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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low the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change of economic 乳ctivities ， the urban useful
Ian吐has become limited and the bui治ing has tended to be high甸rised. N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nningan品design of public housing 的higherise 吐c句n， superblock plann峙1 and
standardization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 So that whether the high-rise public housing can be
suited to the low-income's habit an社nee吐an吐whether the close Ileighbourhoo吐 social network
in the slum can be maintained 、or have more development are the major issues ofphysic<jl

planning and 丘esign， In/ this article, the physicalenviroJ;lment and the neighbourhood relati?!l
ship win!:>e discussed , and the physical 吐es{gn and.the neighbourhood relationship of the hig!:)
rise public housing will be 丘escribedan吐analysed in the case study of the Kuo-Kuang PubJiF
Housing,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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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叭

綴著人口成長與經濟活動的轉變，都市的土地利用自趨於有限﹒建築大部1M向高層發展。目前國宅的設事j設計 • j至

毒草站即為趟向高檔化、越大街j胃、樣需品化設計等，!B此，此種結路路宅是否能夠適合低所得居民的生活習慣和需求;而

i民 !!lit忌地一向較說密的JI\P呈社交網絡能否在這種新的居住型態中維持抑剪得到進一步發餒 ， 直且是女質mNIJ設計者的一

嘲黨的課題。本文~D說貨貿臨酬旦開係予以i恥，益以簡研究方式對高層瞬之空崗設計與鄰里路係做一描

述與分析。



經常性非汪式的接觸是人Ill'友誼形成的基礎，

供一但可以艾持鄰居密切交往活動的蓋章潰，

崗的人鼠不能過多，應該在彼此可以1i.

當使用一空間的人數過多時，太多的臉孔必須辨認

的交往必須處遷，整個地點的情況說無法預期，

話可能掌握和控姆的限度。如此居民覺得住在周

鄰居而是毫不調研的人，彼此沒有社區一綾的感覺，

此外面的人無法被認出而碎低了住宅的安全位( Fro

1975 )。

當一位場所主里li3於人數過多兩派低了人對於星星讀↑奮:

約控制能力時，說會引起擁擠的感覺。Sc hmidt & lie剖

ing( 1979 )提出了兩個理論步驟以解釋擁擠反應，

是行為限鉛( be:ha.vi ()ra.I · c ons tra int )成社會干擾{

soCial interference )，一是刺激起荷( Stimnlus

overload )。

行為限制或社會干擾的解釋，乃當密度以及其他

的質質、iitl:會狀況、限織或干畫畫了人在菜場所搜哥哥遊

活動及心中所期望達到的惡療時，就產生擁擠約經驗。

另一億解釋步驟為刺激起荷，部人們條法有按地

密度傍引起的知榮與忌器知干擾，當那激超過了心中前

的程度，叉無法控制此發適度刺激時，擁苦苦便讓生了

草屋吉克設計可以增加社會主動的可預期煌，使得玄1

容易控制， ~目前被少緊張的發生主。1iJf員均住1iJ草草白兩

皇軍增加: (I)派少~~闊的潛在使用的人獸，以便空

活動較容易預蝦。(2)望能設計與社會規純配合，控交11

結果較易預期。

Newman ( 1973 )郎建議減少共享用一領域的

住宅的敏鼠，設限制組成一住宅計讓約建物的敏蓋章，

立防禦空筒。同時戶外公共安街與建物的哥哥係應加以

的界定，以增加居民的責任感與控制力。

1 支持行為

任何一種行為都必定在某一場所極發生，拍離了場哥哥

，行為也說不存在了。行為與濃度是一憊不可分的，一體

好的單單接應該能夠艾持入們想裹在那種進行的活動( Lyot

1972 )。而影響一個學發是否能適應活動的需家的IZSI

眷許多，包括空間尺度的大小、包餃程度、座椅的安

光線、噪音、活動的遠磁盤等。如何設計貝Ij依社會文fl

況及活動的性質而定可

場所提的功能向心往是導向商對茵互動的第一步、J

Pros旭nsky認為影響有意義互動的可能役的IZSI 'J程右 :

在此發哥哥停留約詩詞。但)到此場哥哥的頻率。位)空悶的

是否能滿足使用者祈禱?籠絡的安排是鼓1勵或是'-1:1礙了

、活動及地點的

，居民很容易使苟

，即居民問較

。

一泊是一

，百分為下列幾頭來加以說明。

L 可及性

要形成親密

的創燈，有限個必曳的先決條件:(J)彼此必須時常見眩，

幾乎是每天但每次見濁的時館不寫很長。(2)他們晃富是在

非正式的場合程，不需要某個特臂、角色來替他們鐵路。這

敵偽條件並不足夠，但卻是必須的(lU exande r 1972 )。

以高層住宅霄，距離對人聽接獨有很大的影饗，住在

較高層的居民，往往無法曲家裡分串串地茵的人的表情，無

法罷免地吾室的人的聲音，此種高縷的經驗使人還蹤了地茁

'這離了發生在街道、廣場及出入口的自常偶發的活動，

在*:1里契地面的事件都陳紹了 e

Cappon ( 1972 )發現自於高權與地宙間的阻隔、豈是

道移動自訂貨力與時能約M;j崖，因此居民較被動，常星星無寧

可傲，且有較高逃避的傾向。

Z控制詮

控告單位是人們對於接接及其織行為的可預草草及控制約/

程度。在一個控制性高的設吉章程，人們對於萌發生的活動

較可預殼，同符可以連接行動、經營發袋，有致地處畫畫刺

激，以獲得心中期華達到的結果。

條:文獻田顧

、買主舍、經濟、贊賞草草頃

，這些國言語交織在一起，影響了人的鄰墨行

1974 , Ra伊port· 1977 ， Zimring 1981 ) 。

類活動的場所，雖不能完全決定或單單造菜種

，但是它可能阻礙某些行為，使此行為的選作

或者有如催化劑一紋，鼓勵人們某些潛在行為

( Raj:的port 1977 )。一個好的室主質量宣告章，應是能

喂者約傾向自由選{芋，前彼此之問沒有街突發生的

(李李 1 9 7 6 )。

居住援華豈是人們各單草居住行為發生的場所，也是人類

存體管中，初敘串串係C jn'imary relationship)最易

。這常鄰里鞠係也可算是一種面對萄經持某些

，而良好鄰里關係的維持與發展，必

。其兩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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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主義詞畫畫，底結濁的人茱崩玄大都為鄰居，主伊拉奇層

的友誼建立在共同的興趣上更甚於住宅的鄰近，而割

的人則結交與他們有結似權勢地位的人 C Yancy 1976

。低訝得的房民常將安全感及歸屬感的來漲，自住宅燄;

對洞里富的居住最淺。由於居民姆大多有相似的職業，生}

習位也槌丘'!ZSl站在住宅摺醫護揖援，得到社交需求的i

是 C Wal ter 197 )。同時也於沒有較多的資源、教

度較盔、活動範園小，道常也較依賴鄰星的社會議淺

淺筒稻草的信任和安安惑，以使內外竄域的活動變得

市可預期，從而發展出對鄰裊的責任感興認間感 ('Mcl

rthy1979 )。

此外{哥哥哥得居民自於內苦苦空間的不足，以及對鄰

糙的認同，且歸俊形式接近地筍，故常有內部~戀r 5'fi
j 的務象 ， 接調查敏示 ， 丟在光與研鄉二更新社區 ， 往往 d

的內外附近，具有一學相當星星富的活動與意象存在。如:

(I)利用各式盆裁以及其他裝飾，在有限的公共、過渡性(

踴內標示出私有家門口訢在。也)家門口是和近鄰們一起

夫、休息、做家寧、意籲孩子玩耍的地方。 (3)門戶多半{

鉤，不錢得以說fti、探光、流通空氣，同時也促成內裡

外往來頻繁的法勤勤綴。(台大土研都計隻 1 9 7 9 ,

復I!!I 198

臼研究方接

本研究除了在玉皇誨的層次探討扇住的交質礎設與鄰

的買主會做係外，更辛苦望以一倡言1'1您的例子，深入地除解1

為中低收入都市扇畏的情形，並其耳待能喜若說質的讓讀者

助益。本研究經紹了i渴卷調護法，間降為了掰補間怨之

不能，放以1iJ!~與訪談以為紛筋，使能對m況有較深刻

認畢誼。

l 國光iitl:籃錦攘的選擇

選擇磁光齒宅社區為研究的對蓋章，乃是因為屋里光間

社鹿為供中低收入居民居住的高層、越大智E館、集中笠

、 5克車毅、以2由籤為分配方式的~~話。中低收入居民是

多。過多的人路交往必須處遂，常超出經哥哥能力之外，哥華文所欲研究的對象;朝向高觸、越大街廓式發展為台北

款交往過於!當淺、表茁化。巨富宅童車創設計的原則;風草草草為國宅建築設計擦掌型之-

'J!j質環境里差不能決定或製造行為 ， 但當居E惡心中有社 ; 前拍蜜語則為國 'i::;一般的分配方式 。

會互動約慾皇室時，皇室質章里鐵路提供比重重互動的機會，使居 Z f<ll卷詭瓷

民的傾向能自由運作。對於您所得居民而言，鄰里的是苦力毆光iitij[有十五鐘建物，每陸十二瘤，

較弱，因此一個龍支持鄰呈交往的質量這崑筍，說美加E室主是共一千迎百二十三戶。住宅坪敏E百分為甲乙丙三種。

了。主建萍17.5萍(虛坪22坪) ，乙種1'1坪 C 21 坪 ) ,

許多研究指出住宅鄰近地區對於低哥哥得居民在心理1: 13 f，平 C 16 坪 ) ，其中申筒說各{占四分之一，

的還要性 C Fried 1961 , Gans1962 ，WaI扭r197鈞 。 低 之一 。 抽樣縛 ， 人的遜于無法控鴿 ， 故只控告

所得居海爾較5色的鄰奧社交網絡，對於鄰盔的附是苦力也較敏三變數，採立意抽樣，發'*昌說第一百八十戶，

一 1 66一

對茵的接觸? Osmond 亦分析~筒社交向心 C 50cioP'阻!

〉及社交雄心 (50c i ofuga l )的特役。自童心的安街(如堅

硬的長笑 H且甚至了互動，易區使人分離;相反地，向心的空

檔鼓勵了人隊闊的互動，增進友誼形勵甘緩會 CIt臼Ison

et aI. 1974 )。

戶外~悶的配置設計典人使用此!'l!館的旗寧省鉤。

Alexander C1977 )將戶外望能分成立性與負盤空路。

食住空間只是建築物研殘留的空間;前正盤空間則有特定

、界定揹楚的形狀，包吾章程度也較高。在正盤空間捏人們

覺得較舒適，使J'Il也較頻繁o Newman( 1973) 亦將住

宅草草的設計分為組合式與有機式荷鐘，組合式的設計將建

築物混為單一而獨立的整梭，采考慮地茁的功能以及“建

物"與“星星物間共草地藹"彼此之鞠係;荷有機式的設計

為主主物與地適量罵為有磯、站立聯絡的整體，至童車運動系統

與入口的關係、入口與領域界定清楚的地頂之間的關嘿，

豆豆豆加以仔細的考慮。地萬不再只是一仿佛J餘空筒，而與各

畫畫紡、出入口與運動系統等單是密地聯絡e

Whyte C 1日8 0 )觀察許多都市內的樹放空筒，發m

都市昂fiO有聚集在街角以及熱鬧廣場的傾向，最吸引人的

談起令其他人。此外，路紡、紹光、民、獨與水童話11令人是否

在~毛停留，也宿很大的t~銘。路悔不路只是保護身體的舒

詣，史設立足的是社交上的舒適，耳;gll選擇性誨，人們可以

r~J 1l1j俊或勞遂移動身經 ; ii\J對紛光或躲入接影 ; 鐵車站崗一

人，，~與人浴在一起。

最後以i比去軍車來譯音翁高層住宅約條件。



~1 受訪翁之f交部分配

二、資料分析J}.J.吉系

本研究選擇國光霞宅社區傲氣研究的對象，拍諜-s

八十戶，進行問卷調星星。扣除 -t童話苦162立住戶不在家或拉

訪者，共版間問卷一百三十份。

H樣本特性

;$;研究所搜集約樣;$;共 130戶，主主受訪者的位耳目分配

如表 1 。

130

100,0

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為必說，其分配如君主2。

表 2 受訪者之年輩輩分配
11 20 30 40 50

年齡組

樣本敏 34 23 45

百分比 1 8.5 126.21 .17,71 34,61 13.11 100,1

地函停車場，停放汽車。

每戶居住E單元的設計標~為…盔、二房、心康、一編

浴設儷及陽台，坪敏分為甲乙丙三鐘，分~O，是 1 7， 5坪，

17 坪 . 13 坪 〈 質坪 ) .以供六口以上，四~六日7k.三~

五口的家庭居住。

每層i\戶中，乙種住宅都位於外惚，每偽房街都有窗

戶，~於甲種及倚重蓋住宅，貝IJ~告公共~溢的客廳與臥室童話

采普通竅，遠鼠採光不住。

霞光社區計看一回二三戶，約七千餘人，於民盤六十

八年三月串串始還入。其容辭灣t象以盟市政建設法公主主需要

的訴運戶、違建戶及火災戶為主要分配對象(其中第九售量

較特殊，乃分記給軍卷) .粥少僧多，以搞豆豆方式決定居

住者及居住位星星，第…豆豆九陸一攘的商店則採公閱單軍官的

方式。

住戶所役擎的工作，其中勞敢者約佑4096 J 皇軍公教及

經商約佑的f話，自由荒草草草約{古20% (台北恭喜室宅處取1b

車里 J\';社區(古地七千餘坪 ， 建敵率37% .以超大街廓方

興建，共有畫畫物十五蟻，每盤十二膺. 1萬這樣式集合侯

，東南誰是九楓!I.榜遂援，北邊六驢招互依持，一豆豆九鐘

崗一模裁量站了七十二詢活話，主主餘一機及二棋以上i\l]:!革

宅。此外社區內街裁制有托兒所、主革鳥、銀行、青年路

、皇民活動中心、女醫師協會的設診所及文化活動中心

訣站。

社區有二個主要出入口，中央寫寫損或包闋的開放宮

，現已關2萬兒童遊榮幸章，有多項遊樂設攏。

每一值超物有十二層，每搔入戶，共九十六戶，接下

入口設有信箱、公食棚、公共電話等，未裝設大門，隨

隨之筒可相遇，外人也可自誨的造出。每盤有二部電榜

退學教綴，一通雙敏綴，走廊為中央十字型，每邊遠

二戶 r~口，其中三邊底端寫封閉，二邊遮住榜樣悶。士也

皇豈有五儕關為停車場，十但與星星為配合絲哥華就棠，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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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部每屆摘取一戶， f平敏章u按乙甲乙丙次序等比

1分配 。

問卷調查探親身識產的方式'11Sl霞光社區住戶的教育

程度普遍較低，故以調瓷民口述問題書是自鉤星星的方式，訪

闊的對象以往戶的成年男女為擊。

防巷的內容包括居民及依宅的特性資料、鄰里蹄係、

吉克滿慮程度，空間使用情況與兒童遊鐵等，大都採Li扭rt

度。問卷的結果真u以百分比等描述，主立以 x· 獨立俊穢

敏相單單交叉分析。

1 敏察

除了對社區的質質環境及'!i!.灣行為敏一般性的觀察外

M對走廊傲較有系統的觀草書 。

走路觀察除了記錄其闊的儲藏、必言毒品‘裝飾自詮、

具等使用外，也觀望其共整潔、經營的程度。

4. 訪談

問卷只能求得荷華華真是否有闕，但其他的影響l1Sl索以

居民主是泛的行動意義則無自得知。而訪談無論筒答雙方

較為自由，可以發搧許多隱含的主主義，立在雙方濃重重、

揮主解的過程中，可以得到許多:i恕不到的資料，使室主

的內容更加學齒，對結果的解釋能力t!!，較強 c

頭光社區概括E

光社I;[位於台北市古亭區海機場十一按基址上，束

中吾吾路，沼jjj"梅克畫畫街與青年公趣相對，為一墨百北

南走向的長方形完整街廓。

霞光園民住宅係執行中央六年興建ll'iI民住宅計蓋章的一

份，於民認六十五年底發包施工，六十八年三月飽嘗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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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之職業分配刻表3。

護權 Btl 自用 車里用 借住 合計

據本數 113 7 10 130

E百分比% 86.9 5.4 7 ,7 100 ,0

經常 有時 很少 不會 計

據本教 13 28 51 38 130

E吉分比 10,0 21.5 39.2 29 ,2 99.9

據本F之產權分配

表8大門路套的頻率

發本戶之E室繼分組知書是7。

有基主黨起戶或第二jjI;串串p，因政府規定不准轉起轉直言

，故較有否定心，不館接受瀉牽訪問，其說撞車往往是:r主

人不在家，說是幫他們看小孩的。J ' r 這是我親戚的房

子，他們出去了，而發平常不住在這種，對這種逆不情草書

。 J因此適用的比例，可能較獎單單為低 h甘冒患有的當中，

包括原京路戶與第二承皇軍戶。

綜合言之，居民主屆中低放入者，教育程度畢竟餒，所從

事的工作以勞動居多，每戶居住的人數較高， ffij每人摟抱

按海積llU偏低，英原住處大多為違章建築。

格當大，但卸車部安於此種現狀，不顛三草動的打敏。詢悶別

人的事情，似乎是冒犯了他入，容易使人誤會是1!l有什麼

企圈，是否在打聽什麼，於是保持穩貌上的經陵，爾協能

綴存在，距離也未免拉近。

元，其

每藺入草t摸o地丰按> 1-2 2-3 3-4 4-5 5以上 計

樣本;歡 11 47 33 23 16 130

百分比 8,5 36.2 25,4 17,7 12.3 100 ,1

職業銀那 工 車公教 認 8函職業 計

樣本數 23 13 10 16 62

百分比 37.1 21.0 I 16 ,1 26,8 1∞.0

教育種 采受正扇、畢小業蓋章初中肆寓中等
計

反式教育、畢業科以上
據本教 18 44 23 45 130

l 苔 分 化 13 ,8 33 ,8 17 ,7 34.6 99,9

主是本戶平均每月經常投放入為惚 ~ 3545G'比台北市

七十年平均之鉤， 900元〈註低了許多，且其中約有

120人(92% )比台北市之平均每戶每月經常控股入為低

。雖然住戶可能朱主義賞梅報，資料結果也許稍微偏低了一

點，但是居民大多數為中低放入者則悠然反議。

樣本戶之每人礙地扳能發平均為 3， 7 1坪，其分配如

~6 據本戶之每人權地主E鼓積分配

表3受訪者之戰草鞋類耳目分配

分居思主且表 5

至整 5 據本戶之傘皇軍每月經常性收入分配

收入(仟) 1 0-101 恥圳 以-30 B

樣*敏，

首分比 I 18.5 I 5丸6 I 19.2 I 7 ,7 11∞.0

另有十人，只把有職業，但從事館報業不諱e

根主義上述的台北市國宅處國光蜜'i:i駐軍概況簡報資斜

，其中勢動者約佔409話，車公教及經商者約{自405話，自由，

職業者約仿205話，可知本次哥哥星星賀科絃果受訪者之職業分

j~a與母體大致格似 。

受訪者之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者只有司人，但均有62

入為小學畢業以下，教育種ffi偏低，其分配恕表4。

~4 受訪華青之教育程度分配



表 9 11奮民認識且會互相打招呼之路居的分配

元已是 。 一 3 4-6 7 8 以上 計

同層
樣本數 3 益3 27 57 o 130

百分比 2.3 33.1 20.8 43.8 0.0 1日0.0

主吾家教 51 38 11 3 18 130
他層

百分比 39.2 29.3 8.5 2.3 13.8 100.1

發本數 62 37 17 4 10 130
他鐘

自.分比 47.7 28.5 13.1 3.1 7.7 100.1

草鞋1 0居民互招來往拜訪之頻率

來往頻率 每天
一晨期

至-少f盟一月次
幾個月 幾乎

計
至CJ，~次 一次 不雷

樣本教 11 24 17 28 50 130

百分比 8.5 18.5 13.1 2L5 38.5 100.0

生活方式與態度不同。

主~1 1. J1S反對社區E華民之生活方式

及想法臭萬獨質性的看法

樣本數

百分比 1 35.4 I 的 .6 1100.0

知單單單單虔誠所得較高者，認為社盔的水學較低，共交

束對象可能是相同戰裝或興趣者，他古草~不讓小孩自己出

去玩。的若是小孩子自己也去玩會學皇軍J!\t受到傷害。其中

有的人住進廚光磁宅乃是函背年公園近在咫只，在家中即

可享受大自然豈是殼，晨侮運動也極為方便，位挖苦l<~主i麓的

美福美袋，至於門外的世界與己例子。這些人根本談不上

對社區的認何與鄰里的交往。而布是畫家按絞妥窮者，見他

~於社1&健兒童遊戲的情形，又是如何呢?讓問卷弱

1>結果顯示如表 12 :

表1 2 小孩與Ill!!扇小孩遊戲之頻率

經常|偽認|很少!不會:

樣本敏 I 23 9 I 23

1百分比 I 34.8 I 13.6 I 34.8

QdaoI



表1 3 鱗居玩伴之住處分配

i海 !量 他層 他隨 計

毛筆*敏 42 3 2 47

百分比 89 .4 6 .4 4.3 100.1

表1 4 遊戲地點之分配

家車里 走廊 地筒里E地 ?等年公蠻 計

t書本飯 36 16 9 5 66

百分比 5喔.5 . 24.2 13.6 7.6 99.9

表的大人對小按在樓下遊直宜之態度

31'鳴放心 放心 不放，心 封給不放心 計

樣*~誼 2 16 33 15 66

百分比 3.0 24.2 50.0 22.7 99.9

每E星期天 I 【 i 不 會

常 i 樣本敏 7 2 4

百分比 53;8 15.4 30.8

司當時 I 據本敏 13 8 7

百分比 進6 . 4 28.6 25.0

很少 I 撿苔來分數比 12 17 22

23.5 33.3 43.1

不會 j 樣京數 3 18 17

百分比 7.9 毛7 . 4 44.7

發求教 35 45 50

苔分比 26.9 3名.6 38.5

x2 =18.48 益 . f = 6 p =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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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7對走路上~a~人的處理與健111.>往往頻率;在串串係

!語學史 每天 價月
不會

一星星激 幾個月

樣本教 4 24 24 52
不管

高分比 7.7 46.2 46.2 100.1

注意他 樣本數 19 17 21 57

的行動 百分比 33.3 29.8 36.8 99.9

絢閱身 據本數 12 4 5 21

分呂約 自分It 57.1 19.0 23.8 99.9

x2 = 21.00 d.f =是 p = o .. ooo

走廊上沒有停留性的活動，書面起的大門阻擋了EE競i出

sg間的機會 ' Wn竄出入 口 、 建物樓下ill入 口又據層又是

關放的，任何人都可自弱地逛街，走路上的行為摸得很難

加以預期，居民對此環境約控制力也很低。

III衰 17 知 ， 對是鄧上的陌生人會詢問他的身分及目

的的住戶，亦即對走錯1活動的控制力絞強的住戶，其與鄰

居子往往亦較密切。而對於走廊上的陌生人不飯或不敢登的

住戶，其與鄰居來往回IJ較少。以至藍f盟軍士1;[來看，會詢消防

~人的身份及鼠約的，只有 21人， f占 16 . 2 幼 ， 而不管陌

生人的，到有 52人. i在 40 . 0 9話 。

走廊不再是竄內領域的延伸，而是公共空燭，是一{屆

供人行走的通道，如此俗共與私密笠慰草草密按紹，更易造

成居民從人隊中退瀚的心涅( McCarthy & Seagert 1919

〉。

人與人之街日常的社會玄鉤的主要苦苦分乃是偶發健、

不必太華是崗擎的，但是 nil[援大部分居民都將大門車站起，

接紹他人於一般之外，也積少在走廊上活動，除非同時出

門，否則磁闊的機會是不多的。此外設主義星星光從底是部設

祭的結果，大都是怨無一物或只是擺了較量昌、鞋子等必需

品，極少者加以裝飾、佈盡量，表現住戶的個性的，宙門外

看，只是一個倡的樣板。

如此，自俊宅的外部，

外萄顯現出來，

空闊內活動的減少，

以蓋章隨換來說，

(註摺) .而家中道竊，或走廊之鞋子、單車按你更是許

多清民共有的綴驗。

由於n直接人口夜攏，而建物缺乏領域界定，是對外

關放的，外人可以任意的出入，加 H音民之摺彼此鄰星闕，

係淡薄，相互關心及守星星相助的程度不夠 · 251此為了增加

§i內的私密性，為了防止外人能入室內，為了將推銷員擋

於內外，省得麻煩，為了 f自外人看見家主里約接演，於是大

數人都將大門關趟，如此，與鄰置若闊的許多溝通也被飽

紹了。

也表 16可知大門比較常闊的居民，其與鄰居詞來往

訪Jll;較為頻繁。鄰旦約交往通常是順其自然而非刻意迫

的，居民在走廊上常見不到人，除非上下班或外出的時

一紋，才較有見菌的機會。而緊闊的大門，組?當人於門

，居民經過走廊時，看不到鄰居家援藹，想打館招呼亦

符其F目前入。鄰居是否在家捏，在家主里做什屋里善事情，由

外不得前知，除非有事情，否則不會主動按鈴敲門。當

程聽見鄰居問家的聲音縛，想出去向他打假招呼，問

好， ill等人出去時，鄰居已進入房援，將大門廊上，不

了。鄰呈交往立丘吉 F居民心中強烈的慾皇室，而…儕間

環墳，說常 IT誦了人們心中逆不強烈的動機。

自紡禦sg闊的形成可以增強鄰里的社交網路，

'man C 1973 )認為犯罪是IZSI設計摧毀放交網結，引

張，哥哥表巍出來的鐵飯。若設計能防確的指出對於sg

任感，會鼓勵居民逢生歸屬J串串，並相互合作顯顧他

萃的區域以搭檔外來的入侵者。防禦空間寄自下列步

成: (I)經函授章建設計提供錢舟共有sg闊的居民一自然

;機會，以分辨誰是外5恆的人。 (2)紹自重串串單位符Bt以

城感及優先使局的感覺。 (3)改善住宅外說，建立宮是
/

oKohn等且自修正他的看法 ， 認為紡禦空崗的形

正能貨單草地減少犯券.~會增加外部登館的使用及安

: Zimring 1981 )。

光社霞的走廊3萬中央十字墊，寬約一1米五，每邊走

-闊戶，其中兩邊走廊與按說跑道接，兩邊則為封I'!J

廊的底端才有笛子，光接投不好，灰黑色的磨布于

自古旁白色的綺因與且是闊的鐵門，此種中央走廊給人

對筒、生夜而排斥的。每家的大悶頭對約是無生

，舔了腦袋外，見到約說是sg綴約定廊。而外!JI.

廊是隔諧的，在走廊褪幸言不晃地題的活動與人

自外面的重星天，走路只是一個封F拍9世界，且由

，又冒雪經過電綴，不肉的感覺經驗，時間的耗

約綴係狡勾歡而言嗎宏遠斃的。司整個走廊只是

糙的sg筒，並沒有鼓晶晶居民在此停留自b條件。



逛街。每相鄰兩隘的樓下出入口乃是相遁的， 1.音員可以在

美聽穿梭，且都可通往馬路及中央地渴望地。 j社區外約人

，可以譜曲穿插樓下的入口，以達馬路、公飽或其他it o

E雪]x;自外E單路到 自家的援下出入 白 ， 可以鹿為路 、 抱琵空

地或草草鐘等問個方向進入，如lit居民對於自己研居住之髓

，鼓不會右“擁有"的感覺，旦出於5JU鍾的居民及社這抖

的人使用此接下l:fj入口，使此空間所n~!宮的人數懿得更大

增加許多不必婪的外來的陌生刺激，更降低了居民對此

E建設的張織與控制的能力 ， 也滋少居民與肉駿鄰居彼此認

識、交往的機會。

也表18 pJ知有845區的居民，對於出入本盤攘的人是大

部分不認識甚至絕大多歡不認識。如此對鈴還盤棋就較不

會右領域惑，對於活動之預知與控傲的能力也很低，居民

之間約鞠係就不易建立，或是趨向於表頭化了。一般說來

，對於出入本陸縷的人認草草較多，亦部書主E量鐘之ffi君主控制

能力較高的人，向E吾與鄰居來往的頻率也較頻繁。

至於這串串是否有助於鄰連串串係的增進呢?弱者搭乘電

磁可以增加入們兒菌的錢禽，但是在電檢揭發，人與人的

吾吾係是道援商對閩、裸露的，領人空能極小，若缺乏熱誠

的鑫縫，人是愈趨向於保護自我的。息時路徑為起臂，在

于買知幾十秒後即將分手的情況下，大都沒看荐進一步認識

交往的心玉皇 o

高健雖然提供了較多的鼓地，強1且將之集中，但是閱

微聳聽草本身並沒有提供一良好的品質，雨過撿了空地周圍

較低!奇的住戶外，人在家種無法辨識地詣的人，或者家提

與中悶地函空地m.;4s:無關勝，使得人興地筒約社會游動興奮性

五、結論及建議
絡。同時電拼品質約低劣，故障頻繁，更增加居民盔甚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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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8 對出入本錢樓之人約認重重程度與串串星來往

頻率之攔係

法車趕 每天 ~1簡月
不會

一星期 幾{閏月

大部分 樣本數 1日 5 5 21
認

軍車 百分比 進7 . 6 28.6 23.8 100.0

只言思議 繞太敏 20 23 I 14 57

少部分 百分比 35.1 40.4 而 24.6 100.1

絕大多歡 樣主主激 5 16 31 52

大懿串串 百分比 9.6 30.8 59.6 100.0

x 2 = 21.61 d.f = 4 、p=o.ooo

費:青詞也λ本鐘樓的入 ， 您是否認議 ? 宿答 “ 錢乎都認草草 " 的

按三拉數為罪。

不

表1 9 居民下樓頻率異樣.m來往頻率之

談孩空頻率|每天 i一月|
頻萃六、~ I一崖路|蜘月|

經常!樣本教 I 11 I 5I

1 百分比 i 益 0 . 7 I 18.5

假前 f 穌教 I 11 12

z 首分比 I 39.3 I 42.9

少虛空 I 12 I 鉛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x2 = 21.09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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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IJSI銬，下告主變成是一種正式的行為，除非有特:

約，否則人們大都是留在家蟹· El l比也往紹了許多 ，

的非正式行為。

由衷 19 知 ， 有將近的%的居民 . ~非有特殊車

目的.i"i'貝目是很少下攘的。而比較常下棋的，因為

種益的機會較多，也比較可能發展良好約鄰里翰係。

背年公盤緊驗鼠光社區 . j當補了一些內部空詞典t

空間的不是。公窗內除了右許多林E蓋地之外，亦提供

多休態設施，故反而成為居民休閱、主主動時，較常

方(表 2日〉。您iitl:1革中約閔做空地也並非是不必要的

?奇年公園的活動，大都是時間較長，有特定目的|

但是t區中的串串敞Ei!街的活動，格對來說，絞隨意、偶發l

，而且公懿線員廣大，容納許多外來的遊客，因而人際

係指按題沒，消失笑悶了，故難以取代社區中吾吾做豆豆筒

進鄰還關係的功能。不過，只畫畫居民威主主多出門，多下樓

，自然能續加彼此接觸的機會，以建立進一步交往的瑟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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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土豆1量的是!UK7~高擴建的

E吾與~Z門 ， 興地區的活動沒有聯絡

民乃是芋，位詩間內由各領不闊的地方還入，

的基麓，在這種情況下，走廊此種阻絕性的單單境

阻礙居民互動的行為，打消層民心

的慾皇室。

住宅外部空間的個人化符號與裝飾，可以傳瀑布翱住

戶的個性、復值觀等訊怠，可以反映出住宅內部發生的事

件，仿古畫社會互動的場所，增加社會聯絡的行為 c以屋里光

社區來蓉，其住宅的外部主苦戀緣了鐵門及衛星室外，走廊上

也通常是史無一物或只是擺上鞋子、鞋緩而已，少有加以

裝飾表現恆性的，這也和敢昆德鄰星照係?裝著車的m象哥拉合

。Ell住宅的外部，很難讀出住戶的性格，住宅內的事件也

無法由外商顯湧出來. IZSJI比失去許多居民間彼此稱潑的訊

息，居民也較不知該採各種互動的方式。孺外部~闋的單

調，少宿活動發生，清民間交往的機會也減少了。

主社區護各能梭的規模過大，使為公共建闊的潛在人

數過多，居民每天在格下出入口、駕車華據所可能甚至完之人

、刺激，已超出居民主富知、 ~i謂的能力之外，加以社鼠、

建物及各層模都是吾吾放的，外人亦可自由進入，彼得住宅

筒園里童發護的行為更無法預期與加以控制。住宅里話門外部

是公共~紹，如此私宮、與公共空間緊密接觸'J!J主造成居

民從社交中送給的心蔑。

4 閣Tu社區發住在較高層的層民 ， 往往無法自家經分

辨li!l詣的人的表情，無法蟋晃地頭的人的發音，:t車間若發

生了事情也不能很快地宿所反怒、探取行動。而自家經到

地商詩經過走廊、海梯，時倍的花星星、電紛室里不俠的經綴

，立;遠遠向度的移動話，比水平移動造成較大的阻力，尤其

是從眩殼的這磁品質低劣，不符約故障，的比更易打消居

民知區的翎逛的慾幸言，於是人們大部分的空間空白都待在

家千里，抖出活動變成是一件正晶宮事情，除非有月繡的目

的，否則人總是留在2支援很少下後，如此許多偽袋、非正

式磁齒的機會也鼓鼓杜絕了

至於抱頭的空間，寫級法全社區七千餘人，其結各位:

權之草草域靈1分亦不自居確，

tU入 口 是對外關放的 · if何人都可 隨意遊悅 。

的棋下自入口彼此乃是相適的，

Z 社隘的說授挺大 ， 人 口 多荷旦被殺 ， 前一般來說 ，

溺水誰也較低，所以管教子女比較嚴格的父母，說不

己的小孩與鄰居的小孩玩。主義調查樣本戶提有一半tt

i 小孩 ， 很少或不會與裕，臂的小孩一起道主元 。 而較常與

?小孩一起玩的，其玩伴也大都是同一層的，由於如果

自己在教下玩，大入無法加以自譯、顱，大都不放心，的

j、孩大都在談裡或走廊上m o

很樣空崗設計與鄰ll!.翰係，得到下列紹說

l 住宅的鄰近與鄰息交往有關 。 社區經的居民認識且

I招呼的海賠 ﹒ 以 i誨麗的為設多 ， 前最談得來及來往鼓

鄰E量也大都是隔壁畫立同層的。 i比乃函距離近，且彼

經常做的磁函裁金較多，加上使用共闊的公共~崗

l及有些日常生活的事情 ， 需要互相幫忙 ﹒ 思i比較易發

L好的關係 。

j結論

影響鄰里交往的因素有文化、社會、經濟、贊賞露:這

2億人等方筒 ， 這些IZSJ索交織在一起 ， 權威…個極為吉草草E

!tlt~體系 ( ecosystem) ，市影響了鄰墨爾保。本報告乃

了究住宅的資質星星境與鄰單交往闊的關係，並非將愛質麓

:孤立，視為唯一決定的因素，但無庸置疑的，使是不可

傲的，密而針對他做一較為深入的探討。

綜合軍目光社夜有關鄰里關係方面的研究，可以發現下

現象:

l 國光社區不是一個自然形成 ， 設傻成長的社盔 ， 而

在很鍾的時街角突然形成。居民七千餘人，由各個滴

地15吾吾入，部使是原來認識的也大都函拙籤分配而分散

各錢。居民與鄰居之間，彼此完iE陌生，不知道對方的

潔、職業與悟性。在這樣一倍箔生的發草草援，賠民缺乏

iE~與認同跤，通常會趨向於保護自說，不敢主動的詢

t人的事情 ， 與他人交往 。 而君主頭志實質還跨上說是紹

爾趣，以避氣外5字路生的耳其t澈。…

2.[j!J光放區的居民自各地的還~戶、拆遷戶及火災戶

入，加上有些自家中人口過多居住不下，耳其線不起貸款

~q直在哀思等 ， 轉租車車寰的情形飯多 ， 因此主立沒右想像

:桌布高同室主性。被接前面有關居民的鄰里關係的討

可以知道也於生活習慣不同、收入不筒、省籍不河及

己水準不悶，因此部分居民筒不易產生親密的交往。

f每當居民的鄰里關係是這樣的 :

L 一般而言 ， 竄光社區的居民與鄰居的串串係 ﹒ 大部只

哥兒商打但招呼，畫室里主幾句而已，很少有再進一步的交

平常大家把門路起，除非有事情，否則極少按鈴敲門



毛主，車去不會有“擁有"的感覺，向待街於出入的人多而漿

，增加許多不必要的陌生的刺激，降低了居民對變這預期

、控制的能力，也降低了居民與詢盤鄰居認識交往的路會

(:::)建議

重碧光iitl:1llE!l於是在僵持閑之內突然形成 ; 1主探問抬籤

分配的方式，居民之詞大部陌生，缺乏認議的基礎，茵此

導致居民在l比新蓋童讀程退縮、保草草El致的心澀，若是能將

原來居住在間庭的，採集中分配的方式，或者可能改善此

積現象。此外諱:其9~能經白質質設計約改進，以增加居民

之總互動的可能位。

l 喜喜光社區每盤樓有九十六戶 ， 約五百人左右 ， 居民

每天在樣下出入口及這楊等懲罰，所可能邁克的入獄過多

。太多的路孔必豆豆辨認，太多的交往必須處麓，已經超出

了人克可能掌控及控緝的限度，組礙了親密社會互動約機會

。直接調查顯示74%的居民對於出入本攘攘約人大部份(或

絕大多數)不認諧，互為40%約鹿島，沒有與他層的任何

一館鄰居打招呼。故蓋章言語以後億量避免興建橡國光社~如

此大的社1llR:建物直是摸，如吾吾9、一直畫畫畫物的戶敏，滅少為

一出入口所B~~苦的戶椒，以降低共同使用"l!詞的人敏，繪

畫n對話還纜的控制能力，溶進密切交往的可能性。

Z 政府函屋里宅土地取得不易 ， I司持為增加星島宅興建的

成盞，故朝向高機化豆豆跤 ' 1位興建高縷會提高畫畫儀及建物

完成後管撥給誰的單是恩(如屋賣光電if;[每月電梯的這安部達

三十萬先左右)。麗蓮宅為了降低途{頁，於是只好使用品質

絞差的設聲音，社監控絕大多數的居民都對藍藍榜的故障頻繁

抱怨不己，此外漏水、i1Gi昆德E雪水、陽台龜裂、樓梯闊地

函授:品及地直主持高模傢俱的f喜悅也遂有居民抱怨。羽高樓

佼E量民脫離了地區 ， 增加豈是ill[造動的Ii§難 ， 地高原本與人

是不可分的，偎在海縷與j首民的草草努哥哥係都被切餅了，完

電遊星話也白1均增加了困縫，旦使得大人對按下的兒寞因無

法照嶺南緊張不放心。高撥通常也是住宅規模較大的，過

多的使用共為全悶的λ紋，鋒低游民罪惡密切交往約可能徑

。這些茵高縷JITii1!i~色的獨毯，或者可經自遠練，低層高密

度的住宅設計而得到蒸發程度的改善。

1 盛軍光買主區的豈是郎為中央走廊;F話語量只有癮發與鐵門

，走廊的~論才有筒子，為一位對街性的空罪惡，與戶外及

地面的活動沒有聯結。若能增加是眉目與戶外空罪惡的頭係，

如探用學邊走路等方式，使得室內、瓷部及戶外成為一館

還潑鐘，或可以增加居民在此岔開停留活動約可能性。

4 區運光鞋底的樓下出入 口及權廢都是吾吾放的 ， 任何人

皆可自由進出。過去樓頂閱欽縛，常有不良少年進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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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頭吸食速踢攘，而獨光iitl:區的電梯故障頻頻，因此

必須到樓下到層，搭乘另一部電撈，而偶而也會為外

入，如無聊男子在電榜種對單身女位非種及醉漢等，

lJV草草友就這抖的居民亦利用此隨之樓下出入 口 出入 ，

i比值盤及機態之走路的活動 ， 變得很難加以預續與

故建鑄在盤盤樓及每態攘，加以領域的界定，如誠5

出入口之進入方向，防止其成為社反內外居民主事越

，或在每一層的電鱗與走廓街加一大門，限制j外入自

甚至入，使王佳節成為一較可III筋、控制j與安全的甚至域，

居民將住宅大門打閱及在走廊上停留的活動。如此4

共空閱約人敏說童少，增加廢昆對此讀法擁有的感覺

感，使得環境毯的活動較可預期，提高發緝的能力

促進交往的可能性。

日繼續研究方向

本儲量是研究乃針對簡光社區在這樣一個社會、經

實質蓋章若是的條件下，游民的鄰里串串係，空空間設計及其程

開i*進行研究，無法綠草草對於不民的贊賞變鐘以及在Y

的時間蟹，鄰里蘭係會有如何的變化。故建設繼緻

方向看二.

L 在車里遜三 、 五年後 ， 持對屋里光社甚至進行總書是研

著看居民棺處約詩詞增長後，鄰庭關係是否會看菜麓

的改善。

z 選擇與獨光社直居民社經背景 、 居住時間相;

贊賞滋滋不同的地籃進行研究，以誠繹不同的空問設1

居民會有如何不同的行為。(背年公園對燭光駐軍

是一個非常還要的休憩、還動場所，故可選擇一附近i

大備放空間的社院研究，以且按解社區內吾吾故空空間的使4

況及功能。〉

詮釋:

授主義台北市政府主計獻之中華民國台北市家庭也

調查報告， 1982 年 ， 53 期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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