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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可說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象徵，由英文的city與civilization同一字首即可看

出。目前全世界有超過半數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裡，若說城市是當代文明的載體也不為

過，然而當代文明難以定義和具體展現，但人類在城市中所表現出來的能量，確實是

形成當代社會發展中重要的一環。此書的出版主要是搭配「德國對外文化關係學院」

主辦的「後石油城市」展覽，透過書中完整且集中的描述，濃縮展覽內容的闡述。

 

全書區分為永續性、都市運輸和都市系統三大面向去解構城市，呈現了亞洲、非洲與

美洲各地具有環境意識的創新都市規劃案例，讓讀者能認識何謂綠色建築和綠色城市

，科技與環境在許多地方呈現衝突，但在這些城市案例中，展現了兼容並蓄且具有人

文意涵的融合。例如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布達比的瑪斯達市，外觀為阿拉伯傳統城

市樣貌與規劃，內在則大量應用再生能源，減少了百分之七十的資源消耗，主要是綜

合評估自然氣候後，再利用太陽能、風力發電和水資源回收等方式。

 

都市運輸部分，除了探討大眾運輸工具之革新與創新，也包含了系統的規劃與演變。

像是汽車的存在，慢慢隨著時間去影響城市的運輸空間規劃，而多數城市的交通混亂

就是源自於規劃上的應變不及，而書中提出一些建議，如重新配置都市空間以減少交

通流量、環境友善的機動系統，並透過整合機動系統、多中心城市、針灸式都市規劃

等方式，讓城市能順利成為優質的大都會區。另外文中也介紹了紐約市的高線公園

，這個將舊的貨車高架鐵路改建為長廊式公園的知名案例，不只讓城市有新氣象，同

時也因為有市民的參與構思，在歷史上有獨特的意義。書中也介紹了西雅圖、巴黎和

首爾等城市的改革與創新。

 

最後以都市系統的介紹來貫通前面兩部分，單元中主要是分析在不同區域所應用的概

念，美國費城利用「都市空隙」做為綠色發展，如綠色基礎建設、農業生產等，馬德

里則參考針灸型都市規劃推出「都市觸媒」計畫，導入居民自決的空間使用，「觸媒

」是綠能或空間等硬體設施，也是文化核心的一部分。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見後

石油城市充滿著無限可能，看見文明在城市中進行的化學變化。在未來的未來，人們

回頭看到這些努力，也許是另一種亞特蘭提斯的縮影，但也可能是人類對自身文明的

驕傲，宛如我們對文化復興所扮演的歷史意義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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