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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積極收集重要的主題資料，再經由連結功

能，串連成全國性的數位資料庫，讓搜尋功能更

強大。舉例：紐約公共圖書館成立了一個實驗室

（NYPL Labs），透過程式開發者、網站設計員
及圖書館策展人的緊密合作，將各種文獻轉化成

可供搜尋的數位資料。西元2011年春季起，圖書

館推出「菜單上有什麼？」（What's  on th e 
Menu ?）的計畫，將19世紀中葉以來，圖書館所
蒐集約45,000種的餐廳菜單數位化上線，同時邀

請紐約市民加入菜單轉譯的工作，增加其內容的

完整性與多元性，以呈現出過去170年來的美國

飲食文化。參與民眾相當踴躍，目前已逾16,820

種菜單1,251,984道菜完成數位化建置工作。

此外，林載爵也提出圖書館博物館化的重要

性。過去，圖書館許多珍貴收藏，往往被典藏在

專屬空間內，一般使用者無法輕易接觸；近年

來，越來越多圖書館以各種主題性展覽，增加民

眾親近館方特有藏品的機會。林載爵以愛爾蘭國

家圖書館（The National Library of Ireland）為
例指出，在這座知性建築裡，收藏了愛爾蘭詩人

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年）的
珍貴手稿、書信及作品，圖書館為了使葉慈的相

關歷史文件能被翻閱，又達到保護史料真跡的效

果，特別運用數位觸碰螢幕展出，並將不易解讀

的手稿字跡，設定成可轉為正體字的功能，讓參

觀者能深入了解葉慈的生平和寫作歷程。知名的

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也是一年至少舉辦

5~6檔的展覽，其中令林載爵難忘的是英王亨利八

世（Henry VIII，1491~1547年）的特展，展覽

以文獻為基礎，擴大收集展出亨利八世的肖像、

盔甲、壁毯等珍稀歷史文物，精采度令人嘆為觀

止，造訪人次更是不計其數。

因此，林載爵藉由這兩個案例指出，未來策

展人在圖書館扮演了極具重要的角色，策展人必

須善於整合圖書館資源，充分運用館藏珍品，展

現其價值內涵；他相信深具文化厚度與質感的展

覽，民眾參觀後一定會很興奮，也能進一步拉近

民眾與圖書館的距離。近年來，國家圖書館已開

始透過館內收藏獨有的古籍珍品，舉辦「歷代佛

教經典文獻珍品特展」和「明代文人悠遊生活古

籍文獻展」等展覽，並積極建置「台灣記憶」的

數位資料庫計畫，為台灣圖書館開風氣之先，做

了良好的示範。

林載爵，聯經出版公司發行

人兼總編輯，曾任教於東海

大學歷史系；擔任台北書展

基金會董事長期間因在台推

廣法國文學，並促進台法之

間的文化交流，於2011年2月

9日受法國政府頒贈法國藝術

及文學勳章的騎士勳位，為

台灣出版界獲此殊榮之第一

人；並於2012年獲金鼎獎圖書

類特別貢獻獎殊榮；主編《台

灣研究叢刊》、《中國文化新

論》，著有《譚嗣同》、《台

灣文學的兩種精神》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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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不再只是藏書大樓，因應

數位學習趨勢，民眾在知識的取得方式

與途徑上有了不同的需求，圖書館的功

能已逐漸轉向提供連結的重要場所。」

台灣出版界重要領袖之一，聯經出版公

司發行人林載爵點出科技對圖書館所帶

來的轉變。而建立豐富、龐大的數位資

料庫是刻不容緩的任務，除了加強電子

書的建置外，林載爵指出，圖書館必須

開發出新企劃，根據當地需求及特有

跳脫傳統　豐富知識殿堂的寬度與厚度

文化人的想像  
圖書館可以無所不能 

文、圖／潘云薇

圖書館是豐沛人類心靈的殿堂，而文化人是精神糧食主要的供應者，他們對於圖書館

的想像，讓圖書館未來看見更多的可能性。

【建議
篇】

林載爵      讓圖書館博物館化 展覽珍品

 林載爵指出，紐約公共圖書館成立了一個實驗室（NYPL Labs），

將各種重要的主題文獻轉化成可供搜尋的數位資料，「菜單上有什

麼？」（What's on the Menu ?）就是其中一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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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圖書館的本質與外在的生活實況契搭在一

起，對讀者會有比較大的貢獻。

再之，台北有很多荒廢的公家空間，都具有

特殊的歷史意義。因此，馮光遠主張活用古蹟與

閒置空間，使其成為能長出新文化的實體，對於

台北文化的拓展相當有幫助。牯嶺街小劇場將前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區第二分局的閒置空間，

定位為前衛劇場的表演公共場域，具體落實成為

人文藝術共生與融合的創意據點，就是一個值得

學習借鏡的佳例。馮光遠舉例，好比台北大安區

屬於文教區，也有不少文人曾經居住在此，若運

用故居或閒置的古蹟空間，在此設立一個以文學

為主題的圖書館，讓閱讀與文化揉合在一起，會

是比較有遠景的作法。

在這個圖書館裡，可以有一個舒適的小空

間，舉辦與作家對談的活動，而不是趨向單向式

的大型演講，在這裡不必正襟危坐，可以挑選自

己喜愛的造型沙發、椅子，與作家輕鬆暢談。馮

光遠表示，過去台灣作家很少有機會與讀者深入

對談書裡的內容；一位作家能完成作品的書寫，

背後一定有許多值得探討的故事，也許書籍作者

早上必須在菜市場營生或是從事送貨員工作，整

天在路上忙碌奔跑，只能利用晚上空餘閒暇時間

盡情抒發對寫作的熱情等等。每個人生活經驗都

不一樣，馮光遠相信，當圖書館願意投入這樣的

時間、空間跟心力，讓作家在適宜的場域，而不

是裝潢亮麗的冰冷空間，近距離與讀者分享創作

的點點滴滴，一定可以提升很多人的閱讀興趣。

馮光遠，作家、《給我報報》總編

輯，曾任《中國時報》副總編輯、文

化中心主任及金石堂書店行銷創意總

監；1993年與李安合編電影《喜宴》

獲得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獎；1998年

推出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為人

民服務，才怪》；今年7月將於蔡英文

的想想論壇網站上以「馮光遠情書」

的概念，開闢一個寫作專欄；著有

《本文作者為國寶級白目》、《50/50
馮光遠攝影集》等書。

（場地提供／祕氏咖啡）

封面故事-108.indd   27 2013/7/3   下午 12:45:57

   封面故事 Cover    

272013年 7月　第 108期 26 BOOK Boom Magazine

談到馮光遠，一定對他在《本文作者為國寶

級白目》及「國寶級白目馮光遠在此部落格」

中，嘲諷時事、幽默搞笑的寫作風格印象深刻。

但將當話鋒轉向圖書館議題時，畢業於輔仁大學

圖書館學系，曾在美國康乃狄克州，就讀費爾菲

爾德大學（Fairfield 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

究所期間於圖書館打工兩年的馮光遠，收起了詼

諧的作風，多了份嚴肅的神情。他回憶，1979年

於美國求學時，在造訪親戚家附近的小鎮圖書館

後，有了深層的感動，除了書籍，當時圖書館早

已收藏了黑膠唱片、錄影帶等豐富的文化創作品

項，甚至連繪畫也能提供外借服務，民眾可挑選

與住家裝潢氛圍契合的畫作，出借懸掛於家中展

示約長達3個月之久。另外大型圖書館，像是紐

約現代美術館裡所設置的圖書館（The Library 

of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有關電影的

藏品，就包含了導演的手稿、電影製作過程的重

要文物……，保證會讓藝術愛好者大開眼界。馮

光遠表示，在這裡圖書館收藏的就不再只是書籍

或電影最後產出的影片成品本身，而是整個文化

記憶。他說：「身為一個文明國家的圖書館，就

該有這樣周全的經營觀念。」

圖書館基本上是一個知識集中的地方，最大

的忌諱就是沒人使用館內的資源，因此如何將知

識激化成活水，並運用空間特性，讓使用者可以

利用這些資源現學現賣，是值得思考的問題。馮

光遠指出，融合知識、生活與文化，針對每個區

域的獨有特性或主題，呈現強烈的圖書館特色是

關鍵；舉例：台北市是一個以服務業為主的都

市，其中又以餐飲業為大宗，可以設立以飲食為

主題的圖書館，同時邀集店家進駐，讓外來的觀

光客也能進一步了解台北的飲食文化。馮光遠認

 馮光遠認為，牯嶺街小劇場的發展，是閒置空間活化的佳例，可作為圖書館活化空間的學習典範。

馮光遠      空間再活化 主題式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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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可以依需求及興趣，明確的找到閱讀的棲身

之所。性好文學、曾於多國旅行的王盛弘，也以

日本司馬遼太郎、井上靖、三島由紀夫等眾多知

名作家紀念館為例，提醒台灣應重視作家的文物

保存。他說：「大作家本身就是一間圖書館，讓

人閱覽不盡。」譬如：谷崎潤一郎位於神戶近郊

的舊居倚松庵，他在那裡租住了7年，完成《細

雪》等名著，裡面展有谷崎的手稿、書信等文

物，一旁書櫃上也擺滿了谷崎的相關書籍，可供

參觀者於館內閱讀，以加深對作家的了解。

相形之下，雖然台灣也設有文人故居或紀念

館，可惜不多，也不是那麼重視文人的文物保存

與研究，近年來有不少作家，已將大批手稿真跡

捐贈到中國大陸，若是我們再不積極搶救，很多

重要物件一旦遺失了，就難以再尋回。王盛弘指

出，可透過主體作家向外輻射的方式，找出同年

代或彼此有師承關係的作家，好比以現代文學為

基礎，匯集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等作家的手

稿、作品、交友圈、相關評論與出版品等文物資

料，在故居或與作家相合宜的建築中，成立一間

小而精美的圖書館，留下一個時代專屬的文學記

憶。

王盛弘，作家，曾獲金鼎獎、時報文學

獎、林榮三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等眾

多獎項肯定，為各類文學選集常客，多

篇文章入列大專院校通識科教材；2002
年以「三稜鏡」創作計畫獲台北文學寫

作年金，2006年推出以11個符號刻畫海

外行旅見聞與感思的《慢慢走》，2008
年出版描敘台北履痕與心路的《關鍵

字：台北》，《大風吹：台灣童年》為

此一計畫的壓軸，凝視18歲出門遠行前

的童少時光；另著有散文集《一隻男

人》、《十三座城市》等書。

（王盛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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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彰化淳樸農家的散文作家王盛弘，對於

花草木樹有一種天性趨向的著迷。他曾說過：

「大自然就是我的宗教！」服兵役時，王盛弘主

動放棄補侍從士的肥缺，於莒光作文簿寫下婉拒

與爭取：「坐在辦公室吹冷氣並非我的初衷，我

更願意在陽光下勞作，……，我本是農家子弟，

深諳四時更迭、草木榮枯……。」讓他如願取得

園藝兵身分。即使後來隻身移植到五光十色的台

北城市生活，王盛弘仍鍾情於蒔花弄草，曾以文

學創作的筆調結合園藝教戰守策，出版《草本記

事》（後更名為《都市園丁》），甚至在其它作

品中也能觀見其對花卉草木書寫的身影，正如同

他在《十三座城市》所寫：「我熱中園藝，貪看

野草閑花。」

基於此，王盛弘談到對圖書館的發想，首先

想到的是專業圖書館，好比在植物園內建一棟圖

書館，亦或是結合植物栽種將溫室直接打造成一

座圖書館，讓喜愛植物的人，同時也能滿足對知

識的追求渴望。但王盛弘強調，圖書館不能僅收

集專精的文獻資料，必須兼顧年齡層與知識水平

的差異性，將植物與所有相關的書籍蒐羅齊全，

才能達到普及教育的功能。同時也能舉辦實體活

動，好比紙張的製作體驗，從一顆樹、一頁紙，

到印製成書籍，透過知識與生活的結合，深入探

索植物的奧秘，讓學習變得更加生動活潑。

因此，王盛弘的理念，是增闢具主題性的專

業圖書館，而非綜合型的圖書館，如此才能深

入、廣泛收集專有領域的相關書籍、資料，也讓

 王盛弘以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舊居倚松庵為例，呼籲台灣要重視文人的文物保存與研究，並以作家為主題設置專業圖

書館。(王盛弘提供 )

王盛弘      專業圖書館 可以更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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