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態單冬仔- 後烏托邦的萌生

光復新村的公共場域計劃



〔   簡述   〕

       台中市霧峰區於921地震造成文化觀光資源的損毀，其後光復國中成立921

地震教育園區，具數公頃的光復新村至精省後一直閒置於旁。在台中縣市合併

後，思考如何重新定位霧峰，2012年初核定光復新村為文化景觀，藉此重新審

思當地產業發展的新路、文化資產的新方案與人文自然的體驗轉型， 於國有土

地上創造回應當地自然紋理與歷史文化的契機。

      從政策與地方產業中研擬合乎日常生活的農學空間並建立起社區的文化氛圍

，在曾以花園城市理念自立造鎮的實驗基地「光復新村」上重塑自然的空間體

驗，為了回應地域性的天際邊界，藉由當地元素轉化為新構造的雛型再回應於

原有的紋理。

      以實質地方社造的空間想像作為設計原點，並以自然為尊塑造空間，反應

單冬仔適性適量的場所感，為本設計的初衷。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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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角與倒角重塑斜屋頂的語彙



ConceptAim

韓非子<喻老>

理想國

UTOPIA

ECOTOPIA

桃花源記

GARDEN CITIES

綠生活
U.2

U.3

U.2.2

U.2.1

U.2.3

U.3.1

U.3.2

Strategy ConceptAim

解決當代問題

生態智慧

草根民主

順應自然

公共領域

民眾參與

複層植栽

社交空間

複層空間

公民教育

用萬物之能

而獲利其上
生態消長

綠生態

綠生產

共生關系

省能增值

生態保育

精緻農業

FactorStrategyConcept

水文分析

植栽分析

地質分析

排水道分析

氣候分析

花園城市概念

地方產業分析

綠帶分布

斷層分布

藍帶分布

風向
雨量
氣溫

日照

重塑花園

產業結合

維護生態

景觀規劃

蓄水疏洪

自然循環

保留老樹

防震建築

生態展示區

生態取水

順應山勢

低密度開發

綠色建材

休閒農業

N.1

N.2

N.3

N.4

C.1

C.2

N.1.1

N.2.1

N.3.1

N.4.1

C.1.1

C.2.1社區營造

D.1.1

特性發展
道路系統分析

文史空間分析

道路規劃

新舊融合

意象地標

空中廊道

新舊空間共構

C.3

C.4

C.3.1

C.4.1

Issue

歷史衍繹

U

D

U.1

D.1

Issue

後烏托邦

道家思想

基地分析架構

site

Nature

Culture

N

C

議題分析架構

設計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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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與事件

往大里

往草屯

坑口里(單冬仔)

光復新村

事件

自立造鎮試驗基地

花園城市規劃

分流式排水系統

地方社團結合

居民社區論壇

大學參與社造

光復新村

種植外來植物

準備南進戰備

農業試驗基地

農事自治村

省政府功能縮減

九二一地震衝擊

居民面臨搬遷問題

精省/地震

整合地方資源發展

再生活化活動

成為文化景觀

閒置之後

植栽分析

地方產業分析

花園城市概念

水文分析

文史空間分析

地質分析

道路系統分析

氣候分析

2012.1.17

台中市文化局核定

後烏托邦

產業整合

交通結點

閒置後空間使用

1895

1950

1998
1999

2012

地域特性

〔   基地   〕

霧峰區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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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區環境分析

河道 斷層

自然因子分析

大里

草屯

高速公路
快速道路 次要道路

主要道路

交通因子分析

觀光資源
文教資源

文中小/大學

資源因子分析
一級產業
二級產業

三級產業
產業因子分析

水蜜桃/鳳梨
龍眼/荔枝 菇菌類

水田/旱田

農業因子分析

金針菇

秀珍菇

杏鮑菇

益全香米

鳳   梨

水蜜桃

(月)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荔   枝

龍   眼

全年採收

桐
林

步
道

北
溝

菇
類

文
化

館

霧
峰

林
家

省
議

會

光
復

新
村

霧
峰

酒
莊

觀光資源

朝
陽

科
大

光
復

新
村

九
二

一
教

育
園

區

亞
洲

大
學

農
業

試
驗

所

水
工

試
驗

所

農
藥

毒
物

試
驗

所

中
興

大
學

農
業

試
驗

場

文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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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新村環境分析

芒   果

樟   樹

榕   樹

黃椰子

龍   眼

木麻黃

茄   苳

苦   苓

槭   樹

白千層

原生種植物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波羅蜜

尤加利

菩提樹

大王椰子

火龍果

火燄木

肯氏南洋杉

阿拉伯棗

印度棗子

星蘋果

糯米荔枝

橄欖樹

外來種植物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車籠埔斷層帶

排水道系統

乾溪

自然因子分析

主要道路

次要道路

人行道路

公車亭

公車動線

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入口

北坑山區

交通因子分析

居住人群

自行車/外拍人群

教育人群

賞鳥人群

觀光人群

早市人群

市場人群

宗教人群

活動因子分析

波羅蜜

芒   果

樟   樹

榕   樹

黃椰子

龍   眼

尤加利

木麻黃

菩提樹

茄   苳

大王椰子

火龍果

苦   苓

槭   樹

火燄木

白千層

肯氏南洋杉

阿拉伯棗

印度棗子

星蘋果

糯米荔枝

橄欖樹

原生種植物

外來種植物

植栽因子分析

甲種住宅

乙種住宅

丙A種住宅

丙B種住宅

丁種住宅

戊種住宅

空間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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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觀之場域計畫

生態

產業 博物館

生態

博物館產業
博物館

產業

生態

現況 目標 最終目標

地震教育園區

光復新村

霧峰農會
十 地震教育園區

光復新村

霧峰農會
十

十國家級博物館

光復新村

霧峰農會觀光資源共享

居民

學生

農會

教育

地方發展

共同理想

光復新村發展亮點
固有機能

新設機能

契機

(光復新村主入口)

光復新村全區規劃
因應政經需要

所產生新機能

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
區域競爭力

低碳社區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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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議題

低碳生活

社會主義

德性

正義完美的地方
自然共處

心智健全

公共利益

公共領域

宗教自由

社會關係

自給自足
審議制度

風景轉折

活動中心

囊底路

僻靜區

綠色運動

大眾運輸

鄰里情感

社區營造

非暴力
生態智慧

共產制

環保

互動交流

入口意象

虛實空間

低密度

鍊狀社區

解決當代問題

都市化

非都市化

一級產業理想國

烏托邦

生態烏托邦

花園城市

桃花源

生態智慧

草根沙龍

〔   後烏托邦   〕

道家思想 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韓非子<喻老>

都是尋求更好的環境

反應當代社會問題
沙龍:在17~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和

         貴族談論文學、藝術或政治問題

         的社交場合，是實際上的文化和

         知識中心，為法國的知識生活開

         啟一個新的時代。

生
活

態 產

空間
人群

人群活動
生活環境

植物圈

動物圈

水文

地貌

一級產業

當地資源

產業空間

行銷

綠生態

綠生活

綠生產

順應自然

公共領域

民眾參與

321

複層植栽

社交空間

複層空間

公民教育

生態消長

省能增值

生態保育

精緻農業

特性發展

U.a

U.b

U.c

U.d

U.e

U.f

U.g

D.a

D.b

+[基地]

保留老樹

生態展示區

生態取水

綠色建材

休閒農業

空中廊道

新舊空間共構

salon

G reen

water

salon

G reen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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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選址與分析

既有市集機能與交通匯流區

住宅與交通匯流區

斷層帶與文化發展源區

丙A種住宅

丙B種住宅

〔   分析   〕

使用區位與歷史

交通與視軸

植物與斷層

持續使用

視軸
軸向空橋

芭樂龍眼

糯米荔枝

閒置

閒置.頹圮

星蘋果

50years

苦苓

光復供應市場

圓環
無主向視軸

坑口農事自治村舊址

丙種住宅區

斷層禁建帶

主幹道

N.a

N.b

N.c

C.a

C.b

C.c

C.d

保留老樹

生態展示區

生態取水

綠色建材

休閒農業

空中廊道

新舊空間共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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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概念

車籠埔斷層

精省 地震 ↓ 地震教育園區 造成隔閡〔   地質   〕

地方資源 地震教育園區

轉機

危機→資產

群起

奮起

徵兆 奮起 緩和 群起
凝聚與上升 能量擴散與連動 發散 分立

地震序列

前震( )Foreshock

主震(main shock)
餘震(aftershock)
群震(swarm earthquakes)

固態性

液態性

軟流圈

岩石圈
海洋地殼

大陸地殼

靜

動

動

靜

錯綜
流動

交誼

景觀

省政府與大台中

地層序列
地殼   (35km)

地函   (35~2900km)

外地核(2900~5100km)

內地核(5100~6371km)
流動

正斷層 逆斷層 左移斷層 右移斷層

蔓生

翻轉

本省人與外省人

這代人與下代人

居民與觀光客

光復新村與坑口里

地方觀光與地震教育園區

自然地震

構造性地震

火山地震

衝擊性地震

隨著時光推移，人為、自然所造成
的斷痕，能否有一轉機讓一切重頭
去思考。

串聯起地方與地震教育園區，將資
源整合並建立平台提升地方競爭力。

lnitial Form 

I.a

I.b

I.c

I.d

I.e

I.f

〔   生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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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模型與配置發展過程

奮起   群起

蔓生   翻轉

錯綜   流動

序列分析概念medol 2medol 1 medol 3 medol 4 medol 5 medol 6

逆斷層

[地震概念模型單元]

奮起 群起 蔓生 翻轉 錯綜 流動

[概念模型操作]

[概念配置發展]

[自然與交通] [交通] [水文] [地質與文化] [流動] [自然] [自然] [桃花源] [圍塑] [菌菇]

[概念配置操作]

+[基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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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概念系統

保留老樹

生態展示區

生態取水

綠色建材

休閒農業

空中廊道

新舊空間共構

N.a

N.b

N.c

C.a

C.b

C.c

C.d

Proram

景觀步道

生態體驗區

產業市集

農學教育區

餐飲休憩區

活動廣場

社團活動教室

生態展示區

農學市集

草根沙龍

複層植栽

社交空間

複層空間

公民教育

生態消長

省能增值

生態保育

精緻農業

特性發展

U.a

U.b

U.c

U.d

U.e

U.f

U.g

D.a

D.b

[ ]U

[ ]D
全區配置

[ ]N

[ ]C

群起奮起 錯綜 流動蔓生 翻轉
I.a I.b I.c I.d I.e I.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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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Step 2

拆除 植栽

臨斷層帶與頹圮

土地使用機能

不足使用

閒置但保存尚好

保留

50年↑植栽

50年↓植栽

外來種植物

植栽配置

新植植栽

移除植栽

Step 3

動線

主幹道貫穿基地

造成人行動線受阻

道路圓環缺乏地標

方向性

車行動線

人行動線

空中廊道

Step 4

周遭

住宅空間

入口導引

公共空間

公私領域的界定

Step 5

機能配置

機能

社團活動教室

產業市集

廣場

餐飲休憩區

景觀步道

生態體驗區

農學教育區

[住宅區]

[市場用地]

光復新村供應市場

[住宅區]

處斷層帶

主配置分析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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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概念設計系統_1

G reen

生態保育 複層植栽 廚餘堆肥 再生建材 結構輕量化 牆面綠化澆灌保留老樹 組構式建材

基地上特有種植物採取

保留並與養護。並增加

動植物多樣化成生態圈。

種植高矮灌木、喬木以增加

動物生活領域並提升植物豐

富度。

餐飲休憩區之廚餘經處理後，

就近施肥生態展示區之植物。

基地上五十年以上老樹

採取保留並養護，以達

固碳與永續的概念。

基地舊建築建材回收

再製為未來公共領域

之桌椅與鋪面使用。

新增之建築一律採用鋼構

與木構材料以達到建材永

續使用。

建築構件採用可組構式之

結構，建構與拆解都可依

一定程序降低耗材。

牆面綠化並設置垂直澆灌

系統，使植物延展至建築

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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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概念設計系統_2

water

濾水 蓄水井 降溫水霧 屋頂降溫 地面排水系統 中水回收排水 大水溝排水系統

構件排水管將水引入簡易

濾水裝置，並可將淨水再

度使用。

蓄水井將雨水儲入地下，

一部份導入其他用途；一

部份滲為地下水。

藉由構件儲水並在悶熱天氣時

，釋放水霧降低溫度達到舒適

環境。

舊建築屋頂改建為雙層

屋頂，上層屋頂蓄水並

在天氣嚴熱時釋出水份

降低室內溫度。

延用舊有汙水、雨水分流道

，地面鋪面皆改為可透水鋪

面以達保水。

配合基地原有大水溝系統，

下大雨時能即時排出過多的

雨水。

將中水回收澆灌生態展示

區植栽、洗滌汽機車與建

築物。

藉由構件頂端傾斜將

雨水導入排水管並作

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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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概念設計系統_3

salon

文學 舞蹈 音樂 電影 休閒 思想

除了提供文史工作室的空間

外，亦成為文藝交流與展示

的空間。

居民、學生藉由舞蹈交流

並達永續學習的空間。

居民、學生藉由音樂交流與

分享的空間。

藉由影像、電影談論夢想與交流

的學術空間。

藉由空中平台與廊道讓使用

者談天與觀景的空間。

藉由構件的半開放空間使

人聚集交流與從事戶外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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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概念系統配置

雙層屋頂

生態草溝[G1]

[W5]

牆面綠化細部[G8]

濾網(大)

濾網(小)

蓄水井[W2]

木牆再生建材[G5]

排水[W1]

磚牆再生建材[G5]

植栽濾水[W5]

s1

salons6

salons6

s3 s4 s2

salons6

salons5

salons5 salons5

salons7

G4

G1

G5

G3

G3

G6

G5

G2

G5

G6G7

G8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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