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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轄河川溪溝總體環境營造規劃工作」 

「景美溪，和你在一起的 365 天」 

論壇紀要 

 

 

一、活動目的 

景美溪以沉著之姿流淌在臺北市南端的邊界上，沿溪向東而上往深坑、石碇，是

先民開墾的路徑，過去曾是文山唯一對外的交通路線，為臺北的經濟命脈，也是先民

日常生活經驗裡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在這幾百年間與景美溪生活在一起的人們，

從過去為先民們不可或缺的角色，直至今日卻鮮少人關注其存在價值，現今河床兩側

大多開闢為河濱公園，有籃球場、自行車道、共融遊戲場等水泥化休閒設施，為防洪

而新建起長長的堤防護岸，看似保護了民眾的生命卻也阻隔了水與人相遇的生活。也

因此，找回景美溪的「河川生命力」，帶領民眾「走進景美溪」，在顧及防洪之下，保

有生態環境並讓人與居民的生活結合，將是環境營造關鍵的解方。 

基此，本論壇目的為充份傳達本市推動河川環境營造規劃理念，兼顧民眾需求及

與充分表達意見，瞭解不同參與者對景美溪環境營造願景想像，進一步擴及至全流域

為範圍討論，促使上中下游從個人到社群，從公部門至私人，共同協力達成河川環境

生態營造，並邀請景美溪流域相關單位、在地社群與周邊民眾一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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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美溪，和你在一起的 365 天】論壇，帶領民眾沿景美溪走讀體驗，透過專家

講座及來自上下游社群經驗分享、集體藝術創作、上游溪流空拍、聲景與石頭展覽等

參與互動方式，讓民眾重新認識河川文化與現況環境，看到河川環境營造的可能性，

表達對於景美溪未來環境的願景想像，還有公私協力參與的重要性。進而更加認識

她，了解她也有脾氣，她喜歡和討厭的事，於是我們可以與她更加舒適自在地相處，

每一天都可以和她展開新的體驗和感受，看見景美溪長達百年與我們的每日生活關

係。期盼有一天，景美溪對我們來說，會成為世界上那條掛念的、唯一的溪，恢復人

與河川共存的關係，走向防洪、生態與民眾生活共存，建立民眾對於河川環境營造的

關注，達到公私協力、相互合作。  

二、 活動時間：108 年 9 月 28 日(周六)上午 9:00 至下午 5:30 

三、活動地點 

(一) 上午戶外導覽：景美溪沿線 

(二) 下午室內講座及戶外創作：臺北市立景美國中 1 樓多功能教室

(臺北市文山區景中街 27 號) 

四、活動內容 

本次論壇為全日活動，包含上午戶外走讀、下午室內講座與藝術創作三個部分。

上午的戶外導覽是由河運文化、生態環境、河川流域治理觀察家，帶領參與民眾實地

走訪景美溪，透過現地觀察打開民眾對於河川環境的認識與感知覺察。 下午室內講座

與創作邀請水利署十河局曾鈞敏局長、市府水利處陳郭正處長致詞，並藉由共六位不

同領域專家與地方社群的經驗分享，開啟參與者對於景美溪河川願景想像，漫談河川

環境營造的各種可能性作法。最後，由美術老師引導民眾前往半戶外空間進行共同創

作，讓民眾能更進一步透過抒發對景美溪河川未來願景及相關改善想法。  

五、活動流程 

時間 議程 觀察家/與談人 

8:40-9:00 上午場報到 

• 集合點 1：景美捷運站 1 號出口集合 

• 集合點 2：政治大學正門口 

9:00-11:30 景美溪祕境體驗 

 

• 河運文化走讀觀察家：何文賢老師(集合點 1) 

• 河川流域治理觀察家：林淑英老師(集合點 1) 

• 生態環境踏查觀察家：黃世仁老師(集合點 2) 

11:30-13:00 午餐(含交通時間)+下午場報到(領取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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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觀察家/與談人 

13:00-13:10 論壇開幕 

(地點：景美國中

1F 多功能教室) 

主持人：劉柏宏老師/經典工程顧問公司負責人 

來賓致詞： 

• 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曾鈞敏局長 

• 臺北市政府水利處陳郭正處長 

特別來賓： 

•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鄭秀娟校長 

• 新店崇光社區大學江紫茵主任秘書 

• 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榮譽理事長林淑英老師 

• 台灣永續聯盟陳建志理事長等人 

13:10-13:25 【開場】 

景美溪的古往今來

何文賢老師/文山社大文山學學程召集人 

13:25-14:40 【講座１】 

景美溪大河願景－

恢復河川生命力 

主持人：劉柏宏老師/經典工程顧問公司負責人 

與談 1：都市河川的自然再生：楊佳寧博士/中興工

程顧問公司水利部工程師 

與談 2：從臺北市景觀生態格局返看景美溪：黃于

玻老師/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與談 3：臺北市河川規劃大小事：臺北市政府水利

處總工程司張凱堯  

綜合討論及民眾 QA 時間 

14:40-15:00 休息+點心時間 

15:00-16:20 【講座２】 

從上游到下游的環

境改造行動 

主持人：林淑英老師/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自然步道

協會榮譽理事長 

與談 1：石碇孩子們的流域學校：葉家豪先生/石碇

螢火蟲書屋創辦人  

與談 2：景美溪舊河道「萬和水水！」社區公共空

間改造：吳祚榮里長/萬和里長 

與談 3：景美溪河川環境治理技術解密：水利署十

河局規劃課葉兆彬課長 

綜合討論及民眾 QA 

16:20-17:30 【景美溪願景共同

創作與閉幕結語】

(地點：景美國中

走廊) 

主持人：蘇映塵專案經理/經典工程顧問公司 

創作引領人：陳雨禾老師+傅美玲老師/臺北市立萬

福國小美術老師 

集體創作互動：民眾集體創作+意見收集 

結語：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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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活動記要 

(一) 景美溪祕境體驗 

上午活動是為引導與會民眾重新看到景美溪河岸活動的各種面貌，與景美溪形成

更深入與親密地接觸，因此從生態、文史等角度切入，於同一時間分做三組進行現地

導覽觀察，每組約 20 人，帶領民眾沿景美溪走讀，結合身體感官經驗帶動對環境感

知，或搭配遊戲教育方式，用視覺、觸覺、聽覺等細微的感受來認識景美溪環境。 

 

 路線一：河運文化走讀 （文史觀察家－何文賢老師） 

何文賢老師擅長景美地區的人文歷

史 、導覽路線規劃以及保儀尊王(尪公)

信仰知識等，目前任教於台北市文山社

區大學，除了長時間關注景美地方的地

方文史外，也是文山社大文山學課程規

劃導師、景美地方文史部落格版主。 

何老師帶領民眾走踏景美溪與景美

老街一帶，引導民眾對於開道碑、渡船

頭、許興泉洋樓、景美溪邊、瑠公圳、集應廟等河流生活文化的歷史觀察，認識

由景美溪發展而成的特殊地方文化及生活現況，開啟民眾對地方溪畔生活場景的

想像。  

在何老師豐富的解說下，民眾更能深入地了解景美街區因為瑠公圳與鐵路興

廢所發展出的都市面貌，以及景美溪周邊水運發展，包含作為引瑠公圳的水道橋

－木梘橋，至日據時代的水泥橋，演變到現代鋼構的景美橋與北新橋等。經由想

像過往人們與水文化親近，現場民眾談到希望未來可以讓景美溪回復更自然的樣

子，讓人跟大自然有更多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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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路線二 | 生態環境踏查（生態觀察家－黃世仁老師） 

黃世仁老師擅長帶領民眾進行戶

外生態教學與實地觀察紀錄，擁有二

十多年生態導覽經驗，曾任台北市松

山、大安、中正等 11 所社區大學講

師，目前任職文山社大。 

黃老師帶領民眾藉由認識景美溪

的支流－指南溪政大段（又稱醉夢

溪）、小坑溪，引導參與民眾認識都

市內少見的自然河川環境，並從自然

探索中開啟生態復育的環境意識。 

老師在走讀過程中透過生態教育的小遊戲，引導民眾藉由聆聽觸摸、親眼觀

察等方式，認識棲息在溪流周邊的生物如馬口魚等，透過感受動植物的生活樣

態，體會河川山林生態環境是由多種生命相互連結組成。從指南溪河道部分水泥

護岸，在走到小坑溪生態復育河流，民眾更能從中感受人工與原始環境的差異感

受，進而去思考自己對於景美溪河川環境的未來形貌。 

  路線三 | 河川治理地方學（河川觀察家－林淑英老師） 

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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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師結合人文與生態的知識概

念，藉由走訪車前路、景美橋、瑠公圳舊河道、鯉魚山、世新大學丁壩等地方進

行定點說明，使參與者產生對於河川溪溝現況與環境演變的理解，從中認識景美

溪河川生態議題的發展脈絡。 

走讀過程中老師提到，仙跡岩與鯉魚山是流域內重要的大面積自然的嵌塊

體，其餘脈、坡腳是連結景美溪的重要資源，又現存在鯉魚山上的珍貴的魯花樹

（海岸林），就是台北市歷經冰河時期後氣候暖化，曾為「臺北湖」地景變遷歷

程的最佳見證。目前坐落於世新大學前的丁壩工程，則是降低河川水流直接對於

河川凹案侵蝕，並具備創造出河川之多樣棲地的效果。 

參與走讀民眾裡不乏有來自崇光社大河川巡守隊隊員、政大及世新大學學生

等，皆提到很高興可以透過走讀觀察景美溪活動，更進一步了解河川內的水利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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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河相變化、植生條件等，更有居住於附近的參與者，表達有興趣參與未來景

溪相關工作坊活動。 

(二) 論壇開幕 

 主持人引言（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劉柏宏老師） 

這個論壇的開啟，是來自我們與

台北市水利處合作希望可以針對景美

溪做整體性的規劃，收集大家的意

見，所以帶大家去看看景美溪，也很

感謝大家下大雨還能前來。在這裡介

紹幾位貴賓，首先是與景美溪全流域

規劃有關的十河局曾鈞敏局長、葉課

長，本計畫主要的合作夥伴臺北市政

府水利處陳郭正處長、張凱堯總工程

司、河工科羅科長，以及地方社群的文山社大鄭秀娟校長，文山學程何文賢老

師，與林淑英老師等人。 

 來賓致詞 | 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曾鈞敏局長 

昨天晚上一直在關注降雨資訊，很

擔心今天的活動不能成行，幸好還是如

期舉辦，而我認為這個論壇最重要的是

早上場的走讀，要先了解景美溪的現場

再回到論壇討論，才不會淪於紙上談

兵。觀察降雨機率能讓我們水利單位維

護河川的安全，讓水不會溢淹出來，保

障人與財產，是我們的公家單位的責

任，但長期下來，民眾對於都市水環境的防範都完全歸咎於政府，或者是停留在

防災安全的階段。在現今氣候變遷下，已經無法人定勝天的局面，我們該改變對

於都市河川的看法，今天這個論壇就是一個改變趨勢的開端，對於水環境議題的

方向逐漸轉變成公私合力，民眾與公部門要互相合作。 

最近水利署也辦了一個國際週，邀請各國的專家學者，針對水環境、公私協

力與地方創生來做討論，不只針對防洪安全，更重視的整體水環境的營造，包含

休閒、生態保育，將河川視為生活的一部分，如此一來，河川環境被整治乾淨，

也對此產生感情，進而回鄉促發地方創生。公私合力是目前全球的趨勢，政府部

門集結民間力量，共築一個韌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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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賓致詞 |臺北市政府水利處陳郭正處長 

過去在從事水利工程，都用混擬

土材料施做，但對於從小在宜蘭長大

的我而言，河川應該是像田邊的小溪

流，可以抓蝦和蛤或是游泳玩水，現

在當上了處長，希望能貢獻一些心力

將河川回復成自然的野溪狀態。因為

這個計畫以及加上協助的經典團隊長

期關注景美地區藍色基盤建設下，讓

更多人參與並且關注景美溪的水議

題，進而達到公私協力的合作，可以見得原本做為防災避難檢討的景美國中，在

今天變成一個可以共同討論水環境營造的論壇場地，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水利處在先前已經奠定好完善的防洪排水系統，如今有這個機會要來重新思

考景美溪應該長得怎麼樣，民眾一起來共同參與，以民眾意見為導向作為河川的

管理方向，並且要實作出來，希望大家跟著水利處的腳步，一同讓景美溪變得更

好，生態變得更豐富。 

(三) 河川環境營造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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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場：景美溪的古往今來（文史觀察家－何文賢老師） 

由何文賢老師透過文史照片介

紹景美溪上中下游整體流域組成以

及沿線水文化發展歷程，包含廟

宇、渡口、老街巷道，以及河川及

周邊土地發展現況，讓我們對於景

美溪有初步的文史脈絡認識。 

 

 

 講座一：景美溪大河願景－恢復河川生命力 

講座一在經典工程顧問公司

劉柏宏老師主持下，分別由三位

與談者進行簡報，從公、私部門

與專業者三方角度，與民眾對談

景美溪環境營造的可能性與積極

作為。 

首先由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水

利部的楊佳寧博士簡報，楊博士

擘劃出對於景美溪未來河川營造

願景，藉由國外案例引導我們重

新思考都市河川應該具備什麼樣

的機能？指出回復生態系統功

能、考量河川自然營力的重要

性。第二位與談者簡報為觀察家

生態顧問公司負責人黃于玻老

師，從臺北市景觀生態格局重新

界定景美溪環境營造價值與角色

功能，指出景美溪周邊坐落於山

系以及都市的交界，保有完整生物棲地與豐富生態資源，應重視健康河川所需具

備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最後，由臺北市政府水利處張凱堯總工程司說明市府河

川環境的治理原則，以及未來對於臺北市河川環境規劃思維與願景，包含景美溪

流域環境營造規劃，是以營造「活的河川」作為臺北市河川環境永續經營的願

景，營造優質生態水岸空間，打造一座安全防洪、宜居的海綿城市。 

簡報結束後，由與談者與民眾進行對談，民眾提出意見與相關回應包含： 

| 全促會楊志彬秘書長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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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場合深具代表性，各單位及民眾等權益關係人都來參與。之前曾文溪流域

環境管理計畫的經驗中，有一跨局處的治理平台，但所碰到的問題是涉及眾多的

局處單位，非常難以處理。同時，曾文溪環管計畫，設定了一個 20 年的願景，

以及相對應的短‐中‐長程計畫，不知道景美溪案是否有這樣的操作及其落實的機

會？約 10 多年前，新北市的永和社大曾在河川灘地推行生態農場及溼地營造等

活動，但與此同時台北市是推行腳踏車道，這兩者是不同的作法。生態農場雖也

面臨了汛期後需整理的工作，但不失為作為河川環境教育的方法。景美溪是否有

更進一步的策略，例如跨越過腳踏車道，在臨水帶有一些不同的構想，使民眾親

水並達到環境教育的想法？ 

| 楊佳寧博士回應： 

相較於曾文溪流域的狀況，其河川的營力（洪水、土砂）因為曾文水庫的關係，

營力受到很大的影響。回頭看景美溪，是淡水河流域中上游沒有大型水庫建設的

溪流，其營力條件仍存在良好（上游雖也有一些欄砂霸與固床工），所以僅需要

對於型態做調整，即可以恢復河川的生命力。此外，不同於曾文溪涉及了十幾個

政府部門，景美溪涉及的管理，儘涉及十河局、台北市、新北市，在未來設定一

個 20 年的願景（有一些事情是 5 年內即可達到），透過一治理平台的討論，相

信是非常可行。 

| 張凱堯總工程司回應： 

景美溪因早期的治理觀念，導致有些部份像是排水溝（如政大醉夢溪段），這是

未來有機會可再調整的；另外，景美溪水質算不錯，也意謂著也有一定的親水條

件。水利處的立場是在防洪安全沒有太大的影響下，如低水護岸混泥土的改善，

應該是很有可行性的（逐步的移除）。之前水利處已開始嘗試，如針對指南溪三

面光護岸濱溪帶草生環境的清除強度減半、留下一些棲地環境，但過程中仍需與

民眾進行溝通。 

雖然河川的環境管理分區目前似乎仍缺乏法令上的強制力，但基本上是很好的概

念，像是都市計畫的分區，不同的土地應有不同的使用方式與強度。我們也希望

未來景美溪能有類似河川環境的分區管理，透過重新檢視生態、人為活動、設施

物的空間分配，使其有達到一個較為平衡的狀態。目前灘地上已有球場、溜冰場

等空間，老實說，生物的棲息空間是逐漸受到擠壓的。 

| 林淑英老師提問： 

今早的走讀途經埤腹地區的鯉魚山，看到了一個施作中的工程，似乎不慎將極具

代表性的濱海植物魯花樹部份鋸掉了，希望未來在施工前需實施生態檢核。未來

是期望規劃、施工階段的民眾參與，能否有如十河局的河川諮詢小組的角色，納

入在機制中，讓關心河川的公民團體可以參與。 

| 張凱堯總工程司回應： 



10 

這個工程是之前就發包，必須坦白說並沒有進行生態檢核的作業，我們會再去改

進；但因為水利署有在推動，所以之後的工程幾乎皆需要納入生態檢核的機制。

至於成立類似諮詢小組的機制，我們後續可以再討論，目前也有類似巡守隊，未

來會有水利處「生態志工隊」的課程，其中有許多培力的課程，歡迎大家參與。 

|  黃于玻總經理回應： 

生態檢核、資訊公開、公民參與三者，是配合水利工程的三個軟體機制。在工程

之前進行生態檢核與公民參與，就可將例如老樹等，雖不是珍貴物種但有文化意

義的植物，納入為保全對象，工程施作時就可以避免不慎破壞。 

 講座二：從上游到下游的環境改造行動 

講座二在林淑英老師主持

下，先後由三位來自景美溪流域

上游至下游沿線社群共三位與談

者，分享其目前進行中的環境改

造行動案例，以最真實的故事，

鼓勵民眾增加行動機會與加深對

於河川環境關注。 

首先由位於景美溪上游石碇

區的「螢火蟲公益書屋」負責人

葉家豪先生進行簡報，家豪分享

他開始推動藉由書屋照顧孩子課

外的學習需求，以及復育當地螢

火蟲生態，發展生態教育，將原

先的地方缺陷轉換為發展優勢的

過程。第二位是由萬和里吳祚榮

里長簡報，吳里長分享景美溪下

游，位於文山區萬和里的「萬和

水水」社區公共空間改造經驗，在吳里長與錫瑠基金會、市府三方合作下，透過

打開河道上水泥鋪面，打造社區親水生態空間，讓景美溪舊河道東支流面貌重

現。最後由水利署第十河川局葉兆彬課長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從河道自然型態組

成，以及談到景美溪河川整治原則，包含世新大學周邊的丁壩設計，具備有保護

河岸基礎、避免過度衝擊護岸及生態復育等功能，還有河川環境過度疏濬除草帶

來影響等，引導民眾理解及建立河川環境整治觀念。 

在進入民眾對談前，主持人林淑英老師並引用了吳明益作家的一段話：「溪

水漲的時候，詩湧流；溪水降的時候，我們堆石頭」，勉勵這一代的年輕人還能

到河邊堆石頭，多參與公共討論，則未來我們的水環境就會有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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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英老師並邀請與會來賓文山社大鄭秀娟校長談談對於河川環境的期待，鄭

校長表示文山社大因象神颱風而成立了景美溪守護志工，也建立起河川社群，隨

著氣候變遷的影響，慢慢越來越多人關注都市河川的相關議題，水利處也與社大

公私協力的共同面對環境保育的工作，近年來加上專業團隊的進駐，對於生態、

景觀、環境教育等觀點有更深入的研究和論述，並讓整體河川的營造往正確的道

路前進。而在明年萬福國小將會舉辦屬於景美溪的河川祭典和展覽，也正好可以

跟文山社大長期關注的水文化能夠銜接起來，期待大家一同來參加。 

最後，由與談者與民眾進行對談，民眾提出意見與相關回應包含： 

| 萬福國小徐鳳生主任提問： 

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為什麼瑠公圳和霧裡薛圳的取水口水位變得更低? 

|  葉兆彬課長回應： 

都市河川興建堤防使得中游流速變大，河床因此而下刷，因此常水位就會就會越

來越低。這也是為什麼要興建攔水壩的原因，讓水位固定方便取水。 

|  何文賢老師提問： 

當初撿拾垃圾的計畫是怎麼開始？ 

|  葉家豪先生回應： 

一開始是自己慢慢撿，持續到了隔年四月，發現濕氣太重導致身體不適，一度想

放棄，但看到垃圾堆裡爬出兩隻螢火蟲，感受到生命的韌性，才決定繼續執行。

後來漸漸吸引一群志工參與淨山，更帶動附近農家與居民一起參與，鄰里媽媽還

會主動奉茶慰勞辛苦的志工，滴水穿石細水長流，事情持續做總會慢慢看見成

果。 

(四) 閉幕：景美溪願景共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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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引言（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蘇映塵專案經理）(略) 

 藝術創作過程 

活動最後在萬福國小陳雨禾老師及傅美玲老師帶領下，前往位於景美國中半

戶外空間進行集體藝術創作，在兩位美術老師以藝術作作為媒介引導下，利用民

眾與上午導覽過程中所採拾來的樹枝、雜草、砂石、葉片或種子，結合媒材創

作，引發出民眾表達自身對於景美溪現在的生活期待及河川未來環境想像。 

創作過程中，為使民眾能彼此有所交流且能以不同的身分角度作討論，以一

組為約二至四人共創一件作品，老師首先引導式詢問民眾：「希望景美溪是什麼

樣的一條河流？你希望自己擁有什麼樣的溪邊環境？你想怎麼改善景美溪？」來

作為起頭，讓各組討論希望可改善的區域位於景美溪的哪一區段，及希望未來能

產生的改變？再讓各組利用自然素材作為元素結合矽膠膜拼湊對於河川願景想

像，最後再一起將作品完整呈現。 

 

各組在創作過程中，表達出自身對於景美溪的願景想像，包含： 

| 民眾 1：對於這條溪流感受到很強大的生命力。 

| 民眾 2：沿景美溪走讀採集的過程中像是在撿拾以往的回憶，想像著前人如何在

景美溪旁生活。 

| 民眾 3：在小坑溪沿岸有許多不同顏色的葉子，透過拼貼，呈現景美溪繽紛亮麗

多采多姿的生態環境。 

| 民眾 4：河流是孕育文明的開始，象徵溪水漂流的葉子與乘載著的種子，像是諾

亞方舟乘載著希望往下游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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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 5：以一棵生命之樹比擬整個河川自然環境，需要延續和保持，才能夠永續。 

| 民眾 6：住在鯉魚山附近，平常根本不會特別注意環境，透過這次工作坊的採集

和創造，重新認識了家中附近的環境，也讓自己被自然接納。 

| 民眾 7：保護河川環境需要人人參與，集結大家的力量。 

| 民眾 8：景美溪流域其中包含許多支流，而這些水域也孕育出許多人文，自然和

人的生活是密不可分。 

| 民眾 9：沿著景美溪流域周邊發現植栽種類豐富，其原因來自於動物的傳播授粉

或是人為的栽種，最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土壤，而這些因素都與景美溪的水源有

很密切的關係，維護好水系，才會有好的生態系。 

 結語（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蘇映塵專案經理） 

從大家創作的過程運用了許多自然的元素，有樹枝、葉子等，而且是由非常

多繽紛的顏色組成，可以看到大家對於景美溪流域環境規劃的期待，包含剛剛有

民眾提到她是作為生命的、希望的源頭，應該要保有她目前原始的風貌、多采多

姿的人文，以及營造出更多豐富亮麗的環境、使用空間等，這些想法也是我們對

於景美溪環境營造的未來想像與期待，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河川環境議題及

行動，更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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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來賓及民眾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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