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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篇文章在涵構主義的都市分析概念下，藉由圖-底分析方式，進行台中

市撞擊城市之初探，進行街道延續性及沿街面虛體留設方式二項之比較，在二

項分析中，可概略探究涵構主義對都市脈絡分析之探討意涵，由於不同的重劃

區辦理時間與範圍，所形成二重劃區間產生的非重劃區間隙。研究中所探討的

都市空間問題，為界定於目前發展時間點所觀察到的都市平面現況，無法明確

定義重劃區與撞擊城市間，何者該依照涵構主義之理念作為撞擊城市角色對週

遭環境有所呼應，可做為未來研究之探討方向。 

關鍵字：涵構主義、組構建築、撞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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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1748年Giambattista Nolli（金巴提塔 諾利）所繪製的羅馬地圖開始，

提出城市是一個實體與虛體的系統。建築群之建蔽率比外部空間密集，塑造了

公共開口的具體形狀。都市內的「公共」及「私有」建築物的區別，是由外圍

的「都市隙地空間」（Urban Poche）決定。隙地空間是指實體佔據空間位置

所塑造出來的外部虛體形狀。 

由Giambattista Nolli提出後，於廿世紀將其分析理念加以運用及延伸，

試圖以此概念為基礎，建立以都市脈絡為觀點之都市分析方法，本文章以此相

關理論分析方式，並以台中市為例，作為脈絡分析方法運用之初探。 

貳、涵構（Context）概念 

最早談論此一議題是在1959年英國出版的「Townscape」中提出，書中城

縣的是工業革命以前老市鎮不規則而有趣味的都市空間。這本書成為此議題之

開端，美國於1960年開始，以「Colin Rowe」為首，再康乃爾都市設計課程對

此議題進行探索，他了解現代主義所塑造都市品質的貢獻，但其理念則較頃向

歐洲傳統都市空間品質。於是展開一個「如何運用現代建築技術創造傳統都市

空間品質」之研究。 

康乃爾學者從研究中提出『涵構』（Context）的概念，狹義的涵構是指

從都市既有形象中衍生出建築和都市設計的想法，（現代建築主義則是認為建

築應棄傳統，而由「新」的因素中產生）；廣義的涵構觀念應從形象擴大到各

方面，包括人造的、自然的、文化的和歷史的。 

参、圖-底分析 

圖-底理論認為，當都市像垂直方向發展時，幾乎不可能創造一個和諧的

都市空間。如果要妥善處理好空間，必須以轉角（corner）、壁龕（niches）、

角落（pockets）、及通廊（corridrs）等，建立戶外空間系統。Alvar Aalto

（阿瓦奧圖）所做的公共建築物作品也是堅持此一圖-底理念。 

創造正性虛體空間的最簡單方式就是增加水平建築物量體，建蔽率必須較

周圍地區更高。空間是傳遞都市經驗的媒介，提供了公共、半公共、私密的領

域，要使這些次序更有意義，必須盡可能減少妨礙聯繫的隙地。 

圖-底研究法是將整體都市視為實體與虛體的組合模式，例如直角/斜角道

路重疊、有機、軸狀等，多數城市都是這些樣式的集合。 

掌握實虛形式有助於設計及了解公共空間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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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實體 

1.主要的公共紀念物或機構。 

2.都市街廓場域。（由事先決定的單元重複組織而成，例如：住宅

區、商業區、工業區） 

3.具有方向性或界定邊緣的建築物。一般而言，這些建築物具有不

重複，特定形式。 

都市虛體 

1.入口前庭，指位於私人領域與公共範圍之間的重要過渡空間或通

道。 

2.街廓內虛體，封閉的「甜甜圈內的圓孔」，供人們休憩或工作的

半私密空間。 

3.街道和廣場的基本網絡。（過去的混合使用街道VS.現在的購物

中心） 

4.公園及庭園。 

5.線型開放空間系統。（河流、河岸、溼地等主要水域空間） 

圖-底理論的重點在於如何操縱、組織都市實體與都市虛體。若能讓實體

與虛體間完整、明確關係，空間就能正確的運作。若實與虛之間關係不平衡，

各單元間將無法聯繫，也意造成「失落空間」的產生。 

肆、組構建築（Composite Building）＆撞擊城市（Collision City） 

從維也納哈天堡皇宮的設計案例中，經過長時間的經營成長後呈現不規則

形狀，但放在都市紋理中可以

發現，不規則各部分都在呼應

附近的都市空間，在概念上也

可以說是建築受「外力」所擠

壓而成，Colin Rowe稱這種為

「組構建築」（Composite 

Building）。 

在現代都市規劃中透過土地重劃，不同的重劃區交接的地方也會出現這樣

的問題，並可透過組構建築的設計手法處理，這種位置稱之為「撞擊城市」

（Collision City），配合組構建築進行多變化的設計。本篇文章在運用脈絡

分析中，以藉由圖-底分析之實虛操作方式，運用於台中市並從分析圖中，由

各不同時期市地重劃，找尋撞擊城市之位置，並以實地調查探討及建物測量圖

之配合，探討其開發與建築是否符合都市脈絡之發展，以及組構建築運用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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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台中市都市發展背景 

台中市位於台灣中部的台中盆地中央，被台中縣圍繞。行政區範圍東至旱溪

與新社鄉、太平市相鄰，西鄰沙鹿鎮、龍井鄉與大肚鄉，南與烏日鄉、大里市相

接，北接潭子鄉、大雅鄉。 

台中市之都市發展可分為五個階段： 

一、1900 年以日治時期市區改正計畫區及光復初期重新核定的都市計畫區

為主的舊市區。 

二、1970 年代中期一到四期市地重劃的擴大都市計畫。 

三、1980 以後為五到十二期的優先發展新市區建設地區。 

台中市之都市發展完全在都市計畫層級的規劃理念下進行，大規模都市開

發計畫是在民國七十五年通盤檢討時，市政府依都市計畫應分主要計畫和細部

計畫一起推動，以主要計畫為原則性綱要，細部計畫為地方之開發藍圖。相較

於台灣其他城市的狀況，台中市的都市發展是在計畫的引導下進行發展，在問

題未發生前即以預防未然設定方向。台中市是在有效率及分期分區發展的都市

計畫指引下，依照各期市地重劃的順序，依序開發都市用地。在此發展歷程中，

台中市都市計畫是以新市區建設配合市地重劃方式辦理市鎮開發的城市，土地

重劃已進行至十二期，並依照都市發展程度推動後期發展地區。 

陸、撞擊城市節點空間分析 

台中市在1970以後的都市發展，大多以市地重劃土地開發為主，也受重劃

區辦理影響甚鉅，至目前為止（2005）。已進行市地重劃共十二期，其中具備

各不同面積大小之重劃區，分布於都市外圍地區。由於各市地重劃區的開發時

間差異性，以及重劃區劃定範圍時的銜接地區產生空隙，也形成涵構主義所稱

之撞擊城市，本篇文章以重劃區之交界間隙空間為分析對象，進行撞擊城市與

組構建築之初探。 

如下圖所示，從台中市圖-底分析，與重劃區進行疊圖分析，由重劃區交

界處，五期、七期、八期重劃區交界之間隙，未納入市地重劃之土地，產生撞

擊城市之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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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所產生之重劃區間隙，若依據Colin Rowe所稱對撞擊城市之設計規

則，應將其視為「組構建築」（Composite Building）進行設計。其設計所需

考量之處應探討北側五期與南側八期重劃區之規劃與發展，並在此撞擊城市節

點設計可與周圍互相呼應之街道規劃與虛實空間對比形式。 

撞擊城市 

五期 

七期 

八期 
撞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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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街道之延續性 

從撞擊點之圖-底分析進行判讀，在五期與八期重劃區之間的非重

劃區，明顯的在街道巷弄延續性上無法準確的銜接二重劃區間所劃設

之巷道，以致於在發展後南北不同重劃區之間除了主要道路之外，鄰

里巷弄的延續性產生嚴重的街道錯移現象，此情況也導致在同一街廓

中出現過多的街道囊底形式，且各街道衝擊點並未予定義空間特質。 

二、沿街面之退縮 

在重劃區與非重劃區的交界沿街

面處，由於不同的管制與土地使用形式

之差異，產生同一道路之二側建築沿街

面有不同開放空間留設之形式。也由退

縮方式的不同，降低空間完整性與整體

意象，對照維也納哈天堡皇宮的設計，

廣場的留設整體性互相比較則顯的有

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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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論 

本篇文章在涵構主義的都市分析概念下，藉由圖-底分析方式，進行台中

市撞擊城市之初探，其分析雖僅進行街道延續性及沿街面虛體留設方式二項之

比較，但在二項分析中，可概略探究涵構主義對都市脈絡分析之探討意涵，由

於不同的重劃區辦理時間與範圍，所形成二重劃區間產生的非重劃區間隙，在

缺乏適當的整體考量下，無法適時的扮演撞擊城市的銜接角色時，常使都市空

間的延續性產生間斷裂痕，這種空間上的斷痕，在涵構理論中必須適時的以組

構建築方式進行開發，以追求都市空間的整體性與延續性。 

 

本研究所得到之結果，僅以圖-底分析的方式，在

2D平面式的研究中探究其空間結構，然而，都市空間乃

屬於3D向度之空間形式，圖-底分析進行初步之探討

時，若能結合界定都市空間的「外皮」---「立面」同

時進行都市空間的分析，或許能得到更好的結果與精確

的都市問題。 

研究過程中所探討的都市空間問題，為界定於目前發展時間點所觀察到

的都市平面現況，由於並未深入探究發展脈絡的歷史先後次序，故在針對重

劃區與撞擊城市間，何者該依照涵構主義之理念，作為撞擊城市角色對週遭

環境有所呼應，在此文章初探中並無法明確定義，也可做為未來研究之探討

方向。在進行此類研究時，應可利用圖-底分析方式，於全市尋找都市撞擊

點，而在撞擊城市更深入的研究時，仍必須透過實地的空間調查及發展歷史

脈絡搜尋，才能對都市問題有較正確且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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