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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藝術文化的迎賓之廳

文╱鍾碧芳   攝影╱黃大川

兩廳院表演藝術圖書館

一座專為表演藝術所設立的圖書館會是什麼面貌？又該具備哪些功能？今年初重新換裝開幕的兩廳院表

演藝術圖書館，在設計師的巧手下，巧妙地將主題融入空間，讓過去被忽略的價值重新展現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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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經長達 7個月的閉館整修，兩廳院表

演藝術圖書館在 2021 年 1 月下旬重

新開幕，改裝後不只空間煥然一新，功能與

服務也被賦予了新的期許。

打開圖書館 ，帶著藝術走進群眾

過去民眾對圖書館的印象，就是陳列著

密密麻麻的書架、座位緊鄰隔壁如 K書中心

的閱覽室，但在全臺圖書館的設計改造愈發

新穎的趨勢下，「這座原本是以表演藝術為

核心所開設的圖書館，已經不只是藝術資料

的寶庫而已，我們更想騰出空間，讓參與的

表演藝術工作者以及從前不敢但願意接觸藝

術的民眾，有一個可以休息、也能安靜閱讀

的場域。」兩廳院藝術總監劉怡汝說。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共有北、中、南 3個

場館，但只有位於臺北的國家兩廳院才設有

表演藝術圖書館。該館於 1993 年成立至今，

除了 2005 年從 2 樓搬移至地下室，做了一

次大幅度的整修，已超過 15 年沒有更動設

計；在面臨設備更新、館藏及空間使用率逐

漸下滑的困境下，而有了新的想法。

於是，去年找了「彡苗空間實驗」操刀

全新的空間設計，以「打開」為意，試圖要

開放過去僅供熱愛藝術資料的會員使用，而

一般大眾卻難以親近的專業場域，讓圖書館

成為兩廳院的延伸，形成第二現場，並進一

步廣泛地吸引民眾接觸並閱覽表演藝術。劉

怡汝認為，劇場成立圖書館的意義，應該要

被放大，以滿足並呼應社會對於表演藝術實

質與心理上的需求。

多項亮點設計，功能與服務再進化

整修後的兩廳院表演藝術圖書館與過去

最大的差異，除了以回字型動線打開空間視

野，讓不同需求的機能有更清晰的區分外，

藉由主題策展讓民眾與劇場產生關係，也開

啟對於閱讀表演藝術的無限想像。

重新啟用的兩廳院表演藝術圖書館，改裝後

煥然一新，非會員也能進入。

兩廳院藝術總監劉怡汝說，現在圖書館不只

是藝術資料的寶庫，更是表演藝術工作者和

民眾休息和安靜閱讀的場域。

彡苗空間實驗共同創辦人樂美成（左）和設

計師邱宇平（右），以「打開」為意，讓民

眾更樂於親近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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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的設計細節也符合無障礙需求，把原本

的館藏重新整理出脈絡，透過開放式展示櫃，

展現圖書館內具特色的典藏 CD 與 DVD、書

籍等，提供館內閱讀或會員借閱使用。

負責規劃設計的「彡苗空間實驗」團

隊指出，這次整修雖然改變了圖書館的空間

設計，但也適時保留了兩廳院承載記憶的痕

跡，包括將原本表演舞台的舊地板，變身成

入門處的休憩座椅、圖書館內的展示桌及小

梯座椅等。而於進門處用透明玻璃圍起來的

柱子，則是舊有的梁柱，還保有過去幾度改

裝後所殘留的痕跡。

在內部空間規劃上，巧妙運用了兩廳院

的「大紅」標準色線來劃分不同的館藏區域，

並設有主題策展區，將兩廳院的演出節目與

活動主題轉譯分享給民眾。另外，5 個獨立

且半開放式的視聽座位，能讓讀者有更高的

安全感與隱祕性，上方的燈具更特別找了臺

灣當代設計真真鑲嵌玻璃研究所採用黑膠形

式與尺寸製作而成，趣味又吸睛。

入門處的左方，有屬於會員使用的視

聽室，以及讓一般大眾停駐休憩的閱覽交流

區，坐在交流區的粉色沙發椅，一眼望去牆

上掛的子母鐘，是與兩廳院內的時鐘同步，

「這是要讓在這裡休憩的表演工作者或觀眾

能知道開演的時間。」這設計相當符合打開

的主軸，目的希望讀者進來圖書館後，能在

很短的休憩時間內找到最舒適的位置，汲取

表演藝術的養分。

在圖書館的最內側，是特殊典藏室，裡

頭藏了近 7萬件的視聽資料，有大量已絕版

又具保存意義的黑膠唱片、CD 以及骨董黑

膠唱盤，是由資深樂評及收藏家曹永坤先生

所捐贈，提供民眾於館內借閱聆聽。

綜觀總面積僅 165 坪的新圖書館空間，

還巧妙設置了可活動並分隔的 CD 聆聽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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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室，不定期規劃主題策展與專題講座。

劉怡汝強調，展覽區有類似真人圖書館的概

念，讓每次進來的讀者在固定館藏中，能有

餘裕閱讀藝術家的創作過程，進一步接觸更

多元的當代表演藝術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在圖書館內各個不起眼

的角落，還隱藏許多大小不一的點綴裝飾，例

如與林務局合作的臺灣原生植物、臺灣設計品

牌沐睦MOODMU燈具或具有紀念價值的展演

海報等，都值得讀者去挖掘其中蘊含的故事。

重建會員新制，滿足藝術文化涵養

不只表演藝術圖書館重新改造，兩廳院

的會員服務模式也做了調整。劉怡汝說，過

去表演藝術圖書館只針對兩廳院會員開放，

現在則採全面開放，也會策劃各種藝術活

動，包括與學校校園介接、推廣藝術資訊與

活動，就是要傳達學生的藝術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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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只要繳交 200 〜 3,000 元不等

的年費，就能成為兩廳院會員，享受專屬兩

廳院的各項購票優惠、消費累積、禮券及周

邊商店消費，並且可依照互動的黏著度享受

圖書館設備的使用。而新的會員制度特別針

對 21 歲以下的青年會員做了加強，有往下

扎根的意義；只要是 21 歲以下的消費者，

就能免費申請成為「廳院青」會員，「年輕

朋友確實是未來很重要的命脈，希望透過此

方式，往下扎根，增進兩廳院與青年族群的

關係。」劉怡汝表示。

她強調，表演藝術圖書館可說是因著劇

場時代的變化而做了展場服務的改變，也希

望未來此空間能有更多可以交流、創作以及

閱讀表演藝術的場所，把舊有圖書館只能是

館藏展現的窠臼破除，成為開拓藝術與文化

視野的管道與場域，也期待所有民眾，無論

大小朋友，都能前往一窺堂奧。

特殊典藏室內近 7萬件的視聽資料，是由資深樂評及

收藏家曹永坤先生所捐贈，提供民眾館內借閱聆聽。

交流室的粉色沙發椅，就是希望民眾進來圖書館找到

最舒適位置，汲取表演藝術的養分。

獨立且半開放式的視聽座位，讓讀者有更高的安全感

與隱祕性。

特殊典藏室有大量已絕版又具保存意義的黑膠唱片、

CD 以及骨董黑膠唱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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