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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一　　熱愛我們的台北　　韓良露　　我必須承認在三十六歲之前，我其實並不知道自己對台
北的情感，在一九九0年代之前，我們那一代人的心都是飄向遠方，我們是想出走，視流浪為生命追
求的一代，我身邊的大部分文人朋友，都在二、三十歲時飄泊在美國、法國、日本、英
國&hellip;&hellip;大家對世界的注目都在異鄉，從來不是自己出生、成長的地方。
　　在我旅行了六十幾個國家之後，在舊金山、倫敦、巴黎居住過之後，我突然對台北有了強烈的鄉
愁，有一年我回到台北，開始像童年及青少年時期的我在台北大街小巷漫走，有時我會在上午十一時
左右出門，東走西走，東幌西盪，完全無目的、無計劃地走，有時一整天下來竟然走到了深夜十點，
這樣的行走，常常讓我內心澎湃感動不已，為什麼呢？
因為在台北各地行走，走的不只是台北的街道，也是我人生的街道、生命記憶的街道，有時我會站在
某些街角，彷彿看到生命的記錄片在我眼前上演；我重新發現，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座城市比台北更重
要，別的地方或許有我的夢想，卻永遠不可取代我在台北累積的回憶。
　　在過去十多年，我開始默默地探索台北，也慢慢收藏近五百本關於台北的書，也不斷地用腳程去
體驗台北的古蹟、老街、巷弄、老廟、舊屋、市場、公園、河岸&hellip;&hellip;我逐步建立起和台北更
深刻更堅定更溫暖的愛，我終於知道台北已成我想在此老去終生不願捨棄的伴侶。
　　(摘錄自《台北學：幸福城市的風格地景》序文)　　序二　　台北學：在台北生活的理由　　劉
維公　　每個人都要有台北學　　在台北，只要有一支智慧型手機或是平板電腦，就可以隨時告訴你
所有食衣住行育樂的資訊。
資訊的取得非常方便、非常快速、與非常徹底。
有了這些高科技產品，在台北生存很容易。
台北的生存資訊到處都是。
　　這本書談的不是生存的技巧，而是告訴你在台北生活的理由與方法。
這樣的內容是台北人迫切需要知道的。
對我而言，台北學講述的是為何人們要在這座城市生活，以及如何打造這座城市優質的生活。
台北學要讓人們知道，選擇在台北這座城市生活是幸福的。
台北學的出現意味著台北生活的進步。
　　每個人都要有屬於自己的台北學。
相信還是有不少人，覺得住在台北有疏離感，高唱「台北不是我的家」，恨不得像電影「海角七號」
男主角阿嘉飆句髒話回到家鄉。
對這些人來說，他們找不到自己的台北學。
　　這本書的最大功勞也許不是對台北學所進行的詮釋，而是促使你積極去思考自己的台北學。
當你有了在台北生活的理由而不是只有生存的技巧，自然而然你找到城市的歸屬感。
　　(摘錄自《台北學：幸福城市的風格地景》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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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個創意又失意、騷動又感動、生活充滿古代又現代地舒服著的城市　　6個想像臺北的態度：建
築、文化、美食、文學、電影、生態、歷史　　17位名人的臺北學：李清志、吳光庭、韓良露、黃威
融、姚瑞中、程文宗、顏忠賢、駱以軍、陳雪、鴻鴻、陳儒修、郭城孟、李乾朗、林崇傑、林盛豐、
劉克襄、劉維公　　臺北是一門「學」。
一種自我風格，一種美學態度，一個又感動又騷動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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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　　本書由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李清志，顏忠賢，林盛豐主編。
作者共十七位：李清志、吳光庭、韓良露、黃威融、姚瑞中、程文宗、顏忠賢、駱以軍、陳雪、鴻鴻
、陳儒修、郭城孟、李乾朗、林崇傑、林盛豐、劉克襄、劉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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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韓良露　熱愛我們的台北序二／劉維公　台北學：在台北生活的理由Part1：台北新樂園台北新
樂園：尋訪台北城的歷史幽靈與空間意象／李清志李清志從「東京學」到「台北學」吳光庭台北都市
風格與權力韓良露台北美食記憶地圖黃威融屬於我們的城市文化誌，還沒有出現──從1998年出版的
《在台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說起姚瑞中所有一切都將成為未來的廢墟程文宗台北老屋與巷弄文
化Part 2：台北的暗示及其迷戀台北的暗示及其迷戀／顏忠賢顏忠賢偽台北學－－一種「野史」式的野
駱以軍西夏旅館：台北就是密室 陳雪天使熱愛的生活－－小說裡的台北鴻鴻遊戲的使命──台北詩歌
節陳儒修新台灣電影中的台北──影像中的台北觀點與非台北觀點Part 3：值得期待的創意城市：台北
台北&mdash;一個有機體或人造物？
／林盛豐郭城孟生態臺北城李乾朗老建築，新生命──認識台北城的歷史建築林崇傑一個被遺忘的城
市轉型與蛻變：城市設計在台北的抑揚與頓挫林盛豐 型塑城市的力量與摧毀城市的偏差劉克襄一座迷
戀自然的城市劉維公台北：值得期待的創意城市發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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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清志從「東京學」到「台北學」　　台北是一座豐富、有活力的城市，其文化的多面性與內涵
，與世界各大城市相比，毫不遜色；不過以往我們似乎不太在乎我們自己所居住的城市，以致於關於
台北城市文化的研究與記錄，顯得零散與貧乏。
相對於「台北學」的窘境，日本「東京學」則呈現著一種蓬勃的盛況，不論是官方或民間都興致勃勃
地進行著「東京學」的研究；若是到東京市區的書店觀察，你可以發現有一整櫃的書被歸類於「東京
學」的項目之下，舉凡東京的建築、空間、人文、歷史、服裝，都有人研究論述。
　　有別於官方的歷史紀錄與制式文件，「東京學」研究還包含許多民間的觀察與研究，他們以「路
上觀察學」、「考現學」等方式進行自己的觀察與研究。
相對於「考古學」對過去歷史的研究，「考現學」則以現今城市居民生活現況作為研究範疇；而「路
上觀察學」則以類似班雅明談到的「漫遊者」方式，緩慢而細心地觀察城市的種種事物。
「東京學」（TOKYO GAKU）一書作者小川和佑就寫道：「東京學不是東京之市況學，而是活著的
人們和這樣的人們創造的文化進行洞察，並以邏輯方法將之詮釋──這是東京學的宗旨。
」　　因此許多人從不同角度、不同面向進行觀察，並且歸納整理，形成許多關於東京城市的種種研
究，好像拼圖的碎片一般，最後拼湊成一幅完整而巨大的「東京學」面貌。
我們可以從「東京學」部分研究內容，慢慢窺見城市學的多元觀察面向，或許也可以成為我們建立「
台北學」的參考方式與嘗試模式。
　　電車文化人類學　　東京市是個電車交通十分發達的城市，整個東京電車與地鐵路線圖錯綜複雜
，外地人來到東京，經常會被東京的鐵道路線圖嚇得目瞪口呆，連紐約人也不例外。
東京人每天都和電車脫離不了關係，事實上，許多東京人住在鐵道公司開發的社區之內，孩子在鐵道
沿線由鐵道公司設立的學校上課，週間每天都搭電車往市區上班工作，週末則帶全家人往鐵道另一端
，由鐵道公司所投資的遊園地遊玩，所以東京人一輩子幾乎就是在同一條鐵道路線上擺渡。
　　不同的路線也逐漸產生了不同的市民文化與氣質，許多人類學家開始研究歸類電車路線的文化人
類學，這幾年最熱門的題材是研究JR中央線鐵道，2004年二月號的《東京人》（tokyo jin）雜誌，以「
中央線的魔力」為標題，進行中央線電車文化學的探討，他們發現「中央線人」的性格與特性與山手
線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中央線沿線各站也各具特色，形成不同的文化風格，日本人類學家甚至分析出
沿線各站的居民典型，包括服裝、氣質、喜好等等，令人莞爾。
　　台北捷運路線網逐漸成形，想必將來台北的捷運文化人類學也將成為「台北學」討論的顯學，可
以預見的是高架的木柵線以及地下化的新店線將形成截然不同的捷運路線文化。
　　銅像學　　都市中的銅像也是城市研究的線索之一，都市中的銅像因為豎立在公共空間，因此與
市民記憶、政治或城市事件有許多關連性。
日本票選十大最受歡迎銅像，第一名不是政治人物或民族英雄，竟然是東京龜有車站前的銅像──漫
畫《烏龍派出所》中的人物「兩津先生」，東京市區有幾座著名的銅像，也入選十大銅像之列，例如
澀谷的忠犬八公像，以及上野公園的西相隆盛牽狗銅像等。
　　台北政治銅像很多，但是變遷也很快，研究台北銅像會發現，許多銅像的基座都不是與銅像同一
時代安置，原來許多銅像基座都是日據時代所建造，但在光復後日人銅像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蔣公
銅像或孫中山銅像。
追查銅像下落也是銅像學的重點，例如仁愛路圓環于右任銅像如今何在？
再春游泳池李再春銅像流落何方？
（于右任銅像目前在國父紀念館碑林中，李再春銅像則不知去向？
）　　女僕學　　東京六本木地區，早期是所謂的「電器街」，如今「電器街」早已蛻變成日本動漫
聖地，成為「秋葉原族」宅男的心靈故鄉。
電影《電車男》中正呈現出「秋葉原族」的生活寫實，這些宅男們終日與電腦、遊戲及動漫畫為伍，
以致於失去了與真實人物接觸社交的能力，秋葉原興起的「女僕咖啡店」，正是為了這些宅男族群所
設想，他們以動漫畫中的女僕形象出現，讓宅男們產生熟悉感，進而得到心理的慰藉。
　　女僕咖啡店現象已經成為日本東京重要的次文化現象，秋葉原車站前，成群的女僕發送傳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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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也成為東京招攬西方觀光客的觀光景點。
研究次文化的人們也經常將這些現象當作是東京學的重要項目。
　　「東京學」的研究範疇包羅萬象，這也反映出這座城市文化的多元性與豐富性，「東京學」的各
種研究嘗試，為我們「台北學」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視野與思考，期待因為不同領域與切入角度的台
北學研究，最後可以彙整在一起，讓我們的「台北學」可以因此被建構起來。
　　PLACE | 台北私房推薦　　我認為台北最值得推薦的地方，是城中區一帶。
城中區從二二八公園出發，擴及週邊，可以說是台北城裡擁有最多歷史建築的地方，而且都具有相當
的重要性。
往西門的方向走，沿路有中山堂廣場，還可以走到紅樓。
往北門地區走，可以見到更多古老建築的風情。
像是鐵道局、台北郵局、撫臺街洋樓等等。
　　城中區的老建築訴說許多古老的歷史，是相當適合走逛之處。
　　韓良露台北美食記憶地圖　　我在台北的居住經驗可謂相當豐富。
小的時候和爸爸媽媽住在新北投，後來全家搬到臨沂街。
我的父母親很開通，允許我讀大學的時候在外租屋，因此台北很多區域我都住過。
由於年輕的時候是個文藝少女，四處租屋，自己感覺有種青春漂浪的氣氛。
一直到多年之後，再回過頭去看，才發現那樣一種遷徙的行為，其實是幫助我去了解社區與地域之間
很多細節的關係。
美食就是其中一種細節。
　　其實我們的美食地圖和族群、政經環境、社會發展都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台北是很年輕的城市，尤其與台南那樣歷史悠久的古城相比。
台北的興起和日人統治有很大關聯。
因為當時台南是古城，日人不想和古城的老舊力量去周旋，所以他們選擇台北這樣一個年輕的城市。
任何一道食物都可以看到世界發展的脈胳，口味愈是多元，表示這其中摻雜了愈豐富的族群文化。
我們舉台南小吃做為台北小吃的一個背景對照，來開始談起。
　　小吃的發展史　　台南有許多小吃是從廟口開始，而台灣的廟宇密度之高，超越中國大陸任何省
份。
廟宇的信眾多就有人氣，有人氣聚集自然就會有美食文化。
當初荷蘭人在台南建了赤嵌樓，明鄭在赤嵌樓對面建恭王府，後來清朝又在赤嵌樓對面蓋了媽祖天后
宮和關公廟以示抗衡，在台北也蓋了天后宮和關公廟。
台北的天后宮就在今天的二二八公園裡的台灣省立博物館，關公廟就在今天總統府附近的位置。
　　後來日本人來了，在台北市蓋了四十幾個市場，包括現在的城中市場、永樂市場、西門市場、艋
舺三水市場&hellip;&hellip;都是日本人規劃出來的。
原來的廟口小吃也逐漸演化成市場口小吃。
國民黨政府來台灣之後，小吃就演化到交通轉運之處，像當時的圓環是經典的例子。
現在就演變到校門口，像台大公館夜市、師大夜市、士林夜市，因為這裡都是學生聚集的地方，人潮
自然也多。
這可以說是台北小吃的發展史。
　　美食的歷史也可以從地域來談。
台北最早發展的地方可以說是艋舺和大稻埕一帶。
這兩者當中前者更早一點。
例如你今天想吃最古早的古早味，去艋舺一定找得到，大稻埕還不一定有。
但是大稻埕是洋商最早發展的地方，有很多洋樓，所以在飲食上也呈現出混雜的特色。
到了日本殖民時期，日本人大力發展城中地區，因為艋舺和大稻埕都是城外，西門町等於是閑置的地
段，後來就變成了墳場。
日本人找建築師來設計紅樓可謂用心良苦，他們運用了中國的八卦和西洋的十字架元素一起融入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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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町的興起和日本的建設很有關係，因為蓋了紅樓，日本人開始引進很多洋貨販售，週邊也跟著開
起許多商舖。
　　市場與美食的軌跡　　「市場」也是了解台北族群口味分佈的一個重要因素。
如果我今天想做我外婆那種台南菜，我就會去大龍峒、迪化街、新富市場三個地方買。
如果要做我父親的江浙菜，我會去東門市場和南門市場。
如果要做義大利菜、西班牙菜，我會去東區，東區就意味著要買新興食物。
天母和東區很類似，但是更異國一點。
　　單單從食材的購買上，我們就可以談非常多的細節和背景出來。
從這個角度來看台北很有趣，可以區分出許多小單元和小區域，而背後有這麼豐富的族群在傳承他們
的飲食文化、在記憶他們家族的飲食史、在重溫自己家族的味道、在追尋一種對家族的情感。
　　東門町之後的新起之秀，就是東區和天母。
東區的興起完全是商業因素，她是完全沒有經過都市計劃就成形的區域。
台北市的都市計劃做得最好的就是南區，因為當時日本針對南區的鄰里巷弄都做了很好的設計，所以
南區到處都有小小的公園，東區的公園就很少。
南區很多公家機關，入夜後就熄燈，沒有辦法從這一條街一直走到下一條街；東區沒有古蹟、法院，
較少公家機關和行政機關，到處都是巷弄，所以可以徹夜燈火明亮，打造出繁華的夜生活。
從飲食觀點來看，東區也是全台北市飲食文化最混血的地方，日本料理、義大利麵、本省菜、外省菜
都有，充份呈現台北混雜多元的飲食特色。
　　PLACE | 台北私房推薦　　永康街可以說是家庭記憶，父親常帶著我們全家在這裡吃東西。
我現在也還住在這裡，等於從十七歲至今為止，一直是我的日常生活裡的「小確幸」散步路線。
很多知名餐廳都是從永康街起家的，像我們當年住永康街的時候，鼎泰豐都還沒有做，我們等於是看
著永康街一路的變遷走過來的，許多老店都有三、四十年的歷史，也推薦大家可以來永康街做一趟美
食之旅。
　　劉克襄一座迷戀自然的城市　　眷戀山林和水岸的台北人　　台北人旅居他城，若是生活在沒有
山海的都會裡，可能不容易習慣吧。
　　想想看，上班時抬頭望向窗外，遠方竟無山巒。
或者，海洋不在郊區，難以很快抵達。
這樣的生活還有何樂趣可言？
　　其實，台北人比其他都會的市民，更眷戀自己的城市，更嚮往城郊的居住。
只是自己還不是那麼清楚。
　　台北人也不只習慣親近自然，還保持高密度的利用。
到了例假日，城裡的市民多半愛走向山林和水岸。
　　山巒跟都會的關係　綠色空間的精緻渴望　　過去，隨著登山健行活動興旺，山上順勢會出現許
多餐飲娛樂的店面和花園農場，搭配登山休閒的風潮。
早年土雞城、卡拉ｏｋ店的林立，讓人記憶猶新。
現今，到了假日，許多農地釋放，供上班族租地耕作，努力當一天農夫。
此後市民農園、有機菜圃於焉可見，蔚成工作假期。
　　都會人熱愛郊野環境，相關產業在城市亦相對活絡。
儘管景氣低迷，台北戶外休閒的用品店卻逆勢上揚，一家接一家的店面出現。
中山北路一段，師大附中信義路段允為地標。
全世界各地知名登山廠牌，在台北的登山休閒用品店，皆可輕易買到。
這一新市容景象，饒富深意。
我的解讀更浪漫：台北的山巒跟都會的關係，其實比過往，都更緊密的結合。
　　只是，市民或許嚮往著，搬遷到風景秀麗的郊山居住，但多數人還是得擠居在盆地裡。
政府公部門則針對市民的需求，在不同的區域，規劃了大小綠地的公園。
　　早年的老舊公園，諸如植物園、北投公園和二二八和平公園等，形式單一，缺乏現代生態思維，
晚近都在逐步改變風貌，或重修步道，改為枕木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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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小型社區公園經由社造，常有先進的想法。
比如利用有限的空間，將原本的小池或水圳改造為生態池，栽種各種細膩的水生保育類植物，呈現一
個美麗的自然小世界。
此一規模耗費的照顧成本，當然就相對提高，永續性亦教人擔心。
但這種想法，也正好反映了此間市民對綠色空間的精緻渴求。
　　PLACE | 台北私房推薦　　陽明山　半嶺水圳自然步道　　這條步道已經有一兩百年的歷史，連
結山路和水圳，將陽明山的天然景觀串連成一幅優美風景。
台北的登山健行已蔚為風氣，步道的路線圖可以上網搜尋。
行走在這條自然步道上，可以找回已經消失的早年平地的鄉野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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