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藍帶、綠帶交響曲
宜蘭縣蘭河遊蹤發現河濱綠色小徑

相較於臺灣西部走廊的快速發展與盲目複製城市規格的追求，

宜蘭向來就是擅長逆向操作、以特色取勝的城市玩家，

即使在城鄉風貌改造這個競爭機制裡，不論社區型個案的小手術，

或是大尺度的城鎮地貌改造操作，都在在令人驚艷；

由建築師黃聲遠接手操刀的宜蘭河濱公園，96 年度城鄉風貌以及羅東之心，

兩個尺度不同的優良案例，正凸顯宜蘭打造魅力城鄉的高度企圖心。

宜蘭縣

創造了河濱小徑，結合跨越

河流的橋樑加設腳踏車道，

讓河的兩岸更緊密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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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河堤種了樹，就成了附

近居民的帶狀公園。

02  宜蘭河濱公園改造打

破傳統的思考框架。

宜蘭河濱公園 讓人與河更親近

美麗且耐人尋味的城市，必定有一條美麗

的河流，以宜蘭河為例，防汛道路像一把

無情的利刃，長期切割宜蘭河及其河畔居

民的親密關係，河流對居民而言不再像母

親那像可親，隨時能輕鬆恣意地依偎在她

身旁。

宜蘭縣政府為了縫合河流與民眾的關係，提出「蘭城新月二部曲─蘭河遊蹤 

發現河濱綠色小徑 」計畫，以宜蘭的生活地景為藍本，串連宜蘭河河濱公

園的整體休閒動線，建構完整且高使用率的城市藍帶和綠帶，並加強居民的

生活設施，以牽動周邊消費、服務產業，打造美好的生活居住環境，因此獲

得內政部營建署 96 年度競爭型佳作獎項，補助 4,000 萬元。

這項計畫名為「發現宜蘭河濱綠色小徑 」，位於宜蘭社會福利館旁的河濱公

園，介於宜蘭橋至慶和橋之間，面積約 1.5 公頃，由黃聲遠建築師事務所規

劃設計、監造，達固營造有限公司承攬。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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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人本 榮獲大獎肯定

這項計畫提倡「人本運輸 」的觀念，黃聲遠在擁擠的都市旁，利用利用堤

頂道路重新定位和高灘地空間關係的巧妙結合，營造出自然空曠的步行系統

和自行車道，各約八百公尺長，同時利用串聯南北兩岸的橋樑（慶和橋）兩

側，附掛長約 210 公尺的人行步道橋，同時容許單車通行，大膽創新卻兼

顧人本精神的設計手法，強化了宜蘭河濱公園的遊憩縱深，供民眾自在悠遊

於城鄉景色之中，因此獲得內政部營建署第一屆「全國景觀風貌改造大獎 」

公園綠地系統空間類的佳作第一名。

「我只是把宜蘭河的堤頂道路及銜接城市的路口微調一下，不用花很多錢，

就能把河與城市重新結合，附近居民都很肯定。」黃聲遠建築師說，他原本

的初衷就是把居民再帶回水岸邊，體驗自然的環境，「擁抱大自然，總是讓

人放鬆、快樂！」

宜蘭縣政府早期就將這項計畫定位為「城市景觀公園 」，黃聲遠在許許多多

規劃前輩努力的前提下著手進行規劃，它串連宜蘭市和宜蘭河濱公園原有的

步道系統，提供沿岸居民更完善的休閒空間；它改善居民對宜蘭市環河路堤

防景觀的刻板印象，原本的「三面光」混凝土堤防，後來改成大草坡，在堤

頂及高灘地廣植樹木與草皮，使原本的環河路堤防搖身一變成了可以休憩的

公園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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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河濱小徑讓孩子有玩

耍的環境，也找回故

鄉的原味。

02  宜蘭河濱小徑把堤內堤

外的路徑串連起來。

03  橋的兩側正在施做單

車道。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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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河道路捨直取彎 變身河濱小徑

防汛道路的功能不可偏廢，但黃聲遠早就發現，筆直的道路提供汽機車快速

通過的暢快空間，對行人的安全卻是一大威脅，於是他再度回歸人本，把原

本的環河道路「捨直取彎 」，並微調道路的高程，讓道路有些許的起伏，配

合植栽綠化，車輛急駛而過的筆直通路，視覺上變成原本一條蜿蜒的小徑，

車速也的確因此明顯減緩，「現在這條環河路成了學生上下學、居民散步的

河濱小徑。」黃聲遠嘴角揚起一抹微笑。

「門前的環河路變成公園，原來宜蘭河離我們那麼近！」，「院子不再光禿禿

的，媽媽說等樹長大，我們就有森林了！」這是附近居民的真實心聲，這項

計畫完工至今近三年餘，居民對於社區能與公園結合都表示肯定，也滿心期

待綠蔭成林。

宜蘭縣政府將宜蘭河濱公園打

造成多元化的景觀休憩場所，

進一步展現地方特色風貌。這

條河畔的美麗彎曲小徑，改變

了鄰里關係，也涵養了居民生

活的空間美學素養。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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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戶外展演場可舉辦大

型活動。

02  建築師黃聲遠在「羅

東之心」的設計上頗

費心思。

03  「羅東之心」挑高十八

米的戶外藝文展演場夜

景散發獨特魅力。

04  規劃團隊把設計模型搬

到田中央感受現場。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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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之心 文化地景

一次又一次地參與城鄉風貌改造

規劃設計，黃聲遠建築師不只關

注單一建築，配合宜蘭縣政府的

施政需求，他縱覽全局，格局已

拉大到建築基地之外，擴展到於

整個都市，他努力參與，就是希

望轉變宜蘭的城鄉風貌，形塑一

個值得期待的人文空間。

宜蘭縣另一個城鎮地貌改造計畫「羅東之心 」，也同樣出自黃聲遠手筆。這

個以宜蘭縣「文化二館 」為主體的城鎮地貌改造計畫，93 年在全國 25 個

縣市評比中勝出，獲內政部營建署補助 6,000 萬元經費，其中，運動園區內

的主體工程、挑高 20 公尺、面積 2,000 坪的「半戶外藝文展演場 」等設施

已經啟用。 

「羅東之心 」園區計畫，是以宜蘭縣文化局預計興建的文化中心第二館為中

心，當年由羅東鎮公所提供的羅東綜合運動場為用地，透過都市計畫專案變

更方式，將現有體育場用地改為「文化體育專用區 」，進行整體規劃建設，

分年分期開發。 

黃聲遠說，「羅東之心 」園區有可以容納 300 人的「多功能演講廳 」，兼具

展售與教育功能的「文化市集 」，挑高三層樓、面積 400 坪的「空中藝廊 」

及「青少年多媒體閱覽室」、行政中心等，特色之一是這座 3 層樓高、面積達

2,000 坪的「半戶外藝文展演場」，作為大型活動場所。

01

02

01  黃聲遠用光影表達羅

東之心的迷人氛圍。

02  運動場可提供多功能

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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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黃聲遠藉由水池等元

素，試圖恢復早年羅東林業

發達的意象。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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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東之心計畫的文化與休閒

環境價值符合城鄉風貌改造

的核心價值。

接軌臺北的文化插頭 慢速生活的思考

「原本以為沒人會理我這項大棚架的設計，沒想到評審委員很欣賞，還要我

如期完工，讓我既意外又驚喜！」黃聲遠提及這座半戶外藝文展演場，思緒

彷彿回到評審會那天，隨著評審委員的發言上下起伏著。

其實，在整體的規劃中，黃聲遠不僅要找回羅東的歷史原貌，還企圖透過電

影院、文化館等文化設施，以及公園、醫院、夜市等配置，提供民眾實踐慢

速生活的有機城市空間，也成為跟臺北接軌的「文化插頭」。

因此，在空間的布局上，黃聲遠採開放空間設計，引水進入園區新開闢的生

態水池，搭配懸浮水池之上的「大棚架 」─半戶外藝文展演場，倒映鋼柱

表面鏽黃的浮動身影，重現羅東太平山林業發展的意象。

黃聲遠說，早年羅東林業發達，常有「儲木池」存放大量林木的地景風貌，

透過這項設計再造當年木材之都的意象，也找回當地人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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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羅東之心計畫在打造慢

速及文化生活的環境。

02  逐步完成的羅東之心

計畫令人期待。

一步之遙 期待文化二館誕生

前宜蘭縣長劉守成把「羅東之心 」計畫納入縣府重

大文化建設，雖然財源艱困，但仍優先編列預算，

並盡力向中央爭取補助逐年推動，至今各項設施逐

漸完成，主體建築「文化二館 」也已設計完成，預

定 97 年底公開招標。

隨著羅東之心計畫的推展，周邊商圈和住宅發展

也受到激勵，生活機能愈來愈豐富，符合先前的預

期，黃聲遠期待這項文化建設能為羅東扎下永續發

展的根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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