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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大眾想到公共圖書館，大都留有差不多的印

象―一個讓人安靜讀書、查找資料與借閱書籍的空間，

每座圖書館也都長得差不多；但近年來，臺灣颳起圖書館

改造風潮，各地的公共圖書館紛紛從分齡分眾的概念出

發，打造不同主題的圖書館，不僅滿足不同年齡層、不同

喜好的讀者需求，同時也為圖書館和社會帶來更多新量能。

時代需求驅動公共圖書館再進化

現任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資深教

授林珊如，多年來致力於推動公共圖書館

的功能活化，特別是老年服務。她指出，

從最早的藏書閣時代，走到今天各式各樣、

不同主題的圖書館紛紛出現的過程中

可發現，受到社會變遷與科技發展的

影響，圖書館的定位早已不再只是

收藏資料的封閉環境，而是能夠

與時俱進，提供更多服務面向的

社會性基礎設施。

林珊如表示：「大家都知道，

從事營利事業需要做好市場區隔，但

其實作為非營利單位的公共圖書館，同

樣也要從使用者的角度出發，從過去被

臺大圖資系教授林珊如

表示，圖書館的定位已

改變，成為提供更多服

務的社會性基礎設施。

臺南市立圖書館總館樂

齡閱報區的報架，方便

長者拿取。

桃園市立圖書館設置樂

齡桌遊區，緊鄰期刊閱

讀區。

長者參加歌唱班，有益

身心健康。

艾瑞克 ˙ 克林南柏格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一書指出，公共圖書館

扮演了6項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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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俱進的社會性基礎設施

公共圖書館

隨著社會變遷與科技演進，公共圖書館不再只是借還書、提供人們安靜閱覽書籍的功能，而是因應

人口老化趨勢，陸續添購適合樂齡長輩閱讀的書籍，也結合軟硬體設施的布建，開設多元的課程及

活動，為樂齡讀者的學習需求進行更完善的超前部署。

撰文╱鄒明珆　攝影╱劉德媛　圖片╱林珊如提供

以具體行動迎接高齡社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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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等著民眾進來館內使用空間和館藏資源，轉

為主動進行分齡分眾的多面向服務。」因此，

對比公共圖書館在 1990 年代前後的變化可以

發現，在過去還未有少子化、高齡化現象產生

的時代，特別強調學齡前嬰幼兒閱讀向下扎根

的服務，因此每座圖書館都一定會設有兒童閱

覽室，並且經常舉辦親子閱讀、說故事時間等

活動；但到了近 20 年，除了老年人口逐漸增

加，加上無遠弗屆的科技工具，降低資訊取得

與傳播的難度，促使公共圖書館開始思考如何

借重不同方法，提供更多可以滿足銀髮族需求

的資源和服務。

公共圖書館扮演的六大角色

林珊如以美國紐約大學公共

中心主任艾瑞克 ˙ 克林南柏格

（Eric Klinenberg）的著作《沒有

人是一座孤島：運用「社會性基

礎設施」扭轉公民社會的失溫與

淡 漠 》（Palaces for the People: 

How Social Infrastructure Can 

Help Fight Inequality, Polar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Civic Life），說明經常被

低估的公共圖書館，扮演了 6 個重要的角色：

聚集之地、安全之地、共同學習之地、維繫

健康之地、共有之地與共同防災之地。

公共圖書館常被視為是除了家庭、職場

環境之外的重要「第三空間」，其舒適的環

境與便利的資源，造就它成為一個讓所有年

齡層都可以自在交流經驗與知識的場所，也

能使獨居的年長者降低社會疏離感。林珊如

解釋，「比如民眾想要發起社區議題的討論，

又或是讓銀髮族群開心地聽個演講後一起喝

茶、聊天、交朋友，不想說話也可以安靜在

旁聆聽，公共圖書館都可以扮演良好的『聚

集之地』。」

荒廢的空地或建築體最容易藏

汙納垢，成為誘發犯罪的死角，因

此如果著手改善這些區塊，將之打

造成公共圖書館，就有機會減少犯

罪行為的發生，林珊如補充，「公

共圖書館還有警衛和館員，無論對

於鑰匙兒童或是高齡者來說，都是

可以降低不安全感的環境。」



10

談到「共同學習之地」，林珊如指出，臺

灣即將在 2025 年正式進入老年人口大於 20％

的超高齡社會，因此人們如何在壽命延長的環

境下，適應快速變化的生活環境，終身學習就

成為一件相當重要的事，「公共圖書館擁有免

費豐富的書籍、影音資料，還有免費的網路、

講座、課程與活動，樂齡族群無論是想要透過

書籍了解知識，又或是參與圖書館所舉辦的在

地人文地景走讀活動，甚至只是想透過圖書館

的免費網路、電腦與外地的子孫視訊，都可以

得到很好的收穫和協助。」

許多人可能會好奇，公共圖書館如何成

為「維繫健康之地」？林珊如則從生理與心理

兩個層面來解釋，「健康專家都會鼓勵大家要

適當運動，樂齡族群也不例外，因此比起整天

都躺臥在家中的沙發，起身走出家門到附近的

圖書館，至少也達到步行運動的效果；另一方

面，圖書館裡提供各種閱讀與學習資源，是吸

收新觀念與技能的場所，如健康的飲食與運動

等等，無形之間也會讓參與其中的民眾身體更

健康，心情愉快，就不容易憂鬱了。」

公共圖書館也是屬於所有人的「共有之

地」，無論是想要自己待在熟悉的角落安靜享

受倘佯在書中世界的樂趣，抑或是參加館方舉

辦的動態走讀活動，皆可以感到自在。

至於「共同防災之地」，林珊如則表示：

「作為社會性基礎建設的公共圖書館備有水

電、飲水等緊急設備外，甚至還有館員的協助

與陪伴，因此當急難突發事件發生時，年長的

獨居者，可以就近到附近的圖書館尋求避難協

助，同時也可大幅降低他們當下的恐懼心情。

例如疫情期間臺灣公共圖書館也發揮了共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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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是「共同學習之地」，

除擁有免費豐富的書籍，還有其

他學習資源，樂齡族群可以在此

得到很好的收穫和協助。

圖書館提供終身學習的素材及相

關主題書展。

許多長者投入「真人圖書館」服

務，是人際知識交流的空間。

圖書館員必須持續精進老人學方

面的相關知識，為樂齡族打造健

康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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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沒有一個世代像我們活得這麼老，所以我

們幾乎沒有參考學習的對象，更從未思考過

『好』老人需具備什麼樣貌和條件？」林珊

如笑著點出問題關鍵。

因為對老年的困惑，而讓老年人不被理

解，容易產生孤寂感外，也衍生出愈來愈嚴

重的老年歧視問題，因此當圖書館員可以更

了解老人學相關知識，像是老人

的生理特徵、心理特徵與社會

特徵等各個面向，便可以將公

共圖書館的環境改造得更加友

善，並根據年長者的需求與興

趣，推廣身心靈等健康相關知

識資源，協助長者健康老化。

「臺灣是世界人口老化速度最

快的國家，可以預見不久的將

來，長照議題將會是臺灣非常重大的挑戰。」

林珊如強調，透過館員的能力培訓，以

及促進跨世代交流等方式，都有助於健康促

進與延緩老化，將長照的需求盡量延後。期

許藉由各界的合作和努力，未來能夠看見更

多老年人願意走進這些場域中，享受終身學

習的樂趣，讓「時尚老人」不再只是少數對

象的代名詞。

疫的功能，並提供各式閱讀及影音觀賞素材給

民眾借回，電子書借閱率也創新高。」

圖書館員應持續精進老人學

自 2008 年起，教育部陸續在全國各地推

動建置樂齡圖書閱覽區、樂齡主題圖書館及樂

齡學習中心等適合樂齡族群實踐終身學習目

標的場域。對此，林珊如除了表達

肯定，也分享自己對於這些場域的

觀察與研究，「軟體上，樂齡讀者

通常對於健康養生、運動、營養、

理財、歷史、族譜學、語文、旅遊

等類型的書籍會很有興趣；硬體的

打造上則可以從安全、舒適、溫馨

等原則出發，更進一步思考樂齡讀

者的需求，包含像是傢俱盡量不要

有尖銳的邊角、沙發不能讓人坐下去就爬不起

來、各種標示表面不能反光……這些都是我們

在打造樂齡學習環境時，不能忽略的細節。」

面對超高齡化社會來臨，公共圖書館與

圖書館相關從業人員還能夠往哪個方向追求進

步，以幫助更多樂齡民眾的學習不因年齡而中

斷，林珊如提醒，最重要的，就是圖書館員必

須持續精進老人學方面的相關知識！「過去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