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8 Book Boom Magazine  No. 156

走
入嘉義縣溪口鄉立圖書館，放眼

所及的是一幅幅老照片，無論是

當地特色產業、清康熙時期的在地生活

景象，或是當地小學外出比賽的身影，

全都是圖書館最珍貴的收藏之一。

文╱ 心怡　攝影╱蔡宗昇

鄉民多數是客家後裔的嘉義縣溪口鄉，世

代以農業孕育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才俊，素

有「博士之鄉」的美名。2007 年底落成啟

用的溪口鄉立圖書館抱持飲水思源的心，

以穀倉造型作為外觀設計，期待未來此處

一如穀倉，涵養在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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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照片，一樓牆面上也放滿了各式圖

樣的彩繪陀螺，圖書館助理員許慧雯笑言，

這些陀螺可是在開館之初，邀請在地學生彩

繪而成的，「其中還有他們至外地比賽得獎

的陀螺，意義深遠。」

除了有孩童們的驕傲，圖書館裡也能

看見不少的竹編作品與藺草布置。當年重建

時，設計師團隊有感於溪口盛產藺草，也盛

行竹編工藝，因此不僅取用當地生產的藺草

作為主要的布置素材，也特地拜訪當地職

人，邀請他們製作竹編作品，讓這些巧手編

製的竹編手藝品，成為圖書館最吸睛的裝置

藝術。

融合鄉村地景的前衛綠建築

鄉長孫維聰回憶，十多年前溪口圖書館

不過是位處溪口國小教室一隅的小圖書室，

決定另擇地點改建時，提供經費的嘉義縣政

府、客家委員會以及文建會（文化部前身）

認為，未來的圖書館不僅要是一座供鄉民借

書、閱讀之處，同時也該是居民們的文化客

廳，「圖書館整理保存豐富的當地文化，同

時也承擔創新地方文化特色的使命，因此特

別與文化生活館兩相結合。」

這幢建築不僅是全國第一座圖書館與展

演空間共構的建築，興建之初，更引進海外

最風行的綠建築概念作為設計目標，讓 2007

走入嘉義縣溪口鄉立圖書館，能看見巧手

編製的竹編手藝品。

牆面各式圖樣的彩繪陀螺都是開館之初，

在地學生彩繪而成的。

鄉長孫維聰表示，圖書館不僅是供鄉民借

書、閱讀之處，同時也是居民的文化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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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落成啟用的溪口鄉立圖書館成為嘉義縣

第一棟綠建築，並獲得內政部核定黃金級綠

建築標章的肯定。

設計理念前衛新穎，但為了融合鄉村地

景不顯突兀，因此特別搭配農村常見的紅磚外

牆，屋頂則設計成書本翻開貌，隱含著因三疊

溪、華興溪匯流，而起的「溪口」地名，也如

同一對翅膀，引領在地文化教育起飛翱翔。

溪口鄉立圖書館與溪口鄉文化生活館儼

然是如今溪口的地標之一，許多旅客來到溪

口，第一站就是先來圖書館詢問當地好吃、

好玩之處。溪口並非旅遊勝地，對旅人而言

或許有些陌生，因此貼心推薦《徠到溪口》

以及《溪口懷舊思想起》2 本書，分別由財

團法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以及陳席卿、鄭淑琴等人，經由多年的田野

調查所撰寫而成，書中對於溪口的人文歷史

與在地特色都有相當詳細深入的剖析，「歡

迎大家走進溪口、認識溪口！」

古建築中領略歷史韻味

來到溪口，縣定古蹟曾氏洋樓是不可

錯過的探訪之地，這幢 1928 年建造的洋樓

擁有巴洛克建築的外觀，內則採客家三合院

的配置，其風格與建造技術採用昭和時代工

法，具有相當的建築研究價值。

離開曾氏洋樓後，行車約 6分鐘距離的

阿蓮庄天后宮也是探訪當地歷史不容錯過之

地。興建於 1850 年（清道光 30 年）左右的

天后宮是當地村民的信仰中心，存於廟中的

2個石香爐，一為 1850 年（道光 30 年）製

成，另一個則為 1857 年（咸豐 7年）製造，

值得細細觀賞其深具歷史的古老韻味。

與阿蓮庄天后宮同為溪口 4大古廟的天

臺殿則是清康熙時期唯一獲御賜玉旨、詔書

以及 2顆玉皇上帝玉璽的天公廟，雖因時代

久遠，鎮廟之寶已佚失，但其建築仍具歷史

價值，值得遊人細細觀賞。

除了欣賞古老的建築工藝手法，離開古

廟之後，不妨與崙尾天赦竹編發展協會或溪

口天赦竹編工藝預約竹編體驗活動，透過手

編竹藝，親身領略當地的竹編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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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51
4 順道走訪曾氏洋樓，欣賞巴洛克建築外觀與客家三合院配置。

嘉義縣溪口鄉立圖書館是縣內第一棟綠建築。

午後的溪口處處飄香，北極殿廟口的黑輪、肉圓都不容錯過。

「愛溪口」的袐密通道充滿琳琅滿目的色彩。
天臺殿深具歷史價值，值得遊人細細觀賞。

1.

2.

3.

4.

5.

懷舊空間裡找尋道地美味

溪口老街是臺灣少見的平原客家老街，

街上不難看見許多自清朝留存至今的老屋，

每一間都有自己的故事。位於老街的張濟生

中藥店已經傳承百年，無論是釘在牆面的藥

材櫃、抓藥的桌面，或是早已被來往客人踩

得扎實的泥土地面，滿滿的懷舊感，讓人彷

彿墜入過往時光。

離開溪口老街後，不遠處的溪口市場絕

對是旅人填飽五臟廟的好去處，各色美味小

吃，如道地的豬血湯、芋粿巧令人食指大動，

而市場一隅的肉羹店更是值得品嘗，因為這

間肉羹店可是早年溪口辦桌傳奇總鋪師―

矮仔師的女兒所經營，將父親的經典美味化

身平民小吃。

若來不及在中午前起身到溪口菜市場品

嘗美食，午後的溪口也是處處飄香，尤其北極

殿廟口的黑輪、肉圓或是烤玉米都不容錯過。

巷弄中細賞彩繪美學

吃飽喝足後，溪口還有不少獨門景點值

得細細探訪，其中愛溪口的祕密通道是溪口

國小學童每天上下學必經的一條路徑，多年

前經由在地人士精心的設計與彩繪，整條路

增添了琳琅滿目的色彩，不僅讓學童上下學

不再枯燥乏味，也從此讓當地人賦予「祕密

通道」的美稱。

倘若覺得祕密通道的彩繪看得還不過

癮，那麼隱身在三疊溪稻田一角的陳明山布

袋戲布景工作室也很值得走看一番。職人陳

明山是臺灣唯一跨足電影、外戲劇看板布

景、醮壇布景的彩繪師，更是臺灣民俗戲劇

布景彩繪的第 4代傳人，這間由鐵皮屋搭建

的工作室外貌雖不起眼，然而一入內，色彩

鮮豔且立體感十足的布袋戲景，肯定能讓人

目不轉睛且流連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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