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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華路林蔭大道全面開放，成為大臺

北都會區另一處假日休閒的好地方，不

免令人想到當時拆除中華商場時所遭遇的困

難，而這是黃大洲在臺北市長任內，以更新中

華路為都會遠景的前題下而重建的捷績。

其實不單是中華路的重生，對數百萬生活

在大臺北的市民而言，近幾年可以陸續享受

捷運、聯外道路的便捷及大安森林公園的綠

意與休閒；以及基隆河截彎取直所帶來的諸

多經濟及都市發展效益，都是當時擔任臺北

市市長黃大洲先生的德政。

曾任臺北市長，現任華夏投資公司董事長

的黃大洲，最近由正中書局出版《臺北風華

再現》新書，見證在臺北市長任內對推動市

政所做的建設。其中，最大的也最困難的三

項工程，分別著書為《更新－中華路的重

建》、《改造－基隆河截彎取直紀實》及《蛻

變－大安森林公園的誕生》，堪稱為國內工程

文學的書寫，留下實証紀實的典範。

因為是學術背景出身，黃大洲深刻瞭解保

存經驗，為歷史留見證的重要性，很巧幾項

工程大致是先破壞再建設的歷程。他說：

「一座公園的誕生是蛻變，一條河的新生是改

造，一條路的重建是更新。」剛好可以為一條

河，一條路，一座公園的重生或整治，留下傳

承記錄的機會。因為在享受碩果的同時，最應

記取的是決斷與溝通過程的艱辛，這經驗足以

做為類似市政及任何公共建設的參考指標。

臺北市民記得黃大洲的好，就如同一位市民

所說的：「黃市長，你雖然沒有繼續當臺北市

長，但大家都記得你，感謝你，人生這樣就值

得了。」黃大洲聽了覺得很窩心，能夠讓民眾

不斷想到你的好，是很難能可貴的，真的是

「人生這樣就值得了」。臺北人對黃大洲的感

念，是臺北人的福氣；也是身為臺南人的驕

傲，他的確是府城培育而活躍在政界的菁英

代表。

幾乎看過黃大洲的人，都會對他憨厚，有

點靦腆的臉龐，留下深刻的印象。

出身臺南縣善化的黃大洲，自然流露長期

在府城鄉下質樸、實在的氣質。即使在官

場、政界，一向詭譎多變、複雜的環境中，

同樣不改本質。

一般人對黃大洲曾任臺北市市長的印象特

別深刻。其實在從政之前，黃大洲是臺大教

授。臺大農村社會經濟學碩士畢業後，留在

臺大擔任講師，也就在這段時間經由學長的

介紹，認識臺大教授林文月的妹妹林文英女

士，成就一段伉儷情深的姻緣。後來黃大洲

又負笈美國，取得康乃爾大學農村社會學博

士。在因緣際會中由李登輝先生延攬入臺北

市政府，於是黃大洲由作育英才轉向公職、

公僕之路。有機會可以為更多人做更多的

事，黃大洲當仁不讓。

黃大洲從學術而仕政，一直以「覺得應該

做就做，不以個人得失，做為該不該做的籌

碼。」他覺得這是從小在學校教育及嚴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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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長期濡染下的個性使然。

譬如為拆遷中華商場及大安森林公園一萬多

戶的遷出中所表現的魄力，甚至連市政府的配

合同事都會懷疑「真的要拆嗎？」因為前幾任

都說要拆要搬，最後還是擱置卸任了事。到要

拆的前幾天還懷疑的問黃大洲「確定」嗎？黃

大洲回答「當然是確定的」；雖有人說這是他

為選下一任市長所做的準備，黃大洲不以為

然，因為當時市長是否開放民選都是未定之

事，他只是認為該做的事，絕對盡力完成。

為何在複雜的政治生態中，黃大洲可以呈

現獨有的清流形象。個性單純的他，向以

「汗水比口水重要；做事比做秀重要。」做為

施政的座右銘。

對此黃大洲只是淡淡的說，他一直有自己的

信念，即使面對誤解也不解釋。「講太多，是

無法做事的。」何況「我知道自己在做些什

麼，而且是對的，當然就堅持到底。」的確，

官場多年，黃大洲深知很多政治文化是虛假

的，只能靠個人的修為，一切質樸以對。在諸

多參與公共建設的決定及協調過程中，尤可見

此特質。

像《蛻變－大安森林公園的誕生》一書，黃

大洲以說故事的方式，傳達曾經親身經歷的感

受。他由衷的說，市政建設的推動其實都是為

提昇市民的生活品質。以大安森林公園的闢

建為例，在黃大洲還是大學三年級的時候，

即曾在當地眷村的一戶張姓人家當家教，親

眼目睹這個地區的簡陋與破舊，而三十年當

了市長重返舊地探望，竟然是一樣落後，甚

至更加殘破不堪。黃大洲因此下定決心，想

幫助這個地區蛻變。在過程中黃大洲覺得

「最具挑戰性的因難不在於工程技術，反倒是

在與當地居民的溝通協調上，困難重重」。

當時常有人問黃大洲「要採取甚麼樣的戰

略執行拆除計畫？」黃大洲總要更正的說：

「我只有策略，沒有戰略。」因為市府面對的

是民眾不是敵人，只需要策略協調，這只是

小小的用字卻是一種公僕觀念的反映。而為

了可以順利拆遷居住者，執行者必須忍受一

次次的火爆現場，被潑茶水、扯領帶、掀桌

子、打耳光、挨拳打，甚至被挾持受屈辱等

都不是陌生的場面。一切只因想為市民爭取

好的休閒生活品質及都市景觀，的確需要一

處綠洲取代曾有建巨蛋構想，於是力闢大安

森林公園、華中河濱公園。大安森林公園，

這早在日據時代就規劃的公園，至少遲過半

世紀，才在黃大洲的手中完成，因此他也博

得綠化市長的美譽。

詢問他如何堅持一些處世中不變的特質，

黃大洲說應該是傳統嚴謹的家教及個性使

然。農家的背景，在學校又是實實在在的讀

書，一種質樸的特質，自然養成黃大洲凡事

認真，不論成敗，全力以赴的個性。

舉一個小小的例子，即可見黃大洲對此公

園的細心與用心。這是一座沒有圍牆的公

園，外圍只以綠籬圈隔；而且只栽植柳樹和

楓香，採用近距離的方式栽植，樹木長成之

後，當繁茂而開展的枝葉相挽時，自然可以

形成綠色隧道。可以每天走在綠色隧道中，

這才知道體現「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

美意，當思規劃者之用心與專業。

當黃大洲侃侃而談如何施肥如何護樹的技

術時，他像一位農學院的教授，也像一介農

夫。雖然他已不是臺北市長了，同樣關心大

安森林公園的種種。他說：「我總可以以一個

義工的身分來照顧這個公園吧？花草和樹木

種下去，是需要人照料的。」黃大洲以一臉誠

懇的臉龐說。今天可以優游在大安森林公園，

享受美好的生活品質，都是黃大洲的魄力。

他認為「只要市政建設需要，就勢在必行，

再大的橫阻，他也要克服。」因為梗在大安

森林公園後面的，還有中華商場的拆建。

提到中華商場的拆建，曾幾何時，滄海桑

田，宛如一條巨龍的中華商場，由繁榮到衰

老破舊，商機也漸趨沒落，勢必重新規劃。

雖然中華商場曾經是交織了多少人童年的

夢，多少生計活口的買賣，但為了更整體的

未來，整建中華路，重點則在更新。因此在

《更新－中華路的重建》書中，黃大洲儘量以

類似工作日誌的方式，呈現整個拆除過程的

困難與爭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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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路的重建攸關捷運板南線和鐵路地下

化的施工，再難也要克服。黃大洲想想以後這

條路擁有類似巴黎香榭大道的願景，有地下商

場的規劃，他情願接受在市議會挨罵、罰站整

整 6小時的市長。從一般人預期會「暫緩拆除」

的燙手山芋，到真正執行，到掌聲響起，黃大

洲覺得真的是苦盡甘來。的確，要做一個具有

前瞻、整體及宏觀的視野，而又具備愛心、耐

心及執行力的臺北市長，實在不容易。

不單是大安森林公園，不單是中華商場的

拆建，像基隆河截彎取直更是歷經十多年的

懸宕，完全是向大自然挑戰，以人力改善現

有自然環境的工程，這也是在黃大洲任內開

始動工，為大臺北的都市發展，提供遊憩場

所、消除水患等提供諸多效益。也許因與一

般人的民生居住直接關係較少，而比較是呈

現在學界、自然及環境生態上的爭議，因此

工程的知名度，不若前二項建設大興波瀾。

有關基隆河的截彎取直過程，在《改造－基

隆河截彎取直紀實》一書中，黃大洲的書寫

重點著重在規劃期間，學者、相關研究，和

行政單位之間不同的看法、爭議與協調，並

且在形式上利用附註稍加解說，有利理解。

其實，黃大洲在一條河的新生中的自序上

有特別的說明，因為執行經驗的累積，是重

要的行政資產；執行經過的紀錄更是文化、

歷史的一部分，因此在基隆河截彎取直工程

一開始，就打算出書以記錄執行經過。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基隆河的截彎取直

為大臺北創造出 2 7 7 公頃的新生地，以及 2 2 4

公頃的河濱公園，不但帶進千億元的商機，更

珍貴的是營造出一個親水、綠化的美好環境。

不僅如此，目前聯外道路、捷運在交通上的立

大功，也是黃大洲在當時克服困難，開始動

工，為日後奠定成功的基石。不喜歡表功的

黃大洲對此仍只是輕描淡寫的帶過一筆。

針對工程文學書寫的源頭，由關心大自

然、關心好的生活品質開始，黃大洲也提及

小時候及學生時期就學環境的影響及在成長

中所經歷的種種，都成為他今天成為黃大洲

最重要的質素。像對照眷區落後的生活，黃

大洲不免也聯想到小時候的生活。

提到小時候在臺南善化成長的情形，黃大洲

顯得很興奮，畢竟童年時光是最無憂無慮的。

黃大洲說，小時候大家都窮，所以在物質上也

不覺得特別的苦。放眼所見一片綠野平疇，

很是舒服。住的是半肚磚的房子，一下雨泥

土地上泥濘，濕溜溜的；吃的是番薯簽滲米

為主食的飯；紅鹹魚、蘿蔔乾及鹹瓜是佐飯

的菜，至今他還常常想起坐在長木板凳上吃

飯的樣子，這是當時典型的農家生活。

「在唸書時雖沒有特別有趣的事，但總可以

找到好玩的活動。」黃大洲說像上學時每天

要走四十分鐘的路，小時候常常會經過果

園，當時水果多，路過順手搖下幾顆芒果及

蓮霧吃吃，在當時也不算是壞事；或是經過

農田，帶走幾個番茄，也是有的。

考上臺南一中後，在制服的學號旁繡上「火」

字，代表是搭火車通勤的學生。黃大洲說初中

時的火車班次不多，常錯過一班，得等上好久

才再有一班，走出村子，常看見火車一過曾

文溪時，隨即半走半跑趕火車，唯恐錯過。

仔細想想學生生活真的是很單調，唯一特

別的是當時音樂課照上，今天黃大洲還能朗

朗上口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祝你幸福」

及「在那遙遠的地方」等歌，都是在當時學

的。在那慘綠少年的年代，能夠在通勤火車

中和同學互相對唱，已夠高興的了。在城鄉

的差距下，黃大洲表示，的確在鄉下讀書的

環境比較差。不過「有毅力熬過那種日子，

也是後來人格形成的特質所在。」

從黃大洲書寫工程紀實的心路歷程，可以

深深察覺他身為公僕的胸懷，就如他在書的

總序中所說的，「對因為這三項重大市政建

設而被拆除房舍的一萬三千多戶市民，對他

們迄今我仍存有感謝和歉然的複雜情懷。」

一種父母官對市民的不捨之情自然流露。

的確，在黃大洲的人生哲學中，他永遠是

務實以對，認真每一件事，自然別有一番滋

味在心頭。因為他深切的相信「含淚播種

的，必歡笑收割。」這由《臺北風華再現》

系列三本書的紀實，就是最好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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