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邊界，兩個地區之間的過渡地帶，在我們的語言屬中性意

涵。但如果我們談到兩個地方、時間或事物之間的斷裂處，

衰敗、破裂、休止等詞彙的寓意就會浮現腦海：都市計畫正

是從這些斷裂點成長茁壯，這些斷裂點本身就是新開始的源

頭。 

 

基地位於台南鐵路地下化計劃拆除段，在設計中預想未來可

見的拆除動作，並反思此種典型都市計劃下所產生的都市廢

墟該如何被重整，回歸都市體系。對於設計有以下兩點。 

 

對於人：建築斷面上的生活痕跡（油煙、塗鴉）其實就是一

連串的常民慶典，我將常民性的 Program 置入並試圖論述

觀光客與在地居民在台南的相互關係，包含凝視，對望，與

接觸的公共空間，藉由族群活動定義了斷面性格。 

 

對於斷面：斷面在基地的存在，同一時間內包含了各種的身

份，包含紀念、殘餘、奇觀…等，但我認為不同的身份其實

取決於不同的關係。因此我對於舊牆的策略，建立了一道新

牆，開始界定新牆與舊牆的關係。試圖用一種 Tectonic 的方

式縫合廢墟與都市的裂縫。 

 

公共廢墟，如其名建立在常民與廢墟的共同慶典之下，以一

種紀念過去的姿態面對都市未來的進程。 

	 	 	 	 Re	–	Architecture	
      公共廢墟 
	
	
	
	
	
	
	
	
	
	
	 	
	
	
	
	
	
	
	
	
	
	
	
	
	
	
	
	



	
	
	
	
	
	
	
	
	
	
	
	
	
	
	
	
	
	
	
	
	
	
	
	
	
	
	
	
	
	
	
	
	



	
	
	
	
	
	
	
	
	
	
	
	
	
	
	
	
	
	
	
	
	
	
	
	
	
	
	
	
	
	
	
	
	

一個典型都市重新規劃所產生的事件，我們應該用什麼態度

面對都市斷面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