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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行，臺灣 

我們是“反認他鄉是故鄉”的群體的一員，漂洋過海來寶島求學，成為城市裡不短不長的訪客，不近

不遠的異鄉人。一段 100 多天的遊學不知不覺即將結束，這一段日子也將成爲大學生活裏，最難忘最珍

貴的回憶。不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旅行者，學會著融入當地人的生活，不斷賦予旅程新的意義！之前習

慣匆忙穿梭於大大小小的景點，而這次的旅程漫長且體驗豐富。以後也不會再有這樣一段獨特的旅程，

無可替代。 

臺北是人口近四百萬的大型都市，然而仍舊保持著某種鄉村特有的人情味，我深信臺灣人是友善

的、熱情的。問路的時候，大家都會很熱心地帶路。親切、溫和的性格是臺灣最美的風景之一，但也會

因個人經驗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這裡也是我最熟悉的臺灣的城市，與北京是許多青年人的追夢開始

的地方一樣，臺北也是許多青年人為夢想奮鬥開始的地方。臺灣在 5~11 月常下雨，和北京不同的是需

要每天背包裏都帶著傘具，以防止變天下雨。可能是由於臺灣以服務業爲主的關係，所以不大會有空氣

污染，在晴天看到的通常都是藍天白雲。學校所在的大崙山之上，經常能看到雲霧，仿佛置身仙境之中。

還有那美麗的日出日落，伴隨著學子們早起晚歸。 

秩序感也是來到臺灣最直觀最深刻的感受之一。臺灣稱地鐵爲“捷運”，指引系統做的很明確，因此，

不用愁會找不著方向和目的地。就算再大的捷運站內部標識，也還是清晰明顯可見，且設計較爲美觀精

緻。很少會看見地面上或者牆面上，直接用透明膠帶貼著的指向標識。 與北京比較起來，人潮顯得沒

有那麼擁擠，搭乘起來十分舒適。在捷運候車時，大家都會站在繪製好的範圍內依序排隊，搭乘電扶梯，

也是靠右站立～為緊急通過的人流出通道，這一切都已成為城市的習慣，是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圖左為全球最美捷運站之一 

安全度和信任度也很高，在臺灣夜

晚出門，不用擔心安全問題，捷運裏設

有夜間婦女專用車間和候車區，第一節

車廂是為殘疾人專設的區域，方便上下

捷運。公車上也設有緊急停車按鈕，人

性化的坡道、盲人專用道隨處可見。公



共場所的座椅也是如此，兼顧大人和小孩設置不同座椅，公共電話也會兼顧坐在輪椅上的人和站著的

人…等。 

臺灣的垃圾分類也是一大顯著特點。相比大陸來説，只是簡單將垃圾分爲可回收利用和一般垃圾，

臺灣的分類更加細緻，一類是可回收資源垃圾分爲：紙類、寶特瓶、廢鐵廢鋁、電池等。另外一類是廚

餘，上圖分別為垃圾定點回收、舊衣物回收分為堆肥廚餘和養豬廚餘，還有一類是一般垃圾。 

 

不屬於上面的那些就是一般垃圾。每天下午或者晚上，在固定時間有托運垃圾的專業車輛，在居民

居住地附近進行將垃圾分類回收，垃圾沒有分類會被處以罰款，以至於在臺灣的公共場合中，比較少見

到垃圾桶。與遍佈大街小巷的 24 小時便利店形成鮮明對比。垃圾分類措施透過法律制度的規範及強制

實施若干年後，才慢慢養成爲一種習慣。在寢室住宿會輪流打掃衛生，其中一項，就是負責清點垃圾分

類是否正確，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正確的，不用費很大力氣，但是仍然會有人偷懶不依規定進行垃圾分

類。在臺灣城市和鄉村的街頭，都發現了很多“舊衣捐贈箱”，大多是由一些社會福利機構放置的。家中

舊衣服都可以洗淨後放到裏面，這些團體會定期來收，之後把它們捐助給需要幫助的人群或地區。  



臺灣最美的風景，除了人情味還有自然美景。對於一直在內陸生長的孩子來説，看到大海就會感覺

特別清新。臺灣三面環海擁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蘇澳是我在臺灣第一次看海，而印象最爲深刻的莫過

於自己生日那天去花蓮七星潭，許爸帶著我和同學一起坐在七星潭的石子上，靜靜的看著海水此起彼

伏，愈親近就容易被海水打濕全身。儘管如此，我們卻享受著這種少有的快樂。隨著航海捕魚等活動的

開展，很多海上活動產生了垃圾浮在水面亦或者飄到岸邊上，我們自發的找來垃圾袋，號召大家彎下腰

將岸上的垃圾撿起並簡

單分類，這是我第一次和

來自各個學校的交換生

同學一起過了一個非常

有意義的生日。很開心這

段旅程帶給我不一樣的

感受。旅行中最爲特別的

就是住在當地人家，在當

地人家做飯並和當地人

一起吃著當地的特色美

食。這是我在之前的旅程

中從未實現的旅行體驗。在許爸家，睡著家裏才會有的那種味道的被子，炒著從未見過的當地菜，和許

爸一家人以及同學共用豐盛早餐。對於許爸而言，這可謂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許爸是我在來臺

灣之前認識的台大醫學院的老師，同時也在臺科大任教，在臺灣像父親一樣對待我們，所以人稱“許爸”

許爸會階段性的帶我們交換生去臺灣大大小小的地方遊玩，臺灣之旅也因為有他的存在而變得格外不一

樣！ 



 

我最喜歡的地方也是除臺北之外到過最多次數的地方宜蘭，喜歡宜蘭是因爲一個名字——“田中

央”。綠地分塊明顯且中間穿插著大大小小的建築是我在空中俯瞰臺灣這片土地的第一個畫面。宜蘭就

是一個在農田上生長起來的城市。那裏有我最喜歡的臺灣建築師黃聲遠以及他的作品。他的標準搭配是

T 恤加牛仔褲加藍白拖，在《給市長的信》的講座中親眼所見其裝扮，還是第一次看到嘉賓，穿著拖鞋

就來演講的。從美國耶魯大學念書後回台工作，紮根宜蘭並成立田中央設計群，用數十個作品一點一滴

塑造了宜蘭的地貌和生活。可以說宜蘭就是田中央黃聲遠建築地圖 。他為宜蘭描繪了前所未有的建築

圖景。正是由於作品幾乎都在宜蘭的關係，所以田中央的建築創作與當地的生活體驗、理解有著絕對的

關聯；不以一般普世通用的知識想當然地處理建築，而是想透過徹底深入的真實生活，讓自己與當地的

脈動融為一體。透過這樣的感知，讓設計與不斷變動的環境、使用性等因素之間生成綿密、無須以言語

傳達的關聯。羅東文化工廠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大平面做頂，下面大面積的開放空間，方便多雨的宜

蘭的人民室外開展各種規模類型的活動。在最高密度的城市中心，創造一個最原始的綠地。建築師黃聲

遠並非只是創造了一個建築物，而是將水路、文化設施等進行整合，空間如何使用完全由使用者自己決

定。他創新了專業工作方式，也重新書寫了地域主義的內涵，更有著強大的影響力。地域是屬於時間的，

地域環境是活的，是不斷前行的進行式。田中央的地域性，是原創的，不是因循的在地！以大眾需求為

出發點，並且與當地政府機構有著良好的合作

關係，融入當地居民的生活，創作了一系列社

會公共政府機構建築，自由遊走於體制和體制

之外，不得不佩服。 

圖為我和另外兩位交換生以及許爸在七星潭的合影 

 

羅東文化工廠 



圖為在政治大學田中央的展覽，延續在日本東京 Gallery Ma 的活出場所的展覽。 

羅東文化工廠概念模型 



津梅棧道為跨越

宜蘭河的一座附掛在

慶和橋邊的人行步

橋。橋身主建材採用鋼

條、鋼架，行走在上面

還有蹺蹺板、划船等健

身或遊戲器材，就像空

中的健身房或遊戲

區，走累了，坐在橋上

的椅子上看風景，置身

其中，使人很快的就忘

了旅行所帶來的疲勞。在宜蘭還有參觀宜蘭美術館、社會福利館、丟丟當、幾米公園等等。享受著帶大

家去體驗我想體驗的建築與景觀所帶來的快樂，喜歡這個“鄉村式”的城市。

 

比起宜蘭多為本土建築師黃聲遠等人的的創作基地，台中更像是國外建築師的大展身手的大建造的

城市。台中的伊東豐雄的歌劇院、貝聿銘、陳其寬的路思義教堂、阪茂的紙教堂、安藤忠雄的亞洲現代



美術館、團紀彥的向山遊客中心等等都是台中的各個區域的標誌性建築。其中印象最深的莫過於安藤忠

雄的亞洲現代美術館和團紀彥的向山遊客中心。亞洲現代美術館是正三角形的的立體建築，這讓我很容

易聯想到自己的第一次做的建築作業，非常規方形的建築處理起來有很大難處，在大師的手上處理得非

常有美感。建築在平面上整體分割成三層，然後再錯落堆疊成無數個三角形。通過利用錯落、平移等手

法產生多樣的戶外平臺和天井空間。 

 

亞洲現代美術館模型 

據介紹這座建築耗時六年半，安藤親自來臺灣多次進

行勘察並設計，施工也是由臺灣著名的姚仁喜的工作團隊

完成。由清水混凝土構成，是安藤在臺灣的第一座建築。

由於臺灣處在地震帶，這裡顛覆傳統的直立式樣的柱子，



全是採用斜向支撐的 V 型柱子，透過垂直落地窗與室外自然景色有著很好的鏈接，這樣 V 型的結構也

與建築正三角形的造型有一個呼應也相應，形成了一個蔭蔽的空間。而更為令人讚歎的是 v 形柱和樓梯

台階的細節處理，所以在銳利角度進行了 45 度斜切。遊走其中感受光的變化。據介紹這個三角形天窗

所在的地方在晴天會有豐富的光影變化。而這個三角形的天窗的正對二層展覽空間入口頂部的三角天花

板，內部展覽造型也有與天花板、建築三角造型進行呼應。 

 

 

 

 

 

 

 

 

 

團紀彥的向山遊客中心也是混凝土打造，與安藤的相比混凝土看起來沒有那麼光滑，反而上面留下

了樹木剖面的紋理。這座異性建築從地面一直延伸抬高，由兩棟彎曲的建築物組成，與土地和諧共生，

屋頂與採用了綠美化，並且人們可以走上觀看日月潭的美麗風景。兩棟建築周圍都有利用水這個元素試

圖在視覺上將日月潭的景色擴展到建築基地上，把景觀元素向前拉近 



。  



柔和感、流動感是這座建築最大的感受，近景水面倒映出遠景的湖光水色而使景觀的層次更為豐

富。參觀建築景觀設計旅行是此行的目的之一，除了以上所介紹還有台中的草悟道的水簾幕、與高線公

園一樣從地面延伸生長的座椅；秋紅穀生態公園對於凹地地形的處理等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時也

從中學習到了很多。 

在臺灣，我聽的說的最多的是“謝謝”。在買完東西結賬時，店員會微笑說謝謝。在拒絕路上發廣告

的人後，他們禮貌地回我一句謝謝。坐公車下車時，乘客會對司機說謝謝。這四個月，我送出了無數個

“謝謝”，也收到了無數個“謝謝”，這是臺灣人給我的禮物。在臺灣我收穫了深厚的師生情，體驗到之前

在學校不可能體驗到的 3d 列印和無人機航拍，感受到這裡熱情的人們與美麗的風景。如果一定要問我

為什麼來臺灣，我想是因為我想把自己從熟悉的環境中連根拔起，然後拋到陌生的環境裏去，然後試一

試，我是否還可以生存？這是一場特殊的生活實驗。而我做的正是這樣的一個實驗。人一輩子不過是借

過此生，住在一地，在這兒也好在哪兒也好，你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生活。沒有劇本，不用刻意，每個

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我們會隨著行走的路徑而交織、碰撞，進而産生各種各樣的故事，並且這將是

一段未了的故事，我們的情誼還將會在同一片藍天下繼續延續，感恩在臺灣遇見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美

麗的風景！ 

2016 年 1 月 18 號於華梵大學明鏡樓 319 宿舍 徐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