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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在地的國際
臺中文化城中城計畫

不能否認，臺中市的確是一座精彩的城市。

東西匯聚、雅俗並立，

許多現象看似衝突，實則蘊含著莫名的和諧，而在草根之中卻又隱含著優雅。

品味這座風格獨具的文化城市，

除了從近年來蓬勃發展的藝文活動可以一窺究竟，

城市裡的空間也正悄悄地蛻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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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村 充滿異國風情

位於中港路沿忠明南路以東至健行路、美村路一帶，是臺中市的精華地段。

這裡除了沿麻園頭溪兩側充滿了國際人士開設的餐廳、酒吧和夜店，常見本

地的年輕人穿梭其中，享受異國風情的樂趣，周邊也連結ＬＶ旗艦店、廣三

ＳＯＧＯ等精品區，成為臺中市著名的消費和觀光景點。

華美街、長春橋附近在臺中當地素有「小天母 」之稱，是一條充滿異國特

色、餐廳林立的街道，悠閒的景色時時吸引歐美人士駐足聚集，諸多外籍人

士在此落腳居住、上班，美僑商會就在此地紮營，由外商聯合發行的社區刊

物則稱這裡是「小歐洲」。

然而，就在長春橋旁的忠明公園，下凹式設計的公園和地下停車場製造了

隱蔽的空間，讓吸毒和犯罪者得有藏身之處，成了治安死角，為周邊如此優

雅、充滿潛力的水岸與商業空間埋下隱憂。

01  「文化城中城」是一

項國際村特色商圈的

發展計畫。

02  公園附近素有「小天

母」的稱號。

03  忠明公園的改造獲得國

際知名建築師的肯定。

04  臺中市定位為文化城。

05  改造後的公園掃除了

治安死角。

06  空間設計改變了公園

的面貌與機能。

07  橋的「變身」讓公園

更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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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九十八分之一 文化城中城計畫

「文化城是臺中市的大定位，市府團隊則把這裡定位為具有國際村特色的

『城中城』。」建築師楊家凱解釋，市府為了改善忠明公園周邊的環境品質，

去除灰暗的空間死角，結合發展國際村的計畫，在 95 年成功爭取內政部

營建署城鄉風貌改造計畫補助，推動「三百九十八分之一．文化城中城計

畫」，塑造特色商圈。

其實，市府團隊最初的構想是在這裡建立服務外國旅客和住民的資訊中心

（i-center）。這個構想比臺北的天母生活圈還要前衛，原本是想仿效國外街

頭的遊客資訊中心，在此為居住在當地的老外建置一處隨時提供不同語文服

務的生活資訊中心（i-center），讓遠從千里而來 long-stay 的老外，經由資

訊中心就立刻能掌握、運用相關的生活機能與周邊商圈最新訊息，更快融入

臺中當地的生活圈。

01  國際村特色商圈因忠明

公園改造更顯魅力。

02  公園改造採用大量的

綠化植生。

03  忠明公園的夜景十分

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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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家凱建築師分析，就空間條件而言，這裡有水岸、咖啡座、夜店、公園、

停車場，後方還有一間廟宇，是連結本土和國際文化的優質環境，停車場上

方還有里民中心，很適合假日封街變成假日行人徒步區，舉辦跳蚤市場等各

式活動，具有紐約 SOHO 區的雛型。

至於計畫中提及的「三百九十八分之一 」，則是隱喻臺中市共有三百九十八

座橋，「人們天天過橋，這座小橋也只是三百九十八座的其中之一而已，有

那麼重要嗎？」楊家凱表示，橋是連結河流兩岸情感的工具和象徵，但這座

長春橋的使用強度逐漸式微，因為使用率低，已被違規停車占滿了大部分空

間，行人要走路跨越日益困難，失去原本造橋的意義，因此市府團隊也認為

「該做點什麼改變它」。

04

04  光雕是忠明公園的特

色之一。



184

Chapter 3

尋
美

藍帶與綠帶的營造

於是，「三百九十八分之一．文化城中城計畫 」在 95 年正式啟動，由楊家

凱建築師負責規劃設計，北以中港路、南以公益路為界，東西範圍劃分為 3

個區塊：（1） 忠明南路以西：以精誠三街至精誠八街串連忠明南路與精明

商圈。（2） 忠明南路與麻園頭溪：包括明義街、長春街、及華美西街一段

70 巷。（3） 麻園頭溪與綠園道：由明義街、長春街接中興街 285 巷，串連

至綠園道。行政區域涵蓋忠誠里、忠明里及公平里，重點區塊先集中在忠明

公園和長春橋的改造上。 

楊家凱建築師根據市府團隊的規劃藍圖，著手營造這裡的「藍帶 」與「綠

帶 」。藍帶以沿著麻園頭溪的河岸空間為主，創造寬度與高程變化的人行

步道與花圃植栽空間，並與休憩空間交織在一起，形成水岸空間豐富的視

覺變化。

在公園綠帶的處理上，規劃設計團隊取消了原來公園下凹的隱蔽空間，再

把原來的天井封起來，加上夜間照明之後，夜間的氣氛更為迷人，民眾也

常在此練跳土風舞，當然也有民眾趁艷陽天時曝曬吃不完的菜乾，「這空間

好像是居民生活空間的延伸，雖然還有改進的空間，但只要保持乾淨，又

何嘗不可呢？」對於這段空間使用的學習過程，楊家凱持開放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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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公園的新橋展現優美

身段，既是接送行人

通往兩岸的橋樑，也

是表演舞台和觀眾

席，機能多元。

02  環境品質的提升讓外

國人聚集的國際村更

吸人氣。

03  國際村周邊擁有美質

的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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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橋樑設計 處處見文化

接著，忠明公園擴大「變妝 」的範圍，草坡、擋土牆成了具視覺美感的藝

術地景，結合偌大的開放空間，宛如一處小巧精緻的戶外劇場，有可容數

百人，擺出親切、平易近人的身段，正可以提供周邊商圈組織封街辦活動，

「處處有公園、時時見文化」的空間規劃巧思也自然流露。

「三度空間的橋樑設計，提供複合式的用途選擇。」被民眾遺忘的長春橋如何

在這次改造盛會中扮演畫龍點睛的角色？楊家凱把「人車分道 」和創造地

標效果兩項企圖心加入其中，利用一分為二的概念讓一座橋「分道揚鏣 」，

一邊給車走，另一邊專門給人走，和諧不衝突，功能自然充分發揮。

更重要的是，當橋下的公園戶外劇場有演文藝出，橋上的空間立刻隨之轉變

為「觀眾席 」，反之，橋也可以不只是橋，換成表演舞台來用也可以。楊家

凱建築師表示，橋本來就是這裡的空間特性，如果賦予它複合式的功能之

後，成功創造地標效果，也提供遊客清楚的場所方向性，而臺中市就希望塑

造這樣的意象與空間情趣。

01  公園夜間照明為空間

氣氛加分不少。

02  文化城中城計畫成果

也獲得國外建築界人

士的好評。

03  設計者善用當地環境特

色，讓國際村更美。

04  重新設計的人車分道橋

梁既是橋，也是舉辦活

動時的舞台和觀眾席，

一橋可有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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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環境改造 化解冷漠人心

這不只是臺中市政府的一項工程，過程中，即使曾經反對的地方人士，也在

多數居民的熱情感化下，捲袖參與許多細部改造工程和事後的認養工作，目

前包括美僑商會在內的民間團體和鄰里組織團體，都陸續表達認養的意願，

可望藉由民力讓營造成果得以永續經營維護下去。 

環境變好了，活動能量也不斷蓄積，未來良性循環的效果可以預見。不過，

從規劃者的角度觀察，楊家凱建築師坦承，對照當初他規劃的企圖心，以及

事後居民的認知及使用行為，發現出現若干落差，例如河畔以當地苧麻編織

的花圃，原本僅供欣賞，只因花圃中留有狹窄的空隙，居民誤以為是花園步

道，讓美意難以落實，也形成花圃維護上的困難，「這也教育了建築師，規

劃設計前要更了解空間使用行為。」他說。

此外，這次改造行動只能針對麻園頭溪兩岸的空間加以整理，沒有機會改善

溪水的水質。楊家凱建築師解釋，由於上游水流湍急，遇暴雨洪水往下沖，

經常把溪畔的設施沖壞，因此，如何讓溪水保持「平靜 」，不致有過大的波

動，是當務之急，在上游設置滯洪生態池是可行作法，但還有待科學的水文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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