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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指南溪─景美溪匯流口」第一場工作坊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8年11月3日(星期日)下午13時30分 

二、 地點：北政國中(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3段2巷14號) 

三、 主持人：林股長吉人                紀  錄：張吉騰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附件簽到表) 

五、討論發言紀要: 

 

 活動引言 |臺北市政府水利處 林吉人股長 

林吉人股長表示過去在整治河川是
以防災管理的角度思考，排洪減災為最
高指導原則，所建成的三面光渠道以及
高堤防阻礙了人與自然互動的機會，並
讓人感到緊張。今日能辦理工作坊與民
眾一起討論水環境的營造，試著將河川
回復成自然的野溪狀態，增加更多市民
休閒的場域。 

景美溪作為全台北市河川溪溝整體規劃的先鋒典範，讓更多
人參與並且關注都市河川的相關議題，在公私協力的合作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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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也希望這樣的模式可以延伸到新店溪、磺溪、基隆河、淡水河
等台北市重要的河川，讓整座城市變得更生態、更宜居。 

 來賓致詞 |臺北市北政國中蔡來淑校長 

蔡校長表示作為場地協力非常的榮幸，北
政國中緊鄰指南溪畔，與師生及教學環境密切
相關，透過這個工作坊的教育，讓更多人有公
民意識，尤其是現在的國中生更應該從小培養，
去學習聆聽不同的聲音，表達自己的意見，透
過討論凝聚眾人智慧的決定，校長也希望未來
指南溪可以在兼具生態與工程去營造一個更好
的生活環境。 

 

 
(一) 指南溪概述/民眾經驗分享（簡報者－蘇映塵專案經理） 

活動開始先由經典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蘇映塵專案經理簡報說明工作坊

及整個計畫緣起，以及指南溪河道與

地方紋理變遷、環境特質、土地發展

現況等，讓民眾對於指南溪有初步認

識。接著是邀請民眾利用便條紙寫下

或繪畫出自己與指南溪的生活經驗或

特別的記憶，再張貼於空照圖上。 

 

過程中邀請了兩位北政國中學生上台分享自己的經驗，提到： 

｜北政國中學生1分享： 

北政國中學生湯同學表示，在

「自然觀察社」社團課的時候在渡賢橋

下發現一條鱸鰻，自己就在旁邊觀察它

的行為。平日會在北政國中附近隨意撈

魚，會將撈到的魚放進校園前方的噴水

池，並且會挑選魚種，若為溪哥等等的

原生物種，則留在景美溪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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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政國中學生2分享： 

北政國中學生吳同學表示，和

「自然觀察社」社團一起去渡賢橋下進

行生態維護課程時，找到顯現於鵝軟石

上方的貝殼化石及穿山甲鱗片，更有在

濟賢橋下撿拾垃圾時找到一台 oBike 腳

踏車，並把它撈起來進行丟棄。 

 

除此之外，現場由民眾所書寫的文字內容中，提到關於早期

與河川相處的經驗，有人寫到以前就讀北政國中時，上學過溪時，

會看到附近的婦女在溪旁洗衣服，溪旁的樹蔭茂盛，有魚在溪中

游，鳥在飛翔的景象，還有人寫到 1982 年畢業於政大，就讀政大

時曾經歷淹水、被困在宿舍等船的記憶。另外，關於近代的生活

經驗中，有位目前就讀政大的學生則是寫到在政大後山看過很多

藍鵲，還有幾位目前就讀北政國中的學生，寫到因自身參與學校

自然觀察社團，在老師帶領下在濟賢橋下撿塑膠垃圾、溪邊除象

草，與河邊散步、賞鳥的經驗。 

從民眾分享的生活經驗中，反映了指南溪從過去人與水相處

的自然場景，至現代生活、環境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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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民眾書寫自己與指南溪生活記憶並將相關位置張貼於空照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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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南溪戶外走讀觀察(導覽者－林淑英老師)  

 
參與者走讀認識小坑溪河流採生態設計使用現況，並於溪旁合照 

戶外走讀導覽由林淑英老師帶領

民眾認識指南溪周邊豐富的歷史人文

和生態故事。淑英老師投入環境保護

工作超過二十年，長期推動水資源教

育、河川巡守工作不遺餘力，並透過

廣播節目、社大教學與各項工作計畫

參與來實踐環境保護，更經常在網路

部落格中發表對生態環境的觀察與分享，現任為中華民國自然步

道協會榮譽理事長。 

走讀路線從北政國中出發，老師從宏觀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

件談起，指出這裡雖緊鄰市區卻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行經北政

橋時，老師提到經整治截彎取直後的指南溪現況，三面光河道減

少了許多生物棲息的空間，平時低水位的河道又混雜了周邊社區

廢水的異味，儘管已減緩過去大雨必淹的情況，但對於整體流域

的環境永續，此段是最需要大家去思考的議題。 

沿著指南溪上游走，老師帶我們行經三角公園認識一座「吊

硞」復刻設施，原設施位於今指南國小附近，是清代先民拓墾時，

因害怕原住民侵襲所設置作為警示居民使用，另外並走到日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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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表參道和保甲道，如今演變成登山健走步道；顯示出當地社

區過去豐富的歷史人文。老師接著帶領著民眾來到小坑溪親水文

學步道，小坑溪是一條採生態工法設計的親水步道，潺潺水聲、

溪水清澈見底，溪流間還有踏石可以走到河中間，是一處可以親

近自然的河岸空間，有別於下游北政橋一帶三面光河段。 

淑英老師接著帶領民眾走到政大校園裡，從現況環境的特性

找尋過去指南溪水路流經的位置，證明了過去政大校園與指南溪

的密切關係，此外，老師格外提到位於學校後門圍牆旁有一排印

度橡膠樹，在熱帶國家中常會運用其盤根錯節的特性，作為造橋

或是堤防的材料。規劃團隊顧問之一的楊佳寧博士參與走讀行程

時，也指出在現今莊敬九舍的位置上，過去叫做政大草皮，當中

有塊區域的草地特別的濕，晚上還可以看見螢火蟲，後來才得知

是舊河道的位置，現今雖然已成為校舍的一部分，但周邊常有紫

嘯鶇、鷺鷥、翠鳥等水鳥飛經，河道中也能發現鱸鰻跟蜆仔，豐

富的物種再再證明了指南溪重現復原成野溪的潛力。 

最後，導覽路線沿著指南溪往下游，老師帶領民眾走到位於

渡賢橋和濟賢橋之間，提到政大後山具備豐富的次生林生態條件，

又這一段河床底層未鋪設混凝土，加上兩側堤岸相較平緩有機會

堆積土壤進而形成草生地條件，提供相較豐富的動植物環境。透

過現地的走讀觀察，讓民眾有機會親身看到並理解河川不同段面

所面對的議題，進一步去想像希望指南溪未來變成什麼樣貌。 

 
參與者走讀認識醉夢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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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願景引導討論（引導者－廖儒真引導師） 

 
引導師引導民眾分組討論過程 

結束戶外走讀後，接下來是回到室內，邀請民眾發表自己對

於指南溪河流願景的想像。考量受邀民眾背景多元，包含來自附

近居民、學校師生及關注河川環境的人士，因此儒真引導師採用

「團隊共創法」的引導方式來凝聚參與者整體願景共識，並希望

在凝聚過程中，可以聽到從不同角度出發的觀點，彼此聆聽，相

互理解，共創一個滿足各方需求的願景。 

一開始討論採分組模式，每組約 6-8 人，並透過事前安排同

一組可以囊括不同背景的組員，包含在地水利、生態專業者、學

校師生、居民等。由引導師詢問在場參與者：「在指南溪走讀中，

最喜歡哪一個部分？為什麼？」作為開場，引發大家對於創造未

來河川願景的期待，接著提出焦點問題：「10 年後，希望指南溪變

成什麼樣的河流?」，同時說明接下來願景討論的流程，以及每個

聲音都是重要的、彼此聆聽的關鍵原則。 

 step1：個人腦力激盪與小組分享 

針對焦點問題，先是由每個人進行個人發想，同時透過文字

書寫於便條紙上，有些參與者提到希望可以看到小蝦小魚等意見。

接著是各組成員一起分享、討論，再共同選出 10 個有高度共識或

覺得重要的內容，並將意見一一書寫於 A5紙張上。 

 step2：Grouping 集體對話交流／願景分類 

為了讓參與者能有近距離的對話空間，引導民眾將討論場地

換到牆面邊。由引導師請各組先從 10 張字卡中挑出 2 張「最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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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動、這是我們最想要的」的願景卡片，貼在牆面上。接著，引

導師請各組再交出另外 3 張與牆面上不一樣的字卡，並請所有參

與者一起進行分類對話。 

分類過程中，引導師逐一展示手中的卡，邀請參與者思考這

張卡可與牆上的哪張卡配對；若對字卡有不理解，則邀請提交該

字卡的組員說明解釋；或是有人對於分類的想法不同，則分別請

他們表述意見。透過集體討論分類的過程，對話開始產生。之後，

再請參與者將剩餘字卡分類貼到牆上，引導師同樣透過提問釐清

分組原因，確認都有共識後，即進行下一步驟。 

 step3：Naming共同願景聚焦 

儒真引導師引導參與者思考對於群組願景卡背後共同的渴望

是什麼，然後針對該群組給予命名，逐漸聚焦對指南溪的願景想

像，具體的類別整理詳下表圖。綜整參與民眾對於「10 年後，希

望指南溪變成什麼樣的河流?」，共同凝聚討論出應具備六項元素

的共識：包含「原生生物多樣性」、「互動性高的親水環境」、「人

和生物共存的環境」、「人見人愛之無人為污染」、「安全友善」及

「社區環境意識培養」。 

 
民眾透過集體分類討論，凝聚對於指南溪未來願景應具備元素之共識 
 
表 1、參與者對於「10 年後，希望指南溪變成什麼樣的河流？」
應構成元素之共識 



9 

原生生物 
多樣性 

互動性高
的親水環
境 

人和生物
共存的環
境 

人見人愛
之無人為
污染 

安全友善 社區環境
意識培養 

生物多樣
化 

河邊散步 沒有水泥 不要有外
來種 

無障礙親
水 

環境素養 

生物多樣
性（原生
種） 

和自然有
互動 

護岸用石
頭砌 

親水教育
的環境 

高度開放
的公共空
間(無欄
杆) 

民眾共同
維護 

繼續維持
生態多樣
性 

聽到水的
聲音 

沿岸綠意
盎然（多
大樹） 

清潔的 可近性高 社區凝聚
（公認） 

原生生態
豐富 

親子共遊 自然工法 人和生物
共好 

景觀美麗 有人文素
養 

洄游魚類
可以回來 

可以在河
邊休息野
餐 

不會淹水 水質良好
(無汙染) 

行走安全  

有水鳥、
小魚、小
蝦 

小朋友的
天堂 

河道保持
野溪樣貌 

水質清澈
的 

  

原生種復
育 

可以近距
離觀察 

水邊有綠
樹 

天然的水
流 

  

良好的棲
地（多孔
隙） 

兒童戲水
環境 

多粒徑(可
坐)(各種
粒徑) 
棲地多樣
性 

不要有垃
圾（有維
管） 

  

生態豐富 可親近的
水岸（友
善的方
式） 
含教育(環
境教育） 

蜿蜒回政
大 

沒有垃圾   

有原生種
植物和動
物 

和人有交
流的(ex:
河濱沿岸
市集) 

    

 step4：決定意義：願景圖文描繪 

討論最後，引導師並邀請參與者根據凝聚的願景元素(六大面

向)來描繪願景，引導師將參與者分為兩組，一組以文字描繪，一

組以圖像描繪，完成後各派代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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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組： 

這組主要由北政國中的數個
學生一同繪製出何謂生物多樣性
的樣貌，圖面中有河岸旁豐盛的
綠草、樹以及櫻花樹等等，有繪
製到一處無障礙設施上面有人群
在過河，前方有一處彩虹橋，大
人帶著小孩、小孩正在玩球，也
有老人拄著枴杖在溪邊走路。另
外，還有一小處奄奄一息的生物是因為全球暖化而所可能造成
的圖像。組員們提到這張圖像並未侷限發生在哪個區位，希望
每一處的溪邊未來都有機會成為這張圖的樣子。 

｜文字組： 

因文字組的參與民眾的組成背
景及年齡相差較大，有北政國中的
學生、生態專業者等，因此組內先
各自以簡易明瞭的字句敘述出河川
願景想像畫面後，最後以一首詩來
統整詮釋出十年後的指南溪光景，
「水聲引我步向溪畔，蝶飛鳥鳴青
蛙歌唱，老少談笑攜手共行，自然
永續指南溪流。」 

 
兩組民眾透過圖像繪畫或文字書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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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儒真引導師引導大家齊聲朗誦文字版願景，並與蘇映

塵專案經理一同鼓舞大家參與第二場工作坊，一起發想如何實踐

指南溪的十年願景。 

 
引導師引導民眾於牆面進行願景分類討論，並凝聚願景應構成元素的共識 
 

(四) 案例借鏡／結語（楊佳寧博士＋蘇映塵專案經理） 

案例借鏡｜楊家寧博士 

前階段引導願景討論結束後，則由楊家寧老師分享指南溪發

展歷程，及帶領民眾透過不同的案例打開對於河川環境營造的想

像力。 

家寧博士帶領民眾從 1898 年

的歷史地圖開始看起，1921 年已

經有田地開發；1947 年是臺北市

最早有航照圖的時候，從還未有

政治大學之時便可以看見指南溪

原來的溪流蜿蜒狀態；1963 年政

治大學已建校，也看見周邊有聚

落出現，而原本蜿蜒的指南溪已

經被截彎取直變成一條筆直的溪流；1954 年政治大學在臺復校，

從政大校史館的文字可以理解，當初是因為不察地勢而建校的，

可知是人類搶了指南溪的領土，水患的發生是有跡可循的；1981

年的莫瑞颱風累積的雨量十分驚人因而造成了嚴重的水患，臺北

市水利處便開始積極挹注資金來投入防災，整治包括指南溪旁的

三面光水泥護岸及指南國小進行河溝加蓋至指南溪上方。家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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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強調：「河川原來的樣子，一定是有洪水的。」提醒人們千萬不

要忘記，河川本身有美麗的樣貌景色，但也有不美麗的洪水存在。 

佳寧博士並分享幾個案例，包含加州的草莓溪公園，與指南

國小的經歷相仿，因校園建校的需求而建於溪流上方，當地環保

團體在水泥地上方畫上了一條藍線，並寫上「有一天，藍線會成

為草莓溪。」藉此提醒民眾，經過這條道路時，莫忘當年的地貌。

國內桃園市老街溪開蓋也是一處值得借鏡的案例，從 2011 年開始

開蓋，直到現在，已經能在街道上看見老街溪。加州柏克萊的華

盛頓小學操場改造案，因應師生對於自然環境出現於周邊的期待，

將操場整個剃除，終於出現一條小溪流經校園。 

家寧博士談到政治大學旁的三面光河段，在現況已是水泥護

岸的狀況之下，有機會參考美國德州聖安東尼奧河的洪吸式分洪

隧道，待大雨來臨之時，有一條地下隧道能分流洪水；臺中市綠

川為保留原有的古橋，在橋下蓋了一箱涵，洪水來時不再會衝擊

橋梁，能降低損害且在平日時使民眾可以至綠川旁直接進行親水

活動。 

最後，佳寧博士帶領民眾回頭觀看到指南溪，從現在 2019 年

的地圖可以看見，指南溪整條的溪川長度變短極多，因而坡度變

陡且流速變快，當時為快速整治而使用水泥工法，如果希望可以

採取「蜿蜒回政大校園」的提案是有可能的，可將原有的河段作

為防洪用，另依照指南溪原有的河道引流進政大校園內。借鏡新

加坡碧山洪茂橋公園案，其復育目標是將原本了無生氣的水泥護

岸去除，使用低水路自然蜿蜒，現在已經在公園內出現了水獺。

楊家寧博士最後以新加玻案例鼓勵在場的參與者，大家希望的水

環境生活願景並不是夢想，是有可能實踐的！ 

結語蘇映塵｜專案經理 

活動最後，蘇映塵專案經理感謝每一位夥伴的參與，也謝謝

楊家寧博士的案例借鏡為指南溪的設計提案方法增添了更多的可

能性，希望民眾在下一場的指南溪工作坊能持續參與，且會延續

本場工作坊的結論進行行動策略發想，不管是透過軟硬體的工法

或方案有更進一步的討論，並將會邀請廖引導師利用開放空間會

議（Open Space Technology）的方法，讓參與者針對不同的議題

用更自由的方式發表意見，因而能產生更具有創造力的行動策略。 



13 

六、結論： 

(一) 本次工作坊各與會單位及民眾意見將納入後續規劃及可行性

評估辦理；本案後續仍有2場工作坊，歡迎有興趣民眾可以 

踴躍報名參與。 

(二) 本次工作坊會議紀錄將於108年11月18日前函送與會單位。 

七、  散會：下午5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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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來賓及民眾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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