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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的知識社群。這包括連結各種跨界，例如國

界、異文化界、圖書館與博物館界、各文化資產

界等。

由於資訊科技發展，鄉村圖書館透過連結，

可能改變以往預算與硬體資源弱勢，大圖書館可

能成為小圖書館資源，人人可能透過圖書館的線

上服務而發展自己的個人圖書館。挪威並循序發

展而於首都公共圖書館設置新圖書館實驗室，包

括整合影音資料，讓對不同主題有興趣的人能透

過虛擬平台相聚分享使用經驗，進而使不同使用

者加速吸取他人觀點。丹麥方面則是強化館際合

作，讓更多資訊可自由流通，包括手機服務通

路。他們透過圖書館設計的維基與臉書等各種連

結，產生更多的匯集，讓資源因交流而存在並更

豐富，讓更多瀕臨消失的故事與圖像保存下來，

成為超越距離而又貼近大眾的公共資產。

針對兒童使用網路普遍的趨勢，丹麥圖書館

更研發貼近兒童興趣的服務，他們鎖定8到12歲

民眾為對象，與動畫公司合作發展，提供包含電

玩但不止娛樂的服務，例如讓兒童可以問問題的

網路服務，而這個前提則是需要建構一個館員服

務平台，以回應兒童的各種問題。另外還有以幽

默和互動概念展示圖書館資源，鼓勵兒童寫書評

和使用電玩與網路服務意見交流。這些發展都從

兒童觀點出發而進行設計，而不是從家長或成人

觀點來思考，如此才能因勢利導，吸引兒童。

丹麥圖書館節目 與兒童分享
為進一步擴展兒童服務並且發揮服務綜效，

丹麥在Aalborg的公共圖書館也與丹麥公共電視

合作，以轉播車巡迴各圖書館製作節目，讓不同

地區的兒童可以看到各地圖書館的活動，分享交

流使用經驗。這種公共圖書館結合公共電視的創

舉經過一年實驗後深得好評，現在已經從初期6

個圖書館擴大到丹麥全國公共圖書館，變成每週

一到週五傍晚6點在丹麥公共電視兒童新頻道半

小時的節目。其中一天是現場直播，由圖書館界

選一名優秀的館員與電視台為溝通橋樑，為各公

共圖書館企劃活動並結合圖書館資源，創造兒童

在公共圖書館的生活經驗與知識探索的樂趣。

北歐公共圖書館 2.0手冊 透露什麼訊息？

圖書館創新服務　
才能跟上數位新時代       文、圖／周傳久

在數位大浪潮的新時代裡，公共圖書館面臨轉型服務的課題，在作為涵養民眾知識素養的公共教育平

台思考上，北歐圖書館廣納各種可能性，務使圖書館能夠在新時代中提供更多的創新服務。

隨著社會與科技變遷，受到網路衝擊的實體

圖書館該以何種面貌存在，成了近年來公共圖書

館界共同關切的課題。在世界圖書館界以普及人

性著稱的北歐各國特別針對這些議題合力探討，

完成北歐公共圖書館2.0（N o r d i c P u b l i c 

Libraries2.0）手冊。此一手冊收集了北歐因應

趨勢變化的而新增的創新服務，頗值得國內圖書

館界參考。本手冊分3大部分陳述理念，分別是

2.0Web services、實體圖書館未來服務以及圖

書館如何跟上民眾需求，進行更多的創新服務。

利用數位工具 不被數位擊敗

以第一部分而言，北歐國家的圖書館認為，

圖書館一直是涵養民眾知識素養的公共教育平

台，在數位媒體發達之際，圖書館有責任營造新

的學習機會，其次，民眾運用網路和數位電視越

多，到實體圖書館的次數下降不足為奇。但圖書

館若察覺資訊環境與使用行為改變，可思考如何

為民眾創造新的資訊連結，例如為兒童與成人分

別設計適合的服務，以便讓更多人不因科技而邊

緣化，反而因數位環境而拉近與民眾的距離，成

 挪威首都的公共圖書館提供資訊能力和營造新社群的新服務。

 圖為芬蘭圖書館的移民正在上網，因網路發達使少數

族群一樣有機會運用公共圖書館，就更加速彼此打破

隔閡。

 數位圖書館保存的範圍可以延伸至書本之外，民間技

藝的傳承也是個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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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合作是創新很重要的素養，挪威由公共

圖書館與大學和博物館等單位一起成立圖書館實

驗室，名為實驗室，其實在數位時代有實體場所

但也包含網路交流。這樣讓圖書館界精英可以聚

集動腦，針對個人察覺的社會變化創造出新的服

務。其實這種合作廣泛發生於挪威不同領域，例

如失智照顧界也有資訊平台，針對照顧失智者如

何可以不用暴力，並徵詢各地護理之家的意見。

所以網路平台合作創新已是如呼吸一樣自然的知

識社會生活行為。這些專業平台可以吸取專業人

士，也可以得到一般民眾意見，一方面不必擔心

人氣問題，因為專業討論才是重點，但另一方面

也可以與使用者交流對話，讓專業思考不至於太

過一廂情願或象牙塔。

由上可見，以往已經以經營公共圖書館服務

知名的北歐各國現在又加速腳步，以傳統資訊通

路轉變為創新知識平台，以知識消費者轉為知識

創造者等明確理念主導，來研擬新一代公共圖書

館服務。這種發展一如筆者以

往在挪威醫院見習照顧服務時

一樣，很清楚地看到機構服務

如何預見社會變化，進一步發

現人們新的需要，而設法去創

新，力求滿足民眾的精神層次

需求和實際生活所需的能力。

他山之石供臺灣參考

這些人口不多但生活品質

向來受舉世稱羨的國家，向來

重視公共圖書館對公民素養提

昇的價值，也會善用公民素養

營造更優質的公民社會。他們

成功將Web 2.0概念和社會趨勢結合，不侷限於

實體訪客數字，重視需要（need）也重視需求

（want）。這和欠缺觀察與調查，仍然每年看有

多少預算然後打電話給書商，由熟悉公共採購規

則的書商把一些庫存書一次銷售給圖書館，讓民

眾有什麼就看什麼，以及隨時將館員空缺挪為樁

腳安插而將真館員調往其他業務、或者一直接收

各界贈書但毫無整理行銷規劃的經營態度，自是

天壤之別。

國內公共圖書館如果也能加強彼此合作，一

樣可以有可觀的空間可以為臺灣民眾創新服務。

在數位時代，有些構想因科技而有共同性可為他

山之石，但也有些恐怕要特別針對在地文化與需

求而量身打造式的合作創新。未來如何進一步落

實，還要更多圖書館菁英與政府、民間乃至數位

產業人士一起投入，才能使公共圖書館發揮更大

的效能，進而在提升國民素養的面向上扮演更積

極角色。配合這個節目的網路平台也多采多姿，點進

去除了播過的節目以外，其他內容堪稱比擬丹麥

世界知名的遊樂園Tivoli般的虛擬大觀園。的確

可看到依循幽默和互動原則主導的風格，有各種

電玩，如打蒼蠅遊戲等，還有分享個人畫作的交

互評論（可見分享評論不止文字故事與照片和影

音），以及圖書館針對兒童提出問題的回應和建

議連結。

或許外界會質疑雖然預備這麼多資源，兒童

是否只用到電玩部分，或者更鼓勵兒童沈溺電

玩 。 但 主 導 這 項 計 畫 的 負 責 人 L i s b e t 

Vestergaard對筆者表示，她不擔心這樣，重點

在所有設計是精確本於滿足兒童需要，包裝得美

輪美奐。此外，還有以電玩形式呈現的認識異文

化區，例如日本武士道遊戲，看起來是電玩，實

質上是將知識置入聲光俱佳的互動遊戲。

瑞典挪威服務閱讀障礙者

數位科技潛力自不止於服務兒童與一般民

眾，還包括特殊族群。在瑞典一項稱為Dolly的

計畫，就是設法為讀實體書有困難以及閱讀有障

礙的人擴展資源。

他們透過手機觸碰方式與連線，提供更多有

聲書的選擇，讓這些民眾求知管道可以獲得滿

足。挪威的有聲視障圖書館（NLB）則將高等教

育視為發展服務的重點，俾利學生在進行研究時

可以更快速取得資訊。

其實晚近挪威教育針對全球化與數位化歸結

出未來兩項很重要的指標條件，一為分辨資訊的

能力，包括網路使用篩選。另一為與人合作的能

力，包括跨文化理解互助。圖書館創新服務正是

提供這兩種能力的基石。

 芬蘭土庫圖書館的青少年流行文化區，圖書館設專區鼓勵青少年來館使用、創作並可在網路分享交流。

 新一代的圖書館經營不僅增加館藏，還設計虛擬專業知識交流與搜尋的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