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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計畫概述 

 一、計畫緣起 

 一  早  起  床  迷  迷  糊  糊  的  拿  出  手  搖  磨  豆  機  ，  按  下  Spotify  的  播  放  鍵  ，  在  放  進  咖  啡  豆  的  瞬  間 

 幾顆豆子滾落，吸引了腳邊的貓咪追上前去。爐上的摩卡壺發出嘶嘶聲之前，滿室的 

 香味和音樂。這是屬於現代人早晨的一種節奏，讓腦袋從待機的狀態透過五感被喚 

 起。  傳  播  學  者  McLuhan  曾  說  過  「媒  介  即  是  訊  息」。  而  訊  息  的  給  予  不  一  定  是  要  字  正  腔 

 圓的新聞播報或是精緻的圖畫影像，生活中偶然傳來的氣味或是突如其來的幾句歌詞 

 和旋律，往往會讓人的大腦進入了某種共感的情懷。而當這種共感的產生時，人們對 

 於包含在內的訊息便可以更輕易地理解。即便這個訊息是他原先很不熟悉或是陌生的 

 ，共感某種程度的將訊息轉變成可以理解或感受的。 

 而  在  這  個  人  手  一  機  甚  至  人  機  合  一  的  現  在  ，  走  在  路  上  耳  朵  外  帶  個  Airpod  十  分  日  常  ，  音 

 樂從最早期在家中放上黑膠唱針後隨著膠片起伏流洩出來的階級享受，變成走在路上 

 的搭配音效，變成每個獨一無二劇本中的重要配樂。即便再怎麼不聽歌的人，也都有 

 專屬自己的主題曲，每每在音樂響起的瞬間搭配嘴角的上揚或是止不住的眼角濕潤。 

 也就是因為音樂如此的陪伴我們，更是引出共感的重要，因此我們故事StoryStudio 

 （以下稱本團隊）在營運台北村落之聲兩年後的第三年，我們使用歌曲為每個城市中 

 獨一無二的個體，點播各種都市議題，直指關心都市的行動與核心。 

 本團隊觀察台北村落之聲網站最初建置，是發佈都市再生與相關實驗議題的平台，在 

 資訊快速的時代以趣味知性的內容引發大眾延伸思考都市議題，讓關注城市的大眾更 

 深入理解都市再生的重要性。並發布各地活動資訊和世界上其他都市議題發展的消息 

 或觀點，推廣「都市更新不只有打掉重建，更有整建維護」概念作為首要目標。台北 

 市都市更新處希望藉由這個網站，引領大眾認識都市議題，進而成為都市再生議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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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子傳播者。而成立至今，本團隊去年將台北村落之聲定位轉型成「都市議題先行 

 者」  的  媒  體。  在  2021  年  我  們  以  體  感  溫  度  帶  領  大  家  領  略  在  四  季  會  遇  到  的  都  市  問  題。  而 

 今  年  ，  我  們  期  待  用  聽  覺  帶  領  大  家  共  感  都  市  議  題。  以  村  聲  DJ  為  都  市  中  每  個  靈  魂  點  播  一 

 首歌，透過他們人生中的喜怒哀樂領略自己居住的都市以及發生其上的問題和行動。 

 嘿，大家今天好嗎？不論你是開心或悲傷，在音樂中都可以獲得慰藉。疫情打亂了世 

 界  所  有  規  則  ，  而  在  這  個  逐  步  建  立  起  新  生  活  模  式  的  2022  年  ，  跟  著  台  北  村  落  之  聲  ，  我  們 

 一起聽首歌吧。 

 二、計畫主題 

 111年度預計以四個主題：城市修護、城市移民、城市景觀、城市展演，開展都市更 

 新議題的討論，並以「聽見台北的聲音」作為溝通主軸，帶領讀者從「聽覺」感受城 

 市、從「歌曲」找回城市與個人的連結。 

 時間  主題  關鍵字  主題歌曲 

 第⼀季 
 3-4⽉  城市修護 

 #都市更新 
 #整建維護 
 #老屋更新 
 #循環建材 
 #眾⼒⿑造 

 溫嵐與周杰倫《屋頂》 
 周杰倫《威廉古堡》 
 伍佰《樓仔厝》 
 盧廣仲《⼀坪半》 

 第⼆季 
 5-6⽉  城市移⺠ 

 #移⼯ #移⺠歷史 
 #都市特有空間中的 
 ⼈⽂景觀 
 #夜間⼈群 

 羅⼤佑《鹿港⼩鎮》 
 伍佰《下港⼈在台北市》 
 林強《向前走》 

 第三季 
 7-8⽉  城市景觀 

 #騎樓 
 #招牌 
 #交通 
 #⾼架橋下 
 #遺跡(史前、冷戰) 

 動⼒火⾞《忠孝東路走九遍》 
 李英宏《台北直直撞》 
 S.H.E.《河濱公園》 
 多多Ｘ以捷《走建國路回家但後座少ㄌ泥》 

 第四季 
 9-10⽉  城市展演 

 #慶典 
 #展演歷史 
 #展演類型 

 陳奕迅《聖誕結》 
 張惠妹《三天三夜》 
 陳綺貞《煙火》 
 王夢麟《廟會》 
 ⽩冰冰《來去⾼雄》 
 黃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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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計畫目標 

 本年度計畫有下列幾個目標：官方網站持續經營都市議題內容為主、並將資訊轉到社 

 群媒體平台曝光，重新盤點過往文章並再次調整網站架構，提升閱讀與檢索體驗；最 

 終透過社群行銷引發討論與關注﹔結合民眾回饋，加強互動。 

 四、各階段辦理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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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台北村落之聲網站總體企劃 

 一、四季主題 

 第一季 | 3月 - 4月 | 城市修護 

 🎵主題曲：伍佰〈樓仔厝〉、溫嵐與周杰倫〈屋頂〉、周杰倫〈威廉古堡〉、盧廣仲 

 〈一坪半〉 

 🎵   作  者  選  歌  ：  Bruno  Mars   〈  Just  the  way  you  are  〉、  周  添  旺  作  詞  〈月  夜  愁〉、 

 Marla  Lewis   〈  I  love  to  talk  to  plants  〉、  林  宥  嘉  〈全  世  界  誰  傾  聽  你〉、  阿  爆  阿  仍  仍  〈 

 Thank You〉 、陳昇新寶島康樂隊〈鼓聲若響〉 

 第  一  季  從  2  個  層  面  探  討  城  市  修  護  主  題  ：  第  一  層  ，  前  3  篇  文  章  自  主  題  曲  出  發  ，  從  〈樓  仔 

 厝〉、〈威廉古堡〉、〈屋頂〉唱出城市外觀的繁華與衰老，到〈一坪半〉唱出城市 

 內在的居住空間與人們心情，包含建築工作者的第一線整建維護案例實務觀察，歷史 

 角度觀察日治形塑至今的台北城市景觀，探求都市更新與文資保存新舊並存的可能， 

 與你我都可以嘗試的自居改造，藉由植物改善台北多數狹小的住居環境療癒空間也治 

 癒心靈。 

 第  二  層  ，  後  3  篇  觀  念  導  讀  文  章  擴  展  都  市  更  新  ，  藉  由  不  同  領  域  工  作  者  的  實  驗  ，  以  建  築  專 

 業者角度討論負空間之於都市建築構想、建材與環境共好、再到都市人群負育共好的 

 各種可能，與讀者一同尋求更美好的城市未來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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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 | 5月 - 6月 | 城市移民 

 🎵主題曲：伍佰〈下港人在台北市〉、羅大佑〈鹿港小鎮〉、黃瑋傑〈異鄉的夢〉 

 🎵作者選歌：羅大佑〈光陰的故事〉、王識賢〈豬屠口的春天〉、林強〈向前走〉、 

 黃  明  志  〈漂  向  北  方〉、  國  蛋  〈  Never  Say  No  〉、  江  蕙  與  施  文  彬  〈傷  心  酒  店〉、  per  se 

 〈不日之約〉 

 第二季（5至6月）為「城市移民」子題，由伍佰〈下港人在台北市〉、羅大佑〈鹿港 

 小鎮〉、黃瑋傑〈異鄉的夢〉率先唱出台北是個移民匯聚的城市，自清代到近代、不 

 分島內移居或是島嶼之外的移民。一個空間何以形成家，係由人們賦予空間意義，是 

 故，觀察城市發展時，無法忽視人群的移動。 

 文章分為兩部份：第一，以島內視角首先從「歷史」角度，畫出台北戰後人群移動的 

 輪廓，探討移民歷史與都市聚落發展的關係；緊接，延續歷史角度，探討台北在地穆 

 斯林移民社群的形成與當代現況；再者，以城市人群遷移理論理解台北自過去城鄉移 

 民至當代跨區域工作的外漂族現象。 

 第二部分：以移民台灣的島外移居者視角觀察各種面向台北，分別以法籍攝影師余白 

 旅居台灣十多年觀察的深夜市場勞動群像，與近來港人哈台潮、由具備多重身份的黃 

 宗儀分享觀察，最後以印尼移工之眼帶領所有人認識我們未曾見過的音樂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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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 | 7月 - 8月 | 城市景觀 

 🎵主題曲：動力火車〈忠孝東路走九遍〉、李英宏〈台北直直撞〉、SHE〈河濱公 

 園〉、薛之謙〈摩天大樓〉、王芷蕾〈台北的天空〉、蘇芮〈夜半路燈〉 

 🎵   作  者  選  歌  ：  黃  宣  〈獨  上  C  樓〉、  Bill  Evans  Trio  〈  Waltz  for  Debby  〉、  蘇  芮  〈一  樣 

 的月光〉、玖壹壹〈啪哩啪哩〉、拉威爾〈波麗路〉、〈相思燈〉、純純〈跳舞時 

 代〉、王俊傑〈辦公夥仔〉、蕭邦〈夜曲〉、蔡琴〈街燈下〉、蕭敬騰〈已讀不回94 

 我〉、陳綺貞〈臺北某個地方〉 

 景  觀  /  Landscape  ，  一  詞  有  其  承  襲  自  人  文  藝  術  發  展  的  特  殊  脈  絡  與  後  續  至  不  同  領  域  的  概 

 念沿用，根據維基百科的定義為一地整體的形象，包含自然與人文、過去與現在的集 

 合。文章首先從基礎開始，釐清被放置在都市規劃概念之下的城市景觀所代表的意義 

 與指涉範圍，並以3則案例，分別從人為道路招牌景觀、城市夜間景觀（nightscape 

 ）與自然生態磺溪景觀切入構成專題的第一部分。 

 專題第二部分，則邀請讀者打開耳朵來一趟用聲音想像的《臺北之晨》默片之旅，看 

 當代的聲音如何再現 60 年代的臺北城市景觀與臺北人的晨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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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 | 9月 - 10月 | 城市展演 

 🎵主題曲：陳奕迅〈聖誕結〉、陳綺貞〈煙火〉、王夢麟〈廟會〉、張惠妹〈三天三 

 夜〉 

 🎵   作  者  選  歌  ：  王  子  合  唱  團  〈親  愛  的  未  來  （  Geliebte  Zukunft  ）〉、  〈月  夜  愁〉  、  林  憶 

 蓮  〈聽說愛情回過〉、雷光夏〈敗帝國〉  、優客李林  〈認錯〉 

 由陳奕迅〈聖誕結〉、張惠妹〈三天三夜〉、陳綺貞〈煙火〉、王夢麟〈廟會〉，唱 

 出節慶的狂喜與孤獨並存。文章將文化與城市概念融入實際案例進行討論，從案例中 

 帶領讀者思索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是地方景觀的詮釋與傳播者，如何透過群眾的力量 

 ，重新塑造地方、城市意象。 

 配合時事，2022 臺北城市博覽會於 8 月下旬登場，2篇文章從策展人之眼與現場直擊 

 帶領讀者看見與看不見的城市博覽會精神與特色亮點，延續城市博覽會第 3 篇文章以 

 國際視野切入借鏡德國 IBA 建築展，第 4篇文章回到歷史角度介紹臺北史上第一場以 

 地方為名的展演「臺灣博覽會」，共同思索城市為何展覽、如何展覽。 

 第 5、6 篇文章以 2 個文化概念搭配實際案例進行討論，包含以藝術參與、地方創生 

 的概念思索「社子島藝術節」，與以開放空間揭露城市運作思索「打開臺北」城市開 

 箱激發市民與都市空間的另一種親密感。最後一篇文章將以城市文化治理反思展演奇 

 觀、城市是否展演過量？思考在城市革新的過程中，藉由展演帶來了新的能量，卻也 

 衍生出，如環境、交通等問題，身為市民的每一個人如何在經歷展演絢爛之後，仍舊 

 感受真實的城市樣貌並安居樂業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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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專題文章撰寫 

 編 

 號 

 專題文章  探討概念  作者 / 受訪者  瀏覽數 

 第一季 | 3月 - 4月 | 城市修護 

 1  城市的第一印象，房 

 子也要微整型？ / 專 

 訪王瑞婷建築師 

 歌：  〈Just the way you are〉 

 文：點出城市外觀觀察。整建 

 維護可以怎麼做。從整建維護 

 大眾較容易入手的建物外牆拉 

 皮、磁磚剝落、外推陽台、管 

 線外露等面向切入，透過建築 

 師實際的案例與讀者分享，可 

 以如何改善。 

 王瑞婷 

 王瑞婷建築師事務 

 所主持建築師，曾 

 任職於公部門。 

 1401 

 2  邊走邊看日治台北城 

 ：欣賞拱圈與塔樓構 

 成的城內建築 

 歌：自《威廉古堡》延伸出古 

 蹟等建築物歷史感的意象。 

 文： 

 1.以歷史的角度說明，日治時 

 期的建築外觀形塑臺北某部分 

 的城市外觀，尤其是至今具有 

 高度公共身份指標之建築。 

 2.討論文資保存與都市更新如 

 何尋求平衡？如修復後的北門 

 郵局、各種古蹟再利用，新舊 

 並存的可能，來說明都市更新 

 不總是拆除重建。 

 吳昱瑩 

 研究日本傳統住居 

 ，目前在大學兼 

 課。著有《圖解台 

 灣日式住宅建 

 築》、  《跟著日本 

 時代建築大師 

 走》。 

 1159 

 3  一坪半內的綠意生機 

 ：室內植栽療癒空間 

 也治癒心靈 / 專訪無 

 憂室創辦人何佩玲 

 歌：《一坪半》 

 文：居住環境改造與居住者的心 

 境 

 1.租屋族的  室內盆栽教學  實務指南 

 ，情境模擬，屋頂頂加、套房室 

 內空間。 

 2.國外住居案例、紐約經驗分享。 

 3.居住者心靈照料：植物療癒。 

 何佩玲 

 無憂室創辦人，紐 

 約SVA視覺藝術學 

 院碩士。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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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號 

 專題文章  探討概念  作者 / 受訪者  瀏覽數 

 4  「負空間」想像的台 

 北城市未來 / 專訪 

 ArchiBlur Lab共感地 

 景創作主持建築師陳 

 宣誠 

 歌：  〈全世界誰傾聽你〉 

 文：建築的負空間指的是樓 

 梯、過道這類空間與空間的轉 

 折，不做停留的地方。在城市 

 裡是否也有這樣的「負空 

 間」？這些負空間是否可以成 

 為我們對於都市更新與未來城 

 市住居生活的另一種想像。 

 陳宣誠 

 中原大學建築系副 

 教授，ArchiBlur共 

 感地景主持建築 

 師。 

 1644 

 5  讓一材多譯、一木多 

 擇—從木構築義築實 

 踐，想像低碳城市的 

 可能 

 歌：  〈Thank You〉 

 文：樹木具有的固碳作用，在 

 成長過程中能吸收環境中的碳 

 ，因此當我們使用木材建造建 

 築或家具時，便能把碳留存起 

 來。相較現代城市多是由鋼筋 

 水泥建造，木構築提供了另一 

 種未來城市生活的想像，並讓 

 建築與環境共生；台灣自1911 

 年禁採伐天然林之後，為保護 

 林木的美意反而因為沒有適當 

 疏伐，破壞了森林平衡。直到 

 近年林務局推動「國產材」， 

 試圖從環境、人才培育、經濟 

 活動面向孵育林業生態系， 

 AHA台灣義築協會以NPO的方 

 式集結建築專業人，在台灣各 

 處進行有如醫生義診般的義築 

 行動，並結合國產材的使用， 

 讓構築這件事可以在各個地方 

 發生，並透過你我之力眾人完 

 成。 

 簡志明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建築所博士，現任 

 AHA台灣義築協會 

 執行長。 

 931 

 6  修復城市空間也復育 

 人心 / 專訪一碼 

 歌：  〈鼓聲若響〉 

 文：以人情修復角度切入 

 1.帶領讀者認識一碼匯聚了一 

 一碼人與物的再生 

 基地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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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文章  探討概念  作者 / 受訪者  瀏覽數 

 IMMA—人與物的再 

 生基地 

 群怎樣的人們？內部的人包含 

 志工、在地居民、疫情期間的 

 無家者失業者、弱勢族群。 

 2.一碼透過深夜酒吧、療癒時 

 光等工作坊企劃，如何讓外部 

 的人們共感與再生？ 

 主理人黃芳惠、吳 

 婷婷。 

 第二季 | 5月 - 6月 | 城市移民 

 1  城市移民文化層—戰 

 後大台北移民遷移分 

 布小史 

 歌：〈光陰的故事〉、〈豬屠 

 口的春天〉、〈向前走〉 

 文：從歷史角度解釋臺北近代 

 戰後的移民進程，勾勒出臺北 

 城市聚落發展。 

 1.隨國民政府撤退來臺之外省 

 移民於南機場、木柵形成第1 

 代聚落，而後代溢散至永和、 

 新店。 

 2.本省移民於大同區聚落成型 

 ，而後至三重。 

 3.經濟發展期的城鄉移民散聚 

 在後火車站、中華商場一代。 

 4.1960年代後的移民熱點，如 

 五分埔、南港。 

 李律 

 政大新聞研究所博 

 士、著有《顯示更 

 多》。 

 1446 

 2  打造文化上的台灣穆 

 斯林：台北穆斯林的 

 成長記憶與異質想像 

 歌：〈Never Say No〉 

 文：移民經驗與族群認同、從 

 雲南的穆斯林到臺灣的穆斯 

 林、與當前移工文化的穆斯林 

 ，看見臺灣層層累積的伊斯蘭 

 歷史。 

 1.作者個人生命經驗的文化差 

 馬映卿 

 緬甸華僑二代、穆 

 斯林、現就讀於臺 

 灣大學社會研究所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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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文章  探討概念  作者 / 受訪者  瀏覽數 

 異分享。 

 2.歷史角度與臺灣當代穆斯林 

 的文化認同與在地情感。 

 3  台北市居民的「何 

 去」與「何從」：居 

 住遷移的人口變化與 

 樣貌 

 歌：《漂向北方》 

 文：延伸「城鄉移民」，從 

 1960年代經濟發展時期的城鄉 

 移民，到近代臺北從北漂青年 

 議題、甚至是脫北者、外漂 

 族、從跨區到跨縣市工作的當 

 代現象，以城市人群遷移理論 

 來理解這些現象所代表的意 

 涵。 

 高郁惠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1579 

 4  法國移民鏡頭下的深 

 夜台北/ 專訪攝影師余 

 白Hubert Killian 

 歌：〈傷心酒店〉 

 文：法籍移居者的臺北深夜觀 

 察，移居臺灣10幾年的余白， 

 其自身具有一半法屬地 

 Martinique血統，自小受到南 

 美洲與出生地南法的影響，而 

 後北漂至巴黎求學，最終移居 

 臺北的多重身份。 

 1.法國人眼中觀察的臺北/深夜 

 2.臺北夜間人群的工作群像 

 3.第一本攝影集《臺北原味》 

 以黑白底片拍攝從早到晚的臺 

 北、市民的各種姿態；第二本 

 攝影集《臺北之胃》聚焦深夜 

 的臺北，以夜晚、屠夫、已拆 

 除的批發市場為三部曲。 

 4.臺北與法國的穿越對話：黑 

 白底片導引讀者閱讀臺北昔日 

 風華與法國早期新浪潮黑白電 

 余白 

 Hubert Kilian 

 法國人2003起於臺 

 北定居、曾任教於 

 輔仁大學法文系、 

 以記者為業至2016 

 年、現為專職攝影 

 師、出版《臺北之 

 胃》、《臺北原 

 味》攝影集。 

 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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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世界裡的巴黎庶民生活穿越 

 對話；左拉《巴黎之胃》的魚 

 市場與《臺北之胃》的街頭屠 

 夫。 

 5  粉紅泡泡的誘惑？觀 

 光凝視與台港婚姻 

 歌：〈不日之約〉 

 文： 

 1.現象觀察：近來走在臺北街 

 頭可以發現越來越多來臺創業 

 的港人，以美食餐車、書店、 

 藝文空間經營等形式實踐臺灣 

 小確幸與慢活的生活特質，甚 

 至在香港本地也吹起一股「哈 

 臺」風潮，該如何理解這個現 

 象與其所代表的意義? 

 2.由黃宗儀教授的研究，從婚 

 姻移民一窺觀光凝視下地方感 

 如小確幸、慢活、人情味，如 

 何在移居之後的日常生活中產 

 生改變與移居者的心境轉變。 

 黃宗儀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 

 資源學系教授、著 

 有《中港新感 

 覺》。 

 805 

 6  走進音樂的台北：印 

 尼移工的台北視角 

 歌：《歌自遠方來》 

 文：以印尼移工之眼，來看音 

 樂裡的臺北。 

 1.用音樂角度切入認識印尼移 

 工生活場景（音樂跟城市的結 

 合）如臺北可以唱卡拉ok的印 

 尼小吃店、臺北車站附近的小 

 印尼。 

 2.介紹在臺印尼移工創作的音 

 樂：《歌自遠方來：印尼移工 

 吳庭寬 

 政治大學廣告系、 

 曾任職《四方 

 報》、東南亞燦爛 

 時光書店。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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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謠採集與場景書寫》計畫中 

 的歌詞與MV中移工視角的臺 

 北空間觀察與臺灣經驗敘事。 

 第三季 | 7月 - 8月 | 城市景觀 

 1  從臺北城市景觀探討 

 景觀認知與共識 

 歌：Divyns捷運警示聲電音 

 文： 

 1.以2個身份切入，談「景觀」 

 是什麼？都市規劃者：以景觀 

 角度切入的都市規劃；對於城 

 市居民的意義。 

 2.是什麼構成了城市景觀？ 

 自然環境、人文景觀；法規 

 （景觀條例、建築外觀、道 

 路）。 

 3.怎樣的景觀是美、或是醜？ 

 臺北美在哪？醜在哪？ 

 王秀娟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 

 學系教授 

 1103 

 2  都市流域願景─從磺溪 

 到「磺溪生活流域」 

 ，因溪而生的環境行 

 動 

 歌：磺溪上下游聲響 

 文：聚焦都市的河流景觀，從 

 自發性的公民團體實際經歷， 

 包含搶救保護第一線與民眾參 

 與等推廣活動看都市居民如何 

 維護、保護自己家園的水環 

 境。以士林區的「磺溪」為主 

 角，邀請在地團隊磺溪生活流 

 域分享第一線實務現況與環境 

 行動，從河域到生活流域，棲 

 地營造與生物觀察的保育與民 

 眾推廣，與都市網絡經營公私 

 磺溪生活流域 

 李嘉、陳其農 

 公民自發監督河川 

 的團體，具備豐富 

 的觀眾第一線推廣 

 經歷，包含環境教 

 育、展覽等。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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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力社區營造的經驗分享。 

 3  臺北夜間景觀之歌  歌：  〈  一樣的月光  〉 

 文：光環境，以光與人居環 

 景整體思考。從城市規劃角 

 度，整體考量周遭光環境與 

 建築的關係，深化燈光在照 

 明功能以外的影響，讓人願 

 意停留、打開感官，找回文 

 明與自然原本的平衡；呼應 

 都市空間活化，以「燈光」 

 的角度思考城市空間更新， 

 以台北市的公共建築案例說 

 明。 

 林大為 

 現任月河燈光設計 

 負責人、曾任實踐 

 大學副教授。 

 1253 

 4  當我們輸掉了芝山岩 

 的天空：芝山岩社群 

 參與紀實 

 歌：  〈  臺北的天空  〉 

 文：以2013年士林區芝山 

 岩周遭出現新建高樓開發案 

 引發一系列當地居民捍衛居 

 住權、文化景觀、都市開發 

 等抗爭與維護運動，催生 

 2017年市府相關法律執行 

 效力為例，以此回溯當前芝 

 山岩得以保存的城市景觀。 

 周佳君 

 芝山岩好土聯盟 

 未刊登 

 5  見影聞聲：重訪臺北 

 街道聲音場景 

 歌：《台北之晨》 

 文：談影視作品裡的城市景 

 觀，以聲音重構的實驗默片 

 《台北之晨》為例。《台北 

 之晨》紀錄60年代臺北從破 

 曉到天明的都市場景，當初 

 尚未配樂的默片，透過當代 

 聲音採集進行聲音重塑，從 

 李翔齡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 

 化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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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聲音復原歷史都市空 

 間。 

 6  小招牌大景觀 — 從生 

 活出發、構築臺北城 

 市景觀 

 歌：  陳綺貞〈臺北某個地 

 方〉 

 文：以2016年與臺北市政 

 府合作〈臺北區域廣告物設 

 計守則〉為例，製作出的設 

 計守則手冊，如何讓大眾了 

 解廣告物之於城市景觀之間 

 的關係。 

 都市酵母 

 周育如、陳建同 

 都市酵母由水越設 

 計發起，為一個致 

 力於促進公共設計 

 發展的影響計畫。 

 778 

 第四季 | 9月 - 10月 | 城市展演 

 1  城市的未來，是由現 

 在的每一個進行中的 

 行動所建構的 / 專訪 

 2022臺北城市博覽會 

 總策展人龔書章 

 歌：〈恐怖份子〉、〈青梅竹 

 馬〉、〈牯嶺街少年殺人事 

 件〉 

 文：整體展覽概念採訪策展人 

 龔書章；城市如何被展覽？呼 

 應本季子題。 

 龔書章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建築所教授。 

 634 

 2  2022臺北城市博覽會 

 —觀展重點與思考提 

 示 

 歌：展覽現場的聲音裝置 

 文：介紹今年度臺北城市博覽 

 會整體，必看亮點，幫讀者畫 

 重點  ；  各展區與村聲之連結。 

 蕭紫菡採訪撰稿 

 為故事採訪撰文者 

 文章參考連結  。 

 770 

 3  都市的展覽、展覽的 

 都市：德國國際建築 

 博覽會與臺北城市博 

 覽會的參照 

 歌：〈親愛的未來（Geliebte 

 Zukunft）〉 

 文： 

 1.IBA歷史脈絡說明，功能與意 

 義轉變。 

 陳志宏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 

 計畫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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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城市如何被展覽？如何透過 

 展覽推進與實踐都市更新。 

 3.國際經驗的汲取，提供給臺 

 灣參考。 

 4  博覽會時代的都市樣 

 貌：日本時代博覽會 

 與臺北城市空間 

 歌：  〈月夜愁〉 

 文： 

 1.歷史面介紹：臺北城歷史上 

 第一個展覽日殖時期的「始政 

 四十週年記念台灣博覽會」， 

 以展覽為形式開拓臺灣城市邁 

 向現代化的視野，為臺灣設計 

 的開端。 

 2.  為  什  麼  舉  辦  以  城  市  /  國  家  為 

 名的展覽？展覽最早的企圖： 

 殖民政策與國力宣傳。 

 3.展館展示內容反映出近代城 

 市樣貌與產業發展；展館空間 

 配置連結至當代臺北都市空間 

 觀察。 

 凌宗魁 

 文史工作者、國家 

 鐵道博物館籌備處 

 館員。 

 1235 

 5  聽說社子回來過？— 

 當我們說到社子的時 

 候 

 歌：  〈聽說愛情回過〉 

 文： 

 1.「社子咱的家生活藝術節」 

 案例介紹，起始於改造社區內 

 的公車候車亭計畫，延伸至透 

 過藝術及展演的力量，翻轉大 

 眾對於社子的印象，歷屆迄今 

 的展演內容。 

 2.為什麼從藝術參與談？富州 

 社區發展協會希望藉由「藝 

 術」的力量改變外界對社子島 

 的看法；藝術節的理念是讓藝 

 劉星佑 

 走路草農/藝團創 

 團人，社子生活藝 

 術節2屆參與藝術 

 團隊、典藏藝術雜 

 誌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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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  走  入  日  常  生  活  /  藝  術  進  入  社 

 區然後呢？ 

 3.所謂的地方創生？社子島自 

 身的觀點。由上而下的都市更 

 新政策與自下而上的社區參 

 與。 

 6  「2022 Open House 

 Taipei ｜打開台北」 

 開放城市裡隱藏的驚 

 奇角落，思考空間與 

 建築無限可能 / 專訪 

 共同創辦人徐千捷 

 歌：  〈敗帝國〉 

 文： 

 1.案例起源介紹與原初創辦精 

 神。 

 2.台灣經驗的觀察。 

 3.今年度活動亮點與更新處參 

 與的案子。 

 徐千捷 

 Open House 

 Taipei 打開台北發 

 起人 

 770 

 7  城市裡那些屬於誰的 

 節慶展演 

 歌：  〈認錯〉 

 文： 

 1.城市博覽會的省思，談更大 

 概念的城市治理。 

 2.我們的城市是否展演過量？ 

 從文化治理角度談城市節慶活 

 動的正負面效益 

 展演奇觀：城市為何需要展 

 演？展演過後留下了什麼？從 

 批判性的角度思考，展演的奇 

 觀化，與城市策展趨勢探討， 

 質與量的並重。 

 林冠文 

 中華大學觀光與會 

 展學系助理教授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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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章撰寫及上稿期程 

 編號  專題文章  邀稿時間  撰稿時間  刊登時間 

 第一季 | 3月 - 4月 | 城市修護 

 1  城市的第一印象，房子也要微 

 整型？ / 專訪王瑞婷建築師 

 繳交「文章主題 

 與預計邀稿作者 

 清單」後，經都 

 更處審閱通過， 

 立即發出邀請信 

 ，計7天內收到作 

 者回覆意願。 

 2周(14天)作者 

 撰稿時間，3天 

 編輯校稿配圖 

 時間。 

 03/25 

 2  邊走邊看日治台北城：欣賞拱 

 圈與塔樓構成的城內建築 

 04/01 

 3  一坪半內的綠意生機：室內植 

 栽療癒空間也治癒心靈 / 專訪 

 無憂室創辦人何佩玲 

 04/08 

 4  「負空間」想像的台北城市未 

 來 / 專訪ArchiBlur Lab共感地 

 景創作主持建築師陳宣誠 

 04/15 

 5  讓一材多譯、一木多擇—從木 

 構築義築實踐，想像低碳城市 

 的可能 

 04/22 

 6  修復城市空間也復育人心 / 專 

 訪一碼IMMA—人與物的再生 

 基地 

 04/29 

 第二季 | 5月 - 6月 | 城市移民 

 1  城市移民文化層—戰後大台北 

 移民遷移分布小史 

 繳交「文章主題 

 與預計邀稿作者 

 清單」後，經都 

 2周(14天)作者 

 撰稿時間，3天 

 編輯校稿配圖 

 05/20 

 2  打造文化上的台灣穆斯林：台 

 北穆斯林的成長記憶與異質想 

 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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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專題文章  邀稿時間  撰稿時間  刊登時間 

 更處審閱通過， 

 立即發出邀請信 

 ，計7天內收到作 

 者回覆意願。 

 時間。  像 

 3  台北市居民的「何去」與「何 

 從」：居住遷移的人口變化與 

 樣貌 

 06/03 

 4  法國移民鏡頭下的深夜台北/ 

 專訪攝影師余白Hubert 

 Killian 

 06/10 

 5  粉紅泡泡的誘惑？觀光凝視與 

 台港婚姻 

 06/17 

 6  走進音樂的台北：印尼移工的 

 台北視角 

 06/24 

 第三季 | 7月 - 8月 | 城市景觀 

 1  從臺北城市景觀探討景觀認知 

 與共識 

 繳交「文章主題 

 與預計邀稿作者 

 清單」後，經都 

 更處審閱通過， 

 立即發出邀請信 

 ，計7天內收到作 

 者回覆意願。 

 2周(14天)作者 

 撰稿時間，3天 

 編輯校稿配圖 

 時間。 

 07/22 

 2  都市流域願景─從磺溪到「磺 

 溪生活流域」，因溪而生的環 

 境行動 

 07/29 

 3  臺北夜間景觀之歌  08/05 

 4  當我們輸掉了芝山岩的天空： 

 芝山岩社群參與紀實 

 本文經機關 

 審核後認定 

 內容不適合 

 刊登，故文 

 章未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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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專題文章  邀稿時間  撰稿時間  刊登時間 

 5  見影聞聲：重訪臺北街道聲音 

 場景 

 08/26 

 6  小招牌大景觀 — 從生活出 

 發、構築臺北城市景觀 

 08/31 

 第四季 | 9月 - 10月 | 城市展演 

 1  城市的未來，是由現在的每一 

 個進行中的行動所建構的 / 專 

 訪2022臺北城市博覽會總策展 

 人龔書章 

 繳交「文章主題 

 與預計邀稿作者 

 清單」後，經都 

 更處審閱通過， 

 立即發出邀請信 

 ，計7天內收到作 

 者回覆意願。 

 2周(14天)作者 

 撰稿時間，3天 

 編輯校稿配圖 

 時間。 

 09/02 

 2  2022臺北城市博覽會—觀展 

 重點與思考提示 

 09/05 

 3  都市的展覽、展覽的都市：德 

 國國際建築博覽會與臺北城市 

 博覽會的參照 

 09/09 

 4  博覽會時代的都市樣貌：日本 

 時代博覽會與臺北城市空間 

 09/16 

 5  聽說社子回來過？—當我們說 

 到社子的時候 

 09/30 

 6  「2022 Open House Taipei 

 ｜打開台北」開放城市裡隱藏 

 的驚奇角落，思考空間與建築 

 無限可能 / 專訪共同創辦人徐 

 千捷 

 10/12 

 7  城市裡那些屬於誰的節慶展演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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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合作轉載平台 

 項次  名稱  主題  讀者臉譜 

 1  方格子  都市議題 
 涵括生活、社會趨勢等議 

 題的網路書寫平台。 

 2  社企流 
 都市議題、社會企業、綠 

 色環境 

 社會企業創業者、NPO與 

 NGO等組織工作者。 

 3  ta綠建築  建築、綠色議題  建築領域專業社群。 

 4  林 事務所  都市設計、地方創生 
 設計社群與年輕的學生族 

 群。 

 5  故事  城市歷史 
 關注歷史、時事、熱衷網 

 路資訊接收的年輕世代。 

 6  DQ地球圖輯隊  城市觀察 
 關注時事、熱衷網路資訊 

 接收的年輕世代。 

 7  聯經思想空間  城市人文觀察  關注文學、人文的社群。 

 8  環境資訊中心  都市生態學  關心環境議題的社群。 

 9  未來城市  都市議題 
 涵括生活、社會趨勢等議 

 題，受眾廣泛。 

 10  臺灣照明人協會  都市設計  建築專業社群。 

 11  商周alive  都市議題 
 電影、音樂、文學、設計 

 等風格社群。 

 12  眼底城事  都市議題 
 建築、地景、都市計畫、 

 環境等領域的專業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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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友站轉載文章 

 編號  文章  作者  上架時間  瀏覽數 

 第一季 | 3月 - 4月 | 城市修護 

 轉1  【方格子轉載】聽見台北的聲音 / 檎子的 

 本周聽什麼(7) 城市裡的荒島歌單 

 林檎子  2022/03/21  513 

 交換 

 村1 
 城市的第一印象，房子也要微整型？ / 專 

 訪王瑞婷建築師 

 -  -  - 

 轉2  【方格子轉載】從手繪速寫看台北城市古 

 蹟建築變化 

 郭正宏  2022/03/31  426 

 交換 

 村2 
 邊走邊看日治台北城：欣賞拱圈與塔樓構 

 成的城內建築 

 -  -  - 

 轉3  【社企流轉載】閒置屋頂上蓋公園、社區 

 內建銀髮共居住宅——你心目中理想的未 

 來城市是什麼樣貌？ 

 鄭伃倢  2022/04/18  1287 

 交換 

 村3 
 讓一材多譯、一木多擇—從木構築義築實 

 踐，想像低碳城市的可能 

 -  -  - 

 轉4  【ta綠建築轉載】看見碳中和建築的世界 

 趨勢 

 ta綠建築  2022/04/24  685 

 交換 

 村4 
 讓一材多譯、一木多擇—從木構築義築實 

 踐，想像低碳城市的可能 

 -  -  - 

 轉5  【林事務所轉載】透過「去污名化」—吹 

 響城市復興再造的號角 

 林承毅  2022/04/25  928 

 交換 

 村5 
 修復城市空間也復育人心 / 專訪一碼 

 IMMA—人與物的再生基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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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 | 5月 - 6月 | 城市移民 

 轉1  【故事轉載】台北台北，哩咁有聽到？── 

 流行音樂史裡的台北流浪故事 

 陳韋聿  2022/05/13  557 

 交換 

 村1 
 城市移民文化層—戰後大台北移民遷移分 

 布小史 

 -  -  - 

 轉2  【地球圖輯隊轉載】台灣伊斯蘭教 面臨消 

 失危機 

 地球圖輯隊  2022/05/31  380 

 交換 

 村2 
 打造文化上的台灣穆斯林：台北穆斯林的 

 成長記憶與異質想像 

 -  -  - 

 轉3  【林事務所轉載】近看萬華：青年如何在 

 生活中旅行，找回對家鄉的歸屬感 

 陳文媛  2022/06/07  436 

 交換 

 村3 
 法國移民鏡頭下的深夜台北/ 專訪攝影師 

 余白Hubert Killian 

 -  -  - 

 轉4  【聯經思想空間轉載】藍適齊：從熱戰道 

 冷戰，在亞洲跨國遷徙中找回個體敘事 

 藍適齊  2022/06/28  177 

 交換 

 村4 
 粉紅泡泡的誘惑？觀光凝視與台港婚姻  -  -  - 

 第三季 | 7月 - 8月 | 城市景觀 

 轉1  【環境資訊中心轉載】極端氣候下的環境 

 治理：為什麼我們需要景觀法？ 

 李素馨  2022/07/08  844 

 交換 

 村1 
 從臺北城市景觀探討景觀認知與共識 

 (註：環境資訊中心事後以文章篇幅太長為 

 由，婉拒刊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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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2  【未來城市轉載】極端氣候下，水泥化河 

 川還安全嗎？磺溪的「城溪共好」行動｜ 

 投書 

 磺溪生活流域 

 李嘉 

 2022/07/26  558 

 交換 

 村2 
 從臺北城市景觀探討景觀認知與共識  -  -  - 

 轉3  【林事務所轉載】【境．看萬華系列活 

 動】一場關於家、工作與身而為人的灰色 

 思考 

 陳文媛  2022/07/24  151 

 交換 

 村3 
 在城市的日常裡，我們製造療癒：那些撫 

 慰人心、交陪彼此的社區角落，如何照護 

 了我們的情感需求？ 

 -  -  - 

 轉4  【林事務所轉載】【境．看萬華系列活 

 動】從街友洗地與國際舞蹈節，看如何打 

 造城市品牌 

 陳文媛  2022/07/31  68 

 交換 

 村4 
 聽說社子回來過？—當我們說到社子的時 

 候 

 -  -  - 

 轉5  【林事務所轉載】【境．看萬華系列活 

 動】一個人，一對手，一群人，構築安居 

 樂業的未來新萬華 

 林承毅  2022/08/07  380 

 交換 

 村5 
 城市的未來，是由現在的每一個進行中的 

 行動所建構的 / 專訪2022臺北城市博覽會 

 總策展人龔書章 

 -  -  - 

 轉6  【臺灣照明人協會轉載】【照明人講座】 

 照明x建築的設計二三事 回顧記事 

 臺灣照明人 

 協會 

 2022/08/09  432 

 交換 

 村6 
 臺北夜間景觀之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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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7  【方格子轉載】專業難以深化：談談我在 

 景觀園藝業界觀察到的無奈 

 昆陽  2022/08/13  1857 

 交換 

 村7 
 都市流域願景─從磺溪到「磺溪生活流 

 域」，因溪而生的環境行動 

 -  -  - 

 轉8  【方格子轉載】台灣歷史全記錄—台北芝 

 山岩 

 謝艾德  2022/08/19  5 

 交換 

 村8 
 小招牌大景觀 — 從生活出發、構築臺北 

 城市景觀 

 -  -  - 

 第四季 | 9月 - 10月 | 城市展演 

 轉1  【方格子轉載】跟瀨戶內學地方創生？我 

 們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我的學習筆記 

 路可萱 

 李翠萍 

 2022/09/27  3897 

 交換 

 村1 
 城市的未來，是由現在的每一個進行中的 

 行動所建構的 / 專訪2022臺北城市博覽會 

 總策展人龔書章 

 -  -  - 

 轉2  【眼底城事轉載】德國｜IBA城市實驗室- 

 都市更新戰略操作 

 講者 曾梓峰 

 撰稿 鄭台祥 

 2022/10/14 

 交換 

 村2 
 都市的展覽、展覽的都市：德國國際建築 

 博覽會與臺北城市博覽會的參照 

 -  -  - 

 轉3  【商周alive轉載】夜探倫敦地鐵、唐寧街 

 官邸，「打開房子」從英國擴散全球 

 柯曉翔  2022/10/21 

 交換 

 村3 
 「2022 Open House Taipei ｜打開台 

 北」開放城市裡隱藏的驚奇角落，思考空 

 間與建築無限可能 / 專訪共同創辦人徐千 

 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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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4  【社企流轉載】  當國際盛會落幕後，原址 

 如何帶來長期效益？看米蘭世博怎麼做 

 黃維萱  2022/10/24 

 交換 

 村4 
 「2022 Open House Taipei ｜打開台 

 北」開放城市裡隱藏的驚奇角落，思考空 

 間與建築無限可能 / 專訪共同創辦人徐千 

 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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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網站及社群媒體經營成果 

 一、網站經營管理 

 （一）網站瀏覽量及導流來源分析 

 項目／ 

 季數據 

 期末數據 

 3/12-10/30 

 第一季 

 3/12-4/30 

 第二季 

 5/1-6/30 

 第三季 

 7/1-8/31 

 第四季 

 9/1-10/30 

 備註 

 不重複網 

 頁瀏覽量 

 226,403  10,335  12,390  11,863  191,775  不重複網頁 

 瀏覽量係指 

 ，在進入村 

 聲網站後， 

 單次工作階 

 段中不同網 

 頁之間加總 

 的瀏覽量。 

 文章月平 

 均點閱率 

 5,265 

 (226,403/ 

 43) 

 3月1,026 

 (4,104/4) 

 4月778 

 (6,231/8) 

 5月1,420 

 (5,681/4) 

 6月1,118 

 (6,709/6) 

 7月1,400 

 (5,601/4) 

 8月1,252 

 (6,262/5) 

 9月13,308 

 (93,158/7) 

 10月 

 19,738 

 (98,691/5) 

 不重複網頁 

 瀏覽量/文章 

 數量 

 網頁瀏覽 

 量 

 304,361  11,823  14,125  13,644  264,721  訪客造訪村 

 聲網站的次 

 數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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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網頁 

 停留時間 

 1分  2分33秒  2分33秒  2分41秒  53秒  平均網頁停 

 留時間係指 

 ，訪客在每 

 個特定網頁 

 上平均停留 

 的時間。 

 跳出率  33.47%  83.56%  82.76%  82.68%  18.49%  跳出率係指 

 ，訪客在進 

 入村聲網站 

 開啟工作階 

 段後，僅瀏 

 覽該登陸頁 

 面便離開網 

 站的比例。 

 ▲網站瀏覽量表 

 ▲第一季網站瀏覽量GA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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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網站瀏覽量GA數據 

 ▲第三季網站瀏覽量GA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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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網站瀏覽量GA數據 

 ▲期末網站瀏覽量GA數據 

 網  站  數  據  的  期  末  數  據  分  析  ，  時  間  計  算  說  明  第  一  季  以  第  一  篇  3  月  12  日  季  前  暖  身  轉  發  文 

 至最後一篇文章的上線日期作為切分點，第二、三、四季皆以當季 2 個月為區分。 

 將整體期中的統計數據以季度的方式重新整理後可以發現，第一季與第三季數據表現 

 較佳，推測為主題城市修護與城市景觀內容較符合村聲原先讀者屬性，側重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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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都市議題討論方式。第二季城市移民為今年度嘗試以「人→空間」，另一角 

 度切入，雖表現沒有第一季與第三季突出，但數據呈現以首次嘗試來說亦不差。 

 導流來源／季數據  期末數據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Organic Search（搜尋引擎查詢）  20.3%  40.42%  59.25%  52.01% 

 Social（社群導流）  44.41%  39.68%  23.04%  33.08% 

 Direct（直接來源）  17.3%  18.34%  14.58%  13.13% 

 Referral（參照網址連結：反向導流）  17.97%  1.53%  3.08%  1.74% 

 Paid Search（Google 關鍵字廣告導流）  0.01%  0.03%  0.05%  0.03% 

 ▲網站導流來源數據 

 在網站數據的導流來源分析中，最多使用者從搜尋引擎來到網站，其次為社群導流。 

 而  社  群  導  流  以  FB  為  主  要  使  用  ，  佔  社  群  導  流  比  例  近  90  ％  。  回  歸  本  案  最  初  針  對  村  聲  的  讀 

 者  數  據  分  析  ，  網  站  使  用  者  為  男  性  多  於  女  性  （男  55.4  %  ：  女  44.6  %  ）  ，  年  齡  層  中 

 55-64  歲  的  讀  者  佔  了  近  2  成  ，  但  是  今  年  度  截  至  目  前  的  數  據  顯  示  ，  網  站  使  用  者  為  女  性  多 

 於  男  性  （女  52.4  %  ：  男  47.6  %  ）  ，  年  齡  層  分  佈  也  較  為  年  輕  ，  18-24  歲  佔  16.35  %  、 

 25-34  歲  佔  20.44%  ，  兩  者  合  計  佔  36.79%  。  中  壯  年  族  群  35-44  歲  佔  27.79  %  ，  青  壯  年 

 族  群  合  計  為  64.58  %  ，  顯  見  社  群  導  流  出  現  成  效  ，  將  社  群  上  年  輕  用  戶  為  主  的  讀  者  群  帶  進 

 村聲網站中。綜合上述，今年度網站整體定位訴求在延續都市更新議題上，可以觸及 

 更廣大的一般性讀者，為此才能如實傳遞台北村落之聲的觀念：「都市議題就是生活 

 中的大小事」，是不分性別與年齡不分居住在何處，是人人都可以，也應該要關心的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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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與網站數據漲幅不同，可以見到第二季以「搜尋引擎查詢」的比 

 例最高，可見這一季主題與原先村聲推播的社群較為不同，因此吸引到以文章、主題 

 相關關鍵字的社群查找而進入到村聲網站。 

 ▲網站客群年齡與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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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網站改版與版面調整 

 1.文章新分類 

 2.優化SEO 

 除了文章分類重新調整外，為改善台北村落之聲網站之SEO，也就是提升文章被搜尋 

 到的機率，與機關討論過後，我們針對所有文章增加標籤的欄位。標籤如下： 

 共享城市 社區營造 社會住宅 

 空間活化 地方創生 共同生活 高齡城市 

 藝術介入 Covid-19  日本 荷蘭 

 Ps.1. 於村聲網站後台的  站台設定  頁面  搜尋關鍵字  欄位設定  。 
 2.  標籤往後可再視狀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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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版面調整 

 (1)首頁跑馬燈 

 將原本固定的最新文章，調整成跑馬燈形式。 

 (2)專題特輯頁面更新 

 將 2020 年以後製作的專題文章更新於此，配上 Banner 與 專題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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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文章分類頁面更新 

 將過往所有文章重新分類，並配合該主題配上適合之底圖。 

 (4)分類重新調整 

 村落之聲網站上方分類選單重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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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搜尋功能調整與新增熱門 tag 

 為本次最重要之更新，前一版村聲網站搜尋功能不太便利，於本次調整新增 tag 。 

 (6)首頁 LOGO 位置微調 

 將網站首頁 LOGO 位置略微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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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調整網站全站文字大中小字級 

 大：20 pt 中：16 pt 小 12 pt 

 (8)重新上架過往影片並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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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行政協助事項 

 以下簡列協助機關日常經營網站之事項： 

 1.  協助建立迴圈計畫 

 於都更處委辦計畫之相關文章，於文章末尾嵌入委辦計畫介紹，並進行其他文章之導 

 流。後續都更處執行相關委辦計畫的同時若有產出相關論點將上架網站進行導流。 

 2.  協助更新出版品 

 協助更新都更處相關出版品上架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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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協助更新投稿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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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社群媒體經營管理 

 （一）社群媒體執行企劃 

 發布平台  發布內容類型 

 Facebook  ●  當季總論  ：與主視覺配合論述，製作社群圖文，向讀者呈現本季的規劃、期 

 中回顧、以及最終完成一篇整季統整。 

 ●  文章發布  ：轉貼村聲站內文章，並與眼底城事、方格子、林事務所、地球圖 

 輯隊等平台，以文章交換形式合作轉發。文章同步於其他社群平台曝光，增 

 加網站導流量與社群熱度。 

 ●  村聲説書  ：與出版社合作，每月進行城市議題相關書籍介紹，並舉辦留言贈 

 書活動，增加社群流量。 

 ●  村落 KTV  ：介紹本季搭配的主題曲，並以歌曲帶出都市議題的討論。 

 ●  實拍照片  ：拍攝實體照片，介紹城市角落。 

 Instagram  ●  當季總論  ：與主視覺配合論述，製作社群圖文，向讀者呈現本季的規劃、期 

 中回顧、以及最終完成一篇整季統整。 

 ●  文章發布  ：轉貼村聲站內文章，以單張或多張圖片摘錄內容，轉譯並拆解文 

 章、藉此增加網站導流量以及粉專觸及率。 

 ●  村聲說書  ：與出版社合作，每月進行城市議題相關書籍介紹，並舉辦留言贈 

 書活動，增加社群流量。 

 ●  村落 KTV  ：介紹本季搭配的主題曲，並以歌曲帶出都市議題的討論。 

 ●  實拍照片  ：拍攝實體照片，介紹城市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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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季總論 

 與主視覺配合論述，製作社群圖⽂，向讀者呈現本季的規劃、期中回顧、以及最終完成⼀篇整 
 季統整。 

 Facebook ：做成單／組圖形式  Instagram：做成單／組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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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發布 

 村  落  之  聲  網  站  ⽂  章  與  友  站  ⽂  章  刊  出  以  後  ，  將  發  布  在  Facebook  與  Instagram  上  ，  貼  ⽂  將  以  歌  曲 
 開頭  帶入。並以多張圖片摘錄內容，轉譯並拆解⽂章、藉此增加網站導流量以及粉專觸及率。 
 也與眼底城事、⽅格⼦等平台，以⽂章交換形式合作轉發。⽂章同步於其他社群平台曝光，增 
 加網站導流量與社群熱度。 

 Facebook ：以連結導流為主  Instagram：摘錄內⽂轉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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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聲說書 

 每⽉進⾏城市議題相關書籍介紹，並舉辦留⾔贈書活動，增加社群流量。 

 Facebook ：將書籍資訊放入貼⽂  Instagram：將書籍資訊放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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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落KTV 

 介紹本季搭配的主題曲，並以歌曲帶出都市議題的討論。 

 Facebook ：將歌詞放在圖片中 
 並以當季主題⾓度解析歌詞或ＭＶ 

 Instagram：將歌詞放在圖片中 
 並以當季主題⾓度解析歌詞或Ｍ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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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拍照片 

 實拍照片可拍攝適合當季主題的照片，或以本季採訪照片為素材，製作成社群貼⽂推廣⽂章或 
 議題。 

 Facebook ：⽤實拍照片呼應當季概念，並 
 加以⽂字解釋。 

 Instagram：⽤實拍照片呼應當季概念，並加 
 以⽂字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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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網站與社群排程 

 2/27(週⽇)  2/28(週⼀)  3/01(週⼆)  3/02(週三)  3/03(週四)  3/04(週五)  3/05(週六) 

 社群 

 排程 

 當季總論： 

 基礎（⼀） 

 村落KTV： 

 樓仔厝 

 3/06(週⽇)  3/07(週⼀)  3/08(週⼆)  3/09(週三)  3/10(週四)  3/11(週五)  3/12(週六) 

 社群 

 排程 

 村聲說書： 

 台北老屋⼆ 

 三事 

 當季總論： 

 整建維護 

 舊⽂： 

 從新東城到 

 ⻄城 

 3/13(週⽇)  3/14(週⼀)  3/15(週⼆)  3/16(週三)  3/17(週四)  3/18(週五)  3/19(週六) 

 社群 

 排程 

 村落KTV： 

 屋頂 

 當季總論： 

 案例（⼀） 

 實拍： 

 屋頂 

 舊⽂： 

 老屋新⽣ 

 機關 

 需求 

 老屋新⽣ 

 ⼤獎徵件 

 3/20(週⽇)  3/21(週⼀)  3/22(週⼆)  3/23(週三)  3/24(週四)  3/25(週五)  3/26(週六) 

 網 
 友站： 

 ⽅格⼦ 

 ⽂⼀： 

 第⼀印象 

 社群 

 排程 

 友站： 

 ⽅格⼦ 

 ⾏動宣傳 

 （⼀） 

 3/27(週⽇)  3/28(週⼀)  3/29(週⼆)  3/30(週三)  3/31(週四)  4/01(週五)  4/02(週六) 

 網站  老屋新⽤ 
 友站： 

 ⼿繪速寫 

 ⽂⼆： 

 城內建築 

 社群 

 排程 

 ⽂⼀： 

 第⼀印象 

 當季總論： 

 觀念導讀 

 （⼆） 

 村落KTV： 

 威廉古堡 

 友站： 

 ⼿繪速寫 

 ⽂⼆： 

 城內建築 
 老屋新⽤ 

 機關需求  曝光C  曝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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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週⽇)  4/04(週⼀)  4/05(週⼆)  4/06(週三)  4/07(週四)  4/08(週五)  4/09(週六) 

 站 
 ⽂三： 

 ⼀坪半內 

 社群 

 排程 

 當季總論： 

 基礎（⼆） 

 ⽂三： 

 ⼀坪半內 

 4/10(週⽇)  4/11(週⼀)  4/12(週⼆)  4/13(週三)  4/14(週四)  4/15(週五)  4/16(週六) 

 站 
 ⽂四： 

 負空間 

 社群 

 排程 

 推廣⾏動 

 ⾴⾯建立 

 村聲說書： 

 老屋新顏 

 ⾏動宣傳 

 （⼆） 

 ⽂四： 

 負空間 

 實拍： 

 樓梯間 

 4/17(週⽇)  4/18(週⼀)  4/19(週⼆)  4/20(週三)  4/21(週四)  4/22(週五)  4/23(週六) 

 站 
 友站 

 社企流 

 ⽂五： 

 三隻⼩豬 

 社群 

 排程 

 友站 

 社企流 

 ⾏動宣傳 

 （三） 

 悼念李永展 

 老師 

 ⽂五： 

 三隻⼩豬 

 4/24(週⽇)  4/25(週⼀)  4/26(週⼆)  4/27(週三)  4/28(週四)  4/29(週五)  4/30(週六) 

 站 
 第⼀季 

 推廣⾏動 

 友站： 

 林事務所 

 ⽂六： 

 ⼀碼專訪 
 ⾏動側記 

 社群 

 排程 

 當季總論： 

 觀念導讀 

 友站： 

 林事務所 

 ⽂六： 

 ⼀碼專訪 

 當季總論： 

 整季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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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週⽇)  5/02(週⼀)  5/03(週⼆)  5/04(週三)  5/05(週四)  5/06(週五)  5/07(週六) 

 站  活動側記 

 社群 

 排程 
 活動側記 

 當季總論： 

 （⼀） 

 村落KTV： 

 下港⼈在台 

 北市 

 舊⽂： 

 藝居⼀家 

 5/08(週⽇)  5/09(週⼀)  5/10(週⼆)  5/11(週三)  5/12(週四)  5/13(週五)  5/14(週六) 

 站 
 友站： 

 故事 

 社群 

 排程 

 實拍： 

 四四南村 
 村聲說書： 
 我台北我街道 

 友站： 

 故事 

 5/15(週⽇)  5/16(週⼀)  5/17(週⼆)  5/18(週三)  5/19(週四)  5/20(週五)  5/21(週六) 

 站 
 ⽂⼀： 

 戰後移⺠ 

 社群 

 排程 

 村落KTV： 

 異鄉的夢 

 舊⽂ 

 ⼩菲律賓 

 村落KTV： 

 向前走 

 ⽂⼀： 

 戰後移⺠ 

 5/22(週⽇)  5/23(週⼀)  5/24(週⼆)  5/25(週三)  5/26(週四)  5/27(週五)  5/28(週六) 

 站 
 ⽂⼆： 

 台北穆斯林 

 社群 

 排程 

 舊⽂： 

 不能席地⽽ 

 坐的北⾞ 

 實拍： 

 清真寺 

 ⽂⼆ 

 台北穆斯林 

 5/29(週⽇)  5/30(週⼀)  5/31(週⼆)  6/01(週三)  6/02(週四)  6/03(週五)  6/04(週六) 

 站 
 友站： 

 地球圖輯隊 

 社群 
 村落KTV： 

 鹿港⼩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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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週⽇)  5/30(週⼀)  5/31(週⼆)  6/01(週三)  6/02(週四)  6/03(週五)  6/04(週六) 

 站 
 ⽂三： 

 台北遷移 

 社群 
 友站： 

 地球圖輯隊 

 當季總論： 

 導讀(⼆) 

 ⽂三： 

 台北遷移 

 6/05(週⽇)  6/06(週⼀)  6/07(週⼆)  6/08(週三)  6/09(週四)  6/10(週五)  6/11(週六) 

 站 

 友站 

 林事務所： 

 境看萬華2 

 ⽂四： 

 余⽩採訪 

 社群  實拍南機場 
 友站 

 林事務所： 
 境看萬華2 

 村聲說書： 
 臺北之胃 

 ⽂四： 
 余⽩採訪 

 6/12(週⽇)  6/13(週⼀)  6/14(週⼆)  6/15(週三)  6/16(週四)  6/17(週五)  6/18(週六) 

 站  ⽂六： 
 香港 

 社群  活動建立 
 實拍 

 香港餐廳 
 活動宣傳 

 ⽂六： 
 香港 

 6/19(週⽇)  6/20(週⼀)  6/21(週⼆)  6/22(週三)  6/23(週四)  6/24(週五)  6/25(週六) 

 站 
 ⽂五： 
 印尼 

 社群 
 排程 

 村落KTV： 
 我⼩時候都 
 去中華商場 

 活動宣傳 
 實拍 

 北⾞⼩印尼 
 ⽂五： 
 印尼 

 6/26(週⽇)  6/27(週⼀)  6/28(週⼆)  6/29(週三)  6/30(週四)  7/01週五)  7/02(週六) 

 站 
 第⼆季 

 推廣活動 
 友站：聯經  活動側記 

 社群 
 排程 

 活動照片 
 精選 

 友站：聯經 
 當季總論 

 (三) 
 活動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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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週⽇)  6/27(週⼀)  6/28(週⼆)  6/29(週三)  6/30(週四)  7/01週五)  7/02(週六) 

 站  活動側記 

 社群 
 排程 

 活動側記 

 7/03(週⽇)  7/04(週⼀)  7/05(週⼆)  7/06(週三)  7/07(週四)  7/08(週五)  7/09(週六) 

 站  蔚藍書摘 
 華美的跫⾳ 

 環境資訊 

 中心轉稿 

 社群 
 蔚藍書摘 

 華美的跫音 

 當季總論： 
 第三季預告 

 村聲說書 
 菊元百貨 

 友站 
 環境資訊中 

 ⼼ 

 7/10(週⽇)  7/11(週⼀)  7/12(週⼆)  7/13(週三)  7/14(週四)  7/15(週五)  7/16(週六) 

 站 

 社群 
 村落KTV： 
 台北的天空 

 實拍 

 台北鳥瞰 

 村落KTV： 
 台北直直撞 

 7/17(週⽇)  7/18(週⼀)  7/19(週⼆)  7/20(週三)  7/21(週四)  7/22(週五)  7/23(週六) 

 站 
 ⽂⼀ 

 城市景觀 

 社群 
 實拍 

 捷運高架 

 ⽂章發布： 
 ⽂⼀ 

 7/24(週⽇)  7/25(週⼀)  7/26(週⼆)  7/27(週三)  7/28(週四)  7/29(週五)  7/30(週六) 

 站 
 友站： 

 林事務所 
 灰⾊思考 

 友站： 
 未來城市 

 ⽂⼆ 
 ⽣態景觀 

 社群 
 村落KTV： 
 忠孝東路走 

 九遍 

 友站： 
 未來城市 

 當季總論： 
 景觀認識 

 ⽂章發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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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週⽇)  8/01(週⼀)  8/02(週⼆)  8/03(週三)  8/04(週四)  8/05(週五)  8/06(週六) 

 站 
 ⽂五 

 光環境 

 社群 
 排程 

 村落KTV： 
 SHE〈河濱 

 公園〉 

 聲⾳採集： 
 公園 

 實拍 

 河濱公園 

 城市博覽會 
 宣傳 

 ⽂五 
 光環境 

 8/07(週⽇)  8/08(週⼀)  8/09(週⼆)  8/10(週三)  8/11(週四)  8/12(週五)  8/13(週六) 

 站 
 友站 

 照明⼈ 
 ⽂五(  不發  ) 

 芝⼭岩 
 友站 

 ⽅格⼦ 

 社群 
 排程 

 友站 
 林事務所 

 活動建立+ 
 宣傳（⼀） 

 友站 
 照明⼈ 

 8/14(週⽇)  8/15(週⼀)  8/16(週⼆)  8/17(週三)  8/18(週四)  8/19(週五)  8/20(週六) 

 站 
 友站 

 ⽅格⼦ 

 社群 
 排程 

 村聲說書 
 《老屋顏》 

 友站 
 昆陽⾏道樹 

 友站 
 林事務所 

 8/21(週⽇)  8/22(週⼀)  8/23(週⼆)  8/24(週三)  8/25(週四)  8/26(週五)  8/27(週六) 

 站 
 ⽂三 

 聲⾳地景 
 第三季 

 推廣活動 

 社群 
 排程 

 城市博覽會 
 轉影片宣傳 

 ⽂三 
 聲⾳地景 

 8/28(週⽇)  8/29(週⼀)  8/30(週⼆)  8/31(週三)  9/01(週四)  9/02(週五)  9/03(週六) 

 站 
 ⽂六 

 廣告招牌 

 社群 
 排程 

 ⽂六 
 廣告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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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週⽇)  8/29(週⼀)  8/30(週⼆)  8/31(週三)  9/01(週四)  9/02(週五)  9/03(週六) 

 站 
 ⽂⼀： 

 城博（上） 

 社群 
 排程 

 當季總論 
 總結 

 ⽂⼀： 
 城博（上） 

 9/04(週⽇)  9/05(週⼀)  9/06(週⼆)  9/07(週三)  9/08(週四)  9/09(週五)  9/10(週六) 

 站 
 ⽂⼀之⼆： 
 城博（下） 

 ⽂⼆： 
 德國ＩＢＡ 

 社群 
 排程 

 實拍 
 城市博覽會 

 ⽂⼀之⼆： 
 城博（下） 

 第三季 
 活動側記 

 當季總論 
 預告 

 ⽂⼆： 
 德國ＩＢＡ 

 9/11(週⽇)  9/12(週⼀)  9/13(週⼆)  9/14(週三)  9/15(週四)  9/16(週五)  9/17(週六) 

 網 
 ⽂三 

 台灣博覽會 

 社群 

 排程 

 實拍 
 城市博覽會 

 村落KTV 
 〈煙火》 

 ⽂三 
 台灣博覽會 

 9/18(週⽇)  9/19(週⼀)  9/20(週⼆)  9/21(週三)  9/22(週四)  9/23(週五)  9/24(週六) 

 網 

 社群 

 排程 

 村聲說書： 
 ⼀個⽊匠和 
 台灣博覽會 

 9/25(週⽇)  9/26(週⼀)  9/27(週⼆)  9/28(週三)  9/29(週四)  9/30(週五)  10/01(週六) 

 網 
 友站 

 ⽅格⼦ 
 ⽂五 

 社⼦島 

 社群 

 排程 

 村落KTV 
 《出巡》 

 友站 
 ⽅格⼦ 

 ⽂五 
 社⼦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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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週⽇)  10/03(週⼀)  10/04(週⼆)  10/05(週三)  10/06(週四)  10/07(週五)  10/08(週六) 

 網 

 社群 
 當季總論 
 期中回顧 

 10/09(週⽇)  10/10(週⼀)  10/11(週⼆)  10/12(週三)  10/13(週四)  10/14(週五)  10/15(週六) 

 網 
 ⽂四 

 打開台北 
 友站 

 眼底城事 

 社群  活動建立 
 ⽂四 

 打開台北 
 實拍 

 ⽩晝之夜 
 友站 

 眼底城事 

 10/16(週⽇)  10/17(週⼀)  10/18(週⼆)  10/19(週三)  10/20(週四)  10/21(週五)  10/22(週六) 

 網 
 ⽂六 

 反思台北 
 轉稿 

 商周 alive 

 社群 
 村落KTV： 
 三天三夜 

 實拍照片 
 社⼦島活動 

 ⽂六 
 反思台北 

 村聲說書 
 《什麼是城 

 市？》 

 轉稿 
 商周 alive 

 10/23(週⽇)  10/24(週⼀)  10/25(週⼆)  10/26(週三)  10/27(週四)  10/28(週五)  10/29(週六) 

 網 
 第四季 

 推廣活動 
 老屋新⽣ 

 ⼤獎 
 轉稿 

 社企流 

 社群 
 老屋新⽣ 

 ⼤獎 
 村落KTV： 
 《廟會》 

 實拍照片： 

 裝置藝術 

 村落KTV： 
 《聖誕劫》 

 轉稿 
 社企流 

 10/30(週⽇)  10/31(週⼀)  11/01(週⼆)  11/02(週三)  11/03(週四)  11/04(週五)  11/05(週六) 

 網  活動側記 

 社群  活動側記 
 當季總論： 
 整季總結 

 11/06(週⽇)  11/07(週⼀)  11/08(週⼆)  11/09(週三)  11/10(週四)  11/11(週五)  11/12(週六) 

 社群 
 村聲重溫 
 （⼀） 

 村聲重溫 
 （⼆） 

 網站教學 
 （⼀） 

 村聲重溫 
 （三） 

 網站教學 
 （⼆） 

 村聲重溫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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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Facebook經營成效 

 ⽉份  主題  貼⽂數  按讚數 
 追蹤數 
 起始 

 24,508 ⼈ 
 總曝光  總觸及  平均觸及  平均互動率 

 3⽉ 

 城市修護 

 14  23,808  24,569  62,573  61,645  3,098  3.79% 

 4⽉  17  23,873  24,641  80,708  79,808  4,507  4.04% 

 5⽉ 

 城市移⺠ 

 15  23,903  24,668  70,318  69,553  3,831  3.44% 

 6⽉  16  24,004  24,795  93,969  82,572  5,398  5.25% 

 7⽉ 

 城市景觀 

 13  24,110  24,911  60,295  50,024  4,169  3.59% 

 8⽉  15  24,256  25,089  152,818  117,812  8,983  4.43% 

 9⽉ 

 城市展演 

 12  25,659  26,505  80,577  79,473  4,897  5.73% 

 10⽉  17  無資料  26,380  55,749  52,154  4,067  10.62% 

 ⽬標  每⽉12則 

 ⽬標 增8% 
 25,978⼈ 

 ⽬前 
 26,380  ⼈ 

 ⽬標 
 7,2000 
 總和／8 
 74,130 

 ⽬標 
 2,500 ⼈ 
 本年平均 
 4,966  ⼈ 

 3% 
 達標 

 達標  達標 
 達標 

 增  1,872  ⼈ 
 達標  達標  達標 

 93 



 （四）Instagram經營成效 

 ⽉份  主題  貼⽂數  按讚數 
 追蹤數 
 起始 

 2,375⼈ 
 總曝光  總觸及  平均觸及 

 平均互動 
 率 

 3⽉ 

 城市修護 

 17  467  2,443  18,935  11,184  502.9  7.7% 

 4⽉  13  464  2,625  61,415  29,331  601.5  6.9% 

 5⽉ 

 城市移⺠ 

 15  523  2,633  12,256  9,648  585.1  6.3% 

 6⽉  14  622  2,645  12,828  10,186  923.6  5.6% 

 7⽉ 

 城市景觀 

 14  534  2,685  12,134  9,322  651.9  6.8% 

 8⽉  12  418  2,692  16,618  11,768  799.4  5.3% 

 9⽉ 

 城市展演 

 12  352  2,697  12,125  9,258  617.4  5.4% 

 10⽉  16  442  2,698  8,844  7,864  552.8  5.7% 

 ⽬標  每⽉12則 

 ⽬標 增8% 
 2,565⼈ 

 ⽬前 
 2,703  ⼈ 

 ⽬標 
 平均觸及 

 550⼈ 
 已達標 

 644.5  ⼈ 

 達標  達標 
 達標 

 增  328  ⼈ 
 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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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社群綜合成效與未來經營建議 

 1.  Facebook 

 本  年  度  計  畫  開  始  前  ，  台  北  村  落  之  聲  的  粉  專  處  於  低  度  活  動  期  ，  因  此  我  們  在  3  月  初  先  配  合 

 舊文重推的方式提升貼文數量，挑選與第一季主題相關之文章，希望找回村落之聲的 

 讀者過往的互動。隨著第一季「城市修護」開始，在貼文量逐步增加下，曝光、觸及 

 與互動也逐漸回溫，而隨著進入第二季「城市移民」與第三季「城市景觀」後，八月 

 份粉專成效來到本年度高峰。最後一季「城市展演」則配合時事刊登好幾篇「臺北城 

 市博覽會」的文章，也讓臉書的互動與追蹤人數達標。 

 與  Instagram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圖  文  的  社  群  貼  文  在  IG  上  雖  然  成  效  亮  眼  ，  但  綜  觀  這  三  個 

 多月，臉書受眾較喜歡純連結貼文，而受到臉書演算法調整的影響，村聲說書這種的 

 贈書社群貼文，反而沒有成為今年度月份中反應較好的貼文，甚至有一篇留言只有一 

 則，這是和去年極為不同之處，建議明年度  村聲說書  單元需要調整方向或直接以別的 

 單元替換。 

 2.  Instagram 

 本團隊接手後，我們依據每月主題穩定的逐步產出貼文；後續更搭配有趣的圖文，提 

 前於年中達到本年度目標。跟粉專相比，確實相對擁有社群紅利，很快地吸引讀者到 

 分  享  與  珍  藏。  本  團  隊  建  議  明  年  度  台  北  村  落  之  聲  Instagram  的  經  營  ，  目  標  可  略  為  調  高  ， 

 也建議社群經營重心放在 Instagram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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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未來經營規劃與改善策略 

 (1)櫥窗式廣告貼文：增加網站流量與追蹤人數 

 比照去年將本年度所有文章製作成廣告集錦再針對議題的受眾來下廣告，讓受眾能對 

 各季內容一目瞭然，進而增加觸及與互動。 

 (2)重溫好文：增加月總觸及數 

 在最後一季時，重新針對前面四季反應較好之文章，透過下廣告的方式，來增加粉專 

 月總觸及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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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創意加值服務 

 本年度計畫執行到至今，我們曾將第一季推廣活動於故事粉專上曝光，增加觸及人數 

 ，很順利於開放報名第三天就額滿。同時也將第二季文章放到故事噗浪上進行推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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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推廣活動辦理成果 

 一、推廣活動辦理 

 第一季 | 城市修復：重新聽見老屋的心跳聲 

 配合第一季「城市修護」主題，帶領參與者在永康街到大安森林公園一帶，走訪這塊 

 曾是日本時代官舍集中地、戰後則成為外省移民聚落的美食街區。透過李律的「聲 

 音」，我們得以認識散落此處老屋在歲月中的歷史；並藉著採集此處的「聲音」，進 

 一步將聽覺與視覺結合，重新聽見老屋的心跳聲。重新認識這些得以在時代推進中， 

 可能一度被荒廢，也可能差點遭拆除，但如今心跳依舊強韌的老屋們。 

 仔細聽著，或許你也會被溫暖的老屋空間與街廓聲療癒吧！ 

 時間：2022 年 4 月 24 日（日）10:30-13:00 

 ●  地點｜集合地點｜東門站 5號出口 

 ｜路線｜東門站（5號出口）- 永康街 - 永康公園 - 金華街 - 政大公企中心 - 法 

 治新村 - 昭和町古物市場 - 金華公園 - 青田七六 - 台北清真寺 - 大安森林公園 

 ●  參與人數：28人 

 ●  講師： 李律（兼任助理教授、作者、廣播主持人，故事 StoryStudio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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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讀路線 

 ●  當日流程 

 時間  長度  流程 

 10:00-10:30  30分  開放⺠眾集合地點報到，領取導覽機。 

 10:30-10:35  5分  導覽引⾔，解釋今⽇流程與聲⾳採集。 

 10:35-12:45  110分  街區導覽與聲⾳採集 

 12:45-13:00  15分  結尾，搜集⺠眾活動採集的⾳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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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 | 城市移民：在西門遇見旺角 

 本次講座希望藉著飛地書店的空間與講者張潔平，不只呼應第二季的主題城市移民， 

 同時透過對比旺角與西門町兩地的生活，也藉此讓參與民眾透過認識與聆聽「在台港 

 人」的聲音，進而能更認識移民在新居地會面臨的各種挑戰與文化衝擊，而作為這座 

 城市住民之一，我們又可以做些什麼，協助他們更快適應這座城市，一起共好呢？ 

 ●  時間：2022年6月24日（日）10:30-13:00 

 ●  地點：飛地nowherebookstore（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170-2號） 

 ●  參與人數：25人 

 ●  主持人：張潔平 （飛地nowherebookstore 主理人） 

 ●  講者：陳冠妃（台大歷史系助理教授，曾於香港大學攻讀博士） 

 　　　伍號（在台港人，於西門開設港式酒吧） 

 ●  當日流程 

 時間  長度  流程 

 10:00-10:30  30分  開放⺠眾入場。 

 10:30-11:10  40 分  主持⼈以聲⾳作為引⼦開場，簡單替聽眾們梳理⻄ 

 ⾨町與旺⾓的歷史背景，以及她這幾年對台港兩地 

 的觀察。 

 11:10-12:40  90分  主持⼈讓台港雙⽅進⾏對談、分享在台與在港所⾒ 

 ，分享⽣命歷程、城市所⾒與⽂化等。 

 12:40-13:00  20分  主持⼈收斂出雙⽅對談的內容，扣回城市Ｘ移⺠， 

 香港⼈的觀察、⽣活經驗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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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 | 城市景觀：舊城與老街的演變與新生——從歌曲見證區域歷史與民生 

 你也曾從過去的流行金曲中，找到那些你已經遺忘的街頭景觀嗎？ 

 林強的《向前走》中，我們看見 90 年代初期，剛落成的台北車站樣貌；在陳綺貞的 

 《讓我想一想》內，則可以看到台北捷運初通車的時髦樣貌。 

 本次講座邀請到由楊朝景、辛永勝組成的「老屋顏工作室」。他們多年來走訪各地， 

 記錄鐵窗花、磨石子、磁磚等逐漸消失且被忽略的老屋元素，並於社群上持續分享推 

 廣，反轉對老建材之負面印象，進而凝聚各世代對於台灣老屋之美與保存的關注。 

 講座內容將從歌曲開頭，藉此認識老屋與都市景觀的關係，並分享老房子與區域發展 

 的共生案例，藉由老屋再生發揮城市特色、改善、維持、創造城市新舊之間並存共生 

 共榮的城市景觀。 

 ●  時間：2022年8月27日（日）13:00-15:00 

 ●  地點：仁安醫院（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237號） 

 ●  講者：楊朝景、辛永勝（老屋顏工作室） 

 ●  參與人數：14 人 

 ●  當日流程 

 時間  長度  流程 

 12:30-13:00  30分  開放⺠眾入場。 

 13:00-14:50  40 分  主持⼈以介紹老屋顏與城市聲⾳開場，老屋顏⼯作 

 室開始講座，介紹各地老屋與都市景觀的關係。 

 14:50-15:00  10分  QA 時間、講座總結與⼯作坊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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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 | 城市展演：聽說社子回來過—農地、船屋與廟宇中的音景寫生 

 農地、船屋與廟宇是社子島特有的地貌風景，看似表層的風景，實則暗藏著社子島隨 

 著人的居住，在既有的地緣關係與地貌型態下，所演繹出的特殊生活樣態，農業、水 

 文與信仰，交織了社子島的主體與再現形象。之於農地，社子島過去曾為台北市蔬菜 

 農作主要的生產地，同時也是萬華等台北市區青草茶原料的種植處，之於船屋，社子 

 島目前仍存在著生活在水路交界的居民，之於廟宇，除坤天亭、威靈廟以外，許音媽 

 廟、陳靈公廟等有應公、萬善祠等陰廟，是社子島位在下游出海口，形成特有的信仰 

 ，試圖透過工作坊，採集地方居民的故事與環境聲響，交織出另一種認識農地、船屋 

 與廟宇的視角，書寫出屬於社子特有的人與自然關係。 

 ●  時間：2022年10月23日（日）14:00-16:00 

 ●  地點：福安區民眾活動中心 (延平北路7段114號2樓） 

 ●  講者：陳漢聲、劉星佑（走路草農 / 藝團 創辦人） 

 ●  參與人數：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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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讀路線：  坤天亭集合→步行至李忠記宅（拜訪柑仔店，參觀部分作品設置地 

 點）→富洲里九段上公車坐至最終站→行走至活動教室 

 ●  當日流程 

 時間  長度  流程 

 13:30-14:00  30分  開放⺠眾入場。 

 14:00-15:00  60 分  主持⼈介紹「⾳景」概念，並帶領⺠眾走讀社⼦島 

 ，以及採集聲⾳。 

 15:00-16:00  60分  於活動教室集合，進⾏剪貼。回播採集到的聲響， 

 在聆聽聲響的過程中，回憶剛剛⾏經的風景，並使 

 ⽤透光卡典⻄德，以剪貼⽅式製作聽覺圖像，並將 

 成果黏貼於透明帆布上，完成集體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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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社群宣傳 

 第一季：推廣活動宣傳排程 

 時間  3/23  4/11  4/14  4/24  5/1 

 內容  聲⾳曝光  建立活動⾴⾯ 
 （臉書與 
 accupass） 

 宣傳活動額滿  活動當⽇ 
 （IG限時動態） 

 活動側記曝光 

 發布日期：2022.04.14  2022.04.11 於 Accupass 刊登活動報名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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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推廣活動宣傳排程 

 時間  6/12  6/21  6/23  6/26  7/2 

 內容  建立活動⾴ 
 ⾯（臉書與 
 accupas） 

 宣傳活動額滿  活動宣傳  活動當⽇ 
 （IG限時動 
 態） 

 活動側記曝光 

 發布日期：2022.06.21  2022.06.12 於 Accupass 刊登活動報名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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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推廣活動宣傳排程 

 時間  8/11  8/11  8/15  8/27  9/7 

 內容  建立活動⾴ 
 ⾯（臉書與 
 accupas） 

 活動宣傳  宣傳活動 
 額滿 

 活動當⽇ 
 （IG限時動 
 態） 

 活動側記曝光 

 發布日期：2022.08.11  2022.08.11 於 Accupass 刊登活動報名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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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推廣活動宣傳排程 

 時間  10/13  10/13  10/19  10/23  10/30 

 內容  建立活動⾴ 
 ⾯ 

 活動宣傳  宣傳活動 
 額滿 

 活動當⽇ 
 （IG限時動 
 態） 

 活動側記曝光 

 發布日期：2022.10.13  發布日期：2022.10.19（活動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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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活動花絮 

 第一季 | 城市修復：重新聽見老屋的心跳聲 

 呼  應  當  季  主  題  「城  市  修  護  The  Recover  of  City  」  ，  小  旅  行  路  線  自  捷  運  東  門  站  起  始  ，  至 

 大安森林公園作為終站，邀請到最會說故事的行走百科全書──李律老師為大家述說城 

 東歷史，以及新舊交替的這塊永康街區，是如何在一棟棟新大樓中，透過有計畫的保 

 留與整修，將百年歷史凝結於此地。從東門站出發，經過永康街、永康公園與金華街 

 形成的永康商圈，再到重建後的政大公企中心以及將整修開放的法治新村、和鄰近的 

 昭和町古物市場並在青田七六停留採集聲音，最後再到台北清真寺與大安森林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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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 | 城市移民：在西門遇見旺角 

 講座邀請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攻讀博士的陳冠妃助理教授，從影視作品切入廣東話學習 

 與香港道地生活文化，也從歌曲初談香港都更保存議題的「囍帖街」，或是像「舞火 

 龍」的在地文化信仰活動。下半場，則邀請到三年前移居臺北，曾於旺角開過店的港 

 式酒吧老闆伍號，分享店裡播放的粵語歌單以再現內心的香港。對他來說：在香港是 

 「求生存」，而臺北是一個「追求生活」的城市。 

 本季活動以對談進行，透過臺灣香港留學生與在臺港人，體現了移民在臺北交流與融 

 合，並催生出繽紛與創新的樣貌，眾聲喧嘩的移民之聲、豐富了整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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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 | 城市景觀：舊城與老街的演變與新生——從歌曲見證區域歷史與民生 

 呼  應  當  季  主  題  「城  市  景  觀  Landscape  of  City  」  ，  本  次  活  動  透  過  老  屋  顏  自  2013  年  來  對 

 臺灣各地老房子的觀察。透過不同年代流行歌曲中的「影像」，分享歌曲音樂錄影帶 

 拍攝當下的城市風貌。並透過歌曲的分享，提供參與民眾討論的基礎，一同思考城市 

 在更新過程中新舊保存的看法。在工作方中，民眾也分享「時間的軸線上必有取捨， 

 但能保有故事的述說，才會令人難以遺忘」、「某種程度這也是歷史的現在式成長， 

 就如同建成圓環，從過去的市場、玻璃蚊子館、又到遺址公園，其實歷史是一起成長 

 的。」等意見，也提供我們對於「城市景觀」新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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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 | 城市展演：聽說社子回來過—農地、船屋與廟宇中的音景寫生 

 本  次  活  動  由  當  代  藝  術  團  體  「走  路  草  農  /  藝  團」  創  團  人  劉  星  佑  與  陳  漢  聲  策  劃  ，  帶  領  大  家 

 如同剝開洋蔥，一層一層聽見並採集社子島上的眾聲喧嘩，描繪出我們所見之景。活 

 動上半場帶領大家走讀與採集社子島之聲：在居民與漢聲的導覽之中，帶領許多初次 

 造訪社子島的參與者，走訪皇宮戲院、經過柑仔店、廟宇辦公室的亭仔腳的社交節點 

 ，最終停留淡水河畔，發現濕地生態環境與特色的船屋。下半場則為「剪貼聲音」。 

 星佑借用藝術家馬諦斯的「剪刀拼貼」概念，將音景延伸到活動中，帶領參與者圍繞 

 白色長方形燈箱前。透過燈箱裝置將音景播放出來，大家聽著這些聲音邊剪出「聽 

 見」的風景，素白燈箱在大家接力下，貼滿了繽紛的色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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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活動側記 

 辦理之推廣活動，以活動側記的方式刊登文章於網站。 

 編號  專題文章  上架時間  瀏覽數 

 1  2022 村落之聲 Season1 重新聽見老屋的心跳聲：台北 

 城東散步與聲音採集 | 活動側記 

 2022/04/30  1176 

 2  2022村落之聲Season2城市移民：在西門遇見旺角 | 活 

 動側記 

 2022/07/02  932 

 3  2022村落之聲Season3城市景觀：舊城與老街的演變與 

 新生—從歌曲與電影見證區域歷史與民生 | 活動側記 

 2022/09/03  732 

 4  2022村落之聲Season4城市展演：聽說社子回來過—農 

 地、船屋與廟宇中的音景寫生 | 活動側記 

 2022/10/30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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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主視覺設計及成果冊製作 

 一、主視覺設計 

 主視覺使用色號  #1b1d1c  、#e1dbc5  、#f1eee6  ，使用中文字型翔鶴黑體 

 Regular，英文字型Classica Pro Light、Acumin Variabl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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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一季主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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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季主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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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三季主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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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四季主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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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成果冊編輯企劃 

 （一）企劃概念 

 本次成果冊以年度主題「聽見台北的聲音」集結計畫成果內容，延續網站與社 

 群  「卡  帶  (cassette)  」  的  視  覺  形  象  ，  讓  《台  北  村  落  之  聲》  Vol.  13  以  專  輯  概  念  呈  現 

 ，在開啟成果冊的同時，如同播放城市的聲音，透過視覺設計加入聽覺的感 

 受  。 

 （二）全書架構 

 延續卡帶的視覺形象，以流行音樂將A面(a-side)、B面(b-side)用來辨別歌曲的 

 重要度（放在A面的歌曲為主打歌），以此延伸將今年度執行工作本季4個專題 

 與精選文章全文分在A面，實體活動側記分入B面，未收錄之文章將以QRcode 

 輔以卡帶圖片設計搭配簡述文字，讓讀者像是聆聽線上歌曲方式進入網站線上 

 閱讀。 

 A⾯  1.章節開⾨⾴ 
 內容：年度主題說明、配圖、跨 
 ⾴。 

 2.網站專題⽂章 
 內容：每季全⽂收錄1-2篇、未收 
 錄⽂章以專題企劃⽅式呈現。 

 1.⼦題開⾨⾴ 
 內容：當季歌單、該季核⼼說明⽂字、社群貼 
 ⽂(村落ktv等)。 
 視覺概念參考連結 

 2.收錄全⽂(1-2篇) 
 內容：編輯部挑選依據為  基礎概念⽂章優先(每 
 季的第⼀篇)與參考瀏覽⼈數⾼。 

 設計：每⾴⾄多1,200字搭配留⽩與圖片排 
 版。 

 3.當季未收錄⽂章 
 內容：以企劃概念呈現，將⽂章以⼀卷⼀卷卡 
 帶上做視覺呈現。 
 企劃跨⾴概念視覺呈現參考連結 

 卡帶曲⽬為⽂章標題、歌⼿為作者、與⽂章重 
 點的簡短敘述⽂字、以QRcode將⽂章電⼦閱 
 讀連結，讓讀者像是按下play鍵線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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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F4pqguipnOnZ5Co2_UfdYkuOyeebmSR/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KZtbgJLWsYEmRzWQhYc3hxCR16SW8-x/view?usp=sharing


 視覺概念參考連結 

 B⾯  1.章節開⾨⾴ 
 內容：活動策劃概念總說明、配 
 圖、跨⾴。 

 2.活動紀實4篇 
 內容：活動說明摘述⽂字、圖片 
 為主。 

 實體推廣活動主要以圖片搭配企劃編輯後的說 
 明⽂字，搭配QRcode讓讀者線上閱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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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oaLi3gVOjajUbVLHhNVaNmESfeduggJ/view?usp=sharing


 （二）設計 

 ●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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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輯 / 設計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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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次 

 ●  章節開門頁（跨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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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子題開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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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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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收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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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成果冊印製期程 

 工作時程  內容 

 9/26  成果冊排版1校(機關10/4回稿) 

 10/17  提供機關2校(機關10/21前回稿) 

 10/31  提供機關3校(機關11/4前回稿) 

 11/14  提供機關數位樣(機關回稿送印11/14前) 

 11/25  成果冊送達機關1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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