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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舉辦活動前，我們會從科普故事志

工開始詢問，了解大家的學識專業，讓彼此

互相支援。」例如，馬卡道導覽解說協會廖

德嵩老師便是社區走讀的專業講師；職業軍

人退伍的故事達人阿松爺爺推動了「凹子底

草地故事嘉年華」；巧克力老師楊慧婷則是

負責科學 DIY 的實作活動；荒野保護協會節

電達人黃其君運用科學教育與環境的教育專

業背景，替活動規劃把關，讓不同年齡層的

孩子都能學習到相關的自然知識。

林碧芳說，自然科學的知識容易讓人有

距離感，志工們就利用各種生活化的例子與方

式讓讀者體驗與了解，使學習不再成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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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田倗聿　攝影╱王士豪　圖片╱高雄市立圖書館左新分館、

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提供

高雄是臺灣的重工業大城，在工商匯集、充滿新時代城市意象

的左營，是同時擁有豐富自然資源且保有人文足跡的地區，位

在其中心的高雄市立圖書館左新分館便善用周遭資源、融合當

地文化，結合多才多藝的志工團隊，開創出專屬於自己的特色。

因
應左營區人口持續成長，為滿足居民

對於圖書館的使用需求，左新分館於

2010 年開館，採共構模式，1、2 樓是圖書

館，3、4 樓則為左營國中學生活動中心，成

為當地民眾日常學習與交流的最佳場域。

高手就在你身邊

高雄各市立圖書館都有所屬的館藏特

色，左新分館因鄰近半屏山、原生植物園以

及蓮池潭，整體環境就是科普教育的活教

材，左新分館遂將「科普」當作館藏特色，

作為後續閱讀與藝文活動的推廣主軸。

高雄市立圖書館左新分館主任林碧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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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新分館提供居民日常學習

與交流的場域。

結合周遭資源，左新分館將

「科普」作為館藏特色。

走讀活動讓民眾實際觀察，

留下深刻印象。

志工透過淺顯易懂的題材，讓民眾從生活中學習。

館方持續舉辦各式活動，吸引民眾前來圖書館。

體驗學習享樂趣

對於要如何自然的學習？廖德嵩指出：

「引起民眾興趣，就能讓學習融入生活，讓

他們『看見』就是最好的方法。」因此，左

新分館在活動的規劃與設計上，都會盡量布

置出相似的環境或是帶領群眾走出戶外，用

五感親身體會。

例如在原生植物園辦理科普走讀，解說

每棵樹的差異性，民眾不僅能用眼睛觀察，

還能藉由味道與觸覺親自體會，留下深刻印

象；科學實驗DIY以鹽巴、麵粉、膠水等材料，

讓小朋友自行揮灑創意，做出無毒的史萊姆；

在導讀有關海岸的繪本時，運用蝸牛殼與細

沙模擬海灘，更搬來大型電風扇模擬海風，

「我們希望培養孩子對於環境的知覺與敏感

度，引發好奇心，最後讓家長帶著孩子一起

探討，進而關心海洋生態。」黃其君補充道。

這些由館方設計、志工協力執行的活

動，每一場都深受家長與小朋友喜愛。志工

們也懷抱著回饋社區的心情，不斷拋出吸引

民眾的新想法，讓左新分館成為最貼近民眾

生活的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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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古童玩 DIY

其實，左營地區的開發相當早，具有相

當豐富的人文歷史景觀，回溯過往，這裡蓋

有臺灣第一座用石頭堆砌而成的中式城牆；

從其「營」字來推展，也不難發現這裡過往

一直都是軍事重點之地，到了日治時期，日

本人甚至將左營港口改建成軍港，說明這裡

始終是人口聚集及軍事要塞之處。

騎乘腳踏車，從左新分館出發，穿過

左營車站，前方便是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

廖德嵩介紹，「這裡保有畫糖的童玩可以體

驗。」由於一旁的左營城門兩側有全臺獨一

無二的門神泥塑，許多民眾因此利用畫糖的

方式，在紙上重現。

欣賞完舊城遺址，轉向蓮潭路，沿著蓮

池潭順時針前進，在舊城國小對面開拓了臺

灣獨有的文學步道。來到這裡，建議改以步

行的方式，漫步欣賞這條特別邀請文學大師

鍾肇政落款、總長度 517 公尺的文學步道。

步道的 15 座石牌收錄了 15 位詩詞家的作

品，包含葉石濤、汪啟疆、鄭 明、周梅春、

鍾順文、李昌憲、路寒袖、曾貴海、吳錦發、

張德本、黃樹根、陳坤崙、彭瑞金、錦連、

凌煙等人，每位都是文壇重量級人士，為漂

亮的風景增添一股迷人的文藝氣息。

途中，可別只顧著欣賞文學與景致的

美而錯過一旁的中外餅舖，此處提供各式糕

餅，而其特製的棋餅更是許多人指定選購的

伴手禮，不僅是探訪親友前的必來行程，想

要體驗手作樂趣的民眾也可以在指定時間報

名中外餅舖的 DIY 體驗，製作完成後，還能

一邊下棋，一邊「吃掉」棋子。

甜鹹滋味一次滿足

走逛完文學步道，一定要來到左營大路

上的龔家祖傳楊桃湯，喝碗清涼的楊桃湯，

鹹甜的滋味不僅在夏日消暑，也是保養喉嚨

的好飲品。龔家遵循古法作業，即使傳承到

第三代，口味依舊維持不變，許多左營在地

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

文學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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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從小喝到大，在外遊子每次回到家鄉都

必須要喝上一碗，才有回家的感覺。

如果喝完美味的楊桃湯大開你的口腹之

慾，沿著左營大路繼續前進，在舊營派

出所斜對面，有一間在地人讚不絕口的

菜市仔嬤左營汾陽餛飩創始店，同樣也是

交由第三代接手經營，這裡不只有餛飩可

以吃，店內還販售鹹湯圓，若你是擁有選

擇障礙的人，那麼點上

一碗「綜合招牌」，

餛飩與湯圓兩種好滋

味便能一次滿足。

吃足喝飽後，就是

人類的第 2 個胃—「甜

點胃」的上場時間。跨上腳踏

車，左轉勝利路，接回先前看過的左營舊城，

經過崇德路左轉進立大路，在高人氣的老爺車

炮蛋蔥油餅右手邊的幾間店面，便是高雄非常

知名的第九號乳酪蛋糕點心坊，這裡絕對是「螞

蟻人」的天堂。店裡販售著蛋糕捲、生乳捲、

芋泥捲以及各式各樣的乳酪

蛋糕、巧克力蛋糕，與餅

乾、鳳梨酥等適合送禮的

糕點，進入此店，雖然荷包一定會大失

血，但是好吃的甜食絕對能夠讓一天

的行程畫上最完美的句點。

中外餅舖。

龔家祖傳楊桃湯。

鳳山舊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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