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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農村聚落歷經移墾、日治、戰後重建到現在工商業的融入，聚落的形成是屬有機的。從先民就地開墾引水灌溉農作，

接著日政府的地籍重測、水圳重建及水利組合系統，一直到戰後的重建、土地改革及都市計畫，歷經清代、日治、國民政

府等三個政治體的統領改革，以及世界觀的洗禮，台灣農村聚落社會化是多元而豐富的。在此時空背景下，祭祀系統、地

景與自然災害、交通系統及日常生活等四大項的空間結構裡，有實體、有虛體的場域存在，人與環境間的共生，使人立基

於天地四方，存在的意義被顯現。而這些具有清晰顯現的場所特性和富有意義的地方感是我們共同生活的空間，但是隨著

時代的變遷，場所的意義發生質變，甚或造成場所精神的淪喪。 惟有重新找回這些具有場所精神的歷史空間，才能找回我

們生活的目標性。但這些歷史空間無法純然植基於科學化的理性數據，我們必須還原事實真相，本研究透過「存在」的觀

念來回溯歷史，嘗試使用以Kevin Lynch所提出的五種城市意象型式，經由分析，呈現不同時代的聚落發展的圖像；並

以Juhani Pallasmaa所提出的建築感覺，以身體體驗的知覺現象學為前提，來剖析歷史空間。 大甲日南地區聚落的發展以大

河體系為生活背景，包含著平埔族原居地、移民開墾、水圳開發、交通發展及都市計畫介入等元素，形成日南庄、日南社

庄、九張犁庄及樹仔腳庄舊聚落及新興的日南街聚落，足以呈現完整而豐富的台灣農村聚落歷史變遷，實為典型的台灣農

村聚落發展史的代表。 本研究試圖以大甲日南地區之聚落為研究對象，時間設定在1904到2006年間的時空背景，藉

由Kevin Lynch及Juhani Pallasmaa這兩種西方的理論為基礎，以歷史回溯、居民共同意識、身體知覺體驗等方法來剖析大甲

日南地區的新舊聚落具場所精神之歷史空間，並從中獲得解構農村聚落的方法，以及其可行性與限制後，作為台灣農村聚

落歷史空間的詮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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