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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訪談大綱 

A. 富陽部分 

(1) 富陽巡守隊隊員白秀鑾訪談 

1. 請問您住在富陽附近多久了？ 

2. 公園未開時，你們是怎麼進去的？ 

3. 當初您進入富陽時，看到的景象是什麼？  

4. 當時李冬發里長進行公園促建時，您有參與嗎？  

5. 是什麼原因讓您加入富陽的巡守工作呢？ 

6. 荒野目前在公園維護的工作內容為何？ 

7. 目前巡守的情況為何？是否有發生破壞的事情呢？ 

8. 巡守有沒有想過與李冬發里長合作？ 

9. 附近居民對公園開放後遊客人數的增加，有什麼反應呢？ 

10.市府對富陽環境破壞的反應快速嗎？ 

11.公園成立後，附近的房、地價有沒有具體上升呢？ 

 

(2) 黎和里里長李冬發訪談大綱56 

1. 什麼原因讓社區居民提出設置公園的訴求？ 

2. 當初參與台北市地區環境改造計畫的原因與經過？ 

3. 市府在富陽地權的轉移上，做了哪些努力呢？ 

4. 當初貴促進會對富陽的規劃具體內容為何？和現在的規劃有差異嗎？ 

5. 社區居民對「生態公園」的看法是一致或分歧？ 

6. 設置生態公園後，社區居民如何看待外來遊客造成的公共財排他的問題。 

                                                       
56 雖然研究者進行兩次訪談，但第二次的訪談問題與第一次相同，目的在利用多次訪談建立和

里長的關係，以求在相同問題上更深入的資料，因此只列出一次訪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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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面對環境屢遭破壞，臺北市政府在富陽有無任何公權力的執行？ 

8. 面對荒野保護協會的進駐，社區居民是歡迎或抗拒？ 

9. 在富陽的保育工作上，你們如何與荒野合作？兩者之間互動情形為何？ 

10. 荒野對你們在社區營造的工作上，有什麼貢獻？ 

11. 公園成立後，附近的房、地價有沒有具體上升呢？ 

12. 您未來對富陽的計畫為何？ 

 

(3) 荒野保護協會富陽專案訪談大綱 

1. 蘇小姐本身成為專案的過程？ 

2. 蘇小姐目前負責的業務？ 

3. 荒野為何會選擇「富陽」作為長期定點觀察的目標？（問荒野參與的過程） 

4. 富陽定點組、富陽解說志工、巡守志工的組織架構和任務分配？ 

5. 目前「富陽解說與巡守志工」，參與成員以社區居民為主嗎？若不是，則組

成份子為何？有沒有意願多辦一些招募志工的活動呢？ 

6. 招募志工的困難（誘因不足？） 

7. 解說與巡守志工，荒野、緯創、工燈處三者誰負責主要的領導工作呢？ 

8. 荒野的認養計畫？（公益信託要納稅嗎？） 

9. 社區居民對荒野進駐後的態度？（特別是沒參加巡守志工的人） 

10. 當地有主要的社區組織嗎？如果有，你們與社區組織的關係為何？ 

11. 和里長（黎和、黎孝）之間的交涉，是合作還是各做各的？有沒有衝突？ 

12. 里長有沒有要求你們配合他的活動（譬如他舉辦環保義工活動） 

13. 入園人數需不需要管制呢？有沒有想到要管制呢？ 

14. 在社區宣導保育富陽的行動上，遇到什麼困難？荒野和其他環保團體的關係

為何？會不會搶奪社區環境教育的主導權？ 

15. 荒野在宣傳社區環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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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市政府在富陽的保育上，是主導角色或輔導？有沒有任何資源的挹注呢？ 

17. 政府往往被視為效率低落的組織，此時貴組織要如何補上？ 

18. 荒野會持續扮演領導者的角色嗎？還是會一直輔導？最後有沒有可能將保

育的權力交還給地方居民？ 

 

 

(4) 公園路燈工程管理處園藝科科長莫華榕訪談大綱 

1. 當初台北市政府府如何與國防部協調富陽的土地所有權？ 

2. 當地里民是否有組織和軍方與公燈處進行交流？ 

3. 市府花了多少經費在富陽的地權轉移上呢？ 

4. 富陽算不算是第一個由里民自己提出來要興建公園的例子？ 

5. 公燈處最初對公園規劃的核心概念為何？和現在的設施有沒有什麼差別？ 

6. 面對原先在公園內的居民「佔地為王」或自己設置的設施，公燈處如何排除？ 

7. 「認養」的概念是？荒野保護協會為何要承接富陽的認養工作呢？ 

8. 在公園規劃的過程中，假如與居民意見不合，公燈處如何和居民協調呢？ 

9. 公園處、當地居民、荒野三個單位的互動關係與分工？ 

10. 目前公燈處在富陽扮演的角色是？ 

11. 市府未來對富陽有沒有什麼具體的規劃？ 

 

(5) 荒野保護協會保育部副主任李慈雯訪談 

1. 當初荒野認養富陽的原因？ 

2. 與李冬發里長的互動情形為何？ 

3. 和居民的互動頻繁嗎？ 

4. 目前荒野在富陽的具體維護行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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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公園規劃或維護上，有沒有和李冬發里長或居民衝突的地方？如果有，是

怎麼解決的呢？ 

6. 荒野未來對富陽的計畫為何？ 

 

(6) 富陽居民鄭碧月小姐訪談大綱： 

1.  請問您住在富陽附近多久了？ 

2.  公園未開時，你們是怎麼進去的？ 

3.  當初您進入富陽時，看到的景象是什麼？  

4.  當時李冬發里長進行公園促建時，您有參與嗎？  

5.  我有聽說公園被人拿去種菜、設置羽球場，最後是怎麼解決的呢？ 

6.  公園規劃說明會，您有參與嗎？居民對公園的需求是怎麼樣的呢？ 

7.  當時參與公園規劃的公燈處和荒野，他們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8.  目前參與公園維護的成員有哪些人呢？  

9.  荒野現在在公園負責的工作有哪些？你們會和他們合作嗎？ 

10. 居民對荒野的看法為何？ 

11. 附近居民對公園開放後遊客人數的增加，有什麼反應呢？ 

12. 市府對富陽環境破壞的反應快速嗎？ 

13. 公園成立後，附近的房、地價有具體上升嗎？上升的情形是如何呢？ 

 

 

B. 巴克禮部分 

(1) 崇明里里長李仁慈訪談大綱57 

1. 請問讓您投入公園清理的過程與原因？ 

                                                       
57 在此只列出一次訪談大綱，原因與訪談富陽里長李冬發的相同，特不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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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問讓您投入里長選舉的動機？ 

3. 當初公園的地權爭議是怎麼解決的？  

4. 當選後對公園的規劃為何？ 

5. 當初您如何鼓動居民參與公園清理？可以推薦當初的志工讓我訪問嗎？現在

還有沒有志工住在附近？或現在和您一起工作的？ 

6. 對於公園建設時的阻力為何？大概有哪些人反對？您如何排除？ 

7. 現在參與公園的非營利組織有哪些？他們是如何加入的？ 

8. 公家機關對公園的資源投入如何？ 

9. 公園未來的計畫？ 

 

(2) 台南企業藝術文化基金會執行長葉重利訪談大綱 

1. 貴基金會成立的契機為何？ 

2. 貴基金會投入巴克禮公園營造的原因？ 

3. 貴基金會在公園重建過程中，投入什麼資源？給予李里長什麼協助呢？ 

4. 您知道李里長對公園的生態想法從什麼地方來的呢？貴基金會有參加當初的

志工討論聚會嗎？ 

5. 貴基金會有沒有聽過李里長說公園整建遭到阻力的事情？ 

6. 貴基金會在公園培訓導覽解說志工，目前營運的情形如何？ 

7. 貴基金會每年對公園維護投入的資源大約是多少？ 

8. 貴基金會對公園的規劃，李里長都贊成嗎？你們雙方有沒有意見不合的情

形？ 

9. 貴基金會未來對公園的計畫？ 

 

(3) 台南市市議員蔡旺詮訪談大綱 

1. 您擔任市長秘書時，是什麼機會讓您和李里長接觸的？大概是什麼時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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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公園重建過程中，您有沒有聽說公園興建遭到阻力？ 

3. 李里長有向您反映過這種情形嗎？您有提供什麼幫助嗎？如何解決衝突？ 

4. 當初李里長規劃巴克禮公園生態時，您有參與嗎？ 

5. 對於巴克禮公園的生態走向，有沒有居民向您反映不便呢？ 

6. 公園的地權問題，台南縣市是如何解決的？ 

7. 目前市府在巴克禮公園投注的資源多嗎？ 

8. 未來市府對巴克禮公園的規劃如何？ 

 

(4) 公園清理志工蔡平民訪談大綱 

1. 當初讓您參與李里長公園清理行列的原因？時間大約是什麼時候？ 

2. 公園清理時，您有沒有遇過或是聽過公園清理有受到阻力？如果有，那大概

是哪方面的人士呢？ 

3. 李仁慈里長帶領大家進行公園規劃，您有參與嗎？ 

4. 當時主要的討論問題是什麼？有沒有意見衝突的時候？如何解決的呢？ 

5. 公園現在的設計，符合你們志工當初的意見嗎？ 

6. 公園整建完成，您有沒有遭遇過或聽過公園受到某些居民的抗議？ 

7. 目前還有沒有居民向您表達想加入李里長公園維護的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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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富陽自然生態公園成立大事紀 

資料來源：本研究 

時間 人物 事件 資料來源

清領

時期 
漢人、原住

民 
為六張犁漢人開墾的一部份土地。由於富陽公園

現址可通往木柵、深坑等山區，部分原住民會在

此「出草」，再加上此地多為山區，因此開發不

易，僅在鄰近平原地區有少數漢人居住。 

吳函芸、

王莉萍，

2002。 

日治

時期 
日本人、住

民 
日本政府在太平洋戰爭最烈時徵收現台北市東區

（信義路、忠孝東路、基隆路）周邊為陸軍倉庫，

富陽由於地形較為隱密，外人難以接近，逐漸由

農田變成軍事物資儲藏倉庫。 

同上 

國民

政府

初期 

國防部 國民政府來台後，接收舊時日人軍事設施，延續

六張犁地區軍事基地的功能，成立「四四兵工廠」

作為軍用品生產地。富陽部分山坡地被整修成人

工的山谷凹地，用來存放彈藥與軍用物資，被當

地人稱為「火藥庫」，不允許當地居民進入，同

時國防部在周遭興建眷村（慈仁八村）。此時土

地所有權者為國有財產局，由聯勤總部監管。 

同上 

民國

77 年 
國防部 由於富陽位於北二高預定地地基，為避免地基淘

空，「四四兵工廠」便遷移至三峽，許多人工整

修的凹地便被填實，仍屬軍方管轄，門口設置衛

兵看守，並有計畫擴建慈仁八村，範圍包含富陽

公園內平坦地區。但此時許多居民已偷偷上山。 

富陽大事

記。吳函

芸、王莉

萍，

2002。 

民國

83 年 
黎和里里長

李冬發 
帶頭爭取公園的設置。組織「黎和里促進會」與

北市府溝通。 
黎和里里

長李冬發

訪談紀

錄，民

97.1.16 
民國

85 年 
呂欽文建築

師事務所 
接受黎和里促進會委託，進行公園的規劃。 吳函芸、

王莉萍，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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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人物 事件 資料來源

民國

86 年 
黎和里里長

李冬發 
提出「台北市富陽街底森林公園催生計畫」，參

選台北市「地區環境改造計畫競賽」，並錄取「八

十七年度台北巿地區環境改造計畫」。 

吳函芸、

王莉萍，

2002 
民國

87.5 
國防部 原則同意開放富陽公園，時間為早上五點到下午

七點，並委交由大安區公所與李冬發里長管理。

所有權仍在國有財產局。 

高鴻飛，

1998。 

民國

89.3 
內政部 原則同意台北市政府將此地更新成公園用地，只

待北市府與國防部達成富陽公園的「容積移轉」

與「有償撥用」後，便能進行公園的規劃。 

公 燈 處 莫

華 榕 科 長

訪 談 紀

錄 ， 民

97.5.8 
民國

89.9 
台北市政府 正式公告發布此地由保護區變更為公園用地，由

工務局公園路燈工程管理處規劃管理，黎和里里

辦公處認養，逐年辦理土地撥用事宜。 

府 都 二 字

第

89076097
00 號 

民國

90.7 
荒野保護協

會 
成立「富陽定點觀察組」，加入富陽公園的生態

規劃。 
同上 

民國

92.7 
國防部、住

民、荒野保護

協會 

當地居民抗議國防部在未經通知的情況下砍伐

園內老樹，事後國防部交由北市府公園路燈管理

處代管。 

薛 荷 玉 ，

2004 

民國

93.10 
荒野保護協

會 
抗議北市府的不當施工，並揭露園內「鋪地毯」

的生態破壞情形，要求北市府提出對策。 
薛荷玉，

2004。 
民國

93.11 
荒野保護協

會 
正式認養富陽公園，參與內部生態維護與生態調

查的工作。 
富陽大事

記。 
民國

94 年 
北市公燈處 容積移轉與有償撥用完成，正式進行公園的規劃

與闢建。 
公燈處富

陽公園簡

介。 
民國

95.2 
台北市長馬

英九 
宣布富陽公園正式動工。 詹三源，

2006 
民國

95.9 
台北市長馬

英九 
正式開園，命為「富陽自然生態公園」，共斥資

2844 萬元。 
台北市議

會公報，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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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巴克禮紀念公園成立大事紀 

資料來源：本研究 

 

 

 

 

時間 人物 事件 資料來源 

荷治

時期 
荷蘭人 在台南設治後，相傳於此地進行水利開發，當

地人稱為「荷蘭埤」，是今台南市「竹溪」的

源頭。 

四 季 迷 戀 ，

頁 33 

清領

時期 
漢人 開墾成甘蔗田，但因在台南城外，少有開發。 同上。 

國民

政府

初期 

國民政府 設立台糖農業試驗場，將此地地下水整頓成儲

水灌溉二號、三號池，稱為「夢湖」。後因四

期重劃區開發計畫，二號池被填平，只留下三

號灌溉池。 

同上（外加頁

35）。 

民國

82.8 
台南市市長

施治明 
斥資三千五百萬，於南市東區台糖實驗農場附

近，闢建「十八號公園」。然而因南市與南縣

地權議問題，施治明被南縣地方法院起訴，隔

年封園。缺乏管轄的結果，附近建商任意棄置

廢棄物，被居民譏為「垃圾公園」。 

四季迷戀，

頁 31。 

民國

90.6 
崇明里里民

李仁慈 
與山友林松洲、蘇耀讀合作，三人開始進行公

園的清理。後來志工擴充至五十七人。 
鄭 朝 陽 ，

2008；崇明里

里 長 李 仁 慈

訪談紀錄，民

97.5.20 
民國

91.6 
崇明里里民

李仁慈 
李仁慈參加崇明里里長選舉，當選第十七屆里

長。 
《 台 南 市 第

十 七 屆 里 長

選 舉 選 務 總

報 告 》 ， 頁

202。 
民國

92.6 
崇明里里長

李仁慈 
在台南企業文化藝術基金會、台南東門巴克禮

紀念教會等協助下，十八號公園更名為「巴克

禮公園」，台南企業文化藝術基金會並加入公

園的營造工作。 

趙家麟，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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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人物 事件 資料來源 
民國

92.3 
崇明里里長

李仁慈及公

園志工隊 

清理結束。但因市府經費不足，志工隊認養公

園，進行公園規劃。 

崇明里里長

李仁慈訪談

紀錄，民

97.5.20。 

民國

92.10 
崇明里里長

李仁慈 
組織志工擘劃「荷蘭埤」河道美化與生態營

造，同時興建鄰近崇明國小的通學步道。獲「台

南市地區環境改造工程」補助，經費共十萬

元。同年獲得內政部營建署「社區風貌營造工

程類執行優良示範點」 

崇 明 里 里 長

李 仁 慈 訪 談

紀 錄 ， 民

97.5.20；四季

迷 戀 ， 頁

45。 
民國

93 年 
崇明里里長

李仁慈 
鄰近的台糖住宅因荷蘭埤美化工程大賣，李仁

慈要求台糖公司開拓直通崇明國小側門的車

道，以八十萬元完工。同年獲得「台灣優良公

園綠地獎」（後連續四年得獎） 

趙 家 麟 ，

2003；崇明里

里 長 李 仁 慈

訪談紀錄，民

97.5.20。 
民國

94.4 
崇明里里長

李仁慈及公

園志工隊 

獲得由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舉辦「2005 年南台

灣優質都市景觀園冶獎」 
四 季 迷 戀 ，

頁 45。 

民國

95.6 
崇明里里長

李仁慈 
李仁慈連任崇明里里長。 
 

《 臺 南 市 第

18 屆里長選

舉 曁 南 區 文

華 里 重 行 選

舉 選 務 總 報

告 》 ， 頁

384。 
民國

96 年 
崇明里里長

李仁慈及公

園志工隊 

獲得內政部頒發「2007 行政院全國景觀風貌改

造大獎」；同年五月，參與由國際不動產聯盟

舉辦之「2007 全球傑出建築金獎」，得到公共

建設類獎項 

四 季 迷 戀 ，

頁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