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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中北上，和臺北市立圖書館推廣課館員

沈宗霖見面的第一天，天色有點晚，外頭春雨綿

綿下著，從推廣課辦公室走出來的他，有著高大

的身形與自信的笑容，熱情的說：「我到總館這

裡服務還不到 1年耶，帶你到圖書館內走走。」

沈宗霖細數自己畢業後跟圖書館的淵源，畢業後

歷經科技業的洗禮，繞了一圈又重新回到圖書館

工作的 12年服務歷程。從剛開始在花蓮縣萬榮

鄉立圖書館開始入行當起小館員，在北市圖南港

區龍華分館服務時遇見把圖書館當成第二個家的

孩子，他們往往因為家人做生意的關係，成為圖

書館的常客，時不時就往圖書館裡跑，在這裡寫

功課、也在這裡遊戲，與館員建立起關係緊密的

連結，甚至連生活問題都會詢問館員，他笑說：

「孩子們跟我相處的時間，都快要比跟家人在一

起還要多了。」

翻閱沈宗霖的臉書動態，發現他不但經常分

享在圖書館服務的經驗、趣聞，也關注著各地圖

書館的發展外，還有一個部分是沈宗霖常走訪各

地圖書館的足跡，每到一個地方去旅行，他都會

撥空去當地的圖書館看看，足跡已遍及 130多間

了。問起沈宗霖有沒有特別印象深刻的？他提到

各間圖書館都有他們自己的特色，有很多可以去

學習的地方，「特別像是雲林的斗六市立繪本圖

書館，屏東的萬巒鄉立圖書館，臺中市立圖書館

大安分館等，都是非常好的典範，他們走出自己

圖書館角色功能不斷在演變。（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陳怡妏提供）

文、圖／鄭宇庭

北市圖館員沈宗霖 
回顧歷史、仰望未來，走出不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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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與社區還有在地文化相結合，有非常活

躍的館長與願意熱情投入的館員，長久處在這樣

的氛圍下圖書館就可以變得不一樣了」，臺灣有

非常多的鄉鎮市圖書館，「不見得都要制式化，

每個圖書館都可以走出自己的風格與價值，就可

以有更多不一樣的圖書館經營策略跟使用方式。」

沒有離題太遠，沈宗霖用誠懇的眼神說：「我

覺得每個圖書館都有適合去經營的特色，關鍵是

你要怎麼去定位」，傳統我們會認為圖書館是個

提供書籍和資料典藏、流通與利用的場所，但在

數位時代中，「書籍對每個人的運用性是越來越

降低，使用者要查找資料未必一定要到圖書館來

使用，很多資訊在網路上都可以查找到，雖然我

們現在談到圖書館的角色，依然是以書籍的保存

與利用為主，但未來我們在定義圖書館時應該可

以把領域放寬，譬如可以去整理知識或協助民眾

獲取與典藏知識。以圖書館經常被提及的活動來

說，像是『真人圖書館』或是『作家與讀者有約』

之類的講座，這些活動展示的其實是人不是書，

經由圖書館的協助後，讓我們把知識重新組裝了，

參加者從參與的過程中去認識這個人身上擷取出

來的知識，然後去閱讀、學習與應用。」 

時代在變 
圖書館角色功能也在變

回到主題，圖書館的歷史演變一路走向數位

時代，「回應使用者需求是促成圖書館改變最大

的動力」，圖書館是被典藏及利用的地方，為了

配合使用者不同的需求而做改變，並非只是閱讀

推廣，是跟著歷史而有些變化的。或許是知道筆

者是經營書店，沈宗霖對我說：「雖然在臺灣可

以發現圖書館與書店被認為是競爭關係，但在國

外有不少書店及圖書館是積極地在做整合，一起

把閱讀的市場做大，譬如像西雅圖公共圖書館、

紐約公共圖書館或是舊金山圖書館等，這些圖書

館在館內都有附設書店，而書店本身的經營也會

與圖書館做一些配合，比如說合辦一些書展，共

同辦理一些講座、分享活動等，讀者在館內看到

本好書、聽到場好的講座，覺得吸引他的話，會

去圖書館的書店購買。」而圖書館員在閱讀專業

上也有被重視、肯定及發揮影響力的必要性，「特

別是在閱讀指引上，館員必須要彰顯出他們所具

備的專業，可以推薦給使用者他們所需要的書。

像是圖書館雜誌《Library Journal》，或是一些

以書評為主的社群媒體如「Booklist、Publishers 

沈宗霖回顧圖書館精彩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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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x Thinking 圖書館思考」粉絲專頁。

Weekly」、「American Libraries」，也都有圖書

館員所撰寫跟推薦的書評，這些都是在閱讀文化

上很重要的環節。就行銷學來說，圖書館是一個

品牌，而館員的專業知識及社會影響力代表的是

品牌往外的延伸。」

若從使用者出發，就可以稍微談一下目前歐

美盛行的新型態圖書館，比如服裝 /時尚圖書館，

工具 /器材圖書館，廚房 /廚具圖書館等等另類圖

書館，沈宗霖覺得：「這些圖書館的出現，是我

們對於圖書館空間的重新定義。在臺灣，我們會

把圖書館跟書做一個很直覺式的聯想，對於圖書

館的服務我們會想到的也是書籍的流通、書庫區、

自修區、資訊檢索區等，都是跟書和資訊有關。

但是在國外，他們眼中的圖書館不只是圖書館，

圖書館實際上是被當成了社區中心，這有很大的

關鍵是在於臺灣跟國外的交通環境不太一樣，像

是我們鄉鎮市之間的交通可能 1~2小時就會到，

但在歐美可能要長達半天甚至更久的時間，在這

樣的背景下，圖書館對地方而言可能得肩負了非

常多的使命。提供閱讀資源這部分就不用說了，

圖書館可能還是提供居民報稅、來打疫苗、申請

就業服務或救濟金的窗口，圖書館結合了一部分

政府部門的服務，居民到圖書館來可以一次滿足

很多的需求。」他也說到，上面所提到的工具圖

書館、服裝圖書館，甚至是種子圖書館，其實都

是美國幾個州公共圖書館系統的服務項目，而不

是單純的商店。「傳統我們會認為，院子裡草長

了或是需要裝個什麼東西，就得要去買一套除草

機或是電鑽，但現在圖書館不只是典藏書的地方，

也是典藏資源的地方，民眾需要什麼東西可以嘗

試到圖書館裡去付費借用，這是一個結合『共享

經濟』的概念。」這是在數位時代早晚會發生的

事情，當圖書館跟社區中心與共享經濟做結合後，

「圖書館可以把服務變得更多元，去思考從使用

者的需求出發，提供服裝、工具與廚具等更多的

資源供民眾去借用，而這些器具如何操作？服裝

如何搭配？館員則可以引導民眾到圖書館裡面去

借書、去諮詢或是上網去找資料，館員可以將使

用者的需求引導到圖書館的服務資源裡，讓這些

生活的種種能更接近閱讀。」

漫談歷史 
閱讀精采故事

再從使用者的觀點出發，沈宗霖提及：「我

本身讀的是中古文化史跟古典文獻學，一直以來

對圖書館的議題就非常關注，要講最早具有影響

力的圖書館可能得要從西元前 3世紀的埃及亞歷

山大圖書館開始講起，只是那時候要進去圖書館

的資格是被限定的，只有祭司、貴族還有一些被

特許的學者才能夠入內。館員本身也是身兼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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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閱讀指引上，館員必須要彰顯出他們所具備

的專業，可以推薦給使用者他們所需要的書。

的角色，負責圖書文獻的蒐集、標記、分類與整

理研究的角色。經過了很久，圖書館的被使用範

圍才終於擴大了，不再限制為少部分人服務，但

書一直以來都被視作一種財富，甚至最後衍生成

一種藏書癖。」

這裡有兩種不同的圖書館利用方式可以提供

我們好好思考，「傳統中國的圖書館可以區分為

皇家圖書館和私人圖書館兩種。皇家圖書館僅提

供給皇室及被授予職權的高階官吏使用，而私人

圖書館往往是在個人有了財富後，想透過『囤積

書本』滿足自己的蒐集癖，或是藉此以壟斷部分

知識的方式，像是宋朝丁顗的 8,000卷樓、明朝

范欽的天一閣、清朝楊以增的海源閣、陸心源的

皕宋樓等。這類型圖書館多半不是對公眾開放，

只有極少部分的人才能獲許進入，能夠獲得入內

閱讀或參觀的門票也是極具殊榮。譬如藏書主人

認為你博學多聞，有機會中狀元、獨佔鰲頭；或

是你出身門第高貴，是千金之子，都有機會獲得

入內使用的機會，但對他們而言，私人藏書彌足

珍貴，普遍是『書不出閣』的，整個圖書館相對

地處於靜止和封閉的狀態，無論如何書是不能帶

出館外的。」

和傳統中國相較起來，歐美的知識傳播向

來以貴族階級及教士團體為主，特別是「在那個

公共圖書館未普及的年代，知識跟閱讀行為是貴

族奢侈的專屬品，一本書的價格可能是中產階級

近月的薪水，在無法負擔自行購買書籍，又想要

擁有閱讀行為的情況下，提供公共圖書館服務又

打破階級觀念的『會員制的公共圖書館』於是產

生。你只要加入該圖書館的會員，並且繳納不等

的年費、通過審核，就可以『有限度』取閱或外

借圖書館所典藏的書籍及使用空間。當然，對於

使用及外借書籍，自然也需肩負起保管責任，對

於遺失或毀損，賠償的費用與罰則更是出奇的驚

人。會員制的公共圖書館有個很有趣的現象，每

位會員的權利不是相同的，會員權利的大小取決

於你所繳交的會費多寡，以及加入會員的資歷，

最低的會費只能限定在館內閱覽，無法將圖書攜

出，但如果繳交了最高的會費，並擁有了穩定的

資歷，則會有如『入股』般，甚至可以參與到館

藏方向的擬定及採購與審核。大概到了 19世紀

末到 20世紀初，公共圖書館才逐漸開始轉型，

不像早期圖書館會去篩選使用者。」關於這些圖

書館歷史的有趣故事，沈宗霖建議直接搜尋網路

上的「Library x Thinking 圖書館思考」粉絲專頁，

那裡有更多精采的故事可看。

細說完圖書館歷史，問沈宗霖有沒有想要告

訴讀者一些屬於館員有趣的圖書館故事？他指指

桌上特地帶來的一本名叫《意外的管書人生：監

獄圖書館員歷險記》的小說，說：「這本書借閱

率不高，可是內容真的很精采，如果能夠在監獄

裡當圖書館員也是種特別的經歷，他得處理各式

各樣的人和情況，是真實的故事，他還得輔導男

女犯人們談戀愛，甚至還得接生，因為圖書館員

給人的形象就是書讀得多也懂得多囉，醫生來不

了就圖書館員上去接生了。」

採訪完，走出臺北市立圖書館，感覺上了一

堂精采的圖書館史，轉眼看圖書館，感受與想像

也更多了。


	0-封面-單.pdf
	1-編者的話-單
	2-3-目錄-單
	4-7-文教訊息-單
	8-9-那些年，在圖書館裡的故事-單
	10-25-圖書館是最美麗的人文風景-單
	26-37-「圖書館」作家的靈感場所-單
	38-47-當圖書館與讀者相遇……-單
	48-51-書香滿城  哥倫布市圖書館巡禮-單
	52-57-樂音與閱讀的共伴效應    樂來閱讓人著迷-單
	58-63-國網中心  算盡天下事-單
	64-67-不存在的圖書館指南-單
	68-72-乘著海風   通往澎南故事島嶼-單
	0-封底-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