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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臺南市最美的公共圖書

館──裕文圖書館，在開館後

備受好評，雖然它外在素樸，

但背後卻隱藏著建築師精心設

計的功力。

臺南市裕文圖書館在2012年9

月30日正式營運，至今歷經近兩

年半的時間，民眾對它喜愛的熱

度仍然持續發燙中；這座圖書館

之所以擄獲人心，不在於新穎，

而是在於它的「自然」。

藉著樸實的素材，裕文圖書

館在自然中呈現不凡，這正是建

築師精準布局的成果。

臺南市裕文圖書館為MAYU 

Architects（張瑪龍／陳玉霖建築

師事務所）所打造的作品，基地

面積2,965平方公尺，建築物樓高

四層，總樓地板面積3,144平方公

尺。建築最大的特色，是以「清

水模」 作為建築主體。

平凡中展現精心布局

裕文圖書館
寧靜的美感
文、圖 ︱ 蘇士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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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在談論「清水模」

時，總難免有面對極致工藝的神聖

感，事實上，清水模已在世界流傳

了相當年代，是個平凡無奇的建築

工法。

混 凝 土 「 澆 置 」 或 「 灌

漿」，必須佐以模板，一般先進國

家，混凝土作業的模板大多採用

鋼、鋁模、硬化塑膠模，或者加工

處理過的光面木板。臺灣早期因為

經濟貧瘠，為了省錢，所以自創出

以木板條釘製成模板，這種廉價模

板的建築方式成為臺灣與東南亞國

家獨特的產物，因為木板條釘製的

模板表面粗糙，所以牆面必須加工

粉刷。因此我們從小的認知，就是

混凝土牆未經修粉刷是上不了檯面

的。

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非常

多作品都是採用表面無二次加工的

原味清水模，臺灣隨著經濟力提

升，加上對安藤忠雄熱潮的崇仰，

素樸的清水模在臺灣悄悄掀起一場

寧靜的變革。

「清水模」成為大家朗朗上

口的建築語彙，許多建築開始回歸

到最正統的清水混凝土。尤其臺南

市，透天建築全臺享有盛名；透天

建築最適合不加修飾的清水模作為

表現，想呈現清水模的自然風格，

結構面不加施工修飾，水土工法每

個細節都不能馬虎，否則灌漿凝結

後就會留下疤痕，清水混凝土工法

被視為技術的表徵，有「透天首府

之稱」的臺南因此創造出以清水模

工法聞名的建設公司，甚至吸引外

地建商前來取經，將之移植生根。

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臺

南是讓清水混凝土在臺灣重新原味

立足的所在，這是為何負責設計臺

南 市 裕 文 圖 書 館 的 M A Y U 

architects會將清水模作為建築主

體材質的主因之一。

與四周欒樹完美結合

除了精神的象徵，清水模簡

約樸質的表面透著寧靜的美感，與

圖書館四周的欒樹最能達到和諧共

融的效果。

為了與社區環境完美結合，

圖書館四層量體中，除了以清水混

凝土為基座，二至四樓則以玻璃與

垂直的木紋格柵構成半穿透性的構

架，與社區綠林環境相互輝映。

以木紋格柵披覆外體的圖書

館，像是一個藏書的木盒；「木盒

內收藏了抽象的人類知識、外在以

木格柵披覆，它本身就是書的隱喻

及再現。」建築師如此詮釋。

木紋格柵及玻璃的組合的型

態，有透視與遮掩雙層功能；允許

日光以漫射的方式進入室內，又能

夠遮蔽烈陽、緩衝熱度，加上戶外

的綠葉做為視覺背景、室內隨著光

影的游移產生變化豐富的投

影……，空間使用者在生理與心理

都處於自在的狀態。

圖書館是閱讀的場域，在數

位發達的今日，影音數位及網路資

源成為圖書館的重要成分，因此在

圖書館內，書籍的閱讀、媒體的觀

看、螢幕的凝視等視覺行為與感知

活動相互交織，主客體互動處於流

動不居的狀態。建築師為了捕捉這

個時代的象徵意義，「凝視」與

「觀看」兩種概念成為本案設計的

主導因子。

圖書館的基座以水平延伸的

1 	 藉著樸實的素材，裕文圖書館在
自然中呈現不凡，這正是建築師

精準布局的成果。

2 	 二樓玻璃窗映照著欒樹的樹梢。

「清水模」為主體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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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鋪陳，在重要的街角及朝向

都設置了大面積的透明櫥窗；兒童

圖書區面對裕文國小通學路徑，青

少年圖書區面向里民活動中心、自

修室及社區書房面向公園，新書展

示區及入口大廳面對林蔭道

路……，這些象徵性的開口，滿足

白天室內自然採光的同時，亦使內

部環境與外部行人有著最直接的視

感交流，誘發行經的路人進入圖書

館的慾望成為必然的結果。

書籍流動，光影流動，關係

流動，空間流動……，建築室以詩

意的手法陳訴了圖書館主客體流動

不居的意象。

內外環境的視感交流

圖書館建築基地位於活力十

足的社區，人文味濃厚，四周種植

很多臺灣欒樹，建築師希望善用地

理環境，除了保留每一棵樹，更進

一步採用與樹有所連結的建材；並

且運用穿透性的設計，讓內部環境

與外部行人有著最直接的視感交

流。

社區中的一位林老先生是圖

書館的常客，他表示，坐在圖書館

內往外觀看，才發覺街道樹這麼美

麗，除了發現街道之美，這裡也讓

他和左鄰右舍建立了更親密的感

情，「我喜歡坐在靠窗的位子，鄰

居經過會打個招呼，也會進來一起

翻翻雜誌，然後再一起到公園慢走

幾圈、聊聊天，每天的生活變得很

愜意。」

有很多社區中的媽媽也會每

天帶著小朋友到圖書館，寬敞的兒

童區可以滿足孩子的好動，一位媽

媽說：「兒童區很大，但因為是獨

立的區域，所以也不怕他跑丟，我

讓小朋友自己拿書看，我就在櫥窗

旁的坐位看我的書。」另一位媽媽

表示最喜歡大片的透明玻璃，讓她

在圖書館內卻不感覺封閉與嚴肅。

再如何周密設計作品，都會

在執行過程中發現新的問題、重

新調整方向。MAYU architects

很慶幸最初競圖時所提出的兩項

重要理念都被完整呈現。

陳玉霖表示，案主招標之前

會先擬出需求，但這些需求較為

攏統，設計者必須將抽象的意念

具體化，在具體化過程，會產生

許多變數，因此兩者之間必須一

再磨合與調整。

裕文圖書館最終以最完美的

姿態亮相，但也因為它的完美，

而衍伸出沒預料到的新問題。

為了節能省碳，建築師在空

調上的設計以節能考量，但開館

後，受歡迎的程度遠超過預期的

想像，人潮過多造成空調不足的

狀態，事後加強空調又會衍生出

區公所經費無力負荷的窘態。為

此，全館的照明在開館運作之後

全部換新改換為更加省電的LED

燈泡。

讀者置身在圖書館內，享

受著這座貼近自然的圖書館，

這樣的狀態，是建築師最大的

回饋。

3 	 穿透性的設計，讓內部環境與外部
行人有著最直接的視感交流。

4 	 兒童區有許多小朋友最愛的小角落。

5 	 開架式書庫區現代簡潔。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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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U architects是建築師張

瑪龍及陳玉霖共同組成的團隊，名

稱的由來；取自這兩位建築師中間

名字的讀音。張瑪龍是陳玉霖大學

時期的指導老師，兩人相差1 6

歲，在不同的年代前後有過重疊的

腳步；就讀成功大學建築系；畢業

到遠赴美國深造，取得建築碩士學

位後又重回成功大學攻讀建築博士

學位，爾後相繼成立了建築師事務

所。

2008年，這兩位建築師攜手

參與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的設計，在

順利拿下標案後，兩人便一起成立

「MAYU architects」，至此，他

們的師生關係正式轉換為伙伴關

係，聯手的作品獲獎無數。臺北設

計獎金獎、高雄厝綠建築大獎、臺

灣建築佳作獎、臺灣混凝土工程優

良獎、國際宜居城市大獎、建築園

冶獎、全球卓越建設獎、國家卓越

建設獎…，這些獎項是對懷抱人文

精神的建築師最大的肯定與回饋。

曾榮獲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

獎的張瑪龍，設計風格內斂而溫

暖，也較為柔軟，陳玉霖則是新

穎簡約。兩個人在一起形成完美

的互補，融合出既現代又溫情的

設計風格。MAYU architects的設

計案非常多元；校園、圖書館、

音樂廳、藝術中心、碼頭、公共

空間設施、工廠……，儘管類別

互異，但對張瑪龍和陳玉霖而言

卻都抱持著相同的設計理念，他

們認為，所有的建築都必須以

「關注人的需求」為本質。不同

建案有不同的專業需求；無法樣

樣精通的他們背後有著各領域的

專業顧問與技師協助，而所有的

專業，最後都得落實在同理心；

以空間使用者角度考量，創造出

既實用又能激發人與空間容器所

產生的情感交流。

「建築是活的！」陳玉霖表

示，一棟建築，美學與技術是根

基，與使用者可以永久的快樂共

舞才是最大的意義。臺灣樹木茂

盛，陽光充足，很有活力，但景

觀零亂，於是，張瑪龍和陳玉霖

慣於運用簡單的架構來平衡紛雜

的畫面，然後將綠意與陽光的優

勢導入建築，創造出與環境融為

一體、相互張顯的空間。（蘇士

雅）

張瑪龍 陳玉霖
關注人的需求

、

6 	 MAYU	 architects 是建
築師張瑪龍及陳玉霖共

同組成的團隊，兩人曾

是師生，如今成為工作

夥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