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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癥結點　尋路更順暢

整頓不良動線� 

重塑空間新秩序

高雄市立圖書館大樹二館、臺南市龍崎區圖書館以及

南投縣水里鄉立圖書館，分別藉由內部空間的變動來

改善動線規劃，並為讀者提供更理想的尋路服務。

高雄市立圖書館大樹二館老厝窗花造型書櫃打造出饒富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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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曾感到疑惑，為什麼公共圖書館內外

到處都是標示，卻還是迷路了？或是困在圖書館

迂迴的動線設計裡，造成使用上的不便？

事實上，這關乎著圖書館對於讀者使用行為

的關注與否。館方對於使用行為了解越多，越能

適切規劃出良善的動線設計，進而經由標示系統

誘發、引導讀者的尋路決策。

南投縣水里鄉立圖書館 
劃分出明確行徑

「從無到有，是我們想要營造的氛圍。」南

投縣水里鄉立圖書館館長徐玉玲回憶，她就職上

任時，初踏入圖書館的第一印象是陰暗、雜亂，

館內外完全沒有任何標示指引，該往哪個方向移

動簡直是一頭霧水；加上當時圖書館的單一門口

設置在二樓，沒有考量到無障礙環境的設計，導

致行動不便的長者或身障讀者被拒於門外。

徐玉玲發願要讓水里鄉民擁有一處舒適的閱

讀場所。在許多人不看好的情況下，她毅然決然

帶領館員向教育部申請「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

設備升級實施計畫」，著手進行空間改造工程。

首先徐玉玲規劃在平面位置開一道門，設置無障

礙空間，便利有需求的讀者進出，再劃分出明確

的空間動線，以分區分齡運作，新增青少年區、

樂齡閱讀區…，來避免區域間交錯相互干擾。而

過去位於角落地帶距離服務臺最遙遠的兒童區，

對於小讀者而言，不但有安全上的疑慮，孩子上

洗手間還必須具備跑百米的精神，從圖書館的一

端跑到另一端，穿越層層書架與閱覽區才能抵達

廁所。透過這次的空間改造，她特別將兒童區挪

移至離廁所、哺集乳室與服務臺鄰近的位置，大

幅改善了不良的動線設計。

不重疊、不迂迴是圖書館規劃空間動線的基

本原則，尋書的移動路徑也是越短越方便。徐玉

水里鄉立圖書館幼兒閱讀區、兒童區與廁所、哺集乳室位置鄰近，方便孩子、親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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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指出， 館內的幼兒閱讀區、兒童區、青少年區、

樂齡閱讀區，皆設有各自專屬、合宜閱讀的書籍，

方便讀者就近尋書。開架閱覽區則運用降低書架

的方式，讓視野一覽無遺，讀者可依編目類號尋

書，直接於書架上或一旁的桌椅閱讀。

對於初次踏訪或是不熟悉水里鄉立圖書館空

間配置的讀者。徐玉玲在空間中加裝上標示設計，

讓尋路資訊成為解決尋路問題的關鍵要素。讀者

站在大門外，即可透過地圖標示，了解圖書館的

空間規劃，入門一抬頭，方向性標示版便能指引

讀者前往目的地，並設有中英文雙語區域標示，

協助讀者辨識所在區域。

徐玉玲對於標示系統的重視度，反映著她對

讀者的服務態度，使得一開始不被看好的負面聲

音，轉為讀者的讚賞。徐玉玲說：「雖然比不上

都市的圖書館建設，但對水里來說，這就是一個

改變，讓鄉民有一個屬於他們的地方。」 

臺南市龍崎區圖書館 
重現挑高優勢

封館整整歷時一年之久的龍崎區圖書館，在

引頸企盼之下，於 2016年尾聲重新開館，並以

全新的面貌迎接 2017嶄新氣象。龍崎區公所民

政及人文課課長施梅寬透過龍崎區圖書館改造前

的照片紀錄解說之際，完全對動線規劃影響所及

的空間侷限性一目了然。事實上，龍崎區圖書館

因位處山坡地保護區，建築單層樓高達 4公尺之

多，長度 40公尺，室內空間又高又深，卻因 6

層櫃的雙面書架排列擁擠，原本挑高空間及採光

優勢盡失，另又有龍崎國小數位學習中心以及階

梯教室、兩間倉儲室，導致空間配置更零碎。經

由全數淨空之後，設計師得以針對動線流暢與空

水里鄉立圖書館大門外設有地圖標示。

水里鄉立圖書館青少年區設有專屬書籍，方便讀者就近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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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配置通透明亮施展作為，尤其創造樓中樓的夾

層，不僅顛覆公部門正規正矩的刻板印象，且克

服繁瑣的法規建照流程，僅僅單一樓層的圖書館

也能展現宛如 3D效果的立體感。

館內由「分齡、分眾」主要目標進行空間整

合規劃，創造動線流暢、視線通透，首先服務臺

移至數位學習中心位置，並與兒童區成為圖書館

進門兩側平臺，保留 3公尺寬的走道空間，一直

延伸至樂齡區，不僅是為年長者設想周到的無障

礙環境，也使得視線延展至書櫃區，加上服務臺

背牆新增新書展示牆長達 20公尺，宛如書店的

設計感，令人進門就心生好感。

施梅寬表示，館內早期使用的 6層櫃書架不

只取書困難，且造成採光不足，現改由 4層鋼製

書櫃適當降低高度，青草綠色書架在陽光與燈光

投射之下，顯得十分自然舒服，並可清楚辨識電

腦網路區、期刊報紙區、樂齡區所在位置。

另一方面設計師將階梯教室與會議室、視聽

室隔間打掉重練，在全開放式空間原則之下，卻

仍維持分齡、分眾互不抵觸，善加運用樓層挑高

結構，打造夾層的青少年區、漫畫區、討論區的

獨立空間，夾層下方依舊是書櫃區，施梅寬強調，

區域型的小型圖書館空間運用不在大小，而在於

巧妙之處。

龍崎區圖書館長達 20 公尺的新書展示牆，呈現宛如書店式的亮麗設計。

龍崎區圖書館階梯教室因使用率低，改造後規劃成為開架閱覽區，形成更優質的閱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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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素有「采竹之鄉」美名的龍崎擁有獨特地

質的自然景觀，必然成為不可或缺的設計應用，

龍崎區圖書館著重大地色系，且以竹筍圖案繪製

告示牌，結合地方生活文化形象，更加凸顯內在

的自然氣質，同時發揮標示辨識功能，協助讀者

尋路。 

高市圖大樹二館 
規劃理想路徑

高雄市立圖書館大樹二館改造前，一樓書庫

區占用大多數面積，在書櫃密集下無法提供較多

的閱讀空間，擠身在書庫區中的服務臺太小而且

有極大壓迫感，而出入口大廳雖寬敞，卻被固定

的屏風占據而無法運用；至於二樓，兒童區少了

特色，也沒有學齡前兒童可使用的專屬空間，館

內亦缺乏青少年可集中使用的區域，三樓的研習

室與自修區使用時已無緩衝，彼此造成干擾…，

整座圖書館動線規劃與服務空間機能並不完整。

負責改造的建築師王志賢謙虛表示，這個改

造案只是依據館方需求做了調整，稱不上是整體

設計；但實際上，圖書館改造前後有了大變身，

不僅建築物外觀及內部空間動線都達到了以讀者

為中心的理想，室內設計上融入大樹區鐵橋、古

厝、火車等重要的意象，充分展現出大樹區特有

風情。

新改造的圖書館，入口即是新書展示區，迎

接入館民眾開啟閱讀之門；兒童閱讀區從二樓搬

遷至一樓，再細分為學齡前區及學童區，個別提

供適齡書籍，學齡前區並配合木作地板角落說故

事空間，親子共閱時可席地而坐閱讀。並以大樹

區百年鐵橋及老厝窗花造型書櫃打造出饒富地方

特色的區域；重新打造的雜誌、閱報及樂齡區，

透過戶外陽光與綠景的引進，營造出坐在大樹下

閱讀的氛圍，悠閒而愜意。

二樓「地方文獻」特色館藏區，王志賢設計

了乘載大樹糖業及旅人往返的火車造型書櫃陳列

特色館藏書，加上「鐵道旅行大富翁」的遊戲背

板，活潑呈現九曲堂火車站的重要地位。而與特

色館藏區相鄰的是青少年圖書、漫畫及館藏查詢

電腦區，這些不同屬性的主題，透過生動的視覺

設計巧妙的融合成一體。

配合圖書館的空間改造，高雄市立歷史博物

高雄市立圖書館大樹二館兒童區及學齡前兒童區每個角落可以看見最有地方感情的舊鐵橋意象！

高雄市立圖書館大樹二館以精緻而專業的陶藝家林昭地獨立展，

進行教育傳承，也大大提升了圖書館的內涵。



高雄市立圖書館大樹二館火車造型書櫃陳列特色館藏書，主題明確，便於讀者尋書。

高雄市立圖書館大樹二館的外觀也拉皮做了微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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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特別策畫在二樓中心點設置陶藝家林昭地獨立

展區。陶藝家林昭地居住在大樹區超過一甲子，

曾於 2000年榮獲第 23屆中興文藝獎章特別貢獻

獎，因感於生活型態驟變，多數早期使用的常民

陶器一般人不易看見，所以特別在 2015年捐給

高雄市政府 145件他所創作珍藏的陶器作品。這

批作品內容包括宗教祭祀、日常用品、產業用品

及藝術品，充分展現傳統農、漁業生活的精采樣

貌。大樹二館以精緻而專業的獨立展區進行教育

傳承，也大大提升了圖書館的內涵。

王貞懿主任為了延續館內的藝術性，特別在

三樓增設藝文走廊，除了展示高市美術館收藏的

畫作，也開放給社區藝術家辦展。這個畫廊空間

擺放著舒適的座椅，形同自修室與數位機會中心 /

研習室之間的緩衝空間。

在服務空間的調整上，原本二樓辦公室移至

一樓與圖書整理室與服務臺整合，縮短了館員的

工作動線。館方也學習大賣場貨架標示的方式，

在每座書櫃貼上簡易數字編號，當館員要協助讀

者尋書時，只要輕鬆告知在第幾號櫃即可。

經由動線的重新配置，大樹二館不僅成為舒

適宜人的閱讀空間，也讓館員的工作流程更加順

暢，建築師更成功的利用巧思，讓走動與轉換在

各空間的讀者心情都能維持和諧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