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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閱讀桃花源─ 龍潭閱讀桃花源─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暨鄧雨賢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暨鄧雨賢

臺灣音樂紀念館室內設計臺灣音樂紀念館室內設計

關惠尤

關惠尤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如果閱讀是每一個人與自己靈魂獨處最私密的時光

那麼圖書館就那個通往心靈桃花源的任意門

緣起

由於桃園升格為直轄市，對於龍潭區未來藝術文化發展脈絡有了更

清晰定位。龍潭區長期以來重視文化傳承、文風鼎盛，已累積豐沛之藝

術創作能量，更顯示區民對於閱讀及文化展示空間之需求。而於1979年

所興建之舊街區圖書館因設施老舊，空間嚴重不足，區內亦缺乏文化休

閒類公共設施及可供休憩活動之開放空間。因此計畫透過龍潭區行政園

區事業計畫之擬定（包括區政中心、戶政事務所、圖書館、消防局）而

得到紓解。

早期臺灣音樂之發展與桃園在地音樂創作者有密不可分之關係，包

括臺灣音樂家代表之一、亦是「雨夜花」歌詞創作者鄧雨賢先生，也是

在龍潭出生。因此市府計畫進一步在龍潭區成立音樂史料典藏中心，更

具備特殊之文化意涵。因此桃園市政府整合各項文化需求，擴大變更圖

書館基地範圍為1.9公頃，規劃這座以臺灣音樂家鄧雨賢為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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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多元閱讀文化活動之音樂主題圖書館，結合自然景觀生態為規劃主

軸，融合閱讀及音樂藝術生活，目標在提升龍潭之都市意象及提供更豐

富多元之休閒文化，成為桃園市主要蓄積文化能量之人文場域。

不可能的任務

主辦單位為了整合未來圖書館

的各個系統與簡化界面，因此本案

包含了室內設計、音樂、圖書館自

動化、展示、數位、智能、網頁以

及音樂實物及數位典藏。

在著手進行本案的規劃設計

之初，團隊對於這樣複雜又迷人的

課題，抱持極大的想像與期待。認

為能夠全面多樣地呈現音樂時代與

閱讀的豐富關聯，就令團隊興奮不

已。殊不知這樣異質的設計內容，

在採購法的架構之下，透過一位全程陪伴我們的審查委員描述，這幾乎

是不可能的任務。

設計理念

龍潭分館暨鄧雨賢音樂紀念館，以土地的原始情懷，典藏臺灣藝文

初綻的風華年代，引當代藝文的人文思情代表作曲家鄧雨賢作為索，從

新世代的識見重閱臺灣第一代文青在新世界衝擊下的生活與思維，經由

圖1 本案投標服務建議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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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與音樂等典藏，透過如萬花筒般的各項當代生活面向與角度，讓位

處繽紛桃園的圖書音樂紀念館，成為兩個不同世代的文藝青年的臍帶綠

地。

室內設計

全案進行規劃的當下，建築仍在灌漿、填土大興土木的階段。對於

室內空間的雛形，僅能透過3D建模以及到現地勘查整體的物理環境，同

時藉由負責建築設計的張良瑛建築師的分享，清楚了解整體建築規劃的

主要構思及場所精神。筆者認為，室內設計應能夠彰顯及延續建築空間

本體的特質，進而賦予空間靈魂以及性格，從了解體質上進行設計。

透過在地人口構成的調查統計，以及圖書館近幾年的讀者與借書類

別統計，再納入最新的圖書館發展趨勢，與音樂為主題的原始設定，重

圖2 本案啟動時建築工程施工進度（事務所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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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與未來的使用單位一同檢視與構思整體圖書館內部的空間類型、空間

分配及未來使用管理方式。整體空間的分區布局，將三棟主體建築物分

別定位為音樂紀念展示館C棟（一層）、圖書館B棟（四層）以及展示

館A棟（三層）。

音樂紀念展示館C棟

內部空間規劃為三層樓，一樓為停車場入口層及多功能展演廳、二

樓為主要展示入口層、三樓為音樂實物蒐藏及數位互動展示區。以數位

互動方式導覽音樂故事，並結合場景與科技運用使民眾有多元的體驗。

臺灣音樂的豐富與多元性，與其歷史、社會文化變遷息息相關，而

本次在桃園龍潭設置臺灣民謠音樂之父鄧雨賢音樂紀念館，一方面紀念

桃園作為鄧雨賢的故鄉，另一方面希望藉著鄧雨賢的精神，透過臺灣流

行音樂的時空變化，重建桃園地方與臺灣史的關係，並秉持著圖書館作

為社會大眾教育的空間，為臺灣下一個世代培養流行音樂的人才，在展

圖3 全區配置圖（十方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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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中融入教育的理念。

因此本次策展以三個軸線建構展示內涵：時間軸、空間軸、以及鄧

雨賢的生命史，並以鄧雨賢貫穿全展。

• 時間軸上是過去到現在的臺灣音樂史

• 空間軸上是桃園到臺北之間人群移動的關係

• 串連的軸線則是鄧雨賢的生命史。

• 挑選鄧雨賢生命史與空間、時間軸交會的轉折、特色事件點，作為策

展的舞臺，於展覽中呈現。

• 經歷一個個的舞臺，不僅是穿越時空了解音樂人的人生，觀者也會在

參展的過程中樂來樂潮。

圖4 策展構想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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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策展手法上，實踐是穿越時空的概念，因此融入當代最新的科

技，展現歷史的內涵。

圖5 音樂展示館入口展區（龍潭分館提供）

圖6 音樂紀念館─音樂典藏數位互動牆（摘自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書香遠傳》）

圖7 音樂紀念館─數位錄音間（龍潭分館提供）

圖8 音樂紀念館─音樂傳聲筒（龍潭分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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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紀念展示館A棟

A棟另外一個具特色的空間為多功能展演廳。

為發揮音樂紀念館空間的最大效益，室內裝修階段我們將原有固定

階梯式的演講廳，改為平面多功能式的展演廳。規劃評估當地使用者的

族群構成，以小型實驗劇場的概念規劃設計。除了全面鋪設木地板外，

還提供60席位的活動觀覽席，搭配60席可收納活動折疊椅。兩側牆面透

過設計，可翻轉成鏡面，供年輕學子舞蹈練習使用。

現場透過專業聲學顧問參與規劃，將空間的殘響值及吸音率，透過

兩側活動布幕的開合以及牆面與天花板的音反射板，設定為符合演講、

電影播放、小型音樂表演及劇場表演的多功能環境模式，以達到空間利

用彈性最大化的效果，增加空間利用的多樣性。自107年11月開館迄

今，曾辦過兒童繪本說故事，龍潭愛樂交響樂團音樂會，主題演講以及

電影放映等等，讓圖書館變成一個百變的藝文活動事件場。

圖9 多功能展演廳（事務所拍攝）

圖10 多功能展演廳─音樂創作發表（事務所拍攝）

圖11　多功能展演廳─周末親子活動（事務所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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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B棟

圖書館棟內部空間規劃為四層

樓，一樓為開架閱覽區、密集書

庫、自習區、多元文化區及挑高音

樂柱及階梯閱覽區；二樓為主要入

口層，設有服務櫃臺、兒童閱覽區

及樂齡閱讀區；三樓為青少年專

區，設有影音專區、上網區、研討

室；四樓為獨立閣樓，設有開架閱

覽區及多功能教室。大量的圖書及

密集書庫主要配置於一層。讀者座

位席主要配置於窗邊，讓窗外的綠

意為讀者最親近的伴讀者。圖13 一樓大階梯窗邊閱讀區（事務所拍攝）

圖14 一樓窗邊閱覽區（事務所拍攝）

圖15　一樓音樂柱窗邊閱覽區（摘自部落格《Rhoda & 魔音》）

圖12 多功能展演廳─龍潭愛樂表演（事務所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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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的動線規劃，是圖書館設計最重要的一個課題。有幾處我們

做了比較大的突破與調整。其一，便是將圖書館主要入口設置於二樓，

讀者從景觀草坡拾級而上，欣賞沿途風光，同時慢慢脫離街道吵雜的車

聲，帶著淨化的心情來到圖書館。一方面是延續建築景觀規劃時的整體

氛圍，一來是該區為全園區的核心區，可同時到達圖書館以及音樂紀念

館的入口。在出入口管制以及連接到地下室停車空間，以提供書車上下

的距離最近為主要考量。

其二是將兒童區配置於主要入口層，主要的構想是讓最需要支援服

務的兒童及老人族群接近服務櫃臺，可讓人員編制有限的分館，能同時

兼顧流通櫃臺的業務，亦可同時掌握館內弱勢（幼及老）讀者的需求。

當然免不了接踵而至的是面臨兒童閱讀區的噪音影響一般讀者而引來投

訴。在一次與國內公共圖書館館員交流的經驗中，曾獲得極好的建議：

與其設置限定的範圍或者隔音的設施，不如透過「教育的方式」，邀請

圖16 圖書館戶外散步廊道（龍潭分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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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學校的學生到圖書館校外教學並體驗一日館員，以同理心及生活教

育的方式，取代阻隔以及警告，也代表圖書館是生活及品格教育的最佳

應用場所。

兒童區分為學齡前及學齡後兩區，學齡前區鋪設木質地板，採以比

較包覆的空間範圍，讓家長可以陪伴共讀。學齡後區以開放的蝴蝶桌，

提供彈性拼桌配置的可能性。同區周邊也設置家長適合的閱讀區，提供

圖17 圖書館二樓樂齡閱覽區 
（圖片摘自部落格《小食日記》https://www.meishijournal.com/2019/07/typllt.html）

圖18 圖書館二樓兒童閱覽區（學齡後）（龍潭分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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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的家長亦能獨自閱讀，也可就近照顧孩子。全區挑高，書櫃均採中

間穿透的方式，讓自然光線毫無阻隔的灑入室內，窗外一片綠意，創造

孩童一處舒適開闊的閱讀場所。學齡前區亦規劃了娃娃車「停車格」，

顧慮到所有使用者的需求。

圖19 圖書館二樓兒童閱覽區娃娃車停放區（事務所拍攝）

圖20 圖書館二樓兒童閱覽區（學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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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三樓為青少年專區，提供影音上網等使用空間。本案主要的

音樂黑膠典藏，均位於此樓層。搭配黃金年代的風格，影音專區的座

椅、屏風及色調均採黑色及相應的樣式及圖騰。

圖21 圖書館三樓青少年上網區

圖23 圖書館三樓多媒體區圖22 圖書館三樓多媒體區

（圖21-23摘自部落格《小食日記》https://www.meishijournal.com/2019/07/typll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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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主題

館內除了公共圖書館的功能之外，也希望圖書館也能成為一處推廣

音樂及將音樂融入環境的場所。爰此，我們在各處不經意的角落，都埋

下了音樂的種子。

例如一樓庭院旁的閱覽區，有三根大型音樂柱，利用金屬板鏤空搭

配間接照明的方式，將鄧雨賢最著名的「雨夜花」、「四季紅」及「望

春風」的樂譜呈現在柱子上。讀者便可以看著柱子哼唱臺灣民謠；樂器

的蒐藏及展示，也是音樂推廣的一種方式。在多元文化區，我們將東南

亞的樂器做成展示，介紹樂器與當地文化之關係。在三樓挑空區的上

方，我們也將音符當成壁飾，形成一種處處樂音的視覺效果。

圖24 圖書館一樓多元文化閱覽區－東南亞樂器展示（事務所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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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智能化管理

這如山丘上城堡般偌

大的圖書館，僅有8個館員

擔任未來的營運維護及管理

者。規劃階段，為了能有效

的掌握全區三棟建築所有設

施設備及空間的狀況，特別

將圖書館內所有建置的弱

電、燈光、空調、圖書館自

動化、互動展覽影音設備及

多功能展演廳設備，納入整

體的資通訊系統架構，達成

全數位化及智能整合的目

標。透過系統整合，可在現

場、中控室、管理櫃臺，及

任何行動裝置（手機，平

板，電腦）提供立即且易於

連線、使用、控制及管理的

智能化整合系統。提供簡單容易使用的操控介面，館員不需要具備特殊

使用技巧或知識，就可以使用及管理圖書館內所有的設施。這應當是圖

書館管理未來一個重要的趨勢及方向。需要在圖書館設計之初，就應納

入全盤思考的重要課題。

圖25 音樂柱（事務所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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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區左側獨棟空間為展覽館A棟，方便舉辦藝文展、書展、講座等

活動，凝聚圖書館的人氣，增添龍潭藝文氣息。

室內裝修之外

如文中最開頭所述，本案除了室內裝修與策展（包含展示影片拍

攝）之外，圖書分館的網頁設計、指標系統，形象設計，音樂典藏及實

物典藏，均經過一年的設計階段及半年施工階段，期間無數大大小小的

會議與討論，才能看到今日圖書館軟硬體的全貌，空間整體的視覺協調

性才得以延續。本案任何單一項目都複雜到可以獨立發包執行，因此不

難想像本案最大的難度便是介面的整合，以及整體性與時程的掌握。

圖26 圖書館三樓挑空區音符壁飾（摘自部落格《Rhoda & 魔音》）

圖27 圖書館一樓東南亞樂器實物展示（事務所拍攝）

圖28 展覽館A棟（圖書館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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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圖書館網頁─黃金年代─音樂大紀事（摘自龍潭分館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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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龍潭分館LOGO設計（摘自事務所簡報）

圖31 龍潭分館整體色彩計畫（摘自事務所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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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日前適逢圖書館開館週年慶，圖書館自開館以來，共舉辦了四檔大

型的展覽，參觀人次達四萬人，也舉辦音樂饗宴、節慶活動、兒童DIY

手作課程、說故事等活動共計181場，儼然成為龍潭重要的文化中心。

難得公共工程在啟用周年後還能亮麗光鮮如之前，這背後代表的不僅是

龍潭分館營運團隊的用心以及努力；更反映了規劃設計前期與使用單位

密切的一同討論以及多方共同努力審慎思考、回應地方生活型態及需求

的最佳印證。對設計者而言，最大的回饋，無非是希望能讓在地的讀

者，在生活的某個當下，留下美好的閱讀經驗或者對音樂文化的啟發。

圖32 在樂器書櫃裡閱讀（摘自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書香遠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