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正要補捉獵物的黃小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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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置產、投資、退休等事宜，簡單的生活條件，簡

單的生活需求。（註1）

商業週刊第1000期的主題報導指出，根據英國萊

斯特大學在去年七月所公布的研究「世界快樂地圖」

（World	 Map	 of	 Happiness），不丹的快樂，在全球

排名第8。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排名17，日本排名

88，台灣是63名。

遠在喜馬拉雅山麓邊的小國不丹，國民所得只有

台灣1/20，全國禁煙、禁止塑膠進口，有72％的森林

覆蓋率，天然資源也不那麼豐富，唯有水力發電可以

對外輸出到印度，使國民免費受教育與醫療照顧。

然而，其低量的自然開發，對於經濟發展的誘惑

刻意保持距離。加上宗教信仰與對自然的尊重，讓不

丹的人民儘管在貧窮中仍感到滿足。在他們的人口普

查中有97％國民認為他們是快樂的。

不丹人不亂施肥，不砍伐樹木，停止礦石的開

採，不丹人愛山，愛樹，愛自然，甚至連水力發電廠

也因此遁入地底。他們在開發的過程中對經濟、環保

我們看到了快樂、幸福感與

華屋、美食、財富不一定有多大關連。

這裡有一種「少即是多」的美感，

也隱含著「減法」的生活哲學。

文/張淵舜（高雄市立美術館教育推廣組組長） 圖/林宏龍

內惟埤公園的故事 9 減法

● 園區水渠的自然景象，遠端石頭上還有一隻白鷺鷥

前些日子報載英國智庫「新經濟會」發佈報告指

出，位於南太平洋同為南島語系的萬那杜是世界上最

快樂的國家。

近年高美館正在執行南島當代藝術計畫，所以

對這個國家並不太陌生，這是一個約二十萬人的小國

家，報導中提到他們的人雖然沒有太多錢，年所得不

到伍萬台幣，但島上的人民還是很快樂，不須為錢或

說為生活所煩惱。

少即是多

南島民族通常都還保有與自然的密切接觸，萬那

杜人在許多的傳統祭典裡仍表達著對土地的敬重，雨

量充足、土壤肥沃，那裡的人們不會炒作地皮，大多

數的人也不太懂積蓄，但也不至於挨餓。萬那杜人悠

悠閒閒過著日子。

萬那杜人生活於自然之中，雖然沒有豐富的天然

資源，但跟海洋與土地貼近，儘管有些島還沒自來水

與電力，然而他們自給自足，生活自在悠閒，哪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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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區樟樹上的五色鳥窩（攝影：林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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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chome新聞2008.6.2報導：http://news.pchome.com.tw/

politics/nownews/20080602/index-12123957254247562001.

html

2 商業週刊1000期報導：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

webarticle.php?id=24120

與文化的平衡，比先

進國家還要先進。

（註2）

在這些例子中，我們看到了快樂、幸福感與華

屋、美食、財富不一定有多大關連。這裡有一種「少

即是多」的美感，也隱含著「減法」的生活哲學，值

得我們再三玩味，認真學習。

販買美術館

看著明誠路上來來往往的大小車輛，看著內惟

埤周邊遮蔽著眼前視線的豪宅大廈，有時晃神，腦子

裡想著：人是不是有錢了，就該買大一點的車，大一

點的樓，大一點的車位，大一點的沙發、大一點的櫥

櫃、大一點的一切？是否物質上擁有多一點就比較快

樂？比較幸福？

內惟埤這幾年早已成為大高雄地區豪宅地段的象

徵，建商們推出的案子所要販賣的無非是「美術館」

三個字，周邊的居民大多是物質、衣食不虞匱乏，金

字塔頂端的人們。他們選擇與內惟埤、美術館為鄰，

無非是想享受更多的藝術氛圍，或沾染更多內惟埤公

園的自然氣息。

藝術與自然本為內惟埤公園的兩大特色，在這樣

的前提下，藝術品與自然的營造成為內惟埤公園經營

上最重要的課題。在此前提下，建築師與我們在園區

的建構上選擇了「減法」作為主要的策略。

減法公園

內惟埤是高雄市少數的「減法公園」，公園中沒

有溜滑梯、涼亭、遊戲場，沒有太多的硬鋪面，也沒

有太多座椅、燈桿，為了行動較不便的老弱婦孺才設

置了石板步道。這裡有的是草坡、濕地、水渠、人工

湖、碎石步道、老樹和符合南台灣氣候的本土植栽以

及藝術作品。

當然在公園中除了靠近美術館區域設置有垃圾

桶外，公園內並沒有太多的設施。減少對大自然的驚

擾，除了既有的設施外，盡量不再往上添加。

然而，總有民眾投書或有民代反映，為什麼美術

館園區垃圾桶很少，讓他們都沒有辦法丟垃圾？為什

麼燈光這麼暗，讓他們感到不安全？為什麼園區這麼

大，腳走酸了，都沒有座椅可休憩？為什麼這麼多人

在運動，都不設置一些運動器材？這麼多小朋友在溜

直排輪，為什麼不設置一區直排輪場？為什麼早上很

多人遛鳥，不搭一個遛鳥棚子？為什麼這些草坡這麼

方便，不圍一區當高爾夫球練習場？為什麼園區中的

石板步道這麼窄，不拓寬一點，好方便騎自行車或行

人同行？人工湖這麼的寬，為什麼不開放釣魚與放電

動船？

如果我們能像阿拉丁神燈中的天神一樣，實踐了

所有民眾的需求，我們會看到每500公尺就有一個垃

圾桶，只要有垃圾桶的地方，一到假日就是一處小型

的垃圾山。以園區的面積我們至少要增加50支以上的

電線桿，我們會看到一個從早到晚，亮晃晃的園區。

接著，園區因為不同的需求，開始切割，這一區

是假日或午後滿是家長小朋友的直排輪區，更有一個

小白球飛來飛去，張著大型攔網的高爾夫球場。在晨

間一處處掛滿了見到曙光清喉高叫，囚禁著大陸畫眉

的遛鳥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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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500公尺就有一張座椅，湖邊滿是撐著大陽傘

閒情垂釣的客人，黃昏的湖面上有著趕著水鳥競速的

電動船，寬大的步道上正有著自行車與行人、老弱婦

孺共用著。

這是我們要的內惟埤公園嗎？這是我們要複製的

便利園區嗎？這是我們要的，只有人，但自然、花、

蟲、鳥、樹、荒野、枯木、落葉全然退場的公園嗎？

減法生活

我們想鼓勵一種「減法生活」。

減少一些以「人」為出發的思維，生活上少一些

車輛、少一些污染、少一些all	 you	 can	 eat、少一

些不必要的東西。遛狗的朋友我們也要呼籲，養成習

慣，隨手清理狗狗留下來的東西，因為公園可不是您

家小狗的廁所。或許有些不便，但我們想鼓勵民眾可

以將自己製造的東西，自己帶回家。

從環保的角度，少製造一些垃圾，這些垃圾包

含：心靈上的、環境上的、物質上的。讓生命中少一

份擁擠，少一份紛擾，少一份雜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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