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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文章之所有權為作者所有，此處所提供下載之論文為會議評論， 
未經作者許可，請勿任意引用。 

評論＜空間視覺化與現代治理性：以日治時期台北都市型態演變為例＞ 

評論人：葉肅科（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蘇碩斌教授這篇文章的主要用意在試圖指出：「空間視覺化」對於現代國家治理的重要

性，他並以日治時期的台北都市發展型態例證：日本殖民統治者透過以「空間」為知識基

礎的權力運作實踐，不僅彰顯歷史發展的意義，也體現現代國家治理性的內涵。以下謹就

閱讀學習蘇教授文章的心得提出與大家分享，並以就教問題的某些反思作為蘇教授文章的

討論與回應。 

 

一、閱讀學習： 心得分享 

（一）「都市現代建設」是權力與統治的「運作形式」：透過台北市街的建設，日本殖

民統治者將「直接與精確」的現代國家統治能力引進台灣。因此，作者認為：日治時期的

都市發展，「其實也展開了一種更透明、更無形、更精確的管理暴力，這些潛藏於外在物質

建設內部的，正是現代空間管理的新統治典範。」（第三頁）在日治時代所出現的台北都市

社會，透過空間視覺化的作用，不僅「構成了新的都市社會權力運作之基礎，也造成都市

轉化的深層因素。」（第七頁） 

（二）空間概念有其現代社會發展的知識脈絡且對社會發生作用：蘇教授援引一些學

者對空間、知識與權力的看法，例如：傅科（M. Foucault）認為：前現代與現代社會的知

識邏輯或型態是不同的；勒費弗爾（H. Lefebrve）強調：「並非任何時代、任何體制都有能

力對空間直接進行配置規劃，其前提必須對空間擁有充足的知識」；而季登斯（A. Giddens）

指出：空間成為統治的直接工具，是在現代國家的統治形態確立之後才可能的發展。（第五

～六頁）因此，空間視覺化「經過知識系統的變革之後，就必須成為可觀察的、可分析的、

可排比的空間。」（第六頁）再者，空間可以被形塑，卻也會回過頭來制約人類行動，因此，

這「反倒使空間成為隱密的、不易察覺的統治工具。」（第五頁） 

（三）都市與空間、日常生活和資本主義邏輯相關聯：蘇教授在文章第四頁提到：1970

年代後，空間認知開始出現理論性的反省，許多新都市社會學者，例如哈威（David Harvey）

與勒費弗爾（Henri Lefebrve）等思想家都相當關切空間對於社會的影響。哈威有關資本主

義都市化史與理論研究的論題，主要集中在他 1985 年出版的《意識與都市經驗》與《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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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市化》二書。前者普遍考慮的是經驗研究，後者則是它的詮釋。哈威指出：都市環境

建構了社會轉型與結構的主要經驗層次，而都市過程則界定了時間與空間、社會權力及其

合法性、宰制與社會衝突形式，以及透過生產、消費與人性相關的使用和意義。在他看來，

資本主義都市化即意味著一種新人性的創造，而意識的都市化則是一種文化、社會與政治

現象。然而，批評哈威都市論點的學者指出：他的探究方法未能同時關照資本聚積與階級

鬥爭。勒費弗爾認為：都市理論與計劃的實踐是以空間的固有政治特徵的否定為前提。在

他看來，都市可說是全球空間的脈絡，不僅透過都市空間，也藉由生產關係而存在於人們

的日常生活中。因此，都市即是空間、日常生活與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再現。據此觀之，

勒費弗爾所企求掌握的是藉著嚴密的日常生活之關照，促使傳統道德基礎復位，能與較廣

泛的人類生活層面整合（葉肅科, 1993a: 139-150）。 

（四）日治時代的台北正是殖民統治理念下的發展：日治時代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作

為殖民母國的日本向來以利益為前提，並將台灣視為經濟體系的一環，寄望它能成為日本

經濟榨取與南進的基地，可說身負經濟與軍事的雙重目的。為此，台灣必須有一套異於日

本的統治法，這是統治台灣的必要手段。透過許多基礎工程的建設，日人乃將台灣視為「試

金石」。日治台北都市的不斷改造與發展，正是企圖達到人力與自然資源控制和利用的目

的，也展現殖民統治體系與都市經營的權力運作關係（葉肅科，1993b）。 

（五）「餵牛擠奶」的台北都市發展：台北都市發展曾歷經不同的政權轉移，而其都市

變遷史，也是權力關係的轉變史。因此，在讚嘆殖民統治過程的華麗與現代空間的形成上，

蘇教授也提醒我們：殖民統治者「讓都市看起來更華麗、更整齊、更乾淨，但可千萬不要

忘記隱匿在特洛依木馬裡頭進城的『權力』。」（第三十一頁）陳紹馨（1979: 84）先生在其

著作《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所說的一段話，正好印證了此一事實：「如果發展程度

較高的集團，採取『餵牛擠奶』的態度，則發展程度較低的集團，可能達到某種程度的進

步。．．．這樣一來，無論動機如何，結果被統治者的生活，將可得到某種程度之改善，

而死亡率也隨之相當降低。但是這些工作，根本上是為著統治者的工作，被統治者的的享

受，不過是副產物而已，所以它的進步，速度並不見得快，而且達到某種程度，就不許再

懷奢望了。」 

（六）政權變革與政策需要改變台北都市發展：台北都市發展充分展現因時代不同，

政權加諸台灣變動的外塑力量。清朝、日治與國民黨來台，三個政權對於台北的經營，都

有他的政治目標與企圖，三個政權對於台北的處理，也各有不同。清廷以傳統築城方式，

樹立統治的權威與精神領導的中心；劉銘傳主政時，才有初步的近代設施。日本據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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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權力整頓市容，以近代觀念調查人口、土地與資源。1932 年，日本前瞻性的規劃方式，

使得台北逐步現代化，改變市民生活形態，也奠定今日的基礎。國民黨來台後，處於反攻

備戰下，缺乏長期規劃。初時，大量難民湧入，急就章的回應，造成台北市凌亂不堪。繼

之，進入 1970 年代，國府想要規劃台北市時發現：北市人口急遽增加，都市問題日益嚴重，

居民生活品質下降。三個政權對於台北市的經營與處理，是一面活生生的鏡子，也讓我們

體會到：政權性格對於都市發展，甚或台灣歷史的影響力。 

 

二、就教問題：回應反思 

（一）二元對立分析或光譜連續體：文中第四頁提到：「西方／中國」（是否中國／西

方？）、「非現代／現代」、「地方社會／空間社會」是否隱含著一種從傳統到現代的進化論

觀點？都市建設真的能構築出兩種典範的轉移嗎？「空間視覺化」是如何串連成這些統治

典範的改變？它對台北都市居民均具有同樣的「空間視覺化」效果嗎？不同的生活經驗，

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視野，我們又如何檢證台北日人（統治者）與台人（被統治者）間對於

「空間視覺化」效果的可能差異呢？ 

（二）1905年是台灣資本主義化奠立的關鍵年代或轉化為「台北」（空間）的時刻：

台灣資本主義的奠立，因素固然很多，但經濟資源開發的直接因素，主要得力於土地、林

野與人口調查、度量衡與貨幣的統一、鐵公路交通建設，乃至都市計畫的擬定與發展等基

礎事業。這些事業的逐步完成，可說提供了台灣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與基礎。再者，日本

治台後，最初並無具體的都市計畫，頂多只有應急的衛生工程，而從衛生觀點開始對都市

改造，正是日本殖民政府「市區改正」或「都市計畫」的原始動機，其主要目的自然是在

配合殖民統治的經濟利益。總之，有關台北都市計畫的擬定與發展，大多是在配合殖民政

策，它是日本殖民政府治台的一大方針，也是基礎工程的重要一環。 

（三）空間視覺化如何運作？怎樣透過「認知地圖」對都市居民產生影響：綜觀日本

殖民統治者的公共建築或公共空間之安排與設計，都可瞭解其最終目的，無非是想透過有

形的建築，達到無形的統治效果。如果從社會心理學的「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概念

來解釋，則統治者欲以都市空間或公共建築作為象徵意義之工具，進而影響被統治者的心

理過程是昭然若揭的。然而，我們如何以「空間視覺化」來詮釋它對都市居民權力展現的

影響？這中間的轉化過程又是如何？ 

（四）權力與統治的「運作形式」究竟是什麼：包括那些權力與統治運作形式表現？

這些權力與統治的基礎或條件是什麼？都市空間如何轉換成權力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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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空間視覺化對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是否有差異：日治時代的台北都市，是一

深具殖民特色的都市。生活於間的，不僅是少數既得利益的統治者（日人），還有一大群為

殖民統治者所支配的被統治者（台人）。因此，對於這兩種族群是否具有不同的意義與影響？ 

（六）空間視覺化如何反映或調和於庶民日常生活經驗：都市空間牽涉到資本主義邏

輯、權力運作與庶民日常生活。這已不是單純的歷史研究或社會學研究議題，而是進一步

涉及生存於台北市市民需要的反思問題。如果說空間視覺化是可能的，而且也產生影響，

那麼，我們要問的是：日本殖民統治者如何透過空間視覺化反映或調和於當時的庶民日常

生活經驗？這中間是否有矛盾性或困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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