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　看齊

向後看 發現另一種風景

這個認同要怎樣被創造出來？如何創造新的公共記憶和城鄉風貌？ 舊鐵道

路廊「向後看齊」的經驗值得玩味。

成功人士分享自己登上頂峰的秘訣，總少不了鼓勵大家要儘量向前看，但是

人生有時不能只顧著向前看喔，適時放慢腳步、回頭向後瞧瞧，或許會看見

另一種美景，開啟另一種可能性。臺東市舊鐵道路廊的「向後看齊」計畫，

就是最好的示範。

想要了解這個挺有人生意境的向後看齊計畫，得先從臺東市舊鐵道的古往今

來談起。

如果城市是一本故事書，

想要閱讀臺東市，就該去走一趟臺東市的舊鐵道路廊。

這裡是外人了解臺東的入口，

在那裡，可以了解臺東人是怎麼過活，

又如何透過認同和參與改變自己和家園，

為城市寫下動人的故事。

臺東市舊鐵道路廊周邊建築轉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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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鐵道路廊注入藝術創

作後更賞心悅目。

02  藝術彩繪美化了蓄水

桶的擺設亂象。

03  居民和藝術家發揮創

意，創作公共藝術。

04  利用鐵枝路再生的契

機，臺東縣政府讓鐵

枝路旁的住家回頭看

看屋後的風景，引動

一場藝術造街行動。

05   居民主動參與環境美

化，是臺東縣空間美

質提升的主因之一。



舊鐵道的古往今來

民國 80 年，臺鐵臺東新站啟用後，舊站飽嚐「只聞新人笑，不見舊人哭 」

的辛酸，地位每下愈況。先是在 90 年時，舊站因不堪虧損，新站至舊站間

6 公里鐵道路線遭裁撤，後又因缺乏適當管理而逐漸荒廢；緊接著，垃圾、

營建廢棄物等陸續入侵，周邊環境因而被破壞殆盡，髒亂不已。 

當時的縣政府發現問題的嚴重性，趕緊與鐵路局協商，91 年起，6 公里的舊

鐵道改由縣政府代管，並向中央爭取了 2,000 萬元經費，進行第一期改善工

程，從開封街至卑南大圳闢設長 3.2 公里、寬 2.5 公尺的木棧道，木棧道旁

配合綠化植栽和低調的夜間照明。曾任縣政府城鄉發展局長的盧維屏回憶，

第一期工程完成後，當地環境脫胎換骨，原本是髒亂不堪、讓人避之唯恐不

及的死角，搖身變成附近居民的美麗後花園，令人忍不住親近駐留。 

大獲好評之後，縣政府再接再厲，將鐵馬道的木棧道延伸到臺東舊站，並向

中央爭取補助，包括木棧道，以及改善排水溝的髒臭現象等。從此，臺東市

民擁有綿延 6.5 公里長的休閒及通學步道，讓臺東市擁有更豐富有層次的表

情，觀光吸引力更是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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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植栽讓鐵枝路更添綠

意。

02  社區居民的參與活絡

了舊鐵道路廊的空間

經營。

03   臺東縣政府讓荒廢的

鐵枝路再生，成為居

民的休閒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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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雅的木棧道 臺東美麗的見證

木棧道的一天，隨時都美得如同一幅畫。

天色還未大白的清晨時分，銀髮夫妻優閒散步，無須太多對話，亦步亦趨

的默契，正是白首偕老的溫馨寫照。旭日東昇之後，穿著新生國中制服的學

生，捨棄車輛川流不息的馬路，改道從這裡上學，如嘰喳小鳥的笑鬧聲，為

步道增添些許青春洋溢的活力。

炎熱的午後，三三兩兩偷得浮生半日閒的幸運兒，懶洋洋的坐在涼亭下發

呆、聊天、納涼，連行動有點不便的民眾，也都能輕鬆來到這平整舒適

的步道，享受片刻清閒。夕陽西下，手牽手拍拖的情侶，以及下班後來此

散步的年輕夫妻，為木棧道平添幾許浪漫氣氛，不時迎面而來的慢跑者，

如沐春風悠然騎乘的自行車騎士，又讓人有身處歐美先進國家的錯覺。甚

至，還有許多新人也把這裡當作婚紗攝影的景點，讓優雅的步道風光為愛

情留下最美麗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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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路廊一角的休憩平台配上

露天音樂會，文藝氣息活

力繽紛。

04



不相稱的景觀 啟動向後看齊

舊鐵道路廊蛻變後雖美，但視線向兩側移動，卻是很煞風景的建築背面，以

及堆滿雜物的後院或家戶飄揚衣物的「萬國旗 」，就好像是個花容月貌的美

女，臉上卻佈滿了陳年痘疤，讓人不禁搖頭嘆息、徒呼可惜。

94 年起，臺東縣政府開始構思推動「向後看齊 」計畫，請沿線住戶、店家

轉身面對舊鐵道，把後院變前院，透過藝術參與造街方式，齊力提升路廊景

觀品質。 

當年推動此計畫的縣政府前城鄉發展局長洪嘉宏說，「向後看齊 」是鼓勵鐵

道路廊沿線居民轉身面對鐵道，以自主參與方式改造家園。 

臺東市民族里長陳雪貞也大力支持這項計畫。她說，部分住戶後門確實凌亂

不堪，有必要設法改善，不過，要讓住戶後門變正門，當時就預料在溝通上

可能有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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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親切的路廊空間有如自

家裡的後花園，是小朋

友玩樂的好地方。

02  路廊兼具休閒及通學

步道的角色，強化使

用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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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探民意 掌握公共議題

於是，縣政府先以民調徵詢民眾

意見，在回收 85 份針對路廊住宅

與商家的問卷中，97% 的居民認

為路廊環境需要改善；76% 的居

民認為如果能制定鐵道路廊生活

公約保持社區的寧靜，會願意參

與；58% 的住戶表示美化完成後

願意維護。

在 295 份路廊使用者問卷中，有民眾抱怨「狗屎 」、「排煙管 」、「臭水

溝 」、「沒有座椅 」、「路燈太暗 」、「沒有垃圾桶 」、「出入口不方便 」；還有

民眾建議「利用鯉魚山邊復育蝴蝶蜻蜓和螢火蟲 」；也有人表示「鐵道是臺

東人的共同資產，能美化是臺東人的福氣 」；另有民眾建議「訂定周延的辦

法可能比風格重要」。 

了解了民眾的意見之後，縣政府城鄉發展局以民眾的建議為基礎，開始規劃

評估「向後看齊 」計畫。一開始藉由文建會較小規模的補助，委託臺東大

學美勞教育系師生，將原住民傳奇與趣味繪本作品裝設於鐵道路廊沿線的建

築牆面上，打造「繪本故事牆 」，試著將市民的目光轉移至「背面 」，以此

創造話題，並打造邊走邊看的新散步體驗。

例如「阿美族的七彩布裙 」、「阿郎又來了 」、「捲髮女孩 」等作品，讓往來

於路廊的散步者、自行車騎士眼睛發亮，忍不住放慢步伐，一邊欣賞、一邊

讚嘆，絕佳的效果，成功誘導了居民後續參與藝術造街、向後看齊的興趣和

意願。

緊接著計畫又獲內政部營建署補助，並委託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發展基金會辦理，經由兩次公開徵求民眾主動報名，與藝術家互動共同

設計，目前鐵道路廊沿線已經有 29 戶住家背面完成景觀改善，居民將兒時

記憶、生活經驗、喜好、想像，以致於信仰化為各種創作，或是簡化或是加

添，成果著實令人驚艷。

「期待舊鐵道路廊能有行動閱讀，營造邊走邊看的趣味休閒環境。」城鄉發展局

承辦人員郭怡君說。

多數居民也認為，舊鐵道路廊換上新裝後，變得雅觀多了，若能進一步組織

街區組織及營造更優質的環境景觀，並加強行銷，必能創造更多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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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城市的鐵道 化身縫合城市的拉鏈

過去火車行駛的鐵道總是在城鄉扮演「切割 」的角色，

坐在火車裡，看到的大多數是房子的背面，人們跟鐵道

的關係愈來愈疏離。臺東舊鐵道路廊經過再造的翻轉，

如今已由閒置荒廢的醜小鴨蛻變成優雅動人的天鵝，公

私部門重新賦予舊鐵道「拉鍊 」的角色，「希望藉由這

處公共空間把大家重新凝聚在一起，像拉鍊一樣把城市

重新縫合。」向後看齊計畫主持人黃千秀表示。

縣政府承辦人郭怡君也形容，「臺東市舊鐵道路廊周邊建築轉體計畫 」的

操作方式有別於傳統環境美化工程，它結合民眾與藝術家參與打造多樣化

並有生命力的環境，透過建築的轉、眼光的轉與人心的轉，彷彿是共舞的

華爾滋，轉出歡笑、轉出鄰里感情、轉出美好的環境和更大的肺活量。 

城鄉發展局開始徵求舊鐵道路廊沿線民眾，參與「向後看齊 」舊鐵道路

廊周邊建築轉體計畫。參與徵選的舊鐵道沿線住戶，由城鄉發展局補助每

戶 10 萬元經費，委託藝術家協助住戶改造住家後門，不論是藝術彩繪、

裝置藝術，參與的住戶都可與藝術家先行協商、溝通，再由藝術家將住戶

的想法表達出來，有意參與者須檢附同意授權書，承租者則須檢附屋主同

意書。 

因此，有住戶對屋後鐵道的火車有深刻的懷念，藝術家便在建物外牆畫下

藍色的普通列車外觀，連既有的廣告招牌，也以火車站候車月台的指示燈

為設計元素，做了極有創意的示範，不僅令人會心一笑，屋主在環境景觀

改造之後，也投入屋後花圃的整理工作，為藍藍的普通列車再添一抹生命

色彩。

01  鐵枝路路廊結合公共

藝術標語立牌，更具

魅力。

02  路廊的花園空間，導引

居民自行認養整理維

護，打造優美環境。

03  在「向後看齊」建築

整體計畫中，藝術家

帶領居民發揮創意美

化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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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工作坊開課 強化參與技能

為了落實居民自主參與改造生活環境，尋找地方的認同感，縣政府團隊合力

開設工作坊，透過與在地環境形塑有關的實用課程（如附表），引領民眾參

與公共環境議題的討論與創作。

植栽是多數人的興趣，因此，縣政府利用舊鐵道路廊開封街的入口段開設

「新園藝樂園 」，成為社區實驗花園，請專家教導路廊沿線居民在路廊空地

種植花草，以及剪修與養護技巧，營造路廊花園步道的美麗景觀。 

課程名稱 目的

民眾參與藝術改造說明會 建立討論平台，說明用藝術改造環境的作法與效益

綠色生活地圖工作坊 帶領社區居民以新的視野認識社區的生態環境

廢油轉肥皂 DIY 提倡廢物再利用及減少汙染的環保生活觀

狗大便論談 為社區公共環境問題建立對話機制

園藝教學 1 ─新園藝樂園 教導民眾植栽技巧，以利居民永續自主管理維護社區植栽

園藝教學 2 ─雜草管理與植栽實務 教導民眾植栽技巧，以利居民永續自主管理維護社區植栽

園藝教學 3 ─植栽創作 教導民眾植栽技巧，以利居民永續自主管理維護社區植栽

01  舊鐵道路廊提供居民

便利可及又舒適的休

閒場所。

02  建築牆面多了點藝術，

空間就多了點趣味。

03  路廊邊的住家牆面各

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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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接受度 成了大考驗

縣政府為了推動「向後看齊 」計畫，做了不少事前準備工作，畢竟把居

民的住家外牆當成藝術創作的表演舞台，並藉此減少違建和不必要外牆

凸出物的這般工程，過程相當不易，必須多和居民好好溝通，執行上方

能完善。

雖然計畫提出構想大膽，但有趣的巧思和豐富的創意，也讓居民漸漸地

產生信心，在縣政府及委託團隊的努力之下，逐步克服和居民的溝通，

以及尋找在地和外來藝術家等難題，進而落實計畫的發想。

做任何事都一樣，必須找對的人做對的事。藝術創作的精準度和趣味性攸關

「向後看齊」計畫的成敗，縣政府團隊倒不擔心這一點，早從臺東海濱公園

的公共藝術創作經驗，就獲得飽滿的信心。

不過，在鼓舞在地藝術家的同時，縣政府團隊也堅持要有部分外來藝術

家的參與，「目的是讓在地和外來藝術家能有交流、對話、彼此刺激的效

果。」這讓藝術造街的過程和成果更添多元性格。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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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居民溝通 藝術家的大考驗

黃千秀說，原本藝術家是不需要跟別人溝通的，但在藝術造街的過程中，就

是要藝術家出來和居民對話，但可能因為居民一句「你是來為我服務的，我

說什麼，你就想辦法幫我做到！」，藝術家就難以忍受被矮化，所以過程中

的確看到不善溝通的藝術家受到挫折而退場。

「公共藝術造街，讓臺東舊鐵道路廊成為社區培力、公眾創意發想與展現的

場域。」藝術策劃吳瑪悧事後回想，指出路廊的公共意義，不僅讓人身心愉

悅，也為城市發展出一條生態與藝術廊道。

她指出，舊鐵道路廊是以藝術為媒介，協助、引導市民關心自己生活的周

遭，並把自己生活的經驗故事，發展為作品，幫助自我成長，並且美化社區

環境，未來還有機會成為社區的文化創意產業。

其次，這也是一條市民成長學習走廊，大家把生活故事轉換為空間劇本，並

且幫助居民發現社區許多不為人知的動人故事，以及在生活中所遇見的困

難，透過討論一起找到解決的可能，例如狗大便事件引起居民對於環境的公

民意識。

01  閱讀臺東市，舊鐵道路

廊是最好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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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改變 最教人感動

「看到人的改變，最教人感動！」，社區營造

讓外在環境變美，可能只是短暫現象，其最

重要的意義在教化人心，提升對美感的認

知，進而願意主動參與、改變，「心變好了，

環境也自然變得更美！」包括 鵝肉店 、洗衣

店、咖啡館等愈來愈多住戶和店家願意加入

「向後看齊」的行列。

例如路廊邊的洗衣店，原本店家經常把洗過的衣物直接鋪在路廊的木棧道上曝

曬，經過改造過程，店家的行為變了，不再亂曬衣物，而是改用移動式衣架，把

衣物整齊地掛在轉向後的前院，這樣一家一家做起來，居民們愈玩愈有興致。

藝術造街 不能盲目複製

藝術造街為舊鐵道路廊注入新的生命，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它緊抓住鐵道的生

命力，讓藝術創作和在地生活產生緊密的關聯，進而營造更美質的環境，創

造在地居民生計、生產和生活的正向改變。因此，縣政府團隊認為，要做類

似計畫前，務必要先清楚掌握「要什麼 」、「跟在地居民的生活、人文歷史

有什麼關係」等前提，才可能產生永續的影響力

前後幾任城鄉發展局處首長都力挺該案，像許瑞貴局長在路廊大力植樹，以

及現任處長許士元透過維護管理機制的奧援表示支持與認同，並且把本案的

精神應用發揚在其他的計畫中，不同主事者的理念綜合起來，造就了路廊整

體的成功，創造臺東美好生活環境。

未來期待縣政府能繼續輔導居民，進一步組成街區組織，提升居民自主的力

量，發揮社造的最大效果，相信鐵道路廊的再造經驗必能令人刮目相看。

02  舊鐵道路廊宛如帶狀

公園。

03  「向後看齊」計畫的

公共藝術改造，更是

縣市政府經驗交流的

好案例。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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