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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集歷史照片、文物史料  深耕在地文化

蘇麗雯情定埔里   
讓圖書館說故事
文、圖︱潘云薇

埔里鎮立圖書館總是在各項圖

書館評鑑中脫穎而出，而館長

蘇麗雯即是扮演重要的靈魂人

物；她多年來致力於徵集老照

片，用影像說出埔里的鄉情故

事，讓鎮民能深度了解自己的

家鄉。

埔里鎮立圖書館蟬聯多屆南

投縣公共圖書館營運績優第一

名，以及獲得教育部營運績優公

共圖書館卓越獎、金圖書館獎、

全國營運績優公共圖書館年度圖

書館獎……，從地方到中央總是

在各項公共圖書館評鑑中榮獲佳

績，而這背後的重要推手即是在

教育部民國101年首創的圖書館傑

出人士貢獻獎中，摘下傑出圖書

館員獎的埔里圖書館館長蘇麗

雯。

採訪她的前一天，恰巧是公

共圖書館評鑑的日子，委員問蘇

麗雯，如果要讓埔里圖書館被評

選為整體營運績效特優的年度圖

書館，有什麼想法？她答：「要

成為一間會說故事的圖書館，讓

大家可以琅琅上口，把埔里在地

的故事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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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埔里鎮立圖書館館長蘇麗雯。

2 	 與書培養感情，從整書上架開始。

用常民歷史   
共構鄉情記憶

每一間圖書館的特性都不一

樣，蘇麗雯認為，每一個經營者必

須去了解圖書館本身的體質，找到

屬於自己的定位，若只是一味模仿

其他圖書館的作法，圖書館的經營

就會流於表面，缺乏深度。

埔里地區景物豐華同世外，

人文薈萃蔚山城，16年前卻因921

大地震，承受了極大的苦難，讓埔

里人必須捲土重來。如今，埔里已

在災後的重建中長出嶄新面貌，但

對於曾經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歷史

不能遺忘，特別是在921大地震無

情的摧殘下，埔里圖書館更有責任

將地方散落的歷史文化資產找回

來。蘇麗雯在圖書館四樓設置「埔

里文庫」，典藏了地方重要的人文

史料，不論是老照片、手稿、古

籍、文物，都刻印著曾經在埔里發

生過的種種故事。她說，圖書館視

野放眼國際固然重要，但最深的基

底還是要先深耕在地，讓埔里人認

識自己的家鄉，不然做再多也很空

虛。 

這幾年來，蘇麗雯致力於徵

集埔里的老照片，希望邀民眾一起

發掘當中的老故事，透過常民文化

的歷史記憶，共同建構埔里的鄉情

故事。這項活動的推行，她還有一

個好幫手，是對地方文史著迷的丈

夫，同時也是埔里圖書館館員陳義

方。只要一通電話，他們就會帶著

掃描設備到府服務，將老照片數位

化。

工作的分工，通常由陳義方

負責掃描、解讀、考證老照片的工

作，蘇麗雯則與提供者聊天，挖掘

更多在地的故事。在一次談天的過

程中，意外發現居民童翠翎女士所

珍藏曾祖母留下的繡荷包，繡有臺

灣野狗、花樣等埔里平埔族傳統紋

飾，趕緊拍照存檔。她說，現今多

數的繡荷包已散佚，是相當珍貴的

平埔族工藝品。目前埔里圖書館僅

發現兩個繡荷包，另一個則是邱胡

萬香保存80餘年，繡有螃蟹、蝴

蝶等紋飾的織繡。蘇麗雯眼眶泛紅

地說，在邱胡萬香過世前，希望將

圖書館典藏的繡荷包再送回去陪伴

她最後一程，這個繡荷包是邱胡萬

香的阿嫂在她年幼時親手縫繡的見

面賀禮，它不只是難得一見的平埔

族工藝，更存在了邱胡萬香的生活

記憶，這也是常民文化最珍貴的地

方。

從互動中  
增加對埔里的連結情感

這些徵集、蒐藏的老照片與

文物史料，除了編纂成文化手曆，

去年也以老照片連結故事的方式，

整理出版為《埔里教育影像誌．上

篇》，更在臉書上成立了「埔里影

像故事館」粉絲團，用照片說故事

的方式，讓大家認識埔里。蘇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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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埔里圖書館四樓「埔里文庫」，典藏了地方重要的人文史料。（埔里圖書館提供）

4 	 鎮民童翠翎所珍藏曾祖母留下的繡
荷包，繡有臺灣野狗、花樣等平埔

族傳統紋飾。（埔里圖書館提供）

不希望埔里圖書館只是扮演蒐集

保存的角色，她認為透過臉書產

生互動、討論，不但可以增加民

眾參與度，同時有助於集合眾人

之力查證歷史的客觀性與準確

性。

蘇麗雯也主動與地方機關團

體合作，將老照片輸出展示。她

舉例，像是地方12年一次的建醮

大拜拜，民眾爭相看老照片，把

黑白影像展區擠得水泄不通，還

有一位校長特地帶著孫女來看攝

有曾祖父影像的團體照片，但這

張照片的擁有者並非是校長，於

是特地燒製一份照片光碟供校長

存留，另外圖書館也助埔里鎮戶

政事務所被評比為第12屆機關檔

案管理金檔獎。蘇麗雯說，最開

心的不是獲獎，而是鎮民在戶政

事務所觀看老照片的景象，他們

總會聊起影像中的過往生活記憶

或是發現了自己認識的人被記錄

在老照片中，這是確確實實的情

感存在於歷史影像裡。

近來，她發現老照片不再只

是埔里中老年人的共同記憶，在

圖書館舉辦的「店仔頭老鄉情開

講」系列活動中，出現了許多年

輕人的身影，他們也開始想了

解、認識自己的家鄉，對於埔里

的過去、現在，甚至未來，都十

分關心。蘇麗雯不諱言，過去年

輕人不是非常喜歡進到圖書館

來，讓她覺得有斷層，不斷思考

著「為什麼無法拉近與他們的關

係？」但是，蘇麗雯不放棄，在

與年輕人一次一次的溝通下，讓

他們了解圖書館提供了一個開放

的學習、互動平臺，有什麼想法

隨時可以交流分享，希望彼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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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埔里圖書館舉辦「百年樹人――埔里教育史特展」。（埔里圖書館提供）

6 	 鎮民非常踴躍參加圖書館舉辦的活動。（埔里圖書館提供）

7 	 透過解說、互動，可以加深民眾對
活動的參與度。（埔里圖書館提供）

People
圖書館人生

&Library

5 6

要有隔閡；或許給予的意見，館方

必須衡量實際運作狀況，無法全部

立即兌現，但是好的建議，圖書館

都非常樂意在合宜的時機點推行出

來。她認為，要學習相互傾聽對方

的聲音，理解彼此的想法，才能解

決問題。

最近，埔里圖書館要編製出

版地方的故事繪本。蘇麗雯開始帶

著年輕人參與和耆老、文史老師、

里長共同討論如何呈現出一本在地

的繪本？讓年輕世代也能深度了解

家鄉。

熱情持續  工作有感

經營公共圖書館要勞心費力

的地方實在不少，並非人人可勝

任，蘇麗雯卻甘願為埔里圖書館付

出17年的心力，並且將圖書館經

營得有聲有色。她的成功之道別無

他法，就是對工作要有「熱情」；

這兩個字看似老生常談，卻也是在

圖書館服務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因為「缺乏熱情，就會無感。」

圖書館員要對工作有感，就

得從「摸」書開始。蘇麗雯說：

「與書為友，天長地久。」17年

前，她從托兒所轉戰公共圖書館，

第一份工作任務就是將堆在地上一

箱箱的書籍整理上架。

蘇麗雯曾經整架到手脫皮，

也因921大地震，把她與館員在一

星期前上架排列整齊的4萬冊書籍

全震落下來。但是，蘇麗雯與書的

情感，就是在不斷搬遷書籍的過程

中建立起來的。她說，館員初進入

圖書館服務時不要只透過機器管理

書籍，也不要急著做其他工作，應

該先從整書上架著手，在觸摸過每

一本書籍後，對它才有感覺。

身為一個館員必需對書有感

情，才能建立起對圖書館的服務熱

忱，唯有喜歡自己的工作，才會願

意為圖書館長久付出貢獻。蘇麗雯

說，「深耕是一切的基底。」她指

出，埔里圖書館有一位館員擔任編

目分類工作20餘年，至今熱情不

減，即使身為臨時人員，表現依然

相當出色，全出自於這位館員對於

書籍的情感與喜愛。蘇麗雯也很感

激埔里鎮長不輕易調動每個館員的

職務，讓埔里圖書館有一群穩定的

工作夥伴，可以持續為理想打拚。

她認為，人員不斷更替，對於圖書

館的運作勢必會造成負面影響，館

員流動率低，對圖書館才是福氣。

蘇麗雯說，身為一位圖書館的經營

者要懂得觀察、增強館員的才能，

讓館員對自己的工作越做越有熱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