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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本考察「社區環境改造」報告
一、出國期間

八十九年十月二日至九日

二、考察內容紀要

為改善台灣地區的生活環境，本署刻正推動「生活

環境改造計畫」，期望集合民間團體、企業、社區民眾

及政府的力量，於各地廣設環境保護學習中心、組織環

保志工、發行環保認同卡，帶動居民推動諸如垃圾減量、

資源回收、環境清潔維護、小廣告清除、．．等清淨家

園工作，並擴及環境綠美化、改善社區景觀、生態保育

及產業文化等，以彰顯社區文物、景觀特色。

為提昇計畫執行成效，特安排考察福岡市城市建

設、吉野里遺跡、佐賀、大分及宮崎歷史文物保存及文

化建設、有田及伊萬里陶瓷產業之發展、柳川市河流之

活用、吉井町、美美津及臼杵傳統建築之保存、湯布院

社區營造，並參加在日南市所舉行「第二十三屆全國町

並保存聯盟日南大會」，期吸取日本推動社區環境改造

經驗，以供借鏡。各地點考察內容及結果分述如下：

(一)日本最適合居住的城市－福岡

1998 年福岡市長桑原敬一認為「二十世紀是理

性的時代，二十一世紀是感性的時代，我們要透過城

市景觀，培養市民的感性」。因此，他希望把地方政

治提升到美學的高度，而「藝術作品從美術館移放到

人潮來往的公共空間，可以提高日常生活的文化

性」。無論是路燈、地磚、花缽到護欄，皆可見福岡

在景觀、設計上的用心，他們讓街景成為藝術裝置的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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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岡道路幹旁的建築，壁面全都後退，騰出寬敞

的開放空間。這裡的人行道竟跟車行道等寬，提供無

比輕鬆快適的步行環境。福岡把街角廣場化，有廣場

就有雕塑，市區儼如露天美術館，提高日常生活的文

化性。

良好的都市景觀背後都有公權力的手，但福岡市

政府用的是軟性誘導，而無威權強制。以赤坡貓頭鷹

森林公園為例，原來這座森林是貓頭鷹的樓息地，建

商卻強行動工蓋公寓，跟居民鬧上法庭。當法庭下達

禁令時，森林已被砍伐三分之二。在居民連署請願

下，福岡市政府出面收購這片土地，官民則自願犧牲

權益，同意住屋高度以三層樓為限，與公園景緻配

合，共同打造一座森林公園。

二次大戰後，福岡的屋台(流動攤販)在市民陳情

下，每家的外形規格統一，都是 3 公尺乘 2.5 公尺見

方，獨特的紅底布簾，搭配裝卸簡易的木門，既為食

客遮擋寒風斜雨，也遮掩住攤販固有的凌亂，使得瑣

雜的攤販和現代市街得以共存。

博多運河城是個集購物商場和國際飯店等休閒

娛樂功能於一身的都市公園，從構想到落成，歷經十

八個寒暑。全長 180 公尺運河城以人工運河蜿蜒貫穿

露天的中庭，並組合性格迥異的不規則建築群，六棟

色彩斑斕的弧形建築，不規則地鑲嵌連接，形成迷幻

般的空間感受。視覺焦點的河面圓形舞台，從早到晚

都有街頭雜要演出。

運河城若只有規劃百貨公司的購物機能，不至使

它迷人，一旦放進自然和表演兩個重要因素，來到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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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城，在河流與陽光為伴下購物，那種暢快體驗是封

閉的百貨公司空間所沒有的。平常逛百貨公司，很少

人在裡面待上 50 分鐘，但是運河城的遊客平均郤超

過 3 小時。

(二)吉野里遺跡

吉野里遺跡於平成元年(1989)出土，目前繼續僱

用當地農民協助挖掘。該遺跡位於筑後川北岸，橫跨

佐賀縣神埼町、三田川町、東脊振村三地的丘陵上，

總面積約有 40 萬平方公尺，是以彌生時代(西元前

300 年至西元 300 年)為中心大規模環濠聚落遺跡。

這個聚落遺跡除了發現好幾層的環形濠渠，還有

水柵、瞭望台及非常集中的豎穴住宅區；濠渠外側為

高床倉庫群，丘陵上則並排著數以百計之甕棺墓，此

處應該就是「魏志倭人傳」中記載的古日本國。而且

這裡也挖掘出彌生時代以後的許多東西：前方後圓的

古墳時代(西元 300－552 年左右)墳墓及聚落、奈

良．平安時代的官道和與役所有關的建築群、中世紀

與山城有關的濠溝及墳墓群等。雖然有許多學說認為

筑後川流域為耶馬台國所在地，但直至吉野里被發掘

才漸趨明朗。

吉野里遺跡代表了自稻作農耕以來，在島嶼社會

中建立古代國家的先決條件，亦即原始國家形成的過

程，及其版圖的開拓，所有變化均可由遺跡的變遷窺

其全貌，因此，吉野里遺跡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

(三)佐賀、大分及宮崎歷史文物保存及文化建設

1.佐賀市歷史民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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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舊古賀銀行、舊古賀家及舊牛島家三部分組

成，經復原、整修後，保留原建築結構及格式，並

於館內展示歷史資料和民俗資料，讓參訪者可以想

像明治時代上流社會的生活情景。

2.舊縣立大分圖書館之保存、活用

舊縣立大分圖書館在完工後二十個年頭，漸漸

感到設備狹窄不便，縣長的諮詢機關「豐之國文化

創造縣民會議」提議興建中央圖書館，做為未來新

的資訊中心，及終生學習的據點，隨之而來的問題

是，舊的圖書館如何處置？

最初當地居民並不贊成保存舊圖書館，據大分

合同報調查 446 位高中生對於舊圖書館存廢意

向，結果 60%贊成拆除，25%反對，其餘不置可否。

另對縣民進行問卷調查，結果 51.4%贊成希望保

存，40.4%希望拆除，贊成部分保存者占 6.7%。

在居民及專家均對於保存問題專注且議論紛

紛之情況下，致力保存舊圖書館的「思創會」為使

人們更加瞭解磯崎新(日本最有成就的第二代建築

師之一，以規劃設計 1992年巴賽隆納奧運館場，

為專業界所稱許)所創造的「近、現代建築」，於

1994 年 3月舉辦研討會及現地參觀等活動，參加

者逾 200 餘人，當時的市長木下敬之助也出席參訪

後之交流會。「如何在現有環境下，保留有意義之

景緻，為一向被稱為沒特色之大分市尋找它的風

格」便成為當時討論之主題。

同年 10 月，創思會另舉辦「圖書館之保存、

活用展」，為便利民眾參觀，展覽會場主要設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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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購物中心廣場、旅館大廳等。公部門及建築師

公會－青年會等其他團體亦分別進行「圖書館之保

存問題討論會」、「世界建築物保存再生展」等活

動，而合同報也以連載方式刊登「發現大分個性」。

在大家的努力下，圖書館終於交由市政府管理，將

之活用於美術、建築展示等藝術中心。

3.宮崎綜合文化公園

為了紀念廢藩創縣 100 週年，特選前宮崎大學

農學部的所在地作為文化建設的據點，興建縣民廣

場、文化廣場、圖書館、美術館、藝術劇場等硬體

設施，成為一座供民眾休憩身心的綜合文化公園。

該座公園係應用農學部所遺留下來的樹木規

劃而成的綠色廣場，除供民眾休憩外，具有良好的

防災設備，能立刻紓解水患及作為避難場所。

文化公園內的縣立美術館，乃以宮崎縣的「天

岩戶」神話為主題興建而成的，內部除了常設展示

室、企畫展示室、高畫質畫廊外，另闢有專門發表

新作品的空間。

縣市藝術劇場則是依「文人樂園」及「文化山

丘」兩大主題所興建，共擁有 1,818席的音樂廳、

1,112席的劇院及 300 席的活動廣場等 3 個表演場

地，可作為各種藝術活動的場所。

藝術劇場中的音樂廳是文化公園的建設重

點，整座建築比照維也納音樂廳的箱形設計，具有

良好的收音效果。位於舞台後方則有座日本國內自

製、規模最大的管風琴，壯麗造型更為此增添了幾

許魅力。此外，室內裝潢採用宮崎縣特有的山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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櫸、櫻木，營造出溫馨、親切的空間，是一座講求

音響效果、追求空間動感的標準古典音樂廳。

(四)有田及伊萬里陶瓷產業之發展

1.有田陶瓷產業之發展

以陶瓷之都享盛名的佐賀縣，往昔被稱為「肥

前」。其中俗稱「肥前三都」的有田、伊萬里和唐

津三地，是歷史最老、口碑最佳的陶瓷產地。

1592 年至 1598 年間，豐臣秀吉發起二次文

祿、慶長之役，佐賀藩鍋島直茂從朝鮮半島帶回許

多的製陶工匠，其中一位李參平於 1616年，與其

他製陶工匠在有田的泉山附近發現製陶的白瓷礦

原料，成功燒製日本首件瓷器，從此展開日本的製

瓷新頁，也讓有田町成為瓷器之町。

有田是日本瓷器的發祥地，以白底、紅圖案、

藍色調勾勒為有田燒的特色。有田燒大體上分為

「古伊萬里」、「柿右衛門」及「色鍋島」三個流

派，可從圖樣及造型分辨其派別。「古伊萬里派」

作品最大的特徵是花樣繁多，用色大膽，多為金色

及紅色，並喜繪鳳凰、龍、菊花、特丹、松竹梅等

圖樣。「柿右衛門派」與「古伊萬里派」完全不同，

濛濛的底色上，簡略的繪圖，打破左右對稱的平衡

感，另創獨特的調和美感。

有田目前有「柿右衛門」「源右衛門」及「今

右衛門」三大製窯場。柿右衛門可以說是日本彩繪

瓷器的代名詞，現在的第十四代柿右衛門，一方面

繼承傳統，一方面在傳統中尋求創新，他認為唯有

日常餐器才是燒窯的原點，因此，特別注重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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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餐器融為一體的美。

源右衛門繼承古伊萬里的優美線條，其座右銘

是：「以傳統技術為根本，做出日常生活中可長久

使用的東西」。因此，舉凡茶杯、碗、刀子、叉子、

桌墊、開罐器，甚至托盤，所有和「食」有關的東

西，通通一應俱全。

第十三代的今泉今右衛門，是日本的人間國

寶，繼承傳統，但又勇於追求自己的風格，大膽使

用吹墨和薄墨技巧，展現技巧也流露非常契合的現

代設計風。

2.伊萬里陶瓷產業之發展

三百多年前，位於佐賀縣的伊萬里是陶瓷器的

集散地，有田地區的瓷器在此裝船，經過長崎，沿

東南亞海路遠輸歐洲。因此，有一段時期，有田瓷

器甚至被稱為伊萬里瓷器。

伊萬里除了作為運送瓷器的重要港口外，也是

知名的藩窯。17 世紀初期，鍋島藩窯建於有田市

的岩谷川內地區，也就是現今有田老街上的今右衛

門窯附近。延寶三年(1675)，鍋島藩主唯恐獨家製

窯技術外洩，而將整個藩窯移往伊萬里的大川內

山。

當時上好的鍋島燒作品專供將軍或貴族家眷

使用，瑕疵品則寧可弄碎埋土，也不賣給民間，而

大川內山一帶，正是青瓷礦床所在，又有群山圍

繞，鍋島藩窯在此地發展獨門青瓷，大川內山遂成

為「秘窯之里」。明治 4 年(1871)年廢藩，鍋島燒

才成為民間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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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川內山是伊萬里著名的窯產地，目前聚集了

三十多間製陶工廠，不時白煙裊裊，其中「田萬陶

苑」是傳統色鍋島陶瓷工藝的知名老店，不但可以

參觀，甚至可以自己動手體驗。第四代繼承人田石

真嗣致力於低溫燒成法，製成姿態生動的各式人

偶，因此，大受歡迎。

(五)柳川市河流之活用

柳川市位於筑後平原的西南方，面向有明海，矢

部川之支流沖端川流經市中心。北北東約二十公里處

為久留米市，西北西約二十公里處為佐賀市。市區大

部分為日本具代表性之填海造田地帶，溝渠縱橫，長

約四七０公里，約占全市面積百分之二十。藉由環繞

渠道之遊河欣賞柳川周邊景觀，每人吸引百萬觀光客

到此一遊。

日本戰國時代，柳川由蒲地龍造寺所掌管，直到

豐臣秀吉平定九州，才將柳川封給打頭陣立功的立花

宗茂，成為筑後城主。在關原之戰這場分裂全國的戰

役中，宗茂基於報答秀吉的恩情，協助大諸候田中吉

政興建柳川城，致力建造護城河，鋪設道路，在有明

海岸填海造地，留下為數不少的工程遺跡。二十年後

立花宗茂再度受封於德川二代將軍秀忠，成為柳川的

城主，其藩政持續到明治維新，第十三代立花鑑寬才

結束。

柳川市為塑造「舒適生活與水鄉風情」的都市印

象，策劃各項措施及活動，與市民共同努力完成，尤

其是為活化渠道周圍環境之造街工作而推動的「水黽

城市」計畫、沿著渠道設計的「水濱步道」及利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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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能前進的「太陽能船」計畫、「造街研討會」等。

(六)吉井町、美美津及臼杵傳統建築之保存

1.吉井町－活用白壁土藏的造街

吉井町位於福岡縣的東南部，耳納連山聳立於

南邊，北方則為筑後川流經，為一田園都市。市區

的發展源於十六世紀末，以豐後街道的宿場町而繁

榮，明治以後則成為郡的行政及經濟中樞，雖幾度

遭祝融侵襲，幸仍保存約七十棟獨特的白壁土藏造

「居藏屋」(商店建築)，和數條流經城中的清清溪

流相映成趣，形成情趣豐富的市街。

吉井町的文化與傳統的保存主要靠居民的推

動與努力，展示各個民家的收藏品及創作品，並以

歷史街道為背景，每年舉辦各種活動，如「筑後吉

井的小小美術館巡禮」、「古裝玩偶巡禮」、「吉

井白壁樂市樂座」及句碑巡禮等，另為保護自然環

境，每年辦理淨溪活動，進行多元的造街工作，藉

以振興、保存白壁土藏的市街、周邊農村景觀等先

人蘊育累積的生活文化。

2.美美津傳統建築之保存

美美津隸屬日向市，在 1986 年 12 月 8 日被選

定為重要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之一。在保存手法

上，一開始是以新的社區營造為主，當時為此地而

努力的，是日向市教育委員會的職員「黑木久遠」

先生。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他每天往返市役所和美

美津，逐戶拜訪當地所有的居民，向他們解釋町並

保存的意義。除此之外，他更一一訪察街區間的居

民，聽取他們的意見，不斷地溝通、協調，使得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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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保存成為當時美美津的熱門話題。如此一來，居

民平時的感受與想法，以及在町並保存方面的疑

惑，就可以直接傳達給市役所。當居民與行政人員

間有良好互動時，便可以在行政處理上獲得相當理

想的保存工作。

目前美美津町並保存地區中，公開展示的家屋

有三間：上町札附近，被喻為「美美津軒」的商家

矢野家、「藤屋」近藤家、中町的日向市歷史民族

博物館(過去曾是回船問屋「河內屋」)。這三間家

屋現在都屬於日向市所有。在這裡，居民可以進行

許多公開活動，包括喝茶、購物。這裡的工作人員

全是當地婦女，她們的態度非常親切，工作時也非

常努力而且富有朝氣。有些年長的婦女，過去曾經

為了研發美美津的土產，投入相當多的心力。因

此，在美美津推動行町並保存運動最強的一股力

量，就是當地的婦女。

3.臼杵傳統建築之保存

臼杵市位於九州東岸，大分縣的東南方，人口

3 萬人，是大分縣內第六個施行市制者。該市的水

質甘純甜美，因此自江戶時代即盛行釀造業，即使

到現在，臼杵所生產的味噌醬油亦號稱九州第一。

臼杵具備三項歷史特徵：「大友宗麟時期的城

市」、「稻葉公的城市」、「明治時代以後的繁華

商都」，這些特徵現正由市中心留存的市街承繼

著，昭和 62 年(1987)依臼杵市歷史環境保全條例

指定的保存地區，現更進一步指定為傳統建造物群

保存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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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杵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工作，直到昭和 58 年 6

月第 6 次全國町並研討會邀請與會後，才發覺有這

麼多人對臼杵市街懷抱熱情，於是公部門也加入市

街保存行列。

昭和 62 年制定臼杵市歷史環境保全條例，條

例中將保全區域分為二種，歷史文化遺產之歷史景

觀有必要保存者為「第一種保全區域」，而與第一

種保全區域相鄰之區域，必須保存與第一種保全區

相融之風貌者列為「第二種保全區域」，合併指定

為「保全建物」，相對的發放補助金(限額 300 萬

日幣)。

町八町是臼杵商人自古以來建造最多的商店

型建築，有些是三層木造建築，被指定為保全區

域，正期待市街的重整。然而目前商店街的營業額

減少、久缺繼承人、空店率高等問題困擾著居民。

為此，中央大街商店街振興公會正計畫將阻隔仁王

座和町八町的供廊拆除，接著建造設有街燈的石

階，以及修建入口的大門，藉由塑造與市街風貌相

融的商店街吸引人潮，進而帶動商店街的繁華。

(七)湯布院社區營造

昭和初年，富士山流傳「富士名山、瀨戶內海、

別府溫泉」之說，油屋熊八為了奠定別府的觀光基

礎，有意將湯布院規劃為別府的裏樂園，並蓋了許多

別墅，而聚集在此地之畫家、歌者、小說家更將湯布

院之名廣為宣傳，塑造出藝術之鎮的印象。昭和三十

年代興起獨特的鄉村運動，如音樂節、電影節、一頭

牛牧場運動(為反對高爾夫球場的設置，讓都市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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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牛隻，並安排認養人體驗牧場生活的運動)等，以

及近年來愈來愈多的小型美術館，進一步為觀光事業

紮下根基，成為一個集溫泉與藝術合體的盆地。

湯布院的營造重點在於如何保留美好的自然環

境，以及如何利用溫泉資源的考量下發展觀光，並提

昇當地生活水平。近年隨觀光發展所建的現代化建

築，經過設計規劃而與傳統建築和諧羅布。居民由下

而上的營造策略，使湯布院在比重逐漸提高的外資侵

入下，維護了鄉土的經營與成長，並由此走出了自己

的發展特色。

湯布院的主要產業為農業，但因位處山裡水分過

多的地區，生產性不高。溫泉方面則無法與鄰近規模

大且多樣化發展的別府溫泉較勁。因此，必須結合農

業、溫泉及豐富的自然資源，才是發展造鎮的良好策

略。

大分縣的沿岸海埔新生地不斷開發之際，湯布院

正致力於城鎮的再振興。溫泉旅館摘取當地農家栽種

的蔬菜及獵人捕獵的山豬招待客人。土產方面，則充

分利用土地的產物，將當地栽培的藍莓製成果醬。尊

重傳統產業的多樣性，相互提攜，就有可能不用依賴

外來的開發。

(八)日本全國町並保存聯盟之發展暨日南大會

日本在二次大戰以後，因加速現代化，致使人口

集中都市，鄉鎮衰微、沒落，一些老舊建築和傳統街

道遭受破壞，但 1960年代以後，推動保存的市民運

動高漲，開始加快保存文化資產的腳步。為了促成傳

統町並的保存活用、歷史活化及良好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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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 4月由名古屋市的有松町、奈良縣的今井町、

長町縣的妻籠宿三個民間保存團體結盟成立「町並保

存聯盟」。

全國町並保存聯盟的創設目的是「藉由保存、再

生地域之文化與歷史市街，期有助於提昇歷史、文化

環境，以及振興地域發展」（全國町並保存連盟會

規），其主要業務為：1.與町並運動團體之交流、敦

睦和支援。2.與國家、自治團體之交流，以及提出政

策建言。3.召開全國町並研討會。此外為促使町並運

動之普及、啟發及研修，亦與國內外各團體互相交

流、合作。

該會會員之組成分子為專心致志於町並保存之

全國民間團體，以及贊成町並運動之個人會員。設立

至今二十五年總共累計團體會員在全國有七十個團

體，而個人會員則有三五０人，且每年持續增加中。

連盟主要活動有二項：由各團體中選出幹事組成

幹事會，每年召開二次會議；及每年召開一次的全國

町並研討會。由每個團體會員輪流主辦，而設於東京

之事務所則負責後援工作。為符合連盟設立宗旨，使

居民團體相互交流與支援，活動的內容以團體會員為

主軸。

本(廿三)屆研討會於日南市舉行，為期三天，第

一天舉行「文化財保護法五十周年－町並文化財的傳

承」，藉由記念座談會重新檢視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

區、登錄文化財、以及市町村指定之文化財建造物對

造街工作承擔的任務有多大。再透過日南市油津甦活

歷史之造街手法等的介紹，確認多樣化的造街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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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針對歷史街區的保存、甦活歷史的造街、兒

童的參與及與自然共生等各種在第一天被提出的議

題，於分組時充分討論。

全國町並研討會起初以會員之交流、研修開辦，

現今則超越此框架，成為各方關心造街之人士聚集之

地。另一方面，幹事會原本是為討論連盟活動方針而

設，現在則以舉辦交流會為必要活動，期與造訪地之

町並保存團體有所互動，有時則舉行町並保存座談

會。出席座談會的幹事有的甚至是高齡逾八十的行

家，以其豐富之經驗提出建言。而居民之間，透過彼

此之經驗談往往能令與會者感到身臨其境，可謂小型

之全國町並保存研討會。

町並連盟二十五年來透過團體會員相互的交

流，積累了深厚的知識和經驗。將之運用到自己生活

之地域，為造街工作灌注一股新活力。其中，樹立以

居民為主體來考量城市的未來，並使居民覺察自身的

責任之觀念，乃町並運動最值得誇耀的成果。在反覆

討論繼承與創造歷史市街之地區文化議題過程中，發

展出不同於抱怨行政部門之運動及依賴行政部門之

運動的方式，由居民擔負自身之責任，進行造街工

程。著眼於此觀點之町並運動，乃是將以往僅靠行政

部門或專家之方式大逆轉的結果，亦即「居民主體論」

之精髓所在。

從全國各地補助事業的設立情形即可發現愈來

愈多人關切地域之歷史、文化。許多地域探索自身之

同一性，並以之為發展造街之根基，即使並不具備任

何足以成為文化財或觀光資源之條件，只要該地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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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視之為珍寶，就能發現其價值。

雖然並無傳統的市街，但發掘其城市歷史性亦可

為造街之中心訴求。也就是不再以追求設置文化財為

町並保存之手法，取而代之以更自由且多元之方式，

尊重地域之獨特歷史性。

連盟的目的也不再僅止於文化財的町並保存，而

是以居民為主體之團體相互合作，共同致力於保存、

再生地域之文化和歷史。為因應未來多元造街時代的

來臨，必須積極尋求廣大的合作空間。

三、結論

日本文化資產保存、造街工作及社區營造，在過去二

十五年中，經過民間的倡導、推動及公部門適度的介入，

獲得極大的成就。綜合本次實地瞭解及體驗，以下三項值

得未來推動社區環保工作之參考：

(一)強化社區環保推動組織及其運作

社區的主體為人，如何讓生活在社區裡的人意識

到，建設家園是大家的責任，進而願意挺身而出謀求

眾人的福利，規劃自己社區的發展遠景，建立社區共

同的生活守則，這些是推動社區環保工作首須面對的

課題。有關這一方面，吉井町的推動模式值得我們參

考。為凝聚共識及強化推動文化與傳統保存的力量，

他們組成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該委員會由企業代

表、商業代表、民間團體及地方政府代表等組成。透

過該委員會居間運作，居民間更能溝通、協調、規劃

發展遠景，並願意遵守共同擬訂的「町民憲章」。反

觀國內目前生活環境改造之推動組織，以社區發展協

會、村里辦公室或環保義工隊為主，在代表性方面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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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薄弱，有待邀集當地企業、商業及其他民間團體參

與，使推動組織更具活力。

為加強生活環境改造人才之培育，過去「生活環

境改造計畫」各項研習會或觀摩會概由本署或地方環

保局主導、規劃。由於視野、觀點、立場及需求不同，

改造社區參與這些活動的意願及其成效不如預期。若

能誘導目前參與生活環境改造之社區組織，仿照日本

全國町並保存聯盟之方式，組成「全國生活環境改造

(綠色社區)聯盟」，規劃、辦理各項研習會、觀摩會，

環保機關則退居協助角色，必能強化社區間聯繫、經

驗交流及改造技術之提昇，壯大改造陣容。

(二)行政資源適度的介入

具有活力的民間組織及居民的參與，是社區營造

及生活環境改造成功的重要因素，但他們常常在推動

經費、改造知識、技術及有關資訊之取得、公權力之

運用等呈現不足，因此，需要公部門之協助。由於福

岡市政府之適度介入，該市貓頭鷹森林公園方得保

存，創造雙嬴局面，就是最好的明證。

至於行政資源的介入程度及介入的方法是建立

夥伴關係時所要拿捏。過度的介入，將使推動組織失

去主體性，如推動經費之取得，若完全依賴行政部

門，則當行政部門無法繼續提供，將使該組織運作無

以為繼；遠景規劃及改造工作之推動，如完全依賴行

政部門委託之外來團隊，當輔導團隊離開後，推動工

作因缺少主導者而停擺。在介入方法上，透過網路或

組織技術服務團是加強彼此溝通、協調的很好方式。

(三)協助社區環境資源的發掘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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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對於自己生活的社區感到驕傲，也是生活環

境改造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們之所以會感到

驕傲，只因為當地風土民情、歷史文化、景觀、產物

及發展過程是其他地方所沒有。當然，對於當地居民

而言，這些東西或事務是普通而且是理所當然的，想

要找出其特色，仍然有些困難，因此，往往需要外來

人的協助、啟發。在這方面，社區交流活動或技術服

務團之協助將扮演重要的角色。

此外，如何結合當地產物、景觀、文化等資源，

及僱用社區人力資源，將是支持生活環境改造，達到

永續發展的重要依據，如吉野里遺跡的發掘，僱用當

地農民，及湯布院結合當地農特產品的社區營造方

式，不但創造就業機會及社區特色，也讓居民更願意

保護當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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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照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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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在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之造街

與「老街保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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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歷屆全國町並保存聯盟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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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全國町並保存聯盟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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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杵(左圖)及伊萬里(右圖)優美的廣告招牌

反光鏡(臼杵)及電話亭(伊萬里)與當地景觀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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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在景觀美化之運用        結合陶瓷美化家園

(佐賀市歷史民俗館)                (伊萬里)

河川整治也不忘為魚兒留個家  溝渠養殖錦鯉，提昇生活品味

        (吉井町)　　　　　　　　　 (日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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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廁也可以這樣漂亮(左圖：伊萬里　右圖：高速公路)

家家戶戶裝設太陽能熱水器    吉井町町民憲章

        (日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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