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酵母
讓人愛上所在地的計畫

什麼是「都市酵母」？「都市酵母」都在做

些什麼？

尋找運用「創意」建立地方獨特文化 360 面

向的方法，這個計畫稱為都市酵母。

2006 年 1 月 11 日開始於水越設計的世界概

念設計「Plan Global」規劃出建立地方獨特

且多面向文化的方法，我們稱之為「都市酵

母」計畫，創意發酵的主題為讓人愛上台灣

都市的方法。

都市酵母希望吸引有能力、有才華的人一起

創造黏性的魅力都市，幫助我們自己、家人、

鄰居、朋友與同事，對生長都市產生驕傲與

認同。讓各領域的專業人士共同為都市注入

創意，活絡都市，涵蓋都市建設、都市生活、

都市活動、都市商品等不同內容，從各個需

求角落找到都市黏性的可能，以設計的方式

改善生活，進而讓 我們的都市更加的美好。

以實體互動展覽、網路、書籍出版等多面向

方式闡述理念。

我們討論的不只是都市這個大主題，希望透

過都市酵母計劃觸發民眾對細膩生活的觀

察，創造一種探討都市公共空間生活品質的

方法與態度，各行各業的都市再造參與。

「都市酵母」提倡的「不全球化」與近年經

濟、文化等趨勢逆向而行，請談談過程。

每個都市都有寶貴的在地生活經驗與地方特

色，這些地方特色與生活情境是可以被更細

膩的勾勒出來的，每個人都是都市觀察員，

都市酵母邀集各界參與酵母運動，持續累積

創造黏性都市的想法，製造多元性，動手打

造親切有趣的都市景觀。「一窩蜂」的殺傷

力，酵母們都了解，對獨創性的堅持絕不打

折，讓台灣成為世界獨特的「台灣」，台灣

角度，台灣觀點、台灣創意 ...。

在「都市酵母」進行的過程中，是否反映到

台灣設計環境？

都市風格與優質生活的創造，需要的是一種

擁有面對都市遠見的氣魄，尋找幸福都市的

過程是需要累積和不停步的規劃與管理。台

灣法規侷限了遠見、企業願對都市的投資尚

未明確開放與受到政策鼓舞，著實可惜。都

市酵母認為每個人都應努力於優質有趣的生

活環境，讓大家對自己所生長的環境產生高

強度的認同，一個有遠見的想法影響 100 年

以上，但需要高明的政策推動，重於的表面

決策影響力往往有限，大家辛辛苦苦做小螞

蟻，事倍功半何在，面對於這一個現象實在

是我們首要思考的，真正解決問題的還是核

心，現在都市酵母有 2000 多個都市創意想

法，每一個發想與計畫可以令人噗嗤、開懷、

反思，產生共鳴互動，留下難忘印象，我們

將以小單位為實驗體，擴大到都市層面。

台灣的設計力量與表現之於國際有什麼優勢

與劣勢？什麼路徑能夠更加聚焦國際目光？

首先，為何要讓國際注目是先要了解的問題，

如果台灣的設計力量不能將台灣的生活品質

改善，讓生活者有認同感，那麼如何於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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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優勢呢？如果我們的清隊員都停留在自

己動手作清潔工具，那我們設計到底有什麼

影響力？台灣工業設計的泡沫化是不是可以

讓我們思考的一些，環顧四周，我們有很大

的空間可以發展呢！

牽頭組織這樣都市酵母的活動，必耗費大量

精力和時間，出發點是什麼，又有哪些收穫？

（2012 北京投資者報提問）

因為有清楚的核心，都市酵母持續進行了很

多長期假設性的設計實驗，累積許多與異業

來回激盪的經驗，在 2006 年 1 月 11 日時，

法國留學回到台灣 10 年後，意識到自己與居

住環境的關係與可能性，就決定要執行一件

事，製造都市中許多創意有趣的酵母，並像

酵母活化，建立不全球化的地方特色，讓人

與都市的鏈結更為深刻，愛上所居地。

幾年下來，7 年來舉辦國內外 67 場展覽，包

含台北、台中、台南、法國 a world tour 展、

大陸 6 個城市巡迴展出，1723 位參與企劃，

超過 220 萬國內人次參觀，在參與企業、學

校、個人與政府共同協力發展下，都市創意

得以陸續擴大實踐。發現就算是在自己從小

生長的地方，依然可以找到新大陸，多元組

合實驗，設計任務變得不是平面也不是 3D，

而是多元長期的投入，就像是神農氏試嚐百

草、科學家與微生物關係一樣，是很微妙的

關係。同時除了水越設計外也集結了很多有

趣的異質多元夥伴組成都市酵母研究班，一

起探討都市。2010 - 2012 年，我們所發展出

來的都市議題：生物多樣性 - 與動物一起下

午茶、微型生態感應源 - 島嶼瓢蟲紀 30000

隻、貼近都市的新方法 - 草地新居實驗、百

年區域的再造 - 大稻埕百年巡禮、全島參與

的捕雲馬拉松計劃、街道傢具再思考 - 黃色

椅子計畫、味蕾醃製廠、 999 元改造商圈計

劃、清潔特工隊、台北未來 20 年觀點、都

市色彩策略等等，真是非常有趣並挑戰設計

能量，很充實也很開心。收穫最大的，我想

就是參與者，每次都重新找回一次的感動與

認同。

都市酵母的輕組織架構

創意
設計企劃

企業
合作發展 政府

支持推廣

研究
教育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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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好居城市」作為想像的起點，思考台北

未來城市的樣貌。結合網路論壇、真實的體

驗、公開座談及展覽，探究以人為本的都會

生活居住價值。

對於完善都市形成議題，首先需要思考的是

「好居城市」；好居城市能讓人心靈得到飽

足，市民均能輕易平價享受之生活品味、文

化生活、公共文化空間、藝文活動與家居生

活價值，台北未來城市生活的想像與實踐需

要市民與管理者的共同參與並目標前進，達

到居住體驗的深度認同。

台北未來城市生活的想像與實踐需要市民與

管理者的共同參與，特別邀請各界人士提出

前瞻想法為網路論壇打開「好居台北」的各

個面向，並舉辦台北好居工作坊座談，透過

各種思考激盪探索未來。

都市酵母相信都市中若能擁有豐富多元的生

態，人們將更有機會放慢腳步。從感知生活

周遭的生態與守護動物開始，大鴨帶著小鴨

走路、燕子築巢餵食、看見孔雀與貓漫步於

巷弄，增加都市接觸動物與自然的各種面向。

都市小孩很少接觸到各式生物，蛙鳴鳥叫對

都市人是奢侈的享受，冷氣城熱島與快速緊

張的生活讓人喘不過氣來；寶藏巖像是小小

的都會實驗場，小聚落的形成與綠地的環繞，

構成都市中生態再思考，我們企圖製造在都

市中人與各式動物和諧共處。

計畫效益影響力

都市的發展常是一個單向的進程，隨著人口

增多，不斷有新的都市範圍，不斷破壞生態。

推動「都市生態圈再造」，建設對動物友善

的環境，讓更多動物在都市中跟人類共同生

活。台北的發展已經對本來的生態造成很大

的破壞，不斷向發展傾斜，台北近期的例子，

像是破壞前兒童交通博物館的森林，改建成

客家文化園區，松菸園區周圍的綠地，將要

蓋大巨蛋。面對這種傾斜，生態已經一步都

不能退，退一 步，推土機就會更進一步。破

壞是很快的，一天、一個月，但是要恢復卻

是很慢的，幾年、十年，也不一定可以。這

個計畫不僅是站在動物角度，也是站在人的

角度，是要讓人、讓都市更好。 

1. 台北好居城市未來觀 2. 都市動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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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項在台北公共空間居住實驗，為鼓勵

市民重新檢視在台北生活的特殊魅力、都市

風格及日常生活的感動，在 URS27 華山大草

原進行「台北草地新居體驗 city camping」活

動。透過個人及家庭於草地上一日一夜的生

活，兩種全然不同的露營形態，開啟我們對

台北都市生活居住空間與公共空間的感觀，

並將觸角延伸思考都會居住與生活議題；包

含安全性、便利性、綠地活化、民眾休閒與

交流及對生活周遭聲音、光的感知等。 

「在這四十八小時的露營活動當中，我確實

也認真思考了自己和台北這座城市的關係。

或者這樣說吧，我把自己當作一株行道樹，

去呼吸整座城市，傾聽自己過去所忽略的城

市裡的聲音。用一種沒有牆壁保護的姿態，

和城市袒裎相見。」- 詩人葉覓覓。

城市露營推廣如何用設計思考，體驗各式都

市露營。

擺放一張椅子到街道上，你會選擇哪一張？

都市酵母對街道傢俱的想法是，製造一張讓

人可以相聚，坐著看街景，產生都市記憶與

回憶的都市周邊設備。從創意 - 行動日誌 - 相

本故事到展出，我們還想真實放到都市各個

街頭，抱持這個夢想努力，有一天會將這個

想法實現出來的。

陽台，一個重要卻經常被忽略的地方，設計

師認為台灣人最奓侈的空間使用方式，它串

連居家空間與都市公空環境對話的關係，人

們使用陽台的方式正如同人們使用都市公共

空間的方式一樣值得探索，都市酵母攝影了

600 多個臺北、台中典型的陽台照片。 

3. 台北草地新居實驗 4. 黃色椅子計畫

5. 陽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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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是人們造訪都市的第一眼印象，初次到

訪某地會先受到當地美好的色彩環境吸引，

而後才是都市的特色空間結構，接著才是對

都市社會文化的了解。

觀察世界許多著名的國家如法國、日本、希

臘、印度，都可以發現它們在都市色彩上的

著墨，有的是力求融合自然環境色彩，有的

則是符合當地文化喜好。其實都市色彩在

1850 年以後，已成為城市規劃專業的一環，

透過合宜的色彩，提供都市象徵、引導、識

別的作用。

都市色彩是國際人士造訪台北的第一印象，

是在地生活文化的體現，思考臺北＝迷人的

都市方程式中，色彩是重要的一環，需有建

立臺北的色彩意識，以及整合改善視覺體

驗，才能有助於提昇都市環境美學。都市酵

母將藉由擴大民眾參與色彩計畫，色彩漫

步、都市物件、人文、色彩色彩案例研究、

以及區域色彩記錄等相關研究及行動，來分

析、探索台北色彩的現況與未來都市的色彩

策略。

6. 臺北都市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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