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如寂寥星辰下的燈塔，
在浪濤中點燈。

【海洋人文】澎湖縣圖書館

  澎湖，西方文獻雅稱「Pescadores」的漁人之
島，入古代航海家之眼的年代，甚至比位在東方
的臺灣本島來得早，在這樣一座小小的漁島上，
澎湖縣圖書館扮演推廣閱讀旗手的角色，面對的
困難和挑戰與本島有何相異之處？且聽澎湖縣圖
書資訊科的科長夏尚俐娓娓道來。

  澎湖雖然人口不多，幅員不大，不過在縣內五
鄉 一 市 當 中， 不 但 每 一 鄉 至 少 有 一 間 公 共 圖 書
館， 而 且 縣 立 級 的 公 共 圖 書 館 便 有 兩 間 在 馬 公
市，一間是位於文化園區的圖書館本館，另一間
則是座落海濱、熱鬧漁村的澎南分館（鎖港里）。

文、圖／鄭承榆
照片提供／澎湖縣圖書館

  現今縣立圖書館本館啟用於 2011 年，2017 年度
曾獲教育部補助專案，呼應澎湖島嶼星羅棋布的
地形，以「島嶼文化」為意象改造室內設計，除
相關設備汰舊換新，更增加了多元文化區、島嶼
文化和新知講堂，希望能帶給民眾汲取新知的動
能及煥然一新的氣象。

連鎖、獨立書店匱乏　圖書館角色更形吃重

  近年由於資訊汲取型態改變，紙本書不再是民眾閱
讀知識的第一選擇，連帶澎湖島內的傳統書局也迫
於現實考量，轉賣文具、雜貨為多，導致店中陳列
的雜誌、書籍大幅減少，間接讓澎湖民眾和學童接
觸紙本刊物的機會更形減少。

澎湖縣立圖書館，以中文字「冊」與CD殼意象作為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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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社會結構性的轉變，文化局圖資科科長夏尚俐表
示，推廣閱讀提供新知的重擔因此更多就落在圖書館肩
上，身為圖書館工作人員，其實很樂見更多書店進駐澎
湖，不論是連鎖或者獨立書店的型態皆可以。畢竟書店
可以快速反應書市的最新狀況，也有反應社會脈動和時
下議題的既視感。

  前幾年澎湖獨立書店－安書宅尚在經營的時候，在書
宅老闆引介和協助下圖書館舉辦了「報導文學」的研習
班，讀者們經專業人士的帶領，試著藉由個人的文字，
傳播地方事物，這不僅是書店經營者實踐對地方經營的
理想，也擴展了民眾的閱讀觸角和活絡了地方產業。

戮力推廣在地知識　不僅重視地方文獻　更要
均化、數位化、動態化

  澎湖縣圖書館有個很值得驕傲的特點，在於歷年來文
化局同仁對於地方文史和傳統風土民情保存上，有不曾
間斷的重視，早於二、三十年前便有系統的出版文化資
產叢書，不論是潮間帶的生態介紹、地質地景風貌的研
究，甚或傳統民俗和技藝的紀錄，還包括了各行各業的
口述歷史訪談，都收錄其中。

  澎湖的民間信仰和宗教儀式，這幾年下來比較特殊的
是澎湖宗教界的「小法」，相對於臺灣本島，澎湖都市
化的發展腳步較緩，所以傳統的技藝也有比較大的機率
保存下來，而澎湖縣文化局相關的出版刊物也多，反而
讓澎湖變成研究臺灣民間傳統信仰的寶庫。其他尚有在

日 治 時 期 澎 湖 各 大 廟 宇 很 流 行「 鸞 書 」 印 製， 更 在
2020 年入選「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

   近年也推出澎湖為主題的故事繪本，例如《花宅》、
《平安龜實驗室》，希望透過圖文創作，讓傳統文化記
錄顯得更活潑，由於我們文化局定期招募志工，都會固
定時間推出「故事媽媽」，這種給小朋友講繪本故事的
方式，期許圖書館成為一個寓教於樂的最佳場合。

澎湖推薦圖書專區：藉閱讀走進菊島的歷史痕跡

  圖書館中也可以找到與澎湖歷史及在地風土有關的書
籍，上述《花宅》是一本描繪望安鄉花宅社區為題材的
繪本。因望安花宅是臺灣少數仍保存完整的閩南式傳統
聚落，聚落中央有一座地勢較高的土丘，圍繞土丘，是
一片如花瓣漫開的咾咕石屋舍，媽祖、伍府千歲做生日
滿村喧騰，五營神將大顯神威，赤腳頑童上山下海，穿
梭井仔腳邊忙於殺魚打水的婦女，「只是，那已經是
五十年前的事了」。《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
沙 1884-1885》也是推薦之書，1883 年清法戰爭爆發，
1885 年間法軍因與清廷談判事，法軍一度佔領澎湖，
不少法艦因此停泊於澎湖內灣，何內 ‧ 科邦（René 
Coppin）為當時的隨軍醫官，身處其中，甚至為大名
鼎鼎的法國海軍將領孤拔（Amédée Courbet）診斷過。
作者科邦以西方之眼記錄十九世紀沿途風土民情，其中
也包括尚屬清帝國版圖的澎湖灣，在旅遊文學或者歷史
素材上，珍貴性皆無可挑剔。

澎湖縣圖書館  一樓：兒童閱覽室 澎湖縣圖書館 二樓：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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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宅》
圖：許育樂  文：蕭秀芳  

出版社：聯經

鄭承榆 /

以「user:紀橋」之名投入臺灣歷史、寺廟和人物傳記等維
基百科條目編輯工程，另外以一代臺灣歷史小說家為自身孜
孜不倦的奮鬥目標。
－ 粉絲專頁：舟集工作室 toadboat studio

與飯店、民宿業者合推閱讀角落　期許走讀小
旅行能深化澎湖旅遊

  旅遊要增加厚度，以及它的韻味，更有必要結合當
地的人文脈絡，讓景點不單只是景點。縣圖書館每一
年度都會舉辦好幾場「走讀小旅行」，邀請知名的文
史工作者導覽，不僅是眼見為憑，更是拉近與歷史現
場的距離。「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其實旅遊和閱
讀原本就是一體的，兩者相輔相成，箇中滋味可從至
淺平添到至深。

  今年，縣圖書館和澎湖幾間旅遊飯店業者合作，店
內展示文化局出版的繪本或文化資產叢書，也許你只
需要伸出手，隨興一翻，你就會擁有一雙和從前截然
不同的眼睛。

《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1884-1885》
譯註：季茉莉  

出版社：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插畫／陳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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