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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本貴
讓圖書館更有溫度
日籍建築設計師 強調「埕」的公共開放性
文、圖／潘云薇

我們為什麼需要圖書館？「圓設計」日籍建築設計師播本貴以「埕」的概念，道出圖書館空間存在的意義。

宜蘭的美景與公共建築一向受國人津津樂道，在冬山河親水公園、蘭陽博物

館等代表性地標之外，有一位來自日本的建築設計師播本貴，也是讓宜蘭更美麗

的推手之一。

「圓設計」的播本貴自大學時期便深受一位建築教授的影響，追本溯源地探

究建築空間存在的本質，思索著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早年，播本貴曾進行一場

1 	 「圓設計」日籍建築設計師播本貴（右一）與設計團隊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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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之旅，親身感受站在世界知名建

築物前的震撼，也在印度鄉間，看見

夕陽下一位澆花的老人在一幢小屋

前，形成一幅溫暖人心的畫面。他

說，看到了世界上最有幸福味道的房

子。

不斷思考圖書館
的價值

那麼什麼是播本貴與臺灣公共

圖書館的美好相遇？應該從閱讀空間

的改造案談起，只是這次他不再只是

一個觀察者，而是親身參與設計。從

五結鄉立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宜蘭分

區資源中心到羅東鎮立圖書館仁愛分

館……，播本貴不斷思考著圖書館存

在的價值意義，建構出人與閱讀環境

的緊密關係。

當網路科技發展蓬勃，數位資

源取得容易，民眾不見得要親自走進

圖書館才能獲取所需資訊時，人們需

要實體圖書館的迫切理由是什麼？播

本貴認為，「埕（閩南語）」是建構

公共圖書館空間很重要的元素，它意

指空地、庭院、廣場，早期是人們聚

集連結情感之處，也是帶動社會、文

化活動發展與成長的重要場域。

吸引人群的匯聚，拉近人與人

連結的緊密度已成為圖書館核心的設

計概念，特別在網路發達、資訊取得

便利，強化私領域導致人際關係漸漸

疏遠的年代，彰顯圖書館空間的公共

開放性特質就變得格外重要。他點

出，圖書館空間標誌著一個時代的態

度，早期嚴肅的禁聲環境，象徵著限

制與權力的展現，近年來的圖書館開

始形塑出自由的對話氛圍。

彰顯公共特質
進而吸引人群

過去圖書館著重在提供絕對安

靜的環境，閱讀往往只意指著自己看

書、理解、發想，如今團體間彼此的

相互學習、溝通能力的提升，也成為

閱讀歷程中重要的一環，使得圖書館

朝多元服務機能的方向發展。播本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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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藉由框景設計，引發讀者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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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空間的配置必須有動有靜，有

個人化的寧靜空間，也具備允許說

話、複數人共同聚集的區域，以激發

更多人一起加入社交、分享學習的行

列。他舉例，像是討論室的設置，它

可以具有隔音效果以避免干擾需要安

靜的讀者，但不能採用不透明密閉式

建材與其他區域隔絕，必須保持一定

的開放性，以顯現交流的互動功能。

引發使用者的
好奇心

即使公共圖書館的角色功能在

轉變，知識性的服務價值仍是不能偏

離的核心之一，但可藉由空間氛圍的

改變，來帶動使用者對學習的好奇

心，進而激發創造力，以取代過去無

趣、呆板，且難以引發創意思考的制

式環境。以播本貴所設計的宜蘭分區

資源中心為例，他藉由迴流動線的設

計，打造思緒與空間對流無阻的閱讀

氛圍。根據腦力學者的研究，讀者坐

在可以改變方向的位置，腦部比較容

易受刺激，不易停頓，有助於引發思

考；而富安全感，可以讓腦袋休息放

鬆的閱讀角落，則是具有讓思緒沉澱

再出發的功能。

家具的設計配置也能活用於其

3 	 採用夕陽的燈光照度，營造舒適溫馨的
閱讀氛圍。

4 	 用報廢書籍堆疊構成桌椅立面，讓每一
道痕跡都承載著生命的溫度。

5 	 書櫃以鴨母船為設計發想，呈現出五結
的鴨鄉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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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本知名作家松岡正剛曾說

過，找書的時候，人的行為是多元

的。」播本貴依據不同族群的使用需

求，運用高、中、低及長、短不同的

書架造型，去營造不同的找書氛圍。

他並對應有的書架樣貌提出疑問與省

思，特意翻轉舊有秩序的制約，透過

不同的材質、拆除書架的背板，營造

開放、可穿透，卻又帶有隱密感的視

覺框景。這樣跳脫既有軌道的設計，

凸顯出視域豐富的趣味性格，啟發讀

者探索知識的好奇心與吸收新知的愉

悅感。

營造可親近的
溫度感

然而，不論是強化公共圖書館

群聚交流功能，或是營造可以啟發創

意思考的閱讀氛圍，圖書館空間都必

須具備親切、溫馨、易接近的特性，

才能吸引民眾親近圖書館。

生命的溫度感是人與人互動、

熟絡共鳴的媒介。像是播本貴在設計

宜蘭分區資源中心時，特意合接了

鐵、玻璃、木頭等不同溫度的建材來

平衡、組成適切且具有層次的溫度

感；也使用報廢書籍堆疊構成桌椅立

面，有些保留書籍原貌，有的削下局

部紙頁，讓每一道痕跡都呈現出時光

積澱的使用紋理，承載著一個生命的

溫度；在燈光的選用上，他則採用夕

陽無壓迫感的照度，讀者在舒適的色

溫下閱讀，可以卸除視覺負擔，洗滌

身心靈的倦乏，同時能營造溫馨的閱

讀氛圍。

而利用地方特色融入閱讀空間，

也是營造親切氛圍的方式之一。不但

可以吸引外來使用者了解一個地方的

文化特質，也能藉由一份對家鄉的熟

悉感拉近與在地居民的距離。播本貴

在進行五結鄉立圖書館空間改造計畫

時，便融入五結養鴨的地方產業文

化，以鴨鄉為主題，結合河面意象的

地板、水浪造型的桌子、鴨母船書

櫃，還有一道環狀燈箱，他親手繪出

鴨群、魚塭、冬山河拱橋等代表五結

鄉 15個村的景貌特色。圖書館裡處

處顯現親切的日常氛圍，猶如家中大

書房。

建立對話平臺

圖書館空間設計的成敗優劣，

應是館方等參與相關人員與建築設計

師共同討論協商所呈現的結果。隨著

每次的空間改造過程，播本貴感受到

臺灣對公共圖書館的重視，也看到了

從中央到基層人員所做的努力，讓他

相當激賞。播本貴冀求未來能建置一

個圖書館建築空間的整合平臺，讓更

多建築設計師看見圖書館的需求，使

空間改造不再只是一項工程的發包，

而是齊聚各方參與人士共同的對話，

如此才能真正構織出具有溫度的圖書

館空間氛圍。

6

7 8

6 	 融合鐵的冰冷和木頭的溫熱感，組成具有層次的生命溫度。

8 	 五結鄉立圖書館桌面以水浪造型為設計主
軸，營造河水意象。

7 	 削下局部紙頁，讓每一道痕跡呈現出時
光的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