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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不太上圖書館的周傳久，

在2004年一趟瑞典行之後，開

啟了圖書館的探索旅程，在一

次次的海外行腳過程中，他發

現圖書館的更多可能，也對國

內圖書館運作提供不同的思考。

周傳久目前擔任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新聞部記者，2007

年發表了他的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

論文〈由高齡學習看老人電視節目

製播之跨國比較研究〉，多年來，

他持續以老人照顧相關議題獲得諸

多新聞報導獎。除了關懷老人議

題，周傳久對全球各圖書館的經營

也有深入的觀察，並透過影像與文

字記錄，帶領我們打開視野，看見

各種可能。

一趟瑞典行

找到以人為本的精神

那一年，周傳久 40歲。在這

之前，他對圖書館沒有太多感受。

周傳久從小住在中興新村，

這是過去臺灣省政府所在地，整體

社區設計參仿英國倫敦新市鎮模

式，公共設施非常完善，位於中興

新村中心位置的圖書館是所有學子

準備考試的最佳去處，童年時候的

探索十餘年　「以人為本」是王道

周傳久海外行腳
看見圖書館大不同
文︱蘇士雅     圖︱周傳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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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那是一個可以 K書、可以

借書、冷氣很強的地方，在那個年

代，館員在上班時間逕自騎著腳踏

車去市場買買菜是習以為常的

事……。這是周傳久 15歲前的記

憶。

15歲後，周傳久就幾乎不到

圖書館了，因為想借的書總是闕

如。儘管如此，對於一個習慣圖書

館形式的臺灣人而言，其實沒有太

大的反應，似乎一切都是理所當

然。

2004年，周傳久到瑞典訪友，

朋友帶著他到社區一間小圖書館，

他才驚覺原來圖書館的功能性可以

如此接近人的需求。這個發現，成

為他的啟蒙，開啟了他開始探訪與

研究圖書館的存在精神。

走過一間又一間的圖書館，

周傳久從最初的驚喜、興奮，逐漸

趨於平靜，他終於知道，國外這些

圖書館的創新服務，不在於繽紛的

創意，而是基本的配套。這些國家

的人民，從小教育養成就是以人為

本，軟硬體服務的規畫都是為了迎

合使用者，圖書館運作很自然的會

以人的需求為出發設想。

臺灣的問題，出在太多事情

是由上而下，由少數決策者創造出

來的成果卻未必適用於民眾。

十年多來，臺灣在閱讀推廣

上不遺餘力，評鑑的指標中，對於

人數與空間的配比，對於館藏量、

借閱量、創新服務、設備……都有

很明確的標準要求，為了迎合「標

準」，所有經營者都備感辛苦。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藉由周

傳久行腳所見，或許我們就可以發

現：若經營者的思考是由下而上，

以使用者的同理心為出發，就會發

現創意的發想一點都不難，有百萬

種可能性。

芬蘭　

專業的、生態的

芬蘭赫爾辛基 Library 10圖書

館以收集音樂資料為特色，館內有

各種樂器提供借用，還有錄音室讓

民眾進行演奏錄製，另外還有設備

俱全的會議間、電腦工作站，館內

部分家具可以移動，以便因應民眾

的需要組合。

周傳久造訪時，圖書館展覽

空間正展示著以廢棄五金打造的裝

置藝術品，當他駐足觀看時，館員

主動上前解說，且有問必答。後來

1 	 周傳久 ( 右 ) 與賀隆公共圖書館經
理合影。

2 	 芬蘭拉普蘭省羅凡伊密公共圖書館
因應氣候，天花板透明玻璃天窗全

都測量過一年四季的陽光走向，以

便能有效取得最多自然光源。

3 	 芬蘭維碕分館提供素面的米色袋子，
讓民眾自行在上面發揮創意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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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現這裡的館員對於音樂都有一

定的專業，面對訪客任何疑惑都能

詳細解釋。

維碕是芬蘭第一個生態都會

區，赫爾辛基市立圖書館的維碕分

館位於該生態區的維碕資訊中心，

中心除了維碕分館外，赫爾辛基大

學科學圖書館也設置於內，二館可

以互通。

弧形建築的維碕資訊中心外

圍以雙層玻璃為結構，沿著雙層玻

璃之間布置成樹林休息區，透過溫

度和濕度特別控管，一年四季都能

綠意盎然。

位於北歐的芬蘭，民眾鮮少

有機會四季都能看見綠色植物，但

在維碕分館，春夏秋冬都能感受到

綠林環繞的舒適。

芬蘭很多圖書館都提供固定

規格的布製提袋讓讀者在館內方便

取書，有些袋子設計漂亮，因而變

成圖書館特有的商品，可以販售增

加營運收入。維碕分館則提供素面

的米色袋子讓民眾自行在上面發揮

創意彩繪，館方把這些袋子懸掛起

來，一來作為作品展示，民眾也可

以自行取用；不僅讓創作者感到榮

耀，也讓使用者從中學習尊重與欣

賞。

拉普蘭省首府羅凡伊密公共

圖書館由芬蘭最偉大的建築設計師

Alvar Aalto設計，因應氣候，一樓

借閱區天花板有透明玻璃以利採

光，這些天窗全都測量過一年四季

的陽光走向，以便能有效取得最多

自然光源。而考量冬天太冷不便外

出和夏天是外出度假時間，兒童區

在秋天都有講故事和放電影活動。

愛沙尼亞

遇見美麗風景

愛沙尼亞位在波羅地海，與

芬蘭一水相隔，人口 100多萬，

國家圖書館位在首都塔林，1985

到 1993年興建，由於塔林本身有

許多中古世紀遺跡，該館興建時已

考量景觀協調融入，如果沒有人特

別指出，大家可能會將圖書館當作

古堡。

愛沙尼亞國民文化素養頗高，

這座圖書館從一進門到樓頂，處處

可見景觀設計相當用心。圖書館希

望帶給訪客寬敞自由舒適的感覺，

所以空間運用刻意寬鬆，許多閱讀

角落正好面對窗外最美麗的古蹟建

築。

這座圖書館最迷人的，是在

於它的精神；愛沙尼亞國家圖書館

自詡為知識殿堂，有促進理性對話

的責任，因此面對各種社會議題，

會即時開闢專區，展示所有相關資

料和書冊，就像「懶人包」一樣，

讓關心議題的人可以方便在專區中

做全面性的了解。另外，還請專家

駐館接聽電話和民眾交流看法，希

望降低議題看法分歧者的情緒性反

應。另外，為了提升國會問政品

質，國家圖書館還設專區收集問政

需要的最新背景資料，以便國會議

員和助理能隨時各取所需。

除了增加民眾就事論事的資

源，圖書館也很重視促進民眾的國

際觀，特別設置以國家為單位的館

藏閱覽區。一樓展示區則與各國駐

愛沙尼亞大使館密切互動，計畫性

推出各種文化歷史藝術作品展覽，

促進國人多元價值的思維。

4 	 北歐國家注重老人安養中心和日托
中心老人的心靈照顧，提供不方便移

動的老人也能享有閱讀平等權。（圖

為丹麥護理之家圖書館）

5 	 愛沙尼亞國家圖書館位在首都塔林，
塔林本身有許多中古世紀遺跡，許

多閱讀角落正好面對窗外最美麗的

古蹟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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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讓孩童動手做

賀隆公共圖書館與兒童劇

院、電影院、卡通博物館、設計

博物館相結合為一個占地 7,600

平方米的園區，整體建築色彩鮮

艷，各個空間色彩主調都不一

樣，讓民眾透過顏色輕易區別，

另外場佈除了造型特殊，也很注

重活動機能。

周傳久多次訪視以色列各機

構，發現鼓勵動手做、鼓勵不設

限想像、新舊組合等模式是他們

國民磨練創新的常見方法。

以色列賀隆圖書館為了鼓勵

閱讀，經常透過結合其他適合兒

童的觸媒帶動閱讀興趣。周傳久

有一回到賀隆，圖書館大廳正展

覽許多美麗的雕塑。這個城市有

22 座公園，都是根據猶太民間

童話建設。圖書館有這些故事

書，館方邀請兒童參加雕塑活

動，但要大家先到圖書館找書了

解原始故事，再根據自己的想

像，選擇其中一座公園加以修

改，製作出新公園模型，然後擺

設在圖書展式空間。

孩子在製作公園雕塑的時

候，發揮想像外又得兼顧非常多

的面向。對孩童而言，持續閱讀

比較難，設計一座公園感覺起來

也是挺大工程，但透過故事結構

的引導，加上既有的公園形態參

考，一切的進行變得有趣，也創

造了成就感。

賀隆圖書館很了解：一個有

有意義的活動，是讓兒童學習觀

察，學習思考，學習動手做，學

習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挪威　

資源共享人人平等

在挪威，非常注重求知的資

源平等。

坦斯堡市公立圖書館有智能

障礙藏書區，為了讓智能障礙者

也能享受閱讀，並獲得知識和情

感抒發，這裡有很多專為他們預

備的書，這些書的內涵和包裝品

質和一般書沒兩樣，內容包括討

論情緒，旅遊，愛情，療癒……

一一俱全，圖文並茂的書都是為

成年智能障礙者而產製。

圖書館內還有聽障者使用的

手語書，甚至有專為精神病患所

設的專屬書區，由醫生推薦借

閱，並且有精神病患者讀書會。

另外，這裡硬體建置，除了無障

礙設施，還有很多細微之處。為

了因應老年人的視力，特別配置

了可以調整色差和字體放大的機

器，柱子也加上醒目的斑馬條

紋，電梯升降可調整速度。

通路方面，地方政府與計程

車業者合作，送書和資料給不便

前來的老人，此外，圖書館和老

人安養中心和日托中心等機構都

有配合，讓身體衰老、不方便移

動的老人也能享有閱讀平等權。

6 	 以色列賀隆圖書館因應親子共讀的
需求，兒童區坐椅大小齊備，也可

方便移動組合。

7 	 周傳久認為，想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
素質，圖書館是最好的觀察點。（圖

為丹麥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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