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　　間：95年10月13日（星期五）-14日（星期六）

★地　　點：北投社區大學（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10號—新民國中內）

★指導單位：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中華民國

社區營造學會、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研究所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台北市北投文化基金會、臺北市北投社區大學

★協辦單位： 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臺北北區社區醫療群、北投區老人服務中心、北投區農

會、新民國中；苗榜、發現生活園藝、花與樹、二崎生態農園、華之友、綠山

谷海芋、靖涵小舖、立祥草莓園、草堂花譜、元極有機農園、花田花草集、北

農仙人掌園等12家農園。

日　期 時　間 場 次 別 地　點 主　題

95.10.13 (五) 13:30-16:20 場次一A 活動中心 「北投社區農園永續發展共識專題」論壇

95.10.14 (六)

09:00-09:15 開幕式 活動中心
〔開幕式〕主辦單位致歡迎詞並介紹與會
來賓、邀請貴賓致詞

09:15-10:25 專題講演 活動中心 情境式創意學習法的實務流程操作與練習

10:30-12:30
場次二A 活動中心 藝術的臺北

場次二B 活動中心B1會議室
地方學的深化-臺北學專題、公共議題與社
區參與1

12:30-13:20 午餐

13:20-15:50

場次三A 活動中心 情境式創意學習法的實務流程操作與練習

場次三B 活動中心B1會議室 社區健康福祉座談會

場次三C 活動中心B1多媒體教室
公共議題與社區參與2-水岸都市與淡水河
流域的環境教育

場次三D 總務處樓上會議室 北投社區大學課程總覽與檢討

16:00-17:00 場次四A 活動中心 總結報告、綜合座談及閉幕式

※現場特展單位：
　一、 臺北北區社區醫療群
　二、  北投農園博覽會—苗榜、發現生活園藝、花與樹、二崎生態農園、華之友、綠山谷海芋、靖涵小舖、

立祥草莓園、草堂花譜、元極有機農園、花田花草集、北農仙人掌園等 12 家。

※洽詢專線：02-2893-4760   www://btcc.org.tw





近
年來一些關心農業

議 題 的 朋 友 倡 議

「農都不二」，深刻地闡釋了

農村和都市相互依存的緊密關

係。

簡單地說，他有兩方面的

意涵：

一方面，農業體系的維護

對於國家整體水資源的涵養、

地方微氣候的調節、生態多樣

性以及環境的管理....等面向都

有巨大的貢獻和影響，而農業

用藥與農產品的安全對於國人

的健康又息息相關，諸如此

類的觀察與研究，不斷提醒國

人，農村和都市必須放回同一

個系統裡，更慎重地處理兩者

的交換關係。

另一方面，由於決策資源

高度集中於都市，農業問題並

非農村現場可以解決，因此越

來越多的朋友體認到，唯有農

業生產者與都市消費者結合起

來，發展出新的信任關係與合

作模式，才足以產生壯大的人

民自主力量，選擇自己想要的

健康生活模式。

這些體認翻譯成社大領域

最新的操作概念，便是旗美社

大積極推動

的「城鄉交

流」。社大

作為在地的

文化載體與

知識平台，

在農村區域

的社大以及

城市裡的社

大如何相互

交流、學習

與合作，規

劃課程與活動，將系統關聯性

的觀點連結上農村與城市裡的

學員各自不同的生命經驗以及

表面上看似孤立的在地知識，

進而創造出既舊且新、似遠實

近、既邊緣又核心的新農業文

化內涵?這些挑戰，帶動了社

大領域一些最有創造性的跨校

合作計畫與極具啟發性的地方

知識研究。

由這些發展趨勢看北投的

在地條件，不禁欣羨北投得天

獨厚，身處都會區，卻又擁有

豐厚的農業資源與在地農業文

化，好比位於水陸交接的潮汐

區，往往孕育出最密集、多元

的生態面貌。北投的朋友在農

都價值、城鄉文化的反省與沖

激下，有最好的條件可以發展

出最自由、健康、具前瞻性的

當代生活文化。

看到北投文化基金會與北

投社大已經分別由產業、在地

調查、社區營造等面向著手，

逐步搭建一個城鄉對話的平

台。對的方向已經抓住，祝福

老夥伴豐碩的成果指日可待。

而我相信今天這本集子裡的紀

錄都將是他日別地社區珍貴的

參考寶藏。  

■ 楊志彬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南部辦公室主任



臺
灣第一所綠色建築

圖書館—臺北市立

圖書館北投分館，在今年11
月19日開幕問世，興起大家

對於何謂「綠色建築」（簡

稱「綠建築」）的好奇。因

此，找了一些相關資料，了

解了原來是為了促進建築的

永續發展，以臺灣亞熱帶氣

侯的研究為基礎，充分掌握

國內建築物的耗能、耗水、

排水、環保等之特性，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於八十八年八

月十八日頒訂「綠建築標章

推動使用作業要點」，並委

請財團法人中華建築中心於

同年九月一日正式公告受理

「綠建築標章」申請，標章

之核給需進行綠建築七大指

標評估系統之評估，包括

「基地綠化指標、基地保水

指標、水資源指標、日常節

能指標、二氧化碳減量指

標、廢棄物減量指標、污水

垃圾改善指標」等;經綠建築

標章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始

可發給標章，評定為「綠建

築」。如此發展出以「舒適

性」、「自然調和健康」、

「環保」等的三大設計理

念。

隨著內政部九十二年

「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

的檢討更新，決定於七大指

標系統外，加入「生物多

樣性指標」與「室內環境指

標」，成為九大指標。藉

此，將使綠建築由過去「消

耗最少地球資源，製造最少

廢棄物的建築物」的消極定

義，擴大為「生態、節能、

減廢、健康的建築物」的積

極定義。因此，一座能夠溫

馨心靈幫助學習成長的圖書

館，再加上環保、有機和健

康的設計，北投喜愛閱讀的

鄉親，生活將是美麗永續又

健康。

該館規劃為木架構建

築，以大片落地窗採集自然

光，由室內延伸至戶外的閱

讀區，內外整體設計幽雅舒

適，人工與自然景物交融，

座落於公園裡真像一座大型

樹屋。喜歡偶像劇的朋友來

到圖書館門口，一定不會陌

生，前面有一個很特別的圓

形水池，原來這個水池就是

用來拍「向左走向右走」男

女主角相遇的場景。這座圖

書館是拆除後重建，筆者出

生在鄰近，清澀的少年求學

時代許多時光都窩在閱覽室

的一角靜靜的看書，夏日倚

著窗戶還可以不時感受到窗

外的蟬鳴鳥叫和徐徐的和

風。多少令人懷念的歲月，

在來到附近時都會觸景生

情，當舊館被拆除時，還難

過了好一陣子。

煥然一新又美觀的新

圖書館開館，是一件令人歡

欣的事，筆者等不及開館就

帶著紙筆，來到館前素描

了一張。正面所見就是前後

棟都是斜斜的屋頂，看得出

建築師獨具慧眼的創意，大

量的開窗能感受到環保節能

的用心，全館木構造暖暖的

原色，溫馨了每一次的相對

望，玻璃映照著秋日難得一

見的青天與白雲，高矮不一

和前後穿梭著的蒔花、綠色

植栽與原來就在公園裡的老

樹，似乎不得閒的爭奇鬥

妍、搔首弄姿，深怕這座美

輪美奐的新房子搶去了它們

的風采。自然一定是美的，

人工建築如果加入了精心的

創意設計、環境的關懷和對

於自然的尊重，就像這座圖

書館，當然也是美的，歡迎

大家一起來使用它、疼惜

它。  

■ 潘蓬彬　北投文化基金會執行長/北投社區大學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