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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azine68 ▲ 在臺中公園中的湖心亭，融合了日式典雅與西式的穩健。

在臺中，有許多老建築承載著在地人難忘的記憶，
也因著新建築的誕生為地方開啟了嶄新的故事，將
它們書寫成冊，陳列於圖書館展示架上，成為旅人
翻閱這座城市的最佳嚮導。

文、圖／潘云薇

閱讀城市景貌　書寫在地記憶

臺中文學行旅 
領略作家筆下 
的建築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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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武圖書館 
老靈魂新面貌

歷經一年半空間改善工程的精武圖書館，

於今年 2月 1日重新開幕，大門口上方「戀戀省 

圖．春燕歸來」的字條與繪圖，便是圖書館「邀

請民眾與築巢的燕子，一同將春天的生氣盎然帶

回來，追憶省圖風情，譜寫臺中城市新『閱』章」

的意象。

踏入館內，空間以白色為主色調，紅木紋書

櫃為次色調，並大量採用大片玻璃落地窗，使移

除層層隔間的圖書館，變得通透明亮。除此，在

逛完四層樓的圖書館空間後，是否發現其它特別

之處？精武圖書館主任江芊儒解惑，是「燈具」。

館內於閱讀區使用 T5燈管；在書櫃區裝上投射燈；

展示（覽）區配以大型投射燈；窗邊區則懸掛吊

燈。燈具將內部空間分為四大區塊，但彼此間卻

又相互交織在圖書館各個不同的地方，希望以此

為設計，達到學習、休息平衡的效果，讓使用者

來到館內不會只通往單一的目的地。不論是進館

閱讀的民眾、看展的觀賞者，抑或只是來參觀、

逛逛的人，都能在走動的過程中，巧遇事前沒有

預想會看到的書籍、展覽等，可藉此體驗不同區

域的感覺與氛圍。

▲ 精武圖書館大量採用窗戶引入公園景觀。

▲ 精武圖書館設有「臺中學」館藏特色區。

「臺中公園往一中的出口會經過中興堂與臺

中圖書館的後方，一是圖書資源寶庫，一是表演

藝術的廳堂，兩座最具代表性的藝文空間毗鄰而

立，我每次行經此地，總是無比的感動，心想，

學校坐落在如此的文教區，真是幸福的極致。」 

—路寒袖〈我的文學輿圖〉

作家路寒袖文中指的臺中圖書館，即是當時

的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他就讀臺中市立臺中第

一高級中等學校（一中）時，第一次到圖書館借

書就是在此，也是他大量閱讀中西方文學作品的

資源寶庫。

如今，圖書館已從當時的臺灣省立臺中圖書

館，變身為國立臺中圖書館，而至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精武分館，到現在由臺中市立圖書館營運

管理的精武圖書館。雖然隨著時代、使用需求的

變遷，建築外觀與內部空間已和過往大不相同，

但不變的是圖書館推動閱讀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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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每層樓都設有展示（覽）區，是這次空

間改造的重點。她說，館內有許多資源，「我們

主動透過主題的展出，讓使用者迅速接觸到每個

不同區塊的資源，進而燃起他們對閱讀的興趣。」

像是三樓的主題圖書區，便打破以分類號排架的

方式，歸納並將一般大眾使用率高的旅遊、手作、

食譜、健康生活、園藝花藝、投資理財等主題圖

書匯聚在一起，透過展示讓使用者快速找到感興

趣的書籍；也透過與五樓至七樓的臺中社會創新

實驗基地合作，在青少年專區舉辦展覽或是開設

工作坊、課程等等，讓高中生以多元的形式接觸、

喜歡上閱讀。

而一樓展區正在展出的是臺中公園常民文化

展「歲月流金—臺中公園時光漫步」，訴說著

臺中公園自設立以來，陪伴一代又一代的臺中人，

走過百餘年歲月。隨著歷史更迭，公園裡的建物

興替、景觀變化、事件活動，都具體刻畫出從清

朝以來的發展歷程。展覽透過照片、古地圖和新

聞報導，讓參觀的旅人可以了解臺中公園的發展

脈絡。在公園中的湖心亭（舊稱為池亭、中正

亭），為雙併式頂涼亭、白色混凝土扶臂柱、木

造梁柱及窗扇構成，融合了日式典雅與西式的穩

健。從闢建以來，即為臺中市地標性建物，有許

多圖徽都以湖心亭代表臺中，像是臺中市政府府

徽，便是其中一個例子。另外，還有勝利碑、望

月亭、廣播放送塔、臺中物產陳列館、縣社臺中

神社殘蹟……，皆是臺中人共同的記憶。

若想進一步了解臺中，可於精武圖書館「臺

中學」館藏特色區書牆上，挑選幾本書籍，坐在

窗邊閱讀臺中豐厚的文化歷史，伴隨著窗外臺中

公園的景貌，遙想昔日所承載的在地記憶。

臺中作家典藏館 
展出 60 位臺中作家

接著通往五樓的臺中作家典藏館，它是臺中

文學館的延伸，典藏了曾在臺中出生、生活、寫

作的臺中作家的經典文物、作品、照片等，透過

常態展示，讓參觀者更加認識作家的創作與故事，

同時感受美學與文學並行的空間。

步入館內，整面的「作家群像牆」，以攤開

來不同大小的書本為設計，形成不規則的排列組

合，如同每一年代，跌宕生姿，波瀾變化的故事。

「作家常設展」則依年代排序，從 1900年出生

的作家葉榮鐘到 1983年的江凌青，展示出 60位

臺中作家紀事、照片及創作，藉以了解作家的生

平與文學脈絡。「手稿與文物展」以手稿（或復

刻本）、紙本文物、作家的物品為展出，像是林

▲ 臺中作家典藏館透過常態展示，讓參觀者認識臺中作家。

▲ 臺中作家典藏館「作家群像牆」形成不規則的排列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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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俊以詩歌構成的象棋、林廣將〈霧色〉寫於葉

子上的詩作、林沈默精心製作的結婚特刊等等，

皆真實反映出作家的深刻情感。而「數位影音室」

則播放著臺中作家的訪談形象紀錄片，同時導入

雲端數位資訊設備，讓參觀者隨時都能觀看、了

解每位作家。

在精武圖書館二樓也設置了臺中作家專區，

蒐集約 200位臺中作家著作，並常態辦理作家著

作展，加深到訪者對臺中作家及其作品的認識。

臺中文學館 
在地文學搖籃
日本時代的舊宿舍

留落來

百外年的大欉榕仔……

—林武憲〈一個好所在─臺中文學館〉

隨著《行走的詩：獻給臺中的五十首地景詩》

作家林武憲的詩作抵達臺中文學館。驚見一棵約

有 3層樓高的老榕樹，形成壯觀的氣根廊穴，道

出一段長遠悠久的歷史。臺中文學館原為 1932

年落成的日式警察宿舍群，2009年臺中市政府文

化局登錄為歷史建築，以「臺中文學館」為定位，

進行修復與活化再利用工程，於 2016年 8月 26

日正式啟用。臺中文學館全園區共分為 6棟館舍，

包括常設展區、主題展區、兒童文學區、研習講

堂、主題餐飲區及行政區，以展覽、研習、推廣

為主要用途，記錄了臺中文學發展的軌跡與在地

文學家的成就。

走進常設一館，它是昔日警察署長宿舍，因

此規制最為宏大、做工最為精美。館內的展示主

題包括「臺中文學大紀事」、「文學社群叢刊」、

「臺中文學搖籃」、「文學關懷與批判」及「文

學貢獻獎特區」等；而常設二館則設有「作家影

音區」、「坐看文起時互動區」、「山海屯城區

文學風景」、「發現臺中文學地圖」、「臺灣縣

八景詩」等展區。展出形式活潑多元，除了靜態

展出，還有互動體驗。旅人可將指尖輕觸螢幕，

它將帶你進入作家筆下的場景，感受作家曾在臺

中發生的點點滴滴，挖掘臺中文學地圖。

▲  臺中文學館約

三層樓高的老榕

樹，形成壯觀的

氣根廊穴。

▲ 臺中放送局的主體建築屬於「過渡式樣」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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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放送局 
廣播歷史記憶
放送記憶

放送歷史

時間的軌跡凝結在聲波……

—李敏勇〈放送之音，歷史之影─臺中放送局〉

在 2002年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登錄為歷史

建築的臺中放送局，緣起於日本昭和天皇的登基

大典，當時在臺灣的日本人也希望能聽到實況轉

播，因而於 1935年催生出臺中放送局，作為報

導、教化、娛樂節目的放送。臺灣光復後，於

1925～ 1998年中廣臺中臺時期，一直是中部地

區重要的廣播臺。

臺中放送局的主體建築屬於「過渡式樣」建

築，即無華麗裝飾的現代建築，只有在細部以西

方歷史式樣元素裝飾。建築構造共有 94扇窗戶組

成，被譽為擁有最多扇窗戶的歷史建築物。旅人

可隨著時間、天氣的變換，賞析窗戶映照出來的

光影變化，將它書寫成一首詩作。

臺中市立圖書館北區分館 
飄散書香的知識燈籠

浪漫的詩意隨著微風吹拂，來到了臺中市立

圖書館北區分館。江芊儒說：「入夜後的圖書館

外觀，就像一盞飄散書香的知識燈籠。」透過玻

璃帷幕可看見館內的館藏擺設、使用者閱讀的樣

貌、舉辦活動的熱鬧氛圍……，讓人想走進圖書

館一探究竟。

首先進入虛擬實境體驗室，戴上 VR眼鏡，體

驗虛擬實境館舍導覽，了解圖書館樓層分配與區域

規劃。在「飲食文化」特色館藏專櫃，不論是飲食

風格、飲食地圖、飲食文學等，皆能以閱讀豐富飲

食生活；兒童室提供的則是繪本、兒童小說、兒童

知識性讀物、0～ 5歲圖書、育兒圖書、外文兒童

圖書，還有多元文化專區，讓親子、家庭可以享受

共讀的美好時光……。不論走到哪個區域，都能感

受到閱讀與在地生活的親密連結。江芊儒說，圖書

館與隔壁民宅建築間距僅鄰 0.5公分的距離，未來

將持續以親民的姿態服務使用者。

若對於本篇介紹內容有興趣，歡迎各位讀者親自

到精武圖書館、臺中市立圖書館北區分館，只要

出示於精武圖書館、臺中市立圖書館北區分館的

Facebook 打卡畫面，並且至書香遠傳粉絲專頁
按讚，前 10名的讀者即可至精武圖書館、臺中
市立圖書館北區分館領取精美好禮 1份。

▲ 入夜後的圖書館外觀，就像一盞飄散書香的知識燈籠。（臺

中市立圖書館北區分館提供）

▲ 臺中市立圖書館北區分館兒童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