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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更可以表現出圖書館的場所精神。在館方和

文山建築師設計團隊精心的規劃下，壯圍鄉立圖

書館散發出一種文藝、知識與在地機能融合交織

的館舍風格。原貼滿告示的牆面化身為藝文園

地，而一樓館舍空間也增設了好幾處玻璃櫥窗展

示區，這些創意十足的藝術展覽品，全來自在地

的文化資產。館內入口處展示的南瓜彩繪藝術

品，是由旺山休閒農場負責人林旺山所提供，為

了加深鄉民對地方產業的認識，展區還附上南瓜

相關知識介紹，讓讀者在觀賞作品之餘，能進一

步了解當地栽種的農特產品，如：木瓜型南瓜、

夏南瓜、印度南瓜、東昇南瓜等千奇百怪的南瓜

品種。

期刊區及館藏特色專區的玻璃櫥窗，也陳列

出宜蘭藝術家陳鴛鴦的蠟藝作品，她將蠟燭結合

插花、盆栽技法，並在各地尋找造型特殊的漂流

木、貝殼、瓦片等創作素材，也仿造建築鑲嵌，

將玻璃珠嵌入蠟燭中，發展出獨樹一格的蠟燭藝

術。而主牆面上展示的畫作與館內各式各樣的石

頭彩繪作品，則是出自近70歲的素人畫家陳淑子

之手，從小家境清寒的她，辛苦了大半輩子又逢

喪偶之痛，後來在子女的鼓勵下，才慢慢藉由繪

畫走出人生低潮。在陳淑子的作品中，雖然無法

賞析到正統習畫者高深、繁瑣的繪畫技巧，卻能

洞見她細膩的心思和畫作無雜質的純樸氛圍，這

也反映在陳淑子的為人處事上。簡秀娥表示，陳

淑子相當熱心，除了慷慨解囊提供作品做為藝文

展示，不時也會關心圖書館種植的草木，為它們

澆水灌溉，之前更是捐贈了1萬元的書籍給館

方，但她總是默默付出，並囑咐圖書館不要為此

表揚善舉。

另外，通往二樓「詩的階梯」，也是由在地

詩人何立翔、黃智溶、劉清輝、張繼琳、楊書

軒、甘子建、曹尼等人組成的「歪仔歪詩社」所

提供的新詩作品，並由壯圍國中退休老師李坤松

代筆以書法形式呈現詩作，供讀者賞析。

  以在地特色為楔子    
誘發鄉民提升閱讀動機  

館藏部分，圖書館則特別設置了縣籍作家及

本鄉作家展示專區，並為原本隱身於一樓藏書閣

角落，針對壯圍鄉務農的產業特色，延伸出來的

家政家事、養生類館藏特色書籍，新增一處顯明

的展示區。民眾可從館內閱讀空間到館藏書籍，

發現圖書館內無不充滿著濃厚的在地特色，簡秀

娥希望，藉由人親土親的閱讀氛圍，讓鄉民進一

步了解在地的文化資產，並以這些作家、藝術家

為榜樣，進而愛上閱讀。

或許生活在資源豐饒都市中的民眾很難想

像，曾有鄉民問及簡秀娥：「要將圖書館的書籍

帶出館內，必須購買嗎？」但城鄉資源的落差，

在資訊及知識的取得上，確實隔著極大的鴻溝。

這也讓簡秀娥一度感到沮喪，她回憶，像是圖書

館發贈幼兒閱讀禮袋時，社經地位較弱勢的家

庭，曾回應：「連三餐都不繼了，孩子還小要看

什麼書！」但簡秀娥不氣餒，只要有機會便會主

動出擊，透過鄉內舉辦的活動宣傳圖書館功能及

館藏書籍特色，她表示，窮鄉僻壤的壯圍鄉，在

推動閱讀的重要課題上，沒有理由再等待，除了

硬體上營造優質的閱讀氛圍，吸引更多鄉民進入

 圖書館打造出具在地特色的人文美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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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績效屢次被肯定的宜蘭縣壯圍鄉立圖書

館，於87年被評為「全國績優圖書館」；92年榮

獲「全國圖書館經營特優館」；93年完成前文建

會補助之「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

後，更被遴選為「公共圖書館空間改善東區示範

館」；為建立更優質的服務環境，圖書館於100

年向教育部申請「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

級計畫」補助，再次進行空間改造工程，並於

101年2月11日重新開張，期以提升館內的閱讀環

境品質。

面對過去圖書館亮眼出色的表現，壯圍鄉

立圖書館館長簡秀娥坦言，確實讓自己承受不

少壓力，但是為了提供鄉民更臻完善的閱讀環

境，館方除了整頓尚未改善的封閉空間、不良

動線、採光不佳、漏水及壁癌等問題，這次在

委員建議下還特別結合在地資源，打造出富藝

文氣息的書香環境。

   結合地方資源 打造藝文園地  

環境氛圍的營造對圖書館而言非常重要，建

築空間的美學設計概念不僅能滿足感官上的渴

更藝術、更在地、更有親和力

宜蘭縣壯圍鄉立圖書館  
散發知性美 文、圖／潘云薇

 圖書館內部空間充滿藝文氣息。

 為迎接重陽節的到來，圖書館讓小朋友學習製作以敬

老為主題的立體小書。（壯圍圖書館提供）

歷經 8年後，宜蘭縣壯圍鄉立圖書館再度整裝出發，希冀以人性化、藝術化為主軸，形
塑出具地方特色的人文美學空間，讓圖書館發揮人親土親的地方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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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居住的家園。簡秀娥希冀以活動推廣為基

礎，在壯圍鄉撒下閱讀種子，讓圖書館逐步回

歸閱讀根植的功能。

  透過專業體制     
建設圖書館永續發展的環境  

臺灣公共圖書館近年來的發展，確實在環境

空間營造與閱讀活動的推廣上，有了長足的進

步，但針對服務效能與專業性，簡秀娥提出了幾

點建議，她認為，為了提升圖書館的專業服務功

能，圖書館未來應採一條鞭的編制政策，統一整

合國內公共圖書館的資源與人力，依實際需求規

劃出符合未來圖書館發展的方向。此外，簡秀娥

也指出，臺灣多數任職於圖書館的館員，皆秉持

著熱忱的態度為民服務，但多半礙於非科班出

身，在專業經營上往往摸不著頭緒，未來期盼政

府能建立更完整的輔導體系，並於北、中、南各

地，加強辦理館員相關培訓課程與研討活動，以

扶植其專業知能，讓國內的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

得更加健全。

 增設縣籍作家及本鄉作家專區展示櫃，加深民眾對在

地作家的認識。

 利用通往二樓的階梯，展示由壯圍國中退休老師李坤

松代筆，「歪仔歪詩社」所提供的新詩作品。

 原功能性不大的二樓服務台，改建為溫馨舒適的親子

閱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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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外，簡秀娥未來希望爭取更多經費資源，

挹注在閱讀推廣上，讓圖書館也能成為鄉民終身

學習的園地。  

  植根閱讀風氣 從小開始  

閱讀能力的培養越早越好，兒童是未來的主

人翁，扭轉鄉內閱讀風氣的重要力量，因此館方

在此次改造計畫中，特別將二樓原本占據極大空

間、功能性又不大的服務台，改建為親子閱讀

區，以在地農特產品哈密瓜，作為天花板燈飾設

計元素，將原有花俏的卡通地面改為單純、舒適

的木質地板，並於寶寶閱讀專區，加上安全材質

的軟墊，營造出饒富童話式的空間情趣，以帶動

更多家長到館陪伴孩子閱讀。

為了讓更多孩童踏入圖書館運用館內資

源，簡秀娥也會將圖書館舉辦活動的簡章廣發

至附近的壯圍、大福、古亭、公館、過嶺、新

南6所國民小學，希望藉由多元豐富的活動推

廣，激發孩童的閱讀興趣。其中，像是由王秋

霖老師指導的創意作文班、認識「文字」真有

趣，便廣受孩子歡迎，幾乎是場場爆滿，每周

還會甄選優秀作品張貼於二樓公布欄供民眾觀

賞，每期活動結束也會給予獎勵，以鼓勵小朋

友認真寫作。此外，館方為加深孩子對家鄉的

認識，今年還特別邀請壯圍國中退休的沈老

師，舉辦「『歷史故事時間』認識我的祖先我

的家」課程活動，從龜山島葛瑪蘭、壯圍到葛

瑪蘭泰雅族人，讓孩子透過循序漸進的解說、

有趣的在地歷史故事、由來等事蹟，更貼近自

 館長簡秀娥（左）與館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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