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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蘇士雅、耿詩婷、李奇儒

蔡宜璋、盧俊廷、吳仕捷、李育聰　對症下藥

圖書館建築空間大會診 
建築師解決疑難雜症

本期封面故事專家觀點邀建築師蔡宜璋、盧俊廷針對自己設

計的新建館舍——臺南市鹽埕圖書館、桃園市立圖書館龍岡

分館進行深度剖析；請參與空間改造的建築師吳仕捷、李育

聰談如何營造新世代的圖書館空間。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岡分館西南角整體夜間燈光。 

（CTLU Architect & Associates 

盧俊廷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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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造出美感、機能兼具的公共圖書館建

築、空間，建築師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就像是

專科醫師，必須具有了解圖書館功能、需求的專

業，才能設計出具深度的建築空間；他們又像是

醫美醫生，必須實踐對美的感覺與體認。

蔡宜璋開具處方箋： 
光線、聲音、味道流動

對蔡宜璋建築師而言，一座圖書館就是一個

知識的盒子，作為圖書館的建築設計者，他思考

的是：讓民眾如何去打開？因此，除了基本功能，

想像民眾在這個空間中的行為模式與需求，進而

以同理心提供完善的設備與服務，這才是成功的

圖書館設計。

臺南市鹽埕圖書館位在偏離市區南端，蔡宜

璋接下這個建築案時，很快速在心中有了全貌性

的想像；外觀要能彰顯圖書館的精神加上地方（鹽

埕）的意象、當地居民的生活習慣、能夠誘發民

眾進館的意願…。

貫穿三層樓的大書櫃、書梯以及天窗，可以

說是這座圖書館的主軸，這樣的設計，除了氣魄，

還有著精心的盤算。

臺南市是個文化濃厚的城市，大學和高中的

設計相關科系也十分出色，喜歡設計的人不愛乖

乖端正坐在座位上，蔡宜璋希望這個圖書館成為

設計者或學子的天堂，因此，他設想中貫穿三樓

層的大書櫃是用來擺放設計類的書，讓讀者隨性

坐在緊鄰書櫃的原木書梯。此外，梯間平臺可以

作為社區的演講廳；一 /二樓梯間是較為親密的

兒童活動空間，二 /三樓則是較成人與社會性的

活動場所，書梯則充當正式的座位席。

自從開館以來，書梯的確發揮了預想的效

果，但在斟酌藏書量的現實下，貫穿全棟樓層的

大書櫃最後不是用來展示設計類圖書，而是變成

臺南市鹽埕圖書館外觀由一本本書堆疊加上結晶意象，彰顯出圖書館與鹽埕地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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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區，這樣的轉換，意外滿足了喜愛嘗鮮的兒

童和青少年。

鹽埕圖書館周遭稍嫌偏僻，喜歡泡在圖書館

中的人可能一待就是半天一天，為了解決小憩、吃

喝的需求，蔡宜璋最初的規劃，是在圖書館設置便

利超商或提供輕食區，館內大廳則有咖啡角落，他

甚至希望咖啡飄香在整棟通透的空間中流動。

回顧歐洲的咖啡史，咖啡館是資訊中心、文

化藝術沙龍，甚至是孕育新學術思潮的溫床、新

人文主義甚至是革命思想的傳播地。咖啡負載著

如此神聖的精神，因此蔡宜璋認為「圖書館應該

要有一個咖啡的位子！」

光線流動，聲音流動，味道流動，這是建築

師的美好想像。

審視圖書館現貌，「光線流動」是最為成功

的部分。在顧及周邊風景不夠迷人的條件下，蔡

宜璋利用裝飾性小窗格，室內與室外的景觀透過

長方形孔群過濾了不宜一覽無遺的風景，但又將

自然光完美引入建築內部，加上玻璃天窗投射的

溫和日光，連綿向上排列的階梯更顯詩意。

提供知識補給的地方，不該是靜悄悄的。尤

其在這個年代、在這個熱鬧不足的社區，熱絡的

氛圍反而能形成吸引民眾的熱能。因此，蔡宜璋

刻意以開放性設計來達到「聲音流動」的效果，

但聲音的穿透卻也引發讀者的微言，這些反彈，

自然讓館方與建築師都承受著壓力。 至於「味道

臺南市鹽埕圖書館貫穿全棟樓層的大書櫃改規劃為漫畫區。

作品完成後，原始的意念能否被使用者延續，這是建築

師最在意的事，對蔡宜璋而言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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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因為商家認為商機不大不願進駐，委外

供應輕食、咖啡等計畫從 2015年 11月開館至今

仍無法落實。

多數圖書館一進門就是感應關卡，這不是一

個歡迎的形式，因此鹽埕圖書館的感應門刻意內

推，護衛了入口閒適的自由度，這裡也成為一個

緩衝地帶，進了門，像進入自家的客廳，可以坐

在靠窗的沙發上喘口氣，發個呆，或看看報紙。

這樣的閒散空間也成為建築的櫥窗；民眾行

走在戶外騎樓，透過全牆的斜面玻璃，可以閱讀

大廳內的悠閒，繞著騎樓走，接著映入眼簾的是

親子共讀玩樂的幼童區。這些畫面，都足以誘發

大家想要進入館內。

另外，鹽埕圖書館也透過一件色彩豐富的公

共藝術品「一起飛翔吧～孩子」襯托整棟素灰色

的建築；「不同的人講述同樣的事情」兩者相襯，

除了美感充足，更加重強調了圖書館的精神！

臺南市鹽埕圖書館室內與室外的景觀透過長方形孔群過濾了不宜一覽無遺的風景，但又將自然光完美引入建築內部。

臺南市鹽埕圖書館透過色彩豐富的公共藝術品「一起飛翔吧～

孩子」襯托整棟素灰色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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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俊廷私人藥方： 
在地性＋親切有感 

負責設計桃園市立圖書館龍岡分館的建築師

盧俊廷，從自身經驗出發，談到設計龍岡分館的

經驗時，他認為，設計新型態圖書館，最需要注

意的是在地性和親切有感。

龍岡分館設計時，由於盧俊廷建築師本身即

是當地人，對當地具有的生活方式較為了解，故

以舊有環境經驗為主題，希望融入以前人們樹下

乘涼的輕鬆心情，設計了低矮親切的閱報區作為

入口。他認為，社區圖書館除了較嚴肅、寧靜的

閱覽區外，當地居民亦可在進入後第一時間，便

在其中感到簡單、輕鬆，不需有太多閱讀上的壓

力，如同在老榕樹下看報紙的經驗。整體建築設

計，便是由此出發。

在整體空間設計的部分，主要希望空間明

亮，採光通風良好，延續在老榕樹下行走的感受，

讓民眾感到親切容易感受，例如建築南面的 45

本大書，兼具遮音、遮陽功能及自明性；北面大

窗戶面對公園，象徵了書內的世界，窗戶上更遍

布一條條垂木，則是象徵了氣根，連結上老榕樹，

代表智慧與知識的傳承。這些都是延續了老榕樹

的概念，將「書」與「樹」做出連結。

從整體空間配置上來看，剛走入圖書館時，

輕鬆、自在是主要訴求，往上層走則偏向靜態圖書

館，越往上層會越安靜、嚴肅。為了達成這些目的，

在設計上，從閱報區往內深入，會進入讀者大廳，

空間上的放大感，會自然讓使用者安靜，希望能讓

讀者有視覺、聽覺，更甚者心靈上的沉澱。

龍岡圖書館作為一個社區圖書館，盧俊廷認

為，當地圖書館使用上，需要先滿足閱讀需求，

便在取捨下，不強調所謂人性化的數位設備，先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岡分館猶如一本即將被翻開的藏密巨書。（CTLU Architect & Associates 盧俊廷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岡分館建築師盧俊

廷。（CTLU Architect & Associates 

盧俊廷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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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了較適合該館、該區域的紙本需求。在空間

上，有多功能教室與兒童閱讀室的設計；由於龍

岡圖書館當地外籍配偶多，所以多功能教室同時

可以擔當新住民教學的地點，兒童閱讀室則有說

故事活動等功能。盧俊廷表示，對於圖書館的想

法，除了讓民眾相信在自家巷弄旁的公共圖書館，

也能享有連鎖書店般的高品質外，希望能讓圖書

館不只是個閱讀的地點，而是屬於當地人的文化

交流或社區常民生活的親切核心。

在現代新型態的設計下，盧俊廷認為，所有

設計還是要回歸使用者及環境本身。數位化、科

技化與否，建議因地制宜，而非一昧追求現代性。

談及自身設計上遭遇的困難，他指出，在和館方

管理階層溝通時，會因為公家機關人員替換問題

產生困擾；而建築上考量使用者的需求，和管理

階層上的考量又有所不同，但以現今社會氛圍來

說，讀者投訴確實會對管理者造成莫大的壓力，

少數人的主觀意見絕無法代表大部分讀者，但管

理者仍必須回應，實為其辛苦及為難之處。

總之，設計者應再多了解管理者的困難及使

用者的需求，而管理者、使用者則應多以宏觀、

尊重設計原意的角度觀之，三方共同維護空間使

用性、整體性、延續設計原貌，而不是陷入自我

主觀、便利自我的小眼光中，我國整體美學及空

間素養才能更為提升。盧俊廷也特別提到，龍岡

分館落成之初亦有類似的溝通盲點，但在一段陣

痛及溝通後，現建築師與業主正攜手合作往永續

維持空間使用性及整體風貌之目標邁進，他非常

感謝業主的素養與大量，並相信若持續下去，這

將成為我國公共工程業主的文化楷模與典範。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岡分館由 45 本大書形成的書群過濾系統。

（CTLU Architect & Associates 盧俊廷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桃 園 市 立 圖 書 館 龍 岡 分 館 天 窗 下 的 溫 書 室。（CTLU 

Architect & Associates 盧俊廷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岡分館二樓兒童閱覽室。（CTLU Architect & Associates 盧俊廷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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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文化之都的臺南，這幾年大刀闊斧地推

動「區圖書館閱讀環境優質化計畫」，成效有目

共睹，如今圖書館已成為各個年齡層都可以閱讀、

學習、交流、休閒的好所在。這期書香特別採訪

了參與改造龍崎區圖書館、新市區圖書館、安平

區圖書館、臺南市立圖書館的建築師吳仕捷，以

及仁德區圖書館、山上區圖書館、新化區圖書館

建築師李育聰，兩人皆主持過多件圖書館改造計

畫案，從他們專業角度來分析舊式公共圖書館的

問題以及如何營造新時代圖書館的空間樣貌。

降低書櫃 
把圖書館還給讀者

首先，是從前的圖書館比較著重於藏書量，

吳仕捷認為如此一來，使用空間的就變成「書」

而不是「人」，且為了要擁有更多的藏書，書櫃

就會越來越高，不但讀者取書不易，影響到自然

採光的導入與空氣的流動，也會讓整個空間顯得

擁擠，並且阻隔讀者的視野與動線，館員也較無

法快速掌握各角落的狀況，大大增加管理的難度。

因此李育聰就建議，必須先降低書櫃的高度，減

少圖書館的死角，從以前的 6層櫃變成現在的 3

層櫃，若非不得已使用高櫃，就一定要靠牆，而

不是聳立在中間。一旦書櫃降低後，書櫃上方也

瞬間變成展示的空間，除了可以不定期舉辦居民

的手工藝品展，也能擺放植栽，增加空間的綠意，

讓讀者即便長時間的閱讀，也較不會感覺到疲憊。  

讓空間成為館員的分身

書櫃降低以後，為了讓讀者更容易找到想要

的書籍，指示系統與動線安排就顯得格外重要，

「直接讓空間就成為館員的一部分」，意思就是

讀者不需要丈二金剛地浪費時間尋找或是開口詢

問，一個擁有良好指示系統與動線的圖書館，讓

民眾踏進圖書館後，就可以很容易地獲得他所需

要的服務，無論是使用電腦或是找資料、閱讀報

章雜誌打發時間等等。李育聰還強調，「隨手看

書、就近閱讀」的設計概念，在每個主題書櫃附

近都會擺放桌椅或沙發，讀者不必再來來回回找

書、回到位置上閱讀。

吳仕捷、李育聰 為公共圖書館診療把脈

臺南仁德區圖書館新書區。( 境謙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

建築師李育聰。( 境謙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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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在地特色 
成為獨一無二的圖書館

圖書館若是沒有的在地的文化特色，就像是

沒有經過調味的燙青菜，雖然對人體有幫助，卻

無法滿足饕客的味蕾，沒有辦法創造出回頭客、

也無法吸引外地人客，因此圖書館空間改造計畫

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便是結合在地特色，讓每

一間圖書館都不一樣，為了做到這點，建築師必須

先進行田野調查，了解這個地區的文化與歷史，將

當地獨特的意象融入硬體改造當中，不但能提高當

地人的向心力與榮譽感，也能讓外地人多多利用圖

書館資源，成為了解此地區的重要窗口之一。

透過吳仕捷、李育聰建築師改造圖書館的經

驗、案例，可以了解到新世代的圖書館空間樣貌，

必須是軟硬體的相輔相成，不但要保有實用性，

更重要的是氣氛的營造，讓讀者延長停留在圖書

館的時間，進而誘發閱讀興趣。圖書館不再只是

學子考試前窩的 K書中心，而是每一個人的！讓

圖書館成為文化的容器，每一個人在這個容器中，

都能感到愉快而滿足，而要做到這點，圖書館空

間大變身功不可沒。

燈光是空間的魔法師

「許多人會覺得自然光越亮越好，但放在圖

書館空間設計內，這其實並不是件好事。」吳仕

捷建築師表示。因為這樣會影響閱讀，過亮的環

境會造成眼睛的負擔，因此需要燈具的輔助。而

為了讓圖書館不單單像個教室或是 K書中心，色

溫也不能太過偏冷；另外，因應「分齡分眾」的

需求，燈具造型也會有所區隔，從小地方能讓民

眾感受到圖書館是為了自己而設計、存在的。

除了光線外，為了營造清爽、活潑的圖書館

空間，桌椅、地板、書櫃等色彩上的選擇，也要

相對豐富，也能藉由色彩來取代隔板，成為區隔

空間的方式。如此一來整個空間設置上，才不會

讓每個分區 (親子區、青少年區、東南亞區等 )過

於獨立，讓圖書館有被切割之感。李育聰建築師

表示，有鑑於偏鄉地區的人口結構，大多數為老

人與小孩，而圖書館以社區交流中心為發展目標，

就是希望每個年齡成都可以相互學習與照顧，學

生可以教老人用電腦、老人也能幫忙看照來圖書

館看書的孩子，因此在分區的設計上需要看似獨

立又融合，才能真正達到增進人際交流的目的。

臺南龍崎區圖書館營造活潑的圖書館空間。

（吳仕捷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建築師吳仕捷（圖右）。（吳仕捷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