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計 368新創聚落

歷史空間的活化與再造
文、 圖／林蔓禎 

42 January 2018

▲ 從前的首長官邸，活化再造後成為別具特
色的鄰里空間。



位在臺灣中部的臺中市，始終以擁有

深厚文化內涵及豐富人文景觀為優勢，因

位居南來北往的交通樞紐及要道，也成為

中部各縣市一日旅遊圈的首選。早期的市

中心在中區，但隨著人口成長、都市規模

擴大，80年代以後，中區的優勢已逐漸被

西區所取代，如今西區的發展不僅多元而

全面，帶動各類經濟及商業活動，更是臺

中市最重要的文化、藝術及教育發展中心。

審計新村歷史脈絡

以勤美綠園道為起點，沿著草悟道方

向散步，來到民生路後右轉，沒多久就能

看到馬路旁的一塊新創聚落。這裡原為省

政府時期審計處的員工宿舍，興建於民國

58年，之後成了閒置空間並荒廢多年，面

積雖僅有 0.52公頃，但因地處市區都會發

展軸線，生活與交通機能完備、文教功能

齊全，如此黃金地段若不善加運用，不僅

淪為蚊子館，也可能影響都市規劃政策及

周邊社區發展。

為提升公有資產效益、具體實踐及協

助青年創業，臺中市政府循國有財產法之

「合作開發」方式，由國產署提供審計新

村房地，市政府則負責景觀及公共空間改

善及房屋修繕等，彼此攜手合作。在硬體

方面，以改善園區環境、恢復建築物原使

用功能為主要修繕方向。軟體部分則配合

臺中市政府「摘星計畫築夢臺中」政策，

提供 26個單位及優惠租金，由市政府勞工

局遴選 26組摘星青年進駐基地，期待藉由

他們具獨特個性的創作理念與類別，激盪

出新形態的文創風格與面貌。

另一方面，為具體建構文創產業聚落、

培育文創種籽、促進周邊商街發展及增加

民眾就業機會，更大的理想是創造出具國

際視野及前瞻性，專屬於青年的創業園區；

臺中市政府除了與中興大學合作，推廣小

蝸牛市集活動之外，並委託民間組織「地

表最潮股份有限公司」進駐經營管理；期

盼透過專業團隊的整體規劃，為老屋注入

新血，開創全新的風貌與氣象。西元 2016

年 5月，審計新村文創園區在臺中市長林

佳龍、勞工局長黃荷婷、都發局長王俊傑、

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及地表最潮公司執行

長吳宗穎等人的共同見證下，順利完成園

區經營權移轉簽約儀式，並於西元 2017年

1月正式開幕。

打造獨有的「鄰里空間」特色

從建築物的型態而言，審計新村就是

個小型社區，一個小鄰里的概念，因此設

計團隊希望能由建築與空間的角度切入，

透過臺灣早期特有的鄰里互動的連結，重

新詮釋省府宿舍群獨有的巷弄文化，找回

從前群聚生活的人情味。此外，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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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植入園區，以「新舊傳承」的精神，

落實「大手牽小手」的核心價值；除了引

進國內標竿品牌與業者，並協助「摘星計

畫」成員創業的屬性與經營，創造出一個

全新的「審計學苑，綠意新村」。

在國外有許多不同類別不同型態活化

資產、活化土地的方法，吳執行長舉荷蘭

鹿特丹的市集為例，其成功結合傳統市集、

餐廳及住宅三者合一，「我一直很注意臺

灣在地的一些特性和元素，若重新賦予新

的意義、新的模式，它其實可以活得更好，

譬如傳統菜市場可以升級得更乾淨、更漂

亮也更有質感，原本的物美價廉、富有人

情味的特色仍在，只需加強包裝及好的場

域而已。」

重新演繹文化場域

曾經以「最長溜滑梯」的創意發想，

置入紅點文旅的內裝設計，成功翻轉臺中

市中區老屋形象的吳宗穎，在接手審計文

創園區之初，即有短、中、長期的經營想

法與藍圖。「短期計畫是將原本荒廢的宿

舍，改造為人潮川流不息的拍照、打卡景

點；未來的中、長期除了將基本硬體配備

建置得更完整之外，還希望透過各類展演

吸引更多不同領域的職人、設計師與青創

人士，跨界異業合作，加入更多新創元素，

激發出更多可能性，讓園區成為執行各類

新創行業的領導場域。」

擁有專業建築與設計背景的吳宗穎

認為，臺中其實有很大的建築改變空間及

文化動能，他希望透過自身旅外的學習經

驗，將生活美學導入臺中，「審計新村不

僅保有臺灣早期建物的建築結構，還有獨

特的歷史與背景，是非常適合改造的全新

亮點與挑戰。這裡並非眷村而是官舍建築，

更有機會透過改造成為獨一無二的文創園

區，讓有理念、有想法的年輕人，有專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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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原始建物主體結構，更能凸顯老屋的優點及特色。 ▲ 馬路旁的古早味杏仁茶坊，營造懷舊氛圍。



的空間發揮創意、展現才能。」

目前，團隊設定的短期計畫已經達成，

人潮有了，但多半拍完照打完卡，頂多再

喝杯飲料就會離開，難以進行更深入的文

化探索，這也是吳執行長一直在思考的問

題，「這個園區需要什麼？怎麼逛才能更

有深度？應加強的軟實力有哪些？」現階

段的做法除了保有原本 26個摘星計畫的區

塊外，也陸續有國內不同領域的品牌進駐，

新的店家會帶來新的客群，產生不一樣的

變化；而且每個店家每個產品都有屬於自

己的思維模式、創作理念甚至是理想在裡

面，久了便自成一格、形成特色，這就是

期望中的園區樣貌。

展現特色，賦予文創新意涵

文化創意產業這個詞彙，最早是由行

政院於民國 91年 5月依「發展文化創意產

業計畫」所提出並確立，範圍涵蓋了包含

建築、文字、飲食、藝術、技能⋯層面；

而如何以獨創的思維，跳脫原有領域及界

線，發展並呈現出全新面貌，對創作者而

言是很大的挑戰。然而臺灣，「在相對剝

奪感強烈的現代，吃是相對負擔得起的小

確幸，所以一枝鋼筆 1,000元不少人覺得

貴，一頓飯 1,000元卻樂意消費，「這種

尋求內心深處不被滿足的幸福感，便是現

在所謂的『幸福經濟』。」吳執行長早已

考慮到這一點，「所以在審計新村有咖啡，

有杏仁茶以及簡單的三明治，但沒有所謂

的餐廳⋯」筆者很能理解這個想法，因為

園區裡的創意及創業屬性應該更多元，讓

各種不同類型的業別都能在這塊園地裡百

花齊放、共存共榮，各自擁有發聲的空間，

也有機會被看見。「通常做餐飲的生意都

很好，所以當每一家生意都很好的時候，

就表示同質性太高，如此一來就失去當初

設置園區的初衷與意義了。」

雖然執行長強調，計畫必須逐步推動、

隨時調整，目前才剛起步而已，但園區的

知名度已快速竄升。走一圈園區，發現好

多獨有業別的小店都很引人注意：以廢棄

木料回收後再創作的「刻刻」；專賣復古

文具小物的「二階圖書室」；以「抗議」

為主題的文創公仔⋯；別出心裁的作品，

值得走進來細細品味、觀賞。最後介紹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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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木扶疏、綠意盎然的園區景致。



家很有態度的店，分享他們精彩的創業精

神與故事。

鐵花窗生活設計

什麼是鐵花窗？回想幾十年前的臺灣

社會，為了防盜，多數家庭會裝上鐵窗，

強調實用與功能，談不上美觀。近年流行

老屋改建，還搭上復古風，在原有的鐵窗

結構中注入新的設計元素，「鐵花窗」成

了復古美學的新寵兒；在審計新村裡，由

摘星青年徐翌榕、林杰妤及彭郁玫組成的

團隊，就是一家以鐵花窗設計概念為主軸，

延展出一系列生活用品的創意小店。三個

來自雲林科大的女孩，因為一場畢業展而

擦出火花，並共同促成鐵窗新生。

以黑鐵為材料，使用焊接、彎折等工

法，鐵花窗有著傳統工藝裡淬鍊堅韌的特

性，但隨著時代演進，現在已沒人在做鐵

花窗了。她們因為喜愛鐵花窗為建物營造

出來的美感與復古氣息，因此保留原始細

膩的工法，將原本鏽蝕的鐵花窗演繹成生

活用品，重新詮釋這些物件。譬如來自傳

統鐵花窗「鉚接轉折」處的靈感，將材質

轉換到瓷土上，並以釉料繪製仿鐵花窗生

鏽的韻味，創作出新的物件「筷架」(快

嫁 )，成了最受歡迎的婚禮小物。又譬如展

覽作品「紙雕鐵花窗」，以暖色調的線材，

雕琢出優雅細緻的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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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古樓梯與棧道，維繫著鄰里間的情感連結。

▲ 創業思維獨特的設計小店，每個細節都具巧思。



林杰妤受訪時表示：「將舊有物品延

伸出新生命，並透過商品重溫視覺與味蕾，

甚而傳達出全新的感受，就是鐵花窗的品

牌精神與價值。」尤其作品多是純手工製

作，過程需要一點時間，就像筷架，每一

個都是手工捏製而成，都是獨一無二的作

品；「客人收到時很感動，我們也覺得特

別有意義。」

就像三位女生在社群網站上的一段說

明文字：「有時候需要走慢一點的生活；

一筆一刀，一針一線；完成鐵花窗內看進

去的想像⋯」。

重新尋回書寫的樂趣

想想看，你有多久沒握筆寫字了？在

網路和 3C產品幾乎全面攻佔生活的年代，

握筆寫字對很多人來說不但陌生，也覺得

手寫的速度慢，似乎欠缺效率。然而事實

真的如此嗎？在臺中，有人因為太愛鋼筆

和書寫，索性自己開一家關於書寫的店，

並且在 2017年進駐審計新村，成立了第二

家鋼筆專門店。

從大學時代開始喜歡上鋼筆，同時也

喜歡寫字的林老闆表示，寫字，讓人有機

會可以沉澱思緒，尤其用鋼筆寫字，因為

筆尖構造的關係，可以觀察到墨水悠然流

動的墨跡，更讓人去思考每天的步調，釐

清生活裡的各種紛擾及問題。「寫字，給

我很多時間安靜下來。」

店內提供國內外各知名廠牌各種價位

的筆款，譬如國內老字號品牌自行研發的

六角檀木鋼筆，材質特殊、造型華麗尊貴，

讓人愛不釋手，價格卻相當平實，是真正

的物超所值。此外，鋼筆墨水也是重要周

邊商品，不同顏色的墨水彷彿訴說了不同

的心情和回憶，揀一個顏色，為自己的想

法留一段見證；擺在櫥窗裡就像香水瓶般

的賞心悅目。而不同紙張的特性也讓書寫

起來有不同的寫感回饋，這裡也有各種不

同屬性與功能的紙張供選擇。

離開公職的林老闆，雖然失去人稱鐵

飯碗的保險牌，卻似乎不太在意開店賺不

賺錢這件事，「我不會把寫字當作趕流行

的方式經營，與其賺錢，我比較希望能穩

健的持續自己熱愛的事物，細水長流、永

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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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顏色的鋼筆墨水，彷如香水瓶般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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