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肚坪頂—
      凌雲紅壤，文史采風

   位於臺中市西側的大肚山臺地，從早期偏遠荒涼
到現在人口遽增，這十年來公部門的建設，大多偏
向於工業區的開發，一直少了藝文之氣，因此臺中
市立圖書館大肚瑞井分館（下稱大肚瑞井分館）的
設立，引動了在地人對圖書館的企盼，藉由社區和
館方合作，創造更多發展可能。

  大肚瑞井分館於 106 年正式啟用，之前是山上閱
覽室，只提供大肚山上民眾閱讀書報與自修的場所；

【生態工藝】臺中市立圖書館大肚瑞井分館

文、圖／郭達鴻     照片提供／臺中市立圖書館大肚瑞井分館  

而今大肚瑞井分館走小而美路線，雖然館舍面積不大，
卻五臟俱全。不管是在硬體設備、使用空能性、舒適性、
服務多元性，館藏量等都較符合大眾所需。

  離城不離塵的大肚瑞井分館，目前開館已三年多，也
推動不少活動，非常適合到這裡親子共讀。常常看到小
朋友就拿著一本書窩在閱讀角，沉醉在書香的世界中。
二樓的閱覽區，乍看雖然座位不多，但很適合自修，若
書讀累了，可以起身看看並且遠眺窗外的風景。

看天田，大肚山紅土地質，物產豐饒，眺望山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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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訪了圖書館主任王琇慧，她說大肚瑞井分館
不侷限於館員自行策展，亦會利用臉書等社群網
站，開放給讀者票選喜歡的主題，並由得票數高
者，由館員來進行佈展，藉此增加活絡圖書館與
讀者的互動機會達到行銷目的。

  也有以分齡分眾持續辦理閱讀活動：每週的小
番薯故事屋、山上電影院；推廣各項閱讀活動及
親子共讀，讓閱讀從小紮根學習。

  開館至今，館方一直很重視在地歷史文化特色，
每年夏天和荒野保護協會合作舉辦「走讀瑞井」
活動，藉由活動認識大肚山原生種植物復育；也
由專業老師帶大小朋友製作古法土角厝，找尋瑞
井三口井，體驗以前居民的挑水過程，讓民眾更
了解大肚山的歷史文化。

  大肚山講座則邀請了在地企業家與文史工作者
吳畹敏（臺大中文系畢業），談論如何編輯刊物，
介紹地方報紙（鄉親您好社區報），更造訪了瑞
安宮、瑞井故井、百年緬梔花，花甲大道、阿嬤
的灶腳、彈孔紀念區等等社區的地景。

 圖書館也和地方團隊規劃親子共同來作大肚特產
「地瓜」湯圓活動，大肚山藝文協會理事長章惠芳，
是圖書館故事志工也是大肚山讀書會負責人，每年
也會規劃閱讀講座。

  圖書館在地方上扮演一個民眾終身學習與閱讀休
閒的夥伴，有很多文化工藝類書籍作為特色館藏，
善盡承先啟後之責推廣在地鄉土文化。除了讓民眾
驗證書本上所吸收到的知識外，更以戶外活動、實
地體驗，加深所學印象，俾能傳承並發揚在地文化。

一個地方文化工作者對瑞井分館的期許

  目前大肚瑞井分館只有三名專職人員，一般公立圖
書館，若能保持館內外清潔乾淨，借還書功能正常運
作，就很不容易；大肚瑞井分館在前後二位主任的領
導下，按部就班也推動了上述不少活動，此分館一開
幕就來仔細走了幾次，「臺中學」就是極力推薦的一
個專櫃，典藏與臺中人、事、物、產、景和史相關書
籍，讓想了解大臺中發展的人，有地方可以查詢。

臺中市立圖書館大肚瑞井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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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書店、咖啡廳合併，改造這個原本不起眼的地
方圖書館，配上輕柔的音樂，以及明亮又溫暖的
燈光，萬萬也不會想到是公立圖書館，市民借閱
率更高達 4 成 5，近幾年來，從臺灣前來武雄市
專程拜訪圖書館的遊客也逐漸增加，更不會錯過
這個熱門景點。臺灣的圖書館面臨挑戰必須創新，
必須去思考如何跳脫傳統框架，定位圖書館在社
區的角色扮演，正因為圖書館掌握了一定的資源
和空間，必須想盡辦法貼近民眾及生活，創造更
多的文化人口，寄語臺灣的行政部門能大膽地嘗
試，只有硬體建築是無法創造地方價值的，如何
藉由整合和開放的力量，提升地方整理價值，才
是地方創生的精神，期待這一天的來臨。

  未來，如何增加夜間的照明，加裝遮雨棚和採光
罩，並和里社區結合，招募社區志工和守望相助隊，
增加夜間開館時數，大肚瑞井分館就會成為大肚山
上夜晚智慧的發光體。且旁邊有一條新開闢、著名
的「藍色公路」，加上「花甲男孩轉大人」這部電
影的取景是在瑞井蔗廍社區，如何串聯這些景點，
相信也會帶進新的外里閱讀人潮進入。

  日本佐賀縣的熱門景點武雄市圖書館不僅是當
地的觀光奇蹟，使用率與館藏也都是相當高，於
2013 年 4 月重新開館的武雄市圖書館，是全日本
首間結合公營單位與民間企業雙方共同合作的圖書
館，由佐賀縣武雄市指定，委託蔦屋書店母公司
CCC（Culture Convenience Club) 負責該圖書館的
整體營運。武雄市圖書館透過內部裝潢的整頓以及

郭達鴻 

東海大學政治系兼任講師，東海藝術商圈主委，催生東海藝
術街，再現社區風華。
曾任臺灣發展研究院社區再造中心副主任、龍井鄉民代表。
著作：臺中市龍井區農會委託撰寫《西瓜日記》、《茶與人
的旅行》京都旅遊散策。

「走讀瑞井親子自然體驗活動」邀請大小朋友參加，共同找尋瑞井地區
的三口井，及體驗過去瑞井居民如何挑水。

兒童閱覽區
幾個造型閱讀角，深受到大小朋友喜愛，拿著書本窩在閱讀角，沉醉在
書海中。

「蕃薯(涵吉)深耕夢想成真活動」，利用大肚山在地特產地瓜，帶領大小
朋友實際體驗搓地瓜湯圓。

「小小館員體驗趣活動」，讓小朋友們體驗館員阿姨的工作，及挑戰大
富翁闖關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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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世 輝

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教

授，現任雲科大圖書館館長。

日本國立千葉大學自然科學學術

博 士， 以 工 藝 設 計、 文 化 創 意

產業、社區營造等為專攻領域。

長年投身地方創生實務，為中央

部會、地方政府文創及社造相關

審查委員，重視密切貼合地方社

會發展的社區設計與社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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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實務論｜

魅力發掘下一步：
圖書館是提供產業知識路徑的重要接點

  在少子高齡化的趨勢中，包括日本與臺灣都推出了「地方創生」
的政策，期待開創或擴大地方產業、活化地方，使人口回流或流
失減緩，避免獨立村，甚至獨立鄉走到難以支持自己的地步。

  一方面是人口減少的問題，另一方面是閱讀習慣改變（從紙本
到電子資料）的關係，無論城市或鄉村，許多公共圖書館或大學
圖書館的入館人數也不斷地往下降。可以說圖書館事業面對少子
化與數位化的雙重衝擊，正迎接著巨大的挑戰！

地方特色、創新服務的興起

  在這種情形下，卻也有許多地方政府反過來投資在公共圖
書館上，希望藉由圖書館建築、服務等的改善，甚

至定位的改變，提高使用率，也形成地方的新魅
力點。例如人口減少中的雲林縣正在籌備雲林
縣立圖書館；日本也有海老名、桶川、民雄、
多賀城 ... 等許多地方建立了迷人的地方圖書
館；在荷蘭也有利用廢棄的火車站的「LocHal

圖書館」。

    許多圖書館不再守衛著傳統圖書館的疆
界，試圖突破圖書館不能飲食、圖書館

是被動的服務者、圖書館是非商業空
間 ... 等傳統概念。例如海老名圖書

館中有蔦屋書店的櫃檯、朗讀服務
室；桶川市立驛西口圖書館與丸
善書店、咖啡廳連結一起，互有
圖書查詢設備。

攝影／林建宇

文／黃世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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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料與知識提供，推動地方產業發展

除了興建魅力圖書館，協助地方觀光之外，圖
書館是否能再進一步與地方創生結合？從地方
創生重視地方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圖書館是
否能成為「提供產業發展知識服務」的地方？
對創業者、就業者、事業經營者等而言，未來
可否期待圖書館提供回答以下問題的路徑，例
如：該地區地方產業的樣態、回鄉就業與創業
所需面臨問題、地方政府支持回鄉的對策、地
方產業創新發展的方法、地方產業國際化的方
法、資通訊科技如何運用於中小企業、導入 AI
的方法、地方特色資源的詳細、地方創生計畫
申請的寫作要點等 ...。 

  圖書館未必能夠直接回答企業、創業者等對專業問
題的詢問，但卻可以備妥尋找解答的多元路徑，包
括適當的圖書、電子書、國內外電子資料庫、問題
討論的空間、新主題特展、專業者的連結 ... 等，協
助其逐步找出可能的答案，並藉此協助地方的創生。
因此，「備妥路徑」的角色將越來越吃重，未來的
圖書館將如同一個連接埠、集線器（Hub）一般，
為企業、市民、大學師生準備好多元彈性的「解決
問題的連結資源」，並能夠給予詢問者適當的「路
徑諮詢」。

圖書館結合成為地方產業的連接阜，與插花工藝、在地農產、文史體驗產生新火花        圖／臺中市立圖書館大肚瑞井分館  

插畫／陳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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