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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台灣宜蘭 20 年來的地景改造運動，是宜蘭經驗的外在面貌。從冬山河整治

成功，宜蘭縣冬山河親水公園設置，一直到羅東運動公園、縣府大樓的完工，多

年來公共建設讓宜蘭獲得了無數的認同與掌聲。而日本的古川町歷經 40 年持續

不斷的社區營造。古川町的全體居民身體歷行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其成功多樣

的社區營造活動及成果，榮獲得了日本「故鄉營造大獎」。古川町是日本社區營

造成功的典範之一。 

時間的脈絡主要為影響台灣宜蘭以及日本古川町進行改造的背景源頭。在生

活環境因素的背景下，同樣造成了面臨需要改善環境的要素，使的推動者帶動了

改革，以一處為起點開發或改善。也因改善的成功，造成了對環境的重視，也對

環境的改造開始有了信心。因此建立了里程碑，並依此為準則，陸續定位自己所

要發展的目標規劃。 

而後續因經濟的發展，使的傳統的文化或環境面臨了衝擊與破壞，在這些因

素下，兩地區同樣為了維護自己的環境與傳統，陸續施行了改善方法以維護自己

的環境。本報告將以時間點來建立宜蘭經驗與古川町物語的對照，以作為分析其

內在的關連與深層意義之要點。 

【關鍵字】：公共空間、公共領域、環境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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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架構 

    

    

    

    

    

    

    

� 宜蘭經驗與古川町物語之對照 

一、宜蘭經驗 

宜蘭至冬山河整治成功，宜蘭縣冬山河親水公園設置獲得了無數居民的認同

與掌聲，有了這劑強心針，使人民與政府間於生活環境上有了共同的方針，而這

也對未來宜蘭各項重大公共設施的進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後續的羅東運動公園、縣府大樓的完工，讓縣民充分體會空間之美。當生活

品質受到居民的肯定，意味著宜蘭之美，已深入宜蘭人的心中。公共空間的設計、

規劃，多年來已讓宜蘭獲得了無數的認同與掌聲，而有了公部門的示範，縣民也

開始對美有了想法。這 20 幾年來的地景改造運動，使宜蘭經驗的外在面貌有了

重大的變化。 

因此，宜蘭縣政府邀請建築師、學者、民眾，共同討論出最適合宜蘭縣民的

住宅特質，然後給民眾興建房舍的建議，出現了和宜蘭自然景觀相稱的「宜蘭

厝」。而為了要讓美感教育往下扎根，宜蘭縣也針對校園的建築、景觀美化下了

一翻功夫。在民間與政府持著想同的理念共同努力，造就出今日各種令人讚嘆的

宜蘭經驗。 

背   景 

推動者 

起  點 

里程碑 

自我定位 

經濟發展 

外來衝擊 

傳統維護 

環境因素 

△ 時間脈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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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川町物語 

古川町位於日本關西岐阜縣的山城小鎮，人口約為 1.6 萬人，四面翠綠的山

脈，清澈的溪水，環抱著與世無爭的山居歲月。歷經 40 年持續不斷的社區營造。

古川町的全體居民身體歷行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其成功多樣的社區營造活動及

成果，榮獲得了日本「故鄉營造大獎」。古川町是日本社區營造成功的典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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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川町市區中央的瀨戶川，寬約 1.5 公尺，在 1960 年代，是淤泥滿溝、髒

亂不堪，但當地居民全體總動員，一起拿起水桶等清理，這項「使社會更光明、

使街道更美麗運動」，獲得熱烈迴響，古川町的社區改造運動因而萌芽，而共同

把三千多隻鯉魚養得肥肥的，並保存溪流的清澈，成為全鎮共同責任。 

從瀨戶川開始，古川町的社區發展正式開始，從地方上建築物的外觀到街角

的建築物是否會對社區整體外觀造成影響，古川町的居民無不一一去關心，對古

川町的整体營造達到最大的效益。而古川町的問題不只有內部的，從外來的和時

代所帶來的衝擊，又對古川町產生傷害，一棟破壞古川町整體外觀的旅館在此出

現了，從此古川町以前那些「不成文」的規定，變落實成環境管制條例，只為了

保護古川町優良的傳統及以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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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空間的設計、利用及維護上之區分 

△ 古川町與宜蘭經驗公共空間的設計利用差異說明表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古川町古川町古川町古川町    宜蘭宜蘭宜蘭宜蘭    

公
共
空
間
的
設
計

 

古川町對於公共空間的設計並非由居

民以外的人去做，而是由居民本身去創

造出一個屬於古川町本身所擁有的特

色。而在此，居民們本身也一個默契存

在，不需任何提醒或拘束去做有關公共

空間品質的相關維護。 

宜蘭對於公共空間品質的計畫態度是「犧牲

時間去要求品質」，所以宜蘭以十年的時間去

完成公共空間的設計及完工。自此，在品質

與時間之中，寧願犧牲時間也要品質的理

念，成了宜蘭縣政府成員之間的默契。 

公
共
空
間
的
維
護
及
影
響

 

沒有任何公權力的介入，僅僅只是居民

們愛護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的一種力

量。這讓當地居民全體動員，一起拿水

桶清理積滿淤泥且相當髒亂瀨戶川，這

項「使社會更光明、使街道更美麗運動」

使得溪流更加清澈，而維護賴戶川就成

為全鎮共同責任。瀨戶川雖是一條小水

溝，但充分代表古川町居民愛護故鄉的

心。 

宜蘭全縣實施綠化工作，除了水邊護岸外，

也將人工構造物減少到最低。管理並防止水

源污染的發生，並考慮設廢污水處理設施。 

冬山河原本是條易造成水災的河流，但在政

府的規劃下成了條水流、水位皆平穩的人工

河，更發展成一條平衡於自然生態與人文生

活的全新水域。 

公
共
空
間
的
特
色
及
其
維
護

 

古川町對於公共空間的維護是由民眾

之間的老規矩去訂定，像原本為學生們

所設立的天橋，由於破壞古川町原有特

色之公共空間的視覺景觀，所以居民們

將天橋廢掉，改作地下道，而地下道的

出入口正是具有古川町特色的木造建

築物，充分發揮古川町獨特的木造技術

及景觀。 

在公共空間的美化上，宜蘭縣的縣民並沒有

相當的有共識，在街道的景色設計上也沒有

特別的想法，僅僅只是對於公共空間的維護

有著一種責任在，使得宜蘭縣的公共空間乾

淨而整潔而沒有擁有屬於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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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性歷史轉捩點的掌握 

對古川町物語與宜蘭經驗的分析運用時間的架構，以背景、推動者、起點、

里程碑等項目來作對照與分析。 

△ 古川町與宜蘭經驗公共空間的設計利用差異說明表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宜蘭經驗宜蘭經驗宜蘭經驗宜蘭經驗    古川町古川町古川町古川町    異同處異同處異同處異同處    

背
景

 

宜蘭縣位於雪山及中央山脈的蘭陽平原，長期

為颱風、水災、地震所困擾。而被宜蘭人稱為

「生命之河」的冬山河支流，遇颱風就氾濫成

災。 

古川町市區中央的瀨戶川，寬約

一點五公尺，在一九六○年代，

是淤泥滿溝、髒亂不堪。 

同因生活環境因素的不

良，而造成了需要改善環

境的要素。 

推
動
者

 

1.七、八任縣長李鳳鳴先生於任內時以治山防

洪為施政重點，使宜蘭縣不再因天然災害頻

繁而導致嚴重損失。 

2.九、十任縣長陳定南先生，強調有形無形的

建設並重，均衡農工商之發展。 

3.前任縣長游錫堃先生，標榜「文化立縣、環

保立縣、觀保立縣」。 

4.劉守成縣長持續的經營管理 

5.設縣四十年中，其間縣民配合著政府推行土

地改革，辦理土地重劃；發展文化事業；推

動交通建設以及環境保護、發展觀光事業等

各項施政。民間與政府持著想同的理念共同

努力，造就出今日宜蘭經驗。 

1.當地居民全體總動員，一起拿

起水桶等清理讓環境獲得改

善，並得到熱烈迴響，使得古

川町的社區改造運動因而萌

芽。而後居民為了維護水質的

清澈，每天二次主動撈起水中 

的落葉和雜物。 

2.除居民共同維護外，由政府

輔助改善環境，使其社區改造

活動得以成功。 

宜蘭：以政府單位為主導

推動建設，而人民配合施

行。 

 

古川町：是以人民主動為

改善環境而行動，政府輔

助其改善運動，使社區營

造能更順利的施行。 

起
點

 藉由冬山河親水公園之建設，陸續帶動宜蘭縣

政府一系列的建設活動。 

當地居民全體總動員，一起拿起

水桶等清理賴戶川。 

因起點的成功建立了信

心，並對環境的規劃起了

重視。 

自
我
定
位

 

自我的定位，是宜蘭經驗的開啟之鑰。 

宜蘭這 46 萬人口的小縣，以人文、環保立縣，

積極從事文化建設，以提昇縣民素質；推動環

保工作，以改善生活環境品質，發展觀光事

業，以增加全縣收入，期使宜蘭成為一個健

康、美麗、富裕、民主的人間樂土。 

以社區的維護，居民名自主

的進行社區營造，由居民有效的

利用荒廢空屋及空地，由古川的

傳統文化設計出屬於本地的特

色與風格。 

宜蘭：以自然環境空間、

地景改造為其發展。 

古川町：以自我社區改造

活動為主，創造出自我的

風格。 

里程碑

 

以冬山河親水公園為其里程碑。 以飛驒木匠文化館為其里程碑 － 

經
濟
發
展

 

並非以本地之產業引入經濟，而是以藉規劃之

地區以達到觀光、休閒、遊憩與教育等各種目

的。 

 

將本地的林業發展至精緻產

業，使其木材為日本主要供應

地，另外以木材為主的建築及飛

驒木匠文化館也供應了觀光經

濟的來源。 

宜蘭：運用規劃完成的地

方引進休閒與觀光增加

收入。 

古川町：以當地的產業為

主，並變化其為精緻產

業。觀光的價值只是附屬

於在他們成功的打造社

區再造後，無形中浮現出

來，卻不是他們刻意經營

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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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宜蘭經驗宜蘭經驗宜蘭經驗宜蘭經驗    古川町古川町古川町古川町    異同處異同處異同處異同處    

時
代
的
衝
擊
與
因
應

 

 

一、 人為造景的水泥化，違反生態真義。 

二、觀光誘因對當地承載與生活的衝擊。 

1.河親水公園 

(衝擊)冬山河親水公園的興建，成為宜蘭  

重要地標，也成為其觀光勝地，每年國內外

會有眾多遊客到此遊玩，更替宜蘭帶來可觀

的觀光收入。但眾多遊客可能會製造的垃圾

污染問題， 

(因應)負責規劃的「象集團」在冬山河規 

劃時的報告中則提出，對於冬山河風景區垃

圾處理訂出三大規則。 

2.北宜高速公路興建計畫 

(衝擊)(1)宜蘭市與台北間之行車距離將因此而大幅

縮短會帶來居住人口的成長及商業消費量的

增加、舊有產業面臨到外來產業的競爭與衝

擊以及舊有公共空間恐感不足之憂 

(2)宜蘭市將有被「台北化」的隱憂。因而失

去原有的地方特色及文化。 

(因應)宜蘭縣政府企圖透過「縣總體規劃」 

規劃成「成長管理」體系。 

3.高樓潛在的破壞 

(衝擊)高層集合住宅破壞了傳統的「竹圍、散村 」

景觀，且使容積率越高。 

(因應)容積率與總量管制掌控 

 

一、 外來建築的破壞景觀 

(衝擊)外來的設計師，不瞭解當地

風俗民情或為了利益的關

係，建造了與當地景觀完全

不輔的建物，造成了景觀破

壞。 

(因應)當地居民聯合政府制定一套

有關建築的規定，維護當地

的景觀。天橋之改建   

二、古川町天橋 

(衝擊)古川町本有一座天橋，是為

了方便小學生過馬路而設

計的，但此天橋卻破壞了景

觀。 

(因應)因此將天橋改建地下道。為

了和當地的傳統建築相配

和，地下道的出入口也採用

和式建築。 

三、街角空屋的處理 

(衝擊)由於街角的空屋將變為停車

場，此將破壞整個社區的景

觀。 

(因應)政府幫忙尋找進駐的商家，

以維護當地的街景。 

 

宜蘭：面對環境的衝

擊，政府利用強制的

手段及法令的強制性

來因應處理。 

 

古川町：當地居民 

運用柔性的溝通以 

即與政府的協調合 

作，制訂獎勵及補 

償等措施去改善社 

區的環境。 

傳
統
的
維
護
與
轉
化

 

一、冬山河親水公園 

  設計理念是要喚起人類“親水”的天性，強

調宜蘭人的赤子情懷，所以親水公園的建材都強調

使用傳統的建材-石頭。用宜蘭的一磚一石打造的親

水公園，令人看起來更有鄉土感，也更親切。  

（設計者為國外人士所設計） 

二、宜蘭行政大樓 

   為了代表宜蘭民俗，建設為公園的型態。 

三、 宜蘭厝 

  規劃師與建築師結合對地方歷史傳統的尊重、自

然及物理環境的瞭解與對當地營建材料的熟稔，堅

持不要興建與大自然、生活環境不相稱的房子。 

在各項公共工程中明顯表達，對宜蘭建設之堅持以

及理念充份。 

一、景觀的維護－以木造建築為主 

古川町是木材的生產地，為木匠的

故鄉。房子多是和式建築，於建造

屋子時不用任一根鐵釘都用木頭

接榫而築成的。（設計者為地方人

民所設計） 

同樣為了保有地方的

特色，在建築或規劃

時都考慮其地方風俗

作為規劃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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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近代以來公德與公共領域的探討 

有許多的公共道德在環境、時代的變遷下已消弭不存，對於古川町與宜蘭在

現代化的過程中，許多政治與社會上公共道德的維護與保存的是如何延續下來或

者就此消失不見，以下表列出相異點： 

△ 古川町與宜蘭在公共領域上的比較表 

古川町古川町古川町古川町    宜蘭宜蘭宜蘭宜蘭    

一個國小的小女孩的愛鄉文章，點出了古川

町許多居民的心聲，也喚醒了居民為古川町

付出心力的一股無形的團結力量。 

（這篇愛鄉文章是維護古川町公共環境意

識提升的源頭） 

宜蘭以十年的時間去完成公共空間的設計及完

工。自此，在品質與時間之中，寧願犧牲時間也要

品質的理念，成了宜蘭縣政府成員之間的默契。 

（由縣政府去倡導使宜蘭的居民們的公共道德意

識提升） 

古川町居民全體動員，一起清理這條髒亂的

瀨戶川，而且大家也都有默契的不再亂丟垃

圾，這項「使社會更光明、使街道更美麗運

動」是沒有任何公權力介入的，僅僅只是居

民們愛護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的一種力量。 

（一種團體的公共道德力量無形的約束著

古川町的居民，當中包含了積極與消極的公

德意識。） 

宜蘭全縣實施綠化工作，除了維護水岸外，也將人

工構造物減少到最低，並且防止水源污染的發生。

冬山河原本是條易造成水災的河流，但在政府的規

劃下成了條水流、水位皆平穩的人工河，更發展成

一條平衡於自然生態與人文生活的全新水域。 

（由政府去實施對於環境維護的規定，而非社會上

的公共道德意識所形成，屬於一種消極的公德意

識。） 

在古川町居民心中有把尺，不需要任何言語

與文字的拘束，大家就會有默契的公同遵

守，這是他們的老規矩「町內所有屋子都是

用他們所引以為傲的木造和式屋所作成」。 

不過，老規矩由於經濟因素，逐漸的被外來

的人士給破壞，居民們為維護古川町長久以

來的美好風俗，於是與町公所協議訂定出

「景觀條例」，規範外來的人士必須遵守古

川町的老規矩，而不加以破壞。 

（拒絕洋風的入侵，町公所與古川町居民由

無文字的老規矩與之後衍生的景觀條例，都

是努力保存國家及家鄉的特有技藝而不去

破壞，這是種積極的公德意識。） 

「竹圍、散村 」是宜蘭的傳統建築景觀，而由於

宜蘭被開發的關係，高層樓的集合式住宅逐漸居

多，而宜蘭也愈來愈失去他的特色，而且許多地主

為了經濟效益的關係，竭盡使用空間，使得生活空

間品質逐漸下降。 

由於不想讓宜蘭變成第二個台北，最後縣政府以容

積率控管來維護宜蘭的生活品質與環境空間且努

力的建設「宜蘭厝」使宜蘭更有屬於自己的特色。 

（不斷的吸納外來的資源與資訊，使得宜蘭不再像

從前那樣擁有屬於自己的特色及美好環境，居民們

亦沒有任何共識想去維護，以致最後由政府使用公

權力介入管理。這是宜蘭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居民

對於公德意識的消逝是毫無警覺的，或許也是因為

一開始對宜蘭環境維護的公德意識並不是因為居

民本身意識到而去發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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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倫理之探討 

現代的人都以「人」為主體，但是大多數人卻都忘了對環境產生關懷，倫理

就是道德，現代的人何嘗能真正的區關心到週遭的環境呢？人和環境是息息相關

的，如果我們希望看見自己週遭的環境是美好的，那麼我們是否應該注重倫理觀

念，而自然環境又是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隨著人類開發自然日益劇烈，因此，

人類急須一個超越人本中心的倫理，來規範人類與其他生物的關係。 

近年來除了全球議題所關心的酸雨、臭氧層破壞的議題，還有許多與野生動

物、非野生動物的問題，如流浪狗的處置問題、黑面琵鷺與工業開發區問題、野

生動物狩獵問題、垃圾問題、要不要砍行道樹等，在在顯示了我們嚴重缺乏環境

倫理觀，所以我們人類需與其他生物，應有「生命共同體」的認知。永續社會或

永續人類的基礎，並非建築在人類的科技與文化上，而是人類社會的每一份子都

有責任維護環境全生命體系的完整性。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古川町古川町古川町古川町    宜蘭經驗宜蘭經驗宜蘭經驗宜蘭經驗    

開始 由賴戶川被生態破壞開始 由冬山河整治截彎取直開始 

人 居民 政府 

後續 政府輔助居民 政府為主力 

研究探討古川和宜蘭的差別，在於環境倫理方面，最大的差異就是在於推動

的對象及凝聚力。對象即是何人來發起這個活動的，而凝聚力就是社區一種無形

的意識。 

1.對象：古川是當地的居民自己省思到應該對環境的尊     重，而自己發起

維護賴戶川及放養鯉魚的工作，而宜蘭則是政府為了整治經常氾濫的

冬山河後，才進行了一連串的建設及總題營造，有此可以看出，對環

境倫理的重視，是古川優於宜蘭。 

2.意識：有了一個開端之後，古川的人民有一一個共同的理念及強量的社區意

識，讓他們覺得應該保護自己生活的環境，所有的居民也很有公德

心，會主動的清理河川的垃圾，即使到後面一些維護當地的建築風

格，居民也是一條心，而宜蘭則是政府作了一連串的努力之後，才喚

起居民應該維護自己生活環境的觀念。 

3.政府：古川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輔助的角色，反觀宜蘭，一直從頭到尾，都

是政府扮演一個主導的角色。 

4.居民：古川的居民是一個主導的角色，想怎麼做、怎摩去維護，都是由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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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發起，然後政府在輔助他們能做的更好，而宜蘭的居民就只在享用

政府作的努力，並沒有參與到很多。 

5.影響：古川和宜蘭的居民都因為這個美好的生活環境得來不易，所以都很努

力的去維護，都成為一個附有特色的觀光勝地。 

� 結語 

雖然在環境倫理的體會及發展上，古川和宜蘭有著強大的差異，感覺似乎是

古川在環境倫理的體認上優於宜蘭，但雖然如此，古川和宜蘭的居民最後都愛惜

自己的土地，畢竟這樣的成果是得來不易的，也期望任何人都能像這些居民看

齊，不要讓我們的道德被蒙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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