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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東勢區，是僅次於高雄市美濃區的第

二大客家族群生活區，民國100年重新開館的東

勢區圖書館，從原本陰暗封閉的空間，蛻變為在

地學習的新空間，一年來頗獲好評。

整修後的臺中市文化局東勢區圖書館，去年

6月6日由臺中市長胡志強主持啟用典禮，他當時

還強調，古根漢等知名美術館或博物館，也是採

用圓形設計，圓形長廊可讓觀眾在欣賞畫作時，

不知不覺就走了六層樓之高，外國人近百年才懂

得運用圓形設計，客家人卻在千年以前就懂得巧

妙運用圓形建築。

走過艱辛的蛻變歷程

不過，這個圖書館在整修前，可是歷經一段

充滿書香品味的圓樓空間

東勢區圖書館  
展現客家本色  文、圖／楊 螢

民國 100年重新開館的臺中東勢區圖書館，蛻變成為臺灣第一個以客家圓樓為意向的公立圖書館，不
僅具有濃郁的客家情懷，開放式寬敞空間，以及走向親子閱讀的定位，堪稱在地經營的典範。

 東勢區圖書館的空間改善重點，在於打破昔日閱讀與藏書區分開的限制，讓圓形空間變成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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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辛的蛻變過程。臺中市東勢區長葉玉錦就說，

東勢區是全臺灣第二大客家聚落區，竟然沒有圖

書館，僅有一間於民國67年借用中國國民黨東勢

鎮民眾服務社設置的圖書館，但這個圖書館，其

實僅能稱為「圖書室」，區公所於民國80年將

「農業紀念館」改闢為圖書館，東勢區才勉強稱

得上有一座公立圖書館。

原本的農業館為圓形建築，改闢圖書館後，

整體空間卻顯得更狹隘與陰暗。東勢區圖書館館

長詹紫云說，當時不懂得圓形空間配置，而是侷

限於方正建築物的空間使用思維，只想把書籍全

都放入圓樓內，卻導致整個圓形空間的中央，全

部堆滿高聳的書架，民眾取書不方便，採光也很

差，另外，圖書館雖設有兒童閱讀區，卻用木板

隔成封閉空間，許多家長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小空

間。

更慘澹的是，政府財政越來越差，購書經費

也愈來愈短缺，5年前擔任鎮長的東勢區長葉玉

錦，相當重視文化與閱讀，把原本每年5萬元的

購書經費提升到20萬元，圖書館才有能力更新書

籍，臺中縣市合併後改隸於臺中市文化局，去年

的購書經費更達到80萬元，目前館藏書籍已達4

萬多冊，未來購書館藏重點為兒童圖書與繪

本。

教育部補助空間改善

歷經多年經營，民國98年教育部編列各地方

圖書館空間補助款，東勢區圖書館透過當時的臺

中縣文化局提出改善計畫，可惜當年預算不足而

未獲補助，翌年再度提出計畫，獲得505萬元補

助，區公所另外自籌100萬元，總經費605萬元。

詹紫云回憶說，空間改善過程中，受惠於多

 改善前的東勢區圖書館，只想把圖書全塞入客家圓樓空間，
卻造成空間狹小採光差等負面效果。（東勢區圖書館提供）

 受限於舊的空間思維，改善前的東勢區圖書
館，空間狹小採光差。（東勢區圖書館提供）

 打破空間限制，電腦上網與閱讀區，還有開放書架，
營造充滿人文氣息與閒適感受的閱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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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專業的委員，部分設計還參考誠品等知名書局

的布局，從服務台進入圖書館後，已不見高聳的

書架，而是寬廣的閱讀空間與圓弧形書牆，充分

呈現客家圓樓的建築特色，寬敞明亮的空間感，

配置充滿流線與舒適的沙發、閱讀桌，讓整體空

間感更圓融與舒適，空間觀念改變，客家圓形建

築，就不再成為難以利用的空間，而是充滿巧思

與驚奇的閱讀空間。

兒童區銀髮區 各取所需
兒童閱讀區的隔間也拆除，特製的木質地

板，親子兒童能舒服坐著看書，另有色彩繽紛又

造型可愛的閱讀小火車，巧妙地空間，勾起兒童

的閱讀樂趣，還有腳丫子造型的閱讀桌、鯨魚造

型閱讀椅，以及電腦網路多媒體的上網區，這些

創意設計之目的，是要經營兒童與青少年的閱讀

族群。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東勢區圖書館也成

立獨立的「樂活養生書區」，陳列健康保健與醫

學常識書籍，該區的書籍出借率，居各書區之

冠，可呈現當代民眾對養生與健康的渴望。

圖書館整體改善的重點，在於打破昔日書架

與閱讀區分開的區隔，採用更新穎的設計，發揮

圓形空間的優勢與特色，開放的圖書書架旁，就

是閱讀的書桌，讓書架與閱讀區融合一體，另

外，更加重視採光與休憩，順著兩旁的樓梯邁向

二樓，可見學生專注閱讀或做筆記，一樓是針對

親子閱讀或銀髮族而設計，二樓就是專為青少年

而設的青少年圖書區，每個年齡層與閱讀人口，

在這座圖書館內，都有適合的專屬空間。
 身披客家花布領巾的台中市長胡志強（中），與區長葉

玉錦（右）、文化局長葉樹珊（左），於東勢區圖書館重
新啟用時，於兒童繪畫中著色。

 兒童閱讀區的隔間拆除後，用木質地板與閱讀小火車
等巧思，延伸兒童的閱讀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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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活動形塑特色

在硬體之外，藝文等軟性活動，也是東勢區

圖書館經營重點，包括學習客家母語，每逢週六

舉辦的說故事時間，由說故事老師朗讀童書時，

穿插客家母語，讓兒童從中體驗學習母語之美，

另外，一樓的開放空間，必要時也能搖身一變成

為電影院，圖書館曾舉辦過影展，只要把圓弧型

的長椅往後挪動，再從二樓垂下投影幕，就成為

聲光俱佳的圓形電影院，更巧妙的是，電影放映

之際，其他民眾還能繼續閱讀借書，環狀書牆的

動線設計，讓空間利用達到最佳效率。

去年6月的重新啟用典禮，就巧妙呈現東勢

特有的客家風情，市長胡志強、區長葉玉錦與臺

中市文化局長葉樹珊穿著客家花布領巾主持啟用

典禮，這種領巾主要是客家婦人農作時，披蓋在

斗笠上遮陽，不戴斗笠的話，就斜掛在脖子與肩

膀，在客家麻薯等美食中，眾人聆聽客家童謠創

作，欣賞充滿童趣的繪畫。

重新啟用至今已一年，區長葉玉錦與館長詹

紫云已強烈感受東勢區圖書館閱讀族群的轉變，

他們都觀察到親子閱讀的族群更快速增加中，葉

玉錦更期待這座圖書館，亦能融入「一鄉一特

色」的政策中，具有鄉鎮特色的客家風格主題圖

書館之外，亦能拓展為具有在地特色的產業圖書

館。

客家旅程新地標

葉玉錦說，走過921大地震的東勢，見證臺

灣社會變遷，也是臺灣農業發展的縮影，從清朝

時期的採樟，日治時期的伐木，光復初期發展農

業，廣植香蕉外銷日本等國外市場，以及梨子取

代香蕉，成為重要經濟作物，直到最近20年來，

臺灣農業經濟型態再度轉變，消費市場的口味也

劇烈改變，諸如新興梨等嫁接梨與甜柿，又取代

傳統梨子，東勢產業變遷，也呈現臺灣農業與社

會轉變，東勢區圖書館如能收藏上述變遷的書籍

影音紀錄，不僅為東勢轉變留下記錄，亦能成為

臺灣各鄉鎮市區中，獨一無二的特色圖書館。

位於中市大甲溪上游水源保護區的東勢，扼

守進入中市和平區谷關溫泉旅遊區的門戶，境內

沒有大型工業與工廠，也因保護的限制與優勢，

致力發展觀光與農業，近年更邁入精緻農業與休

閒農業領域，東勢林場的螢火蟲與客家桐花祭就

打響知名度，如果您到東勢旅遊，不妨停留片

刻，走訪位於東勢區公所樓上的東勢區圖書館，

一睹東勢客家文化的風情，讓整個行程更為豐

富。

 東勢區長葉玉錦，期待在東勢區圖書館成為台灣各地
方圖書館中，獨一無二的產業圖書館。（楊螢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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