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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寐鄉野樂團就在我家門前

、社區政府互動 發展

戒嚴解除，威權解體，台灣正拋脫它的舊傳統，奔向二十世紀 。 在蛻變

求新、交替神速的今天，政治人物為了獲取社會中各種勢力的支持，提出主

權在民、市民主義的觀念，使民意高漲 。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基層的力量開始

湧現，由舊社會蛻變而成的新社區， 一夕之間由被漠視的邊睡，變成社會改

造的基點，成為政治社會重視的焦點 。

令天 ，執政者在推動建設的過程中，重視民眾的參與，透過溝通，使施

政發揮更好的成效 。 此一改變，使反映民眾聲音的社區，受到重視 。 因此，

社區參與公共建設，不僅在台灣邁向新世紀時，具有重要意義，社區與政府

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必將影響未來社會政治的發展 。

我是一個歷史學的工作者，很少涉及專業以外的事務，對社會學的理論

完全不懂，也非社區營造的專家，實在沒有能力撰寫這種文章 。 不過，既然

是一個社區的義工，參與了四分溪整體環境改善計畫的工作，覺得有一分責

任與義務，就搜集所得的會議紀錄等文獻資料，以及自己參與工作的筆記，

記錄下中研社區發展的歷程、社區活動及參與四分溪整體改善規畫方案的過

程，並參以個人觀察的心得不日意見，作為公共建設與社區參與的一個個案，

向大會報告，其中有許多不成熟及疏漏之處，敬請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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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物中心喚起社區

中研社區原名思亮新村 ，是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輔建的公教住宅 ， 第一批

二百六十八戶於民國七十三年完成，第二批十六戶於民國八十三年完成，現

共有二百八十四戶居民 。

中研社區的環境幽靜 ， 一位鄰居筆下的景致是「南有中央研究院作前捏

，北有公園作後院，右手四分溪直奔而來，在社區的西邊緩緩流過，溪外那

條蒼翠如龍的丘陵作我們的屏障 。 放眼紅塵滿天，噪音奪魄的台北 ， 有這麼

一塊寧靜的地段，實在可以稱得上是上天的厚愛 J( 杜正勝 ﹒ (美夢成真)) 0 

現有住戶中有一半是中研院的員工 ， 學經歷各有專精 ， 是人才匯聚 ， 資源豐

富的社區 。 不過，由於長期缺乏制度的運作，住戶各務本業，以致每個人只

孤單而獨立活動於自己的屋內，把社區當成忙碌之餘占有的空間而己 ，對社

區沒有歸屬感 ， 公共領域乏人照顧， 垃圾增多 ， 生活品質越趨下降 。 國科會

實驗動物研究中心的興建 ， 對平淡的社區衝擊極大，居民猛然意識到維護社

區安寧與居住品質的重要 。 在動員抗議動物中心的過程中 ，居民開始關注到

生活上共同的議題，社區共識逐漸浮現 。

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在多位鄰居的催促下 ，改選了久未活動的理事會 ，

成立社區理監事會 ，選出霍海源等十八人為理、監事，由霍海源擔任理事長

。 三月十二日召開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 當時與會者鑒於投票人數太少 ，正

當性不足 ， 決議先行成立臨時性理監事會 ，規畫成立正式的社區組織 。 同時

決議成立了三個小組，著手推展社區活動:即規劃美化社區環境、解決環境

問題的社區環境小組，規畫並主辦社區聯誼、文化活動的社區活動小組，以

及收集相關法規 、研擬社區組織章程及編印社區通訊的社區組織規畫及社區

通訊小組 ， 由周昌弘 、林琇梨與星海源分別擔任召集人 ，正式展開社區活動

《好鄰居》是社區刊物，由余麗娜和吳珍慧擔任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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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雖屬臨時的性質，但由於理事會成員及各小組召集人認真任事，

相繼舉辦了跳蚤市場、社區環境大掃除、登山夜避、敬老年禮、資源回收、

定期撿拾社區及公園垃圾、見童才藝班、太極拳班、共同購買、社區綠化等

活動，得到居民的肯定與支持 。 所發行的 《好鄰居} 則提供溝通居民意見的

管道，大家暢所欲言 。 社區所辦各項活動，在居民的支持下都能順利展開，

凝聚了居民的向心力，也募集了足夠的金錢，推動更多的活動 。

理事會為維護與提升社區的環境品質，除成立監督小組，監督動物中心

的環保設施外，並函請市政府公園處，改善公園走道磁磚及管制公園深夜打

球，請工務局改植四分溪堤岸的樹木，舖設七十巷路側的柏油 ，督促動物中

心修建圍牆，敦請台大園藝系教授協助規畫美化環境等 。 在政府相關單位的

協助，及社區居民的配合下，社區環境獲得很大的改善 。

為了使社區組織及運作制度化，社區組織規畫小組蒐集相關法規，經仔

細討論之後，研訂社區組織章程 。 民國八十四年三月十一日，住戶大會通過

組織章程，正式改名為中研社區協進會，同時產生第一屆理監事，推選塵海

源為理事長 。 從此中研社區街正式的名義展開社區活動 。 不過 ，由於政府法

令規定每-個里只能成立一個社區，中研里已有 一個雖然缺乏活動，卻正式

登記的社區，而且名稱與本社區相近，因此到目前為止，中研社區還是缺乏

政府支持，須自求生路的社區 。 這一個妾身未明的情況 ，使得本社區的處境

顯得相當尷尬，也無法得到官方的有效資助 。 但是，我們的目的只在維護及

提升社區的環境品質，並與鄰近居民分享經驗而己，目標單純，活動固定，

所費不多，居民的會費與捐款也足夠支持，不必斤斤於考慮或為爭取政府的

補助，而要不斷改變自我，以迎合外界的期望，因此仍然能維持學術社區的

清新面貌 。

從臨時理事會到第-屆理事會的一年間，是中研社區重要的真基期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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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期成果之一是組織及制度的建立 。 章程是行事的基標，理事會定期召

開會議，各小組的活動分別規畫執行，照章行事，使社區活動與運作均有制

度可循 。 目前整個理事會的組織除7理事長、秘書長、出納、會計、通訊主

外，有資源回收、活動、綠化、環境等四個小組 。 各組成員分別由理、監

事及熱心義工擔任 。 其二則是積極爭取支持，從事社區綠化、環境整理、舖

設柏油等基礎建設工作 。 此外，對違規設立的商業活動、招牌、廣告等，都

設法排除，乃至動員反對在中研公園南側興建廁所等，目的是要維持本社區

單純、寧靜的住宅環境，使生活品質不受汙染 。 這一連串的作法，對社區環

境的維護與居住品質的提升，奠定深厚的基礎 。

民國八十五年三月九日住戶大會，產生第二屆理監事，由黃寬重接任理

事長 。 在既有的制度上運作，本屆理事會仍維持舊有經常性的活動，包括每

月二次的資源回收，每二個月一次的社區大掃除，每週一次共同購買，及捕

捉野犬、年節敬老、兒童才藝、太極拳等 。 不過，在做法上有了較大的改變

。 為了擴大參與、爭取認同，鼓勵更多鄰居走出室外，彼此交流、強化社區

的凝聚力，並且與鄰近居民分享本社區的經驗與心得，除了在賀伯颱風之後

，動員社區整修公園、扶持樹木之外，也舉辦了幾次較大型的活動，像社區

跳蚤市場、中秋賞月、歲末才藝表演會，以及二次的認識樹木的活動，都有

百人以上的居民與鄰居參加，才藝表演會甚至吸引了二百餘人，堪稱盛況空

前 。 藉著活動，招募、訓練義工，投入社區的人越來越多，以往互不認識、

不打招呼的鄰居，彼此在工作中認識、交流，使得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愈加

增強 。

經由三屆理事會的推動，結合所有社區居民的努力，中研社區從建立制

度、基礎建設真下發展的契機，再由擴大參與、爭取認同，使得社區更具活

力 。 這種變化所帶來的效果，可以從垃圾及竊案的減少得到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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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社區有較好的居住環境，住著許多高學歷的專業學者 。 這些學者以

往忙於事業研究，無暇關注周遭事務，忙碌之餘只顧自家的居住品質，對社

區環境甚少關心，垃圾無人撿拾，造成髒亂，從一至三期的《好鄰居〉上，

不斷有人撰文強調環境整潔的重要，以及理事會發動社區環境大掃除與每周

定期撿拾垃圾的事實，顯示社區整體環境相當髒亂 。 經過三年來不斷的努力

，現在社區附近的垃圾明顯減少，髒亂現象不再 。 目前，除了義工自願性的

撿垃圾外，社區已取消定期撿垃圾的活動 。

失竊案的減少 ，更是守望相助 F的明顯成效 。 本社區興建時較有規畫，

也是中研里比較具有特色的建築，加上居民多是公教人員，外界常以為是高

級住宅，易引起宵小的注意，竊案不斷 。 據霍海源在八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公

布於《好鄰居〉上的(住戶失竊調查報告 ) 中指出，就回收的一百八十九戶

中，有六十五戶曾經遭竊，比例高達三分之一 。 理事會為減少居民的損失，

多次討論改善之道，甚至擬議設立社區警衛系統等多項方案，但都因不同的

困難而作罷 。 理事會深切體認到，任何作為都不如居民彼此關照、鄰居守望

相助來得重要 。 霍海源在 〈好鄰居 》 的發刊詞中就剖切指出要改善此一現象

，最積極的辦法就是鄰居們彼此多一分關注與協助，方能達到守望相助的效

果，警衛的效果也才能真正發揮出來 。 呼籲大家走出自己家門，藉由交流消

除隔閔才是治本之道 。三年來社區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固然改善了居住環境

，更重要的是讓居民走出來，經由參與活動、彼此認識、熟拾、 、彼此關懷、

照顧，配合警方的協助，目前雖然沒有精確的調查資料，但從居民告知的情

況看來，住戶遭竊的案件是明顯減少了 。

此外，擴大參與的作法，也加強了鄰近居民對本社區理念的了解，達成

睦鄰的目的 。 -年來社區舉辦的各項活動，都對中研院員工與中研里居民開

放 。 在楊立凡里長的支持合作下，幾次大型活動都有鄰近的居民擔任義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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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活動，使雙方有更多的交流，社區所推動的環保觀念與社區意識，也受

到們的回響與支持，中研社區藉著這個機會，擴大關懷的視野，與鄰近居民

之間建立了良好的互動關係'不再是一個被視為孤傲、自我、封閉的學術社

區而已 。

中研社區能夠在短期之內獲致不錯的成果，得力於制度的真定，這方面

壁海源所領導的兩屆理事會及各工作幹部功不可沒 。 在百忙中投身社區的熱

心成員，和許多默默奉獻的義工，使社區發揮一定的凝聚力 。 但是，如果不

是許多女義工們戮力以赴，則社區仍將停留在徒有方案的文書作業而己，工

作無法落實與推動 。 中研社區的主要工作幹部是中研院的研究人員，他們在

專業學術上各有成就，工作壓力極為繁重 。 這些人在社區工作上，多扮演決

策與聯絡的角色，實際活動的推動:從籌畫、聯絡、布置及社區內部事務的

溝通，幾乎全賴女義工們在家務、事業忙碌之餘，熱心奔走、通力合作，才

能圓滿成功 。 如果說中研社區目前有什麼令人欣慰的成績，則社區內二十多

位熱心的女義工的貢獻絕不能抹殺 。 這點也說明，婦女能力的發揮，是社會

與社區活動中重要的動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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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主義抬頭共同改善環境

往音在威權體制下過日子的市井小民，與市政建設之間的關係'是很遙

遠的 。 市民的需求與市政建設的推動，除由相關的主辦人員主動規畫外，雖

然也有透過鄰里基層反映，或者民意代表的提議而達成的，但不論是那一種

情況，當建設推動時，從規畫到施工、驗收，都是由主辦單位完全負責，與

各項建設關係最密切的當地居民，反而很難有表示意見的機會，以及參與的

管道;當地居民的需求有時被漠視，甚至產生建設與需求 、 環境相背離的情

況 。 這樣的結果，常使政府照顧基層、推動建設的美意受到冷漠的回應，得

不到市民的認同，甚或引發抗爭 。 在推動各項建設時，也因缺乏前瞻性的規

畫及與居民溝通不足，因簡就陋 ， 而出現規制化 、 單一化的建築與建設，遭

到詬病 。 君不見，台灣地區各項公共設施如公園、觀光地區的圍籬、市內堤

岸等，到處都是規格化的水泥森林，看不到人文氣息及地區特質，無法反映

當地的人文景觀與鄉土特色 o 我們在幾經努力之後，享受到的經建成果，卻

是把自己隱沒在一座座用龐大金額堆砌成的水泥森林中，冰冷生硬缺乏人性

，毫無美感 。這些冰冷的景觀，與台灣經濟起飛相伴而來，形成台灣經驗的

另一種寫照，相當諷刺地呈現在你我的面前 。

隨著社會多元力量的形成、社區意識的拍頭，主權在民和市民主義的觀

念，漸漸成為台灣政治、社會的基調，人民的聲音開始受到重視 。 執政者為

掌控這一風潮，以實際的行動來使這一口號得到落實 。 許多地區性的建設，

從規畫到施工，都鼓勵市民參與 。 這種透過規畫，鼓勵市民參與，甚至以市

民參與的比重，作為支持規畫與否的方案，對提升市政建設與增進市民與市

政之間的互動關係，具有良好的示範作用 。 最近與社區鄰里關係密切的中研

里社區活動中心的興建過程，就充分反映執政者開明活潑的一面 。 鄰里居民

期望社區活動中心不再只是婚喪喜慶的宴客場所而已，可以同時扮演市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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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學習、娛樂與教育等多方面的功能 。 更重要的是鄰里居民在參與規畫與

施工的過程中提供意見，彼此溝通、互相尊重，充分體現民主政治的精神，

使他們對親身參與的公共建設有更深一層的感情，會主動關心，愛惜自己擁

有的環境。活動中心成為居民共同參與、 一齊學習，相互關懷的地方，對促

進地方和諧、鄰里和睦有很大的助益 ， 相信也是推行市民主義的具體表現與

成果 。

本社區也有因居上是提供意見而改善公共設施面貌的例于 。 中研公園除了

栽植樹木之外，就是-些運動設施，但居民覺得這些設施的顏色冰冰冷冷的

，與整體環境很不協調，曾多次反映，建議改善 。 八十五年春天 ，整修運動

設施時，相關單位終於接受本社區居民的意見，在社區貼補部分款項後，改

變了涼亭 、籃球架等設施的顏色，使居民的心情大為開朗 。 這一改變，雖然

微不足道，所獲得的不只是顏色改變所帶來的視覺效果而已，更展現了政府

執行單位，接納民意，引發市民參與公共建設的信心與熱忱'使市政建設的

民意基礎更為落實 。

四分溪是本社區一個重要構成部分，自從整建之後，雖然達成防洪功能

，但堤岸上除了水泥森林之外，只有栽種稀疏的楊柳樹，毫無景觀規畫 。 由

於疏忽綠化，拉遠了人與大自然的距離 。 堤岸上的柳樹更由於種植及保養不

當，種後旋即枯死，十年之內，汰死植生達五次之多，使得河堤兩岸沒有綠

蔭，毫無生氣，居民必須頂著大太陽，在柏油路上行走 。 新建的四分溪成了

一項負擔 。這種情況經社區理事會不斷反應'後來得到楊里長的支持才改由

中研里的山豬窟回饋金中撥款，種植適應能力比較強的水黃皮，市政府定期

疏港及清除雜草 。 本社區則在定期掃除中清理岸旁的垃圾 。 四分溪整個景觀

與結構，在無法令人滿意的改變之前，由於本社區多方努力下 ， 目前有 一個

尚可接受的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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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四分溪 擬訂階段目標

中研院與中研里是坐落在四分溪與大坑溪交叉口上，每當洪水爆發時，

這二條溪流氾濫就會形成中研院與中研里的大災害 。 民國六十六年九月二十

二日， 一場突如其來的大水災，使中研院及其附近地區受害極深，重要文物

資料也遭受損失。為避免洪水為患，中研院函請政府疏潛水道及防止山坡地

濫建，於是由台北市政府著手規畫整修新河道 。 當時主辦單位以防洪功能為

唯一的考量，建成了目前形式的四分溪與大坑溪 。 四分溪流經中華工專、中

研院、中研旦到南深橋與大坑溪交會，納入基隆河 。 由於上游仍存在工廠及

汙染源，因此整建後的四分溪的水質，難以清澈 。 這與舊時可以親近而且清

澈見底的四分溪，形成極大的對比 。 往日人與河流之間的親密關係，被冰冷

的水泥河床、堤岸和水泥柱所隔絕了，缺乏了對河的親近感，?可也因汙濁、

乾枯'失去了吸引魚、鳥的棲息，和人的親近性 。 政府花了龐大經費所建的

四分溪，竟然只能寒愴的扮演單一功能 。 鄰近四分溪的中研社區居民，當然

不願甘於接受目前的情況，但改變現狀談何容易，社區所能做的只是消極的

勸阻行人入溪涉水，到堤岸、河床撿拾拉圾、清除雜草，或建議相關單位定

期作疏渚及改種樹種而已 。

令天，台北市政府為落實市民主義，在推動市政建設中，鼓勵社區參與

，使中研社區的居民，對辛苦經營的居住環境，以及其最親近的四分溪的改

造案，燃起新的希望 。

四分溪流經中研院，是中央研究院院區中重要構成部分，對中研院景觀

的塑造，有著極大的影響 。 李遠哲院長上任以來，為了改善院區的環境，改

變以往頭痛醫頭局部改善的消極作法，委託專業的景觀顧問公司，從整體發

展的觀點，進行長期的研究規畫，為中研院院區的長期發展，預為設計規畫

，以改變目前僵化、不協調的形態 。 此一方案目前正由李如儀先生所領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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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工程顧問公司進行規畫 。 四分溪在院區規畫的過程中，佔有重要的分量

，但是四分溪是前後相續的溪流，院區部分的改善，對整條四分溪而言 ，產

生了斷裂現象，對整體環境及東多生於斯長於斯的市民而言，助益不大 。 這

一來 ，便驅動 了中研院、中研里楊里長與本社區，推動改善四分溪整體環境

的構想 。

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為了 「 提升市民主動參與改

造地區生活環境品質，及凝聚社區居民對未來生活空間發展的共識 J '公開

徵求委託 「八十六年度地區環境改造計畫 」 的公告，使社區對改進四分溪整

體景觀環境的構想，得以落實 。 都發局在公告中強調，歡迎對本計畫相關之

規畫設計專業業者與社區民眾或團體，合作組成工作團隊，提案報名參加 。

為求四分溪整體景觀的規畫能前後相績，而竭盡心力的三個單位:本社區、

中央研究院景觀規畫小組與中研里，乃共同委託衍生公司，向都市發展局提

出 「 四分溪整體環境改善計畫 」 。 八月五日進行公開評審結果，這個計畫案

，獲得通過 。這一來，由源頭做起，形成前後 -貫的景觀規章案，為四分溪

增添了新色彩，社區居民也得以實際行動參與市政建設的工作，為市民主義

開歐了一個新的意義 。

衍生公司在計畫案中，為建立一個良好的生活圈，凝聚社區共識，擬藉

由環中研院與中研里的溪流與公園生態帶系統的建立 ，以及穿越研究院路及

舊庄街兩側幾個重要結點的規畫，結合中研院特有的人文學術氣息，來打造

一個學術社區的模範 。該項環境改善工程，既由整體性、長久性為目標，為

考慮現實的條件，擬定分期而行、逐步展開實際可行的做法 。 現階段之工作

，是為四分溪沿線中自中研院至南深橋止之美化，為本年度執行項目 。 其初

步規畫方案的主要內容包括三項， 一是現有河道剖面之調整，引進親水、近

水設施及溪流生態/植栽 G 二 、沿河兩側人行步道之改善，包括鋪面、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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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樹、 座椅 、垃圾桶、標示牌等設施的改善 。三 、院區活動中心前的河

段加蓋，以配合院區之開放空間整體規畫與利用 。 希望分階段將中研院、中

研社區及鄰近溪流的地帶，建設成為一個具有整體社區面貌，充分交流互通

，充滿親切與自由氣息的學術型社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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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民眾參與討論推動社區認養

衍生公司所提的規畫案，強調民眾的參與'是本計畫的重要特色 。 方案

中揭示的進行重點，包括前畫作業與初步之現況調查，成立社區環境規畫委

員會，訪問座談及調查，民眾參與工作討論會，舉辦社區說明會，推動環境

認養，民眾參與施行等七項 。 為了落實社區居民參與的精神，衍生公司在推

動「四分溪整體環境改善計畫 」 時， 一面進行實地人文、生態的勘察，一面

對中研里的居民進行問卷調查 。 幾經討論、規畫後，由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主辦，中研院、中研里、中研社區協進會及衍生公司四個計畫提案單位，

於八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晚上，在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二樓會議室，舉

行第一次社區說明會 。這次說明會由楊立凡里長主持，出席者包括中研院代

表許嘉獸所長，各鄰鄰長、關心社區發展的里民及本社區居民共六十餘人，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楊股長及相關官員五人蒞會，南港區黃區長也蒞臨指

導 。 會中，主要在聽取衍生工程公司簡報其規畫構想，由李如儀總經理率五

位工作人員出席，並由李先生親自作簡報 。 在簡報中，衍生公司首次提出破

堤親水的方案，為社區發展勾勒了美麗的藍圖 。 該公司希望在社區居民的支

持下，將四分溪規畫為一親水公園，並結合中研院，經由整體規畫，使中研

里成為學術社區的典範 。 簡報後，接受居民詢問，進行雙向的意見溝通 。

本社區對此次說明會甚為重視，除發函邀請居民出席外，特敦請對景觀

、生態等有研究的專家，如從事生態研究的陳章波教授、景觀設計專家中研

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的黃蘭翔博士及本社區綠化小組成員出席 。 會議進行

時，各方的意見很多，討論非常熱烈，主要議題有三 ;包括一 、交通方面，

目前防叫道路、社區道路旁，居民多作為停車之地，將來如何解決停車問題

，須詳作規畫，中研院側門應俟交通問題解決後方可開放 。二 、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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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訊問題，討論上游水質改善與汙染源的控制，公園上不透水鋪面及階梯

太多、缺乏空地 ， 景觀栽植應以原生樹種 、 本土樹木，如原有的野薑花 、 蜜

源植物為主，人工設施宜少，希望復育螢火螢，清除研究院路二段的垃圾場

。三 、 組織架構方面 ， 建議成立社區工作小組，及提請社區總體營造協會協

助未來的規畫 ， 增加說明會，請市府相關單位派員出席，共同解決問題 o 這

次會議討論的要點分別刊於本社區通訊〈好鄰居〉十二期(八十六年一月 一

日出版)及衍生公司所作的期中報告書中 。

為配合市政府的要求及增進工作效率，本社區隨即成立「四分溪景觀工

作小組 J '請周婉窈 、 林琇梨、張秋寶、何建明 、 蔡吉源、陳章波、黃蘭翔

及黃寬重為小組成員，由周婉窈任召集人 。

衍生公司在第一次說明會，聽取民眾意見後 ， 對初步規畫案進行修正，

於八十五年十二月六日，向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作期中報告 。 此次會議，

市府相關單位 、 中研院 、 中研里及本社區均派代表參加 。 衍生公司在報告中

提出 「 還地予河 」 的理念，建議在南深橋至勤力橋之間，四分溪近公園一側

，原農業用地部分破堤，結合四分溪河道，規畫為親水的河潰公園，在公園

內以緩降的草坡來取代原有僵硬的河堤 。 將原有臨溪之八米道路拓寬為十二

米，並設置人行步道，使此一道路成為河潰公園之主要道路，兼顧防況作用

。 為因應居民停車需求， 在中研公園之一角或鄰近地點闢建立體停車場

。 對計畫內容、規畫構想及課題、植栽計畫 、 植栽種類等都作了詳細的說明

，同時也提出該規畫在水平Ij、交通 、 土地權屬所面臨的問題 。 這些問題，經

各方面仔細研商之後，認為破堤親水計畫，牽涉水工試驗 ， 須慎重處理，宜

考慮替代方案 。 公園不宜設置停車場，停車問題須再規畫 ， 南港衛生下水道

完成及中研院汗水處理設施完工後 ， 可望改善四分溪的水質 。

期中報告之後，本社區景觀工作小組於八十六年 月八日，再邀衍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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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進行工作簡報，了解期中報告內容，修正方案，並建議在河堤景觀規畫上

注意綠化植栽的整體性，不宜有所偏重 。

八十六年二月三日，衍生公司分別對本社區景觀工作小組及中研里做第

二次社區說明會 。 此次說明會在研究院路二段二巷二號二樓基督教宣道會南

港教堂舉行，由楊里長主持，出席的居民近百人，台北市政府都發局及相關

單位官員亦蒞會說明、解答問題 。 衍生公司提出破堤親水方案尚未成熟之前

的替代方案，亦即從勤力橋至南深橋間，近公園河岸的農業用地改為綠化緩

坡的公園，近堤地區設置露台 。 近公園河岸的道路，除緊急時可以發揮防用

作用外，平時僅作為人行、自行車通行的人行步道區，禁止車輛通行 。 車輛

改停於臨近山邊的河岸，另架設三處真有景觀作用的人行便橋，溝通兩岸，

既免無處停車之苦，及興建停車場破壞環境之弊，又維護整體景觀 。 此一替

代方案頗獲居民的支持，但居民對停車空間的規董與土地取得、河岸綠化的

問題，仍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供衍生公司參考 。 本社區則希望在規畫人行

步道時考慮由勤力橋延伸至研究院側門，使植栽、綠化能前後相績，河堤上

考慮植栽矮小灌木 。

目前四分溪整體環境改善計畫，仍由衍生公司依據居民的意見，進行最

後的修正，至少尚須進行一次說明會，與居民充分溝通並獲認可後，才能定

案 。 四分溪的整體規畫中，大家最期待的是經由水質改善及破堤或改變堤岸

形態，達成親水公園的期望，使四分溪成為台北市最富鄉野氣息的河川，結

合中研院、中研里構成一幅獨特的學術社區 。 這一個構想，目前由於水利上

防洪的考慮，無法馬上實現，不免令人遺憾 。 為了彌補規劃時程短促造成的

遺憾，衍生工程顧問公司所提考量自然生態的河潰公園及人行步道等替代方

案，是目前尚可以被各方接受的方案 。

不過，就社區居民而言 ，若能經過仔細的水工試驗、水文研究，解決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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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所造成的難題，真正建立一個兼具防洪功能及原野風味的親水公園，是所

有居民夢寐以求的願望 。 我們深盼自己居住的環境是前有小河，後有山坡，

結合山水之美的鄉野樂園，而這條可以親近的溪水，正是我家面前的四分漠

。 期盼在專業工程師、學術研究社團及市府的通力合作與長期支持下，圓我

們兒時的夢 。 那時，我們可以傲然的告訴所有的台北人，不必到宜蘭的冬山

河，南港的四分溪就是一個山水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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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推動公共建設需有永 A'Þ.. 
正~

政府推動公共建設與企業家經營產業一樣，需要有永續發展的觀念與作

法，不能急於求成 。 任何一項公共建設的推動，除了執政者(包括政府與議

會)具有前瞻性的眼光，進行周全的規畫 、彼此協調配合以及嚴格的品質管

制之外，還要結合專業素養的專家學者，與社區民眾一齊參與合作，才能有

一勞永逸、品質保證、垂諸久遠的建設成果 。

不論是生於斯或長於斯的社區居民，都和這片土地連結在一起，他們對

居位環境的特性最清楚，也有分濃厚的感情 υ 他們為自身及後代的長期利

益考量，對與當地發展密切關係的任何公共建設，當然關心 。 政府從事任何

建設，與他們溝通，有時雖然由於牽涉到不同立場與利益，較為費時，但藉

由不同意見的反映，可以了解不同的特性與需求 。 在溝通的過程中，政府可

以避免資源浪費乃至政策錯誤，居民可以培養互相尊重的素養，學習民主政

治的運作，透過民眾參與，則可以凝聚民力，促使居民熱愛鄉土，和睦鄰里

，共同維護長久的生存空間，使建設發揮更大效果 。

要讓居民的溝通與參與產生正面的效果，必先有 一個認同性強、運作良

好的社區組織 。 以中研社區的例子來說，社區得以組成，源於居民主3維護居

住環境抗議動物中心，但如果沒有健全的組織及制度化的運作，則抗議的議

題一消除，可能一切又回到原點 。 經由組織運作及推動不同類型的活動，讓

各自獨立 、 意見分歧的社區居民 ，彼此熟時、 、關心、建立共識，才對社區產

生認同 o 在整合、推動過程中，會有不少的阻力，也需要有健全的制度，依

法行事，及主其事者以耐心與毅力化解成見，才能有成，並不是一夕可幟，

這是社區營造中極為重要的部分 ，也是-項相當艱巨的工程 。

然而，在公共建設及社區環境的改造中，尤須藉助於專家的協助 。 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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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寢鄉野樂園就在我家門前

以來的社會形態與生活方式，使都市居民彼此隔閔，每個人只顧自掃門前雪

，對周圍環境漠不關心;對待公共事務也多依自己的觀點去觀察，缺乏前體

性、整體性的認識 o 專家除了提供專業素養之外，更能從居民所反映的意見

中，修正規畫上的失誤，整合彼此異見，從實際觀點，替市民描繪一個確實

可行的新藍圖，提出可遠可久的方案 。 專業設計者的重要性於此可知 。

此外，由各相關專業學者 、 社區人員組成的專業社團，更值得重視 。 這

類社群，結合執政者、專家與社區居民的觀點，推動公共建設，可以擺脫不

同利益的糾葛，做長久的研究、規畫，要能對市民的意見、社區的參與，提

出更有整合性的方案，進而對未來的社會發展，勾勒清晰的藍圖，是社會改

造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 目前，各地區均有不同的公益團體及改善社會的社團

，但全國性的社區營造學會，聚集更多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勿寧應該扮演

更積極、更重要的角色 。

四分溪的改善計畫，現在只進行局部的規畫，社區居民的參與也剛開始

，就整條四分溪環境的規畫而言，這只是跨出第一步而已 。 將來還有賴於市

府、社區及專家學者按此配合，密切合作，才能竟其功，尚有一條漫長的路

要走 。 不過，市民主義揭示不久，主權在民的觀念也進入每人的腦海中，民

主政治要平穩的往前走，執政者要排除主導者的心態，聽取、尊重人民的意

見，並借重他們參與公共建設，也許是推動民主觀念、改造社會，具體可行

的辦法 。 讓我們從社區出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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