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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解謎元素　體驗探索樂趣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動物狂歡節》—樂興親子音樂會」吸引許多小朋友參加。

什麼樣的創意活動能吸引讀者？這

項創意構想有沒有偏離公共圖書館的角

色功能與核心價值？它又能為讀者、圖

書館帶來哪些改變？這些改變是否具意

義性……

公共圖書館員絞盡腦汁發想活動創

意，甚至透過跨界合作，帶來不同以往

的活動型態，拉近讀者與圖書館的距離。

文、圖／葉俊甫、潘云薇

公共圖書館打破過往辦活動的框架，透過創意

發想行銷圖書館，提升讀者對圖書館的忠誠度。

用遊戲包裝活動
受歡迎程度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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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穎說，當初在東京海賊王樂園受到園內

的電話蟲遊戲啟發，想仿效以故事劇情結合館內

電子書進行推廣活動，因此跟同仁一起創意激盪，

最後發想成實境解謎活動。特別的是，這次活動

設計完全由館員自行發想，不假手外包廠商，包

括故事劇情、路線設計、視覺構成、影片拍攝、

道具製作等，「其實我只是丟出想法，完成故事

架構後，沒想到試玩時，完成度這麼高，我才發

現，同仁是玩真的。」

負責規劃的課員簡瑋靜說，設想題目時為了

吸引不同年齡層的讀者，特別提高題目難度，設

定適合為 12歲以上參加，「邊上班邊製作謎題，

也根據試玩時的問題進行調整，受到肯定覺得很

開心。」尤其執行過程中，與許多玩家、解謎工

作室彼此有正向回饋，甚至有老師想把創意帶回

學校推廣，「藉由遊戲讓圖書館被更多人認識，

增進雙方互動，覺得活動效益很不錯。」
▲ 解開書盒後可拿到解謎用品。（臺北市立圖書館提供）

▲ 開場書盒及道具。（臺北市立圖書館提供）

▲ 活動期間隨處可見的秘密圖書。（臺北市立圖書館提供）

北市圖推實境解謎 
化身偵探認識圖書館

首先，如何吸引讀者去認識圖書館的不同角

落？遊戲解謎可能是個好辦法。臺北市立圖書館

總館今夏推出「界閱」實境解謎及「圖書館裡的

秘密圖書」活動，讓讀者遊走全館找出失蹤館員，

讓民眾一窺北市圖豐富館藏與電子圖書；其中，

實境解謎活動備受玩家好評，12梯次場場爆滿，

北市圖諮詢服務課課長林佳穎笑說，「每次看到

參與者卡關時一臉苦惱，或解不出題詢問館員而

露出恍然大悟表情時，我超感動跟開心！」

創意包裝找出關聯性 
增加讀者使用率

「界閱」實境解謎以 3人為一隊，參與者必

須要在 2小時內解開館內各處的謎題，拼貼線索

找出失蹤館員下落，館方設下的 20道謎題融合

圖書館元素，若要獲得提示，必須借閱電子書或

詢問館員才能拿到關鍵線索，林佳穎說，「想推

廣就必須用創意包裝，透過遊戲，讓讀者發現原

來圖書館有這麼多有趣資源，先創造與讀者的關

聯性，才能增加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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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境解謎獲高度評價 
成功拓展不同客群

實境解謎推出後深受好評，受到 PTT實境解

謎版的玩家推薦，並稱讚「有突破天驚的 CP值，

完全看不出來是公務員做的。」簡瑋靜說，常有

參加者留下詢問題目設計與答案，因此更認識了

圖書館，甚至她生日當天，有參加遊戲的玩家，

把在臉書上推薦遊戲的截圖送她當禮物，「我超

感動的，看到這篇回饋文的當下，覺得過去 3、4

個月規劃的辛苦真的都不算什麼！」

林佳穎說，遊戲成功拓展過往從未接觸的客

群，而館員擔任引導遊戲的NPC角色（Non-Player 

Character，非玩家），也與讀者更直接接觸，「有

個 30歲的男生帶自己爸媽來玩，全家一起用力

解題；也會發現小孩看到的世界跟大人不同，有

個小孩發現到爸忽略的線索，氣得跟爸媽大聲抱

怨，這些畫面都很動人，令人印象深刻。」

秘密圖書參與人次創新高 
讀者深入圖書館空間

囿於人力與時間，「界閱」實境解謎梯次有

限，但卻連帶讓另外的「圖書館裡的秘密圖書」

活動吸引了近 2,700人次參加，「秘密圖書」設

置了 50本假書遍布在北市圖總館各個角落，讀

者透過線索推理找出假書位置，簡瑋靜說，「我

工作快３年，才發現地下二樓的樓梯間下，有座

沙發跟一盞立燈，是很特別的閱讀空間。」很多

人因此認識舊報紙區、還有電子圖書可以借閱；

林佳穎也說，最後一天還有館內同仁拿著密密麻

麻的筆記偷偷問她「這樓層到底有幾本假書啊，

我快找齊全了，可以透露一下嗎？」

圖書館充滿許多資源，北市圖透過盲選書

籍、戶外推廣、偵探遊戲等創意發想，引導讀者

認識圖書館。林佳穎說，閱讀經驗雖然私密，但

資訊密度很高，人類歷史的演進，正是建構於前

人經驗，若書不存在，歷史也就難以前進，「請

給圖書館一個機會，撥點時間選一本喜歡的書細

細品味，或者會有不同的想法，也許可以讓你重

拾閱讀的樂趣。」

▲ 從蒐集到的館員日記中找到故事的真相。（臺北市立圖書

館提供）

▲ 秘密圖書藏在平常可能會忽略的館內角落。（臺北市立圖

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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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圖書館結合繪本 
邀親子一起密室逃脫

在今年的 8月，初夏陽正熾，新北市青少

年圖書館內一樣熱情滿溢，許多親子搭檔聚集

在此，參與「逃出繪本親子密室逃脫」活動，

一起激盪腦力破除關卡，拼湊線索協助受困的

繪本角色小 Q逃出難關；青少年圖書館主任林

俊宏說，「創意結合圖書館資源非常重要，透

過主動創造學習空間及活動，讓閱讀活動與生

活相連結，才能成功吸引不同族群走進圖書館、

認識圖書館。」

新北唯一 
善用空間配置創新學習

作為新北市唯一的青少年圖書館定位明確，

經營理念也從青少年感興趣議題出發，在求新求

變的創意間結合閱讀資源，誘發讀者學習興趣，

不光是密室逃脫，之前舉辦結合創新學習的樂高

機器人、無人機、網紅自媒體、桌遊、微電影等

課程或講座，幾乎都是報名秒殺；林俊宏說，「青

少年圖書館有得天獨厚的空間配置，包括演講廳、

展覽廳、特展空間、街舞區，引入許多創新學習

活動，讓我們更有空間去拓展圖書館所肩負社會

責任與知識共享的任務。」

「逃出繪本」活動承辦人吳嘉馨也說，密室

逃脫不是青少年圖書館首次辦理，但這次結合繪

本文本，主題輕鬆可愛、平易近人，也與館內暑

假辦理親子共讀活動有深刻連結，「尤其在網路

上看到繪本加上密室逃脫的活動規劃，身為圖書

館員，這是一個很難拒絕的精采點子。」於是促

成與樂輔快樂活動工作室攜手合作，帶領親子一

起進入繪本，攜手解決難題。

繪本結合環境教育 
家庭團隊攜手合作

吳嘉馨說，「逃出繪本」的內容並非走常見

的驚悚暗黑偵探遊戲，而是取材自創繪本，從自然

生態出發，結合環境教育，因此將年齡設定在 4到

8歲的孩子與爸媽一起組隊闖關，故事描述親子要

進入被人工製造物破壞的森林中，拯救誤闖森林、

一不小心就會被可怕怪獸報復的人類小 Q，「為讓

親子互動效果更好，我們特別將原本設計給小四到

國一的題目難度降低，符合年齡所需，要讓孩子能

更深刻感受，破壞生態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 新北市青少年圖書館「逃出繪本親子密室逃脫」活動從自

然生態出發，結合環境教育。（樂輔快樂活動工作室提供）

▲ 「逃出繪本親子密室逃脫」活動培養手眼協調能力與觀察

力。（樂輔快樂活動工作室提供）

▲ 新北市青少年圖書館「逃出繪本親子密室逃脫」活動增進

親子互動。（樂輔快樂活動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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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圖書館沒有因地理因素降低參與人

數，所規劃的活動幾乎都是秒殺，密室逃脫當然

也不例外。笑稱報名開放後接電話接到手軟的吳

嘉馨說，很高興活動獲得讀者支持參與，尤其密

室逃脫屬於團隊合作活動，「逃出繪本」故事背

景與人類汙染大自然環境有關，所對應的道具關

卡及科學謎題，需要孩子和家長一起展現溝通能

力、默契、手眼協調能力、創意激發、觀察力和

同理心，「看到不認識的每個家庭為了闖關，打

破藩籬攜手合作，一起拼貼線索，那種人跟人緊

密的互動，非常令人感動。」

林俊宏指出，「逃出繪本」密室逃脫創造了

不同閱讀情境，親子可以在遊戲過程中一起共讀、

共學，孩子也能充分享受探索知識的樂趣，培養

獨立思考啟發閱讀，「親子齊心突破難關，享受

解謎成功後的喜悅與成就感，讓我們覺得這樣的

活動很有價值。」

到國資圖 
與動物狂歡共舞

將遊戲融入圖書館舉辦的音樂會活動中，可讓

讀者透過參與、體驗，獲得探索與學習的多元樂趣。

在音樂演奏正式開始前的一個多小時，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以下簡稱國資圖）總館兒童學

習中心內就聚集了滿滿的人潮，小朋友身上的衣

服、飾品或攜帶的玩偶，全是各式各樣的動物圖

案與造型，而家長們紛紛拿起相機、手機，準備

捕捉精采畫面。這是國資圖與「樂興之時管絃樂

團」透過文化部媒合演藝團隊進駐合作計畫，所

推出的「《動物狂歡節》—樂興親子音樂會」。

當演奏聲正式響起，法國作曲家卡米爾‧聖

桑由 14首小品組成的《動物狂歡節》，以各種樂

器生動地詮釋出不同動物的聲音與型態。但是活動

主持人並沒有直接為小朋友解說哪首曲子演奏出哪

種動物，也不是純粹的演出形式；而是讓他們自己

找出解答，甚至用肢體模仿大象、袋鼠、公雞和母

雞……或是找出演奏動物鳴叫聲的樂器，讓孩子們

透過遊戲式的參與，沉浸在歡樂的活動氛圍中。

演奏品質好壞 
不輕忽孩子的直覺反應

「樂興之時管絃樂團」藝術總監江靖波說，

人類的分析力與理解力固然是隨著年齡增長，但

直覺力卻是隨著年齡遞減，「我們這次的文本，

比較多的是啟發，用問問題的方式，把孩子聽到

的音樂和動物的視覺形象，或者是經由動態肢體

的型態，讓他們自己去建立想像力的連結。」他

說，這比直接灌輸孩子所聽到的音樂有哪些部分

是描述哪種動物的什麼動作更有意思。

這也回到「樂興之時管絃樂團」在國資圖駐

館的精神。很多人可能以為音樂演奏是技術性的

操練，只要看到音符就能進行知識性的練習；但

▲ 「《動物狂歡節》—樂興親子音樂會」找出演奏動物叫聲

的樂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提供）

▲ 「逃出繪本親子密室逃脫」活動解謎成功。（樂輔快樂活

動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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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並非如此。江靖波說，音樂和閱讀非常類

似，閱讀需要透過觀察、分析、理解、批判、吸

收……在過程中找尋共感經驗；音樂演奏、聆賞

音樂同樣要經歷這些過程，唯一不同的是音樂多

了中間的媒介—聲音。他指出，過去在國資圖

的多場演出中，經常會擔心小朋友會不會不受控

或冷場；但都是多慮，他們非常專心地在聽、看

和觀察，然後產生他們自己的理解、連結與吸收，

「我相信那些時刻對小朋友來說，都是很有養分

的，對於演奏品質的好壞，大人不見得能觀察出

來，他們可能會出於禮貌安靜賞析，未必像小朋

友那麼直覺地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吸收良本。」

放一顆音樂種子 
滋養每一個人

「樂興之時管絃樂團」執行長唐明瑋說，「我

們能夠做的就是放一顆種子，希望音樂的音符像

小豆苗一樣，延續在孩子的生命裡一直不斷發芽

長大，以至於在未來的人生中，會有一個非常純

正的養分，好像是純淨的活水，一直流進心裡面，

然後滋養他們。」她希望，藝術不只是娛樂的其

中一個選項，它應該像是我們身體裡的紅血球、

白血球……不可或缺。

唐明瑋回憶，有一次在法國與西班牙交界的

一個小停車場裡，看見一個 17、18歲的男孩正

在吹口哨，她好奇地湊近聽，結果是韋瓦第的《四

季》。「對我來說這一生都不會忘記，一個男孩

吹的是古典音樂，表示古典音樂在他的生活裡應

該是很早就進去了，很自然地接受這個養分。」

唐明瑋希望，讓大家知道接觸音樂是不會後悔的，

也不需花很高的代價，只要來國資圖就可以了。

而今年「樂興之時管絃樂團」的演出方式也

不同於以往，從排練、試音……到演奏，皆開放

參觀，將零碎到完整呈現的過程，真實地傳遞出

來，讓每一個人感受在音樂中所體會到的美好。

▲ 「《動物狂歡節》—樂興親子音樂會」小朋友模仿袋鼠。（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提供）

▲ 「樂興之時管絃樂團」演奏《動物狂歡節》。（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