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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經驗變成驚豔： 把經驗變成驚豔： 
圖書館建築構想書的眉角圖書館建築構想書的眉角

余純惠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採編組組長

籌建圖書館像是一場馬拉松的賽程，一旦起跑，就要有堅持到終點

的決心與毅力。圖書館的籌建歷程包含了構想期、規劃期、興建期、裝

修期、遷館與營運準備期，少則二、三年，多則超過十年；在這麼長的

歷程中，一般來說，除非遇到了技術上、經費上、行政上，或天災上的

重大因素，否則，一旦籌建計畫啟動，就要開始為啟用作準備了。

興建或是擴建一棟圖書館，必需要有建築計畫書為本，但在撰寫建

築計畫書之前，還有一項更為重要的工作─必須要先有建築構想。建築

構想書是想像的起點，就是把理想的未來模樣寫出來，所以，建築構想

書是以2D的形式成為想像3D的依據。建築構想書更是取得進入行政審

議程序「立案」的門票，立案之後，主辦單位才能對選址與預算有發言

權與提案權，才能師出有名。本文係以自身之實務經驗，說明建築構想

書之重要與作用，以供圖書館同道參考。

一、從三個面向看建築構想書

（一）規劃面：理想與現實

未來要變成甚麼樣、圖書館的自我期許是甚麼、圖書館的

母機構以及讀者群的期待又是甚麼，這些議題都必須審慎思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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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建築構想書要描繪理想，但不可以是遙不可及的目標，要有

合理性、可行性，以及說服性，不能寫成超現實的天書；但是，

即便構想書寫得很好，有合理性、可行性，以及說服性，也不可

以寫的時候是一套、做的時候又是一套。一個沒有理想與特色的

構想書，無法激發參與者的熱誠、也不會吸引建築師參加競圖遴

選、更無法說服人有捐助的意願。

（二）內容面：務實可行

建築構想書是整個籌建團隊的對話基礎，也是對外商議與

請求的目標值。一棟建築，從構想的文字、發展成圖面的設計規

劃、再興建成為立體的實物，建築構想書正是這個過程的依據。

籌建圖書館建築需要多少資源與時間？有沒有專業的人力協助？

基地選址的條件為何、圖書館掌握的資源有多少、不夠的又有多

少？目標期程合理嗎？資源與協助包含人力、物力、經費，以及

行政程序，每一項都彼此扣合牽制。

所以，建築構想書的內容除了未來的願景與發展目標之外，

還包含了一般背景資料（緣起、現況分析）、基地選址、各機能

分區描述與相互之關係、基本與特殊設計原則、空間需求估算與

引用標準、經費預估與財務規劃、時程規劃，以及決策機制等。

完備的建築構想規劃必須要具備合理性與可行性，日後才能讓資

源跟得上各階段的目標期程，並依決策機制討論與解決問題，逐

步落實建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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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面：要莫忘初衷，也要識時務、有應變彈性

凡事都有動機與理想，這就是建築構想書的初衷。周詳的

建築構想書是好的開始，但不保證一定會有完美圓滿的結果。籌

建的歷程很長，這期間可能會經歷技術的變化、法規與技術規範

的修改、材料價格的上漲，以及服務趨勢的進化發展，甚至是上

級的命令要求。有些構想是有排他或互斥性的，圖書館將要有所

犧牲或妥協，所以必須明訂不變的核心要項，才能規劃可選擇的

替代方案；公共工程鮮有如期又如質完工者，常常是如期但無法

如質、或是堅持如質但卻無法如期，所以，構想書兼具理想與實

務，並可調整應變就顯得非常重要。

二、撰寫建築構想書之前應先做好的功課

（一）形塑願景

「有夢最美、希望相隨」，點出了要對未來有想像與期許，

才會有執行的目標與動力。籌建圖書館也是一樣，必須要確定自

己的屬性與定位，才能形塑願景，進而有務實的全盤規劃。有願

景，建築構想才能有論述的中心理念與基礎；願景是圖書館對未

來的想像與期許，包含了圖書館的服務宗旨與核心價值、角色與

任務的轉變，以及不被潮流淘汰的優化與多元發展。

（二）瞭解現況，確認對策

興建一棟圖書館，不只要滿足願景需求，還要可以解決現況

問題，所以，必須要有對策的呼應，例如：

1. 現況中沒有的，要不要新增？包含空間、設備與服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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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提供自助借還書機服務，必須要設置自助借還書機，且

館藏要先貼RFID tag，所以，還要編列建築之外的經費。

2. 現況中不足的，要不要擴大？例如：閱覽席位數、典藏空

間，要考量服務社群的變化與使用需求，以及館藏的典藏政

策與成長。

3. 現況中不好的，要不要改善？例如：公務動線與讀者動線分

離、空間死角與安全問題。

4. 現況中浪費的，要不要精省？例如：節能設計、設施共用。

5. 別人有的，我也要有嗎？這一點的處理難度很高，多數圖書

館都有的，代表這是趨勢，但是要以自身的服務宗旨及資源

條件來考量，以免變成是無用的空間、低使用率的設備、讀

者不買單的服務，甚至是抱怨的話題。

（三）掌握專業發展趨勢

一棟新的圖書館建築，使用年限至少要50年，若考量造價效

益，則至少要達100年；所以，建築規劃時必須要能掌握專業的

發展趨勢，才能因應長期發展的需要。透過參訪標竿圖書館、與

專業同道及社群交流、閱讀文獻資訊，以及取法他館經驗，都可

掌握專業發展趨勢。圖書館需要關注的議題不只是服務的內容，

以及資訊設備與技術的變遷，也要考量到圖書館角色的轉變。若

已確定將與建築師（或專案管理顧問公司）合作撰寫構想書，則

參訪標竿圖書館時，應邀請合作夥伴同行。

（四）瞭解讀者的需求

圖書館若沒有瞭解並分析使用者的需求，將難逃淪為蚊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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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場，或是引發營運管理上的困擾；舉例如下：

1. 不同屬性（或年齡層）讀者的利用時間區段與行為模式。

2. 常被反映的問題：開館時間、席位、設備、環境、閱覽權益

等。

3. 服務的利用率：基本上，使用率代表讀者的需用程度，但應

特別注意的是，低使用率不代表不好用或是讀者不需要，可

能是圖書館的標示說明不清，或需要再加強推廣的項目。

4. 常發生的違規狀況：設施的不完備會誘發違規動機，例如：

門禁或空間死角，就必須規劃監視設備或輔助之管理機制。

三、共「業」的團隊

（一）需求端與規劃端

館員常會認為自己不是建築專業，害怕承擔撰寫建築構想

書的任務。但換個角度看，建築師（或專案管理顧問公司）也不

是圖書館專業，為什麼建築師（或專案管理顧問公司）還要來參

標，難道只為了賺錢嗎？建築構想書是需要館員與建築師（或專

案管理顧問公司）共同合作的專案，因為一個是需求端，一個是

規劃端，需求者要說清楚自己的期待、資源與問題，規劃端才能

將這些資訊精準地變成構想書的內容。

（二）顧問的角色與任務

顧問是圖書館的諮詢對象，但卻不是負責圖書館最終決策的

人。顧問與建築師各有專業，二者若有意見上的歧異是很正常的

事；對此，圖書館應該很高興有機會可以聽到正反兩種不同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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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圖書館不須去仲裁顧問與建築師的意見相左，相反的，

當有這種狀況發生時，圖書館應該再次自我檢視需求優先順序，

並分析資源及利弊，最後還是要由圖書館作決策。

四、把經驗變成驚豔

臺大圖書館林光美前副館長曾說過，圖書館建築有產品、作品、珍

品與神品四種等次。不論案場的大小、小品或大氣，參與者用心的程度

將會展現出建築的等次。產品，就是一個加工後的東西，若不用心，也

沒有特別之處，就稱不上作品。圖書館必須秉持著願景、核心價值與服

務宗旨為奉行不渝的理念，並據以成為建築構想書的基準，如此，才不

會讓建築淪為只是產品的低階等次，才能有機會成為作品以上的等次。

圖書館界同道的經驗交流頻繁，常取法他館的做法；撰寫建築構想

書雖然需要觀摩學習他館的經驗，但是，圖書館一定要有自己的服務論

述，沒有自己的服務論述，就像是俗話說的，畫皮畫不了骨，畫虎不成

反類犬了！所以，不要只是嚮往別人的驚豔，一定要考量自己的經驗，

才能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特色、別人無法複製的驚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