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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許石音樂圖書館在空間中融入黑膠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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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葉俊甫、圖／潘云薇

導入音樂元素 
打造館舍自我風格

公共圖書館陸續出現以音樂為特色的空間風格，顯現
出圖書館功能的轉變與多元化，讓讀者感受有別於過
往的音樂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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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許石音樂圖書館展出許石的珍貴文物。

2 許石音樂圖書館保有舊回憶，一樓書架

是下沉的育樂堂廊道空間。

創作編曲，不僅是流行樂，更涉足交響樂曲的

編寫，音樂成就非凡；洪玉貞說，為感懷許石

對臺灣音樂的貢獻，將許石的珍貴文物納入圖

書館整建計畫內，配合市府與教育部「書香卓

越典範館補助專案計畫」進行館舍整建。

保存老臺南育樂堂歷史 
空間設計頗具巧思

走進許石音樂圖書館，在建築師蔡宜璋

的巧思下，把原本育樂堂一樓空間的斜坡式觀

眾席拉平，改造成音樂圖書館與黑盒子展演空

間，館內典藏豐富音樂類圖書、樂譜等，也提

公共圖書館的角色日趨多元，許多館所在

空間設計上結合不同元素，藉由主題風

格凸顯出不同以往的魅力與性格，以音樂為特

色的圖書館更是相繼誕生。

2018年 3月，臺南市育樂堂經過整建，

搖身一變成為許石音樂圖書館，活化成一座兼

具「閱讀、音樂、展演」多元功能館舍；10月，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南區分館重新開幕，讓菜

市場樓上的老舊圖書館再現過往黑膠風華，營

造書籍與音樂緊密結合的全新空間；11月，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暨鄧雨賢臺灣音樂紀

念館開館，透過多媒體技術，呈現臺灣音樂歷

史脈絡的主題特色。

保留記憶創新空間 
許石音樂圖書館誕生

作為臺南舊府城最早的藝文展演場所「育

樂堂」，積累著老臺南的記憶，早期是臺南人

觀賞演出的唯一選擇，但因建築老舊遭閒置，

臺南市立圖書館館長洪玉貞說，原本規劃將育

樂堂改造成音樂圖書館與支持在地年輕人演出

創作的培訓基地，因音樂家許石後代子孫決定

捐出大師手稿、唱片及樂器等收藏給市政府，

而有許石音樂圖書館的誕生。

由許石所創作的早期流行歌曲〈南都之

夜〉、〈安平追想曲〉、〈夜半路灯〉，耳熟

能詳傳唱迄今，奠定在臺灣歌謠重要地位；而

他堅持本土創作，致力將全國採集的各地民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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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許石音樂圖書館的琴鍵樓梯踏踩階梯時會發出聲響。

2 可在許石音樂圖書館階梯式音樂欣賞區聆聽各類音樂。

供影片欣賞與音樂聆聽服務；洪玉貞說，為保

有舊回憶，「取書時，會發現一樓書架是

下沉的，那就是當初觀眾進入育樂堂的廊

道空間。」

二樓的展示空間為「臺灣歌謠的磐石—

許石的歌與他的故事」展覽，委由臺灣歷史

博物館策展，藉由高互動性與生動有趣的影

音方式，展現許石為臺灣音樂所留下的珍貴足

跡；特別的是，從一樓到二樓的琴鍵樓梯，只

要踏踩階梯就會發出高低聲響，在走進音樂歷

史前，可沿著樓梯演奏出樂曲，而樓梯間也設

置閱讀區，可在各類音樂載體的意象間安靜閱

讀，展現出空間設計巧思；二樓設置的音樂欣

賞區，可在階梯空間中，聆聽各類音樂。

三樓保留育樂堂舊有場景，打造成可做

小型電影欣賞或講座的多功能室，洪玉貞說，

1 2

「椅子是育樂堂時期的座椅，經過清洗後挑

選堪用的，所以上面的座位號碼是不連號的，

希望讓傳統跟現代在同一空間內共存著，也保

留著舊臺南人的過往記憶。」地下一樓則有練

團室與舞蹈空間，提供年輕學子展現才華的儲

備基地，「公共圖書館不只是閱讀場所，更是

學習交流的空間，同時藉這機會，可讓更多年

輕人去認識圖書館的豐富資源。」

曾是黑膠工業重鎮 
三重南區分館重現風華

許石也曾在北臺灣留下足跡，當年他成立

的唱片公司，所錄製的臺語歌曲，就是在三重

的唱片工廠壓製而成。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南

區分館主任胡東宏表示，三重曾是全臺灣黑膠

唱片的重要發源地，1960到 1980年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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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9成黑膠唱片都在三重壓製，「社區型圖書

館南區分館在改建時，希望引進在地文化，因

此規劃加入黑膠唱片的音樂元素，讓更多人認

識，這曾是三重特有的文化之一。」

正巧已故廣播人許誠家屬 10年前曾捐贈

近 7,400片的黑膠唱片給當時的縣政府，豐

富收藏完整記錄著 1970至 1990年代流行

音樂發展，但由於歷史悠久的黑膠收藏較為脆

弱，將以展示為主，而分館另外採購市面上流

通近 600片黑膠唱片，提供到館民眾聆聽。

胡東宏說，三重南區分館位於光明市場樓

上，屬早期的社區圖書館，雖有 800坪面積，

但格局傳統，加上市場本體建築物相當老舊，

存在部分結構與漏水問題，因此在整建工程

上，需克服較多困難；不過改造後的新風貌令

人眼睛一亮，區分為三大區，黑膠區部分包括

體驗區、打卡區與筆電休閒區，多功能教室區

含自修室、樂齡閱報區及電腦檢索區，兒童區

則包括玩具室及小舞臺等。

圓形黑膠為主識別元素 
可聽禁歌、化身明星打卡

胡東宏指出，改建後的三重南區分館空

間，以黑膠的圓形作為主要識別元素，在廣闊

明亮主題區，以「圓」的手法營造氣氛；讀者

進入黑膠之門後，如同穿梭時光隧道回到往昔

年代；圓形環繞的玻璃櫃內豐富的黑膠收藏，

積累流行音樂過往輝煌歷史，而正中央展示櫃

是收藏家林本博出借的留聲機，從音樂盤、蠟

管留聲機、袖珍留聲機到巨無霸留聲機等，透

過各式留聲機與載體，歷經鋼片、蟲膠、蠟管

等階段，讓讀者認識曾經留下過的聲音記憶。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南區分館以圓形黑膠為主要識別元素，

中央展示櫃展設各式留聲機與載體。

館內備有設備，讓讀者體驗 33又 1／ 3

轉的黑膠聲響，胡東宏說，「希望提供不同選

擇，讓習慣聆聽數位音訊的現代人，能感受過

往類比音質的特色，發現一種美好但夾帶著雜

訊的聲音，遙想三重地區曾有過的文化記憶」；

特別的是，體驗區有個單人才能聽的集音罩座

位，空氣中會響起當年的禁歌金曲，也讓讀者

體驗偷聽禁歌的感受，「很難想像文夏的金曲

〈媽媽請你也保重〉也是當年的禁歌吧？當年

時空背景下，這首歌被認為會影響軍中弟兄思

念媽媽，造成懷憂喪志的現象，而被新聞局列

為禁歌。」

三重南區分館在黑膠區周邊更設置了兩間

明星化裝間，懸掛著一張張當紅巨星歌手的唱

片封套，巧妙結合燈光與擺設，重現當年明星

粉墨登場前的場景，讓讀者拍照打卡，過一次

當明星的乾癮，「當然也希望透過社群媒體的

分享效益，讓更多人認識南區分館，進一步來

接觸曾有過的三重在地黑膠唱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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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南區分館讓讀者體驗 33

又１／３轉的黑膠聲響。

2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南區分館設有明星化裝

間，提供讀者拍照打卡。

3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暨鄧雨賢臺灣音樂

紀念館色彩繽紛的兒童閱覽區。

2

築分為 A、B兩棟建築，A棟主要規劃空間為

「圖書館」及「互動展覽區」，B棟為「展覽

空間」。

巨樹音樂柱裝置展特色 
多元閱讀空間任選擇

爬上綠意盎然的低緩斜坡，從二樓進入 A

棟圖書館，色彩繽紛的兒童閱覽區令人驚豔，

兩棵巨型大樹矗立其間，兒童坐在環繞巨樹的

沙發上閱讀，蝴蝶造型的兒童座椅錯落其中，

橙、白、綠點綴著頗具童趣；沿巨樹旁的臺階

轉下一樓，可見 3座巨型音樂柱，龍潭分館主

1

3

龍潭分館蒐集過往音樂資料 
引發讀者興趣

同樣從在地音樂家出發的桃園市立圖書館

龍潭分館暨鄧雨賢臺灣音樂紀念館，卻選擇不

同策略，從音樂家鄧雨賢出發，廣泛收藏他所

處年代的臺灣音樂史料典藏、影音圖書資料，

試圖爬梳臺灣流行音樂發展，導引讀者認識

臺灣多元音樂作品，並引發興趣藉此推廣知

識學習。

嶄新落成的龍潭分館，占地廣大，搭配戶

外綠地美景，具有禪風意象的建築外型，已成

龍潭的新文化地標與地景公園。4層樓高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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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翁全妤表示，「這是龍潭分館的特色裝置，

原本想用樹的造型，但兒童區已有兩棵，為包

起建築的柱體，用音樂柱概念呈現，上面鏤刻

鄧雨賢經典作品〈四季紅〉、〈望春風〉、〈雨

夜花〉，為增加效果，柱體晚上可以發光展現

不同氣氛，在技術上花了不少心思。」

音樂柱周邊挑空的閱讀空間，可一覽戶

外綠地景觀，不同造型的座位，讀者可在柱旁

的大塊軟座墊閱讀，也可選擇頗具文青咖啡風

格的座位，捻亮一盞燈，享受閱讀時光；而進

入一樓多元音樂區，音樂類館藏資源豐富，翁

全妤說，藝術書籍專區特別展示各類型樂器，

搭配具有民族風的裝置藝術，「讀者不僅可以

獲得書本上的知識，也能直接透過欣賞實體樂

器，感受到音樂多元的豐富性。」

圖書館內可見包括五線譜、音符、鋼琴

等音樂意象的元素，低位書櫃錯落館舍中，書

櫃間的距離寬敞，便於搜尋與取拿館內書冊，

在燈光掩映中更具氣氛，各類閱讀空間灑落其

中，有大型的傳統閱讀桌，也有以「BOOK」

為造型的小型包廂空間，要不選擇靠窗迎接戶

外綠意的位子，當然也可透過數位預約系統，

選擇自習室專屬座位。

多媒體科技打造互動展區 
提供酷炫音樂體驗

A棟的另一亮點是緊鄰圖書館的互動展覽

區，也就是鄧雨賢臺灣音樂紀念館。一樓空間

1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暨鄧雨賢臺灣音樂紀念館在音樂柱上鏤刻鄧雨賢的經典作品。

2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暨鄧雨賢臺灣音樂紀念館藝術書籍專區展示各類型的樂器與裝置藝術。

(桃園市立圖書館提供 )

3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暨鄧雨賢臺灣音樂紀念館透過多媒體科技，呈現音樂的多元形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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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樂細胞，之後可以回到圖書館去找更多資

料，也希望透過體驗過程，引導讀者開始認識

臺灣流行音樂的吉光片羽。」另外像是「混搭

實驗」互動牆，只要觸碰牆上的樂器，即可發

出節奏音，配合天花板上的音箱所播音樂，就

可創造出新旋律，還可下載自己專屬樂曲。

音樂元素讓空間展新意 
創造圖書館新氛圍

龍潭分館開館後，由於新建館舍新穎且融

入多媒體科技，加上音樂的主題特色，入館人

次增多，也相對吸引不同族群使用圖書館，翁

全妤比較之前地處市場邊的舊館，以前菜藍族

多，出借書籍以言情、武俠小說為主，「但現

在讀者會反應科普類書不夠多，其實是因為空

間被打開，讓許多書能見度變高了，現在新書

區根本是空的，只要上架就立馬被掃走。」

胡東宏則分享，三重南區分館導入黑膠元

素的新館舍，藉由宣傳吸引了不同年齡層的讀

者，「年輕人根本沒有經歷黑膠年代，對他們

來說是全新知識；而有些退休長者，看到熟悉

的黑膠，也會細數他們往昔回憶，讓圖書館有

新的交流。」胡東宏說，圖書館肩負著保存在

地文化任務，希望能透過館藏特色，讓下一

代能更認識在地的歷史文化，對土地產生感

情共鳴。

作為一個專業音樂圖書館，洪玉貞表示，

許石音樂圖書館能藉由複合式的元素揉合展

覽、演出，以及本位閱讀等多元形式，提供讀

者不同的知識來源，而館舍也能透過相關推廣

活動，引介優秀的音樂家讓更多人認識，透過

空間的重整，展現專屬館舍的自我風格。

是專為演出打造的多功能展演空間，二樓與三

樓空間則藉由多媒體科技進行策展，讀者經由

不同技術感受音樂的多元形式。翁全妤說，二

樓常設展以穿越時空的音樂旅程為主軸，可認

識音樂人成長歷程，並從桃園的山川風土、傳

統音樂內涵漸次推進，一直到帶領讀者體驗時

代浪潮的藝術薰陶，及認識娛樂與音樂教育發

展，例如「樂淘沙」的互動式音頻圖像系統，

可透過精密的克拉尼震盪器，產出專屬的音頻

圖騰，而透過「潮流拼圖」引導，讀者可用平

板電腦，快速瀏覽臺灣音樂發展史。

三樓的特展介紹臺灣音樂人豐沛的創作能

量與時代科技帶來的變化，讀者在「經典流行

數位典藏影像牆」前，只要點擊專輯唱片封面，

就可在大型 LED互動影像牆面上，閱讀到專

輯內容並可聆聽歌曲，翁全妤說，「數位牆重

要的意義在於引發興趣，可能有人從未聽過文

夏、從未欣賞過北管，從來不知道什麼是金韻

獎，但藉由影音體驗，可能會觸發從未被發掘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