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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淑香表示，閱讀應該是多元且沒有界線。

為了創造多元的閱讀習慣，花蓮市立圖書館在一

樓設置好書交換中心，鼓勵市民將不用的書送至

圖書館，與其他人分享，二樓則規劃烏龍院漫畫

空間，除擺放花蓮漫畫家敖幼祥的漫畫烏龍院，

也有青少年喜愛的其他漫畫。交換中心的圖書不

限種類，包括雜誌與漫畫，讓所有市民，包括街

友都可在交換中心找到適合自己的書籍；二樓的

漫畫空間則舉辦漫畫研習營，要求報名學員結訓

後必須成為圖書館的導覽志工。

一樓的交換中心可以讓市民在沒有壓力的情

形下，自在地使用這個空間，二樓的漫畫空間，

則透過研習營與志工推廣，成為與漫畫有關的文

創中心。「不要看輕別人所看的書，出身好的

人，可以受良好教育，出身低的人，只能工作，

哪怕他們只是來這邊看漫畫，只要能讓他們在安

全空間中正常地接觸人群，就可以改變他們。」

為了跨出圖書館的空間界線，花蓮市立圖書

館主動在民意、民孝、國安、國風、主權、國

興、民生等7個社區設置閱覽室；更在觀光客與

自行車旅者休息的維納斯藝廊、慈濟醫院小兒科

門診候診處、光復自強外監家屬會客室3處設立

「圖書旅行驛站」，擺置書箱或書櫃，讓民眾自

由取閱，可以在現場翻閱也可以帶回家閱讀，更

可以在看完後傳給其他人。藉此，一方面，不僅

社區居民就近即有借閱圖書的公共空間，而得以

營造書香社區，一方面，市民閱讀率也大為提

升。

不時在想點子提供創新服務的蔡淑香更推動

「書香宅急便」，將閱讀推展至學校。蔡淑香

 花蓮市立圖書館閱讀心得比賽，市長親臨頒獎。

 將軍府所在社區，設置南方

書庫閱覽室。

  圖書館在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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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的運作並非只有被動地等待民眾

上門，更多的圖書館採取出動主擊的方式，增進

與社區民眾的互動，如花蓮市立圖書館、臺中市

大安區圖書館與宜蘭縣頭城鎮立圖書館，或舉辦

各種讀書活動、或透過創新服務吸引大家前去借

閱圖書，不僅增加圖書館的使用率，也強化與社

區的關係和連結。

花蓮市立圖書館

深入社區，設置閱覽室

一堆人在圖書館埋首看書，是圖書館給人的

一般印象。但是，花蓮市立圖書館館長蔡淑香認

為，圖書館應該是一個可以讓人自在閱讀的公共

空間，她從服務多樣性的提升，強化圖書館與社

區互動，改變大家對圖書館的刻板印象。

以創新服務活動  將知識扎根於社區

圖書館走出去  
讓更多民眾走進來  文、圖╱編輯部

公共圖書館扮演地方生活學習中心的功能，因此多從當地民眾需求出發，主動將觸角延伸到社區，透

過彼此的互動連結，讓圖書館在社區發揮最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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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安區圖書館

充分運用社區資源，互蒙其利

臺中市大安區圖書館，位處海隅，但過去10

年間，幾乎年年名列大臺中地區公共圖書館評鑑

數一數二的前茅。臺中市大安區圖書館（前身為

大安鄉立圖書館），在這個人口不及2萬的海線

小地方積極耕耘，靈活拓展、運用各式社區資

源，闢出一方充滿活力的書香田園，甚至曾在民

國97年奪得代表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最高榮譽的

「金圖書館」獎，成績斐然。

想看金庸的武俠小說嗎？走進大安圖書館，

你不需要書號，抬頭看看一排排開架書庫的上

方，多了仿照大賣場逛街的書籍分類，武俠小說

的位置，一眼就能找到。這個看似簡單卻非常有

用的巧思，來自在館內服務已超過10年的館長黃

欽輝的點子。

為了推廣社區閱讀，讓圖書館更便民與親

民，黃欽輝用心甚深。他談到：「我們是一棟ㄇ

字型的建築，很多空間原本就是分隔開來的。」

這原本是個不好運用的空間，但大安圖書館卻化

劣勢為優勢，在主要的成人和兒童閱覽室之外，

另外針對不同民眾設置閱讀專區。黃欽輝表示：

「我們原本有『寵愛爸爸』、『寵愛媽媽』兩個

專區，由男、女志工各自選書，最近又增加『寵

愛爺爺、奶奶』專區，將不同年齡、性別讀者群

喜歡看的書分別集中，方便讀者取借。」

此外，大安圖書館數年前就仿效合併前的臺

中市文化局，推動「Booksta r t閱讀套餐」制

度，例如︰針對0到3歲幼兒，館方挑選推薦的圖

書組合，每6本集成一袋，讓家長一次借閱，既

省去在館內找書的麻煩，又能準確地借到適合的

書籍。黃欽輝表示，當年這個制度是全國首創，

大安圖書館則是少數一直運用至今的小館，常有

其他圖書館前來詢問取經。

為了在有限的經費下強化營運的品質，大安

圖書館也勇於面向社區、爭取地方支持。多年

來，他們推動名為「點一盞知識的光明燈」的認

養活動，邀請喜愛閱讀的民眾以各種方式支持圖

書館的運作。例如期刊雜誌，大安圖書館每年邀

請讀友以專款專用的捐獻方式，由館方訂購特定

的刊物，一年期滿後，認養者可選擇將過期刊物

帶回家，或者留在館內的「好書交換櫃」提供交

 大安圖書館推動閱讀護照的獎勵辦法，讓擁有借書證成為小朋友之間的流行話題。（臺中市大安區圖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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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主動跟幼稚園與小學的老師聯絡，只

要老師支持，就把兒童書分年級地裝在箱子送到

他們班上，讓小朋友不須出門就可以在學校隨手

讀好書。每個月換一次箱子的同時，更換書

籍。」與書香宅急便異曲同工之妙的是「親子共

讀、親密互動守幸福」。「親子共讀」鼓勵小朋

友和家長共同以圖畫、勞作或輔以文字製做閱讀

心得。心得除可懸掛於花蓮市立圖書館兒童分館

展示，並可參加閱讀心得競賽。光是今年就有34

個班級的小朋友享受到市圖所提供隨手可讀好書

的便利服務，又有110位小朋友因為閱讀心得報

告表現優異而受到花蓮市長表揚。

另外，花蓮市立圖書館也善用社區資源，邀

請魔法DJ音樂故事屋、芝麻村幼稚園、夢想蝸牛

故事屋、花蓮故事媽媽團與花蓮家扶中心等團體

免費認養圖書館與閱覽室的周末時間，或舉辦藝

文活動，或協助社區家長幫孩童課輔。蔡淑香

說，所有這些活動，都希望透過圖書館與社區間

的互動、強化家庭內的親密關係，使花蓮市處處

飄書香、處處幸福光。

 夢想蝸牛故事屋認養周六時段，以故事帶領小朋友進入圖書世界。（花蓮市立圖書館提供）

 花蓮市立圖書館鼓勵親子共同繪製閱讀心讀。（花蓮市

立圖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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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圖書館與燦景古建築研究工作室、各

里社區發展協會共同舉辦「文化扎根推廣系列活

動」，帶領鎮民重新認識頭城鎮的空間與歷史。

李榮春文學讀書會請來包括已故作家李榮春姪子

李鏡明醫師在內的講師，帶領參與讀書會的民眾

從李榮春的詩作中了解頭城過往的生活，並藉以

將參與者培訓為頭城老街與李榮春文學館的文化

導覽員。圖書館承辦員蕭宇翔表示，每次參與培

訓的學員大約20人，4至5人會留下擔任解說員，

已達成文化傳承的初步效應。

兒童是頭城的希望，卻也是歷史感失落最重

的一代。文化扎根系列活動規劃「文風小學堂：

用相機說故事」。在拍攝前，圖書館先請地方文

史工作者以說故事的方式，把頭城的歷史、民

俗、古建築與人物等介紹給小朋友，引起他們的

興趣，再讓大家帶著相機走訪頭城的一街一道，

以他們的眼光拍下家園的草木與房舍，說出頭城

的故事。他們的照片，不僅擺放在圖書館供人欣

賞，也製做成紀念明信片，放在老街的藝文咖啡

廳等地，贈送給遊客。

早年在文昌公生日時，地方都會舉辦慶祝儀

式，而今，頭城圖書館舉辦「讀字節」，重現當

年景像。首先，安排一、二年級學生於西元1895

年所建立的喚醒堂向文昌公行禮求學問，並坐在

有黏土的椅子上，以毛筆在瓦棉紙上寫字、畫

圖，以表示自己「黏凳勤讀」。其次，參加活動

的小朋友，在鎮立幼兒園8位幼童手提光明燈籠

領路下，走過頭城文創園區，將祈願卡掛於喚醒

堂後領取象徵聰明的「蔥筆」，後在鎮長陳秀

暖、代表會主席林樂習、喚醒堂堂主及二城國小

校長等人帶領下，向文昌公行束脩禮。最後，開

始學習象形文字，從中了解中國文字的演變與意

義。

這些活動也與老街結合。在圖書館居中協調

下，不僅在讀字節活動期間於老街設立文字闖關

遊戲，並不定時有二手書義賣、老街導覽等，充

分活化老街生命力。

 在讀字節，小朋友透過認字闖關活動學習中國文字。（宜蘭縣頭城鎮立圖書館提供）

 文風小學堂活動讓小朋友用相機記錄自己的家園。

（宜蘭縣頭城鎮立圖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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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巧別緻的大安圖書館是臺中數一數二的公共圖書館。

（臺中市文化局提供）

 大安圖書館充分與社區合作，針對各年齡層都有

創新的閱讀推廣。（臺中市文化局提供）

換。這制度有效提升大安圖書館的訂閱期刊數，

目前館內長期訂購的80多種期刊中，約有一半是

由地方民眾認養，迴響很好。

館方也開放館內壁面做為藝文展示空間，區

內個人或學校班級只要前來登記，就可以做平面

藝術作品的展覽，每次認養期為一個月。黃欽輝

驕傲地說：「一開始，我們還得邀請學校來展，

現在都是主動預約，而且個人比學校還踴躍。」

透過這些認養活動，大安圖書館與社區攜手，共

同豐富了館內圖書與活動的多元性。

社區資源也被充分運用在推廣兒童閱讀的工

作上。大安圖書館針對國小學童推出「快樂閱讀

護照」，小朋友透過借書或參加館內「親子小博

士」的資料查找活動累積點數，可以換取到鄰近

書店購買圖書、文具的圖書禮券。此外，為了服

務區內較偏遠的學校，大安圖書館每個學期都舉

行至少8場的「圖書館之旅」，透過地方上的遊

覽車公司贊助，館方主動派車接受學童前來認識

圖書館。

因為這些繽紛巧思，大安圖書館連年都是大

臺中地區借閱率最高的公共圖書館，黃欽輝自信

地說：「以往一年內能借出8萬多冊，每人平均

超過4冊；今年預計可以突破10萬冊，每人平均

將超過5冊。」在這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之上，

大安圖書館接下來還將繼續擴大推廣，希望能加

強青少年、新移民與身心障礙者的圖書館利用情

形。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大安圖書館將成為與社

區更全面接軌的一流地方圖書館。

宜蘭縣頭城鎮立圖書館

傳承歷史活化老街，和民眾超麻吉

頭城古稱頭圍，是吳沙開墾蘭陽平原的第一

站，擁有開蘭第一城的美譽，人文薈萃，書畫詩

家眾多。近年因城鄉發展差距，人口流失，豐富

的歷史文化備受遺落，鎮上甚至連一間書店也沒

有。為了重建頭城文風、喚醒鎮民歷史文化意

識，宜蘭縣頭城鎮立圖書館在民國88年從大千戲

院舊址搬到現址時，特舉辦「好書一牛車：搬書

接龍」，邀請400餘位鎮民協助圖書館搬遷圖

書，「作伙來入厝」。

圖書館希望透過鼓勵大家親身參與圖書館的

搬遷，將「圖書館是我厝」的種子埋入鎮民心

中。當時，搬書隊伍綿延300多公尺。其中一位

幼稚園3歲的小朋友吳遠打著赤膊在烈陽下賣力

地搬書，特別讓人印象深刻。

   封面故事 Cover    

封面故事-111.indd   42 2014/1/6   上午 11:4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