何
合
作
避
開
取
締
之
空
間
戰
略
，
他
們
不
斷 

流
動
以
取
得
空
間
使
用
權
，
這
種
流
動
性
的
占
用
之
所
以
成
功
，
來
自
於
台
灣
特
有
地
方
政
治
與 

警
民
網
路
、
攤
販
自
身
盟
友
之
合
作
，
以
及
其
高
度
展
演
化
之
身
體
行
為
。
前
人
研
究
亦
指
出
其 

中
可
能
有•

套
包
括
罰
金
、
保
護

費

、
租
金
等
地
下
化
金
流
予
以
支
撐(

Y
u
,

 2004)

。
當
現
存 

都
市
政
策
與
規
劃
體
系
不
賦
予
攤
販
空
間
使
用
權
時.

他
們
便
遊
牧
般
存
在
夜
市
中
：
警
方
與
攤 

阪
緖
由
這
般
劇
碼
，
滿
足
市
府
對
都
市
形
象
之
敁
低
期
望•

然
而
對
rti
府
而
言
，
這
無
非
也
是
兼 

顧
國
家
權
力
、
地
方
經
濟
、
全
球
化
現
代
性
、
及
攤
販
之
政
治
支
持
等
多
重
考
量
之
一
取
佳
化
選
擇
。

|  

對
現
代
性
都
市
設
計
之
啟
示

鑒
於
攤
販
快
速
增
加
造
成
大
東
路
行
人
交
通
曰
見
困
難
，
加
上
輿
論
與
媒
體
披
露
街
道
攤
位

121 我「演」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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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得
之
各
棚
傳
間
後-

自
四
元• loo

九
年
三JJ

起
-

人 

屯
路h
n

/J
収
締
動
作
較
以
枕
來
得
频
繫
•

政
府
力
岡
消 

弭
民
眾
射
其
管
理
消
極
與
姑
息
非
法
之
印
象
。
弊
7J
六
點 

開

始

臨

檢

，
直
至
午
夜
卜
二
點
，
讓
攤
販
幾
乎
無
法
營 

連
-

無
計
可
施
下
，
二OO

九
年
十
一
月
一
個
周
六
夜
，
 

攤
販
在
原
本
就
人
滿
為
患
之
大
東
路
上•

發
起
夜

lli
史k
 

n

次
靜
坐
示
威
連
動(

蘋
果H

報

，20
0
9

)

。

士
林
夜
市
八/
=

繁
榮
景
象•

不

UJ
不
歸
功
於
攤
販
常 

年
挑
戰
城
市
-AJ

•
- •

問
之
結
果
。
妓
初
夜
問
攤
販
無
意
活
化f
 

慈
誠
宮
前
彼
時
已
呈
衰
退
之
早
市
空
間
，
進
而
帶
動
附
近 

沿
街
店
面
生
意
。•

九
九O

年

間.

攤
販
開
始
向
店
面
承 

fll
攤

位

，
分
攤f

開
始
走
下
坡
的
服
飾
業
者
店
祖
，
使
得 

他
們
rj
以
繼
紹
生
存-

w

.iiw

街

vri
攤

版

，
漸
趨
樣
版
之 

台
濟
現
代
化
消e

地

以

，
多
少
保n
 •
份
文
化
fw
味
興
城 

rli
即W

威

，
lfli
捉
/l-r

地
方
劣W

業

.

敁
¥.
创
造
出 

鲥
後
之
觀
光
經
濟
。
两•
兀
一
九
七O

年
至
西
元•

九
九O
 

年

間

，
當
部
分
攤
版
取
得
合
法
擺
攤
據
點
與
執
照
，
更
多 

仍

/L
lfJ
府
監
控
卜
持
綃
挑
戰
街
道
、
人

n:
道

、
騎
樓
等
芥 

柿

城

lij
角

落

。•

A-
lfli.

rii
府

以

力

紈

；TJ-
模
糊
治
理
，
 

[NJ
人
眾
肷
現.

純
改
矜
的
企

lwl;

[.l
7j.

7J
lni.
«

llbi
iJli
)lj 

結
合
展
演
與
身
捫
動
作
之
「
骶
現
」(embodied

 )

化
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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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卜
：：據
街
道-

維
繫
K:
邡

rljw

類
使
川
權-

in
饨
風h

化
空
問H

踐
-

汕
令f

ll-:
式

都

rt-i
規
剖
；Hr 

無
法
成
就
之
部
分•

在
拓
展
了
夜

rlj
版
阅
的
同
時.

也
形
塑r

-h-
機

IflJ
流
動
之
台
灣
特
色
空
間
。
 

這
樣
的
展
演
也
形
成_

種
機
制.

讓
非
正
式
經
濟
得
以
和
正
式
經
濟
共
存
在
一
個
現
代
化
城

rii
。
 

於
[;|
疋
我
們<

/
=

得
以n

lzi•
倘
多
元
混t

的
地
以••
融<
rI.W
仍
店

Ifli
、
合
法
攤
位
、
非
法
擺
攤
空 

間
•
，
凡
此
補
補
也
鬆
動̂

包
含
現
代
與
傅
統•

金
球
與
在
地
、
穏
固
與
流
動-

正
式
與
非
正
式
等 

等
無
數
種
關
於
城
市
之
二
元
性
。

「
總
統
不
也
說
夜
市
是
觀
光
文
化
的
一
環•

足
庶
民
經
濟
啊-

為
什
麼
要
這
樣
對
我
們
？

」

•

位
攤
販
說
道 

(

i
b
i
d  

-  2
0
0
9

)

。

攤
販
的
疑
惑
正
暴
露.H

7J
「
殺
雞
取
卵
」
之
治
理
思
維••
攤
販
造
就
了
實
質
經
濟
與
城
||;
文 

化
資
本
，
但
卻
在
發
展
「
現
代
化
觀
光
夜
IH
」
思
潮
下
，
反
成
政
府
嬰
解
決
之
問
題
。
因
此
」
IIJ
府 

M

歸
僵
化
之
掃
街
模
式
，
人
量
動M

瞥

力
，
延

長
駐
守
，
防

lh
攤
販
冋
籠
。
然

而

，
夜
市
街
道
並 

沒
有
因
此
丼
然
有
序
，
原
冇
劇
碼
換
成
靜
坐
景
象
形
成
的
凍
結
舞
台
。
在
警
方
離
去
後
，
攤
販
們 

又
回
到
原
地
，
繼
續
營
業
，
於
是
連
續=

個
晚
上
重
複
對
峙
後
，
攤
販
們
還
足
繼
續
占
據
大
東
路- 

而
瞥
方
終
究
決
定
屯
拾
原
本
鬆
散
管
制
模
式
，
放
棄
強
制
驅
離
。

我
們
該
樂
觀
扣
信
攤
販
總
能
丙
折
不
撓
地
攻
佔
城
lb-?

還
记
開
始
反
思
攤
販
之
空
間W

踐
能 

帶
給
建
築
師'

都
市
針
劃
師
與
都
市
設
計
師
等
專
業
者
什
麼
啟
示
？
士
林
經
驗
告
訴
我
們•

城
市 

的
規
剷
與
管
理-

不
需
以
淨
化
與
驅
逐
為
前
提
，
反

之

，
應
適
度
開
放
給
原
曰
常
使
用
者
找
到
最 

適
化
使
川
方
式
的
機
會
。
因
為
當
公
共
空
間
規
範
越
少
，
受
控
制
程
度
越
低
，
使
用
價
格
越
低
廉 

時
-

越
容
易
帶
來
新
的
活
動(

Zukin,

 20S

)

。
夜
市
之
所
以
有
趣
IflJ
有
活

力

，
就
是
因
為
其
形

圖6.5
角色切換：印ft?攤販柏塩檢時蹲坐閒聊宛如•般n人。（邱啟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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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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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m

/b
5/5/ll/29/n

ll36972p
.h

tm

 (
檢
索 H

期

： 

2
0
1
3

年 2

月 2
4
H
)

參
考
書
目

成
是
循
序
漸
進
的•

而
非
先
決
於
特
定
設
計
規
剷
原
則.

這

點

nJ
由

Iti
民
總
熱
衷
光
顧
街
邊
攤 

位

，
對
夜
市
興
趣
長
年
不
綴
的
現
象
可
見
一
斑
。
在
專
業
層
次
上•

風
土
化
空
間
實
踐
，
可
以
激 

發
新
設
計
模
式
，
幫
助
規
劃
者
與
主
政
冇
保
有
或
延
續
城
市
之
獨
特
性
。
回
顧
歴
史
，
夜
市
裡
各 

式
擺
攤
空
問•

不
正
都
是-

連
申
既
有
都
市
地
景
再
創
造
嗎
？

冈
此
本
文
針
對
專
業
者
建
議-

柿

「
過
程
導
向
之
開
放
式
設
計
過
程
」
：
規
劃
齐
應
能
判
讀 

不
同
使
用
者
如
何
透
過
某
些
空
間
實
踐
創
造
新
事
物
，
規
剷
者
不
需
決
定
好
一
切
形
式-

[frj
應
試 

圖
讓
相
較
於
城
市
結
構
顯
得
微
不
足
道
之
小
元
素
自
然
浮
現•
，
具
體
而
言
，
就
是
重
視
規
劃
背
後 

之
地
方
社
會
政
治
過
程\

曲
非
忽
視
它
們-

或
僅
將
它
們
看
作
亟
待
矯
正
之
問
題
。
當
設
計
專
業 

芥
與
決
策
者
能
以
較
開
放
心
胸•

接
納
爯
業
或
政
治
现
想
與
實
際
使
用
之
差
興
時
，
便
有
機
會|

兄 

富
-

而
非
扼
殺
城
市
生
命-

也
較
可
能
永
續
地
營
造
一
個
有
真
正
活
力
的
城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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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STREE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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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C
o
3
3
6
o
r
 ̂
.
^
0
2
^
 10̂
- 

n
F
E
S
-
 -3 

0̂
David

 K
.  J

o
r
d
a
n
,  A

n
d
r
e
w

 D
.  M

o
r
r
i
s
,  and

 MarcrMoskowitz.

 H
o
n
o
l
u
l
u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H
a
w
a
i
i

 Press.

N
c
-
a
□- ̂
^
^
3
3
 ̂
o
s
^
«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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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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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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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體
的
力
量
最
大
！

O

相
信
自
己
在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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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 MAKING CHU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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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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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來
說.•
个
管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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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茗
屮
山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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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日
？
足
好
||
户

。

/I:
我
們
身
處
的
時
代
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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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阈
界
的
流
動
遷
徙
成
為
許
多
人
屯
命
經
驗
的•

部

份

，
越
來
越
多 

的
跨
國
人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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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變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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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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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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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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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
1
 O

年

，
有
二
億
以h

的
人
口
在
超
過
一
個
國
家
以
上
居
住
、
 

牛•
活

，
觸
發
衿
令
球
化
悄
境
屮.

誰
足
邢

lii
空
問<

||
法
削
造
行
的
111
思5
 ,
也
激
盌
矜
對
社
矜
關 

係

、
空
問
營
造
、
都

lii
fj
動
之
間
的
想
像
興W

踐

。Ch
u
n
g
S
h
a
n

就
迠
這
樣i

個
空
間
，
位

在

lli 

政
府
版
的
台
北
地
圖
上
所
標
示
的
中
山
北
路

•.
段

，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J'.
稱
其
為ChungShan

。

一
九
九O
年
代
間
起
，
每
個
星
期
天
，
在
中
山
北
路
三
段
、
德
恵
街
、
農
安
街
的
幾
個
街
廓 

巷
道
問
，k

千
名
菲
沭
赉
外
籍
勞
工
和
許
多
臨
時
攤
版
和

Mi
家
形
成r
 ■

倘
獨
特
的
空
問
。
在
hi 

裡
•

通

用

的

語

Ur
足
菲
律
賓
的T

a
g
a
l
o
g

語
和
英
文•

聖
多
福
教
堂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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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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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人
zfr
道k
 

笑
鬧
行
走
的
是
菲
律
賓
人
，
路
邊
的
臨
時
攤
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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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家
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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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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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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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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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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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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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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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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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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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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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遞
與
美
容
的
服
務
。
然
而 

當
星
期•
人
的
晚h

，
菲
棟
宵
外
籍
勞•
—
逐
漸
離
開
後
，
這
個
獨
特
空
間

/L
都
市
裡
卻
又
消
失•

轉 

變
成
尋
常
的
台W

人
空
問•

也
回
復r

中
山
北
路
平
闩
的
連
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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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
要
到•
卜
一
個
星
期
天
早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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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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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面
八
方
步
伐
的
來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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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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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次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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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ChungSh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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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k
d
r
o
p

 • 

a
t

 t
h
e

 e
n
d

 of*migration

 t
i
m
e

你
可
以
看
到
他
們
自
成
一
格- 

你
可
以
聽
到
他
們
，
他
們
要
去
跳
嬅
，
 

享
受
生
活
樂
其
所
欲
，

和
朋
友
相
會
相
約
去

吃
此
二
傳
統
食
物
和
喝
杯
啤
酒
。

街
頭
小
販
擠
滿
人
行
道
，

沿
路
賣
著
不
同
的
東
西
，

低
價
才
有
吸
引
力
，

路h

逛
街
的
菲
律
賓
人
這
麼
說
。

M

期
天
應
該
是
勞
工
自
由
的
一
天
，
 

到
屮
多
福
教
堂
去
禱
告
，

這
足
參
加
彌
撒
的
曰
子
，

也
有
人
在
電
影
院
。

在
週
末
母
語
个
再
足
異
類 

T
a
g
a
l
o
^
s

普
遍
的
語
言
，

看
菲
律
賓
人
在
大
道
上
放
輕
鬆
，

在K
T
 V

歡
樂
的
唱
出
最
瘩
歡
的
歌 

有
些
菲
律
賓
人
還
在
忙
碌
、

HJ
il
個
赀
贵
時
光
充
實
，
H

L2,

以
借
來
的
時
光
參
加
外
勞
詩
义
社 

KJ
遷
移
昤
光
槐
的
零
頭
嗲
祀
腦
。

反造城市 128



CHAPTER 7 MAKING CHUNGSHAN

這
：：疋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詩
人
筆
下
的ChungShan

 .

詩
中
所
描
繪
的
是
菲
律
賓
籍
勞
T.
在 

显
期
假
日
的
忙
裡
偷
閒
，
在
以
聖
多
福
教
堂
為
中
心
的
屮
山
北
路
所
度
過
的I

天

。
詩
中
充
滿
人 

與
人
互
動
、
熱
鬧
氣
氛
、
豐
富
活
動
的
空
間
景
象.

側
寫
出
一
個
跨
國
社
群
在
異
鄉
所
创
造
的
獨 

特
空
間
。

然
而
在
台R

媒
體
的
報
導
裡• C

h
u
n
g
S
h
a
n

卻
足
一
個
難
解
的
都
市
児
象
，
潛
藏
著
都
市 

的
衝

突

。
「
每
逢
週
口
，
總
有
數
以
千
計
的
菲
律
賓
外
勞
在
此
流
連
…

，
四
處
閒
晃
逛
的
外
勞
令 

社
區
民
眾
反
感
…

，
引
發
附
近
居
民
抗
議
…
」(

王
超
群

•  1
9
9
8
)

。
在
台
灣
的
其
他
地
方
，
也
有 

許
多
類
似C

h
u
n
g
S
h
a
n

的
空
間•

在
台
北
4':
站

、
桃
園
後
火
車
站
、
中

壢

、
台

中
•

來d

各
國 

的
外
籍
勞T

都
形
幣
與
改
變r
m

邛

都

lli
場

所•

如
果
用
國
籍
來
歸
類
這
些
空
間
，
誠
然
很
難
將 

它
們
歸
類
於
純
屬
「
台
腾
」
的
都
市
空
間
。

隨
著
台
北
市
外
籍
人
口
的
增
多
，
「
外
國
人
就
業
服
務
法
」
於
一
九
九
二
年
通
過
。
到
了
二 

O

■O

年

，
有
八
萬
多
名
來O

印

尼

、
菲
律
賓
、
越
南
等
地
的
外
籍
監
護
工
和
家
事
幫
傭
。
一
 '

O

 

一
二
年•

台
北
市
新
移
民
人II

數
超
過
四
萬
人(

以
女
性
大
陸
與
越
南
配
偶
佔
九
成)
•

也
有
所 

謂
新
移
民
會
館
的
成
立
，
全
市
有
百
分
之
五
的
短
暫•

或
是
長
期
移
民
人
口
，
他\

她
們
將
如
何 

改
變
和
創
造
自
己
的
空
間
？

C
h
u
n
g
S
h
a
n

這
個
空
間
令
人
感
興
趣
——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身
為
獨
特
的
跨
阑
人
口-

打 

破r

都
市
齊

一

的
國
族
認
同
興
國
家
邊
界
，
並
觸
動
著
新
的
都
市
與
社
會
議
題
。
然

而

，
是
什
麼 

樣
的
動
力
讓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的
社
群
空
間
在
國
境
內
的
都
市
中
無
中
生
有
？
這
個
空
間
的
產
生

2
 

Divisria

足
龙&

赞
馬W

拉
附
近•

處
地A

•

以
行
許
多
鼐•
大
餐
廳
、
咖
啡
館•

商
店
群
粜
、
人
潮
如
織
而
茗
名

•

3
 

T
a
g
a
l
o
g

為
非£

賓
最
筲
遍
使
用
的
當
地s

g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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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REMAKING

又
創
造
了
什
麼
意
義
？
這
是
本
文
想
要
回
答
的
問
題
。
彳

I  
C
h
u
n
g
S
h
a
n

 
的
緣
起

從
一
九
七O

年

代

開

始

越

來

越

多

、
將
近
全
國
人
口
十
分
之•

的
菲
律
资
人
開
始
到
阈 

外
工
作
，
總
數
達
六
、
七
百
萬
人
。
首
先
是
到
屮
柬
、
美

阈

、
加
拿
大
、
歐
洲
等
地
，
八O

年
代 

中

，
則
有
越
來
越
多
人
開
始
到
香
港
、
台W

、
新
加
坡
等
亞
洲
國
家
。
一
九
八O

年
代
間
，
菲
律 

賓
人
開
始
以
非
正
式
身
分
，
在
不
被
官
方
承
認
的
情
況
下
來
到
台
灣
生
活
與
工
作
，
在
當
時
台
濟 

政
府
對
外
阈
籍
人
上
在
台
工
作
沒
有
明
確
限
定
的
環
境
卜
，
許
多
菲
律
賓
人
以
觀
光
簽
證
，
或
是 

透
過
菲
播
賓
華
僑
的
中
介
申
請-

來
台
辨
工
作-

多
數
足
從
事
工
廠
丄
作
或
是
家
務
厂
作-

當
時 

佔
計
有
近
萬
名
葬
律a

人
在
台«

工
作(

劉
止
：儿-

1991

)

。

而
從
一
九
九 '

年

起.

台
灣
政
府
提
出

III
關
政
策.

原
本
在
台
捫
工
作
與
生
活
的
菲
律
賓
人 

被
飭

问

。
一
九
九
二
年
，
台
灣
政
府
頒
布
完
整
的
《
外
阈
人
就
業
服
務
法
規T

開
始
對
來
台
T. 

作
的
藍
領
T.
作
者
作
年
限
、
身
分
、
就
業
力
式
的
嚴
密
規
範•

並
有
系
統
的
透
過
仲
介
制
度
引
進. 

遂
成
為
「
外
籍
勞T

」
的
濫
觴
。
隨

後

的•

九
九O

年

間•

每
年
有
近
十
萬
的
菲
律
賓
人-

在
台 

灣
從
事
幫
傭
、
看
護
與
製
造
業T

作

。
由
於
必
須
住
在
雇
+.
家

、
醫

院

，
或
是
偏
遠
的
工
業
區. 

外
籍
勞
工
往
往
面
臨
著
艮
時
問_
—
作

、
居
所
隔
絕
、
或
與
當
地
社
會
脫
節
的
處
境
。
在
台
北
縣
，
 

當
時
也
有
約
幽
萬
名
菲
摔
賓
外
籍
勞
工
。
/±
台
北
市
，
九
成
以
上
的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是
家
庭
幫 

傭
成
監
護

T..

lflj
f-=

多
分
敗
於
水
泥g

林
各
處
。

Iflis

樣
受
限
的
倘
人
時
空
，
/J-:
透
過
拈
期=

卜
教
堂
的
活
動
屮
，
凝
聚
且
爆
發
出
共M

的
時 

空

。
位
在
厶II
北

I1J
屮
山
北
路
：•
段
的
变
多
福
教*
 (St.  C

h
r
i
s
t
o
p
h
e
f
s

 church)
 •

股
水
足 

九
ft
七

年

，
美
軍
駐
台
時
期
，
為
了
服
務
駐
紮
在
中
山
北
路k

美
軍
司
令
部
的
美
國±

兵

IflJ
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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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美
柬
撤
走
後•

教
觉I
h

愛
鲥
曲
神
父
接
饩•

仍
以
服
務
台
北
市
的
外w

锘
教
友
為h
 .

然

Ifli
教 

堂
逐
漸
冷
清
。S

到
一
九
九O

年

問

，
越
來
越
多
的
菲
什K

外
籍
勞K

來
到
合
跗
後
，
因
為
宗
教 

與
語
言
的
共
通
，
因
緣
際
會
的.

學
多
福
教
堂
成
了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在
台
北

li-i
共
同
都
市
生
活 

的
據
點
。

天
主
教
，
H

两
班
汙
殖
民
時
期
傅
人
菲
律
賓
後-

在
百
年
多
時
間
，®

生
許
多
菲
伴
賓
獨
舍
的 

當
地
節
慶
與
習
俗
，
同
時
也
是
個
人
與
社
會
生
活
中
重
要
的"

部

份

。
週
日
到
天
主
教
堂
作
禮 

拜

，
對
許
多
菲
律
賓
人
來
說•

是
生
活
中
信
仰
與
習
慣
的
延
續
。
許
多
菲
律
賓
人
到
海
外.

第
一 

件
事
就
是
找
當
地
的
教
堂
。
天
4i
教
會
作
為
一
個
跨
阈
組
織•

也
很
快
地
開
始
冋
應
這
樣
的
阈
際 

移
民
需
求
，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教
堂
邀
請
菲
律
賓
籍
神
父
進
駐-

將
原
本
毎
個
星
期
大
一
場
的
彌 

撒
-

增
加
五
場
，
除
了
英
文
之
外-

有
三
場
彌
撒
是
用
菲
律
賓
本
地
通
用
的
語
言I

 

Tagaog

 

進

行

，
更
飪
許
多
的
娛
樂
、
社
群
活
動
，
像
是
籃
球
賽
、
兵
乓
球
赛
、
歌
唱
比
賽
、
遊
戲
等
等
。

即
使
原
本
在
菲
律
賓
沒
有
固
定
作
禮
拜
習
慣
的
人
，
在
台
北

Iti
卻
也
會
來
到
聖
多
福
教
堂- 

在
異
阈
擔
任
外
籍
勞
工
的
處
境
屮
，
教
堂
空
間
對
他
們
產
生
一
種
更
深
刻
的
吸

JI
力

。
走
進
教
堂 

裡
可
輕
易
了
解
到
為
什
麼
做
彌
撒
的
意
義
這
麼
重
大•

寧
靜
的
天
光
灑
落•

微
微
透
出
光
亮-

内 

色
的
空
間
雅
潔
，
比
鄰
的
人
緊
挨
著
艮
排
木
椅
而
坐
但
不
擁
擠
。
許
多
人
到
教
堂
角
落
的
小
聖
母 

像
前
默
默
低
頭
禱
告-

祈
求
從
屮
得
到
力
量
。

祌
父
郭
藹
文
的
話
這
樣
點
出
了
信
仰
的
意
義
：
「
在
你
們
之
中
，
有
很
多
人
在T

廠

，
每
天 

從
八
點
到
五
點
工
作
，
還
有
很
多
的
加
班
時
間
。
而
在
家
庭
裡
面H
作

的

，
其
至
更
長
，
二
十

4

研
究
資
料
的
収
得
乃
足
二O
Q

 
1

:

0

0

:

 ■
年
之
HI
野
调
ft.

,112
錄
從
一
九
九O

年
問
到• O

O
O

年
初•

菲w

ft- 

外
锫
勞
r.
社
群
空
liil
的
朗
牙
與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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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
時
必
須
待
命
。
生
活
只
是
日
復•

日

，
總
是
反
覆
：
樣

，
你
感
到
疲
倦
…
…

。
」
「
耶
穌
作 

了
一
件
不
一
樣
的
事.

他
提
供
大
家
教
導
與
撫
慰
。
在
耶
穌
的
時
代
，
當
時
是
在
沙
漠
裡
，
那 

時
沒
有
醫
院•

沒
有
學
校•

即
使
冇
也
是
為
有
錢
人
而
開
的
，
但
是
每
個
人
都
想
要
學
習
新
的 

束

西

，
每
個
人
心
裡
的
難
過
都
需
要
被
撫
慰
…

，
人
們
於
是
走
向
祂
。
」(

郭
藹
义
，
講
道
內
容
，
 

田
野
筆
記)

宗
教
具
有
很
強
的
心
靈
撫
慰
的
力
量
，
特
別
足
對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離
鄉
背
井
不
是•

件 

容
易
的
事
，
在
聖
多
福
教
堂
裡
，
不
論
男
女
，
常
常
在
禮
拜
儀
式
的
過
程
中
流
淚
。
每
週
曰
，
總 

共
大
約
有
五
六
千
名
菲
律
賓
外
籍
勞H

,

會
從
台
北
縣
Ifi
，
桃
園
縣
市
，
甚
至
更
遠
的
地
方
趕
來 

作
彌
撒
，
而
聖
多
福
教
堂-

也
成
為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在
台
北
社
群
生
活
的
起
點
。
也
是
因
為
這 

樣
.

在
教
堂
旁•

漸
漸
衍
生
了
許
多
的
店
家.

一

開
始
台R

人
設
的
攤
販
、
店

家
•

會
因
應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的
聚
集
，
提
出
平
價
菲
律
賓
飲
食-

或

是
擺
出
低
價
的
衣
服
、
玩

具

、
生
活
用
品
，
之
後
由

菲
律
賓
華
僑
開
的
雜
貨
店
，
開
始
提
供
菲
律
賓
零

食
'

飲

料

、
食

材

、
調
味
料
、
罐

頭

、
乾

貨

，
洗
髮

精

、
肥

皂

、
化
妝
品
、
保
養
品
等
曰
用
品
，
還
有
雜

誌

、
報

紙

、
錄
音
帶
、
錄
影
帶
、C
D

等
雜
貨
，
然

後
漸
漸
大
型
的
店
家
也
進
駐-

包
括
像
是B

i
n
g
o

和

C
o
s
m
o
s

 •

這
兩
家
在
菲
律
賓
就
具
高
知
名
度
的
連

鎖
商
店
，
租
下
了
緊
鄰
聖
多
福
教
堂
的
黃
金
店
面

=

'

冉
來

，
雁

兌

、
郵

遞

、
保

險

、
借
貸
這
類
服
務
性
商

K

漸
漸
駕

到

，
為
整
個
區
域
提
供
更
綜
合
性
的
服

7
圖

ChungShan位置圖* （林秀m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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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3

7.4 7.5

圖7.2教借廣場。（奘比娜攝）

圖7.3 Bingo芥渖赉商店。（林ff fif攝） 

圖7.4街道1:的攤販。（侯忠仁攝）

圖7.5騎樓旁的攤販。（侯志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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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
甚
至
包
括
舞
廳
、
卡
拉O
K

、
電
腦
教
室
這
：
類
的
空
間
都
開
始
興
起(
困

7.1)
。

菲
律
賓
人
會
這
樣
使
用C

h
u
n
g
S
h
a
n

 ,

他
們
來
這
邊
做
彌
撒•

與
朋
友
見
面
，
然
後
買
朿
西

和
電
話
卡
、
聊

天

、
辦

啦

、
吃
午

钱

、
跳

舞.g

為
每
週
只
有•

天

，
所
以
嬰
好
好
把
握
。
扪
較 

於
台
北
火
車
站
、
二
二
八
紀
念
公
園
、
中

|1-.
紀
念
堂
等
地
點.

聖
多
福
教
堂
所
在
的
周
邊-

具
有 

街

道

、
巷

弄

、
人
行
道
、
廣

場

、
騎

樓

、
店

面

、
公
園
等
細
密
豐
富
空
間
紋
理•

動
線
有
更
為
多 

樣
化
發
展
的
可
能
，
服
務
跟
其
他
地
方
比
起
來
，
更
為
多
元-

因
此
成
為
一
個
小
小
的
菲
律
賓
城 

(

圖

7.21

75)

。

聖
多
福
教
堂
可
以
說
是C

h
i
m
g
S
h
a
n

人
群
聚
集
的
中
心
，
人
群
往
往
流
動
穿
梭•

不
停
的 

來
到
與
經
過
。
而
與
教
堂
同
側
中
山
北
路
的
騎
樓
與
人
行
道
，
各
種
攤
販
、
店

家

，
把
人
行
道
轉 

化
為
一
條
街
道
市
集
。
萬
萬
百
货
是•

棟
兩M

樓
的
建
築•

位
在
中
山
北
路
跟
農
安
街
的
轉
角
，
 

C

成
•

個
小
天
地

，R

而
有
菲
律
賓
雜K

、
小
门
助
贫
、
果
汁
飲
料
、
剪
髮 '

美

容

、
手

機

、
屮 

仔

褲

、
運
動
鞋
、
匯

款

、
郵

遞

、
房
地
產
、
借
貸
等
各
補
店
家
。
在
聖
多
福
教
堂
後
側
的
德
恵
街
、
 

農
安

街

、
雙
城
街
上
，
接
至
是
拉
遠
到
承
德
路
上
，
還
有
許
多
零
星
分
散
的
餐
飲
店
、P
U
B

、
 

卡
拉O
K

、
舞

廳

。
從
聖
多
福
教
堂
的
後
門
穿
出
來
，
就
來
到
了
比
較
安
靜
的
後
巷
，
三
五
人
群 

的
小
團
體
或
是
朋
友
，
在
長
椅k

找
•

個
位
置
，
或
是
在
兒
童
遊
樂
設
施
的
旁
邊
坐
下
來.

就
在 

開
放
空
間
裡
飲
食
、
聊
天
或

M-
休

憩-

Iflj
形
成
各
槐
小
圈
圈•

有
人
帶
白
飯
，
有
人
帶
菜
餚-

一
 

起
合
吃■

賴

。
之
後
也
常
聽
到
一
起
練
唱
、
彈

,*7
他
的
音
樂
聲
。

為
什
麼
人
們C

來
呢
？
也
許
是W

為

nJ
以
遇
兒
其
他
的
菲
冲
資
人
。
在
陳
永
龍
弭
外
勞
休
閒 

消
费
案

I:.
作
圈
隊(20S

 )

的
調
奋
裡•

受
訪
者
被
問
到
往4
IJ
R-
生
活
的
心
願
足
什
麼
時•
S

多 

都
選
擇••
認
識
更
多
的
菲
律.M

人

，
或
所
諧
的K

a
b
a
y
a
n
(
T
a
g
a
o
g

語

言

的

「
朋
女
」
之

意

，
 

也
指
菲
律
賓
人)

。
對
初
來
到
台
北
的
菲
律
賓
外
籍•
L

lfIJn

•  ChungShan

是
開
啟
社
群
網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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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起
點
。
受
訪
者R

o
w
e
n
a

擔
任
家
庭
泔
傭
丄
作•

她
說u
,

」
的2

5

住
地
點
收
沒o

卯
俅
宵
人- 

而
在
她
工
作
的
第
一
年•

雇
主
完
全
不
讓
她
放
假
，
而
後
有
假
時•

她
常
常
自
己
一
個
人
來
到 

ChungShan

 ,

平
彌
撒
、
逛

街•

朋
友
圈
就
逐
漸
拓
诚
開r

。
的

確.

在

C
h
u
n
g
S
h
a
n

 ,

透
過 

許
多
共
同
的
活
動.

也
促
進
人
與
人
問
交
矜
和
钔
識
的
機
矜•

她
說••
在
迈
视-3

個
人
都
非
常 

容
易
跟
對
方
講
話
，
你
打
聲
招
呼.

問
你
也
是
菲
律
賓
人
嗎
？
然
後
你
們
就
聊
天
啦=

C
h
u
n
g
S
h
a
n

除f

有
比
較
便
宜
的
物
唞•

還

>1
現
與
提
供
了
許
多
菲
俾
賓
脈
絡
的
飲
食
、
 

個
人
用
品
、
休
閒
娛
樂
模
式
。
儘
管
所
赀
收
不
便
宜.

权
一
般
的
菲&

宵
，：Z

助
餐
店
裡
用
餐
，
動 

輒
是
上
百
：兀
，
但
是
卻
是
在
台
北
市
其
他
地
方
所
不
可
得
的
飲
食
门
味
。
這
裡
也
有
許
多
卯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生
活
所
需
要
的
特
別
服
務.

在c
h
u
n
g
s
h
a
n

4J
許
多
郵
遞
公
司.

郵
遞
業
之
所
以
為 

m

要

，
是
在
手
機
聯
絡
之
外
，
滿
足r

許
多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以
禮
物
、
卞
活
川
品
寄
送
冋
家
的 

需

要

。
讓
母

親

、
父

親

、
兒
女
之
問
的
情
誼
衍
以
透
過
郵
遞
傳
遞
。
郵
遞
公
司
所m

備
的
紙
箱

•  

尺
寸
很
大
，
長
寬
高
各
有
八
十
公
分
，
提
供
儲
存
服
務
，
每
個
星
期
外
籍
勞X

郁
可
以
買
些
東
西
，
 

■

點
■

點
的
作
放
在
箱
广
裡
，
等
到
箱f

裝
滿
後
，
再
郵
遞M

家

。

「(

這
個
娃
娃
這
麼
大
！)

…
這
個
大
娃
娃
是
給
我
女
兒
的•

…
我
有
兩
個
女
兒.
.
.

他

們
很
乖.
.
.

我
已
經
有
了
一
個
大
箱'-

b

.

.

.

等
到
裝
滿
就
寄
回
去
。
」

(Lina

 -

家
庭
幫
傭-

山
野
筆
記)

在
這
裡
，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丄
洋
溢
的
神
采
、
亮
麗
的
穿<

、
恣
意
的
歡
笑
常
引
人
注H

。
藍 

佩

嘉(
2
0
0
2

)

指

出

，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在
勞
雇
場
域
中
，
多
半
是
處
於
壓
抑
自
我
的
狀
態.

特 

別
是
對
於
在
家
戶
工
作
的
家
庭
幫
傭
以
及
監
護E

,

台
灣
仲
介
或
雇
主
給
予
外
籍
女
傭
的
工
作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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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中
通
常
會
規
定
工
作
時
不
可
以
化
妝
、
戴
首
飾
、
塗
指
甲
油
或
擦
香
水
，
而
在
她
的
研
究
中
，
 

受
訪
的
人
也
多
半
表
示
會
有
意
識
的
「
裝
醜
」
，
大
部
分
穿
著
簡
單
的T

恤
配
上
百
慕
達
褲
或
寬 

鬆
長
褲
。
假
日
的
時
空
，
代
表
的
是
他
們
這
時
候
可
以
卸
下
「
外
籍
勞
工
」
身
分
下•

藉
由
衣
著 

打
扮
的
自
我
選
擇
，
重
新
作
回
「
我
自
己
」
。

一
名
曾
經
在
菲
律
賓
當
模
特
兒
，
長
得
相
當
美
艷
，
又
非
常
敢
穿
的H

e
b
e

，
有
一
天
黑
色 

露
背
裝
出
現
引
起
大
家
玩
笑
後
，
蠻
不
在
乎
的
說
：
「
我
就
是
喜
歡
這
樣
穿-

平
常
我
已
經
是
女 

傭

了

，
假
日
我
總
可
以
是
我
自
己
吧
。
」(H

e
b
e

 ,

家
庭
幫
傭.

田
野
筆
記)

而
另
一
名
受
訪
者 

L
i
l
i

則

表

示

，
自
己
的
空
間
被
壓
縮-

需
要
一
個
喘
氣
的
所
在
：
「
我
沒
有
自
已
的
房
間
，
我
睡 

在
病
人
旁
邊
，
因
為
在
晚
上
我
必
須
照
顧
他.

而
他
在
晚
上
會
說
夢
話
，一

直

說

、
說

、
說

，
 

我
不
能
睡
覺
！
我
在
半
夜
醒
來
…
…
我
的
心
好
像
一
直
…
…(

用
手
握
緊
了
拳
頭
放
在
胸
口)

…

」 

(
L
i
l
i
,

田
野
筆
記)

。

由
於
跟
家
庭
雇
主
之
間
，
沒
有
法
定
的
勞
動
契
約
，
也
沒
有
固
定
的
工
時.

儘
管
多
數
的
勞 

動
契
約
上
都
規
定
一
週
有
一
天
休
假
，
可
是
據
社
工
表
示
，
相
當
數
量
的
雇
主
兩
週
或
者
一
個
月 

才
讓
外
勞
休
假
一
天
，
甚
至
完
全
不
讓
她
們
休
假
。
也
有
許
多
案
例
，
是
外
籍
勞
工
在
來
到
台
灣 

後

，
好
幾
個
月
甚
至
將
近一

年
從
來
沒
有
一
天
假
日
。
而
菲
律
賓
家
庭
幫
傭
與
監
護
工
即
戲
稱
自 

己

為

「
7
-
E
l
e
v
e
n
」

(

全
年
無
休
便
利
商
店)

。
在
平
日
工
作
的
時
候.

彼
此
密
切
的
以
手
機
和
簡 

訊
聯
絡
，
而
期
待
著
星
期
天
到C

h
u
n
g
S
h
a
n

的
相
會
與
活
動
。
一
起
出
遊
、
上
教
堂
、
去
舞
廳
、
 

吃
柬
西
、
聊

天

、
慶

生

，
彼
此
陪
伴
與
共
亨
的
時
光
。
多

找

：
點
跟
朋
友
相
處
的
時
間
，
形
成
緊 

密
的
支
持
。

外
籍
勞
工
常
常
感
受
到
都
市
對
於
他
們
的
排
拒
，
在
公
共
空
間
裡
，
警
察
盤
査
居
留
證
。
住 

在
雇
主
家
，
卻
從
來
沒
有
待
在
家
裡
的
感
覺
，
在
台
北
都
市
裡
的
心
情
也
一
樣
。
詩
人Bles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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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這
樣
寫
道
：

當
一
個
異
鄉
人
站
/±
您
的k

地k
 

-

彷
彿
人
侵
卉
必
須
要
接
<•
充
滿
敵
意
的W

判
-

我
不
曾
有
犯
罪
的
思
想
，

然
而
異
鄉
人
似
乎
帶
著
原
罪
，

我
像
一
個
被
鐵
柱
圍
關
的
囚
犯
，

困
惑
而
無
助
，

但
仍
筆
直
站
立.

我
知
道
我
若
成
為
孤
兒

-

厶
||
矜
也
就
是
我
的
家
。

「
台

濟

，•

個
識
我
逐
夢
的
國
度 J  

(

B
l
e
s
s
i
e  L

 D
e

 B
o
r
j
a

 L
a
n
d
i
n
g
i
n
,

 2
0
0
2

)

只
有
在C

h
u
n
g
S
h
a
n

 •

才
能
在
這
個
排
拒
的
都
市
裡.

找

到|

些
抵
抗
與
認
同
的
空
間

-  

使
自
我
的
個
性
得
以
彰
顯
與
鮮
活-

而
得
以
重
新
定
位
自H

的
生
活
脈
絡
與
文
化
歸
屬
。

|  

與
城
市
的
連
結
與
衝
突

C
h
u
n
g
S
h
a
n

的
形
成
對
台
北
的
都
市
文
化
產
生r

什
麼
影
響
？ 
■

方

面

，
這
個
空
間
隱
藏 

著
钇
動
與
交
流
，
特
別
是
對
親
分
與
外
勞
接
觸
的
店
家
Ihj
言

：
「
一
開
始
就
是
部
聽
不
懂-

都
足 

比
手
畫
腳•

因
為
他
們
說
英
文•

但

跟

一

般
的
英
文
不
一
樣•

會
聽
个
懂
。
他
說
要
這
個
東
四 

結
果
我
們
搬
出
來
另
一
樣
東
四
給
他
。
來
這
邊
久
了•

英
文
也
學
到
、
菲
律
賓
話
也
學
到-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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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什
麼
數
字
、
貴

啦

、
便

rr
啦
都
會
嗲
到.

…
後
來
行
時
候
說
一
兩
倘
字
我
束
两
就
矜
令
出
來 

丫

。
而
且
他
們
個
性
都
蠻
好
了.

很

隨

和

，
作
久
都
成f

朋

友

。
…
報
紙
上
那
些
外
勞
談
到
的 

都
是
打
架
啊
、
泰
勞
那
樣•

其
實
他
們
教
育
程
度
都
很
高
耶
。
」(

中
山
北
路
上
擺
攤
販
的
兒+

. 

田
野
筆
記)

也
有
人
就
外
勞
在
台
辨
處
境
，
提
出c

h
u
n
g
s
h
a
n

ia
個
休
間
娛
樂
空
問
對
他
們
的
意
義
： 

「
菲
律
賓
人
工
作
平
常
也
是
很
苦
悶
，
放
假
一
天
就
來
這
裡.

要
不
然
你
叫
他
們
到
哪
裡
去
呢
？ 

也
像
我
們
當
兵
的
時
候•

放
一
天
假
，
好
高
興
出
來
，
玩
■

玩

，
然
後
五
六
點
收
假
回
去
。
這
裡 

有
教
堂

•

這
是
他
們
宗
教
信
仰
的
中
心
，
他
們
才
會
來
。
有
特
色.

時
間
久
才
慢
慢
很
完
幣
。
否 

則
他
們
到
哪
裡
去
呢
？
這
邊
打
他
熟
悉
的
朿
四-

他
熟
悉
的
語
言
文
化
都
拓
ix
邊

。
」(

屮
山
北
路 

上
擺
攤
販
的
父
親
，
田
野
筆
記)

更
有
人
以
女
性
身
分
感
同
身
受
，
想
像
他
們
的
思
鄉
之
情
：
「
我
是
一
個
媽
媽
，
是
一
個
女 

人
-

我
的
顧
客
也
多
半
是
女
牛•
.

她
們
在
台
濟
都
已
經
七
、
八
年.

有
先
生
，
有
孩
子
在
菲
律
賓
，
 

我
自
己
是•

個
母
親
，
我
，
U
,
J

都
在
想
她
到
庇
在
台
濟
失
去
的
有
多
少
。
」(

屮
山
北
路k

金
飾
店 

母

親-

田
野
筆
記)

然
而
對
於
多
數
台
濟
人

Iflj
Ia•
:
记
樣
的
空
問
卻
足
隐
鹹
矜
隔
離
。•

般
感
受
的
都B

負
面
印 

象

，
或
足
疑
懼.

像
足
「
他
們
」
侵
人

「
我
們
」
的
空
間
。
像
足
店
家
就
农
示
：
「
有
一
個
趨
勢
：
： 

外
籍
勞
工
多
時
，
台
餺
人
就
漸
漸
不
會
過
來•

…
外
籍
勞
工
比
較
少
的
時
候.

…
台
灣
人
乂
漸
漸 

多
起
來
」(

屮
山
北
路
上
的
金
飾
店
女
兒
，
山
野
筆
記)

。
根
據
里
長
觀
察
：
「
因
為
這
個
這
個. 

甩
民
冇■

點
怕
怕
，
有
一
點
怕
怕
說
…

，
他
給
我
們
的
那
個
訊
息
是
好
像
跟
他
擦
肩
而
過
矜
餌
點 

怕
怕
的
记
樣f
 

…
你
倚
，
H

然
就
遠
離
他
嘛.

我
們
就
走
遠•

點

，•
个

耍
靠
近
那
邊
去
。
」(

|1,*|
光 

里
里
畏
訪
談
，
山
野
策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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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萬
萬

rl
貨
初
朋
相
菲
沭.
'«
商
/^-
進
駐
：
樓

時

，•

搜
仍
/1-:
锊
業
的
粘
品
店
曾
強
烈
抵
制- 

而
射
菲
伟
咨
尚

Vi
岀
相
的
Mi
家

，
也

Ifli
臨#

人
樓
押K

他
fll
r'
的
反
對
附
力
。
「
當
時
迠
很
緊
繃 

的
-

邵
時
卯
律«

人
是
很
關
結
的
，̂

樓
的
時
候
都
个
經
過
那
邊•

直
直
的
轉w
h

樓

梯

，
因
為 

說
■

樓
那
邊
台
賻
人
的
眼
睛
在
給
人
家
「
一\
?

」(

台
語
發
音)

：
：
連
廁
所
都
鎖
起
來
不
給
他
們 

用

。
」(

萬
萬
西
貨
一
樓
的
錶
店
太
太
，
山
野
筆
記)

I  

城
市
人□

與
地
景
的
流
動

事
實h

, 

一
九
五O

、
六O

年

代•

美
軍
顧
問
團
駐
在
台
北
時
期
，
中
山
北
路
作
為
台
北
市 

重
要
的
穿
越
孔
道
，
以
及
對
外
國
人
士
的
窗
口
地
區
，
即
形
塑
了
當
地
獨
特
的
商
業
型
態
：

在 

中
山
北
路
上-

觀
光
飯
店
非
常
密
集
，
從
長
春
路
以
北
到
酒
泉
街
間
，
農
安
街
、
雙
城
街
一
帶

-  

酒

廊

、
美
式
酒
吧
、
俱
樂
部
紛
紛
興
起
，
中
山
北
路
:-
段
上
沿
街
林
立
精
品
商
家
、
舶
來
品
店
面- 

晴

光

lii
場
史
為
我
阈
第-

個
舶
來
品
市
埸
，
週
邊
的

17
貨
大
樓
裡
也
密
堪<

各
種
店
面•

匯
聚
販 

軎
著
世
界
齐
地
的
精
品
、
服

飾

、
化
妝
品
、
珠

齊

。

IflJ
在I

九
八O

年
代
初
期-

在
台
濟
政
府
對
國
人
出
阈
條
件
放
寬-

人
們
可
以
，ljl
由
以
觀 

光

、
求

學

、
探
親
出
入
阈
境
後.

逐
漸
失
去
了
異
國
風
采
的
吸d

力

，
隨
片
新
興
消
赀
模
成
的
改 

變
•

也•
个
敵
台
北

HJ
麻
區
新
興
的W

際

ffK

公
司
商
阐
，
於

hi-
開
始

1/11
臨
商
業
活
動«

退
及
人I
 1
 

遷
出
的
問
題
。
「
…
像
是
萬
萬
樓k
 ,
本
來
垃
曾
舶
來
品
的•

都
是
賣
髙
級
貨
的•

有
時
候W
• 

個
月
叫
以
吃
一
個
月
，
像
他
拿•

件
衣
服
，
假
如
說
网
千
八
的
話
，
他
可
以
開
到
一
萬
八
，
那
就 

會
再
會
殺
價
殺
到
一
萬
二
好
了•

他
還
是
有
賺
。
後
來
漸
漸
个
行
了
丄(

萬
萬
百
貨•

樓
的
錶
店 

經
營
者
，
田
野
筆
記)

曾
經
盛
極
：
時
的
晴
光
市
場
舶
來
品
屮
心
逐
漸
冷
淸
，
原
本
有
兩
層
樓T
 (

有
一
層
為
中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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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
層)

，
在
曲
折
空
間
裡
密
集
的
小
規
模
舶
來
衣
飾
店•

相
繼
關
閉
退
出.

而
僅
剩
下
一
樓
不
到 

T-
數
的
商
家
營
業
。
而
位
在
中
山
北
路
的
二
層
商
場
——

萬
萬
百
貨• r

樓
眾
多
精
品
店
、
服
飾 

修
改
店
也
隨
之
蕭
條.

許
多
店
面
逐
漸
閒
置
，
成
為
倉
庫
。
由
於
這
些
以
舶
來
精
品
店
形
式
經
營 

的
店
家•

其
店
舖
規
模
就
小
，
而
在
租
金
日
亦
下
滑
後•

則
使
新
的
經
營
菲
律
賓
外
籍
勞H

休
閒 

娛
樂
業
的
商
家
有
條
件
進
駐
，
以
目
前
萬
萬
百
貨•

一
樓
為
例
，
星
期
天
時
，
餐

廳

、
雜

貨

、
日
用 

品

、
美
容
理
髮
、
手
機
電
話
卡
販
售
、
服

飾

、
郵
遞
與
匯
款
、
投
資
與
理
財
等
各
種
店
面
開
張. 

相
較
於
星
期
一
到
六
人
煙
稀
少
店
門
緊
閉
，
反
而
是
星
期
天
最
熱
鬧
。

C
h
u
n
g
S
h
a
n

的
出

現

，
多
半
挪
用
的
是
原
本
周
闩
無
人
使
用
的
空
間
，
例
如
在
中
山
北
路 

k

多
銀
行
，
到
星
期
天
則
停
止
營
業
，
臺
賻
銀
行
前
的
廣
場
空
間•

以
及
大
眾
銀
行
下
的
騎
樓
空 

間

，
成
了
地
攤
空
間
。
此

外

，
在
雙
城
街
一
帶
的
酒
吧
區
，
由
於
在
白
天
也
沒
有
營
業.

因
此
人 

群
也
得
以
延
仲
到
這
一
區
的
街
道
巷
弄
間
。
許
多
商
店
在
週U

特
別
因
應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的
喜 

好
與
需
求
，
改
變
商
品
內
容
、
排
設
方
式
、
設
計
特
別
的
銷
售
活
動
。
原
本
在
德
惠
街
、
農
安
街 

'

帶
的
店
家
，
則
在
星
期
曰
生
意
清
淡
曰•

將
店
画
出
祖

一

天
賺
取
租
金
。

但

是

，
許
多
人
並
不
會
以
外
勞
為
當
地
帶
來
繁
榮
的
角
度
來
看
。
他
們
的
感
受
反
應/

公
共 

設
施
與
服
務
的
不
足
：
「
這
個
公
園
大
概
聚
集
三
四
百
人
，
五
百
多
人
都
有
，
…
整
個
公
園
大
概 

都
是
菲
律
賓
人
在
這
邊
聚
集
，
…
小
孩
子
，
根
本
就
沒
有
辦
法
出
去
，
根
本
就
沒
有
空
間
…
-

他 

們
晚
上
回
去
以
後
，
整
個
公
園
都
亂
成
一
團
喔
…

。
」(

恆
安
里
里
長
訪
談
，
田
野
筆
記)

每
週
日
上
千
百
名
的
人
數.

爆
發
的
豐
富
活
動
量•

直
接
造
成
和
社
區
居
民
在
空
間
使
用 

k

的

競

爭

，
影
嚮r

鄰
里
對
於
公
共
空
間
的
原
有
使
用
，
衝
突
的
焦
點
也
包
括
環
境
衛
卞
的
問 

題
(

許
弘
毅
，20

0
0

 ;

熊
尤

俏.

2
0
0
2

)

。
臨
時
店
面
、
箱
型
車
，
攤
販
來
了
又
去
，
而
環
境
維 

持
的
成
本
，
則
落
在
在
地
社
區
上
。
但
是
若
只
從
人
潮
擁
擠
的
面
向
去
解
讀
，
似
乎
又
簡
化r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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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張
力
，
許
多
的
矛
盾
是
心
理
上
的.

也
是
因
為
外
籍
勞
工
被
汙
名
化 

的

關

係

。
在

I

九
九O

年

間

，
台
灣
媒
體
一
般
充
斥
著
對
外
籍
勞
工 

群
聚
的
負
面
報
導(

葉

論

珍• 1
9
9
5
;

陳

淑

秦

，1
9
9
7
:

陳

朝

福

-  

1999;

張
柏
東

-  1
9
9
9
;

呂
開
瑞
，1999;

游
文
寶
，1

9
9
9
)
。

特
別 

是
中
山
北
路
，
曾
經
有
風
華
一
時
的
城
市
歷
史
，
至
今
則
欲
以
鮮
花
、
 

婚
紗
名
店
、
高
級
住
宅
區
的
意
象
重
建
。Ch

u
n
g
S
h
a
n

在
週
曰
以
地 

攤

、
小
貨
車
所
形
成
的
臨
時
性
地
景
，
和

「
高
級
化
」
的
社
區
發
展
藍 

圖
產
生
衝
突A

我
們
這
邊
的
房
地
產
現
在
是
在
下
降
的
，■

般
如
果 

說
房
子
要
買
賣
大
概
都
會
在
禮
拜
六
禍
拜
天
看
房
子
，
那
變
成
來
到
這 

邊

呢

，
他
們
會
怕
，
要
買
這
邊
的
房
子
也
會
怕
到
，
會
嚇
到
說
這
邊
怎 

麼
都
變
都
是
外
勞
。
」(

恆
安
里
里
長
訪
談
，
田
野
筆
記)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社
群
的
負
面
與
污
名
，
直
接
的
衝
擊
到
中
山
北 

路
原
有
的
空
間
意
象
。
也
足
因
為
這
樣
，
常
常
出
現
有
形
或
無
形
的
排 

斥

：
「
…
…
教
堂
旁
並
列
的
數
家
婚
紗
公
司
，
若
聚
集
在
店
門
口
談
天 

說
笑
的
外
籍
勞
工
數
量
太
多
，
婚
紗
公

nJ
員
工
會
走
道
走
廊
上
要
求
外 

勞
們
離
開
…

，
不
遠
處
的
福
星
大
樓
掛
著
一
個
英
文
牌
子
，
寫

著

： 

:T
h
i
s  

i
s  a

 p
l
a
c
e  y

o
u

 d
o
r
f  

t  b
e
l
o
n
g
.  S

o

 y
o
u

 are  n
o
t

 w
e
l
c
o
m
e

 
t
o  e

n
t
e
r

 t
h
i
s  p

l
a
c
e
f

 (

這
是
一
個
不®

於
你
們
的
地
方
，
所
以
你
們 

不
被
歡
迎
進
入
這
個
地
方
。)

許
多
外
勞
看
了
牌
子
多
會
識
趣
的
離
開
，
 

臉
上
木
然
的
表
情
看
卻
看
不
出
是
喜
是
悲
」(

陳
淑
秦
，1

9
9
7
)

。

儘
管
當
地
曾
有
專
門
「
作
外
勞
街
」
的
說
法
被
提
出•

但
居
民
的

圖7.6
外籍勞工文化中心活動 

（吳比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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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對
力
量
仍
人•

要
改
善
現
有
的
衝
突
，
卻
又
缺
乏
足
夠
的
行
政
協
調-

台
北
市
現
有
的
都
市
行 

政
體
系
，
從
都
發
、
民

政

、
到
文
化
部
門
，
都
將
外
籍
勞
工
事
務
排
除
迕
外.

勞

7:
部
門
的
台
北 

市
勞
工
局
，
乃
是
唯
；
介

面(

許
弘
毅
，20

0
0
)

。
勞T

局
曾
經
邀
請
聖
多
福
教
堂
召
開
協
調
會
，
 

提
出
環
境
維
護
議
題•

後
來
卻
不
了/

之

，
居
民
希
望
外
籍
勞E

能
夠
自
我
組
織
，
產
生
跟
社
區 

對
II
的
介
伽
，
但
外
籍
勞
工
本
身
也
缺
乏
這
樣
的
組
織
。

在
這
樣
的
情
況5
,

有
居
民
曾
經
透
過
里
民
大
會
提
議•

希
望
能
夠
將
聖
多
福
教
堂
遷
走
，
 

比
如
說
教
堂R

棹
原
有
建
築
，
到
空
曠
的
地
方•

或
是
到
比
較
郊
外
去
，
捷
運
可
以
坐
到
比
較
空 

曠
的
地
方.

電
新
冉
建 '

個
教
堂
，
然
後
在
耶
邊
興
建•

個
公
園
、
廣
場
，
比
如
說
關
渡 '

三
重
、
 

蘆

洲

、
中
和
板
橋
等
地•

居
民
認
為
這
樣
對■

個
新
興
的
地
區•

可
能
足
比
較
好
的
。
也
旮
人
認 

為
-

'';
以
透
過
阈
家
政
策
，
去
限
定
外
籍
勞
工
到
台
辦
的
人
['|,

臂
如
說
印
尼
外
籍
勞̂

、
越
南 

外
籍
勞
工.

都
給
人
較
為
安
靜
、
隱
蔽
的
文
化
印
象
，
不
會
像
菲
律
賓
人
，
在
假
日
的
時
候-

大 

肆
的
聚
集7

樂
.

JI
起

城

IIJ
的
騷

動

。
「
…
政
府
不
足
有
說•

如
果
可
以
從
輸
人
的
外
勞
裡
面
作 

改

變-

比
如
說-

平

衡•

點

，
菲
律
賓
不
一
定
要
進
那
麼
多
嘛
：
：
其
實
印
尼
的
外
勞
喔
，
比
菲 

律
賓
好
用•

乖

•

W

為
菲
律
賓
真
的
是
比
較
钤
聚
集
，
那
•

比
如
說
你
現
在
有
其
他
的
國
家•

可 

能
就
矜
他
們
說
分
散
：
卜
.

比
較
个
出
來
那
柿
…

」(

恆
安
里
里
長
訪
談.

FK
野
筆
記)

。

不
管
如
何
，Ch

u
n
g
S
h
a
n

 i

直
被
視
為
是•

個
台
北
市
臨
時
性
、
非
正
常
的
地
景
，
警
察 

時
時
作
驅
趕
，
將
騎
樓
卜
的
攤
販
取
締
，
或

是
■

再
的
到
阽
光
公
调

IHJ
外
锘
勞T

檢
査
居
留
證
，
 

檢
査
是
否
有
逃
跑
或
L1-
非
法
居
留
的
外
籍
勞
工
。

I  

形
塑
社
會
空
間

到
底
這
樣
的
文
化
對
立
有
沒
有
溝
通
的
可
能
？
有

的
•

在
二O
O
■
:

年
.

台
北
市
就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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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L
'/.r
 
台

北I
ii
外
勞
文
化
屮
心(

H
o
u
s
e

 o
f

 M
i
g
r
a
n
t

 W
o
r
k
e
r
s
'

 Empowerment

 -

簡
稱 

H
O
M
E
 )
，
轄
屬
於
勞
工
局
，
這
個
中
心
的
任
務
以
為
外
籍
勞
工
提
供
休
閒
娛
樂
、
文
化
活
動
為 

主
i

7.6v

由
台
濟
國
際
勞
工
協
會(
T
I
W
A
 )

來
經
營.

選
址
位
在C
h
u
n
g
S
h
a
n

的
聖
多
福 

教
堂
的
後
側
，
位
於
雙
城
公
画
旁
的
一
棟
公
寓
大
廈
的
一
樓
，
備

廚

房

、
卡
拉O

K

、
健
身
房 

等
設
施
，
砣
句
芥
掙
咨
籍
社
T.
人

員-

提
供
法
律
諮
詢
。
儘w
W

為
經
代
、
行
政
资
源
所
限-

這 

個
中
心
不
足
廣
為
人
知.

但
是
在
有
限
的
時
空
裡(

二0
0

二

丄d

o

四
年
往C

h
u
n
g
S
h
a
n

營 

運
期
間)
.

還
是
作
了
一
此•
創
新
的
措
施
，
包
括
語
言
交
換
、
文
化
之
旅
、
舞
蹈
等
，
一
系
列
由
台 

灣
義
工
與
外
籍
勞
工
合
作
的
課
程
，
中
心
也
集
聚
形
成
丫
籃
球
隊
、
樂

團

、
跳
舞
等
興
趣
社
群
，
 

利
用
地
卜
宰
的
空
間
排
練
人
母•

次
耍
辦
活
動
，
中
心
的
工
作
人
員
都
透
過
肀
多
福
教
堂
作.U'
傅

，
 

成
是
到
一
家
丁
豕
商
店
的
發
傅
增
。

在
處

HI!
與
居
民
的
衝
突
卜■
•

中
心
辦
埋
淸
掃
街
道
、
二
手
衣
物
交
換
等
活
動
，
也
透
過
在
鄰 

里
公
闽
辦
公
共
活
勤
，
讓
社
區
認
知
到
外
籍
勞
工
在
地
方
上
的
存
在
。
也
參
與
二O
O

三

年

「
中 

山
北
路
百
年
慶
」
的
活

動

，
試
圖
將C

h
u
n
g
S
h
a
n

的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文
化
也
編
織
為
地
方
歷 

史

的
•

部

份

。
並
透
過
舞
蹈
、
遊
行
等
節
慶-

跟
民
眾
互
動
，
進
行
文
化
的
展
演(

圖

7.7)
。

無

WJ
否
認
的
，
因
為
外
籍
勞
工
的
工
作
時
間
長
、
負
攒
大.

能
夠
運
用
的
時
間
就
只
有
假
日 

:

人

，
許
多
的
活
動
都
受
限
，
多
半
也
只
是
參
與
屮
心
安
排
好
的
行
裎•

對

於

「
桢
極
的
成
岛
台 

灣

社

會

、
文
化
的
一
部
分」

•

仍
然
有
一
段
遙
遠
的
距
離
。
許
多
外
籍
勞
工•

在
台
灣
有
「
二
等 

公
民
」
的
感
覺
，
更
有
一
種
「
過
客
心
態
」
，
不
願
意
、
或
是
無
法
想
像
在
台
北
市
投
入
社
會
生
活
。

同
時
幾
位
從
事
家
務
工
作
的
女
性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
都
提
過
她
們
的
雇
主
對
她
們
的
假
口 

行
蹤
充
滿
疑
慮
。
例
如J

o
s
e
p
h
i
e

，
她
說
自
己
每
次
跟
雇k

說
要
來ChungShan

 ,

雇
主
總
會 

pi•
:

詢
問
她
在
id
裡
的
活
動
興
交
友
悄
況
。
一
名
菲
怵
资
店
家
營
業
者
也
捉
到•

雇
4£
與
仲
介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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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7
卯汴钱外籍労r.喂安束妃諾節遊H。（览比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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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來
到C

h
u
n
g
S
h
a
n

充
滿
防
備
。
雇p
•
和
仲
介
對
菲
律
资
外
籍
勞
工
的
社
群
空 

問
帶
有
疑
懼-

敁
符
遍
的
說
法
乃
呈
ia
裡

钤

「
教
壞
外
勞
」
。

的

確

，
在C

h
u
n
g
S
h
a
n

 .

菲
律
賓
外
勞
們
常
常
彼
此
交
換
般
新
的
法
規
資
訊(

如
仲
介
費 

超

收

、
薪
資
扣
除)

，
和
如
何
保
護
自
己
權
益
的
方
法(

如
爭
取
放
假
權
利)

，
許
多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的
個
人
情
境
，
透
過
媒
體
的
傳
遞
，
成
為
公
眾
的
議
題
。
二O
O

二
年
末•

一
名
居
住
在 

中
瀝
的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因
為
腦
水
腿
而
住
院
，
由
於
陷
在
昏
迷
狀
態
中
必
須
長
期
住
院
，
而 

雇

.+:
和
仲
介
已
然
撒r
 ,
他

IHI
樣
在
台
灣
工
作
的
表
妹
於
是
投
古
到
報
紙
上
求
助•

*]!
起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之
間
的
迴
響
與
捐
款
。
甚
至
不
乏
更
激
進
的
團
體
，
和
馬
尼
拉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
M
E
C
O
)

與
國
際
勞
工
團
體
接
軌
。

「
我
們
一
開
始
是
十
個
人
，
後
來
嚴
多
的
時
候
差
不
多
有
一
百
人
，
多
半
是
女
生
，
大
約
十 

分
之
一
是
男
生
，
我
們
都
在
台
北
。
…
那
時
候
有
一
個
很
有
名
的
案
子-

是
■

個
菲
律
賓
女
孩
跳 

樓
自
殺r

,

她
的
雇
主
說
她•

邺
不
好
的
事
情
，
…

。
我
知
道
這
個
消
息
後
。
我
去
看
她
的
逍
體
，
 

幫
忙
送
她
回
家•

在
那
之
後
，
我
們
開
始
作
一
些
事
。
我
們
一
般
來
說
比
較
關
心
政
治
性
，
但
是 

每
個
人
的
興
趣
不
一
樣
，
我
們
也
作
不
一
樣
的
事
。
」(w

i
n

 -

田
野
筆
記)

但
這
個
小
團
體
在
二O
O

三

年

，
主
要
核
心
成
員
相
繼
離
開
台
灣
後
，
逐
漸
解
散
。
外
籍
勞 

工
居
留
期
限
一
次
最
長
只
有
二
至
三
年.

期
間
也
有
中
止
契
約
或
是
被
遣
返
的
可
能
，
因

此

，
多 

數
的
社
團
和
組
織
都
面
臨
著
人
員
流
動
率
高
而
不
易
維
繫
的
處
境
，
此
外
越
是
「
出
風
頭
」
，
想 

發
揮
更
多
影
響
力
的
人
，
往
往
要
承
擔
著
被
雇
主
視
為
麻
煩
製
造
者•

也
曾
有
人
因
此
被
廠
解 

雇
出
境
，
這
不
是
每
個
人
都
想
承
擔
的
風
險
。

比
較
穩
定
的•

是
中
小
型
的
興
趣
社
團•

以

「
美
麗
女
人
」(B

e
a
u
t
i
f

E-L
a
d
y

)

社
團
為
例
，
 

這
是
一
個
全
部
由
女
性
成H
組
成
的
詩
社
，
成
立
的
機
緣
來
自
於
有
一
次
一
名
女
性
外
勞
參
加
台

145 中山北路上的ChungShan



CITY REMAKING

iwH
e
l
l
o

 T
a
i
p
e
i

以
菲
律
賓
語
播
出
的
廣
播
節
目-

她
在
節
目
裡
讀
了
幾
首
自
己
寫
的
詩•

內
容 

多T

跟
身
為
女
性
的
生
命
情
境
有
關
，
因
此
吸
引
了•

大
群
女
性
聽
眾
紛
紛
與
她
聯
絡
，
後
來 

就
組
成
詩
社
，
成
員
一
度
有
七
十
幾
個
女
性
，
常
以
女
性
主
題
寫
詩
。
以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詩
文

社
(S

a
m
a
h
a
n
g

 M
a
k
a
t
a

 International

-
-

T
a
i
w
a
n

 )
u

例
•

它

是
•

個 S

際
性
的
菲
律

賓
詩
文
組
織.

原
本
在
由
一
位
在
關
島
的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創
立
，
然

後•

隨
著
其
中•

名
關
島 

的
成
員
來
到
台
腾
.

Iflj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台
濟
成
分
會
立
，
在
削
辦
的
菲
律
賓
外
籍
勞r

離
台
後
，
 

由
菲
律
賓
華
僑J

u
n

 M
.

 S
a
n
c
h
e
z

接

任

，
持
續
集
結
更
多
的
詩
人
、
藝

術

家

、
表
演

者•

持
綃 

至

今

。台
北
市
也
芮
創f
 
一
些
外
勞
文
化
政
策•

像
是
二O
O
 

一
年
「
台

北
.

請
聽
我
說
」
的
外
籍 

勞
工
詩
文
比
賽
，
吸
引
了
近
七
百
多
传
詩
投
稿
，
而
二O

O

二
年
則
暴
增
為
兩
倍
，
開

啟

個
 

翻
譯
的¥

台

，
讓
外
籍
労
工
表
達
心
聲
，
沒
有
代
言•

家

庭

、
情

愛

、
T.
作

、
異
鄉
的
各
種
心
緒 

糾
葛
與
情
緒
流
動
，
隨
著
公
車
跑
遍
了
台
北(

龔
尤
倩
，2002)

。
外
籍
勞H

的
詩
歌
引
發<

間 

接
的
迥
晋•

有
民
眾
衣•
小
：
「
在
搭
捷
連
搖
晃
的
時
候
，
我
珥
心
的
欣
賞
那
挎
詩•

很

感
動
、
很 

共
鳴
…
…
感
同
身
受•

當
年
隻
身
由
南
部
偏
僻
鄉•
卜
人
隻
身
來
到
人
生
地
不
熟
的
台
北
市
，
那
種 

惶

恐

、
無

助

、
想

家•

只
有
親
臨
其
境d

NI
體

會-

唆
芈
沒
有
仲
介
赀
的
剝
削.

外
勞
的
心
垃

-  

我
深
深
可
以
理
解
…
•

外
勞
也
是
人•

請
以
待
人
之
心
對
帶
他
們
…

。J

每
年a
n

第
网
IIAI
禮
拜

灭.

适
聖
十
字
架
節(

s
a
n
t
a
c
r
u
z
a
n
)

，
這
是
菲
渖
賓
最m

耍
的 

節
慶

之•

，
如
IMJ
媽
組
繰
境.

<J-
載
著
窄
母
馬
利
亞
雕
像
的
花
車•

還
有
裝
扮
成
聖
潔
、
仁

慈

、
 

正
義
的
^;
母
象
徵
的
邠
伴S

外
籍
勞
工
，
會
在
在
中
山
北
路•

帶
舉
行
盛
人
遊
行
。
在
二O
O

二 

年
-

台
北
市
外
籍
勞
T.
諮
詢
屮
心
特
別
跟
聖
多
福
教
堂
協
商
，
讓
遊
行
能
夠
以
台
北
車
站
為
出 

發
-

繞
到
：
二
八
公
園.

並
有
外
籍
勞
工
一
路
主
動
走
出
隊
伍•

向
居
民
分
送
鮮
花.

打
破
原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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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隔
的
社
矜
界
限(

圆
7.8)

。

此

外

，
台

北

tii
外
勞
諮
詢
中
心
也
將
外
勞
詩
文
活
動
拉
到
誠
品
苦
店
、
中
山
堂
舉
行
，
以
打 

進
一
般
屮
產
階
級
市
民
的
生
活
空
間
，
當
時
擔
任
外
籍
勞
工
諮
詢
中
心
主
任
的
龔
尤
倩
小
姐
，
在 

訪
談
屮
即
表
、小
：
「
外
勞
的
菜
體
性
是
很
能
威
動
人
的
」
。
為
什
麼
能
感
動
人
，
足
凶
為
染
體
忡
的 

時

候•

外
鍩
勞
丄
所
形
塑
出
的
杜
會
空
問
，
在
這
视
鉍
個
人
都
仲
城r

自

己

，
也
造
成/

社
會
關 

係
的
顛
擅
與
翻
轉
。
文
化
策
略•

使
得
外
勞
聚
集
出
現
了
不
同
的
經
驗.

在
改
變
居
民
對
於
外
籍 

勞
工
刻
板
印
象
的
同
時
，

社
會
關
係
的
翻
轉

=

節
慶
遊
行
、
射
街
舞
會
、
詩

文

節

、
龍
舟
比
喪
、
外
勞
文
化
之
旅
，
媒
體
有
關
外
籍
勞
T. 

文
化
報
導
漸
漸
多
元(

黃
恵
玟
，1

9
9
9
;

黃
淑

芳• 2
0
0
1

 ;

陳
智
華
，20

0
1

 )

，
台
北
市
並
設
有 

多
語
媒
體
「
外

勞e

通
訊
」
、
「He

l
l
o

 T
a
i
p
e
i

」
廣
播
節
目
，
外
勞
文
化
地
圖
、
外
勞
手
冊
等
。
 

當
時
擔
任
台
北
市
市
長
馬
英
九
先
生.

在
多
次
參
與
外
籍
勞
工
文
化
活
動
中
表
示
，
「
外
籍
勞
工 

也
足
台
北
人
」•

應
像
其
他

lii
民
•

樣
共
卓
這
個
城
市
，
收
強
調
外
籍
移K

這
是
台
北
都
市
邁
向 

國
際
化
與
全
球
化
的
一
部
分
。

ChungShan

也
是
外
籍
勞
工
與
台
灣
社
會
對
話
的
：
個
窗

口

。
二O
O

三
年
二
月
八
曰
，
 

爆
發
作
家
劉
俠
和
印
尼
籍
監
護
工
薇
娜
的
意
外
事
件
。
當
劉
俠
不
幸
去
世
的
消
息
傅
出
後
，
媒
體 

一
面
倒
的
譴
点
外
勞
時(

據
報
是
因
為
薇
娜
粘
神
狀
況
有
異r

事
寶
上•

薇
娜
足
因h

太
累r
 

-  

劉
俠
的
病
情
本
應
聘
請
兩
名
監
護
丁
>|-
能
夠
分
擔.

在
只
有
薇
娜
：
人
的
情
況
卜
，
照
顧
劉
俠
並 

不
容
易
。
薇
娜
說
：
「
劉
俠
對
我
很
好
，
我
很
愛
她
，
我
自
願
不
耍
有
休
假
，
七
個
月
來
我
只
有 

在
去
年
十
二
月
，
印
尼
新
年
時
，
外
出
打
公
共
電
話
回
印
尼
，
因
為
電
話
很
遠
很
遠-

我
拼
命
用 

跑
的
去
、
川
跑
的
回
來
，W

為
我
知
道
劉
俠
的
生
活
幾
乎
都
要
依
賴
我
…
…

。J

在
事
件
的
隔
天-

五
六
十
位
印
尼
與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在
外
勞
文
化
中
心
的
地
下
室
召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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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悼
科
。
他
們
擔
心
ii
次̂

件
很w

可
能
導
向
社
矜
人
眾
對
外
鍩
勞
‘—

進
■

步
的
污
名
化
與
集
體
歧
視
。
追
悼
合
開
始.
n

先
由
菲
律
賓
人
手

持
蠟
燭
祝
禧•

黒
喑
裡
十
幾
個
人
圍
成
一
個
圓
圈
，
燭
光
也
圍
出
了
一

個
光
圈•

照
耀
著
每
個
人
的
面
孔•

好
多
張
面
孔
都
在
歌
聲
中
流
淚
。

一
名
印
尼
外
籍
勞
工
說
道
：
「
我
們
是
人•

為
什
麼
把
我
們
當
狼
、

B
7.801

當
老
虎
？
」
當
勞
委
會
提
出
對
外
籍
勞
工
加
強
精
神
健
檢
的
冋
應
時

-

外
籍
勞
工
也
訴
求
「
家
事
服
務
法
」•

呼
籲
台
濟
社
會
去
省
思
外
勞
所

身
處
的
生
活
情
境•

希
望
法
規
能
更
加
清
楚
的
界
定
她
們
的
工
作
時

數

、
休
假
期
限
、
居
住
環
境
，
讓
她
們
能
在
被
保
護
與
規
範
的
情
境
下
，

減
少
跟
雇
主
的
衝
突
，
提
升
工
作
品
質.

跟
台W

社
會
和
諧
共
存
。
在

劉
俠
屯
件
過
後-

集
結
台R

多
名
外
籍
勞
I;
阐
骶
的
聯
署•

開
始
擬
定

厶=

濟

「
外
籍
勞
工
家
事
服
務
法
」
草

案
•

此
案
現
在
仍
/E
推
動
中
，
如

果
能
夠
通
過-

將
史
加
保
障
女
性
家
庭
笊
傭 '

監
護T

的
工
作
條
件
，

為
她
們
投
入
都
市
生
活•

開
啟
更
大
的
空
間
。

I  

結
語

令
球
化
情
境
屮.

跨
阈
移
民
議
題•
||-
在
各
地
醞
釀
興
發
酵.

來
，|'|

屮
柬
與
非
洲
的
跨
阈
移
民
在
歐
洲
城
市
中
正
展
開
對
都
市
權
利(

t
h
e

r
i
g
h
t  t

o

 t
h
e

 city)

的

爭

取•

聯

合

國

、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也
都
開

始
推
動
史
符
合
人
性
的
外
勞
政
策
；
然

而

，
「
城
堡
歐
洲
」(F

o
r
t
r
e
s
s

E
u
r
o
p
e

)

也
相
應

lflj&

•

防
堵
跨
阈
移
民
進
入(Kofman,

 1
9
8
8

)

。

屮I•卞架節隊m 
m匕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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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
來
說.

外
籍
勞̂

不
被
研
究
交
獻
視
為
移
民
，w
h

他
們
被
祝h

只
是
短
暫
停
留
的
過 

各
-

永
遠
取
不
得
居
留
權
，
也
使
他
們
的
活
動
史
跡
在
城
市
文
獻
上
空

CI•

但

是
.

就
像W

年
前 

移
民
海
外
的
華
人
被
徵
課
人
頭
稅•

華

埠

、
中
國
城
在
北
美
各
地
城
市
被
排
斥
一
樣•

在
百
年
後 

的
今
曰
，
在
芙S

、
加
拿
大
和
冥
他
國
家-

移
民
和
城

rli
之
間
的
關
係•

從
排
拒
而
逐
漸
融
合- 

開
始
成
為
城
市
文
化
驕
傲
的
一
部
分(

A
n
d
e
r
s
o
n
,

 1991

)

。

一
九
九O

年
間
到
二O
O
O

年

初

，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在
台
北
市
開
始
有
社
群
空
間
形
成

-  

而
今
天
，Ch

u
n
g
S
h
a
n

仍
繼
續
存
在
與
活
躍
，
「
台
北
市
外
勞
詩
文
節
」
仍
持
續
舉
辦•

聖
多
福 

教
堂
的
聖
十
字
架
節
，
已
成
為
傳
統
，
引
發r

更
多
民
間
部
落
格
、
媒
體
的
報
導
。
而

「
外
勞
文 

化
中
心
」
在
沉
寂
一
段
時
間
後
，
目
前
已
移
至
迪
化
街•

仍
然
持
續
辦
理
南
洋
文
化
節
、
美A

烹 

飪

班

、
中
文
課
等
活
動
。
同

時

，
在
台
北
市
立
圖
書
館
，
都
推
出
印
尼
語
電
腦
教
學
，
增
設
包
含 

越
南
語
、
印
尼
語
等
國
的
岡
書
，
國
際
勞
T.
協
會
從
事
外
籍
勞
工
的
影
像
教
學
與
紀
錄
片
放
映
，
 

教W

外
籍
勞
工
以
影
像
衣
達
自
(_!
的
故
事.

多
元
文
化
的
炎
現.

慢
慢
呈
現
在
都
市
的
各
個
角
落
。

儘
管
外
籍
勞
工
和
台
北
市
的
隔
絕
很
大-

他
們
卻
又
真
實
的
生
活
在
台
北-

時
間
長
達
兩
到 

九

年

，
和
社
會
發
生
千
絲
萬
縷
的
關
係•

改
變
了
城
市
的
地
景
，
也
成
為
城
市
文
化
的一

部

分

。
 

目
前(
•

一CX

 O

年
)

位
在
台
北
縣
市
的
外
籍
勞
工
人
數
是
七
萬
多
名
，
除
了
菲
律
賓
外
籍
勞
工
，
 

還
有
更
多
的
印
尼
、
越
南
籍
勞
工•

而
隨
著
台
北
市
老
年
人
口
的
增
加
，
雙
薪
家
庭
日
增•

將
會 

有
越
來
越
多
監
護
工
、
家
庭
笊
傭
的
需
要
，
而
城
市
將
如
何
容
納
與
書
寫
這
段
歷
史
呢
？

如

今

，
平
均
每
六
十
一
個
台
北
人
裡
面.

就
有
一
個
是
新
移
民
。
移
民
與
城
市
的
關
係•

更 

隨
著
台
北
市
超
過
四
萬
名
新
移
民
的
移
入-

H

益
普
及
的
新
移
民
語
言
課
程
、
社
會
服
務
地
點
，
 

在
城
市
有
更
多
的
能
見
度
。
在
未
來
的
台
北
，
外
籍
勞
工
的
社
辟
空
間
是
否
有
更
社
區
化
、
在
地 

化
的
可
能
？
是
否
可
能
有
外
勞
租
賃
公
寓
？
將
外
籍
勞
工
的
住
所
從
雇
生
的
家
庭
場
域
屮
脫
離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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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明«

.
1
9
9
6
.

《
台
押
卯
浦
與0

主
的
^.
勤
關
係>
,

台
北
：
台
人
新
聞
所
碩
卜
論
文. 

呂
開
瑞-

1
9
9
9  •

〈
外
勞
頻
滋
事•

民
眾
擬
組n

衛
隊
〉• <

聯<

|-1
報
》-

11
门9
^

。

參
考
書
目

來
-

形
成
獨
立
服
務
？

台
北
市
是
否
有•

天
會
有
具
規
模
的
小
菲
律
賓
城
、
印
尼
城
？
這
些
都
是
末
知
之
數
。
全
球 

化
年
代
中
，
越
來
越
多
的
流
動
人U

,

形
塑
了
城
市
的
新
文
化(sassen,

 1
9
8
8
)

，
從
國
家
的 

角
度
觀
之•

移
民
往
往
隱
藏
著
背
離
、
騷
亂
或
是
闖
入
的
可
能
性
，
但
是
移
動
也
可
以
從
正
面 

積
極
的
觀
點
被
看
待.

讓
人
開
展
自
身
的
文
化
面
向
，
讓
不
同
的
價
值
得
以
對
話
、
溝

通

(Hall,  

1995

 )

，
從
這
一
點
來
看
，Ch

u
n
g
S
h
a
n

扮
演
著
開
啟
的
角
色
，
讓
我
們
看
到
不
同
世
界
的
可
能
。

反造城市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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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8 THE DISSIDENTS’ TERRITORY OF A RHIZOME CITY

I  

命
名

命
名
是
一
個
刻
意
的
文
化
和
政
治
動
作-

也

是
■

個
權
力
展
現
的
過
程
。
認
同
政
治
中-

弱 

勢
團
體
和
個
人
越
來
越
淸
楚
，
「
你
若
不
為
自
己
命
名
，
其
他
人
就
會
為
你
取
名
」•
，
因

此-

命
名 

也
可
以
是E

我
賦
權(

s
e
l
f  e

m
p
o
w
e
r
m
e
n
t
)

的
策

略

。
桃
源
國
小
校
長
鄭
漢
文
曾
從
部
落
的 

角
度
提
出
命
名
的
價
值
：
「
我
們
希
望
如
果4

以
的
話
，
這
個
名
稱
讓
部
落
去
思
考
過
去
的
文
化 

主
軸
在
哪
，
如
果
可
以
的
話
，na

m
e

本
身
就
會
生
產
出
意
義
…
…
名
稱
的
意
義
就
迮
這
裡
，
訴 

說
故
事
、
意

義

、
人
跟
人
的
關
係
、
人
跟
物
的
關
係
、
人
跟
自
己
的
關
係
、
人
跟
你
的
關
係
。
」(

財 

團
法
人
臺
灣
人
建
築
與
城
鄉
研
究
基
金
齊
，2011

) P
o
t
t
e
i
g
e
r  a

n
d

 P
u
r
i
n
t
o
n

 (

1
9
9
8

)

也
提 

到
•

命
芯
賦
予r

某
種
身
分
和
認
同
，
也

是

一

種
將
不
可
預
期
及
未
定
狀
態
固
定
下
來
的
慾
望• 

更
是
地
方
營
造
的
基
本
敘
率
策
略
。

所

以

，
在
台
北
公
館
的
版
圖
內
刻
意
創
造
一
個
新
地
名(

或
某
種
空
間
指
涉)

顯
然
別
有
目 

的

。
至
少
在
二O
O

五
年
三
月
前
溫
羅
汀
並
不
存
在
，
但
現
在
台
北
有
一
小
部
分
的
人
開
始
認
知 

到
它
代
表r

「
溫

」
州

街

、
「
羅

」
斯
福

路

、
「
汀

」
州
路
及
周
邊
街
巷
延
展
的
空
間
，
甚
至
聯
想 

到
散
布
其
中
的
獨
立
書
店
、
獨
立
音
樂
演
出
發
行
所
、
咖
啡
社
會
、N
 G
O

組
織
所
溢
滲
開
來 

的
文
化
氛
圍
。
「
溫
羅
汀
」
的
名
稱
始
於
規
畫
專
業
者
的
地
方
敘
事
策
略-

經
由
許
多
獨
立
書
店 

代
表
開
會
後
決
議
，
為
自
身
所
處
的
公
館
地
緣
提
出
兄
一
個
特
定
網
絡
的
想
像
。
但
溫
羅
汀
沒
有 

任
何
取
代
公
館
或
大
學
里
的
企
圖-

頂
多
像
是
一
稲
虛
擬
飛
地
的
擴
散
。

IflJ
當
公
館
越
來
越
成
為 

夜

市

、
連
鎖
性
時
尚
消
費
、
大
嘐
機
構
、
交
通
轉
運
站
等
難
以
扭
轉
之
印
象
的
代
名
詞•

溫
羅
汀 

如
一
處
地
方
註
腳
：
原
來
是
這
些
街
巷
內
個
別
店
家
的
獨
立
基
調-

讓
這
緊
鄰
台
大
的
幾
處
街
廓 

浮
現
一
種
有
別
於
一
般
住
宅
區
且
可
感
知
的
地
方
個
性
。
都
市
中
的
地
方
，
自
有
其
領
域
範
疇
及

153 地下莖城市的異聲畛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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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同
邊
界.

但
溫
羅
汀
無
法
在
實
質
台
北
都
市
地
圖
上
被
標
記
：
或
本
質
上/
 
溫
羅
汀
的
空
間
佈 

署
不
單
純
是
地
表
卜 '
的
道
路
系
統
，
卻
可
能
更
接
近
一
座
地
卜
莖
城
市
的
開
展
。

■ 

地
下
莖
城
市

亞
歷
山
大(c.

 A
l
e
x
a
n
d
e
r
)

在
他
一
九
六
六
年
的
文
章
開
宗
明
義
論
道
：
「
一
座
城

IIJ
不
是 

1

棵
樹
」(A
 c

i
t
y  i

s  n
o
t

 a

 t
r
e
e
)

。
或
更
準
確
說.

自
然
發
展
的
城
市
並
非■

捕
垂
直
成
長
的
樹 

狀

結

構•

而
是
類
似
半
格
點
陣(semi-lattice)

相
互
交
錯
而
擴
張
的
網
絡
。
樹
是
一
補
同
根 

系
開
展
而
成
的
系
譜
和•

個
暦
級
化
的
社
會•

似
肀
格
點
陣
像
馬
鈴
薯
的
地
下
球
莖
一
般
水
平
蔓 

M

•

充
滿
不
可
預
期
的
交
會
與
繁
衍
。
亞
歷
山
人
嘗
試
藉
山
空
問
、
物

件

、
與
人
的
群
組
關
係
及 

不
同
群
組
的
交
疊-

來
描
繪
城
市
原
本
隨
機
變
化
卻
又
渾
然
有
序
的
系
統
，
而
理
性
都
市
計
劃
或 

總
肪
規
剷
，
卻
企
岡
透
過
都

lij
治
邱
的
技
術
與K

-R,

讓

城

lii
被
控
制
或
收
攏
於
樹
狀
的
結
構
邏 

輯

。
當
大
多
數
城
市
服
膺
於
由
上
而•
卜
的
規
劃
秩
序•

自
發
而
繁
複
的
空
間
社
會
關
係
漸
被
化
約 

為
決
策
荇
與
受
制
片
問
疏
離
的
射
」>/.
場
-

半
格
點
盹
城
市
就
相
對
被
陬
抑
或
取
代
：
|||
朽
底M
 

異
質
力
量
的
關
係
重
新
集
結
組
構
，
逸
離
樹
狀
結
構
的
宰
制•

點
陣
的
向
量
和
動
能
有
時
反
倒
鬆 

動r

城
巿
社
會
的
基
盤
。

德
勒
茲
和
瓜
達
希
的
地
下
莖(rhizome)

概
念
與
半
格
點
陣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處.

都
是 

對
樹
狀(

a
r
b
o
r
e
s
c
e
n
t
)

結
構
的
反
動
和
對
個
闹
邊
界
的
逾
越=

在

《
千
重
台
》(

iun
z
o
s
g
m
/

 

p/azgg,

 1987)

的
指
涉
中•

樹
狀
的
維
繫
基
於
某
稲
總
ffi
化
及
雙
元
對
立
的
原
則
，
由
根
而 

枝
幹
而
葉
的
單
向
性
發K

毫
無
逆
反
的
nJ
能

；
但
地
下
筚
卻
是
橫
向
的
基
因
傅
遞
且
非
層
級
化
的 

異H

鍊

結

，
無

.|1-
骶
的
起
始
也
無
終
點
，
{r:M
 ■

點

都

>'J
透
過
與K

他
點
之
間
形
成
的
、
H-
方

IHJ 

性
的
力
線(

l
i
n
e

)

歸
結
於
固
定
或
流
動
的
場
域•

共
或
於
點
線
的
縫
隙
間
散
逸
到
另
外
的
次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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徳
勒
茲
與
瓜
達
希
籍
由
力
線
的
動
態
關
係
，
解
釋
城

rri
中
被
實
質
骝
界
或
認
同
邊
界

tl.H
限
的
領
地 

(territory)

评

定

、
不
斷
經
由
縫
隙
間
之
逃
逸
力
線(

l
i
n
e
s  o

f

 f
l
i
g
h
t
)

逸

離

Hlj
解
的
去
领
域
化 

(
deterritorialization

)

過

松

、
和
多-
兀
興W

分 f
 
移
動
交
何
的
III
领
域
化(

r
e
t
e
r
r
i
t
o
r
i
a
l
i
z
a
-  

t
i
o
n

 )

連

結

。

M
a
s
s
u
m
i
(

 1
9
9
2
)

進
•

步
詮
釋
阈
家
的
「
溝
紋
空
間

」
(
s
t
r
i
a
t
e
d  s

p
a
c
e
)

限
制f
M

屮 

分f

的

述

動

，
收
11
被

'|<
1/1|
秩

Ifw

限
/l-:m

設
的
[.1.1
定
路
徑
上
，
路
徑
迚
接
的Il
ZIi
pil
定

lfli4

以 

辨
識
的
點
。
似
游
牧
或
地■
卜
壤
空
間
足
「
流
暢
T-
滑

」(s
m
o
o
t
h

)

成
開
放
的.

人

■'!
以
在
任
何 

地
點
啟
程•

移
動
到
任
何
地
方=

遊
牧

者(n
o
m
a
d

)

的
分
佈
乃M

於
城
市
化
外
的
「
約
定
俗 

成

」(nomos,

詮
釋^

H
o
l
l
a
n
d
,

 2
0
0
4
)

-

將

向

L2
安W

在4

及
的
開
放
空
問.
|I
AE
策
略
忭
持
fj 

(
h
o
l
d
i
n
g
)

空
間
的
局
勢
；
正
對
反
於
深
植
在
封
閉
城
市
中
、
制
訂
法
規
以

r'i
據

(
o
c
c
u
p
y
i
n
g
)

 

堡
幽
的
「
理
體
法
則
」(logos

)

。
迢
闽
者
的
對
照
亦
如
阐
祺
之
於
象
祺
。
依
照
德
勒
茲
與
瓜
達
冷 

(

1
9
8
7
)

的
觀
點.

阐
棋
沒
有
對
立
、
沒
有
後
退•

無E

標
也
無
終
點
，
無
出
發
亦
無
抵
達
，
只 

有
戰
略
卻
無
戰
鬥.

在
棋
局
的
開
放
系
統
中
持
有
位
置(

h
o
l
d
i
n
g

 position)
；

但
象
棋
是
結
構 

性
且
制
度
化
的
空
間
控
制
與
爭
奪
，
透
過
棋
子
衝
過
前
線
的
單
向
性
推
移•

迄
達
占
據
領
地(

O
C
-

 

c
c
f
j
y
i
n

crat
e
r
r
i
t
o
r
y )

之0

的
方
休
止
。

地
下
莖
城
市
因
而
是
領
地
國
家
城
市
的
對
反•

透
過
外
延
的
流
動(

f
l
o
w
)

、
認

同

、
與
網 

絡
展
開
去
領
域
化
及
再
領
域
化
的
新
版
圖
。
這
是
積
極
與K
.
W
世
界
連
結
的
繪
圖(

m
a
p
p
i
n
g
)

 

rf
動
-

而
非
對
靜
態
城
lii
結
構
的
臨
描(

t
r
a
c
i
n
g
)

。
雖
然
德
勒
茲
與
瓜
達
希
舉
出
阿
姆
斯
特
丹 

交
鉛
流
動
的
運
河U

某
饨
地
卜
俏
城

lii
的
股
刑r

ol
他
們
對
义
闽
两
岸
的
地•
卜
漿
意
象.

如
失
去 

祀
先
的
印
地
安
、
持
綃
退
縮
的
邊
界
、
流
變
的
邊
骝
等
，
飪
史
強
烈
的
空
問
想
像•

對
哭
阈
地
卜 

欹

(
A
m
e
r
i
c
a
n

 r
h
i
z
o
m
e
)

的
指
認
史

ri
指
六O

年
代
芙
國
叛
逆
次
文
化
的
核
心••
垮
掉
的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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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圖

溫羅的城Hjf慟：押W出版間聽Q由（OURs提供）

代

(beatniks)

、
地
卜
文
化
、
秘
密
黨
羽
幫
派
，
和
所
有
不
絕
與
外
在
親
密
接
軌
的
側t

枝

枒

。
 

從
一M

個
觀
點-

浴
人
\IZ
III
北

灘(

North

 B
e
a
c
h

)

的

城

111
之
光
書
店(

C
i
t
y

 Lights

 Bookstore

) 

幾
乎M

像
化f

地•
卜
莖
城
市
的
真
實
據
點
。Morgan

 (
2
0
0
3
)

描
述
這
家
在
過
去
一
甲
子
僅
因 

反
戰
的
梁
體
行
動
關
過
兩
次
的
獨
立
書
店
，
在
今
天
仍
與
任
何
激
進
的
年
代
一
般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義
•

「
因
為
總
有
人
願
意
去
尋
找
獨
立
的
文
字
和
另
類
的
聲
音
，
尋
找
那
些
不
是
在
任
何
地
方
都 

能
找
到
的
東
西
。
」
在
台
北
，I

間
一
間
如
星
圖
散
布
又
群
聚
於
台
大
周
邊
的
獨
立
書
店
，
也
彷 

彿
形
構
出
某
種
地F

莖
城
市
的
樣
態•
，
非
從
主
流
價
值
的
興
質
聲
音
在
急
遽
商
品
化
的
環
境
堅
持 

特
定
主
張
或
初
衷
，
前
仆
後
繼
或
策
略
合
縱
，
在
網
路
與
連
鎖
的
年
代
，
溫
羅
汀
獨
立
聯
盟
的
非 

正
式
網
絡
逐
步
蔓
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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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温
羅
汀
獨
立
聯
盟
—

獨

店

聯

盟

的

關

係

很

特

殊
•

既
個
別
稜
角
分
明
乂
彼
此
支
援
共
榮.
，就
商
業
而
言•

或 

類
似
過
往
店
家
集

lijffl
互
競
爭
似
乂
创
造
堪
骶
市
場
效
益
的
機
制
，
似
聯
盟
另
有
透
過
堪
結
，
 

逆k

連
鎖
嚷
斷
和
不
公
平
交
易
的
企
岡
。
如
成

VZ:
二
十
餘
年
、
擁
有
超
過
六
百
個
會M

的
北
加 

州
獨
//.
吉 

聯

盟(
N
C
I
B
 A
 
, T

h
e
z
o
r
t
h
e
r
n

 California  Independent

 B
o
o
k
s
e
l
l
e
r
s  

Association)
 •

是
一
個
沓
店
同
業
的
非
營
利
紺
織.

在
促
進
獨
立
咨
店
多•
兀
性
及
活
力
、
收
深 

化
與
周
邊
社
區
的
鄰
'I!
關
係
同
時.

也
為
個
別
uf
店
爭
取
卞
存
空
問̂

个
惜
與
濫
打
折
扪
促
銷
的 

連
鎖
書
ffi
對
溥
公
堂
。
冉
的
利
潤
很
低- A

Kii
存
活
關
鍵
常
在
於
低
店
租
及
如
何
取
得
較
低
進
杏 

慣
格
掰
低
成
本
。
但
人
型
連
鎖
,'?
店
仰
仗
充
裕
資
金
及
較
大
售
苦.•
巾
場
的
優
勢•

從
出
版
商
取
得 

低
進
價
以
創
造
折
扣
條
件
，
從

‘
開
始
就
設
立
了
不
公
平
競
爭
的
門
檻
。
而
獨
立©

店
聯
盟
有
時 

也

HJ
藉
聯
合
進
書
的
機
制-

降
低
個
別
書
店
所
擔
負
的
營
運
成
本
。

溫
羅
汀
獨
立
聯
盟
始
於
各
家
獨
立
書
店
面
對
鄰
近
高
地
租
及
連
鎖\

網
路
書
店
衝
幣
的
策 

略

思

考

，
但
也
礙
於
人
事
成
本
高
，
多
數
書
店
老
闆
都
是
校
長
兼
撞
鐘
，
幾
乎
無
餘
力
去
推
動 

聯
盟
或
支
撐
聯
盟
運
作
的
必
要
條
件
。
當
位
於
同_

地
緣
的
非
營
利
「
專
業
者
都
市
改
革
組
織
」 

(
O
U
R
S
)

正
為
台
北
市
文
化
地
景
規
劃
提
案
，
以
公
館
獨
立
書
店
為
地
區
文
化
基
底
勾
勒
地
景
想 

像
與
行
動/

溫
羅
汀
獨
立
聯
盟
反
而
因
局
外
團
體
的
加
入
產
生
了
啟
動
的
動
機
。
但
聯
盟
其
實
很 

清

楚
•

雖
然
同
樣
如N
C
I
B
A

珍
視
社
區
關
係
、
維
持
對
社
區
的
承
諾
、
進
而
扶
植
社
區
產

丨
溫
羅
汀
濁
」'/.
聯
盟
曾
权
不
|,!1
脈
絡
(|,,
現
過
「
溫
福
汀
獨
立
11|
店
聯
盟
』
、
「
溫
羅
汀
行
動
聯
盟
」
、
「
溫
羅
汀
聯
盟
」
等
糾 

織
名
柄.

<|1
従

>k
[K
式
化«

柚
11-
力
說
法
。
開
會
或
聚
矜
時
總
足
呖
邀
臨
近
件
格
接
近
的
店
家
及
社
區
代
炎•

與
矜
巧 

流
動
性
大.

似
核
心
成W

仍
以
獨
」

為t

。
本
文
暫
通
稱
為
「
溫
羅
汀
獨
CZ
聯
盟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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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n

「
隨
時
挺
身
對
抗
言
論
管
制
與
任
何
有
礙
言
論
自
由
的
威
矜
」
，
但
自
身
卻
尚
未
構
成
等 

同
的
組
織
或
運
作
條
件••
甚
至
必
須
有
別
於
同
業
聯
盟
，
而
與
其
他
類
型
但
理
想
性
格
較h

接
近 

的
在
地
鄰
里
店
家
形
成
網
絡
。
溫
羅
汀
獨
」'/.
聯
盟
因
此
無
法
脫
離
獨
立
宙
店
聚
集
的
地
區•

但
又 

很
難
界
定
具
體
邊
界•

充
滿
延
展
性
的
網
絡
也
不
強
調
立
案
組
織-

而

像■

群
共
同
拉
著
呼
拉
圈 

的
夥
伴•

均
等
位
置
的
個
體
環
繞
著
一
個
空
的
中
心
。

這
個
無
顯
明
中
心
，
不
趨
從
主
流
的
「
準

」
地
方
和
「
準

」
組

織

，
卻
低
調
為
台
北
城
市
的 

精
神
向
度
定
錨
。
尤
其g

卡
在
物
慾
竄
流
的
消
费
版
圖
中•

撐
持
一
種
對
書
寫
世
界
近
乎
信
仰
之 

熱
情
的
獨
立
書
店
，
拒
斥
了
資
本
城

rij
連
鎖
化
的
收
編
及
高
級
化
的
誘
惑•

卻
始
終
無
法
脫
離
大 

型

,'f
店
進
逼
和
地
捫
房
杞
細
漲
的
威
矜
。
hi
些
城
市
獨
立
精
神
的
橋
頭
堡
其W

體
質
極
其
脆
弱- 

若
非
訴
諸
強
烈
的
社
群
認
冋
或
策
略
聯
盟•

未
來
遠
路
勢
將•
史
形
坎
坷
。
獨
立
音
樂
的
場
疑
也
太 

見
樂
觀
，
曾
經
孵
化
諸
多
音
樂
創
作
演
出
天
分
的
地
下
表
演
空
間
，
三
不
五
時
接
到
不
符
使
用
分 

區
內
容
的
開
罰
，
被
氾
噤
聲
沈
默.

3
台
餺
的
都
市
計
盡
至
今
仍
無
能
就
上
地
使
用
分
區
內
容- 

認

HJ
獨
立
合
樂
的
文
化
似
倘
。
當
特
定
文
化
主
體
的
聲&

隠

蓝•

城

II/
特
殊
的
文
化
地
奴
也
將
迅 

速
遭
資
本
市
場
吞
併
。
於

是

，
溫
羅
汀
獨
立
聯
盟
以
這
處

nr
感
知
的
城

Ifi
街
區
為
據
點-

企
圓
透 

過
發
聲
與
行
動•

維
續
台
北
市
自
IhK

義
精
神
及
多
元
文
化
認
同
的
實
質
堪
地
。

從
聲
援
出
版
閱
聽
，
M

lil
、
濞
辦
沙
龍
講
座
興
獨
立#

展

Iri
災

、
公
共
匏
術
b--
動

、
獨
立
杏
店 

的
通
識
教
育
選
齊
、
網
站
經
營
與
鏈
結
、
協

助

單

：
店
家
與
上
游
出
版
物
流
談
判
公
平
產
銷
條 

件

、
爭
取
國
際
書
展
的
展W

平

台' 
建
立
與
鄰
里
生
活
社
區
之
良
好
互
動
，
乃
至
突
破
都

IIJ
計

FR 

使
用
項

II
及
建
築
法
規
框
限
、
監
督
文
化
鹿
業
立
法h

容

、
思
擬
房
地
租
控
制(

r
e
n
t

 control)

 

策

略
、
跨

地
域
跨
領
域
合
作
聯
盟
等
爲
體
議
題
和
仟
務.

陸
續
考
驗■

個
相
對
鬆
散a

缺
乏
财
務 

與
人
力
資
源
的
聯
盟(

屮
華
民
國
專
業
者
都
市
改
単
組
織
，20

0
6
)
：

但
更
關
鍵

IflJ
隠

晦

的

，
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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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聯
盟
內
部
殊
異
的
認
IHJ
價
值
衝
突
難
以
迴
避•

領
地
性
認
同
與
計
畫
性
認
同(
p
r
o
j
e
c
t

 i
d
e
n


t
i
t
y
,  C

a
s
t
e
l
l
s
,  

1997)

 

之
間
也
存
在
相
當
涅
度
的
緊
張
關
係 (

如
同
志
社
群 vs.l

 

般
社
區 

、
地 

下
音
樂
社
群V

S
.

住
宅
社
區
等)

，
彼
此
矛
盾
的
化
解
真
有
頼
共
容
相
處
的
智
慧
累
積
。
溫
羅
汀
獨 

立
聯
盟
琢
濟
出
的
潛
規
則
是
，
個

別

的

-}■:
體
性
必
須
被
認
可
尊
重.

不
致
因
意
識
型
態
差
異
或
某 

種
迎
合
城
市
大
眾
之H

的
反
遭
排
擠
。
但
在
一
次
晴
空
書
展
的
篱
畫
過
程.

社
群
的
價
值
落
差
還 

是
讓
認
同
政
治
的
角
力
毫
不
留
情
地
浮
出
檯
面
。(

圖
8.1)

I  

户
外
晴
空
書
展

在
溫
羅
汀B

辦
戶
外
晴
空
書
展
是
個
別
獨
立
書
店
一
次
實
質
的
集
結
，
也
是
與
創
意
產
業
異 

業
結
合
的
首
度
嘗
試
。
二O
O

六
年
初
辦
「
溫
羅
汀
冬
墟
」
時

，
文
創
產
風
潮
尚
未
成
氣
候
，
店 

家
們
決
定
選
擇
區
域
內
行
人
最
容
易
途
徑
的
節
點-

以
利
成
效
。
但
溫
羅
汀
步
行
量
高
的
戶
外
空 

間
有
限
，
最
適
合
書
展
和
市
集
尺
度
的
正
好
是
兩
家
教
堂
的
廣
場
。
協
調
場
地
時
，
天
主
教
的
耕 

;

文
教
院
因
自
始
就
是
溫
羅
汀
聯
盟
的
重
要
成
員
，
毫
無
條
件
支
持
所
有
店
家
參
與-

即
便
在
性 

別
議
題t

彼
此
可
能
存
在
價
值
差
異•
，
但
基
督
教
的
真
理
堂
希
望
與
同
性
戀
書
店
及
包
容
女
性
身 

體
自
主
權
的
女
書
店
「
保
持
適
當
距
離
」
。
聯
盟
面
對
真
理
堂
的
態
度
時
曾
開
會
討
論
，
絕
不
犧 

牲
任
何
一
家
書
店
權
益
及
立
場
，
否
則
寧
可
不
辦
。
當

時

，
晶
晶
書
庫
的
店
長
阿
哲
堅
持
驕
傲
現 

身

，
要

「
在
上
帝
的
見
證
下
發
散
彩
虹
光
芒
」(

自
由
時
報
，2006/01/14)

。
聯
盟
的
策
略
是
，
 

索
性
商
借
與
真
理
堂
隔
溫
州
街
相
望
的
魯
米
爺
咖
啡
館
戶
外
平
台
作
為
晶
晶
書
庫
和
女
書
店
的
展 

場

，
再
以
塗
繪
彩
虹
橋
的
方
式
銜
接
溫
州
街
兩
端
，
甚
至
以
此
凸
顯
性
別
議
題
在
當
今
城
市
仍
被 

邊
緣
化
的
處
境
。
但
媒
體
聳
動
的
頭
版
標
題
「
天
堂
之
路••
大
教
會
排
擠
小
書
店
」
，
卻
將
包
容 

力
極
大
的
耕
莘
文
教
院
一
併
扯
入
社
會
排
除
的
機
構
，
片
面
報
導
經
由
網
路
的
傳
遞
，
激
起
了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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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學
者
及
社
會
運
動
團
體
對
冬
墟
及
教
會
的
批
判
與
杯
葛
，
造
成
溫
羅
汀
聯
盟
內
部
頗
大
的
內 

傷

。
但
當
隔
天
場
地
移
到
耕
莘
文
教
院
前
的
廣
場
時
，
晶
晶
書
庫
的
彩
虹
旗
及
攤
位
驕
傲
地
出
現 

在
廣
場
最
顯
目
的
位
置
，
背
景
正
是
天
主
教
耕
宰
文
教
院
斗
大
的
金
字
。
神
父
親
自
在
現
場
與
阿 

哲
握
手
表
示
誠
寧
歡
迎
，
「
一
切
盡
在
不
言
中
」
。
當
天
正
好
教
會
禮
拜-

天
主
教
友
們
從
教
堂
走 

出
時
對
廣
場
及
街
角
的
書
展
市
集
表
示
欣
喜
，
卻
沒
有
人
特
別
對
同
性
戀
書
店
攤
位
或
一
旁
唱
盤 

上
紅
衛
兵
進
行
曲
的
播
放
提
出
異
議
。
這
是
溫
羅
汀
獨
立
聯
盟
很
雷
要
的_

課
-

也
是
真
實
城
市 

仍
每
天
面
對
的
認
同
邊
界
張
力
。
處
於
邊
界
「
之
間
」(in-between)

可
能
是
危
境
也
可
能
是 

解

放

，
而

「
跨
越
」
永
遠
不
會
只
是
口
號
或
和
譜
的
相
互
擁
抱
。(

圖

8.2)

溫
羅
汀
表
面
的
多
元
並
存
的
確
暗
藏
玄
機
，De

v
a
d
a
s
(
2
0
s
)

指
出
多
元
文
化
主
義
奠
基 

於
多
元
論(pluralism)

的
政
治
學
說•

因
而
無
法
逃
避
多
元
論
與
生
俱
來
的
本
質
矛
盾
。
深 

究
多
元
文
化
主
義
必
須
面
對
此
矛
盾•

並
透
過
無
止
盡
的
行
動
及
轉
化
IhJ
創

新-

W

多
元
論
LI.
疋
異 

質

、
批

判

、
且
內
覺
的
，
更
勇
於
正
視
其
內
部
的
不
公
義
與
衝
突
；
多
元
文
化
論
述
必
須
由
此
持 

續
延
仲
，
而
非
流
於
政
治
正
確
的
修
辭
。Ea

g
l
e
t
o
n
(
2
0
0
0
)

特
別
有
感
而
發
：
「
/£
最
差
的
狀 

況

下

，
開
放
的
社
會
變
成
一
描
鼓
勵
所
有
封
閉
文
化
共
存
的
社
會
…

，
透
過
防
禦
性
的
反
動-

資 

本
卞
遇
的
各
種
掠
辉
打
動
衍
牛r
 

一
群
封
閉
的
文
化.
，如
此
一
來-

資
本R

義
的
多
元
意
識
型
態 

便
可
以
將
此
頌
揚
為
生
活
形
式
的
豐
富
多
樣
性
。
」
溫
羅
汀
內
的
認
同
政
治
暴
露r

多
元
文
化
所 

指
涉
的
卒
問
意
義
競
爭•

乃
至
實
質
空
間
持
有
的
鬥
爭•

但H
a
y
d
e
n

 (

1
9
9
6
)

在

論
述
「
公
共 

歷
史
」(p

u
b
l
i
c

 h
i
s
t
o
r
y
)

時
卻
也
提
醒•

「
認
同
政
治
——

無
論
定
義
於
性
別
、
種

族

、
或
鄰
里 

I

都
是
向
對
都
市
建
築
環
境
不

'4
逃
避
且
關
鍵
的
面
向•

凼
公
共
歷
史
、
都

ITJ
保

存

、
及
都
市

設
計
的
觀
點
看
來
皆
如
此
。J

書
展
結
束
後
半
年
，
聯
盟
最
忠
實
夥
伴
之
一
的
桂
冠
盡
局
終
於
不
敵
高
租
金
而
決
定
收
掉
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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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2
溫羅汀冬墟認w政治r的一 nn托邦。（ours捉供）

過
：
—
六
年
的

Mi
lffi
。
即
使
店h

徐
瑞
宏
毎H

親
，
=

喂
守w

lfli
節
竹
人T

開

鈉

，
但
緊
臨̂

幹
吧 

的
■

樓

Mi
祖
壓
力
仍
然
打
敗r

社
矜
人
文h

l-f
店
的
理
想
，
而
溫
羅
汀
聯
盟•

!!
們
議
的
地m

控
制 

機

制

，
在
台
大
周
邊
的
地
價'

級
戰
區
無
法
落
寶•

所
能
做
的
也
僅
只
是
如
何
協
助
桂
冠
與
城
市 

有
尊
嚴
的
告
別
。
八
月
中•

桂
冠
以
不
打
详
的
方
式
與
聯
盟
夥
伴
及
不
捨
的
書
友
們
在
燭
光
中
守 

夜
-

並
於
門
前
植
下
一
棵
象
徵
性
的
JJ
桂

樹-

期
待
來
闩
的
電
生
；
同

時-

在
馬
路
轉
角
的
台
大 

周
邊
苗
店
與
文
化
資
產
地
岡h
 .

H-:
冠
從
吉
店
岡
示
被
除
名
改
為
「
逍

址
O

諷
刺
的
足-

1

取
後 

I+J
天
的
營
業
額
>•£
然
比 '

牿

個

的

總

額

還

卨

，
瑞
宏
無
奈
表
示-

若f
n

都
迠
這
種
光
景-

i'f 

店
可
能
就
活
下
來
了
。
但
桂
冠
卸
卜
的
事
件
，
*JI
起
•

位
愛
戴
桂
冠
的
書
友
注
意•

主
動
與
瑞
宏 

連
繫
希
望
能
承
接
招
牌
，
將
來
再
找
一
處
適
合
的
地
方
讓
桂
冠
重
牛
。
他
並
於
所
在
地
新
竹
植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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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一
棵
山
月
桂
表
示
決
心•

儘
管
桂
冠
歇
業
成
為
溫
羅
汀
獨
立
聯
盟
第
一
階
段
最
酸
苫
的
注
腳
，
 

書
友
與
書
店
間
的
故
啦
還
是
在
苦
澀
屮
摻
雜
了
一
此
、人
情
的
溫
度
。

I  

温
羅
汀
閲
讀
花
園

'
O

O
九

年

，
有
點
意
外

IflJ
諷
刺
地
，
因

為

「
羅
斯
福
路
沿
線
進
行
窳
陋
建
築
基
地
騰
空
綠 

美
化
規
劃
設
計
案
」(

也
是
被
通
稱
為
「
台
北
好
好
看
系
列
二
」
的
都
市
更
新
獎
勵
計
畫
之I

部 

分
)

的
推
動•

沉

潛
•

段
時
間
的
溫
羅
汀
再
度
被
喚
醒
。
這
個
專
案
計a

其
寊
乃
都
史
處U

配
合 

一  ;
O

 

一
 O

年
台
北
國
際
花
卉
博
覽
會
的
舉
辦
，
以
最
高

'A'
分
之
十
的
容
積
獎
勵
為
誘
冈
，
吸
引
地 

-
稚
所
锊
權
^-u

動
拆
除
閒
質
或
窳
陋
的
地L

物

，
並
於
空
地
進
行
—
八
個H

以
上
之
綠
美
化
。
過 

程
中
產
生
的
七
十
處
暫
時
性
綠
地
總
面
稻
卨
達
五
萬
五
千
坪•

但

因

一

年
半
後
將
盡
數
「
由
花
阑 

變
銀•
儿
」
而
被
許
多
人
民
网
體
譏
為
「
假
公
隅
」
。
此
政
策
一
人
而
削
造
更
多
民
間
及
公
有
地
符 

邱
機
關
的
史
新
動
機-

又
兼
收
花
陴
期
問
市W

改
善
的
成
效
：

IIJ
政
府
積
極
推
動
之
餘
，
更
進

IflJ 

委
託W

某
規
剷
設
訐
煳
隊
，
針
對
策
略
性
地
區
進
行
暫
峙
性
綠
地
系
統
的
幣
體
规
刟
。
羅

斯
福
路 

沿
線
綠
地
的
執
行
團
隊
經
典
工
程
顧
問
公

rij
本
身
興
強
調
市
民
參
與
及
社
矜
行
動
的O

U
R
s

有
密 

切
的<
^

作
夥
伴
關
係.

雖
洁
楚
意
識
到
台
北
好
好
看
史
新
計$

的
爭
讁•

卻M

時
珍
惜
暫
時
性
綠 

地
與
公
阅
路
燈
管
理
處
行
政
管
理
脫
鉤
的
難
得
契
機
，
因
而
提
出
許
多
兼
具
實
驗
性
及
參
與
性
的 

訃

苫
•

從
」巾
民
怨
阁
、
闹
水
花
阆
、
「
rl
人
搬
瓦
片
」
灼
建
材
IH1
收
洱
利
用
、
城
市
綠
沙
龍
、
社 

區
麵
包
窯
等
，
分
別
與
不
同N
G
O
\
N
P
O

組
織
及
緊
鄰
社
區
合
作
，
企
圖
改
變
過
於
偏
重 

觀
赏
及
機
構
性
符
邱•
卜
的
公

IW1
使
用
模
忒
，
提
升
綠
地
的
社
矜
性
及
公
共
性
想
像
。
其

屮

「
綠
點 

五

」
臨
近
溫
羅
汀
夥
伴
的
品
晶
汚
庫
及
耕
萃
文
教
院
，
遂
以
閱
讚
花
園
的
定
位•

透
過O

U
K
S

邀 

諸
獨
」'/.
聯
？r

起
加
入
規
剷
及
執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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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羅
汀
獨-
'/.
聯
盟
曾
經R

試

'n
収
汀
洲
路
妗
台
鏹
沾
舍
的
空
問
太
災
，
對

於

突

然

降
■

處 

咯
域
內
與
閱
趙
右
關
的
開
放
綠
地«

實
懷
相
疑
慮
。
/±:
經
典̂

程
於
：0
"
0

年
一
月
十
二
日
召 

開
的
座
談
討
論
會
屮•

有
此
、夥
伴
成M

對
於
與
合
北
好
好
看
掛
勾
、
並
因
此
獎
勵
財
閥
開
發
容
稍 

的
規
劃
背
景
直
接
提
出
批
判
或
質
疑
的
看
法
，
認
為
有
違
溫
羅
汀
獨
立
聯
盟I

貫
的
宗
旨
。
但
也 

有
成H

反
向
帝
論
，
若
能
確
定
行
政.
卜
頂
降
电I

取
低
，
開
放
个
冏
社
群
在
花
園
的
公
開
及
集
體
發 

聲

二
：3

反

倒
/

般
公
阐
或
公
共
空
問
管
邢
難
以
捉
供
的
公
共
性
平41 I
,

各
家
」'/.
場
明
確
的
獨
」'/. 

,'?
店

或

,7
樂
場
所
，
IE

>'r
辫
川
閱
諮
花
阅
炎
述
對
特
定
議
題
的
關
切
或
開
城
行
動
。
當

然

，
也
甸 

此
、
遵
店
及
新
加
入
的
成M

更
在
意
聯
盟
參
與
閱
讚
花
tel
的
連
作-

足
否
存
助
獨
立
書
店
本
身
的
存 

活
及
社
區
網
絡
的
維
繫
。
辯
論
頗
為
激
烈
，
但
大
多
環
繞
著
公
共
性
議
題
及
如
何
啟
動
卜
階
段
溫 

羅
汀
聯
盟
的
行
動
可
能
。
尤
為4

貴
的
是
，
先
前
溫
羅
汀
衣
徵
的
社
群
網
絡
與
地
域
性
住
宅
社
區 

的
關
係•

潛
//-
著
混
合
土
地
使
川
及
社
會
價
值
差
異
下
的
空
間
張
力•

迮
此
討
論
會
中•

代
表
溫 

州
社
區
的
發
展
協
矜
即
少
畏
卻
衣
示
，
過
去
幾
年
問■

直
想
找
|''1
溫
羅
汀
合
作.

或
許
閱
讀
花
關 

4

成
為
跨
越
認
同
差
異
的
場
域
。

獨
立
聯
盟
初
步
的
共
識
，
是
在
與
市
政
府
及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順
天
堂
保
持
必
要
的
距
離'
卜
- 

參
與
後
續
閱
讀
花
園
的
規
劃
及
運
作
。
閱
讀
花
園
的
原
址
是
兩
連
棟
五H

樓
的
透
天
建
築
，
緊
臨 

著
一
間
低
矮
的
黑
瓦=
:

式
平
房.

Iflj
順
天
堂
對
結
八
：：藥̂

與
閱
讚
的
花
阑
設
計
表
示
樂
見
其
成
。
 

建
物
拆
除
後
，
规
劇
設
計
吲
隊
以
屮
藥
葫
磯
形
式

h;
'l<
而
妃
遌
基
礎.

發

展

出

齊

藥

-^
園
區
間
、
 

包
含
了
綠
沙
發
和
書
架
牆
的
閲
讀
及
展
書
空
問.

入
口
處
則
以
溫
羅
汀
讀
再
地
圖
及
一
塊
預
留
給 

各
害
店
發
揮
手
拓
的
小
廣
場
引
介
空
間
主
題
。
原
初
的
手
拓
板
構
想
建
議
各
書
店
負
責
人
在
未
乾 

的
陶
板
上
留
卜
手
印
簽
名
，
再
拼
貼
為
廣
場
鋪
面
。
但
在
討
論
過
程
中.

書
店
較
傾
向
選
擇
各
店 

的
代
衣
書
或
作
家
作
品
，
由
其
中
挑
出
一
段
文
-/-
鑲
嵌
於
銅
板h
 ,
拼
成
「
書
店
之
詩
」
的
鋪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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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至
在
開
幕
時
由
市
長
或
地
卞
逐
，
唸
出
二
囲

8.3)

由
市
長
朗
誦
的
想
法
是
同
志
社
群
政
治
性
的
意
圖
，
巧
驗
政
客
的
開
放
性
及
幽
默•

但
也
是

認
同
政
治
的
發
聲
策
略
。
晶
晶
齊
庫
選
擇
的
代
表
性
文
字
是
來
自
同
志
詩
人
陳
克
華
《
我
的
肛
門 

主
體
性
》
反
諷
性
新
詩
的
第
一
段
：

一
夜
之
間
，
我
的
肛
門-

就
突
然
有
了
他
的
主
體
性
。

我
原
以
為

他

，
就
只
是
個
糞
便

和
陽
具
會
經
過
的
地
方

至

多

，
我
的
屁

偶
爾
會
在
那
裡
塞
車
…
…

然

而

，
我
的
肛
門

我
們
的
偉
大
肛
門

今
天
清
楚
告
訴
我-

他
擁
有
主
體
性

直
言
不
諱
的
詩
句
若
真
由
IHM

念
出
確
實
會
有
突
兀
但
象
徵
性
的
作
用•

但
也
挑
戰
其
他
書 

店
相
關
社
群
及
住
宅
社
區
對
空
間
「
公
共
性
」
的
包
容
力
。
在
開
幕
前.

順
天
堂
代
表
曾
經
對
部 

分
書
店
詩
句
冇
意
兑
，
希
望
適
度
調
整
或
撤
換
，
但
聯
盟
喂
持
地
主
在
獲
得
容
積
獎
勵
後
，
對
這 

十
八
個
片
私
符
產
權
公
共
化
的
階
段
並
沒
有
比
任
何
市
民
更
高
的
發
言
位
置
，
更
無
審
查
空
間
內 

容
的
宰
制
權
力.

嚴
正
回
絕
了
順
天
堂
的
要
求
。
反

而

，
與
晶
晶
書
庫
臨
近
的
天
主
教
耕
宰
文
教 

院
-

並
沒
有
因
為
宗
教V

場
反
射
HJ
能
興
其
教
義
相
違
的
文
字
為
鄰
，
畢
莧
陳*

堆
原
詩
全
文
''J

圖8.3
溫羅汀樂其花阆的詩句銅片。（經典工程鼦問有限公u!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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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全
從
殖
民
性
角
度
另
作
政
治
新
解
。
因
而
就 

地
緣
安
排-

晶
晶
書
庫
詩
句
銅
片
的
側
邊
，
緊 

靠
著
耕
莘
文
教
院
聖
潔
的
詩
文
：

聖
母
保
我.
人
真
帘
心 

一
如
山
泉
瑩
潔
澄
淸

同
性
戀
社
群
與
天
主
教
社
辟
的
象
徵
性
共 

存
-

不
傳
出
現
在
溫
羅
汀
的
都
lli
現

場•

也
再 

現
於
閱
讀
花
園
的
小
廣
場
。
這

比
•

般
都
市
公 

阖
所
默
認
或
界
定
的
無̂

胎
性
之
公
共
更
具
邊 

界
衝
突
的
潛
在
危
機
，
但
也
更
需
要
公
共
過
程 

協
調
出
差
異
間
的
相
互
包
容
與
尊
重
，
反
倒
彰 

顯
了
一
處
動
態
且
趨
近
真
正
公
共
領
域
精
神
的

場

所

。
公
共
與
機
構(

特
別
是
國
家
機
器)

不

能
被
劃
上
等
號

•  D
e
u
t
s
c
h
e

 (

1
9
9
6
)

提

醒.

「一

個
民
主
的
公
共
空
間
是
一
處
由
分
化
、
衝

突
'

差
異
而
非
同
化
所
構
成
的
、
抗
拒
威
權
力

量
的
領
域
」
，
是
當
絕
對
權
力
缺
席
時
、
「
人
民 

的
意
義
IriJ
時
被
建
構a

處
於
風
險
」
的

「
不
確 

定
社
會
領
域
」
。Fr

a
s
e
r

 (

1
9
9
0
)

則
提
出
「
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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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c
o
u
n
t
e
r
p
u
b
l
i
c
s
)

以
批
判J

.  H
a
b
e
r
m
a
s

的
男
性
布
爾
喬
亞
公
共
領
域
概
念
，
並
倡
議
由 

長
期
處
於
被
壓
抑
及
邊
緣
化
的
社
群
位
置
重
構
所
謂
的
「
公
眾
」(p

u
b
l
i
c
s

)

，
藉

由

「
被
次
級
化 

的
社#

團
體
成
員
所
創
造
並
傳
播
對
反
論
述(

c
o
u
n
t
e
r
d
i
s
c
o
u
r
s
e
s

)

的
並
行
論
述
場
域
之
建 

構

，
以
形
塑
其
自
身
認
同
、
興

趣

、
和
需
求
的
反
向
詮
釋
。
」
這

種

「
逆
眾
」
之
於
扁
平
化
的
公 

共
空
間
，
正
如
地
下
華
城
市
的
社
會
網
絡
之
於
地
上
城
市
的
去
社
會
脈
絡
下
的
公
共
空
間
系
統
。

開
幕
當
天
，
晶
晶
書
庫
在
綠
沙
發
上
插
上
彩
虹
旗
，
南
天
書
局
則
將
殖
民
時
期
的
台
北
鳥
瞰 

圇
掛
到
書
架
牆h
 

而
從
閱
讀
花
阖
的
書
店
之
詩
廣
場
，
到
接
續
由
各
書
店
每
月
輪
流
認
養
的
星 

光
夜
讀
計
畫
，
在
在
可
見
「
逆
眾
」
與
溫
羅
汀
行
動
的
互
通
聲
息
。
星
光
夜
讀
由
茉
莉
二
手
書
店 

的
執
行
總
監
林
皎
宏
建
議
，
每

月
•

次
•

不
同
書
店
擔
任
花
園
主
人
，
各
負
責
主
辦
與
夜
間
戶
外 

閱
讀
相
關
的
活
動
。
輪

值
第_

個
月
的
台
灣/

店
•

在
八
八
風
災
一
周
年
後
的
八
月
夜
晚
，
邀
請 

《
山

豬

、
飛

鼠

、
撒
可
努
》
的
作
者
排
筒
獵
人
撒
可
努
親
臨
閱
讀
花
園
，
朗
讀
夜
談
「
從
獵
人
學 

校
到
為
土
地
唱
歌
」
。
獵
人
堅
持
花
園
內
應
燃
起
篝
火
，
如
在
部
落
聚
會
聊
天
時
的
尋
常
場
景
； 

但
台
北
的
公
園
綠
地
原
來
是
不
可
起
火
的
，
溫
羅
汀
閱
讀
花
園
從
行
政
管
理
的
縫
隙
間
，
由
撒
可 

努
燃
起
第
一
把
都
市
聚
會
的
溫
暖
火
光
！
當
天
晚
上
，
撒
可
努
從
台
東
帶
著
獵
刀
、
身
著
傳
統
排 

灣
服
飾
盛
裝
與
會
，
三
十
多
人
在
审
水
馬
龍
的
羅
斯
福
路
邊
，
圍
著
火
光
聽
獵
人
邊
講
邊
讀
邊 

唱

，
竟
恍
如
在
台
東
的
山
林
間
忘
情
放
野-

親
炙
現
場
者
幾
乎
捨
不
得
離
去
。

接
連
幾
個
月
，
分
別
由
晶
晶
書
庫
與
國
際
勞
工
協
會
合
辦
的
「T

婆
工
廠
」
及
錄
片
放
映
及 

座

談

、
書
林
書
店
邀
請
導
演
耿
一
偉
導
聆
並
配
合
即
興
劇
場
與
音
樂
演
出
的
「
趣
味
契
訶
夫
」
、
唐 

山
書
店
與
黑
手
拿
卡
四
合
作
演
出
並
探
討
「
弱
勢
族
群
在
城
市
的
生
存
之
道
」
、
女
書
店
號
召
二
位 

女
性
詩
人
及
創
作
歌
手
表
演
「
女
詩
歌
行
」
等
特
殊
的
讀
演
方
式
，
將
各
獨
立
書
店
關
心
的
社
齊 

議
題
或
各
欲
彰
顯
的
社
群
光
譜
帶
入
溫
羅
汀
閱
讀
花
阆
的
綠
沙
龍
。
不
時
有
路
過
的
行
人
、
學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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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W
K

被
吸⑴

駐

足

，
進

IflJ
聆

聽

，
共
¥.
加
人
討
論
和
辯
論
。
足
此•■
非
主
流
的
聲•

,'■?
融
合
文
嘐 

抄
術
與
社
會
包
容•

/.|-:
斜
與
政
治
之
問
來
|>'|
辯
證
：
不

)■'}
僅
足
扑
矜
連
動
：Ij'J
緣
的
激
怙
或
密
閉
講 

觉
及
學
院
期
刊
的
激
進
論
述
，
Mi
多
了
拽
與
一
般
市
民
對
話
與
分
享
的
平
實
力M

。
混
合f

書
香 

與
藥
草
香
的
花
園.

也
比
台
北
其
他
綠
地
公
園
多
添r
 

一
分
民
主
與
正
義
的
餘
韻°

圖

8.4)

二O
 
一
 
O

年
底
的
跨
年
，
當
大
多
數
台
北
市
民
蜂
擁
到'O

 

一
倒
數
看
建
國
百
年
煙
火-

獨 

,
>

聯
閒
邀
約
冉
店
好
友■

起
在
閱
讚
花
阆
，
讓

「
溫
羅
汀
陪
你
跨
年
」
。
依
十
八
個
月
的
使
用
時 

限 <

道
很4

能
是
唯

一  

|

次

nJ
以
在
閱
讀
花
阑
過
年
的
機
矜
，
又
有
建
阈
百
年
的
加
持.

獨
立
聯 

盟
安
排
了
将
殊
的
聚
钤
與
夜
遊.

提
供
市
民
在
煙
火
和
打
歌
演
唱
會
之
外
的
另
類
跨
年
選
項
。
當 

晚
加
人
閱
讀
聚
會
的
夥
伴
都
各
自
帶
一
本
HJ
供
交
換
的
好
書•

並
分
享
個
人
與
該
書
之
間
的
緣
分 

與
故
事
。
常
花
阐
内
1F:
進
行
不
插
電
的
演
唱
同
時-

再
林
蛊
店
的
蘇
老
闆
帶
著
想
進•

步
認
識
溫 

羅
汀
的
刖
友
，
循
各
街
弄
踏
査
區
域
内
的
夜
問
動
梢
物
生
態
。
回
返
後
，
大
夥
在
花
園
的
藥
草
區 

挖r
 ■
個

大

洞
•
卜m

備
送
給
溫
羅
汀
的
時
空
膠
拋
，
待
门
後
迟
新
開
發
來
臨
、
挖
土
機
盤
開 

土
地
之
時•

膠
迩
將
重
見
天
日-

帶
給
開
發
商
及
台
北
城
許
多
市
民
想
傳
達
的
訊
息
。
跨
年
時
，
 

所
有
夥
伴
在
廣
場
點
滿
燭
火
和
燈
籠
，
當
一 
O

1
昂
貴
的
煙
火
乍
熄
幻
滅.

溫
羅
汀
的
微
光
才
慢 

慢
點
亮
城
市
邊
圍
聚
了
書
、
藥

草

、
及
愛
書
人
的
角
落
。

在
涛
剷
閱
讀
花
阆
的
過
裎
，
大
家
逐
漸
形
成
固
定
聚
會
的
默
契•

希
望
無
論
是
否
有
行
動
或 

活
動•

至
少
每
個
月
第
三
週
的
星
期
三
下
午
一.
點
都

碰•

次
面•

聊
聊
各
家
近
況
都
好
。
這
個

「
1
1  • 

三

三

」
模
式
不
像
組
織
化
的
開
舍-

必
定
先
有
議
題
、
章

槐

、
討
論
後
r'j
作
成
決
議
：
反
而
如
朋 

友
間
的
聚
钤•

避
免
太
流
於
會
議
形
式
而
僵
化
了
彼
此
的
關
係
。
南
天
書
局
前
輩
魏
先
生
推
薦
束 

京
神
保
町
的
書
店
地
岡
，
溫
羅
汀
也
該
有
分
自
己
的
獨
書
地
圖
呀.

他

說

。
三
三
三
便
決
定
要
製 

作
地
闘•

但
不
向
政
府
仲
手
要
资
源.

認
同
的
書
店
每
家
認
捐
一
單
元-

花
了
很
多
次
討
論
並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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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內
容•

從
獨
立
書
店
出
版
社
又
拓
展
到
音
樂
空
間
，
咖
啡
館
，N
p
o
•

甚
至
區
域
內
的
保
育 

植
物
和
瑠
公
圳.

溫
羅
汀
終
於
有
了 

一
份
聯
盟
夥
伴
合
作
完
成
的
讀
書
地
圖
，
是
集
體
電
構
的
地 

方
意
象
與
城
市
想
像
。
這
是
一
次
「
積
極
與
真
實
世
界
連
結
的
繪
圖
行
動
」-

成
果
還
是
一
份
實 

用
的
地
阓
。(

圖

8.5)

前
前
後
後
又
有
多
種
溫
羅
汀
地
圖
顯
影
，
有
些
是
官
方
觀
點•
卜
對
創
意
產
業
聚
落
的
勾
勒
。
 

二O
 

一
一
台
大
藝
術
季
也
以
溫
羅
汀
為
主
題
，
生
產
了
地
圖
及
一
系
列
策
展
下
的
地
方
詮
釋
作 

品

。
這
是
多
年
來
台
大
學
生
第
一
次
大
規
模
主
動
且
刻
意
冋
應
溫
羅
汀
與
台
大
的
大
學
城
關
係
，
 

但
之
前
零
星
的
互
動
其
實
未
曾
斷
續
，
從
連
續
多
年
校
園
文
化
資
產
詮
釋
課
程
的
演
講
討
論
、
到 

不
同
課
程
與
溫
羅
汀
行
動
的
結
合
、
以
及
最
直
接
的
每
曰
生
活
消
費
、
閒

逛

、
與
駐
足-

台
大
學 

生
意
識
到
溫
羅
汀
的
存
在•

讓
台
大
周
邊
與
台
灣
其
他
大
學
圍
牆
外
的
商
業
環
境
有
些
差
異
，
有 

些
人
甚
至
形
容
通
往
唐
山
書
店
的
地
下
甬
道
是
知
識
分
子
必
經
的
朝
聖
之
道
。
二O

 

一
 

I

台
大
藝 

術
季
的
節
目
琳
瑯
滿
目
，
從
為
溫
羅
汀
量
身
打
造
的
裝
置
藝
術
、
書

寫

、
地

圖

、
劇

場

、
舞

蹈

、
 

論

壇

、
市

集

，
到
走
出
校
園
的
達
人
街
巷
導
覽•

一
季
的
展
演
為
溫
羅
汀
累
積
十
分
豐
厚
的
文
本 

及
學
生
觀
點
的
溫
羅
汀
價
值
，
其
中
不
乏
質
疑
、
批

判-

但
也
有
更
多
的
理
解
與
情
感
。
另
外
如 

「
初
等
環
境
設
計
」
及

「
藝
術
介
入
…
…

」
課

程.

邀
請
溫
羅
汀
的
書
店
夥
伴
參
與
課
程
討
論. 

引
導
學
生
重
新
詮
釋
各
家
書
店
為
閱
讀
花
園
提
供
的
銅
板
詩
文
內
容
，
作
為
地
區
公
共
藝
術
提
案 

的
參
考
。

溫
羅
汀
獨
立
聯
盟
曾
討
論
閱
讀
花
園
的
更
新
開
發
啟
動
後
，
鋪
面
的
銅
板
與
詩
文
該
如
何 

「
回
家
」？
回
到
各
家
店
面
門
口
、
一
個
更
適
合
詩
文
主
題
的
溫
羅
汀
角
落
、
抑
或
另
一
處
幽
靜
的 

閱
讀
花
園
？
而
回
家
的
過
程
又
如
何
成
為
一
次
公
共
藝
術
行
動
，
彰
顯
眾
人
對
都
市
更
新
的
看
法 

及

「
對
逆
公
共
」(c

o
u
n
t
e
r
p
u
b
l
i
c

)

空
間
的
期
待
？
學
生
操
作
基
於
參
與
和
文
本/

社
群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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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原
則
，
生
產f

許
多
細
膩
14
有
趣
的
提
案

-  

甚
辛
透
過
近
千
張
个
同
觀
點
的
影
像
，
以
集
脆 

裝
黃
洱
現
溫
羅
汀
的
街
巷
敘
事•

但
敁
終
仍
找 

敗
地
坦
承
，
「
人
部
分
人
還
不
是
很
確
定
應
該 

如
何
回
應
溫
羅
汀
這
塊
場
域
」(

王

偉

酷

，
詹 

品

丞

，20
1
2

)

。
聯
盟
成
員
對
公
共
藝
術
計
畫 

有
不
同
的
期
待•

尤
其
關
於
藝
術
形
式
及
設
置 

地
點
與
方
式
的
看
法
逗
很
分
歧
，
但
普
遍
l«J
意 

當
銅
板
詩
文
回
家
時
應
該
有
所
行
動
。
這
可
能 

乂
將
是
另
一
次
在
詩
與
政
治
之
間
迂
迴
辯
證
的 

過

枵

。溫
羅
：
d

與
大
學
師
屮
問
的
密
切
互
勑
，
對 

生
活
社
區
本
身
也
造
成
兩
極
化
的
影
嚮
。
既
轻 

充
滿
文
化
活
力
與
义
褪
氣
息
的
人
學
城-

乂
足 

人
學
外
部
經
常
失
控
的
住
宅
環
境-

1

旦
某
此 

與
生
活
介
而
衝
突
的
敏
感
議
題
引
爆.

被
許
多 

•
内

7J
規
剖
專
業
稱
頌
的
混<

||
七
地
使
用
模
式
反 

而
成
為
詛
咒
。
溫
羅
汀
雖
然
僥
倖
避
過
如
師
大 

夜
市
商
圈
與
緊
鄰
社
區
間
的
對
峙
，
伹
當
台
中 

阿
拉
夜
店
大
火
後•

台

北

III
政
府
對
音
樂
展
演 

空
問
的
適
法
性
檢
討•

竞a

接
衝
喂k

期
與
女

反造城市 170



CHAPTER 8 THE DISSIDENTS’ TERRITORY OF A RHIZOME CITY

r
r

!•
),'!
隔
鄰
!||
邝
的
獨
立
荇
榮
埸
所
女
巫W

的
卞
rr-
。
常

-K
件JI

起
媒
體
關
>■)-:••
个
少
妗
名
歌r

li'i 

護
女
巫
店
對
台
时
獨
立
抒
榮
的
-rr
獻

，

Ifn
溫
羅
汀
聯
淵
夥
ft-
也
同
時
展
開
行
動
，
聯
即
内
許
多
,'| 

;1>;
咖
啡
館
及
茂
樂
埸
所
部
無
條
件
加
人
骰
援
行
列
。
敁
令
人
吃
谠
的
足
大̂

里
溫
州
社
區
發
城
協 

會
及
守
望
III

助
隊
選
擇
站
伤
女
AlA
Mi
，
邊

。
通
常
衣
演
過
後
，
敗
場
群
眾
還
不
願
離
上
，
在
狹̂

 

的
巷
道
流
連
聊
大•

造
成
住
宅
區
鄰K

很
人
的
闲
擾
及
反
感
。
女
巫
店

FK
件
還
在
炜
火
滿
人
的
時 

候

，
溫
州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動
員
志
工
，
每
天
晩
上
主
動
到
女

AIA
店
附
近
舉
牌-

請
群
眾
安
靜
離
去

-  

避
免
干
擾
社
區
徒
增
政
策
轉
閬
的
變
數
。
幾•
人
內.

市
政
府
迅
速
1«>|
應

，
承
諾
未
來
在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增
列
「
音
樂
展
演
空
間
業
」.

暫
時
緩
解
了
女
巫
店
歇
業
危
機
，
媒
體
還
稱
之
為 

「
女
巫
店
條
款
」(

聯
合
報• 2

2
1
/
S
/
2
6
)

。
這
個
結
果
對
師
人
商
圈
至
今
無
解
的
對
峙
狀
態
或 

許
有
些
提
醒-

在
領
地
社
區
與
認
同
社
群
之
問•

或
許
仍
依
賴
最
傳
統
的
鄰
里
自
治
關
係
，
作
為 

邊
界
流
動
的
基
本
媒
介
。

I  

結
論

溫
羅
汀
地F

莖

城

ri:i
「
再
領
域
化
」
的
過
程
不
為
鞏
问
唯•

的
屮
心
主
張
或
理
性
。
對
那
叫 

永
遠
好
奇\

'<JX
欲
探
索
的
心
磯-

意
識
T-
台
縫
隙
一
處
粗
糙
的
轉
折
成 
'

陣
刺
洱
的
噪
啓
，
郤

'4 

能
導
向
激
進
的
思
想
解
放.

耗
或
認
同
邊
界
的
鬆
動
。
這
是
城

lii
文
化
與
街
道
生
活
共
構
的
人
文 

M
;
 1

家

店•

一
則
不

nrn

代
的
故
事.

無
數
滔
滔
或
絮
絮
的
認
同
論
述
。
即
便
部
分
溫
羅
汀
獨 

立
書
店
的
存
在.

因
迴
避
高
店
租
而
略
顯
隠
匿
，
那
低
調
的
自
得
反
而
對
映
出
城
lii
真
正
的
文
化 

厚
度
與
雍
容
自
信
。
溫
羅
汀
是
論
述
的
、
行
動
的
、
也
足
生
活
的
，
是
知
識
的
、
抽
象
的
、
也
是 

nJ
感
的
；
迕
詩
與
政
治
間
不
斷
辯
證
自
由
主
義
揭
橥
的
寬
容
與
，
U

由

。
而
溫
羅
汀
獨G

聯
盟C

發 

性
的
異
業
連
結
與
網
絡
延
展
，
不
僅
開
啟f

地
卜
壤
城

lli
rh.
卜
而L

、
不
斷
在
行
動
實
踐
中
協
商

圖8.5
由溫雜?f聯!lf的資自發並參與製作完成的溫羅令f讚書地瞬I 
（溫羅汀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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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書
目

中
解W
W
W

装
片
ffi
ll-i
改

'V':
糾
織-

2006

 •
{

台
北
市
文
化
地W

參
與
ttiffl
案
總
結
報
;'?>

台
北
||;':

台
北

lii
文
化
：

S
。

,
1'l
ll-l
H.?
報-

2
0
0
6
/
0
1
/
1
4  

•  c
A
t
p
•
之

路

人

教

啡

tff
小

.'F
Mi
〉-  h

t
t
p
:
/
/
w
w
w
.
I
i
b
e
r
t
y
t
i
m
e
s
.
c
o
m
.
t
w
/
2
0
0
6
/
n
e
w
/

jan/14/today
—taipei2.htm

溝

通

、
琢
磨
差
異
的
另
類
城

Ifi
計

畫

，
也
為M

a
s
s
e
y

 (

1
9
9
3
)

所

侣

議

、
具
開
放
及
滲
透
性
邊 

界

之

「
進
步
地
方
感
」(a

 p
r
o
g
r
e
s
s
i
v
e  sense

 o
f

 p
l
a
c
e
)

下
了 •

個
真
實
的
註
解
。

於

此.

城
市
空
間
不
再
服
膺
海
德
格S

喚
的
居
所
性(

d
w
e
l
l
i
n
g
)

地
方
認
同
，
卻
誠
實
暴 

露
現
代
都
市
性
中
異
質
認M

邊
界
交
錯
碰
撞
出
的
豐
盲
與
複
雜
。
潛
伏
於
公
館
高
度
商
業
化
與 

理
性
都
市
計
畫
的
表
層
下
，
溫
羅
汀
許
多
「
逆
共
」
空
間
表
徵r

台
北
多
重
文
化
主
體
發
聲
、
論 

述

、
及
動
員
的
深
刻
經
驗
，
同
時
又
見
證
了
某
種
布
爾
喬
亞
社
會
中
、
不
斷
擺
盪
於
犬
儒
批
判
與 

社
會
行
動
間
的
知
識
份
子
之
永
恆
困
境
。
無
論
堅.
>

左
翼
理
念
或
本
土
主
體
、
身
體
自
主
或
情
慾 

自

由

，
溫
羅
汀
的
象
徵
性
認
同
所
在
各O

繃
附f

特
定
的
社
會
價
値
觀
與
意
識
型
態•

但
又
總 

似
能
在
彼
此
的
差
異
縫
隙
間
衍
生
更
獨
立
自
由
的
「
外
邊
思
維
」(

或

「
域

外

思

維.Foucadt,

 

2
0
0
3

)

。
南
天
地
阈
害
店
的
魏
老
闆
說
的
極
冇
風
骨
，
「
我
們
販
賣
的
是
知
識
，
不
是
商
品
」-

通 

過
知
識
的
傳
遞
與
交
流•

我
們
思
考
人
的
主
體
如
何
被
框
限
與
壓
抑.

並
藉
此
尋
求
不
斷
崩
解
意 

識
型
態
的
可
能
。
十
分
弔
詭
地
，
這
■

處
闡
述
不
同
理
想
關
懷
與
社
會W

踐
的
域
地
，
越
足
支
持 

倘
別
文
化
书
體
認M

價
估
的
深
化•

越
必
須
維
持
異
類
認
间
界
面
的
開
放•

職
然
就
是
一
座
城
市 

的
縮
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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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O

停
止
視
而
不
見'

打
聽
土
地
權
屬
、
邀
請
興
趣
同
好
討
論
、
創
造 

具
有
場
所
精
神
的
共
享
空
間
、
串
聯
更
多
熱
情
的
社
群
。

O

以
生
活
關
心
的
議
題
為
起
始
點
，
以
社
群
當
作
能
量
的
集
散
地

-  

以
網
絡
交
織
為
行
動
的
策
略-

以
協
議
自
治
打
造
城
市
的
樣
貌
。

教
戰
守
則

撐
開
公
共\

空
間
的
縫
隙

社
群
營
造
，
營
造
社
區

連
振
佑 

文

SEAMS OF 
POSSIBILITIES

COMMUNITY BUILDING AND 
THE MAKING OF PUBLIC SPACE



CHAPTER 9 SEAMS OF POSSIBILITIES

I  

公
共/

公
共
空
間
在
哪
裡
？

「
公
共\

公
共
空
間
」

一
直
是
台
北
城
市
裡
爭
議
的
主
題
。
市
民
在
都

III
計
畫
劃
定
的
公
園 

裡
休
閒
，
對
可
否
帶
著
狗
在
公
園
裡
遊
逛
常
爭
議
不
休
；
許
許
多
多
建
築
物
周
邊
透
過
容
積
獎
勵 

而
設
置
的
開
放
空
間
，
原
意
是
藉
此
紆
解
都
市
緊
密
的
空
問
感
，
提
供
史
多
建
築
物
沿
街
面
公
共 

生
活
的
可
能.

但
經
常
瞭
在
那
裡
缺
乏
利
用
。

法
定
公
園
裡
的
公
共
生
活
其
實
是
有
所
限
制
的
，
從
場
地
允
許
使
用
型
態
、
內
容
到
申
請
借 

用

、
核
准
等
等
，
受
到
政
府
公
權
力
的
規
範
與
監
控
，
公
平
的
制
度
看
似
保
障
了
所
有
人
的
權
利- 

卻
落
實
了
「
公

共

的(

空
間)

等
於
沒
有
人
的(

空
間)

」
嘲
諷
之
語I

。Zu
k
i
n

 ( 1
9
9
5

)

早
已 

討
論
到
消
費
成
為
現
代
城
市
公
共
文
化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當
代
的
許
多
身
分
和
社
群
乃
是
在
中
心 

購
物
區
和
郊
區
量
販
店
中
形
成-

成
了
現
代
公
共
空
間
的
重
要
典
型
之
一-

卻
失
去
了
更
豐
犀
的 

「
公
共\

公
共
領
域
」
內

涵

。
另
一
方
面
，
台
北
市
容
積
獎
勵
開
放
空
間
制
度
的
美
意
，
在
實
踐 

層
次
上
打
了
折
扣
，
一
旦
取
得
容
積
、
建
築
蓋
高
出
售
以
後
，
有
些
加
設
圍
籬
二
度
施
工.

將
其 

納
為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的
內
部
空
間
，
不
僅
沒
有
公
開
給
不
特
定
大
眾
，
更
遑
論
透
過
它
們
讓
公 

共
性
與
公
共
生
活
發
生
。

在
這
樣
的
背
景
之
下
，
台
北
市
持
續
有
著
許
多
因
為
議
題
、
理
念
而
集
結
成
的
有
組
織
的
社 

群

、
非
政
府
組
織(
N
G
O
 )
，
他
們
在
拮
据
的
財
務
中
推
動
各
種
工
作
，
努
力
地
催
生
各
種
公 

共
論
壇
、
公
共
領
域
或
公
共
空
間
。
綠
色
公
民
行
動
聯
盟
自
二O
O

九
年
起
每
年
在
貢
寮
舉
辦
諾

1

例
如
ffi
媽
媽a

企̂

策
剷
之
《
鞋
文
行
動g

o

-
.
1
公
寓
大
廈
社
區
藝
文
培
力
手
冊
》
指
出••
我
們
也
常
發
現
許
多
社
區 

的
公
共
空
問
已
漸
漸
成
為
空
有
設
備
卻
無
人
利
用
的
「
閒
置
空
間
」•
，其
他
針
對
開
放
空
間
、
法
定
公
園
頗
似
的
觀
察 

與
評
論
散
l-i
於
各
研
究
與
論
文
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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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

客(No

 N
u
k
e
s
)

環
境
音
樂
矜
：e

業
者

都

lii
改
革
組
織
前
身
無
殻
蝸
卞
聯
盟•

九
八
九
年 

夜
宿
忠
孝
束
路
，
成
功
地
營
造
具
有
輿
論
壓
力
的
公
共
領
域•
，怙
嶺
街
舊
軎
街
則
透
過
年
度
封
街 

以
創
意
市
集
活
動
的
模
式
，
以
文
化
內
涵
流
動
、
透
過
泊
費
創
造
實
質
公
共
生
活
，
策
辦
活
動
之 

事
件
形
成
每
年
短
期
、
暫
時
性
的
公
共
空
間
。

在
台
灣-

解
嚴
後
''T
以
說
是
從
社
區
運
動
進
到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的
階
段
。
社
齊
運
動
的
能
量 

擴
人
到
地
方
社
區(

l
o
c
a
l  c

o
m
m
u
n
i
t
y
)

組
織
/±
地
的
社
會
力
最-

進
行
各
種
面
向
有
助
於
營 

造
社
區
感
的
工
作•

在
空
問
或
環
境
设
觀
這
一
部
分•

運
川
公
有
閒
罝
資
源
或
私
人
出f
t

同
意
書 

的
方
式
，
營
造 
'

個
一
個
讓
社
區
民
眾
認
同
、
開
放
共
享
的
場
所•

成
為
具
體4

見

、
有
助
促
進 

社
區
公
共
生
活
的
普
遍
作
法
之
：
。

I  

國
際
趨
勢

當
厶3
时
為r

營
造
地
方
社
區
而
努
力
著.

為r

公
阖
究
竞
^-
否
應
該
開
闢
遛
狗
區
而
梦
議. 

常
我
們
容
稂
所
換
來
的
開
放
空
間
必
須
經
過'

度
解
放
時
，
圃
際
上
卻
已
然
有
許
多
針
對
公
共
空 

間
的
反
省
，
發
展
出
了
許
多
社
群
網
絡
串
連
的
、
具
有
公
共
領
域
的
行
動
與
公
共
空
間
。

鄰
近
國
家
口
本
福
岡
犬
祌
地
區
有
鑑
於
都
市
生
活
的
疏
離
感
，
以
及
公
開
空
地p
o
p
s
 

(privately

 O
w
n
e
d

 P
u
b
l
i
c

 Space

 )
(

||:|
當
於
台
”
貿
施
綜
合
設
計
容
積
獎
勵
所
設
置
之
開
放 

空
間)

缺
乏
有
效
利
用.

因
此
地
區
協
議
矜
推
動
發
起M

o
rn

in
g

 caf

fD;
計

甫

，
在
早
上
人
來
人 

往
的
期
間
，
於
開
放
空
間
提
供
「
早
安
咖
啡
」
或
餐
點-

1

方
面
活
川
開
放
空
間
、
增
進
商
務
上 

班
族
的
健
康
，
同
時
也
藉
機
發
展
培
養
關
注
地
區
發
展
的
人
力
資
源
、
促
進
都
市
觀
光
、
連
結
飲 

食

痄

業•

使
得p
o
p
s

變

成

：
個
綠
色
牛
活
空
間•

吸
引h

班
族
在
開
放
空
間
吃
早
餐
體
驗 

城

Ifi
空

問

，
削
造
城

lii_ 

•  
大
當
中
晨
間
地
迓•

以
事
件
活
勑
介
人
空
問
生
难
。

反造城市 176



CHAPTER 9 SEAMS OF POSSIBILITIES

除
此
之
外.

二O
O

五
年
舊
金
山R

e
b
a
r

設
計
團
隊
將_

處
停
車
格
鋪
上
綠
草
皮
、
移
來 

一
株
大
盆
栽
與
長
椅
，
把Parking

 S
p
a
c
e

 (

停
車
格)

轉
換
為
短
暫
的P

a
r
k

 (

公
園)
•

把
車
輛 

所
占
據
的
市
區
公
共
空
間
，
暫
時
的
變
成
真
正
的
市
民
的
綠
色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
自
此
以
後
，

「PA
R
K
(
i
n
g
)
D
a
y
」

成
為
介
入
城
市
、
短
期
使
用
、
催
化
都
市
改
變
的
重
要
方
法
。
世
界
各
地 

陸
續
有
許
多
不
同
國
家
、
不
同
城
市
的
社
團
自
發
性
的
響
應
，
形
成
一
個
全
球
性
的
網
絡
，
選
擇 

每
年
九
月
第
■■
一
個
星
期
五
同
時
發
起「P

A
R
K
(
i
n
g
)
D
a
y
」

活

動

，
讓
更
多
民
眾
感
受
到
綠
色
環 

境
與
綠
色
生
活
。
此

：
行
動
並
非
長
期
地
變
更
土
地
使
用
內
容
，
而
是
透
過
時
問
性
的
介
入
，
轉 

換
市
民
對
空
間
的
想
像
，
發
出
另
一
種
生
活
的
心
聲
。

美
國
非
營
利
組
織p
 p
 s
 (

P
r
o
j
e
c
t  f

o
r  P

u
b
l
i
c

 S
p
a
c
e
s

)

以
規
劃
、
設
計
和
環
境
教
育
的 

方

法
-

致
力
於
協
助
民
眾
創
造
更
堅
實
的
社
區
環
境
與
公
共
空
間
。
他
們
以

「
place

 Making
」  

作
為
+-
要
的
訴
求
，
不
斷
的
轉
化
環
境
中
荒
置
的
開
放
空
間
，
成
為
真
正
表
現
出
服
務
當
地
居
民 

共
用
之
需
求
、
當
地
地
方
文
化
的
公
共
空
間
。P
P
S

認

為

•  P
l
a
c
e

 Making

既
是
一
種
過
程

-  

也
是
一
種
看
待
環
境
的
哲
學
：
正
如
更
早
在
一
九
六O

年
代

珍•

雅

各(Jane

 J
a
c
o
b
s
)

在

《
偉 

大
城
市
的
誕
生
與
衰
亡
》(1961)

屮
所
探
討
過
，
城
市
應
有
許
多
符
合
人
們
身
體
尺
度
與
需
求 

的
節
點
，

lflj
非
充
滿
汽
車
與
購
物
中
心
的
大
型
空
問
。

而
在
歐
洲
英
國
，
二O

O

九
年
春
天H

u
g
h

 Feamley-Whittingstall

啟
動f

「
土
地
分
享J  

(L
a
n
d

 S
h
a
r
e

)

的
計
畫
，
透
過
網
路
平
台
讓
想
種
束
西
的
人
、
有
土
地
無
力
種
植
或
照
顧
的
人
’
 

藉
由
在
網
站
上
登
錄
，
讓
這
兩
種
人
彼
此
在
網
路
平
台
媒
合
搭
上
線•

由
雙
方
商
談
土
地
分
享
、
 

活
絡
使
用
空
間
的
細
節
。
有
些
地
主
希
望
有
人
來
一
起
種
植
，
目
的
是
維
護
庭
園
的
樣
貌
；
有
此■ 

•- 

退
休
的
老
人
徵
求
人
來
代
為
照
顧
庭
園•.
有
些
地
主
明
白
說
是
免
費
，
有
的
僅
僅
是
期
待
耕
作
者 

回
饋
一
些
新
鮮
蔬
菜
即
可
。
這
些
上
地
使
用
的
型
態
與
方
法
並
非
傳
統
規
劃
方
法
所
促
成
與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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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

，
卻
增
添
都
市
中
很
多
生
活
綠
意
、
綠

地

，
短
期
使
用.

卻
有
效
辩
助
城

rij
错
觀
與
生
活
。

|  

現
代
性
之
外
的
公
共\
空
間
的
追
尋

+

如
本
文
開
埸
所
述
，
都

lii
計

法

定

公

阅

通

常h

演r

各
柿
呦
腮
的
地
盤
爭
惲
戰
並
展
現 

其
結
果
，
或
迠
為
了
保
障
任
何
人
的
權
利
，
卻
淪
為
沒
有
人
的
空
間
，
儿
白
展
示
視
覺
景
觀•
，
而 

建
築
物
迥
邊
的
開
放
空
間
透
過
都

lli
設a
I-
規
範
成r

無
遮
蔣
的
寬
大
行
人
通
道
，
除
广
穿
越
堺
的 

使

川

、
短
暫
的
交
會.

其
公
共
性
微
乎
其
微.

史
不
用
討
論
被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阐
籬
圈
圍
、
花 

台
滿
佈
的
偽
開
放
空
問
。
商
埸
视
的
群
聚
M-w

ill
共
川f

私
人
擁
衍

1(11
捉
供
的
商
業
空
間•

絕
人 

多
數
並
沒
有
公
共
論
垧
與
議
題
發
酵
的
隙
縫
。

■•■-.
3

邱•
依

循

都

lij
nl-
rfl
法

、
都

II/
設
計
衹
議
規
範
、
让
築
商
場
纽
築
物
設
計
原
1!||
所
卞
弗
的 

「
公
共
空
問h

滿
足r

現
代
都
市
人
最
低
層
次
的
公
共
生
活
：
群
聚
、
共
用-

卻
鮮
少
發
揮
議
論
、
 

滞

通

、
In
淡

、
聆
聽
等
等
公
共
性
的
rfj
色
•

無
法
成
為
所
刺
的
公
共
领
域
：
记
此
、空
問
只
足
被
共

圖9.1
NGO原來就仃關;!•:的議题•形成［Net
work Governance J °
（迚緬：•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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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
分
攤f
u

宅
以
外
的
功
能
，
而
不
足
滿
足f

更
進
一
步
形
成
公
共
性
的
功
能
。

於
足K

眾
多
半
返
縮M

到
自H

個
ffi
的
先
柄
文
化
，
flI

也
有
此•■
人
染
結
起
來
形
成
各
棟
社
群

或
N
G
O
 
,

持
續
培
養
公
共
的
能
欤
。
在
各
柿
臨
時
性
的
活
動
、
埸
地

fll
借
興
虛
擬
網
絡
空
間 

屮
悄
悄
地
企
岡
酋
踐
更
多
公
共
領
域
興
公
共
空
問
。
潛
藏
在
現
代
性
肋
制
桐
架
以
外
的
公
共
空 

問

，
以
此
方
式
不
斷
地
在
夾
縫
中
找
尋
自
己
的
出
路
。

具
體
的
以
荒
廢
閒
置
的
公
、
私
有
房
舍
或
土
地
為
例
，
早
在
二O

O

三
年
甚
或
更
早
以
前
便 

是
許
多4

11
北
市K

眼
中
想
要
將
其
轉
化
的
空
間
。
民
眾
在
各
種
機
會
與
場
合
當
中
爭
取
認
養-

透 

過
民
意
代
表
介
入
協
商
突
破
既
宵
標
準
化
的
使
用
辦
法
：H

發
願
意
成
立
志
工
團
隊a

力
維
管
、
 

上
辦
各
式
多
樣
化
的
活
動
，
其
實
是
翻
轉
現
代
性
法
令
制
度
下
實
質
公
共
空
問
既
乏
盘a

欲
動
的 

衣

現-

也
反
映
茗
現
代
性
規
剷
、
公
共
生
活
即
將
出
現
破II

的

'4
能

。

I  

解
放
剛
性
土
地
使
用
想
像
的
新
契
機

一
直
到
了
二O
O

九

年.

台
北
市
政
府
為
了
迎
接
台
北
國
際
花
卉
博
覽
會
、
創
造
更
好
看
的 

市
容
景
觀-

以
容
積
獎
勵
做
為
政
策H

具

，
終
於
以
政
策
計
畫
揭
開
、
創
造
了
長
久
以
來
土
地
做 

為

「
荒
廢
閒
置
等
待
開
發
」
以

及

「(

已)

開
發
為
建
築
物
」
這
闹
種
使
用
以
外
的
可
能
性
：
鼓
勵 

開
闢
為
非
都
布
計
畫
法
定
公
阖
以
外
的
綠
地
開
放
空
間
？
。

2

此
政
策
4|-
.|};
5

「
-1:(
北
好
好
fi-
,1l-
Ji

系
列
二
」•

透
過
纽
物
什
紀
、
容
拟
贤
呦
等
7J
式
•

鼓
勵

IliK
P

動
屮
玷
拆
除
窳 

陋
之<

|.|
法
让
築
物
、
違̂

迚
築
或
雜
项
工
作
物
苫.

將
坫
地
騰
空
、
綠
戈
化
成
興
迚2:
屯
場
，
捉
;|-
幣
«!
以
觀
覘
赀
效 

益
-

以
及
提
供
市W

休
恕
場
所
。M

時
問
樂
北
市
政
府
推
動
「
褂
北
好
好n

系

列

,1|
进

」
共
有
八
項
系
列
：f-r
動
計
进
和 

:

泊
幣
A.M 
針

in.

la
參
閲
「
睾
北

rli¥

鑑 2
 o
 o

 9
 J  {

線-̂
 • 

•  h
t
t
p
:
/
/
t
c
g
w
w
w
.
t
a
i
p
e
i
.
g
o
v
.
t
w
/
c
t
.
a
s
p
?
x
R
e
m
=  1

2
S
7
0

 

8
&
C
2
o
d
e
H
3
4
8
9
1  &

 
彐p

=

 1  §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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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城

rii
是
一
個
充
滿
各
種
層
次
公
共
生
活
需
要
的
整
體
與
各
個
小
區
域
，
那
麼
這
些
荒
廢 

閒S

、
等
待
敦
現
資
本
主
義
交
換
價
值
的
土
地
、
房

舍

，
為
什
麼
不
拿
來
史
彈
性
、•
史
嬢
活
的
發 

揮
都
市
公
共
生
活
的
使
用
價
值
？
這
些
呼
籲
與
企
求
並
非
如
靈
光
般
倏
地
出
現
，
對
現
代
性(

公 

阆

、
開
放
空
間
與
商
場)

的

無
奈
、
棄
守
興
妥
協
|.1-

匕
淠
藏
/±
山̂

的
心
屮
，
等
待
矜
抓
住
各
補 

情
境
所
激
發
的
新
契
機
。

從
這
樣
的
角
度
才
能
即
解
，
當
：o
o

九
年
市
政
府
推
出
以
容
植
獎
勵
為
卩•
具

之

「
台
北
好 

好
看
」
計
畫
系
列
二•

一
方
面
有
批
評
聲
浪
質
疑
對
價
關
係
不
對
等•

另
一
方
面
卻
有
公
民
團
體 

借
此
機
會
企
岡
去
轉
化
政
策
效
益.

把
握
歴
史
中
出
現
的
契
機.

透
過
公
私
協
力
的
機
制
意
欲W
 

踐

、
實
驗
性
的
做
出
期
待
已
久
的
實
質
公
共
空
間
。
唯
有
如
此
把
空
間
具
體
地
削
卞(m

a
k
i
n
g
)
，  

在
過
程
屮
建
立
起
政
策
對
詁
的
公
共
領
域
，
終
於
才W

機
會
出
現

II*!
頭

修

IE
政

策

，
甚
辛•
改
變
政 

策
軌
道
的

nr
能

。
幣
個
過
程
捫
如
對
於
現
代
性
公
共
空
間
的
反
思•

般

，
它
的
實
踐
策
略
也
足
非 

現
代
忭(

規
劃
邱
論
興
W.
序
)

的
•

它
个
斷
地
從
贸
踐
中
找4

出

路•

從 <
：
：

作
與
對
抗
屮W

找
解 

答

，
以
行
動
作
為
方
法
，
撐
開r

真
正
的
公
共
興
公
共
空
間
。

|  

N
G
O

對
議
題
空
間
的
渴
求
與
公
園
公
共
性
反
思
之
接
軌

台
餺
自
一
九
八
七
年
解
除
戒
嚴
以
後
，
社
區
運
動
、
社
會
連
動
便•

直
在
民
間
社
舍
出
現 

(

曾
旭

正

，20
0
7

)

。
無
殼
蝸
卞
迚
動
夜
宿
忠
爭
屮
路
形
成"W
W

的
公
共
領
域
，
透
過
短
期
、
暫 

時
的
空
間
占
領
興
表
現
，
形
成
輿
論
、
改
變
社
會
窓
識
。
忭
後
拉
開
的
齐
項
運
動
，
則
是
不
斷
的 

透
過<

||
法
申
請
、n

常
牛
活
空
間
的
借
川
、
挪

川•

於
各
種
？

<
」

間
屮
侣
議
各
項
議
題-

向
民
眾
發 

S

、
集
結
更
多
力
量
。

近
年
我
們4

以
看
到
許
多N
G
o

透
過
创
設
公
共
个
間
營
造
公
共
領
域
的
案
例
。
永
和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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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2
NGO代炎參加［參W式r•作坊J •形成對話討論的公共如域。（連振佑攝）

181 撐開公共/空間的缝隙



CITY REMAKING

區
大
嘐
在
新
店
溪
畔
設
置
了
「
永
和
社
大
生
態
教
育
阑
區
」
，
初
期
借
用
私
人
+.
地

，A

有
一
定 

成
效
後
得
以
透
過
協
商
使
用
公
有
高
灘
地
，
成
為
生
態
教
育
的
發
聲
基
地(

郭
美

君• 2
0
0
8
)
；

 

樸

門(
p
e
r
m
a
c
u
k
u
r
e
)

推
廣
團
體
个
斷
地
在
都
市
中
找
磅
可
以
設
立
示
範
點
的
根
據
地.

希
望 

能
夠
以
具
體
的
空
間
設
計
展
現
人
們
如
何
應
用
自
然
元
素
：
陽

光

、
十

壤
'

空

氣

、
水

，
在
都 

」巾
中
寶
踐
生
態
生
活
與
設
計(

孟

磊

、
江
慧
儀.

2
0
1
1

 )

；
錫
瑠
基
金
會
推
廣
「
屋
頂
薄
層
綠
化J  

不
逍
餘
力
，
也
同
樣
迕
大
台
北
地
區
四
處
洽
談
公
、
私
有
建
築
物
屋
頂.

創
造
一
個
個
示
範
基
地
，
 

讓
市
氏
朋
友
OJ
以
上
屋
頂
骶
驗
種
菜
、
認
識
屋
頂
綠
化
對
於
減
低
熱
島
效
應
的
好
處
；
綠
色
行
動 

公
民
聯
盟
则
是
蒐
集
了
許
多
都
市
中
已
有
進
行
城
市
保
水
、
雨
水
回
收
的
小
小
據
點
，
如
家
戶
陽 

台

、
庭

院

、
公
共
廁
所
等
案
例
，
串
連
起
來
舉
辦
「
跟
著
雨
水
散
步
去
」
活

動•

倡
導
並
教
育
更 

多
台
北
.IJ
民
認
識
生
態
都
II/
的
深
刻
內
枘
。

rii
民
社
會
在4
U

北
市
透
過
這
樣•

點I

滴
的
努
力
而
累
積

•  
N
 G
o

對

「
議
題
空
間
」
的
渴 

求
/E
現
代
性
枢
架
、
法
制•
卜
不
斷
尋
找
機
會
與
創
造
。
在
這
樣
的
脈
絡
屮
，
台
北
好
好
看
計
道
系 

列1

所
盟
催
生
推
動
的
非
法
定
公
園
的
開
放
空
問
，
不
正
是
做
為
各
社
群
議
題
空
問
最
好
的
標 

的
？
這
此
、空
問
不
受
限
於
法
定
公
園
管
理
辦
法•

在
創
意
的
運
作
機
制
之
下•

恰
可
以
拿
來
做
為 

N
G
O

議
題
舞
台
，
透
過
這
呜
公
共
空
間
集
結
市
民 '

策
辦
活
動
、
營
造
公
共
领
域
。

於
是
常
台
北
Ifi
都
市
更
新
處
委
託
民
問¥

位
選
擇
五
個
基
地
做
為
「
台
北
好
好
看
計
畫
系 

列
二
」
示
範
綠
點
，
受
託
單
位3

仃
鑑
於
過
往
許
多
景
觀
丄
程
，
往
往
目
標
在
於
創
造
出
整
齊
、
 

沾

潔

、
戈
觀
的
祝
赀
铰
點-

IIJ
公
圓.

後
卻
經
常
無
法
形
成
更
深W

的
公
共
性
，
體
認
到
硬 

ffi
規
剷
設
計
與
後
續
維
護
管
理
應
該
同
時
考
量
、
設

計

、
形

成
•
W

此
從
提
案
初
始
便
自
發
性 

地
向
市
政
府
提
出
結
合N
G
O

共
同
舉
辦
「
參
與
式
規
劃
設
計
工
作
坊
」
的

構

想

，
希
望
結
合 

N
G
O

對
議
題
咋
間
、tt

踐
公
共
領
域
空
問
的
需
求•

推
動
打
造
「
羅
斯
福
路
綠
屮
活
軸
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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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倘
操
作
稍
祌
緣
起
於
射
法
定
公
阑
的
竹
思
、
染
結/

過
去N
G
o

ril:
K

lwl
體
対
於
公
共
空 

li'.J
需
求
的
洱
望
的
案
例
，
開
啟r

?v
用

FII

「
公

」
所
釋
放
的
資
源
，
讓

「
共

」
领
域N
G
O
I

ii
民
組 

織
得
以
參
與
、
合

作
•

進
■

步
利
用
「
私

」
有h

地
來
創
生
開
放
空
問
的W

踐

，
宛
如
恩
田
守
雄 

(

2008
 

-  P
.
2
6

)

所
稱
的
「
〔
公
共
〕
領
域J

真
正
在
台
灣
上
演
。

I  

營
造
社
群
、
網
絡
串
連
，
形
塑
公
共
領
域

設
計
過
程
起
始
，
該
案
便
舉
辦
各
式
「
參
與
式H

作
坊
」-

邀
請
社
區
居
民
、N
 G
O

代
表 

們
阐
坐
/!•:
大
桌
子
旁•

桌k

擺
茗
羅
斯
福
路
沿
線
大
張
輸
出
地
形
岡
，
並
請
參
興
者
在
便
利
貼
上 

3

寫
惝
想
與
願
以•

捉
出
瑶
地
設
計
內
容
、
後
緖
維
護
饩
邱
辦
法•
，與

矜

彼

此

聆

聽

、
交
換
意

I..I
儿••

个

栉
共
[•;]
形
成
每
個
基
地
規
剷
設
計
方
案
的
共
識
，
也
形
成r

具
骶.
IflJ
微
的
公
共
领
域°

圖

1
 
2
 

\

9.
、
9.)一

如
前
文
所
述
，N
G
O

組
織
認
為
創
設
「
議
題
公
共
空
間
」
是
一
個
好
的
機
會
，
因
此
每 

個
N
 G
O

組
織
都
能
以
各
自
關
懷
的
主
題
投
入
參
與
規
劃
設
計
，
提
出
對
於
能
增
加
城
市
與
社 

區
卞
題
性
開
放
空
間
的
構
想
。
例
如
綠
色
行
動
公
民
聯
盟
因
關
懐
生
態
環
境
，
在
觀
察
現
場
基
地 

條
件
與
評
估
後
，
提
出
以
基
地
鄰
房
屋
頂
作
為
大
面
積
集
水
面
，
於
開
放
空
間
內
設
置
雨
水
回
收 

裝

芮•

如
此
該
空
間
便
能
於
完K

後
結
合
組
織
內
部
既
定
的
生
態
導
覽
活
動
，
辦
理
倡
議
關
懷
環 

境

的

「
跟
茗
闹
水
散
步
去
」
活

動

，
使
得
這
塊
基
地
同
時
兼M

社
區
休
閒
與
戶
外
敦
室
的
功
能
，

3

受

託

.'U
位
為
經
典K
w
i
g

li'.J
ft
限
公
H1•

作i
t

本
身
參
與
該
委
託
案
擔
任
nr
tu
共
同
卞
持
人
。
另
一
位
M-.
持
人
為
劉
柏 

宏
先
卞(

現
fT:
中
锥W

阑
饺
觀̂

钤
邱
申
|4)
.

參
與
該
案
的
夥
汗̂
'

盟
：：力
冇
謝
易
伶
、
施
佩
吟
，
張
家
齊
等
人
。
水 

文
觀
點
亦
受
獲
於'|

作
期
問
所n

夥
伴
的
常
助•

一
併
/!•:
此
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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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3
城市中的活動事件經常是最精彩的公共空間•「格料回收再利用J凝聚了社 

辟0（做本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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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致
淪
為
視
覺
性
或
再
次
低
度
利
用
的
荒
置
空
問
，
持
續
捲
動
、
串
連
都
市
中
關
注
屯
態
保
水
議 

題
的
社
群
，
成
為
真
正
的
公
共
空
間
。

這
樣
的
參
與
式
設
計
行
動
區
隔
了
傳
統
設
計
師
黑
箱
作
業
所
生
產
的
視
覺
性
景
觀
空
間
，
避 

免
與
周
邊
居
民
生
活
脫
節
，
所
創
造
的
不
只
是
社
區
裡
的
硬
體
營
造
結
果
，
而

是I

個
能
夠
同
步 

營
造
社
群'

由
社
群
的
擾
動
建
立
社
區
識
別
度
、
營
造
社
區
認
同
感
的
一
連
串
過
程
與
發
酵
。

►

接
力
傳
瓦
集̂

<

連
潛
在
社
群
營
造
社
區

「
百
人
接
力
傳
瓦
情
」
是
整
個
綠
生
活
軸
線
營
造
過
程
其
中■

個
呈
現
社
群
能
量
、
營
造
出 

公
共
領
域
空
間
的
事
件-

爆
發
並
讓
人
看
見
平
曰
潛
藏
在
城
市
中
不
同
角
落
裡
的
力
量
。

由
於
五
處
綠
點
空
間
的
營
造
係
以
拆
除
窳
陋
建
築
物
為
前
提•

對
於
關
注
環
保
生
態
的 

N
G
O

與
市
民
朋
友
而
言
，
如
何
使
得
廢
棄
物
減
少
到
最
低
，
也
成
為
營
造
過
程
中ffi
要
的
考 

量

。
因
此
在
各
個N
G
O

集
思
廣
益
的
過
程
中
，
以
台
灣
創
意
生
活
美
學
促
進
會
夥
伴
為
主
提 

出

了

「
舊
料
回
收
再
利
用
」
的
構
想-

建
議
舉
辦
「
百
人
接
力
傳
瓦
」
活

動

，
廣
邀
台
北
市
民
一 

起
將
舊
屋
上
的
屋
瓦
傳
遞
暫
放
到
軸
線
上
其
中一
處
基
地
的
角
落-

等
待
新
的
開
放
空
間
硬
體
施 

工
期
間
能
夠
取
出
再
利
用
。

活
動
當
天
週
邊
各
個
里
內
社
區
志
工
踴
躍
相
偕
出
席
、
學
校
師
生
組
隊
參
加•

關

心

「
零
廢 

棄

」
、
節
能
減
碳
的
個
人
也
踴
躍
投
入
，
短
短
約
五
百
公
尺
排
滿
了
超
過
五
百
人•

參
與
的
民
眾 

興
奮
地
向
主
辦
單
位
詢
問
：
「
甚
麼
時
候
要
把
瓦
片
取
出
再
利
用
呢
？
我
們
還
要
回
來
傳
一
次
瓦 

片
！
太
有
意
義
了
。
」
熱
情
的
反
應
證
明
了
正
確
的
議
題
可
以
凝
聚
潛
在
的
社
群
、
創
造
事
件
性 

的
公
共
空
間°

圚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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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
水
花
園
串
起
社
群
散
步
路
徑

設

笪

‘
處
以
蒐
集
雨
水
為
主
題
的
議
題
花
園
在
參
與
式
工
作
坊
期
間
就
被
綠
色
公
民
行
動
聯 

盟
代
表
所
提
出
。
該
N
G
o
r

口
即
倡
議
城
IIJ
中
應
該
廣
設
透
水
鋪
面
、
雨
水
暫
留
的
空
間
： 

面
對
開
發
稠
密
的
台
北
都
會
，
屋

頂

、
陽
台
以
及
閒S

的
公
私
有
土
地
都

nr
以
是
增
加
城
市
保
水 

1/11
楨

>>f
能
的
潛
在
基
地
。
過
去
已
有
許
多
台
北
市
民
主
動
在
自
己
的
陽
台
上
設
置
雨
水
回
收
裝 

置

，
或
是
岑
岑
星M

推
動
屋
頂
綠
化
儲
留
部
分
雨
水
，
如
果
能
夠
系
統
性
地
、
廣
泛
地
應
用
都
市 

中
短
期
不
開
發
的
建
築
基
地
，
便
能
夠
更
迅
速
有
效
地
提
高
雨
水
儲
留
的
面
積
與
功
能
。(

圖
9.4)

羅
斯
福
路
綠
生
活
軸
線k

id
個
綠
點
利
用
十
71
倘
|»'|
收
鐵
楠
搭
建
一
個
金
字
塔•

以
連
通
管 

的
原
邱
儲
留
雨
水
，
滿
水
可
蒐
一 •
一
噸
闹
水
，
提
供
這
個
花
園
內
部
使
用
，
並
成
為
週
邊
國
屮
小
、
 

幼
稚
ISI
戶
外
教
fr-w

地

。
舉
辦
戶
外
教
嗲
的
幼
稚
阑
、
國
小
老
師
都
指
出
：
「
hi
樣
真
實
出
現
、
 

兼
具
美
觀
與
教
育
功
能
的
場
所
，
對
學
生
的
學
習
最
有
印
象
、
最
有
幫
助
二

▼

閲
讀
花
園
驚
艷
小
眾
社
群

閱
諮
花

|«1
位
在
由
溫
州
街
、
羅
斯
福
路
及
汀
洲
路
交
織
通
過
被
稱U

「
溫
羅
汀
」
的
街
區
内

-  

區
域
内
权
許
多
獨
」>/.
蛊

店

，
這
此
、書
店
老
闆
們
籌
組
了
軟
性
組
織
「
溫
羅
汀
獨
」'/.
書
店
聯
盟
」
不 

定
期
聚
内
，
透
過
聯
盟
網
絡
，
毎
個
邊
店
老
闆•
个
僅
經
營
各
自
獨
立
小
邊
店
，
並
IL
通
過
合
縱
連 

橫
創
造/

這
整
涸
地
區
的
文
化
地
景
，
晋
富
當
地
文
化
內
涵
與
風
貌
。

溫
羅
汀
獨
」
'7.B

店
聯
盟
參
加
參
與
式
規
剷
設
計•1
作
坊
時
建
議
，
將
新
設
的
綠
點
開
放
空
間 

作
為
獨-'
'/.

.'f
Mi
聯
即m

辦
針
射
各
小
眾
社
群
各
捕
</
關
閱
諮̂

题
的
另
類
活
動
場
所
，
取
代
大
家 

最
容
易
聯
想
到
設
置■

處

曬

軎

、
賣

:|»
曰
廣
場
另
類
商
業
公
用
空
間
的
直
覺
構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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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阅
落
成
以
後•

矜
家
書
店
安
排
輪
流
舉
辦
「
星
光
夜
讀
」
活

動

，
晶
晶
書
庫
在
此
播
放 

《T

婆.
！
廠
》
紀
錄
片
，
山
導
演
跟
觀
眾
ri
接
/!•:
花
阅
中
探
討
同
忐
議
題
；
台
辨
卞
店
邀
請
胶
住 

K

作
家
撒4

努
談
人
與
十
地
的
關
係
，
妙
語
如
珠
/±
周•
/!
夜
晚
吸
山
許
多
路
人
駐
足
聆
聽•
，
唐
山 

^

1,1;
邀
諮
黑
-T
令

演

I'fi
關
懷
弱
勢
歌
曲
、
女
書
店
請
來
女
詩
人
I'Ll
詩

、

III
林
書
沉
邀
請
戲
劇 

系
師
生
在
這
裡
讀
契4

火
劇
本
：
毎
-

次
的
活
動
都
讓
各
门
小
眾
社
群
留
連
忘
返
，
他
們
經
常 

說

：
「
有
這
樣
大
馬
路
邊
溫
骋
的
小
據
點
很
棒-

比
正
式
的
空
間
如
中
正
紀
念
堂
前
廣
場
或
書
店 

裡
的
藝
文
空
間
還
更
有
氛
圍
」
，
著
貿
喜
愛
台
北
城

IH
中
出
現
如
此
溫
弊
動
人
的
公
共
空
間
。

▼

以
開
心
農
園
形
成
都
市
農
耕
社
群

近
來
都

liJ-
農
耕

、
農
呀
都
锊
議
題
迕
令
球
办
人
都

.ii
都
足
飛
要
的
議
題•

透
過
在
城
市
中
各 

角
落
種
菜
，
'';
以
降
低
食
物
里
程
、
為
地
球
節
能
減
碳
盡
！
份
心
力
。
法
定
都
市
計
甫
公
園
、
人 

n:
道k

的
綠
地
空
間•

依
法
卻
無
法
成
為
台
北

liJK

認
養
補
菜
的
空
間
。
因
此
在
綠
牛
活
軸
線
設 

計
階
段
，
居
民
便
發
聲
期
盼
能
在
這
樣
短
期'

暫
時
性'

彈
性
使
川
的
建
築
基
地
上
，
創
造
提
供 

一
處
可
以
讓
附
近
居
民
種
菜
的
公
共
空
間
。

開
心
農
園
落
成
以
後.

許
多
市
民
紛
紛
踏
躍
登
記
認
養
鑰
匙
孔
菜W

裡
的
菜
畦
。
種
菜
的
阿 

嬷
說
：
「
我
知
道
這
是
私
人
的
土
地
呀.

但
是
現
在
可
以
種
就
棟-我

一

天
來
回
好
幾
次•

對
我 

身
體
很
好.

當
作
在
運
動.•
人
家
如
果
要
收M

去

，
這
是
人
家
的
地•

到
時
候
再
給
他
收
回
去
。
 

沒
關
係
啦
！
這
是
在
柿
興
趣
的
，
柿
健
谈
的
。
」
完
令
吊
現
出
都
lli
屮
十
地
作
為
暫
時
性
、
短
期 

性
公
共
使
川
的
真
諦
。

另
•

方

面

，
傍
晚
時
分
這
些
認
養
人
們
紛
紛
來
到
開
心
農
園.

他
們
或
是
分
享
種
菜
經-

或 

是
聊
聊
生
活
中
的
茶
米
油
鹽•
，有
些
人
因
為
這
個
菜
園
彼
此
成
為
好
朋
友•

有
些
人
還
會
呼
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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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f'r-
來
這
枰
/1-
君
羅
斯
福
路
旁
台
北
出
特
好
的
菜
圈
景 

致

。
「
隔
壁
的
林
先
生
最
近
出
國
去
了.

都
嘛
足
我
在 

幫
他
澆
水
」
，
若
能
在
菜
園
旁
的
椅
T-
上
坐
上
一
刻
鐘 

細
細
觀
察
聆
聽
，
會
發
現
這
裡
除
了
一
幕
幕
節
能
減
碳 

綠
生
活
真
實
上
演
，
更
還
有
許
多
動
人
的
人
與
人
相
互 

關
懷
/:/.
動
的
故
事
。

▼

不
插
電
麵
包
窯
在
個
體
消
費
模
式
之
外 

形
成
社
區

城
市
裡
許
多
的
公
共
建
設
都
採
取
了
現
代
標
準
施 

工
方
法•

將
幣
塊
基
地
視
為
一
塊
潔&
的
索
地• 
1
0
 

設
計
發
包
的
施T

圖
在
冷
氣
房
審
杳
通
過
以
後•

現
場 

的

花

、
草

、
樹
木
及
其
他
各
捕
材
料
便
淪
為
挖
土
機
下 

的
亡
魂
，
直
到
運
來
一
批•

批
全
新
的
營
造
材
料-

重 

新b
n

據r
 
土
地
與
城
市
角
落
。

有
鑑
於
此
，
羅
斯
福
路
綠
小
活
軸
線k

w

■

處M
 

地

，
特
別
依
據
樸
門
農
牲
設
計
手
法•

以
人
自
然
中
的 

陽

光

、
空

氣

、
七

壤

、
水
•

應
用
基
地
現
場
的
條
件
興 

材

料

，
加
上
社
區
居
民
共
同
參
與
，
打
造r
 

一
個
不
用 

插
電
就4

以
烤
麵
ti
、
披
薩
的
土
窯
。
透
過
這
個
位
/± 

開
放
空
間[

:

h

窯
之
使
用.

吸d
r

許
多
周
邊
杜
區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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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起
認
識
樸
門
、
認
識
如
何
利
川
人
，
=

然•'
儿
桌•

使
得
我
們
©.
認
到
卞
活
阀
邊
原
來
就U

許
多 

可
用
的
資
源
。

當
這
個
麵
包
窯
升
起
了
炊
煙
，
社
區
的
阿
嬤
無
私
地
煮
紅
茶
分
送
配
麵
包
，
幼
椎
關®

蕃
小 

朋
友
來
戶
外
教
學
，
每
個
人
咀©

著
自H

搓
揉
魎
懶
、
烘
烤
而
成
的
緬
包
，
無
' 

不
露
出
喜
悅
滿 

足
的
神
情
。
這
些
人
在
當
代
個
體
消
费
模
式
所
形
成
的
商
場
之
外•

意
外
地
串
連
起
來
成
為■

個 

有
平
活
感
的
社
區
，
®.
新
感
受
到
公
共
牛
：活

。

►

綠

點

野

餐

讀

書

會

政

策

對

話

「
台
北
好
好
看
計
畫
系
列
二
」
政
策
本
身
表
現
了
「
城
市
美
化
運
動
」
的

精

神

，
加
上
高
比 

例
容
植
獎
勵
，
使
得
有
些
市
尻
團
體
認
為
地
主
獲
得
太
多
的
交
換
利
益
。
然
而
透
過
實
際
生
產
出 

Hr
見
的
空
間
，
有
機
矜
讓
市
民
從
論
述
雲
端
走
入
空
問
腊
驗•

以
身
體
、
故
帘
來
瞭
解
城

lij
足
否 

需
要
短
期
的
、
過
渡
性H

的
開
放
空
間
。
為
了
達
成
這
樣
的
檢
驗
興
探
討
，■

群
研
究
人M

ri-:
系 

列
二
的
綠
點
上
舉
辦
「
誰
來
野
餐
讀
書
工
作
坊
」
，
於
羅
斯
福
路
綠
生
活
軸
線
以
外
短
期
綠
地
上 

進
行
研
讀
討
論
會
，
把
綠
點
公
共
化-

透
過
實
際
使
用
來
體
驗
不
同
社
區
裡
應
該
可
以
植
入
怎
樣 

的
短
期
綠
地
。

「
誰
來
野
餐
讀1

工
作
坊
」
針
對
日
本
私
有
土
地4

以
透
過
信
託
制
度
提
供
公
眾
更
多
市
民 

綠
地
興
小
小
森
林
的
制
度
、
关
阈•
€

雅
圖
汕
助
地
7j
居K

設s
p
-
p
a
t
c
h

社
區
阑

岡

、
英

阈M

期 

以
來
發
展
環
境
信
託
的
方
法
及
其
理
念
等
等
，
邀
請
社
钤h

不
同
的
角
色
代※

與

談

括

媒

體
 

從
業
人
員
、
都
市•
史
新
開
發
公
rij
經

理

、
都

l-ii
更
新
學
會
執
行
長
、
推
動
環
境
信
託
的N
G
O
 

主
任
等
等
，
彼
此
聆
聽
不
同
實
務
工
作
的
經
驗.

相
互
學
習
與
交
流
，
讓
這
些
綠
點
在
研
讀
會
的 

當•
卜
成
為
名
符
其W

的
公
共
空
間
。
與
民
間
輿
論
所
提
出
的
「
假
公
闽
」
意
義
爭
诨
相
較
起
來.

臨時性使用的短期綠地f雨水花園」創造f城市保水满題寶踐的®地•從此 

處紮根、擴敗與公延。（俟忐G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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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
地
裡
的
花
蕊

山
於
參
與4
1 I

北
好
好
而
計
道
系
列
：
的
地̂

米
來
開
發
時
將

「
誰
來
野
餐
讚
If
l-J•
—
作
坊
」
以

真

It:
的
使
用
來
驗
證
這
些
非
法
定 

公
園
的
都
市
土
地
「
使
用
價
值
」
應
該
如
何
被
重
新
定
義
、
實
踐
。

I  

撐
開
縫
隙'

期
能
開
枝
展
葉

▼

種
子
萌
芽
出
土

這
幾
處
城
市
屮
的
開
放
空
間•

不
僅
是
剖
意
的
、
多
樣
化 

的

、
新
的
都
市
景
觀•

比
起
現
代
化
框
架
所
設
置
的
法
定
公
園
或 

建
築
物
容
積
贤
勵
開
放
空
間.

這
裡
出
現M

多
的
社
區
生
活
、
公 

共
活
動
以
及
公
共
輿
論•

常
現
代
都

|1;
生
活
喂
態
使
得
原
來
興
公 

共
性
目
標
的
空
間
退
化
為
共
川
空
問-

當
個
體
的
消
費
渠
結
於
私 

人
提
供
的
商
場
建
構
了
當
代
的
公
共
空
間
式
樣•

我
們
從
羅
斯
福 

路
綠
生
活
軸
線
中
看
見
公
共
領
域
的
種
子
從
隙
縫
中
萌
芽
、
出 

h
 ,
社
群
的
議
題
/!•
此
發
陴
，
社
群
網
絡
以
此U

節
點
染
結
收
擴 

敗

，
ui
桢
極
的
公
共
领
域
得
以
在
城

lii
屮
形
成
，
那
些&

制
式
與 

•M
期
存
在
的
法
定
公
共
空
間
屮
所
佚
失
的
公
共
性
，
透
過
短
期
、
 

彈
性
並
由T

KIJ
上
參
與
式
的
規
劃
設
計
中
營
造
出
來
，
透
露
了
真 

正
民t

、
政
治
的
協
議
制
度
的
可
能
忭
。

都市土地使用典範移轉：

土地開發過渡期間短期使用，以社群協力創生社區場所

:Vd•財即為低进使用的纤单吱• 
爾終改键為屯代化斤尼词贵大棟

.z

以今说劃設計迩aim群協力毹卞妗迮《H:(place)，以糊Ht1:,/用描供h诞 

览;M,计丄共用7RT •朱來f.AW矜於新汴昨诺2屮黻人凸什奶侯

圖9.5
哲別於現代性規劃設計方 

法•W個階段的參與削造 

W踐f公共性。

(經典LW划問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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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以
獲
以̂

l^
rl
分
之
卜
容
^(
嗯

勵.

冈
此
仃
||1
1.<
湖
胎
批
判
此
，
政

策

針

|̂
捉
供
地̂

人
尚
的 

對
價
關
係
，
致
使
幣
倘
政
策
在
媒
體L

成n

負
rfli
印
象
的
標
靶
。
然

Iflj•
誠
如
本
文

Mu
述
.
4
M

北 

IIJ
需
要 '

倘
/X
思
現
代
性
框
架F

公
共
空
問
的
轉
機
，
需
嬰
《
新
思
考
十
地
僵
固
二
元
利
用(

開 

發
或
荒r
a
)

的W

境

：
羅

斯

路

綠

卞

活

軸

線H

處
綠
點
公
共
空
問
的
營
造•

納
如
惡
地
枰
的
花 

蕊
-

透
過W

踐
打
閒r

sii
深H

的
邱
念
論
述
，
1!{
際
卜
把
公
助
領
域
興
公
共
领
域
拉
攏
在•

起
. 

這
類
嘗
試
興
概
念
有
待
如
花
粉
被
傅
播
、
隨
風
飄
散•

在
>J
一
處
史
好
的
十
壤
卜
；繼
續
萌
芽
、
開 

花

，
結
更
好
的
果
。

a

n:
的
民h

興
政
治
乃
是
存
在
於=

常
7|:.
活

中\

而
不
足
凌
駕
化
活
而
兀
自
獨
立
存
在
的
異 

形
-

公
共
领
域
與
公
共
空
問
亦
然
。
世
界
各
阈
針
對
公
共
空
問
、
社
區
營
造
與
場
所
創
屯(place

 

M
a
k
i
n
g
)

的
發
展
趨
勢
都
是
傾
向
「
協
議
制
度
」•

是
一
種
體
現
lli
民
參
與
、
決
策
與
行
動
的
制 

度-

如
羅
斯
福
路
綠
生
活
袖
線
的
經
驗
，
從
參
與
式
規
劉
設
計
、N
G
O

經
營
管
理
、
台
北 

好
好

7i-,
if-
LU
系
列
：
政
策
檢
祝
對
話
、
綠
點
空
問
的
使
川
及
活
動
舉
辦
，
都
坫
誠
公
共
空
問
、
公 

共
領
域
融
人=

常
卞
活
之
屮
，
把
政
策
興
營
造
都S

人

「
協
議J

的
氛
阐
與
埸
域
當
屮
。
《
圖

9.5)

▼

挑
戰
與
展
望

親
斯
：概
路
案
例
開
展r

公
共
領
域

ffil
公
共
空
問
，
PI
受
限
於
台
北

Ifi

民

、
市
民
网
體
仍
然
比 

較
偏
取
於
「
公
助
」
領
域
的
監
筲
興
盟
求
，
羿
惯
忭
地
期
盼■

個
有
為
的
政
府
與
政
策
，
致
使
這 

次
的
經
驗
並
未
能
迅
速
帶
動
浪
潮••

可
見
得
十
多
年
來
透
過
推
行
「
民
眾
參
與
」
而
要
將
「
公
助
」 

(

政
府
政
策
計
畫)

與

「
共
助
」(

民
間
社
群
網
絡)

所
交
疊
而
成
的
公
共
領
域
極
大
化
的
努
力
，
 

仍
然
還
足
在
緩
慢
的M

成
之
屮
。

■

九
九O

年
代
起
全
球
公
民
社
會(

g
l
o
b
a
l

 c
i
v
i
l  society)

被
提
起
討
論-

十
多
年
來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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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全
球
性
的
議
題
透
過
世
界
芥
地N
G
O

串

連

、
行
動
改
變
了
各
國
政
府
的
相
關
施
政
計
畫- 

嘗
試
並
實
踐
了
網
絡
治
理(network

 g
o
v
e
r
n
a
n
c
e
)

的4

能
性
；
回
顧
羅
斯
福
路
綠
生
活
軸
線 

案

例

，
網
絡
治
理
的
潛
力
在
民
間
社
會
的
這
一
端
是
醞

釀
<

的

，
各
種
社
群
與N
G
o

都
能
夠 

自
主
地
開
創
形
成
公
共
領
域
與
公
共
空
問.

這
對
於
一
直
固.
>

傅
統
現
代
性
規
劃
理
論
的
輿
業
?!• 

與
政
府
將
是
很
大
的
啟
發
，
新
的
都
Ifi
治
邢
校
糊/

部

|1/
規

劃

、
都
市
設
計
、
都
巿
計
茁
等
等
分 

門
別
類
的«

業

，■

棟

公

、
私
協
議-

社
群
之
間
協
議U

發
性
的
、
自
由
的
公
共
空
問
必
有 '

天 

成
為
解
決
我
們
眼h

難
解
課
題
的
處
方
，
有
待
公
領
域
亦
同
時
改
變
政
府
機
器
的
運
作
方
式
。
且 

讓
我
們
帶
茗
行
動
與
經
驗
繼
納
一
起
摸
索
前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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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0 YES! IT ONLY TAKES A PERSON TO CHANGE THE CITY

■

•

 

l  
■
年
台
北
中

II--
創
意
阑
區
毁
唾
直
村
落
後
，
舉
辦r

「
人
民
的
城

rli
——

謝
英
俊
的
建
築 

展

J  

•

策
展
主
題
主
要
述
說
謝
英
俊
如M

透
過
建
築
的
人•
—
地
盤
主
系
統
與
開
放
式
輕
鋼
架
營
建 

的
次
系
統•

將
住
宅
參
與
賦
權
給
人
民
。
謝
老
師
的
建
築
展
除r

展
現
出
簡
易
組
件
即
能
築
起
住 

JM
的
创
新
思
維
外
，
史
深H

的
傅
逮
冰
冷
的
建
築
行
後
，K

.
w
^

透
過
溫
暖
的
雙
手
逐
一
建
造
而 

成
-

建
築
不
僅
是
建
築
，.W

際
ffi
「
家
屋
」
。
他
深
入
到 
'

牝■
遭
受
地
震
、
颱

風

、
洪
水̂

襲
的 

災

區.

協
助
災
民
們
打
造
自

12
的
屋
舍•

讓
蓋
房
子
不
再
只
專
於
建
築
師
或
營
造
商•

讓
災

民■ 

同
用
自
己
的
雙
手
造
屋
，
並U

喚
惘
它
們
堅
強
的
內
心
，
歡
拾
一
個
被
摧
毀
的
家
園
。
近
應
證r
 

■

句
平
凡
無
奇
的
話
語
「U

要
有
心

•  

一
切
都
不
難
！
」
只
要
有
心.

一

般
的
老
百
姓
也

"J
以
親 

手
打
造
自
己
的
家
屋
。

有
一
群
年
輕
人
也
有
此
種
精
神
，
一
直
認
為
「
只
要
有
心•

一
個
人
也
可
以
改
變
世
界
！
」 

ii
群#

年

，
直
以
來
非
常
關
心
都
市
環
境
當
中
的
問
題.

總
错
得
靠
著
自
己
的
雙
手
，
小
小
的
力 

虽
•

定

nr
以
實
踐
，
並
且
改
變
周
邊
的
環
境
。
他
們

是•

群
青
年
社
區
規
劃
師
的
培
力
嘮
員-

在 

聽r
 

一

埸
關
於
阈
外
「
游
擊
阅
砌(

G
u
e
r
r
i
l
l
a  G

a
r
d
e
n
i
n
g
)
」

的
演
講
後
，
深
受
啟
發-

憑
藉
著 

熱
情
與
行
動
力
，
透
過
第_

次
的
游
擊
行
動
，
在
台
人
校
園
的
草
皮
上
阡
插
地
瓜
葉
及
香
草
植
物
，
 

以
此
栩
「
游
喂
式
」
的
稲
植
方
式
介
入
空
問
的
形
式
，
藉
此
喚
榈
大
眾
們
對
於
都
市
公
共
空
間
、
 

閒H

空
問
的
反
思
，
以
及
NĴ

地M

形
喈
的W

能

，
冈

此

「
人
猩
猩
綠
色
游
幣
隊
」
便
在
這
樣
闻 

單
的
情
況
下
誕
生
了

。

大
猩
猩
游
擊
隊
的
命
名
由
來
，
其
實
是
因
為
英
文

「
Guerrilla

」

與
大
猩
猩
的
英
文

「G
o


r
i
l
l
a  

」 
續
音
十
分
相
近- 
同
時
我
們
取
用 
「
大
猩
猩
」 
的
動
物
意
象 
，
除
了
用
以
衣
現
衝
喂
社
會
的 

原
始
力
也
藉
巾
動
物
象
徵
我
們
興
门
然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
名
稱
中
所
諧
的
「
游
咿
」
其
贸 

指
的
；：/!•
「
游
擊
園
圃
」
，
是
i

種
未
經
許
可

IflJ
在
公
共
場
所
進
行
阅
藝
桢
怕
行
為•

我
們
希
望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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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REMAKING

由
行
動-

喚
醒
大
眾
對
於
公
共
空
間
的
忽
視
以
及
土
地
使
用
權
的
問
題-

重
新
檢
視
我
們
的
公
共 

土
地
及
空
間
。

更
進
一
步
地
說
，
大
猩
猩
綠
色
游
擊
隊
關
切
的
是
人
們
形
塑
公
共
空
間
的
權
力
、4

食
地
景 

取
代
視
覺
地
景
的
可
能
，
以
及
社
區
營
造
與
前
述
兩
者
的
關
係
——

既
有
社
區
營
造
行
動
對
兩
冇 

的
寶
踐
、
社
區
營
造
如
何
協
助
兩
冉
的.W

現

。
透
過
游
擊
園
藝
的
綠
色
行
動
，
顛
闱
過
去
的W

踐 

方

式•

試
圖
將
上
述
三
者
進
行
串
聯
。

|  

從
一
口
菜
談
起
、
可
食
地
景
、
閒
置
用
地
到
都
市
公
共
空
間

大
猩
猩
們I

開
始
是
從
餐
桌k

聊

起

，
從
所
吃
進
肚
裡
頭
的
菜
開
始
進
行
反
思
，
我
們
認
為 

「
以
石
化
能
源
為
基
礎
的
糧
食
輸
送
鏈
」
、
「
以
化
學
分
子
為
基
礎
的
工
業
化
農
業
」
、
「
以
斷
絕
生 

產
者
與
消
費
者
之
間
關
係
的
超
大
型
賣
場
為
基
礎
的
產
銷
模
式
」
，
是
使
得
人
與
土
地
、
自
然
越 

走
越
遠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為
了
瞭
解
現
在
有
關
食
物
與
農
業
現
況•

我
們
透
過
實
地
查
訪•

想
針
對
現
況
問
題
發
展 

解
決
之
道
。
我
們
從
製
作
小
農
地
圖
、
傳
統
市
集
菜
源
調
查
開
始
。
在
調
查
過
程
中-

我
們
觀 

察
到
都
市
空
間
的
畸
零
地
的
使
用
狀
況
，
有
些
畸
零
空
間
以
及
河
灘
地
都
有
種
植
行
為
，
有
此 

畸
零
地
卻
成
為
漠
視
的
閒
置
用
地
。
因

此
-

也
浮
現
出
土
地
所
有
權
以
及
使
用
權
的
議
題
，
到 

底
這
些
七
地
是
誰
的
？
又
是
誰
可
以
來
使
用
呢
？

大
娓
娓
讀a

會
時
討
論
到R

i
c
h
a
r
d

 Reynold

YfG
u
e
r
r
i
l
l
a  Gardening

屮
提
及
所
謂
「
游 

幣
阑r

有

-P.
要
的
兩
個
敵
人
，
這
敵
人
不
是
人
類
或
是
組
織

IflJ
是
兩
種
景
觀
狀
態
：
缺

乏

<  scar,  

city)

興
忽
祝(

neglect

 )
0

因

此

，
我
們
決
定
以
游
擊
力
父
，
喚
起
人
們
對
於k

地
使
用
的
認
知 

及
|4:-,
|'|̂

權
.

茗
丁
改
再
都
市
的
閒
罝
空
間
，̂;

時
也
緒
此
傅
達
都
||3
農
業
的
概
念
，
我
們
也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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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0 YES! IT ONLY TAKES A PERSON TO CHANGE THE CITY

始
衍
生•
吏
多
創
新
的
「
游
擊
行
動
」•

製
造
更
多
吸
引
民
眾H

光
的
機
會
。
我
們
開
始
在
都
市
各
個 

角
落
進
行
未
經
與
所
有
者
洽
談
的
稲
植
行
為
，
或
是
在
腳
踏
車
菜
籃
棟
菜
、
在
馬
路
卜
演
行
動
劇

-  

希
望
讓
更
多
人
瞭
解
都
市
空
間
利
用
的
多
元
可
能•

並
開
啟
民
眾
的
討
論
。
我
們
積
極
的
將
關
注 

與
批
判
轉
化
為
實
際
的
行
動
，
在
有
形
與
無
形
的
公
共
領
域
中
激
起
討
論
與
思
辨
，
嘗
試
與
芥
種 

場
域
屮
的
惯
值
觀
念
對
話••
我
們
游
擊
的
對
象
是
土
地
與
人
心
。
我
們
的M

標
足
希
望
拓
展
都
IN 

中
可
耕
地
的
面
積-

並
試
圖
坪
解
人
與
土
地
、
種
植
的
關
係
，
以
及
公
有
地
在
都
市
空
間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 

將
公
共
空
間
、
可
食
地
景
與
社
區
營
造
結
合
的
大
猩
猩

二O

 

一
 O

年

，
台
北
城
因
花
博(

國
際
花
卉
博
覽
會)

而
沸
騰
，I

百
二
十
三
億
全
民
買
單 

的
活
動
支
出-

引
起
了
相
當
多
市
民
團
體
的
關
注
與
討
論
。
接
著
丄
巾
民
和
城
Iti
生
物
們
也
發
現
，
 

自
己
長
年
居
住
、
生
活
的
空
間
也
開
始
變
化
——

街
角
的
自
然
演
替
地(

p
l
o
t
)

突
然
之
間
被
一 

片
平
整
的
人
工
草
皮
替
代
、
隔
壁
社
區
的
都
更
爭
議
還
在
延
燒
卻
突
然
出
現•

片
綠
地
、
巷
1-1
公 

家
的
曰
式
宿
舍
突
然
之
間
被
拆
掉
並
在
原
地
鋪
種
「
只

能(

在
人
行
道
上)

遠
觀
」
的
花
草-

而 

這
些
變
化
都
與
花
博
有
關
，
台
北
市
政
府
藉
著
舉
辦
花
博
的
機
會
，
推
出
「
台
北
好
好
看
」
政
策- 

協
助
包
括
都
市
更
新'

去
除
在
規
劃
官
僚
眼
中
窳
陋
或
雜
亂
的
角
落
等
工
作
的
進
行-

試
圖
加
速 

都

Hi
面
貌
的
變
化
。

在
這
個
背
景
下-

我
們
開
始
討
論
公
共
空
間
如
何
可
能
由
人
民
參
與
塑
造
，
在
幾
次
效
法
國 

外
游
擊
園
圃
的
概
念
與
行
動
實
例
後
，
大
猩
猩
綠
色
游
幣
隊
持
續
透
過
「
游
擊
」
的
方
式•

帶
著 

蔬

菜

、
花

草

、
樹
木
的
幼
苗
和
種
子
，
進
行
一
次
次
暫
時
占
領
公
共
綠
地
的
行
動
，
以
及
透
過
社 

區
營
造
的
方
式
，
與
在
地
社
區
組
織
合
作
認
養
、
管
理
公
有
地•

創
造
社
區
共
同
使
用
的
園
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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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游
擊
行
動
背
後
的n

標
-

都
是
希
望
從
改
變
公
共
空
間
的
樣
貌
開
始
做
起•

除
了
讓
市
民
對 

公
共
空
間
進
行
反
思
外
，
讓
更
多
市
民
發
現.•
我
們
每
個
人
都
有
規
劃
、
形
塑
我
們
生
活
環
境
的 

能
力
與
權
利
，
規
劃
與
形
塑
都
市
空
問
的
權
力
不
該
也
不
能
只
掌
握
在
政
府
官
僚
和
資
本
家
手 

中

，
讓
更
多
社
區
的
力
量
介
入
其
中
。

在
此
同
時.

我
們
注
意
到
我
們
身
邊
一
直
都
存
在
市
民
主
動
形
塑
空
間
的
行
動
成
果•

路
邊 

畸
零
地
、
公
園
邊
緣
不
起
眼
角
落
、
尚
未
開
發
的
暫
時
性
空
地h

的
菜
園
，
都
向
我
們
顯
現
出
人 

們
在
都
市
空
間
中
的
活
力
。
這
些
都
市
「
穴
點
」~

 ,

某
程
度
上
正
是
列
斐
伏
爾
所
指
出
的
「
再 

現
空
間(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o
n
a
l

 s
p
a
c
e
s

)

」(L
e
f
e
b
v
r
e
,  

1
9
9
1

 )

，
也
是
被
居
民
和
使
用
者
生
活
出 

來

(
l
i
v
e
d
)

的
空
間
，
展
現
出
偏
移
或
抵
抗
的
可
能
性
。
面
對
現
在
無
所
不
在
的
國
家
規
劃
官
僚 

的
空
間
支
配
權
力
，
這
種
偏
移
或
抵
抗
的
可
能
性
，
正
是
大
猩
猩
試
岡
創
造
的
。

大
猩
猩
對
空
間
形
塑
的
關
注
，
在
精
神
上
與
台
灣
在I

九
九O

年
代
推
動
的
參
與
式
規
劃
有 

些
相
似
之
處"

，
都
強
調
要
「
將
民
眾
帶
回
空
間
」•

但
相
較
於
參
與
式
規
劃
主
要
由
劣
業
者
發 

動

，
大
猩
猩
所
強
調
的
是
，
常

民

、
民
眾3
己
就
能
夠
發
動
空
間
形
塑
的
過
程
，
自
己
就
能
動
手 

改
造
空
問
。
人
猩
猩
用
「
作
公
有
地
的

-4-:
人

」
來
表
示
我
們
對
取
回
形
塑
公
共
空
間
權
力
的
想
法- 

透
過
自
力
打
造
市
民
公
共
空
間
，
除f

讓
人
們
發
現
自
己
的
能
力
與
知
識
，
也
挑
戰f

規
劃
權
力 

由
官
僚
獨
掌
的
觀
點
。

|  

社
區
園
圃
在
台
北

由
於
空
間
的
改
造
必
然
具
旮
外
部
忤
，
因
此
以
民
眾
白
主
營
造
的
可
食
地
景
取
代
正
式
規
劃 

建
制
的
觀
看
、
視
覺
空
間
，
需
要
經
過
社
區
營
造
或
社
群
培
力(

e
m
p
o
w
e
r
)

的
過
程
加
以
組
織 

動

員•

這
也
能
夠
促
使
自
力
打
造
的
空
間
能
夠
存
續
。
冈
此
人
猩
猩
除
了
進
行
——

像
拿
著
逗
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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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
描
弄
人
們
的
——

游

咿

，
也
同
時
和
在
地
的
社
區
紺
織
合
作.

試
關
透
過
體
制
內
雖
然
極
為
有 

限H

時
開
時
關
的
管
道.

認

遗

、
改
造W
W

地
•

或
參
與
捋
時
性
呵
食
綠
地
打
造
的
計®

。

與
在
地
社
區
組
織
的
合
作.

IHJ
時
问
應f

我
們
的
：

倘
關
切I

ink
區
管
造
和
nl&

地

rt 

以
及
公
共
空
問
的
關
係
。
社
區
營
造
在
台
濟
始
於•

九
九
网
年
文
建
會
提
出
「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J  

政

策.

而
台
北
市
政
府
也
開
始
推
動
地
區
環
境
改
造
計
畫•

然

[flj
近
年
來
我
們
發
現.

社
造
政
策 

執
行
至
今
，
往
往
忽
略
社
區U

主
的
力
量
，
也
並
未
具
體
回
應
各
社
區
的
狀
況
，
使
得
原
本
目
的 

在

於

「
造
人
」
的
社
區
營
造
未
能
捲
動
、
激
起
社
區
的
力
量•

反
而
流
於
形
式
。

「
小
野
地
」
計
棗
就
是
這
樣
的
關
切
下
誕
生
的
。
溫
州
街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在
二O
 
一
 O

年

底

，
 

抓
到W

花

吋

1(11
打
開
的
阈W

地
認
養
機
钤.

認a

f

'

塊
社
區
內
的W

有

地
.

這
塊
國
有
地
原
先 

是
水
利
署
的U

式
宿
舍•

房?

在
幾
年
前
便
被
拆
除
、
牿
塊
地
被
圍
牆
封
起
。
社
區
屮
有
居K
 ■ 

汽
希
笮
在
家
附
近
補
此.•
花

',*:
、
蔬
菜
且i

!*.-
找
不
到
地

nJ
補

，
因
此
我
們
在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認
费f
 

這
塊
地
後
，
開
始
與
他
們
進
fi:

系
列
打
造
社
區
圓
圃
的
行
動-

包
括
環
境
整
理
與
規
剷
、
小
喂 

園
圃
的
認
费
與
闢
設(

開
放
給
有W

植
意
願
的
社
區
住
戶
來
經
營
自
己
的
小
園
圃)

。

在
小
野
地
上
種
花
種
菜
的
綠
手
指
們
，
有
多
年
種
菜
經
驗
的
阿
嬤
、
獨
愛
種
植
百
合
苗
的
先 

生

、
想
要
營
造
一
個
香
草
園
的
媽
媽
、
也
有
想
要
種
植
辣
椒
的
型
男
中
醫
師
。
另

外

，
熱
心
的
街 

貓
照
護
志
工
也
會
固
定
來
小
野
地
餵
蒉
街
貓
、
關
心
小
野
地h

發t

的
各
式
各
樣
事
情
。
曾
經
被 

阐
封r

十
幾
年
的
空
地
，
漸
漸
地
開
始
有
了
生
氣
，
與
這
座
城
市
裡
的
其
他
公
有
土
地
相
比
，
小

l

5?
IMi
at̂

PHIiM
a
r
c
o
c
a
s
a
g
r
a
n
d
e

ii?i"

2

參
與
式
規
剷(

p
a
r
t
i
c
i
p
a
t
o
r
y  planning)

有

多

式
•

由
空
間
舛
業
卉
透
過
岡
繪
、
拼
貼
、
^:
問
遊
戲
等
活
動•

帶 

領
民
眾
討
論
與
設
計
社
區
公
共
空
問-

或
對
使
用
荇
進
行(

結
構
式
或f

結
構
式)

訪
談
及
參
與
觀
察
，
邱
解
空
間
使 

用
者
的
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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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地
有
著
很
不
一
樣
的
際
遇
與
呵
能
性
，
我
們
也
期
待
小
野
地
能
成 

為
社
區
居
民
所
認
同
的
生
活
場
域
，
逐
步
實
現
那
些
浪
漫
但
務
實
的

園
圃
想
像(
圖

0.
、
0.2)
。

1
 
1

I  

啟
動
台
北
游
撃
作
戰
計
畫
——

抵
抗
十
八
個
月
的
假
公
園
，
做
公
有
地
的
主
人

台
北
市
配
合
花
博
推
出
「
台
北
好
好
看
系
列.

」
的
美
化
市
容 

政

策

，
鼓
勵
建
商
在
這
些
窳
陋
空
間
進
行
綠
美
化
的
作
為
，
藉
此
獎 

勵
容
積
，
未
來
這
些
土
地
將
長
出
比
原
先
都
市
計
畫
所
規
定
的
容
積 

還
要
高
的
高
樓
大
廈
。
相
關
的
施
政
措
施
被
許
多
人
士
批
評
，
如

l»J 

官
商
勾
結
般
的
交
易
行
為
，
而
因
為
這
些
施
政•

長
出
來
的
綠
地- 

實
際
生
命
僅
有
十
八
個
月
，
十
八
個
月
後
，
它
們
即
將
成
為
水
泥
叢 

林

，
也
因
而
被
視
為
「
假
公
園
」
。

我
們
實
地
探
勘
羅
斯
福
路
綠
點
，
發
現r

幾
個
令
人
匪
夷
所
思 

的
地
方
，
這
些
所
謂
的
公
共
空
間
土
地
，
應
是
鼓
勵
民
眾
前
往
，
提 

供
民
眾
休
憩
的
空
間
場
所
，
然
而
有
些
土
地•

卻
在
靠
近
人
行
道
的 

旁

邊

，
種
植
起
樹
籬
，
更
以
水
泥
台
階
將
人
行
道
完
全
區
隔
，
似
乎 

有
意
隔
離
民
眾
接
近
。
像
是
位
在
羅
斯
福
路
二
六O

號

，
雜
誌
瘋
店 

BJ
旁
的
單
調
草
坪
，
經
過
些
許
時
間
的
觀
察
後
，
我
們
發
現
許
多
逛 

街
的
人
們
會
沿
著
小
台
階
席
地
坐
卜
，
因
此
這
些
樹
籬
也
漸
漸
地
被 

民
眾
踏
開
成"

個
新
的
入
口
，
這
也
顯
示
著
，
綠
地
與
都
市
人
之
間

圖 10.1
小野地原貌。（大猩JM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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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
改懋後的小野地。（人WW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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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關
係•

我
們
仍
是
渴
望
著
使
用
這
此••
綠
地
空
間
，
並
不
僅
止
於
視
极¥

受
而
巳
。
故
大K
®

們 

決
定
要
讓
人
家
看
到
這
些
奇
怪
的
「
假
公
園
」
，
激

起
■

些
公
共
空
間
的
反
思
浪
潮
，
在
集
思
廣 

益

後•

我
們
決
定
透
過
兩
種
行
動
方
式
，
試
圖
引
導
民
眾
重
視
這
些
問
題
。•

種
方
式
是
來
一
場 

不
一
樣
的
游
幣
戰
！
透
過
一
些
植
物
的
種
植
行
動.

讓
id
此'
因
官
方
政
策
形
成
的
公
共
空
間
改
頭 

換

面
•

喚
醒
人
們
對
於
公
共
空
間
的
想
法
。
另
一
種
方
式
，
則
是
透
過
「
行
動
劇
場
」.

演

出

一  

場
小
短
劇
，
簡
單
扼
要
的
闡
述
假
公
園
的
故
事
。

►

台
北
好
好
看
綠
地
游
擊

大
猩
猩
們
開
始
著
手
規
劃
這
塊
空
間•

設
計
出
三
塊
區
域
，
分
別
是
「
便
當
菜
園
」
、
「
鳳
仙 

輪
流
轉
」
與

「
桑
心
酒
店
」
。
在
路
緣
石
旁
的
灌
木
群
，
u

然
被
踏
開
的
小
缺
门
上
移
植
幾
株
灌
木
，
 

捕
上
缺U

。
以
大
石
頭
標
誌
出
入
口 
•

設

置

「
做
公
有
地
的
主
人•

不
只
是
想
像
！
」
的
牌
子
，
 

入
门
形
象
的
塑
造
，
不
僅
破
除
原
軒
草
地
的
封
閉
性.

亦
能
保
護
ft(
他
灌
木.

避
免
被
踐
踏
的
機 

率

，
同
時
也
希
望
這
塊
公
有
地
變
成
讓
人
親
近
，
人
們4

自
在
進
出
的
空
間
環
境
，
而
不
只
是
駐 

足
旁
觀
。

「
便
當
菜
園
」
、
「
鳳
仙
輪
流
轉
」
與

「
桑
心
酒
店
」
這
一r

處
的
空
間
，
大
猩
猩
們
透
過
不
同 

的
耕
種
方
式
，
傅
達
可
食
地
景
、
景
觀
芙
化
、
休
憩
駐
足
的
空
間
使
用
概
念
，
啟

發
"

般
民
眾
對 

於
公
共
空
問
的
使
用
型
態.

除
广
視
覺
美
化
外
，
亦
有
生
產
使
川
的
可
能
。

大
猩
猩
在
便
當
菜
園
游
擊
空
間
裡
，
使
用
樸
門
的
「
厚
土
種
植
法
」
，
運
用
生
廚
餘
供
給
作 

物
養
分•

模
仿
自
然
而
無
汙
染
的
種
植
。
「
便
當
」
的
意
義.

則
是
希
望
在
這
都
市
旁
的
空
間
上
，
 

耕
柿
蔬
菜
，
傅

達

「
食
物
里
程
」
的
概
念
，
希

望

這

菜

苗

良

大

後

，
可
以
就
近
採
收.

成
為
萵 

苣
玉
米
沙
拉
、
辣
炒
茄
子
、
川
燙
葉
菜
、
南
瓜
湯•

一
 

口
便
當
的
菜
色
。
挺
立
的
玉
米
、
青
翠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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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閃
行
動
劇

思
考
著
「
台
北
好
好
看
系
列•
■

」
容
積
獎
勵
創
造
出
短
暫
的
假
公
園
，
人
猩
猩
們
希
莩
讓
人 

家
思
考
著
如
何
產
生
公
共
空
間
的
議
題
：
難
道
只
有<

線
性
的
方
式C

山
政
府
施
政
Iflj
鹿
中
的
公 

共
空
間)
.

才
能
創
造
出■

般
人
眾
想
嬰
的
公
共
空
間
嗎
？
這
種
短
命
的
公
園•

後
綃
的
發
展
為 

何
呢
？
為
了
讓
一
般
民
眾
能
瞭
解•

並
R.
藉
此
喚
起
對
公
共
空
問
的
反
思
浪
潮•

大
猩
狎
們
除f
 

進
行
種
子
游
擊
戰
的
方
式
外-

另
選
擇
在
秒
數
艮
的
斑
馬
線
上
，
以
快
閃
行
動
劇
的
方
式
簡
明
呈 

現

「
台
北
好
好
看
看
系
列
二
」
的
故
帛
。

這
個
快
閃
行
動
劇
引
起
了
許
多
人
的
注
意
，
結
束
後
還
有
人
為
我
們
拍
手
，
同
時
也
得
到/
 

一
些
民
眾
的
回
應
，
甚
至
還
有
一
位
英
阈
人-

說

出I

此'

感

想

。
我
們
傳
達
訊
息
外•

也
成
功
的 

點
燃
起
一
般
民
眾
反
思
公
共
空
間
的
小
火
花
！
演
完
快
閃
行
動
劇
後
，
我
們
將
演
出
錄
成
小
短 

片

，k

傳
到
網
路
上•

希
望
讓
史
多
民
眾
知
道•

點
燃
史
多
火
花
！<  @

10.5)

萵

苣

、
鮮
紅
的
朝
天
椒 '

有
著
藤
蔓
的
南
瓜•

讓m

塊
菜
嗍
富
有
高
低
屑
次
，
成
為
具
有
実
觀
功 

能
的
郞
會
農
耕
地
设
。
>}
外

，
大
猩
猩
們
廢
物
利
用
，
檢r
 

一
些
廢
棄
的
輪
胎
，
將U

彩
繪
後
並 

堆
种
成
閒
單
的
花
台-

在
上
力
柿
植
彩
色
的a

仙
•

以
活
潑
的
顏
色
增
添
id
塊

IVI1

地
的
風
采
，
剂 

造

「
姒
仙
輪
流
轉
」•

不
俺
咁
加
草
地
的I

V:®

性

，
還
川
行
動
傳
達
廢
物
利
川
的
永
總
環
保
概
念
，
 

希
萃
讓
這
塊
空
間
能
讓
人
們
使
用
，
讓
空
間
的
生
命
轉
動
延
纘
！
帶
旮
諧
昔
趣
味
的
「
桑
心
酒 

店J

•

是

由

；
棵
桑
樹
苗
和
數
棵
包
圍
任
外
的
鳳
仙
花
構
成
，
我
們
期
許
這
棵
小
樹
能
成
為
人
樹- 

變
成
這
裡
的
地
標
，
未
來
的
我
們
要
在
樹
蔭5

乘
涼
！(

圖
10.3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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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改
變
單
調
角
落

人®

握
們
環
顧
都
IIJ
空

間.

發
現W

許
多
地
方
都
沒
有
什
麼
生
氣-

街
道
巷
卉
的
畸
岑
地
、
 

R

家
廢
棄
的
花
台
、
窗
台
，
總
赀
得
整
個
都
市
似
乎
死
氣
沉
沉•

為r

要W

踐4

食
地
钕
的
樣
貌- 

我
們
四
處
找
尋
許
多
小
所
在•

除f

組
成£

2

行
車
隊
蔣
咿
一
下-

符
到
街
上m

調
的
小
角
落
，
即 

刻
停
Hi•
卜
來•

捕
柿
小
棺
栽•

增
添
都

li-i
活

力

。
在
走
訪
巷
弄
的
過
稈
屮•

發
現f

想
屮
棟
花
柿 

草 ' 

卻
不
知
從
何•
卜
手
的
「
咖
哩
先
生
」
店

家-

我
們
協
助
他
褪
棺•

幣
治
店
旁
環
境-

改
苒
整 

體
的
祝
银
樣
貌
。
除
此
之
外.

我
們
逆
向
思
巧
，
希
望
這
邱•
充
滿4

食
作
物
的
地
方•

个
要
只
出 

現
在
靜
態
的
空
間
當
屮
，
讓
他
呵
以
跟
著
我
們
走-

於
是
選
定
最
多
人
騎
腳
踏
車
的
台
大
校
阅

-

上I圖10.3
仙輪流轉*（大獬狎攝）

右I圖10.4
W I•.栽培法：^紙板的舖設為厚土砘棺的一部分•丨I的 

id盟隔絶卜'方卞.削餘發酢所產也的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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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0
4

圖 10.5
台北市堪陴路與辎斯福路11的快断動劇•（人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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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召
學
生
們

一

起
將
小
植
物
種
在
腳
踏
車
菜
籃
上•

讓
可
食
地
景
不
馑
出
現
在
都
市
環
境
中
，
史 

可
以
白
由
地
走
動
！

▼

腳

隊

大
猩
猩
們
組
成
了
腳
踏
車
隊
，
還
啟
用/

大
猩W

牌
三
輪
水
，
放
上
植
材
、
作

物

、
土

壤

、
 

益
生
菌
，
從
巷
弄
出
發-

開
始
進
行
繞
境
行
動-

準
備
讓
都
市
的
單
調
角
落
增
添
氣
息
！(

圖
10.6) 

透
過
繞
境
行
動
，
我
們
發
現
許
多
奇
怪
的
空
間
現
象
，
除
了
游
擊
外
，
也
進
行
空
間
的
反
思
。
我 

們
觀
察
到
一
座
整
齊
的
鄰
里
公
園
為
了
防
止
狗
狗
進
入
大
小
便-

乾
脆
設
冗
欄
杆
把
草
坪
阐
起
來 

禁
止
狗
狗
進
入
，
這
真
是
奇
怪
的
現
象
！
於

是.

我
們
決
定
給
大
家
一
個
驚
喜•

在
此
種
植
生
長 

快
速
的
玉
米
，
等
玉
米
長
人
後
，
大
家
就
會
注
意
到
這
個
欄
杆
的
特
殊
性
了
！

我
們
持
續
在
各
個
單
調
小
角
落
種
植
小
作
物
，
留

下

「
請
幫
我
澆
水
」
的
大
猩
猩
名
片-

希 

望
緖
此
讓
??
到
的
民
眾
主
動M

忙
澆
水
，
也
透
過
這
樣
的
互
助.

讓
它
們
發
現
環
境W

小
動
作
而 

改
變
的
UJ
能

，
透
過
這
樣
的
關
係
，
傳
達
永
續
環
境•

也
傅
達r

社
區
小
力
最
人
改
變
的
概
念
！

▼

咖
哩
先
生

偶
然
機
會F

•

與
咖
哩
先
牛
店
家
的
老
闆
聊
人•

他
無
奈
地
跟
我
們
說
，
他
以
前
棟
過
幾
次 

薄

荷

，W

為
烹
調
泰
式
料
理
需
要
香
料
配
料
，
rflj
每
個
人
告
訴
他
的
種
法
都
不■

樣

，
但
不
管
怎 

麼
種
薄
荷
都
僉
死
掉
。
於
是
我
們
也
延
仲
游
擊
的
方
式•

不
只
有
獨
立
行
動•

還
試
圓
走
入
社
區- 

W
•
導
耕
種
的
好
處
，
並H

傅
授
他
們
有
機
的
「
厚
土
種
梢
法
」
。
當
初
遇
到
老
闆
的
時
候
，W
&

沒 

W

現
成
材
料
，
只
有
ll
Hflk

說
明
。
後
來
我
們
觀
罾⑮
^

周
邊
的
環
境
，
發
現
窗4

CJ
非
常
的
單
調- 

於
ill
我
們
決
定
給U

位
矜.H
 
乂
親
切
的
老
闆
一
個
驚
喜.
m

備
•

人
清
早
，
游
擊
店
家
的
窗
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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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港
甜
甜
圈
是
大
猩
猩
的
第一

個
游
擊
計
畫-

我
們
嘗
試
用
友
善
土
地
的
方
式-

即
厚
土
砘 

植
法
完
成
種
植
。
「
南
港
甜
甜
圈
」
位
於
南
港
捷
運
站
附
近
的
山
坡
地
上
，
這
是
一
塊
被

rii
府
與

我
們
/[
坺
人
柯
报
在
附
近
的
小
野
地
川
多H

次
的

)'Tf
+.
柿

怕

法

，
浞

怙

各

式

杏t

-l--
、
蔬
菜 

(

九
柄
塔+

rlm

15-
、
迷
迭
杏+

溥

荷

、
紫

蘇

、
萵
苣)

於
八
倘
肀
壁
盆
—
趁
^

人
-^
老
閲
還
在 

师'
®

的
時
候•

在k

撲
撲
的
鐵
窗
掛
上
充
滿
綠
意
的
小
小
菜
園
，
店
rfll
彷
彿
活r

過

來

。
老
闆
後 

來
還
向
我
們
請
教
該
如
何
照
顧
這
此•
，植

物

，
並
分
草
了
九H

塔
給
鄰
店.

喷

後

，
他
還
表
示
想
買 

檸
檬
回
來
種
植
。
從
這
此••
游
擊
的
過
程
，
我
們
觀
察
到
，
游
擊
不
只
讓
環
境
有
了
生
氣
，
還
讓
大 

家
體
驗
到
都
市
農
耕
的
樂
趣
，
讓
民
眾
吃
得
健
康
，
食
物
產
生
的
碳
足
跡
也
更
少
了•

甚
至
因
此 

活
絡r

社
區
的
氛
圍
。

►

腳i
菜

籃

：
行
動
開
心
農
場

游
擊
都

li/
空
間
不
足
以
滿
足
我
們
，
我
們
試
圖
游
擊
更
多
人
心
，
並
且
改.M

游
擊
的
方
式
，
 

逆
向
思
考
，
創
造
出
隨
手
可
得
的
行
動
開
心
農
場
。
大
猩
握
們
決
定
在
台
大
校
園
內
，
向
路
過
的 

學
生
們
宣
傅
我
們
的
想
法
，
開
心
農
場
不
僅
能
出
現
在
地L

•

還
可
以
迮
腳
踏
車
上
喔
！
教
導
亨 

生
有
機
的
厚k
w

梢

法

，■

邊
用
豆
渣
當
璀
底
肥.

一
邊
官•
導
有
機
與
永
續
的
生
活
概
念-

只
要 

符

心

，
處
處
都

''J
以
綠
意
盎
然
！
沒
想

到•

竞
然
廣
受
好
評
！
吸
引
許
多
學
生D
I
Y
,

將
盆 

栽
放
/L
菜
藍
上
，
還
{/
不
少
來
校
圈
散
步
的
媽
媽
帶
著
小
刖
友
操
作•

我
們

UI
些
小
小
的
舉
動-

M

厶II
大
校
阅
變
得
不
一
樣
了
！(

囫
0.7)
1

—

■ 

抵
抗
官
方
建
置Z

規
劃
的
綠
地
：

總

圖

、
南
港
甜
甜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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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長
為
了
配<

口
花
博

Itlj
「
洗
禮
」
過
的
一
塊
國
有
地
。
里
長
伯
當
初 

為
了
淸
翊
環
境
，
求
好
心
切
，
把
一
名
農
民
在
這
土
地
上
自
行
棟
植 

的
菜
圃
強
制
清
除
，
要
求
市
府
換k

「
公
園
的
景
觀
」.

因
而
形
喟 

出
一
個
趣
味
的
地
景••

公
有
地
界
內
死
氣
沉
沉
小
花
博

VS.
隔
壁
私 

有
地h

的
生
機
盎
然
小
菜
博
。

若
認
為
問
題
出
在
公
有
地
和
私
有
地
的
差
別
，
那
就
錯r

,

從 

前
面
小
野
地
的
例f

中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
公
有
地
也
能
夠
垣
生
氣
昂 

揚
的
生
活
空
問
，
事
實
上
關
鍵
在
於
「
過
程

j  

地
的
使
用
規 

劃
如
何
納
入
人
們
的
參
與
、
如
何
與
人
們
的
生
活
鑲
嵌
。
市
府
和
里 

長
帶
來
的
公
園
景
觀.

不
但
未
適
地
補
棺
，
也
將
：ia
塊
地
剝
離
出
當 

地
人
們
的
生
活•

官
方
建
制
或
規
剷
的
綠
地•

$:
視
視
覺
景
觀
，
卻 

反
而
打
造
出
諷
刺
的
對
比
景
象
。

m

視
祝
赀
經
驗
的
官
方
規
劏
，
為f

維
持
钕
觀
的
「
美
好

」
，
 

往
往
必
須
耗
費
相
當
多
的
資
源
，
例
如
為
了
剖
造
出
草
坪
，
必
須
量 

産
平
整
的
草
皮.

同
時
也
在
選
擇
性
地
生
席
特
定
草
種
時•

犧
牲f
 

主
物
多
樣
性-

而
為
了
在
草
皮
敷
棺
至
土
地
後
仍
維
持
整
齊
、
常
綠 

的
樣
貌
，
必
須
定
期
修
整
，
甚
至
依
季
節
更
換
種
植
草
種
或
植
栽
。
 

為/

逹
到
祝
覺
的
Iff
觀
效
果
花
ff
、
犧
牲
资
源\

个
斷
循
環
進
行
的 

這
些
工
作
，
在
部
分
大
猩
猩
成
員
口
日
生
活
的
校
阑
中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發
現
，
因
此
我
們
也
在
校
園
内
進
行
過
游
擊
計
《

。

去
年
赵
犬•

我
們
迕
嗲
校
裡
選
定
的
游
喂
地
點
玷
在
所
铒
校
|«|

圖 10.6
大猩猩牌.輪屮:•活動記 

錄影片 http://youtu.be/ 
CXKyN9RAFhs 
（人W.保攝）

對頁I圖10.7
人ft? W與參與腳踏屯菜籃 

活動的學生•（大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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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坪
屮w

Ml
象
徴
性
的
岡
,'?
館

fju
草

坪•

搭
片
鈞
術 

孓
的
便
屯
，
我
們
偽
裝
成
校
阅<

術

計

,u
的
^1
卞
小 

組

之

一  
.

在
草
坪
上
開
闢
出
：
個
心
形
的
小
菜
闹
，
 

種
上
我
們
精
挑
細
選
的
南
瓜
、
茄

子

、
青

椒

、
薄
荷 

等
可
食
植
物.

鉍
後
還■

起
為
它
取f

倘
顺
應
時
勢 

的
名
字I

「
頂
尖
菜
園
之
台
大
心
，
百
人
悄
」
。(

圈 

10.8)

雖

然

「
台

大

心

、
小
菜
圃
」
在
完
成
後
一
週
就 

被
校
方
負
責
校
內
景
觀
與
植
栽
的
單
位
移
除-

但
是 

我
們
在
校
內
稲
菜
的
行
動•

-;!
起
了
校
內
關
心
環
境 

或
土
地
I.E
義
的
嘐
生
社
團
的
關
注
，
也
促
成
我
們
和 

他
們
之
間
的
交
流
與
討
論
。
今
屯
夏
天.

<;-3

幾
個
社 

團

：
起
向
校
方
提
出
了
「
綠
食
指
計
畫
」
，
打
算
在 

校
內
草
地
上
以
友
善
土
地
的
樸
門
農
法
打
造
出
可
食 

阑

圃

。
然
而
校
方
在
得
知
他
們
要
種
可
食
植
物
之 

後
-

卻

以

「
恐
有
圖
利
之
嫌
」
為

由
.

柜
絕
他
們
的 

申

請

•

0

前
學
生
爭
取
白
力
打
造
可
食
地
景
的
行
動 

還
在
持
續
中
。

I  

結
語

從
南
港
甜
甜
圈
到
台
大
心
小
菜
圃
，

一

連
串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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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所
進
行
的 
'

此
、
游

喂f
j

動

，.?
3

此
、
皆

'

柿
城
市
的
綠
色
改
造t

]■ 

動
-

不
管
這
些
地
7J
是
公
有
地
或
私
有
土
地•

我
們
所
訴
求
的
重
點
並 

非+

地
權
屬
的
本
身
，
而
是

「
我
們
所
居
住
的
七
地
與
我
們
的
關
係
」-  

在
游
喂
的
過
程
屮
，
藉
此
探
討
究
竟
「
什
麼
迠
我
們
想
要
的
空
間
十
地 

呢
？
」
而
我
們
乂
能
做
什
麼
？
從
南
港
甜
甜
圈
的
例f

• 

I

個
透
過
政 

府
所
製
造
出
的
公
園
，
不
見
得
能
適
地
而
存-

我
們
藉
著
「
游
擊
」
行 

動
進
行
溝
通
，
告
訴
他
們
，
小
菜
博I

是
我
們
想
要
的
空
問
！

在

「
台

大

心

、
小
菜
圃
」
的
行
動
後•

我
們
藉
此
逗
貓
了
起
來
！ 

逗
；
著
台
人
學
生
們
對
於
空
間
訴
求
真
正
的
心
聲
，
透
過
這
樣
的
游
喂 

行

動

，
引
發
同
學
討
論•

甚
至
將
言
語
化
成
文
字
，
寫

出

「
綠
食
指
計 

畫

」
企
劃
案
，
試
圖
讓4

食
地
景
進
入
校
園
景
觀
當
屮•

即
便
這
遭
受 

校
方
地

III
絕

，
但

12
經
创
造

Hir

lll•
卜
而h

之
Ini
的
對
話•

一
個
社
區 

培
力
的
紺
織
動
員
過
稅
正
在
發
生
。
由
大
猩®

游
幣
的
tj
動
當
中-

不 

如
再
問
自
己•

次
.

什
麼
才
是
我
們
想
要
的
空
間
？
而
我
們
能
為
這
些 

空
問
做

fr
麼
嗎
？
也
許
你
我
部
NJ
以
這
麼
輕
易
的
動
手.

即
使
是
透
過 

游
喂
槌f

x-
擲•
十' 

一
個
荒
夾
之
地•

都
有

''J
能
像
道
笼■

樣

，
緖
此
渲 

染
整
涧
城
lli!

右I圖10.8
f台大心、小菜圃j卿• 

動。（人娓W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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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國
家
往
往
以
工
程
專
業
理
性
來
遮
掩
政
治
利
益
的
算
計-

但
是
批 

判
的
都
市
規
劃
專
業
者
可
以
協
助
弱
勢
團
體
，
揭
穿
工
程
專
業
理 

性
的
面
具
，
不
讓
國
家
有
迴
避
社
會
正
義
議
題
的
空
間
。

O

社
會
正
義
牽
涉
到
社
會
的
價
值
觀-

因
此
要
討
論
正
義
就
必
須
先 

改
變
市
民
的
價
值
觀
。
樂
生
院
民
從
他
們
生
活
經
驗
中
，
發
展
出 

新
的
公
共
論
述-

促

使I

般
市
民
大
眾
正
視
弱
勢
者
的
文
化
與
人 

權
-

提
供
了
最
佳
的
示
範
。

教
戰
守
則

樂
生
啟
示
錄

古
蹟
保
存
與
社
會
正
義

S
K
 I -

文

THELOSHENG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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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CIAL JUSTICE



CHAPTER 11 THELOSHENG STORY

1

監
察
院
案
號
一 o

一

教
正o

o

 

一
五
糾
正
文•

審
議H

期
二o

 
一
二
年
八
月
十
六
曰
。
這
紙
糾
正
文
留
下
了
許
多
曖
昧 

不
明
甚
至
邏
輯
倒
錯
之
處
：
例
如
第
一
項
坪
由
明A

陳
述
機
廠
選
址
不
當•

但
是
後

•
•
：

項
理
由
卻
又
指
責
衛
生
苫
遷
置 

院
民
不
力-

以
及
捷
運
局
迕
社
齊
啭
力'
卜
棄
守
「
工
秤#

業j

lflj
導
致
公
共
安
全
的
問
題
云
云
。
更
矛
盾
的
足.

監
察 

院
提
出
糾
正
案
的
新
聞
搞
中
又
建
議
撾
連
局
「
應
研
提
施
工
補
強
方
案•

徹
底
解
決
邊
坡
安
全
問
題•

並
儘
速
復
工

•  

避
免
已
開
挖
之
邊
坡
因
連
曰
豪
雨
造
成
大
量
滑
動
。
」
然

llli.ffi
管
監
察
院
的
糾
JE
案
有k

述
諸
多
怪
異
之
處•

捷
運 

機
廠
選
址
錯
誤
仍
是
該
案
中
最
關
鍵
的
要
旨
，
這
個
糾
正
案
因
此
有
力
地
反
擊r

新
北
市
政
府 <
前
蔓
北
縣
政
府)

與 

睾
北
巿
捷
運
局
關
於
捷
運
機
廠
設
於
樂
生
院
之
必
嬰
性
的
捕
捕
說
法
。

I  

遲
來
的
正
義

二o

 
:
 

一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監
察
院
針
對
捷
運
新
莊
線
機
廠
住
榮
生
療
養
院(

以
下
簡
稱
樂 

生
院)

興
建
所
造
成
的
問
題
對
新
北
市
政
府
、
台
北
市
捷
運
局
以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提
出
糾
正

-  

糾
正
事
由
大
致
如
下••

首

先

，
捷
運
機
廠
原
本
規
劃
於
輔
仁
大
學
東
側
的
農
業
區
，
卻

「
基
於
土 

地
開
發
利
益-

遭
致
台
北
縣
前
縣
畏
尤
清
及
新
莊
市
畏
強
烈
反
對,

而
選
擇
「
腹
地
狹
小-

且 

位
於
新
莊
斷
層
」
的
樂
生
療
養
院
現
址•

選
址
作
業
明
顯
不
當
。
其

次

，
衛
生
署
太
能
即
時
搬
遷 

院

民

，
任
續
住
區
範
圍
擴
大
，
是

「
潛
在
不
安
全
隱
憂
」
，
且

「
徒
然
造
成
施
工
困
擾
、
延
宕
工 

期

」
。
第
一.
,

保
存
三
十
九
棟
院
區
建
築
物
的
「
五
三O

方
案
」
乃

是

「
政
治
考
量
」
及

「
文
化
保 

存J

凌

駕

「
工
程
專
業
」
、
是

「
昧
於
地
質
不
良
事
質
所
為
之
決
定
」.

導
致
經
費
增
加
、
工
期
延 

宕

。
最

後
•

「
五
三O

方
案
」
相
較
於
拆
除
所
有
建
築
物
的
原
始
方
案
，
施
工
困
難
度
及
風
險
性 

都
提
高-

且
地
錨
工
法
無
法
有
效
穏
定
邊
坡
，
導
致
新
舊
院
區
都
出
現
毀
損
。
丨

自
從
二O
O

五
年
三
月
樂
生
院
民
成
立
「
樂
生
保
留
自
救
會
」
，
開
啟
了
長
達
八
年
的
樂
生 

院
保
存
運
動
以
來•

這
是
官
方
第

一

次
公
開
承
認
捷
運
機
廠
選
址
在
樂
生
院
乃
是
政
策
上
的
錯 

誤

。
正
因
如
此
，
這
個
糾
正
案
似
乎
可
說
是
一
個
「
遲
來
的
正
義
」
。
然
而
我
們
不
免
要
問
，
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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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的

IF-:̂

還
算
迠
11-:
義
嗎
？
從
某
個
角
度
看
來•

答
案

HI
能I'

疋
<T 

定

的

。
保
這
漫
長
的
八
年
中
，
蘩
屯
院
區
被
挖m

ffi
無
完
柙• K
 

要
的
建
築
物
也
被
拆
除
殆
盡
：
大
部
分
院
尻
被
迫
遷
爷
新
院
區

-  

IriJ
時
還
得
面
對
地
層
滑
動
的
風
險
：
樂
生
院
在
運
動
之
初
有
四e
 

餘
位
院
民.

到
了• 

一0
 
一
三
年
初•

院
民
人
數
只
剩
：
百
八
十
九 

名

。
？
此

外

，
即
使
監
察
院
指
出
選
址
錯
誤
，
直
到
本
文
完
稿
之 

前

，
也
未
曾
聽
聞
捷
運
局
有
任
何
遷
址
的
計
劃
。

然

而

，
換
另
一
個
角
度
來
看•

即
使
樂
生
院
大
部
分
的
實
體 

空
間
已
不
復
存
，
樂
屯
保
存
運
動
的
星
火
卻
從
未
間
斷
，
而
且
近 

來
反
而
有
愈
燃
愈
旺
的
趨
勢
。
在
這
八
年
間•

除r

院
民
本
身
之 

外
-

更
有
為
數
眾
多
的
青
年
學
子
前
仆
後
繼
地
以
各
極
方
式
投
身 

保
存
運
動
。
此

外

，
在
公
共
論
述
方
而
，
樂
保
存
運
動
也
將
古 

m

保
r?
與
人
權
維
護
等
議
題
推 L
 
都

IfJ
IBî

^
^
.

faî

^
^

l% 

的
</
廢
成
為
檢
驗
社
矜
||-:
義
的
指
標
。

山
於
樂
屮
保
rf
運
動

'4
說
记̂

矜

第

‘
個
沾
楚
扪
辿
社
會

I1- 

義

侣

念

的

祯

保

存

連

動.

而

]1
中
連f

「
歷
史
保
//
與
被
逍
忘 

r

的
弱
勢
團
艄
歴
史
…
同
時
以
削
新
的
方
式
來
詮
釋
它
，
使U

常 

地M

成
為

城

lii
生

活

史

的

部

分

」(H
a
y
d
e
n
,

 

1
9
9
5
,  P.11Y

 

W

此

fi'i
得
我
們
來
探
究
kl
個
迚
動
的
失
興
衍•

以
及
它
興
「
反
造 

城

tti
」
之
問
的
關
係
。
以

卜

，
本
文
行
先
將
簡
要M
W

樂
中
保
存 

運
動
的
發
展
歷
稅
；
其

次

，
本
文
將
分
析

in
個
運
動
所

Ifll
對
的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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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性
闹
境••
接

各
•

本
义
將
探
討
述
動
參
與
者
與•

般
山
民
對
樂
生
院
空
間
認
知
的
轉
變
；®
 

後

，
本
文
將
指
出
樂
生
保
存
運
動
給
我
們
帶
來
的
一
些
啟
示
。

I  

重
現
歷
史'

地
理
與
社
會
的
邊
緣

樂
生
院
於
一
九
：l
o

年
創
立
於
新
莊
頂
坡
角•

也
就
是
在
今
天
新
莊
南
區
的
迴
龍一

帶
-

是 

一
例
收
容
漢
屯
病
患
的
潦
筏
院
所(

岡

11.1'
圖

11.2)
。3
山
於
漢
生
病
在
當
時
仍
是
一
種
無
法
治
癒
、
 

IflJ
l-L
原
因
不
明
的
傳
染
病
，
因
此
醫
療
捫
系
的
作
法
乃
是
將
病
患
徹
底
地
與
社
會
隔
絕
。
新
莊
地 

區
在
當
時
是
以•

個
生
產
稻
米
為
主
的
農
業
地
帶.

人

II
密
度
不
高•
，頂
坡
角
又
離
新
莊
老
街
有 

■

段
距
離
，W

此
樂
生
院
的
區
位
的
確
達
成
隔
離
的A

的

。
到f

1

九
五O

年

代

，
出
現y

治
療 

漢
屯
病
的
特
效
藥
物
，
而
醫
學
界
也
發
現
漢
生
病
其
賀
傳
染
力
極
低
，
因
此
就
停
止
了
隔
離
政 

策

。
但
是
院
民
因
為
長
期
遭
受
外
界
歧
視
，
又
已
經
習
慣
院
內
的
生
活
環
境
，
也
就
以
院
為
家
，
 

並
且
形
成
了 _

個
內
聚
力
很
強
的
社
區(

陳
歆
怡
，20

0
6
)

。

直
到
一
九
九O

年
初
為
止
，
僅
管
樂
生
院
本
身
的
空
問
配
置
與
建
築
形
態
並
沒
有
太
大
改 

變
-

在
它
外
圍
的
新
莊
卻
已
經
產
生
了
巨
大
的
轉
變
。
一
九
六O

年

代

，
為
配
合
當
時
政
府
產
業 

政

策

，
新
莊
開
始
出
現r

密
集
的
紡
織
、
化
：丄

與
食
品
工
廠
，一

九
七
二
年
制
定
的
都
市
計
畫
更 

剷
定f

頭
前
與
囲
盛
闹
個H

業

區

。
一
九
八O

年
以
後•

新
莊
進
一
步
成7

電
力
及
電
子
機
械
器

2

本
文
中
樂
1<
院
保
rr
ia
動
私
件
的
资
料
來
源•

除
特
別
標
明
外•

乃
牿
理
自 <

快

蘩

•

罘
生
—
青
年
樂
卞
聯
盟
行
動
網 

uhup://
w
v
v
w
.
w
r
e
t
c
h
.
e
e
/
b
l
o
g
/
h
a
p
p
y
l
o
s
h
e
n
g  (

檢
索
II
IBJ. 

•  2013/1
/
2
3  )

；
以
及{

v-l
^

網 >  

聯̂
-
^

</
關w

rf 

迎
動
的
新
聞
敝•

參w
http://www.coououd.org.tw/lag/^

1--.w
w

门
救
朽(

檢
索 H

IW: 2
0
1
3
/
1
/
2
3
)

及 h
t
t
p
:
/
/  

www.cocucud.crg.tw/tag/

i?^
-
^
:
^

聯
盟(

檢
索 H

期
：20

1
3
/
1
/
2
3
T

3

漢
生
病(

H
a
n
s
e
n
*  s  Disease

)

即
俗
稱
麻
瘋
病(

Leprosy

)

在
胬
學
領
域
的
正
式
名
稱
。
由
於
中
文
「
麻
瘋
病
」
這
個 

字
眼
帶
苻
歧
祝
的
意
味
，
闪
此
本
义
以
採
川
「
潢
卞
病
」̂

抱
械
？3
柿
疾
病
。

圖 11.1
拆遷前檠卞院的行政與锊撩中心f E卞型纽築』• ：OOPM什• Jl 
（顏亮•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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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製
造
業
的
生
產
基
地
。
工
業
化
不
但
改
變
了
新 

莊
的
地
景
，
同
時
也
帶
來
了
大
量
的
城
鄉
移
民
。
 

在
一
九
八O

年
中
期
以
後
，
開
始
出
現
工
廠
外
移 

的
現
象
，
新
莊
又
逐
漸
轉
型
成
台
北
市
通
勤
人
口 

的
住
宅
區
。
在
這
六
十
年
當
中
，
唯
有
樂
生
院
靜 

默
地
處
於
都
市
邊
緣.

被
歷
史
與
社
舍
所
遺
忘
。

一
九
八
六
年
八
月
台
北
市
捷
運
局
宣
佈
將
三 

重
與
新
莊
列
為
後
續
興
建
路
網
，
並
預
計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開
工
。
依
據
交
通
部
最
初
核
定
的
路
線
方 

案
-

新
莊
線
台
北
縣
段
為
沿
三
電
重
新
路
、
新
莊 

中
正
路
直
至
明
志
路
口
，
而
捷
運
機
廠
則
設
在
輔 

仁
大
學
東
側
的
溫
仔
圳
農
業
區
。
然

而

，
正
如
監 

察
院
的
糾
正
文
所
指
陳
的
，
台
北
縣
政
府
在'

九 

九
三
年
以
溫
仔
圳
農
業
區
即
將
變
更
為
住
商
混
人
口 

區
表
示
反
對-

而
輔
仁
大
學
也
以
學
校
即
將
擴
建 

為
由
提
出
異
議
。
隔

年

，
新
莊
與
三
重
兩
市
市
長 

及
地
方
民
意
代
表
聯
合
向
中
央
建
議
延
伸
至
迴 

龍

，
並
將
機
廠
設
置
在
樂
生
院
。
在
地
方
人
上
的 

壓
力
下
，
捷
運
局
最
後
放
棄
以
溫
仔
圳
為
機
廠
川 

地
的
7J
案

，
決
定
將
機
廠
設
置
於
樂
生
院
的
現 

址

。
隔

年

，
交
通
部
出
面
與
樂
生
院
主
管
機
關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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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
生
處
進
行
樂
生
院
用
地
協
商
，
在

「
有
償
撥
用
、
就
近
安
置
、
先
建
後
拆
」
等
原
則
之•
卜

，
將 

樂
生
院
指
定
為
捷
運
機
廠
用
地
。

在
規
剷
與
設
計
過
裎
屮
，
樂
生
院
民
雖
然
曾
向
院
方
炎
達
反
對
拆
遷
樂
生
院
的
計
畫•

但
最 

後
在
院
方
的
勸
說
之
下
不
了f

之

。
但
足
當
機
廠
在
二O
O

二
年
開
始
動
工
之
後•

卻
引
發7
 

一  

連
串
求
保
存
的
行
動
。■

一O
O

二
年
网
月.

新
莊
社
區
大
學
、
新
莊
文
史
工
作
會
、
樂
生
院
民
等 

囲
體
共
同
形
成
立f

「
保
護
新
莊
老
樹
蘩
生
聯
盟
」
，
以
拾
救
院
内
的
老
樹
，
這
個
行
動
也
喚
起 

了
外
界
對
於
樂
生
院
文
化
價
値
的
重
視
。
二o
o

pq
年
：
：月
一
群
關
心
樂
生
院
氏
的
學
生
成
立
了 

「
青
年
樂
牛•
聯
盟
」(

以
下
闻
稱
樂
青)
•

協
助
院
民
向
相
關
單
位
以
苒
曲
陳
情
，
促
成
樂
生
院
的 

保

存

。
然

而

，
由
於
相
關
單
位
並
沒
有
具
體
的
冋
應
，
而
樂
生
院
的

1S
體
建
築
群
落
又
預
定
於
該 

年
屯
底
拆
除
，
於
是
樂
酋
便
伴
隨
著
樂
生
院
民
首
度
踏
上
街
頭-

於
卜
月
十

YiH

共
同
至
立
法
院 

與
行
政
院
陳
情
。

在
陳
情
當
天-

保
存
團
體
提
出
了
四
大
訴
求
：
「
確
保
院
民
人
權-

反
對
強
迫
搬
遷
：
尊
重 

專
業
審
查•

完
成
古
蹟
指
定
；
院
區
原
地
保
存
，
捷
運
古
蹟
共
構
；
成
立
專
案
小
組
，
捷
運
暫
緩 

施
工
」
。
為
了
回
應
這
四
項
訴
求
，
行
政
院
召
開
跨
部
會
協
調
會
，
決
議
給
予
樂
生
院
民
拆
遷
兩 

個
月
緩
衝
期
，
並
委
託
台
大
建
築
與
城
鄉
研
究
所
教
授
劉
可
強
研
擬
樂
生
院
全
區
原
地
保
留
之
替 

選
方

案

。
替
選
方
案
「
專
家
版
方
案
」
於
兩
個
月
後
提
出
，
而
捷
運
局
也
針
對
「
再
家
版
方
案
」 

提

出

「
捷
運
局
版
評
估
報
告
」
。
然
而
這
兩
個
版
本
對
於n

期
延
長
時
間
與
經
费
增
加
多
寡
的
認 

定
有
相
當
人
的
出
入
，
是
故
保
存
團
體
和
政
府
並
未
達
成
共
識
。
而
經
過
了
和
政
府
數
度
折
衝
之 

後
-

樂
生
院
民
也
在
二O
O

五
年
三
月
化
被
動
為
主
動
，
成

立

了

「
樂
生
保
留
自
救
會
」(

以
下 

簡
稱
自
救
會Y

就
迮
保
存
團
船
與
官
方
形
成
對
峙
之
際
，
出
現r
 •

個
戲
劇
性
的
轉
折
。
/!•:• •
o
o

pq
年

，

圖 11.2
拆遷前樂生院區內+:嬰的地扮肜式• \OOWY- 。（顏《磁I

217 樂生啟示錄



CITY REMAKING

曾
協
助I
I

本
漢
生
病
患
打
窳
阑
賠
訴
訟
的
汴
師
久
保

Jr-
攝

/L
受
PI!
訴 

訟
期
問
，
發
現
台
濟
還
旮
一
倘
收
容
戰
前
祸
患
的
療
盘
院
，
便
來
台 

r

解

。
經
調
查
後•

蘩
生
院
內
有
二
十
五
名
院
民
符
合
求
償
資
格
，
 

於M

便
代
他
們
向U

本
政
府
求
舫
。
結
果
在
二O
O

'H
年
十
片
二
十 

/LU
 

•
^

h(
地
>;
法

以

「41
 |
«

的
燎
盘
院
確.
vr
崛
於
阈
」>/.
枪
盘
院

j  

為

由

，
判
決
日
木
政
府
要
補
fn
台
押
病
患
。
此
舉
無
妈
足
山
國
際
性 

的
觀
點
問
接
地

fi
定f

榮t

院
民
居
衍
原
地
的
權
利•

這
個
沾
勢U
 

然
給
政
府
帶
來f

•

定
权
度
的
啉
力
。
結

尖
.

文
迚
内
住
社
何
矜 

界
的m

力

卜.

終
於
在
十
二
JJh
 ■

曰
將
樂±

院
指
定
為
「«

定
古 

M

」•

依
法
在
六
個
月
內
不
得
破
壞
，
暫
緩
了
樂
牛
拆
除
的
危
機
。

面
對

id
個

情

勢

，
捷
運
局
一
改
共
構
不
可
行
的
說
法
，
在
二 

O
O

六
年•

一
月
提
出f

「
樂
屯
院
百
分
之
四
十•

點
六
保
存
方
案
」• 

但
是
不
為
保

rf-
團
腮
所
接
受
。
到/

六
月
十
一 
H

,

也
就
是
樂
生
院 

暫
定
古
蹟
的
最
後
一
天
，
，
H

救
會
與
樂
青
舉
辦
了
「
呼
喊
正
義
，
捍 

衛
樂
生
」
六

步
•

跪
的
遊
行
，
要
求
政
府
依
法
進
行
古
蹈
審
查
，
並 

規
釗
令
區
保©

7J
案

。
然

lh]:
K

73
並
沒
句
任
何
正

Ifli
的
冋
應
。
不 

過
到f

:
、o

o

七
年
一 U
 •

文
纽
矜

/1-:
委
託
英
阈
欣
陸

-I:
程
顧
問
公 

H-J
?l
蘩
牛
院
區
進
行
研
究
後-

提
出r

「
百
分
之
九
十
保
存
方
案
」- 

並
叫
確
农'
小
該
方
案
技
術
'•;{
]••
!L

侦
耑
延M
R

個

JJK

期
興
墦
加 

•
■

點
九
隐1

柷
代

川(

晒

11.3-

11.6)
。
然
闹
；灯
政
院
卻
炎
態
支
恃
「
叫 

十
一
點
六
」
的
保
^-

7/
案
•

IflJ
台
北
縣
政
府
史

lllfi
勢
在
：

卜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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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頁I M11.3
樂'l:.院跟貌术意脚 

(山 WcnliftHH)

上I圖11.4
lOO七年一月樂生院狀 

況示遛圖•

(山Wenli捉供)

中I圆11.5
Cf分之卜-點六保作力' 

案示細.

(山 WenliftH)1:)

下I阓11.6
l*f分之九I備:"案棚 

l«l *
(lI lWcnlitLM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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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告
將
於
一
個

JJ
後
執
行
強
制
拆
遷
。
此
舉
不
侃
激
發̂

樂
生
院
民
與
保
存
网
強
烈
的
危
機
意 

識

，
更
引
發
了
社
會
各
界
的
同
情
與
聲
援
。
网
月
十
五R

.

由
自
救
會
與
一
百
五
十
多
個
拔
間
團 

體
聯
名
發
起
「
全
台
鬥
陣
挺
樂
生•

保
稱
樂
生
四•

五
大
遊
行
」
，
號
召
了
六
千
多
人
到
場
聲
援
，
 

再
度
阻
擋
了
拆
除
工
程
。

到f

五
月
三
十
日
，
行
政
院
工
程
會
召
開
「
樂
生
保
留
方
案
評
估
」
結
案
會
議
，
在
院
民
與 

保
存
團
骶
的
退
席
抗
議F
•

決
議
採
用
「
四
十
一
點
六
」
方

案
•

並
要
所
有
院
民
必
須
搬
遷-

此 

即
前
述
監
察
院
糾
正
案
中
的
「
五
三O

方
案
」
。
fj
政
院
工
程
會
既
作
成
決
議.

在
完
成
招
標
發 

包
程
序
之
後
，
台
北
縣
政
府
遂
於
二O

O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至
樂
生
療
養
院
張
貼
拆
除
公 

告

，
對
保
留
區
範
阐
內
非
續
住
區
的
房
舍
，
限

於

一

週
内
自
行
搬
遷
。
十
二
月

三

曰

，
捷
運
工
程 

人
員
在
警
方
陪
同
下.

強
制
進
入
院
內
，
驅
離
現
場
樂
青
與
自
救
會
成
員
，
開
始r

拆
除
工
作
。
 

最
後
只
保W

了
三
十
九
棟
建
築•

其
中
僅
有
十
八
棟
開
放
院
民
給
住
，
而
工
程
單
位
則
開
始
對
繫 

生
的
山
坡
進
行
大
規
模
的
開
挖(
圖

11 
.77

然

而•

捷
運
局
未
曾
預
料
的
是•

從
二O
 

一
 
O

年
五
月
開
始•

樂
生
院
不
斷
發
現
新
舊
院
區 

地

表

、
房
屋
出
現
人
規
模
裂
痕
，
且
裂
痕
逐
漸
延
伸
至
目
前
院
民
居
住
房
舍
，
威
脅
院
民
續
住
安 

全

。
捷
運
局
面
對
這
個
狀
況
，
不
得
不
在
九
月
停
工
，
並
委
託
台
灣
省
大
地
技
師
公
會
進
行
地
質 

報

告

。
次
年
五
月
報
告
出
爐
，
指
出
樂
牛
地
質
內
含
高
壓
地
下
水.

並
且W

斷M

通

過•

新
莊
機 

廠
迕
斷
層
帶
上
進
行
大
規
模
開
發-

極
有
可
能
導
致
無4

回
復
的
走
山
危
機
。
有
鑑
於
這
個
危
機
，
 

0

救
會
與
樂
青
要
求
捷
運
局
立
即
將
土
方
I'-'l
填
•

並
另
覓
新
址
興
建
機
廠.

但
截
至
目
前
為
II-., 

捷
運
局
仍
堅
時H

程
技
術4

以
克
服
這
個
問
題
，
不
肯
承
諾
遷
址
；
圍

11.8
7

M

首
來
路.

其
實
有
好
幾
個
時
刻•

如
果
當
初
下
了
不
同
的
決
策
，
也
不
會
走
到
今
天
的
地 

步

。
：
^

在
一
九
九
四
年
時
，
如
果
當
時
維
持
原
案
將
機
廠
設
在
溫
仔
圳
，
樂
叱
不
必
被
拆•

捷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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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
樂卞院現況• *.O :.年七门。（顏兑一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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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4

以
早
好
幾
年
通
車
。
Ifli'
o
o

四
年
樂
生
保
存
運
動
開
始
時
，
樂
生
院
山
坡
地
部
分
還
沒
開 

挖
•

如
果
常
時
變
史
設
計
，
也
不
會
有
今
天
的
後
果
。
二O
O

七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工
程
色
如
果
採 

用
保
存
百
之
之
九
—
院
區
的
方
案
，
山
坡
地
開
挖
的
部
分
較
少
，
或
許
也
不
矜
產
生
走
山
的
問 

題

。
樂
生
院
區
的
拆
除
本
是
一
場
文
化
與
人
權
的
悲
劇
，
如
今
卻
演
變
成
：
駒
無
法
收
場
的
公
共 

安
全
鬧
劇
。
以•
卜
本
文
將
分
析
這
場
鬧
劇
發
生
的
結
構
性
因
素
。

I  

保
存
運
動
的
困
境

梁
生
院
保
存
蓮
動
之
所
以
未
能
成
功
的
保
留
大
部
分
的
院
區
，
乃
源
，tl
於
三
個
相
互
交
織
的 

結
構
性W

境••
被k

地
资
本
綁
架
的
阈
家
機
器
、
理
性
外
貌.
卜
的
非
理
性
導
業
、
以
及
混m

現W
 

的
部
市
論
述
。

就
第
一
個W

境
而
言
，
捷
迚
通
申
固
然
有
利

IIJ
民
通
勤
，
然
而
沿
線
房
地
產
的
利
益
才
是
地 

方
政
荠
關
心
的
重
點
，
政
客
不
僅
為
地
主
與
開
發
商
代
言•

有
些
人
其
至
自
己
便
是
開
發
商
。
彳 

迖
也
難
怪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討
論
機
廠
選
址
問
题
時
，
台
北
縣
政
府
就
因
為
溫
仔
圳
農
業
區
未
來
土 

地
開
發
的
利
益
而
主
張
遷
移
至
樂
生
院
。
而
一
九
九
四
年
三
月
新
莊
與
三
重
兩
地
市
長
為
了
捷
運 

提
前
動
工
，
竟
能
號
兩
千
名
民
眾
與
十
一
位
立
委
到
立
法
院
去
請
願(

姚
耀
婷
，20

1
0

 ,

頁
八 

十
)

。
對
政
客
來
說
，
樂
生
院
的
歷
史
意
義
並
不
重
耍.

樂
生
院
唯
一
的
意
義
就
在
於
它
是
最
容 

易
取
得
的
機
廠
川
地•

機
廠
在
樂
中
院
的
盹
纽
足
捷
運
開
工
的
耍
件•

捷
運
開K

UIJ
會
促
使
沿
線 

七
地
大
幅
增

fl'i
。M

此
•

代
表
地K

與
開
發
商
利
益
的
地
方
政
客
—
矜
不
斷
對
決
策
唞
位
施
嘥

-  

收
顽
強
的
抗
把
任
何
對U

利
益
的
挑
戰
。
這
或
許
也
可
以
解
釋
為
何
在
鲥
後
的
保
存
運
動
屮.

從 

中
央
到
地
方
、
從
國
民
黨
到
民
進
礴
，
沒
有
一
個
首
長
願
意
正
視
保
存
的
課'
題

。

保
存
運
動
而
臨
的
第.
個
闹
局
乃
是
捷
運
規
劃
與
工
程
單
位
包
裝
在
理
性
外
表
下
的
非
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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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策

。
現
代
規
剷
畀
業
讳
質
迚
」'/.
/±
幾
flAi
假
設
之•
卜

，
亦
即
：

PIi
性
' 

企
盤
性
、
科
嗲
方
法
、
阈 

家K
S

以
及H

有
規
剖#

知
道
什
麼i
n

ili
公
共
利
益(

s
a
n
d
e
r
c
o
c
k
,

 

1
9
9
8
,  P

.
6
2
)

。W

此
- 

阑
家
體
制
内
的
傳
業
規
剧
?;-(

交
辿

部

、W

迚
MJ
的
畀
家)

站
/1-:'

個n

以
為
外
在
於
政
治
的
立 

埸
-

以
符<
=

现
忭
祝
序
訂
定
捷
述
路
線
。
然
而
常
既
得
利
益
巧
將■

個
鄰
避
設
施(

捷
運
機
廠) 

挪
移
至
一
個
最
弱
勢
團
體
的
居
住
空
間(

樂
牛
院)

時
-

捉
出
原
有
方
案
的
專
家
竟
也
能
配
合
這 

個
新
的
決
策•

以
符
合
程
序
理
性
的
方
式
發
展
出
論
述.

諸

如

「
公
“
地
取
得
較
容
易
、
迴
龍
地 

區
人
口
持
綃
增
加
、
樂
生
院
原
本
就
耔
改
建
計
畫
等
」
。
此

外

，
在
保
存
運
動
者
提
出
各
種
替
代 

方
案
之
際•

捷
運
局
總
足
一
再
以
技
術
不
'-J
行

、
不
符
合
工
程
規
範
等
理
由
，
柜
絕
和
保
存
運
動 

湖
體
溝
通
，
似
足

TV
後
乂
被
證
明
並
非
事W

。
舉
例

IflJ
言
.

二O
O

「
年
樂
牛
院
曾
進
行
古
蹟
指 

定
的
莕
鎭
，.
濟
議
委
員
个
數
要
求
保
存
樂
生
院
，
並
呼
籲
捷
連
暫
|-|.
伶

—
•

另
觅
機
廠
地
點
或
變 

史
機
廠
設
計
。
然

IflJ,

當
時
捷
運
局

fli
絕
變
史
計
遨
，
認

為

：
「
若
現
地
部
分
或
全
部
保
存-

則 

增
加
之
工
程
費
用
均
在
百
億
以
上.

完

1:
期
限
均
延
遲
一.
年
以
上
」
。
然

而

，
當
文
建
會
委
託
的 

民
間I;
程
顧
問
公
司
提
出
「
保
留
百
分
之
九
十
方
案
」
時

，
捷
運
局
又
改
口
說
原
地
保
存
是
有
可 

行
性
的
，
但
是
堅
持
「
保
存
百
分
之
四
十
是
捷
運
局
的
底
線
」
。

在
政
商
合•

與
假
專
業
现
性
兩
個
因
素
的
混
合
之
下
，
產
中r

第
三
個
闲
境
：
「
樂
生
與
新 

莊
對
1/.
」
的
公
共
論
述
。
從
一
九
八O

年
代
中
期
開
始-

縣
政
府
便
開
始
在
政
策k

試
圖
將
新
莊 

由
工
業
城
轉
型
成
服
務
装
的
中
心•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例
子
就
足
從•

九
八
五
年
開
始
規
劃
的
「
新 

莊
副
都
心
」
。
在
•

九
九
五
年
蘇
貞
昌
任
縣
長
時
提
出
了
「
台
北
縣
雙
十
旗
艦
」
計

畫

，
要
將
副 

都
心
打
造
成
「
台
北
縣
的
玆
哈
頓
」
，
和
隔
人
漢
溪
對
望
的
「
板
橋
新
都
心
」
形

成

「
雙f

城J

;

4

例
如
曾
任
新
莊
市
畏
的
蔡家

：一

就
擁U

「
家
福
建
設
^i
業
股
份
仃
限
公
«0
」
、
「
家
欣
纽
設
」
興

「
元
福
建
設
」
等
開
發 

公

H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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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ri:
o
o

六
年
周
錫
瑋
擔
仟
縣
長
後•
史
宣
稱
要
將
「
新
莊
副
都 

心

」
打

造

成

「
六
星
級
國
際
城

rli
」
。
對
於
長
期
處
在
台
北
都
俞 

生
活
的
外
圍
的
新
莊
居
民
，
這
些
都
市
論
述
不
但
主
導
了
對
新
莊 

發
展
的
想
像
，
更
驅
動
了
居
民
對
於
地
方
發
展
的
欲
望
，

1111
捷 

運
的
早
闩
通
車
則
是
地
方
發
展
的
前
提(

姚
耀
婷.

2010

 •

頁
九 

十
二)

。
在
這
個
情
境
下-

當
捷
運
局
宣
稱
機
廠
不
完
工•

新
莊 

捷
運
即
不
能
通
車
時•

樂
生
院
民
竟
成f

PFl
礙

「
地
方
發
展
」
與 

「
公
共
利
益
」
的
全
民
公
敵
。
無
怪
乎
副
總
統
呂
秀
蓮
於
二0
0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至
樂
生
院
了
解
保
存
爭
議
時•

她
竟
然
對
院 

民
說• •
「
,'!
蹟
很
重
要
，
但
國
家
要
花
很
多
錢
，
你
們
願
意
嗎
？ 

你
們
賠
得
起
嗎
？
」
雖

然

，
當
二O
 
一
二
年
初
新
莊
捷
運
在
機
廠 

未
完
工
的
情
況•
卜
通
車
至
輔
人
站
時
，
這
補
對
立
的
假
象
不
攻
白 

破
-

然
而
國
家
這
種
混
淆
現
實
的
都
市
論
述
卻
已
造
成
打
喂
保
存 

運
動
的
效
果
。

綜
上
所
言
，
樂
生
院
保
存
運
動
的
戰
役
之
所
以
打
得
如
此
艱 

辛

：W

與
政
商
利
益
共
惘
的
政
府
、
規
剷K

裎"M

位
的
由
業
盲 

U

、
以
及
將
樂
小
院K

與
新
莊
居
民
對
立
起
來
的
都

111
論
述
等
三 

倘
結
構
性
的
問
題
有
關
。

|  

我
們
得
到
了
什
麼
？

如
果
就
蘩
生
院
區
原
地
保
存
的=

標

來

說

.,,
ia
場
保
//•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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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約
注

'  'OO

七
年T
W

會
決
採
取
「'
/L
-.O

」
方
案
的
那 '

刻
就
結
束r

。
但
是
從
關
心
义
化
、
 

人
權
與
社
會
正
義
的
保
存
運
動
者
的
觀
點
，
新
的
運
動
才
正
毁
展
開
，
誠

如

一

位
社
蓮
人
士
所
言.•

如
果
不M

從

「
我
們
失
去
了

什

麼

」
，
而S

從

「
我
們
得
到f

什
麼
」
的
角
度
來
看
，
今
天
樂

生
保
存
運
動
的
格
局
，
未
必
不
能
從
這
續
住
的
卜
八
棟
開
始
…
…
不
要
忘r

.

「
樂
•

生
.

院

•

還
•

在

」
。5

事.W

上
•

樂
牛
院
的
確
保
佴
部
分
货n
^

間
•

但
史
-0(
耍
的
是
，
/L
保
权
連
動
者
的
努
力
卜- 

不
但
運
動
參
與
者
的
空
間
意
識
改
變r

,

樂
生
院
也
浮
現
並
掛
存
於
市
民
大
眾
的
空
間
認
知
之
中
。

就
院
民
的
改
變
而
言
，
在
長
達
九
年
的
社
運
過
程
中
，
院
民
從
逆
來
順
受
的
個
人
，
逐
漸
的 

轉
變
為
具
有
高
度D

我

認

同

、
積
極
參
與
公
共
事
務
的
社
區
關
體
。
由
於
自
卑
心
態
與
隔
離
經 

驗
-

多
數
院
民
原
本
傾
向
「
接
受
」
命

運
.

配

合

「
阈
家
政
策
」
。
然

而

，
在
樂
青
成
員
以
及
外 

界
知
識
分
子
的
鼓
勵
下•

院
民
開
始
對
自
己
糜
生
自
尊
。
同

時-

他
們
學
習
到
一
種
在
公
共
領
域 

說
話
的
方
式.

從
最
初
的
：
「
『
我
們
就
是
不
想
搬
，
不
願
意
搬•

高
樓
不
適
合
我
們
』•
，
到
學
會 

說

這

是

我

們

的

古

踉

，
是

世

界

遺

產

「憲
法
保
障
我
們
居
住
權
，
這

是

基

本

人

權

、

國 

內
工
锃
人
員
連
雪
山
隧
道
都
挖
得
穿.

IHI
時
保
留
樂
生
又
蓋
捷
運
有
何
困
難
、

國
外
醫
嘐
研
究 

報
告
說
，
老
人
住
大
樓
沒
每
自
然
空
氣•

會
死
得
比
較
快
』
」
等

等(

鐘
聖
雄
，20

0
7

 , P.97)

。
 

在
此
我
們
看
到
樂
生
院
民
「
展
開r

對
立
論
述
的
創
造
與
流
通
，
藉
此
形
成
關
乎
她(

他
)

們
身 

分

、
利
益
與
需
求
的
對
立
詮
釋
」(F

r
a
s
e
r
,  

1
9
9
3
,  P

.
1
4
)

。
而
這
些
對
立
詮
釋
其
實
|]<
是
他
們
在

5
 

http://www.blackdog.idv.tw/wordpress/index.php/2s8/  1
2
/
0
4
/
s
t
i
i
l
h
e
r
e
/  (

檢
索
门

期•• 2
S
3
/

1
/
2
3 )

圖 11.8
樂牛.n救矜到台北m政府前陳悄• ：o—一年十二w。（顏焭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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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領
域
爭
取
權
力
的
重
要H

具

。

就
參
與
運
動
的
嘐̂

[fljM
,

由
於
個
人
生
涯
規
剷
个
同•

樂
吉
的
參
與
者
時
有
變
動•

但
是 

樂

T*r
這
個
組
織
卻
始
終
保
有
活
力
。
樂
青
成
立
時
成M

以
醫
學
院
學
生
為
主
：
到
了
第
二
個
時
期
’
 

則
以n

T-J
都
市
規
劃
或
建
築-

以
及
社
會
科
嘐
研
究
背
景
的
學
牛I

取
多••
到r

後

期

，
由
於
運
動 

影
響
力
逐
漸
擴
人
，
成
H

身
份
變
得
史
多
元
化
，
各
種
背M

都
有(

鐘
聖
雄• 2

S
7

 

•  P
.
9
6

)

。
此
外• 

參
與
樂
青
的
學
生
中
有
許
多
人
後
來
也
參
與
其
他
各
式
的
環
境
或
社
區
蓮
動•

可
以
說
足
替
台
腾 

的
都
Hi
社
會
運
動
提
供
了
新
血
。
誠

如•

位
運
動
參
與
者
所
言
：n

m

樂
生
聯
盟.

從
來
就
不
是 

■

個
有
組
織
、
有
規
範
的
團
體
，
任

何
'

個
關
心
樂
生
保
存
議
題
的
人-

都
可
以
對
外
宣
稱
他
們 

是
青
年
樂
生
的•

分

子

。
因
此
網
路
上
那
呼
高
辦
、
正

義

旗

幟

，
對
質
疑
者
揮
大
刀
的
，
也
是
樂 

青
沒
錯
啊
。"

」

的

確

，
在
台
辦
藍
綠
惡
鬥
内
耗
的
政
治
氣
氛
下.

由
於
樂
生
保
存
運
動
對
社
會
正 

義
的
喂
持
，
使
得
它
成U

抱
甸
社
搿
使
命
感
的
什
年
一
個
社<
w

踐
與
，|'I

我
質
現
的®

要
場
域
。

至
於
保
存
運
動
對
外
界
的
影
嚮
則
可
以
從
以
下
三
個
例f

來
觀
察
。
從
二o
o

fi
年
開
始
，
 

樂
生
保
存
運
動
打
續
不
斷
地
有
藝
文
關
體
投
人
，
試
圓
以
藝
術
交
流
的
;;
式
•

一
7J
而
翻
轉
外
界 

對
漢
生
病
的
負
面
印
象
，
另
一
方
而
則
凝
結
樂
生
院
民
的
感
情
與
鬥
志
。
歷
年
來
在
樂
生
院
舉
辦 

的
藝
術
活
動
包
括
了
「
樂
生
影
展
」
、
「
生

命

、
音

樂

、
大
樹
卜
」
、
「
理
想
藝
術
節
」
、
「
樂
生
那
卡 

西

」
等

，
這
些
活
動
將
樂
生
院
轉
變
成■

個

「
不
同
世
代
與
團
體
交
流
的
藝
術
場
域
」(

陳
佳
利- 

2
0
1
0

 , P
.
3
1
3
)

。
其

中

「
樂
生
那4

四

」
史
是
由
藝
術
工
作
者
與
樂
生
院
民
共
同
作
詞
作
曲
，
並 

製
作
成
《
被
迆
忘
的
阈
竹
》
畀

帜

。
參
與
削
作
使
院
民
「
從
傅
統
病
患
的
被
動
形
象•

轉
變
成
具 

K

動
创
作
力
的
杜
術
家
」(

IHI
前
)

。
Hfw
k
 •

樂U
2

與
院
民
艮
期
以
樂
少
院
作
為
活
動
期
地-

並 

蝌
辦
汽
沌
义
化
活
動
對
外
界
發
聲-

對
於
轉
變
人
眾
對
蘩
中
院
的
觀
感"

很
人
的
作
川
。

其

次

，
從「O

O

七
年
夏
天.

部
分
樂
青
成
員
開
始
推
動
成
立
「
樂
生
溥
物
故
事
館
」-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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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當
年
十
二
月h
-
 
• H

開

涪

。
「
樂
卞
博
物
故
li
a';
」
利
用
當
時
尚
未
被
拆
遷
的

r.
字
喂
让
築(

即 

主
要
的
H-
政
與
醫
療
院
所)

作
為
展
場-

i

耍
以
物
件
、
相
片
與
文
字
等
方
式
展
示
院
民
的
日
常 

活
以
及
保
存
運
動
。•

開

始

，
院K

並
不
認

hiJ
NJ
物
館
的
設U
,

闪
為
傅
物
館
「
隠<

15
對
保
存
迚 

動

的
"

補
退
讓
與
否
定
，
似7

唯
朽
即
將
泊
逝
的
文
化
興̂

骶

，
才
矜
泊
切
地
採
取
吋
物
館
的
保 

存
策
略
」(

陳
佳

利• 2
0
1
0

 , P.299)

。
然

而

，
當
博
物
館
成
立
之
後
，
院
民
卻
不
時
主
動
擔
任 

導
覽
工
作•

和
參
訪
者
分
亨
肉
身
的
歷
史
。
絡
莕
回
憶
、
分$

控
訴
公
部
門
个
人
道
的
対
持 

物
館
成
為
部
分
院
民
獲
得
心
靈
忍
藉
的
一
種
方
式
。
然

Iflj
，
博
物
館
的
纽

7.
更
人
的
意
義
6-:
於
將 

'

直
被
隔
離
的
樂
生
院
，
轉
型
成
對
公
眾
展
示
與
解
說
的
教
育
空
間-

引
發
大
眾
射
於
漢
生
病
患 

人
權
的
關
注
。

除
了
博
物
館
的
建
立
外
，
樂
青
也
在

一  
'
O
O

七
年
夏
天
開
辦f

「
樂

生

社

區

學

校,

一
方 

提
供
附
近
居
民
活
動
的
公
共
空
間•

另
一
方
面
則
「
將
無
用
的
大
學
生
之
社
會
位
置
在
此
情 

境F

轉

變

成

為

社

區

老

師
•

賴
著
不
走
的
患
者
‘
轉

成

樂

生

院

的

阿

公

阿

媽(

姚
耀
婷
，
 

2
0
1
0

 

•  P
.
1
2
6
)

，
進

IflJ
改
變
：£

民
對
樂
zl-
院
的
刻
板
印
象.

敁
至
進
一
步
願
意
卞
動
使
川
-':-3
個
空 

間

、
參
與
樂
生
文
化
園
區
的
設
計
規
劃
。
「
樂
生
社
區
學
校
」
由
來
自
北
區
各
大
專
院
校
的
學
生 

義
務
擔
任
課
秤
老
師-

發
揮
向H

的
所
舉
專
長-

開
設
各
棟d

藝
課
程
，
到
二o
 

'  O

年
為
止- 

總
共
舉
辦
了
六
：

E

 •

由
於
課
程
多
元
、
收
費
低
廉
，
廣
受
附
近
社
區
居
民
歡
迎.

據
估
計
有
三
百 

個
以
上
的
學
童
參
加
過
學
校
的
課
程
。
？
雖
然
從
二O

 
一
 O
年
秋
天•

由
於
捷
運
的
施
工
，
使
得 

t

課
使
用
的
房
舍
出
現
許
多
裂
痕
，
顯•
小
出
地
層
已
經
在
滑
動•

造
成
安
令h

問

題

，
因
此
社
區

6
 

h
t
t
p
:
/
/
m
i
n
k
e
3
3
.
b
l
o
g
s
p
o
t
.
h
v
/
2
0
0
7
/
0
3
/
b
l
o
g
-
p
o
s
t
l
2
0
.
h
t
m
l  (

檢
索H

期
：20

1
3
/
1
/
2
3 )

7

「梁
生
»li-I:
區

校 

j  
的
課
程
HI
參4

h
3
p
:
/
/
l
o
s
h
e
n
g
s
c
h
o
o
l
.
h
l
o
g
s
p
o
t
b
v
/
s
e
a
r
c
h
/
l
a
b

s:

2
0
1
3
/
1
/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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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不
得
个
停
止
招
生
。
然

而

，
社
區
學
校
的
確
拉
近
了
樂
生
院
民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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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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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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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關
係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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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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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月
樂
生
開
始
拆
険
前
夕
，
社
區
學
校
的
家
長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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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署
陳
情
。
而
樂
生
社 

區
學
校
的
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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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與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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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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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仍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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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一
個
工
作
團
隊
，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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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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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定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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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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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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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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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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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改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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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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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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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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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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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存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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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對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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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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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既
定
政
策
的
強
大
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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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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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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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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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的
院
區•

替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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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重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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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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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漢
生
病
人
的
歷
史
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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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市
民
改
造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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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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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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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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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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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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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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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生
博
物
故
事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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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
樂
生
社
區
學
校
」
等
方

式

，
樂
生
院
民
找
到
了
串
連
他
們
生
活
經
驗
的
語
言
，
發
展
另
類
公 

共
論
述
，
並
促

使•

般

11-1
民
人
眾
IE
祝

弱

勢

15-
的
文
化
與
人
權
，
重
省
都

rfi
社

會

IE
義
的
課
題
。
 

W

此
•

樂
生
院
保
存
運
動
對
於
城
市
民
主
的
連
>/:
而

言

，
不
能
不
說
是•

個
重
大
里
稈
碑
。

最

後.

讓
作
者
以
一
首
樂
生
院
保
存
的
運
動
歌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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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所
有
關
心
樂
生
的
肋
友
相
互
共
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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