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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式功能　滿足多元需求

展現革新精神    
新館空間大不同
近年來，新建的公共圖書館館舍相繼在各個角落開枝散葉，

不斷以突破、革新的多元面貌，滿足使用者需求。

▲ 高雄市立圖書館美濃分館以花布營造客家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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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圖書館，為了解套，高市府因而將計畫中建築

物命名為「美濃學園教育藝文館」。

「美濃分駐所」及「日式警察宿舍」歷史建

築坐落在蘊藏著豐富客家文化遺跡及資產眾多的

中庄，這個腹地正巧有塊空地，因此被選中作為

美濃分館新館建地，因為文化資產與書香氣息相

呼應，加上周遭有著高聳的老茄苳，綠樹成蔭，

因而高市府將整個區域建構成一個文創中心園

區，由開庄廣場串連這三棟特殊的建築，加上新

建的人行步橋連結周邊雙峰公園。

雙館銜背後的意義，反應出美濃分館必須背

負著客家教育及文化推廣的重責大任。

每座公共圖書館新館背後都有它興建或以新

身分重新出發的理由，他們的百樣風情，印證了

圖書館求新求變的精神，讓圖書館的內涵越來越

豐盛。

高雄市圖美濃分館 
濃濃的客家味

高雄市立圖書館美濃分館坐落於美濃文創中

心園區，左右各有一棟典雅的歷史建築，分別是

1933年建造的警察分駐所和日式宿舍。這兩間歷

史建築如今變身為多元性的文創空間，除了展示

陳列在地文學創作者與知名作家的經典好書，也

提供咖啡、餐點，讓民眾品味濃郁咖啡香並感受

藝術與文學的美好。

除了地理上的獨特，在名稱上，美濃分館也

很特別的同時掛著「高雄市立圖書館美濃分館」

以及「美濃學園教育藝文館」兩個館銜。

原本的美濃分館是棟超過20年的老舊建築，

無法符合現代圖書館的需求，高雄市政府因而在

2013年開始尋地籌建新館，並向行政院客委會爭

取補助，但客委會補助相關法規明訂無法補助興 ▲ 高雄市立圖書館美濃分館以客家花布、藍衫裝飾圖書館空間。

▲  美濃分館很特別，同時

掛著「高雄市立圖書館美

濃分館」以及「美濃學園

教育藝文館」兩個館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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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分館由黃冠中建築師事務所負責設計，

設計師面臨的挑戰，是要置入相對龐大的空間量

體，而不破壞既有環境尺度。

比鄰兩棟歷史建築，設計師得考量視覺的平

衡度，即便對圖書館有很多想像，卻要努力讓它

不會搶了歷史建築的風采。

文創中心園區位於和美濃溪岸平行的老街

（永安路）與主要道路（中正路）交叉口，這裡

是經常淹水的地段，常理的思考，一定是將新建

的圖書館地基墊高確保安全，但是一旦墊高，旁

邊的歷史建築在角色上將會顯得卑微，因此，加

高地基的想法被否決了。 

也就因為有太多的眉眉角角要拿捏，設計師

必須耐著性子一步步推敲，最後，完成後的這棟

建築竟一口氣拿到建築「金石獎」首獎和「卓越

建設獎」規劃設計類首獎。

其中一部分的設計構想，是出自於美濃分館

完成設計後召開說明會，在地居民提出的意見。

美濃分館主任黃欽香為了成全居民的期待，特別

在館內布置上面用盡心思，利用客家花布、藍衫

裝飾圖書館空間，二樓至三樓的內牆也鑲嵌了當

地人文山景，讓濃濃的客家味處處可見。

同時掛著「美濃學園教育藝文館」頭銜，美

濃分館的功能也比一般圖書館多了寬廣度與必須

擔負的責任。

為了強化客家文化教育，圖書館內特別設置

了好幾臺觸控式電子螢幕，以多媒體方式呈現美

濃開庄史、傳統工匠奮鬥史，並且規劃出客庄主

題牆，展示當地畫家語文學家的作品。

「美濃出博士」全國有名，這與客家人勤儉

好學的生活態度有關。為了增強學習途徑，美濃

分館在階梯間特別營造客家俚語學習空間。拾階

而上，每走一步就能學習一句客語，甚至每句客

語旁還有 QR code，隨手一掃就能透過手機連上

圖書館自製的客語教學網站。

從美濃分館的點點滴滴，我們看見了崇文重

教、不忘木本水源的「硬頸」特質。

▲ 拾階而上，在高雄市立圖書館美濃分館每走一步就能學習

一句客語。

▲  高雄市立圖書館美濃分館

讓濃濃的客家味處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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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圖江子翠分館 
創動圖書館閱覽風潮

除了高雄的美濃分館，新北市在升格後的這

幾年來，更新增設了 10幾間圖書館新館，皆相

當具有特色。

看過電影「哈利波特」的朋友應有印象，在

英國倫敦的國王十字車站（King's Cross Station）

的九又四分之三月臺，藏有一部通往魔法國度的

霍格華茲特快列車（Hogwarts Express）。在板

橋的新北市立圖書館江子翠分館也有一部通往三

樓和二樓之間的 2M辦公室電梯，平常它是一部

不對外開放的升降工具。記者只有藉由洽公採訪

的機會才有一窺，創動臺版「霍格華茲魔法學院

圖書館」閱覽風潮的秘密基地。

其實藏身在樓中樓的 2M辦公室並不寬敞，

內部也無任何特殊的裝潢設計，簡單的擺設、辦公

設備和尚待整理的文件及圖書資料，彷彿是剛剛搬

來不久的樣子。然而，這是因為新館的改造、整理

和裝修費用全都用在讀者看得到的地方，讀者看不

到的辦公空間就暫時先將就地用，等將來有經費的

時候再來做改善也不遲啊……，江子翠分館主任許

淑媛介紹的很務實，且以民眾權益為優先。

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搬遷到新址後，原址改

設為江子翠分館，去年 8月重新整修後就成為名

符其實的「新館」。然而，更早之前它是「臺北

縣文化中心」的大樓，由臺灣戰後第一代建築師、

也是臺北市美術館的設計者高而潘所規劃，於

1983年興建完成。

▲ 新北市立圖書館江子翠分館兩、三排並列成串的閱讀長桌讓整體空間產生一種穿透性，不斷向後延伸的感覺非常壯觀。（連宏基

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 新北市立圖書館江子翠分館創動臺版「霍格華茲魔法學

院圖書館」閱覽風潮。（連宏基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 搭配上粉彩色系設計，幫助小朋友穩定和放鬆心情，讓他

們在新北市立圖書館江子翠分館更自由、快樂地學習。（連

宏基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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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以紅色壁磚、挑高空間、大梁柱為空間

的主要元素，加上大面積的半圓形拱窗，復古中

帶有磅礡氣勢，具有見證臺灣現代主義建築的保

存價值。許淑媛強調，此次空間改造主要與原有

建築特色相呼應，因考量原有空間特性與色調，

最後以「舊倉庫」的視覺意象為思考方向，並參

考松菸和華山兩大文創園區的轉型案例，呈現「輕

工業風格」的室內設計。

承接此案的連宏基建築師為此跑了好幾趟文

創園區，挑選幾個較受歡迎的紅磚倉庫活化空間

做研究。最後他決定拆除圖書館舊有的天花板、

窗簾盒和室內隔間，恢復挑高的空間設計、還原

古典拱窗的優雅造型，佐以全新的動線和光線規

劃，創造一種更加寬闊、舒適的空間感和學習氛

圍，讓人對於圖書館的閱覽空間產生完全不同的

加值感受。

三樓的書庫、自修閱覽室和閱報區上方以網

狀結構的黑色鐵架取代舊有的天花板，仿效舊倉

庫屋脊的衍架造型作為裝設燈具的基座，並以鐵

架取代木架材質的方式來呈現不同時代的建築語

彙，再從裡面演化出小房屋、置報牆、新書展示

櫃等不同造型的應用設計。

可容納 16人座的閱讀長桌是這次空間改造

的一大亮點，兩、三排並列成串的閱讀長桌讓整

體空間產生一種穿透性，不斷延伸的感覺非常壯

觀。連宏基表示，根據學者的研究，4至 6人的

桌子比較容易形成討論的氣氛，閱讀桌的長度拉

長之後反而更加安靜，加上個人燈光和屏蔽設施

的輔助，都在形塑一種適合閱讀、不適宜聊天的

氛圍，所以現場即使坐滿了人也比一般圖書館要

安靜許多。

連宏基原本擔心民眾是否能夠養成離開時隨

手關燈的習慣，實際運作後發現大多數的讀者都

能夠愛惜公共資源，這顯示當設計照顧到人性需

求時，人們也會回報相同的尊重，並促成良性互

動的循環。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二樓的兒童圖書室，連

宏基依據新北市文化局局長林寬裕的建議，參考

山丘、山谷的造型來營造兒童閱讀空間的趣味、

變化和層次感。小朋友一進門看到高低起伏的造

型布墊，都會想要爬上去玩耍一番。有些比較好

動的孩子甚至會在上面跑跳喧嘩；但「家長們」

很快地就會出面制止，提醒小朋友在圖書館不可

大聲嚷囔，這是建築師事前也想像不到的事情。

而二樓的視覺意象是以倉儲碼頭的感覺來做

設計，所以有貨櫃、路橋、棧板、木箱和汽油桶

▲ 新北市立圖書館江子翠分館主任許淑媛留用的舊沙發，

搭配復古檯燈感覺依然很有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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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造型元素。這些東西除了木質材料保留原色之

外，其它物件裝飾均搭配粉彩色系的顏色來營造

「可愛風」。粉彩色系除了與三樓的黑鐵色系做

區隔之外，也可以幫助小朋友穩定和放鬆心情，

讓他們在這裡更自由、快樂地學習。

文化局長的創新建議、建築師的細心考究，

加上分館主任善用現成物資、撙節經費，才能在

有限的費用底下創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閱讀空

間。網友賦予江子翠分館有霍格華茲魔法學院的

美稱，雖然只是一則美麗的誤會；但是，感動的

經驗就像魔法一樣是會傳染的，或許不久的將來

我們將看到越來越多的建築迷或電影粉絲前來參

觀打卡，除了彼此調侃「假文青、不讀書」之外，

大概不會有什麼人認為「逛圖書館」是一件不好

的事情吧！

新北市圖三峽北大分館 
符合全齡生活型態

而新北市圖另一間分館—三峽北大分館

的新建，則是出自於新社區—三峽北大特區的

誕生。因區域人口快速增長，新北市府斥資 2億

1,425萬元，歷經三年時程打造「三峽北大綜合

行政大樓」，以「幼有所養、壯有所用、老有所終」

為概念，由盧俊廷建築師事務所聯合陳以凡建築

師事務所設計出一棟兼具圖書館、派出所、公共

托育、公共托老、戶政服務以及活動中心功能的

「六合一」全齡生活館。

建築外觀以立體的方格造型象徵生活聚落

（Living Box），裡頭有著不同功能、屬性的院落，

彼此串連形成相互照顧、關懷的友善互動環境。

其中，為於三樓、四樓的圖書館，扮演著提供精

▲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峽北大分館戶外閱讀區，提供孩子閱讀、

遊戲兼具的空間。

▲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峽北大分館四樓為兒童閱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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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糧食的場域。負責三峽北大分館新建工程的前

主任陳雅貞指出，圖書館曾舉辦「小手握大手、

珍惜老寶貝—陪讀小天使服務學習體驗營」，

邀請學校學生透過閱讀活動，陪伴位於二樓公共

托老中心的長者。在老師的指引下，孩子們非常

樂意與失智長者互動，進而回饋到如何與家中的

長輩相處；公共托老中心的長者也透過活動的參

與變得更有活力。透過全齡生活館的規劃，在圖

書館的空間內，產生人與人、人與書彼此相互交

流的溫度，就是圖書館存在於這個場域的價值。

針對當地居民與現代家庭需求，三峽北大分

館也在四樓打造兼具多面性、複合性與動態性，

可凝聚家人情感的兒童室與故事屋。整體以「知

識魔方」為設計概念，於空間內布滿方塊元素，

小朋友與大人皆可進入立方造型的閱讀空間，在

大熊布偶的陪伴下，或坐、或臥，享受充滿童趣

的閱讀時光。半戶外閱讀遊戲區則設有彩色大型

積木與動物造型座椅，以遊戲的趣味性，吸引孩

子閱讀。陳雅貞指出，社區中有許多新手爸爸、

媽媽非常重視孩子的閱讀教育，也有很多祖孫共

讀的畫面在圖書館裡發生，三峽北大分館期待讓

圖書館由親子推向幸福家庭閱讀的場所，構織出

美好的閱讀景象。

今年 1月到任的三峽北大分館現任主任黃鎮

期許，從出生到死亡、從安全到精神的提升，未

來圖書館皆能發揮它的附加價值，真正融入社會，

成為社區中不可或缺的小 7（便利超商之意）。

除此，位於三峽北大特區、緊鄰龍學公園的

三峽北大分館。在建築設計上還特別善用環境優

勢，設置大面落地窗收納公園美景，在面向公園

的空間中設計了錯落的半戶外空間及立體綠帶。

讓使用者在圖書館中，可以一邊閱讀，一邊享受

與公園、美景的互動。建築師更融入綠建築概念，

以植生牆打造主題書牆，並運用雨水回收澆灌植

栽，使得擁抱公園綠意的三峽北大分館，榮獲內

政部評定核發鑽石級綠建築標章證書、國家建築

金獎—公共建設優質獎，以及評審團特別獎首

獎等獎項。▲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峽北大分館以植生牆構成主題書牆。

▲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峽北大分館書架採迴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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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優質的圖書館建築、空間背後都有著許

多人的付出，不論是建築師、館員……，為了讓

圖書館的美感與機能可以同時完美呈現，從最初

的設計規劃到完工之間，彼此的意見多多少少有

所分歧。在去年 3月三峽北大分館開幕前的一個

夜晚，陳雅貞在微光下，細想圖書館興建過程的

點點滴滴。她說，大家的出發點都是為了讓圖書

館更好，這份心意是相同的，應抱著感恩的心，

相互給予尊重。也因為如此，三峽北大分館成為

許多使用者認同的優質圖書館。

中市圖新總館 
以新思維引起閱讀共鳴

圖書館新館的建設不停歇。預計於 2020年

完成的臺中市立圖書館新總館（以下稱為臺中綠

美圖），不但是國內首創結合圖書館與美術館

的複合式功能建築，也是普立茲克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得主妹島和世在臺灣的第一件

公共建築作品，以「公園中的圖書館、森林中的

美術館」為設計理念，將在國內圖書館歷史創下

劃時代的意義。

臺中市立圖書館館長張曉玲表示，以往雖然

也有圖書館中規劃美術展覽的區域，美術館中設

有小型圖書館的功能，但圖書館和美術館的角色

就如同主角和配角，臺中綠美圖則是讓圖書館和

美術館成為最佳男女主角。臺中綠美圖坐落於水

湳智慧城，基地面積約 2.6公頃，為地下兩層及

地上七層的建築，總樓地板面積約 1萬 7,545坪，

館內 8個空間相互連結，建物由普立茲克獎得主

妹島和世與西澤立衛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及國內

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共同合作進行設計，預計於

2018年動工，2020年完工，2022年正式啟用。

▲ 臺中市立圖書館新總館（臺中綠美圖）讓讀者可以直接面

對面感受與交流，串起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讀者，引起閱讀共

鳴。（臺中市立圖書館提供）

▲  臺中市立圖書館館長張曉

玲說，新總館臺中綠美圖是

在風景中的一件藝術品。（臺

中市立圖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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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玲指出，圖書館可以提供給讀者的各項

服務目前已經幾乎達到極致，因此在思考如何擘

畫未來的圖書館風貌時，必須有長遠的思考，未

來的圖書館不只是藏書館，而是閱讀、學習、休

憩、交流的空間，「以人為本」的規劃從使用者

的角度出發，打破傳統圖書館框架，以創新思維

引起閱讀共鳴。

臺中綠美圖擁有 8個大小不一的空間，彼此

互相連結，動線友善清楚可達，創造出許多不經

意的融合空間，採取分齡分棟設計，藉由圖書館

裡兼具藝術、美術館中備有圖書之設計，雙館資

源分享，跨域加值。空間功能包含教育、展覽、

兒童遊戲等，滿足各年齡層、各族群的空間需求。

打破傳統圖書館僅限於出借圖書的框架，不只借

書，也可以由人與閱讀活動營造一個沒有壓力的

交流場域，讀者可以直接面對面感受與交流，串

起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讀者，引起閱讀共鳴。將

圖書館打造成一個智能的、會自我更新、不斷變

化成長的有機體，讓人們造訪時有高便利性和高

質量的信息和服務。

妹島和世認為，臺中的特色是陽光，因此充

分利用在地的氣候條件，將設計主軸放在空間穿

透感，以群聚的建築物提供適宜藝文活動及閱讀

氛圍的場域，藉由各棟之間正在發生的不同活動，

感受到動態與多元的視覺經驗，進而啟發對於文

化與知識的渴望與追求。

為展現「公園中的圖書館、森林中的美術

館」，建物部分空間在地面上，部分空間則如懸

浮著，風可自由穿越，半戶外的主要入口設於雙

館中央，歡迎訪客從各個方向進入，抬高後的建

築量體，未來民眾可以自由自在於地面廣場參與

多元性的活動，定義屬於自己的臺中文化。

內部建築設計多數採用挑高設計，創造寬廣

的展覽及圖書閱覽空間，8棟建築的一樓及五樓

是串連的，讓民眾可自由穿越，延伸活動空間。

外觀透過金屬擴張網設計，不同角度、不同氣候

▲ 臺中市立圖書館新總館（臺中綠美圖）內部建築設計多數

採用挑高設計，創造寬廣的展覽及圖書閱覽空間。（臺中市立

圖書館提供）

▲ 臺中市立圖書館新總館（臺中綠美圖）以「公園中的圖書館、森林中的美術館」為設計理念。（臺中市立圖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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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呈現不同的顏色風格，建築充分融入基地周

圍公園的綠意美景中，讓所有人都不自覺進入臺

中綠美圖，體現愉悅的閱讀與觀展經驗。

臺中綠美圖也是少見全建物設計隔震層的圖

書館，於地上鋼構與混凝土基礎中間配置隔震層，

能降低整體鋼結構用量與基地開挖量，也能讓上

方建物的結構更加輕巧，達到保護館藏，避免書

架傾倒造成讀者受傷，減低地震可能造成的損毀。

張曉玲說，在臺中綠美圖不必一本正經的乖

乖閱讀，因為閱讀行為不只一種方式，可以閱讀

人、閱讀風景、閱讀建築，綠美圖提供的是一個

讓人自由自在閱讀、想要停留的「心靈空間」，

臺中綠美圖就是在風景中的一件藝術品，構成一

幅美麗的圖畫，從早到晚因天候光線的變化，形

成豐富且多變的樣態，待上一整天都嫌不夠。

南市圖新總館 
全家人共同的好去處

而另一座正在建造中的臺南市立圖書館新總

館，在使用功能上同樣被賦予一個開放的角色；

南市圖館長洪玉貞希望，它是一個全家人到了假

日都會想去的空間，大家能夠在圖書館消磨一整

天，度過既充實又快樂的一天。

既然期望全家人全天浸泡在圖書館中，餐飲

的規劃成為必然。另外，不是每一個人對「閱讀」

都會有一定的想法，每個人的興趣也都不一樣。

因此，圖書館必須能夠符合各年齡層的生活型態，

▲ 臺南的老街花窗意象被烙印在立面隔柵上，除了幫助建築物隔熱外，也連結的臺南的歷史與展望。（張瑪龍陳玉霖聯合建築師

事務所提供）

▲ 倒立階梯式立面設計，造型仿若一座大型天篷，除了騎樓

意象，更充分考量在地氣候與陽光照射的因素。（張瑪龍陳玉

霖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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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全家人可以在不同角落找到自己的需要；0～

99歲的兒童、青少年、父母、樂齡……各有適得

其所的空間，也能親子同樂！

兒童部分，新總館以學習探索為概念規劃了

五感體驗空間，透過「聽」、「說」、「讀」、

「寫」、「玩」五感體驗提升孩子的閱讀素養。

臺灣民眾的「閱讀素養」在國際排行成績並

不出色，儘管家長總是要求孩子多看書，但自己

缺乏閱讀習慣，也沒有引導的能力。之前，南市

圖曾辦過夜宿圖書館活動，就是為了示範家庭作

息的理想模式。

五感體驗空間的設置，除了啟發孩子、提供

早期素養教育，也肩負了指導家長的重責，讓家

長建立陪伴與引導孩子閱讀的能力。

為了讓活潑好動的小朋友長時間待在圖書館

中不會產生厭倦感，必須提供可以轉換的空間；

於是，兒童區開了門就設置一處下挖的露天廣

場，雖然是自然開放的空間，卻仍然有圍限的安

全，就算父母親待在不同樓層，也不用擔心孩子

的安危。

臺南是美食之都，洪玉貞突發奇想的決定在

新總館中設置烹飪專區，在這裡，會展示廚具，

提供烹飪課程，更會教大家如何品味美食。

除了美食，臺南市也是一個文化底蘊很深的

地方，為了讓臺南人了解先人對城市做了哪些偉

大的事，新總館將在四樓設置「臺南名人堂」，

除了完整的資料和藏書，也會以策展方式呈現臺

南名人，透過多元展示，達到承先啟後、薪火相

傳的鼓舞作用。

可以想見的，「臺南名人堂」這個空間應該

是家庭中男主人較會產生興趣的地方。為了吸引

男讀者群，影音空間也被賦予重要角色。此外，

▲ 室內室外連貫，建築師希望臺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成為知識的綠洲；交換思想也交換夢，與市民分享曾經歷過的生活。（張瑪

龍陳玉霖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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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總館除了國際會議廳、青少年動漫區、實驗小

劇場、文創產業等複合式空間，也整合戶外廣達

1公頃的綠地，提供室內及戶外雙重生活體驗。

作為一座城市的圖書館總館，藏書量一定頗

具規模。經過盤算，初估內部藏書有 60萬冊的

書，另有 40萬冊罕用書，再加上 1萬 6,000冊

的日治時期古書收藏，以及名人堂的作品及文物。

這麼龐大的量體如何閒適地安置在這座占地 1.5

公頃的建築中，對建築師而言是非常大的挑戰。

預定 2019年底正式開館的南市圖新總館，

歷經 17家國內、外建築師競圖，最後評選出張

瑪龍陳玉霖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與荷蘭Mecanoo建

築事務所合作的團隊，他們所規劃的圖書館，是

意圖打造出「我們這個年代的廟埕廣場」；一個

可以相會、學習、保持消息靈通的場所。

為了展現這樣的意象與功能性，在硬體外觀

上，設計師以臺灣騎樓特色的倒立階梯式立面設

計；一樓到四樓漸漸往外擴展，外牆以竹林般的

細長柱群撐起整棟建築物，挑高的大廳一進入就

可以看到各個樓層，室內室外連貫。

圖書館的最上層，一面望向中央山脈，另一

面向著市區，立面隔柵上烙印著臺南老街的花窗

圖騰，除了有阻熱功能，也連結了臺南的歷史與

展望。 

倒立階梯式立面設計，造型仿若一座大型天

篷，除了騎樓意象，更充分考量在地氣候與陽光

照射的因素。但就現實面而言，代表著三到一樓

空間面積逐樓退縮，如何在有限空間置入豐富的

藏書量後還能確保充分的流暢感，這是館方和建

築師運籌帷幄過程中最大的難題。究竟，明年底

這座受人期待的總館會以怎樣的面貌亮相，相信

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見真章。

▲ 張瑪龍陳玉霖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與荷蘭 Mecanoo 建築事務

所合作的團隊，在臺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競圖中拿到第一名。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特別

以實體模型、模擬動畫、

說明圖版展出方式，讓社

會各界更加了解圖書館新

總館評選優秀作品的設計

構想及規劃內容。（臺南

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