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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柏均　攝影／林宜賢　部分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在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中，網際網路已經全面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也改變對空間的應用觀念。為因應人類搜尋知識方式的轉變，公共圖

書館如何利用資訊科技，創造更多使用者與物件的連結關係，成為建

築設計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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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可久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系

營建工程與管理組博士、美

國賓夕凡尼亞大學建築系

碩士。曾任國立東華大學圖

書館及資訊中心專案建築

師，現任教於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互動設計系，研究領域

為數位學習與互動技術、資

訊科技與管理、建築設計與

規劃。

讀者參與　驅動建築空間
轉型

 閱讀氛圍 
 誘發圖書館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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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學術性圖書館，公共圖書館隨著

時代演進，從過去僅僅作為藏書的空間，到

今日具有提升心靈的功能，幫助整體社會向

上提升，並成為城市文化傳播據點。國立臺

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系教授吳可久指出：「公

共圖書館之於城市的意義轉變，促使建築設

計與空間營造的轉型勢在必行。」

從量的提升到質的蛻變

回溯臺灣由政府管理的公共圖書館建築

起源，源自日本政府殖民時期，當時將原先

作為彩票局的建築改為藏書空間，成立「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到二次大戰結束、國民政府遷臺，

臺灣大約僅剩下20幾座圖書館；直到1980年代，蔣經國推行十二項建設，鄉鎮圖書館陸續建立，

往後 20 年的時間，臺灣的圖書館躍升到 4 百多座，數量大幅增長。

但沿自日本的傳統風氣，建築師掌握建築設計大權，過往公共圖書館的建造從未納入使用者

的意見與考量。首次由館員主導的圖書館建造，是 1991 年國立臺灣大學重建新圖書館，從規劃、

營建到管理，全由館方直接參與、領導。自此，圖書館建造的模式改變，館方與建築師的溝通能

夠更順暢，設計也不僅限於創新，而能更合乎使用者的需求。

約莫到了 2000 年左右，使用近 20 年的圖書館已顯得老舊，加上 921 大地震後，公共圖書

館的改建也在災後重建之列，鄉鎮圖書館開始慢慢改善空間，一方面民眾感受到公共服務的提升，

另一方面新的公共建築也成為地區的亮點，並發展出公共圖書館造型的特殊性。於是，都會地區

跟上公共圖書館改建的腳步，臺灣在已有大量圖書館的基礎上，一步步朝向「質」的轉變，使公

共圖書館的建築更符合時代的需求。

從知識累積到營造閱讀氛圍的轉型

傳統公共圖書館以提供自動化系統、管理書籍為主要服務，但當代的消費者注重體驗，年輕

世代對圖書館的需求已不再只有獲取知識，而是從閱讀獲得更多情感累積。吳可久說：「當我們

看到世代已經在轉變，數位科技、行動智慧滲入我們的生活，我們不能再用過去的思維，給讀者

最大量的書，公共圖書館的核心必須轉型，讓使用者能在空間感受到圖書館營造的氛圍，體驗到

更多閱讀的樂趣。」

提升讀者「體驗」，要改建翻修的不只是圖書館建築外觀，而是要整合軟硬體設備。吳可久

指出：「公共圖書館具有很特別的機能，它跟其他機能性空間如紀念性建築大不同，因為它太貼

近服務了，可是這種服務又很特殊，像醫院是負責醫治人的生命，但圖書館則是治癒人的心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曾於 1991 年翻修重建，是臺灣

首次由館員主導的圖書館改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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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空間轉變成一個體驗平臺，串聯人、書、場域，將數位科技導引到圖書館的公共服務便是

不二法門。「資訊科技發展迅速，個別使用者的資訊輪廓已經更加清晰，公共圖書館應該要能針對

個別的需求，提供更貼切、更多元的服務。」吳可久認為，公共圖書館可以發展群眾外包，透過民

眾對空間使用的反饋，擴展民眾參與的程度，創造使用者與物件間的空間連結關係，「一旦提高民

眾與圖書館互動的深度，讓使用者成為空間設計的一環，更能夠提升圖書館的體驗價值。」

使用者參與的局部最適解滿足時代需求

在有限的建築中，公共圖書館朝向更多元空間形態發展，結合圖書館員、建築設計專業，以

及社會大眾的需求，「互動」、「彈性」、「精緻」是近年公共圖書館必備的建築特色。然而設

計並非在建築完工的那一刻即結束，當代公共圖書館動態經營的模式，已轉向以讀者需求為優先，

不斷累積讀者的意見反映，調整空間的整建改造。

「像是國外的音樂廳會安裝可調整的反射板，當音樂家聽到聲音效果不太對，就會微調那些

吳可久認為，塑造吸引人的閱讀氛圍，是每座圖書館的最終目標，而北投圖書館是典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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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板，而這需要很多人協助修正，才能成就一個好的音樂廳。」吳可久分享，圖書館正也是靠

著館員和讀者的參與反映，慢慢地改變閱讀的空間，形成一個共鳴箱式的圖書館。

讀者的樣貌每天都在改變，設計的觀念也持續變化，要達到設計者與使用者都滿意的「最佳

解」，往往難以成真，但平衡雙方考量的「最適解」是能夠共同塑造的。吳可久舉例，「卡內基

創立一系列的圖書館都有統一的造形，像是宏偉的階梯與外觀，這沒有對和錯，而是代表一個社

會共識，反映出當時代的社會環境與意念。」行動科技的載體能夠將參與者的意見有效的反映，

藉由全體的參與，形塑出大眾需要的圖書館，這就是能夠滿足時代需求的「局部最適解」，是一

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答案。

不論是氣派華麗或簡約俐落，臺灣的公共圖書館正一步步成為城市的文化地標，映現出城市

的文化狀態。具特色的建築外觀、完善的軟硬體設施、豐富多元的館藏，這些早已是圖書館的必

備項；回到圖書館的核心──讓每個使用者進到這個空間，能夠享受閱讀的氛圍，並在心靈與知

識上有所收獲，公共圖書館追求進化的步伐，始終未曾停下。

美國華盛頓特區（上）與俄勒岡州梅德福（下）的卡內基圖書館。其

一系列圖書館一致的外型，源自當時美國社會對圖書館有既定的想像

與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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