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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老屋老房新生命

走進圖書館
翻開老故事

當守護老房子、文化資產保存成為一門顯學，籌建全新的圖書館舍不再是唯一選擇，圖書館開始扮

演起活化舊建築的角色，重新賦予建築空間的新生命。

文、圖
                 潘云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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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崎兒童藝術圖書館在未修復

前屋頂被鐵皮包覆，整個屋況也已是

殘破不堪，就像是一間雜屋，整理、

整理著，發現了日式木桁架結構非常

漂亮，開始對空間有了更多的想

像，」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畢業生林建叡回憶。

一個社會的文明高度與文化厚

度，就看它如何對待老建築。老建築

的存在就如同記憶的載體，見證著某

個時代的歷史軌跡，很多珍貴的東西

如果沒有被保存下來就是消失了。

近年來，圖書館在紛紛以打造全

新建體，尋求現代化服務空間的另一

端，有了不一樣的作為，圖書館扮演

起活化舊建築的角色，重新再造歷史

建物的活潑朝氣。

見證歲月的容顏 
大崎兒童藝術圖書館變身

臺南的大崎兒童藝術圖書館前身

是中山堂，早期為興建烏山頭水庫時

的日本人宿舍，也是社區老一輩幼時

的小學堂、集會中心。這裡曾是居民

美好回憶的連結點，隨著原有功能漸

漸式微，淪為一處儲藏倉庫。林建叡

說，當初南藝大建築所城鄉思維與實

踐組師生在投入社區營造時，與大崎

居民互動過程中，發現這幢房子很具

故事性，但對比堆滿雜物的荒廢景

象，很難讓人產生連結想像。直到一

次社區清潔日中，囤積的雜物被一一

清出，層層被打開的歲月見證，讓老

房子昔日的骨架輪廓逐漸清晰，醞釀

而出打造圖書館的契機。

南藝大建築所站在永續經營的角

度，期許讓老建築的再利用發揮實質

功能。在與社區居民經過無數次的討

論後，以解決孩子閱讀學習資源匱

乏，必須上下山往返市區圖書館借閱

書籍的不便與安全性為前提，有了以

兒童為主體的共識，發展出以藝術為

桃園市立圖書館大湳分館空間形成新舊交融的

對話關係。

大崎兒童藝術圖書館前身為社區中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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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的社區圖書空間，也讓圖書館與

中山堂的身世以及南藝大建築所有了

延續的緊密關係。

但，要執行修繕老建築工程，所

需花費不少，南藝大建築所除了向政

府申請補助經費外，也希望透過與社

區居民一起募款的方式，讓修復工程

成為大家共同參與的一件事。當時不

曾募過款的林建叡坦言，心理壓力頗

大。一次，他在麻豆阿蘭碗粿進餐

時，東張西望發現牆上貼滿頒發給店

家的感謝狀，張張與兒童有關聯，於

是帶著緊張的心情嘗試募款，老闆要

林建叡兩天後帶著計畫書到店裡。沒

想到老闆已備好現金，計畫書沒翻幾

頁便爽快地從口袋抽出 10萬元來，

說：「這是很好的事啊！」他將這份

好消息傳遞回社區，燃起了大家的信

心與凝聚力，2個月就募到了100萬，

60萬著手老建築的修復工程，其餘

用於經營、辦活動使用。

「我們不希望只是投入一筆大資

源修繕老房子而已，」南藝大建築所

在修復過程中，不斷醞釀出藝術活動

的發生，經由社區居民的共同參與，

讓老建築變身圖書館成為大崎很重要

的紀事；也因為大崎兒童藝術圖書館

的成立，社區的孩子慢慢走出來與圖

書館互動，許多是林建叡參與社造 4

年多來不曾遇見的孩子。經由空間的

大崎兒童藝術圖書館充滿老房子的味道。

大崎兒童藝術圖書館舉辦「在農村裡玩音樂──兒童即興音樂工作坊」活動。 參與活動的小朋友在帶領下透過聲音，重新去看待生活中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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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我看到了圖書館的意義性，

很感動，」他說。

南藝大建築所也希冀透過老建築

的活化過程，讓圖書館空間在閱讀功

能之外，亦是一個藝術學習基地。

「藝術在這裡指的是經由學習、互

動、分享一件事，很真誠地去面對、

思考、感受它，這就是藝術！」林建

叡說，我們帶著社區小朋友用不同的

角度，以更深刻的方式去看待社區。

他以「在農村裡玩音樂――兒童即興

音樂工作坊」為例指出，雖然大崎對

小朋友來說是很親近的場域，但有時

生活久了，對於周遭熟悉的事物會開

始產生疲乏，透過帶領小朋友在大崎

尋找、收集稻草、石頭、種子、紅磚

瓦等農村裡任何可以發聲的素材，創

作成各式樂器，用音樂、聲音的角

度，重新去看待他們生活中的事物，

會產生不一樣的啟發；同時也是從小

培養孩童參與、關心公共議事與對家

鄉的認同感，南藝大建築所是以這樣

的方式去看待活動的發生。「總和來

說，就是要讓人生活得更好，所以我

們長期去經營這個地方，」林建叡

說。

重塑歷史建築身世 
桃園市圖大湳分館收藏記憶

老建築保存與再利用的價值，讓

人們開始思考找回自己和土地、空間

的關係。桃園市立圖書館大湳分館原

為 1964年所建造的八德中正堂，見

證了 50年代軍方戲院文化及當地歷

史集體記憶。不過，在社會變遷與都

市化的發展下，使得原有娛樂功能一

度喪失，導致建築體長年荒廢損壞；

所幸在在地民眾極力奔走下，當時的

桃園縣（現已升格為桃園市）政府於

2007年 9月 29日公告登錄為歷史

桃園市立圖書館大湳分館原為 1964 年所

建造的八德中正堂。

「樂齡電影讀書會」活動民眾踴躍參與。

（桃園市立圖書館大湳分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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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中正堂在具地方發展歷史意義

之價值的脈絡下，展開了修復再利用

的行動。

然而，中正堂周邊原有的社會網

絡已不復存在，當時的執行團隊便提

出文資培力的創新觀念，結合歷史建

築修復工程、學校教學資源與社區營

造的參與，主要經由專業者的引導，

加深社區居民了解文化資產再利用的

重要性，進而期盼社區共同關心公共

環境議題，同時提供學生真實的學習

場域 ，重新拉起與社區的臍帶關係。

在修復完工後，由大湳分館正式

進駐使用，做為藝文推展及在地居民

終身學習的場所，發揮歷史建築保存

及活化再利用功能，同時透過圖書館

資源，讓電影放映、活動講座得以延

續，重新拾回大湳地區民眾看電影、

集會的共同記憶。目前圖書館以較為

親民，不具濃厚距離感的影片為主要

播放內容，大湳分館主任李萍舉例，

像是「暑期假日電影院」《星球浩

克》、《雷神索爾前傳》等，也因應

人口老化趨勢，為銀髮族開辦「樂齡

電影讀書會」活動，經由不同主題的

優質電影，讓樂齡族群在欣賞片中各

種角色的演繹後，留下共同對話、思

考討論、分享解析生命經驗的方式，

期望帶給長者更多生活上的感動，並

增加彼此間的相互成長。他期許，未

來在館藏上也將會慢慢著重於豐富電

影原著類書籍，讓閱讀符合中正堂原

有的精神內涵。

日式建物大改造 
鹿草鄉立圖書館身兼文化學堂

不同於大崎兒童藝術圖書館與大

湳分館的集會空間特性，嘉義縣鹿草

鄉立圖書館前身是於日治時期，昭和

11年所興建的鹿草庄役場辦公廳舍，

而鄰接木構造雨淋板的自修室是昔日

地方首長的宿舍，經由建築的再利

用，成為全縣唯一一棟日式建築圖書

館；也由於歷史建築使用空間有限，

鹿草鄉公所將圖書館前方已閒置的舊

桃園市立圖書館大湳分館原觀眾席與舞臺之間轉化為

閱覽與書籍媒體的對話關係。

舊有八德中正堂變身民眾閱讀場域。

桃園市立圖書館大湳分館原觀眾席為閱報區。

桃園市立圖書館大湳分館保留原電影播放空間的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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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所空間，改造為鹿草民俗文化學

堂，做為地方藝文展演與學習的據

點，與圖書館合而為一，定名為鹿草

鄉立圖書館暨文化學堂。

鹿草鄉過去曾是一處文化沙漠，

圖書館更是老一輩記憶裡俗稱的鬼

屋，許多人避而遠之的地方，但是在

館方多年耕耘下，透過活動的推廣來

活化老建築，讓圖書館營運績效屢屢

獲得肯定，眾人有目共睹。

然而，鹿草鄉和多數農村一樣，

人口外流情況嚴重，使得鄉內老年人

口占全縣第二。鹿草鄉鄉長楊秀玉深

知，「唯有提升教育、文化才有機會

改變與轉變。」特別是鹿草保留、累

積了許多深厚且豐富的在地文化與特

色，值得被發揚光大。

鹿草圖書館透過凝聚團隊的共

識，齊心推動地方文化，除了有培訓

文化志工，也有由一群志工媽媽組成

的鹿草故事劇團，以皮影戲活靈活現

的戲劇演出，讓圖書館不只是靜態的

閱讀場域，而是更生活化、更貼近民

眾的學習場所。鹿草故事劇團最具代

表的演出是改編在地繪本與鄉土傳奇

的戲碼，如「鴨母將軍朱一貴」、「鹿

仔草大觀園」等等，也有將在地元素

融入童話故事的「鹿仔草灰姑娘」，

其中「慈雲寺的大蛇傳」更凝結眾人

之力，以多幅工藝手法繁瑣的版畫，

通力完成出版的圖書繪本。

其實，鹿草子弟不乏表現出眾的

藝文界人士，像是國寶級手工製墨大

師陳嘉德，雖然長年在外地打拚，對

於地方藝文推廣的付出與支持盡心盡

力。楊秀玉說，以對家鄉的關心、愛

鄉理念為出發，他允諾即使賠錢也要

回鄉參與藝文活動，令人感佩。鹿草

圖書館館長石紋菁也計畫，將陳嘉德

珍貴的手工製墨技藝與在地書法家結

合，透過展演活動傳承這項珍貴的文

化。

嘉義縣鹿草鄉立圖書館前身為鹿草庄役場辦公廳舍。

兒童室小朋友與家長坐在一起，聽故事媽媽說精采的故事。

(鹿草鄉立圖書館暨文化學堂提供 )

鹿草故事劇團於後臺排演皮影戲。(鹿草鄉立圖書館暨文化學堂提供 )

鹿草鄉立圖書館出版具地方文化特色的圖書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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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回鄉的子弟看見圖書

館的付出，都相當感動，圖書館的使

用率也越來越高，」石紋菁說。 未

來，楊秀玉將持續凝聚鹿草子弟對家

鄉的認同感，激發返鄉的動力，並透

過擴大往外發散的力量，讓圖書館動

起來。她期許結合地方產業、文化觀

光計畫及地方文化館的合作模式，例

如經由「好鄉、好農、好安心」假日

市集的舉辦，融入創意思維推動各項

藝文閱讀活動，讓更多人走進圖書

館，讓充滿歷史文化價值的圖書館空

間，能成為鄉內具代表性的休閒觀光

景點。

顯現歷史價值 
圖書館參與老建物再進化

老建築的保存、再利用，不僅止

於功能上的活化，也必須尊重老建築

的構造、用料及工法，讓充滿歲月痕

跡、無法複製的特色，透過展演的新

概念，提升修復價值，讓更多人可以

認識它。

鹿草圖書館主體建築構造為磚造

木構架，寄棟造，屋架之間高掛著記

載建築年紀於皇紀 2596年興建的棟

札，標註日本會社名稱以及厚度註記

的屋面板，以 45度鋪陳的石屋瓦，

還有日本為加強戰備，讓建築物與土

黃色的地面近似，以避免空襲，具有

閃避雷達偵測作用的十三溝面磚，述

說著從戰爭到和平的歷史演變，是教

學的活教材，更是珍貴的文化資產。

大崎兒童藝術圖書館在修復過程

中，以遵循古法融合現代技術的方式

來修繕補強，將不屬於老建築的鐵皮

拆除，並將輕鋼架天花板打開，使木

桁架結構和竹子、泥巴、稻草組成的

用料框景展示於空間中，讓老房子的

味道能繼續被保留。

大湳分館則修復保留了山牆、磚

面、屋面、放映孔……，在空間布局

上，於圖書館中央設置了玻璃盒多媒

鹿草鄉立圖書館屋架之間高掛著棟札。

鹿草鄉立圖書館外牆由具有閃避雷達偵測的十三溝面磚構成。鹿草鄉立圖書館展示出日式建築的屋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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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室，將電影放映的集體記憶擺放在

核心位置，當放映廳窗簾一拉開，就

能與圖書館產生空間互動，原觀眾席

與舞臺之間，也轉化為閱覽與書籍媒

體的交流關係，而穿梭於芬克式桁架

的閣樓形成體驗歷史建築的秘密基

地，在新舊交融的重組間，構成跨時

空連結的對話。

然而，老建築的再利用有美好的

一面，也有存在的困難點，老建築多

愁善感的情緒，一下漏水、一下牆面

氧化……，讓修復、維護成為一場持

久戰，在館方的努力之餘，唯有國家

制定完善的推動政策，才能讓被活化

的圖書館空間永續經營下去。

大崎兒童藝術圖書館將建築用料、結構展示於閱讀空間中。 桃園市立圖書館大湳分館多媒體室。

桃園市立圖書館大湳分館展示建材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