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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目的  課程內容是研讀北中寮相關文獻，分析調查現有基礎網絡，尋求

整體規劃切入點，提出空間發展初步設計。學生們嘗試從鄉村社區轉型切入，思

考這樣的社區在當前開放流動的社會，需要什麼策略、組織與管理系統，以支持、

引導當地適切地轉型過程。如何利用現有條件、潛力與優勢，在既有涵構網絡秩

序中，發現新的發展架構，是課程的核心目的。  

 

二、新發現的基礎研究分析 

1. 水網路網 
樟平溪在永和、永芳村（村野）有連續彎曲形成潭面，產生無線延展的河岸

空間視覺感，而龍南路像搭在弓弦上的箭穿越河彎直通而過，是最具有戲劇性的

空間與景觀特色。路網匯集點下的資源是維持鄉村生活的產業命脈，而匯集點疊

合所呈現另一種網絡的功能，如路徑方向指示、交通集中點以及產業物流集中

點；路網呈現出新意涵：路網是接近資源的觸角。 

透過匯集點疊合可發現：路與水交匯是較容易達到對河的體驗與道路活動的

點（沿岸活動可藉由－周邊資源、腹地等來提供活動行為的場所），水網＋路網

呈現出的新意涵為：水與路交集點提供感知的平台、活動的匯集。 

 

 

 

 

   

                                                      

山野 村街 村野 

溪的坡度蠻大的山上的樟平

溪，包括龍鳳瀑布、下水堀

溪澗可以讓人親水。 

從清水、內城聚落到龍岩這

一段道路是跟樟平溪平行，

是看不到水的。 

水跟道路是最具有戲劇性

的空間、景觀特色 

路跟河相交的地方視野非

常開闊。 

永芳 龍岩－爽文 龍安 內城 清水 永和 

表4.5-1樟平溪流域分區特色(本研究整理) 

2. 環道 
環道指產業道路，樟平溪流域

中，除了龍南路為主要幹道，

還遍佈著大大小小的各式環

道。環道系統的整理與建立可

串聯以此七村多樣性的生活

經驗場所，不只呈現交通服務

層級，也為慢速體驗的流通路

網。 

圖4.5-1北七村外圍產業環道( 資料來源:黃明彥,研A設計案) 

 4-13

                                                 
5指導老師:羅時瑋，參與學生:王戰野、黃明彥、黃國益、張雅玫、陳豐文、廖偉純、周慧嫻 



                       震災後鄉村公共空間重建之研究─東海建築系在南投縣中寮鄉龍眼林地區之參與經驗 
 

 永和 永芳 龍岩爽文 龍安 內城 清水

 
圖4.5-2北七村存在既有鄉村中小型環道道路系統(資料來源:黃明彥,研A設計案) 

3. 宗教空間 
樟平溪流域中，五營結構、將軍寮、村落中間主要的廟，庄前庄後的土地廟、萬

善祠，從永和、永芳、龍岩、爽文、龍安都有的公墓，這些交織成就了當地生活

結構重要的系統。北中寮七村中每個聚落都有自己的庄頭廟、五營以及土地公信

仰，本計畫為因應鄉村結構的轉變，試圖透過宗教空間的再詮釋，重新找回屬於

地方的凝聚力活化地方。關於宗教空間的分布請見(表2.2-1)。 

 

圖4.5-3七村公共性較高之庄頭廟(資料來源:顏偉純,研A設計案) 

 單村的尺度

水邊小廟 
勝陽宮 
 

 

 

單村的尺度

深山大廟 
三官殿 

 

 東和宮 
若隱若現的廟

單村的尺度 
 

龍安宮 
市街熱鬧的廟 
單村/跨村/七村的尺度 
 

文山宮 
市街熱鬧的廟 
單村/跨村/七村的尺度
 

永興宮 
深山小廟 
單村的尺度 
 

 

 

 

4. 主人性空間 
鄉村與都市最大不同處，在於鄉村人口密度低，人與土地關係較持久穩定，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較持久穩定，是一種「具名」的關係，而非都市中人與人之

間的匿名關係。鄉村裡待人方式是以較完整的「人」站出來面對或招呼他人（客

人），是經常呈現以「主人」（host）而非（master）身分來對待他人（或外來者）。

因此鄉村一般的日常生活中，皆流露出濃厚的「主人味」，一些店舖、麵店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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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店前面，經常聚集村民閒談或閑座，因皆有好客的「主人」在場。這種「主人

味」或「主人性」空間，被視為鄉村日常生活的特色空間，也可能是未來發展的

具有地方性人味的鄉村魅力節點。如村街中的小吃店、機車行、雜貨店、私人亭

仔腳、藥局等，內城與清水村的休閒農場等。 

圖4.5-4七村公共性較高之主人空間(資料來源:王戰野,研A設計案) 

 

文山宮雜貨店-警消隊長家 小吃店菜販 

槌球場 龍安宮 水車廣場- 

 

龍安雜貨店 社區學園 

清水村雜貨店 三官殿 內城村雜貨店 

下水堀農場 清城農城 月桃香農場 

三、空間發展初步構想 

1.水網路網 

配合龍南路在穿越溪流的橋頭便造成視野開闊的

特異景觀，形成強烈地景戲劇性。未來樟平溪沿岸的規

劃可以依河岸的地勢高低、龍南路的護坡架設、以及破

口的位置所造成對河道感受的知覺差異與景觀視角的

方向性來發展適合的河邊生態景觀與親水活動。計畫在

考量水土保持與生態工法下設置親水營地與休憩平台。 

→圖4.5-5水網親水營地( 資料來源:張雅玫,研A設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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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道系統－慢速移動體驗 

龍南路是北中寮七村的交通主幹，而從龍南路分支出去的道路服務層級較

低、速度慢，極適合發展慢速移動體驗活動。目前依現存的或潛力的環道可整合

出三種（大、中、小）不同層級的環道系統，藉以串聯七村多樣性的生活體驗場

景、慢速體驗以及社區流通的路網。北中寮目前正開始發展休閒產業，而一般遊

覽車的觀光行銷車速過快（約15公里/小時，移動視覺高度160公分），其實並

無法體驗中寮特殊生活節奏與經驗，因而建議本區應發展「慢速行銷」（慢速移

動體驗與行銷鄉村慢的生活節奏）。 

 

爬山虎體驗路線 

腳踏車體驗路線 

步行體驗路線 

 

龍岩爽文村 龍安村 內城清水村 永和村 永芳村 

 

3.宗教空間  
龍安宮 文山宮 勝陽宮  

 

 

)

 

現

況 

擊鼓平台

設

計 

構

想 
圖4.5-6環道系統－慢速移動體驗( 資料來源:黃明彥,研A設計案)
↓圖4.5-7宗教空間規劃( 資料來源:顏偉純,研A設計案
 戲台與戶外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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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空間是老人、小孩、婦女聚集活動之處，構想是「信仰中心與生活中心

再度結合成為新的中心，喚回居民的凝聚力」。植入新空間機能(活化的因子)， 

再利用棚架、軟性鋪面、平台與階梯詮釋硬體空間的氛圍。空間計畫依各庄頭廟

廟埕型態設計，植入小型圖書館、露天電影院、課後課輔、假日市集、老人與學

廟宇、廣場、店

起在地居民的生活網絡；在聚落對外界來訪的客人而言，

求串聯、信仰需求串聯、

網絡。 

特性：生活節點的串聯性 

店、麵店、機車行、美容院 

雜貨店、龍眼灶、槌球場、機車行、香蕉市場、藥用

節點：合作農場、東和宮、月桃香農場、清城農莊、下水崛休閒農場、三官殿 

 

校社團活動等。 

 

4.主人性空間 

將人群匯集的節點串聯為一個區域性的生活網絡空間，涵蓋

鋪等空間。在聚落內串

是一個區塊性的主人空間，形成資訊需求串聯、消費需

休閒與文化需求串聯等主人

爽文-龍岩村（爽文路）--新結構關係 

潛力：資訊傳播站、通路 

節點：武龍宮、文山宮、爽文雜貨

龍安村--新結構關係 

特性：小廣場的串聯、生活性的空間串連、宗教文化 

潛力：資訊傳播站、通路 

節點：社區學園、龍安宮、

植物園 

內城、清水--新結構關係 

特性：山區休閒產業的入口門戶 

潛力：資訊傳播站、通路 

圖4.5-8主人性空間結構關係串聯圖 ( 資料來源:王戰野,研A設計案)

龍安村 龍岩、爽文村 

內城、清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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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評析 

    重建第五年關注區域整體行銷議題，空間操作朝向連接（linkage）、發展新

酵成為優質服務據點的發展可能性，楊敏芝(2002)指出「地方文化產業

記憶的重要資源」。陳永進（2003)更近一步

出厚實各產業點的核心事業以及關鍵能力，才有策略聯盟的效益。北中寮必須

積極體認自身的文化潛力，提升休閒服務品質，如此空間的串聯計畫才能發揮

益。 

    研究所A組在2004年的教學課程成果10獲得農委會水保局注意，並促成提

案，委託東海工作隊/建築文化協會進行「北中寮七村整體營造模式之調查與規

0~2005.6)。 

 

 

 

                                                

景觀資源，生活空間界面結合宗教空間、主人空間、流動空間(水與路)，使北七

村各個生活結構重組起來－藍線(水路)、紅線(龍南路)、綠線(景觀資源)、銀色

資源(銀髮族)、及新加入的宗教資源。這部份構想可對照喻肇青(2000)在「中寮

鄉重建綱要計劃」曾提出以藍臍帶孕育生活圈、以綠手指崁合自然環境與人為聚

落的構想，指出野溪防泛、生態復育、清水設施、土地崁合(land mosaics)、斑

塊與廊道組合等基本農村聚落操作法。 

    北中寮各村由於生活領域分區的認知，服務體系與公共設施也因地理而分

處，彼此的聯繫與互動本不理想。地震後這種情形已經透過聯合性空間行動有所

改變，是整區發展的好現象。從樟平溪農村聚落社造統包工程6、社區策略聯盟

計畫－銀綠色村落活化7、南投酒廠酒莊火鳳凰計畫8的推動，串聯內外設施、推

動居民參與聯合行銷、整合文化藝術與發揮創意，都是每個聚落必須一起來作

的。以主人性空間而論，即是羅老師提出的「魅力小舖」9計畫，使在地人了解

以溫情發

(Cultural Industry)隨著經濟體制的運行，已超越原有的文化禁錮，成為地方

再生及建設之重要的經濟資產。在地產業已經藉由地方獨特的文化特質拓展其經

濟領域，成為地方文化經濟及文化

指

更

效

劃」研究 (2004.1

 
6 「樟平溪農村聚落社造統包工程」(2002.5-2003.6)由東海工作隊規畫施工，以中寮北七村為範 
    圍，主要為建立龍南路沿線整體景觀、各村園場整理、及辦理社區營造工作。 
7 「社區策略聯盟計畫－銀綠色村落活化」(2003.11-2004.9)由東海工作隊策畫執行，龍眼林福利  

    協會協助，建立共同產銷制度、社區人才訓練、舉辦龍眼季與槌球季等觀光產業活動。 
8 「南投酒廠酒莊火鳳凰計畫」(2004.3-12)由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企劃執行，以酒莊的主題串 

    聯中興新村、南北中寮與南投酒廠，整合社區產業與文化，進行水果酒產業輔導及遊程沿線 

    硬體建設。執行期間卻因酒廠內工作人員的變動，無法達成如預期的策略聯盟效果。       
9 「魅力小舖」為個性小店，作為村里資訊交流站或資訊流通管道，亦可作為個別與外來客之首 

    要招呼地點，如爽文村雜貨店、龍岩村切仔麵店、美容店。(羅時瑋，北中寮七村整體營造    

    模式調查規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2005.6) 
10  本教學課程由東海建築研究所 A組一年級學生在 2004年六月完成，並在 2004年 10月促成
「北中寮七村整體營造模式之調查與規劃案」，本節資料取自該組學生與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北

中寮七村整體營造模式之調查與規劃案」期中報告，該組學生並參與此規劃案之調查，規劃師

為成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蔡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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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一、

民意想不到與驚嘆，如樹屋、簡易橋、東

因為地景的不規則也讓簡易而方便使用的空間形態

二、學習過程成為新的平台 

三、

和諧的設計與營建。因為使用者賦予設計者自由揮灑的

該

四、

    

較

目標明確所以完成度較高，舉辦節慶時的使用率也明顯比

                                                

學習的野性 

學生奔放的想像力與活力，為北中寮的公共空間帶來新的可能性，所設

計的空間形成的感染力，使在地居

和宮前的捷徑，鄉村空間

在土地上延展開來。想像力成為工作的力量，敦促學生運用各式工法、材料、

與構造，如研 B學生在東和宮的捷徑公園中，即先以概念結構來表達「通

道」空間，運用材料有竹、葉子、木構等，因為主題是通道的邊界處理。而

指導老師與助教扮演旁觀與促進的角色，確認他們的眼光與決定是深思熟慮

的，最後決定權留給學生自己。 

        學生學習實地調查、規劃、設計、與施工，透過村民的眼睛與話語認識

這個「地方」，學習將地方意義、居民記憶、機能、符號、感覺經驗融入設

計中，考量使用者的需求將概念實踐出來，也透過對材料與工具的操作，更

了解施工細部。過程中，也與東海團隊正在進行中的計畫案整合(如樟平溪

流域統包工程,2001-2003)，以更野的設計手法與更精確的施工，為鄉村公

共空間注入新意。 

鄉村震後的空間氛圍與人情關係，成為建築設計學習的活化泉源，學生必須

學習與當地的環境有

空間，是透過一種震災後共同重建的情誼所產生的信任，設計者因此更須對

作品負責，因為是「東海生產」。其中挑戰性正如馬克比(Samuel Mockbee)

教授所說：聰明的設計師理性的設想各種綜合性的議題包括可持續性、耐久

性、適宜材料與地方感。其挑戰在於找出環境考量與經濟受限間的平衡，

思慮的有社區的需求及支持它的生態系統。(關華山譯，2003)11  
鄉野工法的實驗  

    在地生產使建築回到最基本的傾聽社區的社會實質需求，觀察四周所發

生的事，然後委身其中。這樣的方向，容許即興創意、鼓勵大膽實驗、不斷

去界定尚未成定論的發展，是個不停自我停駐的過程，是粗胚，透過許多這

樣的粗胚，界定出新的專業操作範疇，階段性的引出較成熟的作品(羅時

瑋,2002)。東海建築系學生的五次進駐學習之中，除掉第一、五次的規劃設

計學習，其餘三次都是實際在地生產，第二次的龍安村入口公園因為工期

長、經費較充裕、

第一次施作的遊憩設施高。各個時期中的作品以較粗獷的形式出現、朽壞

的，必須考慮材料耐久性、各構件銜接的穩固性、與人為的維護等。與當地

工人(如內城村溫明道先生)或工班的搭配，在過程中協助吸收不準度、教導

各種施工細部技巧，協助學生更能進入狀況的學習。對村民而言，公共空間

 
11 關華山譯，〈訪問山繆．馬克比教授〉，《可持續建築白皮書》，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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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用率最高，東和宮捷

徑公園僅在廟會時有較高使用率，龍安社區學園遊憩設施則因危險性高而遭

是整體樟平溪流域的大

的重新組構，結合村

的日常生活與鄉村資源，再次蓄積鄉村的發展力量。 

    因此這些課程的進行，或結合當時進行的規劃設計工程案(樟平溪農村聚落

社造統包工程，水保局)，或促成新規劃案的形成(北中寮七村整體營造模式調查

規劃，水保局)，對東海工作隊而言，形成社區設計的動態實踐過程，反應出災

後鄉村重建過程中規劃方案支援課程行動的經費、課程研究促進規劃方案的互相

支持運作方式，兩者皆能協助龍眼林地區的發展進程。 

 

的在地質感，也能使他們更為熟悉這些空間，又重新喚起地方的尊嚴。 

維護與後續使用 

    這些學生作品生命週期的變化，從計畫構想、規劃設計、施工、完工、

學生離開後的使用維護與管理、毀壞的連串歷程，雖然採用較自然、粗爌、

耐久性不高等材質與結構，但仍需在地居民的妥善管理維護，延長其使用壽

命。三個實際完工作品中，以龍安村入口公園設施的使

到冷落。維護的好壞情形也如以上順序。從東和宮捷徑公園與社區學園遊憩

設施來看，在地人並不太關心，也不見得打從心理認同這些做法，才會有構

件損壞無人修理、雜草叢生的問題。學生以其豐富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所打造

的作品，在通過在地人的維護與使用考驗之後，東海工作隊已經可以稍微了

解地方的需求與使用習性，避免維護的不便與困擾。 

 

    經過五次的學生參與社區公共空間重建的經驗，為龍眼林社區帶來具有景觀

性、休閒性、連結性的公共空間改進路線，綜觀這個過程，震後第一年：社區學

園周遭改善構想(研A社區重建課程)→第三年：社區學園遊戲與停留空間(研B

設計營) →第三年：龍安村入口公園(大四設計課) →第四年：內城村東和宮捷

徑空間(研B設計營) →第五年：北七村整體規劃(研A設計課)，所關注的議題

由龍安村的社區學園周遭擴至內城村再至北七村的整體，這樣的過程也反應出隨

著重建時間的延長，重建議題也不再侷限在單一聚落，而

範圍思考。所帶來的公共空間結構性影響，一方面串聯起龍安村/內城村主要公

共空間之間的活動與動線，一方面揭示北七村未來在休閒、產業、學習方面發展

的可行方向。一連串的行動有意識的串連過去的研究與公共空間成果，從最初的

點(公共空間)、線(龍南路)、面(樟平溪流域)的連接與串聯，發展到第五年的主

人性空間、水/路網、環道系統、宗教空間等北七村生活面

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