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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蘇士雅

圖書館跳出傳統框架　以新姿成為學習榜樣

書香卓越典範館 
打造服務特色亮點
被教育部表彰為書香卓越典範館的臺南許石音樂圖書館與高

雄文學館，透過機動性的翻轉，呈現典範的核心價值。

▲ 高雄文學館一樓大廳天花板意涵著「文學」輕如鴻羽、重如雲雨以潤天下的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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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臺南市立圖書館館長洪玉貞提出將育

樂堂改造為音樂圖書館的想法，並向教育部申請

書香卓越典範計畫補助，讓臺南舊府城最早的藝

文展演場所有了重新活化的契機。

這棟占地 1,073.30平方公尺的三樓建築，

單是空調改造就至少得花費 500~600萬。當時的

市長和文化局長十分看重閱讀教育，在確定獲得

書香卓越典範計畫補助時，地方政府決定再為此

案投入 5,300萬經費，期望讓這座與臺南人感情

深厚的老育樂堂能脫胎換骨。

原先的改造計畫，是希望這棟建築除了館藏

音樂相關的書籍與資料，也能成為一個支持在地

學子音樂創作、培育舞蹈和戲劇的場域。因此，

當經費就位後，育樂堂改造工程在 2015年進行

招標，最後由歌聲具聲樂家水準的蔡宜璋建築師

以出色的提案拿到臺南市立圖書館育樂堂整建工

程規劃設計案。

2016年是音樂家許石（1919～ 1980，臺

南人）從日返臺創作臺灣音樂的 70週年，他的

家屬決定將大師手稿、唱片及樂器等收藏捐贈給

市政府。

臺南許石音樂圖書館與高雄文學館分別獲得

2014與 2016年度教育部書香卓越典範計畫補

助，今年初相繼以新姿亮相。

因為典範館補助的加持，再加上地方政府全

力支持，這兩座藝文氣味濃厚的圖書館被灌注了

巨大能量，因而有了超乎預期的完美結果。

老記憶、新文化　許石音樂圖書館
臺南市許石音樂圖書館的前身是「育樂堂」，

隸屬南市圖總館，從 1975年啟用，早期巨星到

臺南開唱，或是知名舞蹈、戲劇演出幾乎都在育

樂堂進行。隨著文化展演場所越來越多、設備越

來越專業，育樂堂因為老舊逐漸被閒置，10年前

一度面臨拆除或進行整體評估的命運。

▲ 許石音樂圖書館以互動性高、生動有趣的方式呈現展示內容。

▲  許石音樂圖書館一樓提

供圖書閱覽、影片欣賞及

音樂聆聽服務，另外還連

串了一個形式自由的黑盒

子劇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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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石一生致力於採集、復振和創作臺灣音

樂，〈南都之夜〉、〈安平追想曲〉、〈鑼聲若響〉、

〈夜半路燈〉……，這些膾炙人口的歌全是出自

許石之手。

文化局意外獲得這批珍貴的文物，正巧音樂

圖書館也在整建中，經過多番討論，最後決議將

這批收藏品展示於音樂圖書館。

許石是傳統歌謠的代表，原先音樂圖書館的

定位是要年輕化，這樣衝突的類別要怎樣融合在

這座館內？這對設計者無疑是個大考驗。

為了納入許石手稿與相關捐物，整棟建築重

新做了配置，以樓層劃分不同功能；地下室是青

年學子的音樂和舞蹈練習場。一樓提供圖書閱覽、

影片欣賞及音樂聆聽服務，另外還連串了一個形

式自由的黑盒子劇場空間。三樓是小型電影院。

二樓規劃為數位音樂欣賞區與許石常設展。許石

常設展部分最後採用互動性高且生動有趣的展示

方式，消弭了原先擔心的老少定位衝突。

如今，這棟建築門口除了掛上「許石音樂圖

書館」招牌，也保留了「育樂堂」三個舊字。不

清楚歷史的外來客或許不明就裡，但對臺南人而

言，這應該最棒的交融。

閱讀新風貌　高雄文學館
相較於許石音樂圖書館，高雄文學館改造過

程的忐忑也不遑多讓。

高雄文學館是一棟屋齡超過一甲子的二層樓

建築，位居腹地廣大、綠意盎然的高雄中央公園

內，2009年市政府特別將周邊環境營造成文學公

園；設置了文學步道、文學廣場以及文學作品展

示燈箱，加上葉石濤紀念區相互呼應，在地理環

境優勢下，高雄文學館成了城市生活裡最值得回

眸的人文風景，因而被列為全國十大非去不可的

圖書館。

文學館除了書庫及期刊區外，也規劃了高雄

文學專區以及高雄作家資料專區，用以展覽作家

照片與創作文物，並結合了網路，將作家資料數

位化典藏。

原設置於二樓的高雄作家資料專櫃笨重又占

據空間，原本改造的規劃，是要將二樓闢設為「文

學會客室」、「文學沙龍」，打破文學靜態形式，

原作家資料專區移到一樓，相關手稿文物改入藏

▲ 許石音樂圖書館一樓圖書閱覽空間陳列各種音樂曲風的專

業圖書。

▲ 許石音樂圖書館上下樓的階梯轉角可以歇腳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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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書櫃，以輕巧設計美化主題、輔以數位科技的

展示方式，提供民眾利用手機、平板查詢瀏覽。

為了強化美好氛圍，擅長視覺與空間設計的

高雄市文化局局長尹立做出了空間翻轉的提議；

把一樓空間全部釋放出來，營造成既溫馨又具藝

術風情的開放性場域，讓讀者一進到圖書館就能

浸染於美好的文學沙龍氣息之中。在這裡，可以

進行座談，可以交流，可以互動，也可以找到梳

洗心靈的角落。至於文學性藏書則全移至二樓，

好讓讀者能闃靜無擾地優游在群書之中。原本具

體陳設的高雄作家作品與手稿資料，改以定期換

展取代永占性的常設展。

經過調整的空間，大大翻轉了我們對圖書館

的印象。

高雄市立圖書館館長潘政儀非常鍾情國立臺

灣文學館保留原建物風華又充滿創意的內部空間

規劃。高雄文學館同樣擁有古典之美，是棟中西

合併的建築，對稱式的方型結構，加上左右兩側

弧形樓梯與挑高開窗，老建築的精神濃郁。

如今，重新改造的高雄文學館確實和國立臺

灣文學館一般跳出了傳統框架，成功地將古典與

新貌相乘得分。

除了閱讀空間重新規劃，高雄文學館也以文

學結合藝術的概念邀請藝術家在文學館一樓大廳

設置兩件藝術作品。其中一件是擅用大自然材料

為元素進行創作的游文富作品《羽與雨》。

40萬支鴨羽毛包覆整個文學館一樓大廳天花

板，搭配光纖，像夏天午後最常出現的厚重積雨

雲，意涵著「文學」輕如鴻羽、重如雲雨以潤天

下的微妙。

機動性翻轉　彰顯典範的價值
高雄文學館與許石音樂圖書館都被教育部表

揚為書香卓越典範館，我們從改建過程中看見這

兩個館顛覆舊思維的精神。它們透過機動性的翻

轉，彰顯了成為典範的核心價值！

今年 3月獲得「普利茲克」建築獎的印度建

築師 Balkrishna Doshi這麼說：「我相信建築和

生命一樣不斷演變。在生活中，人們會依據情況

不斷進行改變和調整，作為一個建築的踐行者，

關於生活與行為、人和土地，我都在不斷的學習。

我們身處一個群居的社會，我們喜歡交往、住在

一起、四處遷徙，同時也有點無序，因此，我們

做的所有事情需要能夠適應各種變化。……」

這樣的感言，道出了建築師的宿命，也代表

著圖書館的應變精神。

▲ 高雄文學館原本陳設的高雄作家作品與手稿資料，改

以定期換展取代永占性的常設展。

▲ 讀者進到高雄文學館，浸染於美好的文學沙龍氣息之中，

也可以各自找到梳洗心靈的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