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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小的圖書館位於英國西南部的一個小

村莊，由一座被視為英國社會文化標誌的紅色電

話亭改裝，藏書100多冊，還有DVD和CD，24小時

開放，並有夜間照明設備。美國紐約州哈德遜河

谷區域的柯林頓小鎮去年跟進，在9月也創立一

座分館，同樣改裝自90年代從倫敦引進的公共電

話亭，它成為柯林頓公共圖書館一座「分

館」，書的流動性很高，直接帶動了開卷閱讀的

習慣。

現代化的圖書館，不再以大做為號召，而是

走向有獨特風格為特色。高雄市的大樹區也有一

座小而美的圖書館，這座圖書館已成為大樹的地

標，尤其在夜晚，自內而外透出的溫暖黃光，十

分魅惑地吸引了社區的居民；而在白天，它則是

氧氣十足的場域，雖然不大，但充分運用了每一

處小角落，連小小的陽台都植上美麗的花木，儘

管位於車來車往的市區主要道路，卻保有自然清

新的氣味與不被叨擾的隱密感。

首創全館脫鞋 像是我家書房

高市圖大樹分館 
迷人的閱讀天地                 文、圖／蘇士雅

高雄市的大樹區，有一座小而美的圖書館，這座圖書館已成為大樹的地標，它的迷人之處，在於脫鞋

進門之後，美麗的端景無所不在。

以新面貌重新出發

高雄市大樹區面積約有67平方公里，人口約

4萬5千多人，目前擁有3座圖書館，「大樹分

館」是一所風格獨特的迷你圖書館，同時也是全

臺首座全館實施脫鞋入館的圖書館。而「大樹二

館」，則在100年度的高雄市立圖書館評鑑中獲

得第一名的榮耀。

「大樹分館」這所迷你的圖書館是棟二樓建

築，總服務面積只有265.56平方公尺，地點位於

大樹的主要路段，在縣市合併後，以「語文」做

為館藏特色。

它的迷人之處，在於脫鞋進門之後，美麗的

端景無所不在；一樓的服務台、電腦資訊查詢

區 、 期 刊 區 、 書 庫 、 閱 報 區 、 兒 童 閱 覽

區……，都在在呈現出特意裝扮又不失優雅的氛

圍。步上二樓，還未進入讀者自修參考區，轉角

處便安置了閒適的桌椅，可用以閱讀，亦可做為

休憩養神之處。

「這間圖書館，是我用盡心血投注的。」負

責大樹區3個分館的主任陳世宗這麼說。

「大樹分館」的設計十分現代化，事實

上，它曾歷經坎坷的過程。為推展讀書風氣又苦

無經費建造下，大樹鄉公所在1983年借用位於山

坡的活動中心二樓成立了大樹第一座圖書館。但

它位處偏僻，交通及安全上的條件不佳，圖書館

成立以來鄉民利用的意願未被提升，但也勉強經

營了20多年。直到2007年，鄉公所取回國民黨長

期借用的民眾服務站用地，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

補助以及鄉公所編列預算下，2008年開始針對這

棟建築進行內部裝修及綠美化改善工程，2009年

7月14日喬遷啟用。

新館進行改善整修時，陳世宗走訪全國各地

圖書館，並將值得效法的設計拍照提供給建築

師。因為經費有限，建築事務所無法提供3D設計

圖，設計的過程，在陳世宗求好心切下歷經8次

修改，最後還擔心蓋出來的模樣和自己的想法有

落差，所以親自遠程跑去建築事務所，要求設計

師當場以筆繪製完工後的面貌，以求零誤差。由

於他的吹毛求疵，終於創造出這一間溫馨而迷人

的小圖書館。

新館地點為於市中心，大家對「大樹分館」

搬新家都賦予非常大的期望，因此，搬遷過

程，館方特別設計了慎重的喬遷儀式。以「 出

 大樹分館精心設計的閱覽室有種不被叨擾的隱密感。

 大樹分館的任何一隅都可以見到設計者的用心。

 圖書館就像自家書房一樣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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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希望」為主題，除了遵循古禮祭祀文昌進行

喬遷祭典，更以「曬書及搬遷接龍」讓社區居民

共同參與這項盛事。

當天一早，數百位居民先為舊館的書籍除塵

曝曬，再同心協力將書籍接龍搬運至山腳下，另

一批社區民眾接手，同樣以接龍方式將書一本一

本傳送到圖書館內。

這樣的活動，除了提升民眾與圖書館的情

感，更在於傳承先人智慧的概念。尤其歌謠創作

者羅景川在新館喬遷當天，現場教唱他所創作的

「大樹之歌」，更加沸騰了大樹民眾的向心力。

鄉下地方，誰會習慣脫鞋進圖書館？

一般人的家庭都是脫鞋入內，「大樹分館」

便以此為概念，讓每一位讀者進館時都先脫鞋。

這樣看似簡單的作為，卻也不是我們現在所見的

這般輕鬆。

首先，許多人心中會納悶：這是鄉下地

方，誰會習慣脫鞋進圖書館？當然這樣的疑

問，成為很大的阻力，但陳世宗力排眾議，遊說

鄉長先試辦後再評估效果，如此執意要營造「有

如在家的書房」這種心意終於獲得鄉長的支持。

實施的配套細節很多，諸如：要不要提供室

內拖鞋？如何確保衛生？經過一段時日的微

調，最後定調採用臺灣家庭常見的紅綠塑膠拖鞋

做為室內拖鞋。這款鞋子便宜，走路不易發生噪

音，好清洗，可避免滋生細菌。民眾使用後，館

方人員立即汰換，經過清洗及陽光曝曬殺菌

後，再重新使用。

如今幾年過去了，脫鞋入館在這個鄉下地方

成為習慣，也是最愛。

在這裡，除了有在自家書房一般的自在，也

適時融入地方環境與人文特色的風貌，讓社區民

眾可以閱讀「大樹人」的驕傲。

新啟用的館內布置了「大樹藝文前輩印象」

掛軸，介紹大樹鄉作家羅景川、作家鄭坤五、陶

藝家林昭地、畫家鄭勝揚、畫家劉啟祥等5位老

師的生平與作品。

陳世宗主任同時也擔任高雄大樹文史協會理

事長，對地方文史工作涉獵很深；和民眾搏感情

是陳世宗所擅長的。

過去，「大樹」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地

方，「佛光山」自民國56年就開始創建於此，這

座集中外古今佛教文化、教育弘法、慈善、朝聖

為一體的道場成為國際高知名度的觀光勝地。儘

管如此，連同國人長期來對於佛光山的地理認

知，都只停留在它位於高雄縣，沒人能夠精準的

縮小範圍說出鄉鎮名稱。

但是這幾年談到佛光山，竟然一致改口：它

就在大樹鄉。縱使今日已縣市合併，「大樹」已

成功塑造出獨特而醒目的地標精神。

和所有小鄉鎮一樣，年輕人以前總是離開家

鄉往都市發展，尤其在臺灣加入WTO後，農民面

對全球農產競爭時，有過很長的時間迷惘該何去

何從！

直到2003年夏天，大樹鄉農會在一群藝術家

的參與下，將閒置倉庫轉換成藝術裝置空間，同

時推出「鳳荔觀光文化季」，將文史、產業、在

地特色相互結合展示，高雄大樹文史協會擔任導

覽的工作，再經過媒體促銷後，全臺民眾終於看

見大樹。

我們都是一家人

來到這裡的遊客，像乾燥的棉花一樣，熱情

吸收這塊土地上的精華，包括歷史，包括傳統產

業，包括田園，或者掃過大樹的微

風與陽光，都會令遊客露出讚賞的

眼神。於是地方居民循著遊客的視

線，看到自己過去長期忽略的家鄉

優點，他們發現原來自己是置身在

如此值得驕傲的土地上！

　也因此，開始有大批的年輕

人回流，在地的文史協會也如火如

荼展開業務，一時之間，停滯伸展枝葉多年的大

樹再度生意盎然起來。義大世界也因此選在這裡

打造出全亞洲最大購物中心。占地一百多公

頃、歷經9年興建的佛陀紀念館也在去年12月25

日開幕。

「地方上的圖書館要能與地方特色結合，才

能創造出與眾不同的風貌。」這是陳世宗經營圖

書館的理念。

縣市合併後，原鄉鎮圖書館成為高雄市立圖

書館分館，雖然加入通閱範疇，能提供讀者更多

元的服務，加上總館統一策略的引導，服務品質

能夠快速成長，但資源的分配卻不像過往那麼充

沛與自主。

這對陳世宗而言卻非難題。因為圖書館主任

與文史協會理事長雙重身分，陳世宗充分的運用

彼此資源，地方上的收藏家願意無償提供珍貴的

文物給圖書館展示，甚至地方產業以及當地作

家、藝術家的作品也都成為館內最佳的裝飾。圖

書館平日也提供場域，讓文史協會與社區民眾在

此辦理活動，進而引入更多的人親近圖書館，每

有活動時，地方人士總是熱情相挺加入志工行

列。

「社區圖書館就是我家書房」不是一句形容

詞。事實上，今日的大樹就像是一個大家庭。這

麼情感濃郁的家庭，令人感動，也讓人羨慕！

 現在大樹分館成為社區民眾的最愛。

 兒童閱覽區不定期舉辦影片分享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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