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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集知識、演藝、文化的森林之都

文、圖╱邱敏芳

日本仙台媒體中心

數位時代，資訊載體不再侷限於紙本，圖書館館藏除了書籍，還有錄影帶、DVD、CD等影像或音樂媒體，

也因此取名為仙台媒體中心。仙台媒體中心是由仙台市圖書館和藝廊等組成，不但是仙台的文化收藏中

心，也肩負藝術中心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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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到建築大師伊東豐雄，不免聯想到他

為臺灣所設計的各式建築，像是高雄

國家體育場、臺中國家歌劇院、臺大社會科

學院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實屬與我們頗

有緣分的一位國際建築大師。

2019 年仙台自助旅途中探訪了「仙台

媒體中心」，這一座獲獎無數的建築，正好

也是伊東豐雄所設計。行前我心中滿是期

待，不斷想像這樣的空間是如何營造與凝聚

成為市民的文化活動據點？我是否也能藉此

體驗仙台市民的生活日常？

1. 仙台媒體中心的大門入口處。

2. 向窗外望去，定禪寺通上的路樹。

3. 一樓寬廣的多功能展演場所。

2
31

無阻隔視覺的玻璃牆柱，內外彷彿融合為一

周日午後，隨著仙台市的 LOOPLE 觀光

巴士，繞行市區各大觀光景點後，來到當日

行程的最後一站「仙台媒體中心」。走近即

映入眼簾的就是一整面的玻璃帷幕設計，玻

璃上倒映著定禪寺通上的路樹樹影，將戶外

景色銜接到館內，想必是建築師為了讓讀者

於館內休憩時，抬頭就能欣賞到綠蔭街景的

一項設計巧思。

該棟建築特色是由 7 塊鋼製平板與 13

組大小不一且獨立的管柱狀鋼骨架構組合而

成，管柱狀鋼骨貫穿了地上 7 層、地下 2 層

的空間。漫步館內時，也能看到這些螺旋狀

的管柱空間裡，包覆著館內電梯、樓梯，及

相關系統設備。

一樓除了窗邊休憩咖啡廳及紀念品店，

其餘空間就是一個室內多功能場所，是個可

提供給藝文團體租借的展演空間，當天下午

就有 2 組表演團體使用。一樓的民眾服務台，

半圓弧造型的大紅色檯面，讓你無法忽視它

的存在，如果想要拍攝記錄館內特色樣貌，

又不驚擾其他使用者，記得跟服務人員申請

拍攝許可貼紙。

另外，在一樓面向市區街景的南側玻璃

牆面有著媲美變形金剛，可完美轉換變形的

功用，如遇周末假日及重要活動節慶時，玻

璃牆面可以收合起來，也因此能大開南側的

進館動線，打破建築既定的牆面藩籬，民眾

更能自由隨性地穿梭進出。

歷經 311 大地震，媒體中心的重生與任務

仙台媒體中心的官網記錄著，自 2001

年啟用以來，因建築設計特色，創造了截然

不同於傳統的公共使用空間，迎來絡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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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訪客，但在 2011 年 311 東日本大地震中，

因位處於災區最大城市仙台市，當時也遭受

了相當大程度的破壞，導致暫停對外營業 2

個月，後續也花了 1 年的整修時間，才恢復

常態。館內 7 樓 Studio 服務空間一角，還展

示著地震當時建築毀損的照片，透過照片感

受到地震的威力，對比現在館內復原後人們

堅強的韌性。

建築內的天花板塌了，透過時間重建

可再度回到原本明亮的樣貌，但是災後真正

的挑戰是要怎麼修補市民的身心靈。當時媒

體中心經營者也思考著，面對這樣空前的災

難，我們能為民眾做些什麼，因而設立了

「記憶中心 311（Recorder311）專案」，利

用館內的多媒體工作室邀集市民、專家和工

作人員共同合作，在專案內分享、製作與保

存各項照片、電影、聲音和文字資訊紀錄。

透過鼓勵大家共同思考東日本大地震的巨大

影響，並協助民眾踏上漫長的復原之路。此

外，在市民圖書館內也有設置 311 震災文庫

專區，可謂是該館的特色館藏，持續致力於

東日本大地震資料的徵集、閱覽、流通與推

廣等工作。

市民的圖書館，寬敞開闊的閱讀空間

仙台媒體中心的 5、6 樓規畫為藝術展

覽空間，配合不同的樓高空間，區分為專業

與非專業用途，頗具空間設計的彈性。2、3、

4 樓就是仙台市立市民圖書館，我在探索各

樓層的圖書資源時，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感受

到館內空間的開闊度，書架與書架之間的距

離寬敞，可讓書車輕易運行，站在書架前，

1. 七樓 Studio 展示著 311 地震受災狀況照片。

2. 四樓圖書借閱櫃台，一旁排列著取書小推車。

3. 期刊展示區中設計感十足的玻璃期刊架。

4. 兒童圖書館內的親子時光。

5. 穿梭在兒童圖書館內的大小讀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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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61LIBRARIAN'S WORLD 館員看世界

舉手就可輕易取得上層書籍。

書架旁設有簡易的單人沙發凳，環繞

著管柱狀鋼骨架則是環形長沙發，各個閱讀

角落都可以觀察到不同年齡層的使用者。借

閱櫃檯前也有提供單人取書小推車，不失為

一項貼心服務，只是在圖書區的燈光照明柔

和，光線讓閱讀時的眼力稍嫌吃力些。3 樓

期刊展示區，運用透明玻璃結合不鏽鋼層

板，成為具視覺穿透感的期刊架，架上的數

字對應到每一本期刊位置，讓人清楚明瞭的

識別設計，而期刊架與天花板一排排明亮燈

光垂直交錯，這區的閱讀燈光就明亮清晰許

多了。 

2 樓的兒童圖書館延續其他樓層風格，

並無過多的童趣擺設，但是空間配置上能明

顯感受其貼近兒童閱讀需求，從放眼所及不

超過 4 層的圖書書架區、大開本圖書放置空

間、兒童閱讀桌椅及檢索電腦前的腳凳，方

便兒童與家長可以相同的閱讀視角共讀。而

仙台圖書館編製的兒童讀物推廣刊物《Book 

Tree》，介紹近期新出版的兒童讀物。看著

穿梭在兒童讀書館的大小朋友，可真心感受

到他們都很喜歡來圖書館閱讀。

不受限的媒體中心，創造未來無限想像

近年來圖書館的經營型態愈趨多元且豐

富，不變的是想要吸引更多民眾走進館內閱

讀，或是善加利用數位館藏資源。探尋「仙

台媒體中心」的過程中發現，在硬體上極具

設計感的建築體確實能處處吸睛，但真正使

民眾對它產生高度黏著度的，則是館方用心

設計推出的活動與服務，在建築裡讓雙方交

流產生的火花創造更多的感動。

近期到仙台圖書館官網查詢相關動態資

訊發現，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仙台媒體

中心與市民圖書館皆是採取臨時關閉政策直

到 5 月初，後續也得視疫情再行評估是否開

館營運。雖然這一年多的疫情影響讓我們不

能出國，但在國內各地卻也陸續有新穎美麗

的圖書館啟用，如臺南市立圖書館總館、屏

東縣立圖書館總館。不妨背起行囊往南行，

體驗不同的在地閱讀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