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承毅（以下簡稱「林」）：若以選舉考量來看，
人民對借還書率是無感的，看得到建設才有
感，因此鄉鎮市長若無對圖書的思維，通常不
會以經營圖書館、提升素質為優先。像埔里鎮
立圖書館，鎮長幾年前開始重新規劃典範特色
的「文創美學圖書館」，如同誠品書店般做出
「文化、創意、美學」兼具的精緻圖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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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事務所執行長，政治大學兼任講師。
為臺灣體驗設計先驅從業者，也是地方創生推動代表人物，2015
年創立 林 事務所，倡導洞察力及人本思維之重，多年來透過設計
工作坊，文字論述，演講倡議及顧問輔導，有上百場工作坊及演
講經驗，以服務設計、體驗創新、社會設計、風格策略，協助產
業轉型升級，熱血透過各式社會實踐，論述倡議以及教學研究工
作，期待這個世界更美好。

公共圖書館如何再次成為地方居民的解憂雜貨店
從「既在地又遙遠」到「既靠近又緊密」

三方對談

文／林怡均     攝影／YJ

目 前 各 地 都 有 公 共 圖 書 館， 經 營 狀 況 如
何？隨著時代變遷，有遇到哪些瓶頸嗎？

葉乃靜（以下簡稱「葉」）：現在是一鄉鎮一圖書館，
但各地公共圖書館的經營，往往取決於鄉鎮首長
態度，館員往往僅執行例行事務，且人數少，目
前去公共圖書館的人以長輩和小孩為主，青中年
一代要上班，假日帶孩子出門很少會去圖書館。

  三方對談邀請大學教授、地方創生專家、在地書店經營者，分享自身經驗與觀點，為居民心中「既
在地又遙遠」的圖書館繪製活化藍圖。在科技進步、資訊流通方便快速的時代，圖書館該如何走出困
境，重新走進居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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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曾任世新大學圖書館館長、臺北市立圖書館閱覽組組
長和分館主任、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52屆「圖書資
訊學研究」編輯委員。關注大學和公共圖書館的發展
、經營管理與創新服務。研究對象聚焦在弱勢團體，
例如老人與原住民。

貢寮有機書店執行長，目前全臺有10間有機書店。
「開書店」從來都不是生命中規劃好的事，但這件事卻成為
最愛的事；花了20年找到自己的最愛，「有機書店」成為終
生志業。「有機書店不賣書，用交換書的方式推廣閱讀」因
為開了這家書店，才有這個機會，和社區發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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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困難是，留在地方的人老的老、小的小；圖書館
有非常強的公共性，特別是空間和設備，是資訊串
流、吸收所在，現在網路發達，如何找回圖書館在
地方的場所精神，讓人跟資訊能在這交流，圖書館
才有被利用的價值。

我認為關鍵是如何透過圖書館的公共性把人串在一
起，特別是不同世代，圖書館是個很好的青銀交流
的空間，例如說：媽媽、爺爺奶奶說故事，賦予圖
書館一些托育、托老的功能，此外，也可以讓在地
聚集於此討論交流。

葉：談到地方創生，其目的在於「活化地方」，如
承毅所言，圖書館是人們聚集的所在，此外，還有
一個積極主動的角色：地方記憶。現在借還書有機
器可代勞，館員應改變思維、做別的事，要主動出
擊，而非守在櫃臺。

其實圖書館應創造知識，不應只是被動地當知識搜

盧文鈞（以下簡稱「盧」）：我的第一家書店約 5-6 年前
開在新竹關西，六年來在全臺長了 10 家有機書店，貢
寮是第四家，叫有機書店是因為開在偏鄉，我們和圖
書館不同之處在於，借閱不必登記，想看多久都可以，
看完再還就好，也可把家裡不看的書捐來。

圖書館和書店面臨同樣問題在於閱讀推廣，現在手機、
電子產品氾濫，閱讀專注力下降。而最大差別在是圖
書館員是公務員，有上下班開關門、借還書的例行公
務，但若首長不在意，有心經營的館員缺乏鼓勵和資
源，很難產生社區影響；有機書店在乎的是「有沒有
人來、來的是什麼人」，讓來的人彼此交流互動，成
為交換書的夥伴。

圖書館之於地方該如何創生，如何走進地方居
民的生活、與在地產生連結？

林：地方創生包含「社會公益」、「在地文化」、「文
創產業」的元素，需要比較多產業界的人，但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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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心，近期開始流行的地方學，其實館員可以
主動去採集知識和居民記憶，例如廟宇、史料、
百工達人等，把這些資訊保留下來。

盧：其實這些我們書店已經在做了，我們開店前，
都先做田野調查、照片搜集，例如：建鎮建村的
歷史，或是當地向耆老詢問特別的牌樓古蹟，前
三年基本上都在社區營造，其實我們應該叫社區
書店，而非獨立書店。店內也有提供報紙給老人
家看，他們來書店會聊社區的事情，書店就像個
社區活動中心。

圖書館若要做在地記憶的採集，應怎麼進
行？地方館人力夠嗎？可能會遇到哪些困
難？

葉：館長若有此思維，就有機會，圖書館不該侷
限在書，要從「資源」出發，活化地方達人、居
民的生活。把地方人物、發展脈絡整理起來，還
要利用這些知識去辦活動，把民眾跟這些百工達
人串連，因為在地居民不見得認識自己的家鄉。

而書籍應和當地做結合，例如：漁業、海洋等發
展的書籍，除了一般人需求的娛樂書籍，分館也
該致力於自己獨立的特色館藏，應該做到公共圖
書館裡的專業圖書館，例如：高雄大東圖書館。

此外圖書館應跟社會議題結合，像是環保、永續
等，以前我常去貢寮淨灘，若結合環保議題，找
相關書籍，然後放一些電影，讓這些概念融入民
眾。館內空間也是，努力把人帶進圖書館，例如
新北圖書館有給青少年溜滑板的空間。

林：地方 DNA 要透過文史的「挖掘、詮釋、轉譯」
三步驟，轉成可運用的知識，透過出版等流程保留
下來，呼應老師所說「地方學」，過去地方學主要
都是社區大學在做。圖書館跟地方的結合，也許可
從地方學切入，透過與社區大學合作。

社區大學優勢在於有人，有很多地方媽媽，可能是
過去做社造、做調查、做文史的；圖書館有館藏、
空間和館員，館員其實可以跟著社大去做調查、研
究和典藏，調查過程中若能找到一些史料或是文
本，也許能進入圖書館藏書空間。

盧：田野調查跟採集地方故事之後要整理讓居民知
道，甚至認同，我認為讓地方居民認識不難，認同
是最難的，目前比較好的做法是，把人找來當導覽
員，請居民講自己家的故事，講述的過程會有榮譽
感，因為跟自己息息相關，接下來再做成看板，比
較有代表性的房子都會製作一個看板介紹，來客、
路過的人便能從看板認識此地。

我們去採訪當地賣豆腐的、磨菜刀的，對他們來說
這是每天的生活，沒有什麼特別的，但整理下來，
外地人看到會覺得這個小鎮很豐富，例如：磨菜刀
的器具都還在，老闆現場一磨，都市人看到覺得特
別，就會想要再來，每次來就會很像來探險一樣。

如何讓公共圖書館個性化，凸顯地方特色？

盧：換個角度想，為什麼人家喜歡去誠品？除了品
牌，還可以在裡面吃東西、喝咖啡，這是人的基本
需求，有一個可以這樣休息的地方，以前會有人擔
心喝咖啡把書弄髒，其實可以去規劃空間並做出區
隔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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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要創造一個造訪的理由，例如：很像公園的日本
雲之上圖書館，有戶外空間可以打球、戶內可以看書，
室內有提供一些懶骨頭，讓圖書館變成比較生活化的
空間，或躺或臥都可以，讓人可以在圖書館裡休息，
空間也分很多層次，有的有隱蔽性，可以滿足某些不
想被打擾的讀者。

葉：個人期待可以變成專門圖書館，現在我們想到要
照顧的族群主要是小孩和老人，比較少想到要為青少
年做什麼，因為青少年都是為了升學而來圖書館，花
蓮市圖曾辦過解憂雜貨店的活動，讓青少年可以把問
題寫下，然後找專家來解答，也會推薦書籍，幫青少
年解惑，也可以讓青少年自己找書來看。

個性化要回歸到每個年齡的目標群體，他們的需求是
什麼，然後你能提供一些解答，他們才會走進去，
空間最好也能讓青少年可以動一動，例如：被譽為北
歐最美的芬蘭「赫爾辛基圖書館」，於兩年前開幕，
館內已不再是圖書為主，除了有音樂表演聽、Maker 
space，還有出租滑板、縫紉機，空間活化超越大家對
圖書館的想像。

與 社 區 連 結 緊 密 的 圖 書 館， 從 公 部 門 角 色 來
說，可以做怎麼樣的起頭？

葉：圖書館沒有危機意識，不覺得圖書館會倒，圖書
館與在地書店也許可以是合作，而非競爭關係。但其
實館員壓力也很大，像是借還書、出入人次還有辦活
動，都會計入考績評鑑，但重點在於評鑑什麼。如果
今天評鑑的是訪談了多少耆老？型態也許就會改變，
館長也要有創新的思維。

林：應重新思考圖書館和地方的意義，館員要找回對
地方的熱情、找到想做的議題，借還書不是館員唯一
的任務，也不可能所有館員對地方都沒熱情，只是沒
有契機切入，做久了就變成習慣了，事情有在走就會
激發很多人的熱情。

盧：書是一個載體，能連結到的事情太多了，把書裡
的東西拉出來，勾起大家的興趣，像是料理、運動也
是，這種活動是一年都辦不完的。書店最近在推做灶，
邀請大家來體驗作灶一起煮湯圓，大家知道灶，但不
會知道灶的規格製程，還有拜灶神，找老師父來做給
大家看，吸引大家去參與、體驗，連結到學習和體驗，
會吸引人家去參與，也可以推薦書做閱讀。

  圖書館擁有豐富的館藏及空間，是地方知識寶庫，跳
脫「只能安靜看書」的思維及框架，增進館員與地方
居民的互動，挖掘在地知識，以多元視角讓圖書館成
為文化與思想基地，開啟地方創生議題走入公共圖書
館的未來大門。

日本高知縣「雲之上圖書館」，成為地方複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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