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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圖書館是許多人納涼避暑的好去

處，除了豐富的書籍，另一項誘因無非在盛夏開

放的冷氣了。不過身為綠建築的嘉義溪口文化生

活館，提供給使用者的是「在大樹蔭下乘涼」般

的休閒空間。由大藏聯合建築事務所設計的文化

生活館，是圖書館與展演館共構的複合式文化生

活中心，自2007年落成至今已屹立溪口8個年

頭。

圖書館與展演館共構的複合式殿堂

溪口文化生活館
與大自然為伴的學習中心
文、圖︱黎品溱



532015年 9月
第 121期 

大暑前夕  
呼吸綠建築的空氣

選擇在一年之中最熱的時

間，24節氣中的「大暑」前夕拜

訪溪口文化生活館，能夠觀察到許

多在其他季節中不易發覺的細節，

更能體驗到綠建築呼吸的節奏。

穿越溪口街坊巷弄，接近鄉

公所時，便可遠遠的望見一旁宛如

大書攤開之姿的建築，正為溪口鄉

民遮陽避雨。負責設計文化館的建

築師甘銘源說，溪口鄉民先祖屬客

籍者有萬餘人，占全鄉人口55%，

客家人對文字特別執著，接下在這

樣的聚落中建造圖書館的使命後，

產生了一些聯想，想呈現出即便是

在純樸的小鄉鎮，也擁有一座「圖

書殿堂」，讓當地居民感受到文字

殿堂的氛圍。

除了融入當地文化，使用上

也考量到圖書館管理人力有限的問

題，將空間設計成讓館員能一目了

然的開闊視野，時時掌握全館的狀

況。利用空間的高低變化，不但解

決了管理問題，也能帶動閱讀氣

氛，最重要的是發揮綠建築的功能

性，讓氣流流動。儘管圖書館屬於

密閉空間，但在建築系統的運作之

下，還是能感受到空氣的流動，營

造出舒適的閱讀環境。館員許慧雯

表示，在溪口圖書館裡就像在一棵

大樹下乘涼，靜下來就能感受到自

然風在流動，和冷氣房的乾冷不

同。

內外兼具 動靜皆美

溪口文化生活館除了圖書館

的功能之外，還扮演著文化館的角

色。在圖書館與展演館中間利用一

個半戶外大廳做銜接，讓文化館能

提供更多使用上的可能性，也成功

將動態與靜態活動作區隔，卻又緊

緊相扣。為了凸顯出在地文化，在

建築設計中添加了許多地方特色，

例如陀螺、竹編工藝、草蓆工藝等

過往產業的痕跡。

甘銘源說，圖書館一般會做

成封閉空間，但在與戶外的銜接面

又想做出開放的視覺延伸。例如戶

外大廳的半戶外空間，利用動線的

銜接和轉圜，還能作為預期外活動

舉辦的地點；另外是水池前的平臺

延伸，整個正面看過去不會太封

閉，在適當的季節就可以延伸到戶

外來使用。許慧雯也觀察到一些讀

者，天氣好的時候喜歡把椅子移到

平臺上，一邊閱讀、一邊欣賞風

景，聆聽大自然的聲音。

不少對建築有研究的人發

現，生活館四周牆面的紅磚可是大

有來頭，不但規格經過特別訂製，

貨品送達後還經過建築師親自挑

選，對於品質要求極高，淘汰率竟

然高達五成之多。《設計師之眼》

一書作者楊天豪看出，這裡的磚頭

經過浸溼的過程再排，水泥也有挑

過，才能堆疊出如此平整的牆面。

許慧雯也表示，圖書館的門面特別

1 	 溪口文化生活館的外貌，像是一
本打開的大書，不但為溪口鄉民

遮陽避雨，更提供豐富的書籍。

2 	 牆上的方形小孔提供空氣進入雙
層牆，利用兩面牆之間 10 到 15

公分的間距，在夾層中降溫，以

達隔熱的作用。

3 	 圖書館一樓的延伸平臺與生氣蓬
勃的生態池。

4 	 進入圖書館放眼望去的是三層樓階梯狀的開放空間，讓
館員能第一時間掌握館內的任何情況。

5 	 由三樓俯視一、二樓，可以看見右方圓形區塊童書區上
方的溪口竹編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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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費工，就算已經使用了8年

的時間，平時沒有特別作清洗，看

起來還是很新，保存狀態相當好。

讓建築物也能聰明呼吸

到底一座綠建築圖書館是如

何運作的呢？首先必須提到的是節

能設計的「地中熱系統」，地中熱

交換系統由建築北面吸入之空氣，

經過斷面加大的空調箱，箱內裝置

冷卻盤管，使吸入的空氣與金屬管

壁進行熱交換後，達到夏季降溫或

冬季保暖的目的。另一節能設計為

「屋頂流動空氣層」，使用鋼板作

為斜屋頂面並創造出15公分厚的

屋頂流動空氣層，可降低屋頂面太

陽輻射熱負荷。

許慧雯特別走到生活館後方

介紹隔熱的「雙層牆」，雙層外牆

系統利用兩面牆之間10到15公分

的間距，讓空氣經由通風小孔進入

夾層，在夾層中降溫，以達隔熱的

作用，可大幅降低牆面太陽輻射熱

負荷。一般圖書館在夏季的電費通

常高達6到7萬元，不過溪口圖書

館只要8,000多元，既省錢又環

保；不過，因為挑高設計，當需要

更換電燈、吊扇或玻璃時，可不像

一般房屋架起梯子就能自行更換，

在這裡必須出動專業器具才行。

減廢設計方面，由於圖書館

的室內空間為閱讀功能使用，故以

鋼桁架搭配木構造的「集成材」為

材料，利用可大跨度的優點，營造

開放的空間感，因此一進圖書館便

可以看到層層上揚的書架，沿著樓

梯而上更可以俯視整個空間。若未

來建築再利用時，亦有較彈性的空

間調整。屋頂及建築物上半部採用

集成材與鋼結構，與整棟均採用鋼

筋混凝土設計比較，經估算可減少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達38%。

生態設計方面，建築環境與

周邊草地及樹林相接，呈現出靜謐

的空間意象。多功能展演廳基本上

是動態的空間使用，建築意象上使

用較多的開口，較為開放、通暢，

周邊以水生植物池圍繞，強調與環

境的對話產生共生關係，種植樹種

選擇了樹冠面積大的喬木「雨豆

樹」，再搭配具入口意象的藍花

楹、低矮灌木群，並且保留原有樹

種。而四周透明的大窗戶具通風功

用外，也讓坐在裡頭的使用者一覽

窗外綠意；天光自屋頂灑落，提升

了閱讀空間的採光，環保也節能。

館前規劃的景觀生態池，開館後從

調整土質再度開始，逐漸生意盎

然，許慧雯介紹到，這個生態池原

本是臺灣島嶼的形狀，經過8年植

物自由生長，現已不易發現這個當

初設計的巧思。

體貼小朋友 童書看不完

在導覽文化館時，許慧雯曾

多次提到圖書館裡收藏最豐富的書

籍就屬童書了，這裡的閱讀年齡層

以幼稚園到國小的孩童占多數，許

多家長常常帶著孩子來借書，說故

事活動舉辦時也特別踴躍，甚至連

地方人士捐款也指定購買童書，顯

示出溪口居民對幼兒教育的重視。

除了童書之外，小說、食譜類也是

借閱率相當高的書籍。

館舍名稱：	溪口文化生活館

開放時間：	上午8點至下午5點
	 (國定假日休館)

票價：	 免費參觀

導覽：	 電話預約

連絡電話：	05-2696800

地址：	 嘉義縣溪口鄉溪	
北村中山路55號

6 	 圖書館二樓及三樓的藏書情形，三
樓的面積較小，呈現「ㄇ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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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銘源建築師與事務所內的植物牆，事

務所的建築為斗六太平老街的長條街

屋，利用天井的空間作為植物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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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銘源建築師
返璞歸真之作

隱身於太平老街之中的「大藏

聯合建築事務所」，走出斗六火車

站步行約10分鐘即可抵達，這是建

築師甘銘源與李綠枝夫妻倆2008

年後的落腳處。20多年前，他們在

宜蘭鄉間深耕大地，共同的理想是

「友善土地」，所以也能稱他們為

綠色環保建築師。而921大地震是

他們決定走出宜蘭的轉折點，希望

往西部移動，服務更多的人。

甘銘源回憶學生時期邁向建

築之路的歷程，在那個資訊傳遞不

如現在迅速的年代，學校沒有幫你

測量適合就讀科系的系統，所以腦

海中並沒有太多的選項，選了之後

就一直在建築圈裡學習，在建築這

條路上始終如一。

仔細瀏覽大藏歷年來的作

品，可以發現大藏的建築與自然的

關係相當緊密。甘銘源感嘆，現在

文明的方式不可能持久，過分擴張

的都會區其實是不人性的，無論是

建築還是人，終究還是要反璞歸

真，回歸到原始與自然和土地取得

平衡。這也是他們在建材上大多選

擇木材的原因，不過木材必須由國

外進口，提升了造價與成本，也增

加了碳排放量，因此，近年來甘銘

源延伸出以本土材料―竹子，來作

為建材，本土材料取得的時間及成

本都較進口木材容易、便利，而鄰

近的竹山為竹子加工重鎮，在材料

取得與加工技術兼具的情況下，開

始往「竹建築」發展。竹子是相當

堅韌的材料，臺灣先民和原住民利

用良多，竹造建築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只有鋼構造的2%，只要經過適

當的、安全的保存處理，再加上合

宜的設計，使用年限可達三十到

五十年，有效率的竹材接頭設計也

更能發揮竹子的特性，可避免常見

的損壞，以及便於日後維修抽換，

一次解決了成本、使用年限及環保

等問題。

談到公共建築與住宅建築的

不同時，甘銘源說，公共建築能夠

服務更多的人，住宅的案子只有遇

到志同道合、對於綠建築有相同的

共識之下才接，這也是大藏的建案

以公共建築為主的原因。在建築事

業中，他們接受做一個「不具名建

築師」平淡地看待自己的角色，認

為規劃設計的空間讓人們受益，有

沒有人記得建築師並不重要。而建

築師這個角色有意義的地方，則是

可以與公益單位合作，做出對整體

較有利的環境改善建議，成果也許

不若以往般光鮮亮麗，但其平實富

含韻味的內在卻能幫助人與地球取

得平衡。（黎品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