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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連成

桃園市立圖書館館長

一、前言

近年來，公共圖書館為推動各項創新、全齡化服務，將服務

觸角延伸至館外。本館致力於跨界合作，除了吸引讀者來館，亦盡

可能達成讀者的學習期待與休閒需求。本館具體作為，包括新建總

館電影院棟及蔦屋商場的委外營運、桃園分館與社區營造團體合作

辦理活動課程、大園三和分館與社區關懷據點合作辦理閱讀推廣活

動、大溪分館與木藝生態博物館合作在地化活動、中壢分館與在地

小農合作辦理相關講座與書展、觀音與新坡分館邀請各領域職人演

說、大竹分館打造青少年空間與科普展覽。未來展望部分，則規劃

與電影產業、科學館進行跨界合作，結合創新技術，帶給讀者新的

閱讀體驗。

二、委外營運：電影院及蔦屋商場

本館於藝文特區設置新建總館，突破傳統，成為國內首度結合

電影院的圖書總館。OT(Operate-Transfer)委外營運案係依《促參

法》辦理「桃園市電影映演設施營運移轉案」，由富晟國際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得標，範圍包含圖書館棟1樓商場、電影院棟全棟，以及

2棟建物地下相連的2層地下停車場，進駐商家包含蔦屋書店、星巴

克、文創空間及威秀影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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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委外營運案的出發點，是希望能活用民間資金及創意，建置

相關休閒娛樂設施，提供民眾假日的優質的休閒娛樂處所，並促進

在地產業發展及創造就業機會；另一方面也能順勢將民眾引導至圖

書館棟，以增進市民閱讀風氣。

圖書館棟於111年12月開始試營運，至112年8月為止，入

館人次已突破300萬大關，並以優美的建築設計被譽為「全臺最

美圖書館」，成為聲譽鵲起的觀光熱點。而享譽全球最美書店

─TSUTAYA BOOKSTORE蔦屋書店首度進駐圖書館，帶領市民進行

一場生活方式革命，以加盟形式開設的蔦屋書店商場，提供明亮、

舒適的空間，閱讀時還能沈浸咖啡

香的截然不同氛圍，提升閱讀質感

與美學體驗，早已成為市民造訪休

憩的小確幸。

除此之外，蔦屋書店特別開設

桃園作家圖書專區，期望能呈現桃

園文學特色與帶動出版創作力；每

逢假日，OT營運商更結合藝文表

演者、手作小鋪等舉辦文創市集，

扶植在地藝文人口，讓桃園的藝文

風氣更加興盛。相信113年影城棟

威秀影城完成啟用後，必將能讓新

總館圖書館棟與OT休憩設施兩邊

的大量人潮彼此互通，達成跨界合

作、共創雙贏的良好成果。

圖1　新建總館1樓蔦屋書店與
戶外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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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營造的合作之旅

圖書館不僅是一個提供知識、資訊、文化和教育學習的公共空

間，也可成為一個促進社區發展和凝聚力的平臺。近年來，圖書館

的角色已經從傳統的「書籍存放與借閱場所」轉型為「知識創造與

分享平臺」。

社區營造團體是由關心社區議題、願意投入社區改善和活化

的居民或組織而組成，通常擁有豐富的社區資源，並了解社區的需

求和特色，能夠有效地發揮社區的潛力和創意。桃園分館透過參

與桃園區公所的「中路埤圳文化新串聯」社造活動，使圖書館的影

響力不再侷限於館內空間。透過參與社造活動，我們積極親近民

眾，建立在地聯繫，讓書籍可以流通出去，並鼓勵更多的讀者踏

入圖書館。

桃園素有「千塘之鄉」之美名，它代表著城市獨特的地理景

觀。埤塘是先人運用自然的智慧所開闢而生，常作為農業灌溉使

用，擁有獨特多樣性的濕地生態。然而，隨著都市發展，許多埤塘

被填平，成為政府機關、學校或住宅區等用途。但隨著保育觀念的

興起，埤塘特殊景觀逐漸被重視。近年，埤塘經過改建成為環湖步

道和生態池塘，為市民提供了高品質的生活休憩場所。「中路埤圳

文化新串聯」社造活動以埤塘文化為基礎，規劃了多樣且有趣的生

態活動，例如埤塘前世今生、埤塘植物觀察、埤塘植物拓印畫及草

編DIY課程等。

桃園分館與「中路埤圳文化新串聯」社造活動跨域結合，加

入活動課程相關之主題書展，並介紹社區團體運用圖書館資源與網

路，拓展桃園分館的服務範圍和對象，讓更民眾能夠善用圖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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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進行在地札根的閱讀推廣，增加社區居民的閱讀興趣，亦能增

加桃園分館與社區居民的互動和信任。而透過本館書目推介服務，

讓民眾發現圖書館多元藏書，提高桃園分館的服務品質和影響力。

桃園分館藉由參與社區營造團體的活動，展現桃園分館的多元面貌

和功能，並與社區共同創造文化記憶和價值。

桃園分館透過與在地社區營造團體的跨界合作，不僅提供更優

質和更貼近社區需求的服務，也能夠擴大圖書館服務觸角，促進在

地閱讀，提升民眾閱讀素養。桃園分館將繼續與社區營造團體保持

良好的合作關係，並期待未來有更多的合作機會和成果。

圖2　桃園分館推動成果

四、當圖書館走入長照服務

近年臺灣人口老化速度快速，依據111年行政院重要政策「長

照2.0」指出，107年3月已邁入高齡社會，推估至115年將邁入超高

齡社會，使得長期照顧需求人數隨之增加，建立完善的長照體制，

已成為完備社會安全體系的關鍵之一。

我國除積極布建居家式、社區式及住宿式服務外，亦同時推動

長照給付及支付新制與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大園區地處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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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臨海地區，近年因應航空城建制計畫，大園區為桃園13區唯一人

口外流地區，當地多以農漁業、初級加工業為生計，白天成年人多

數外出工作，社區長者多獨自在家，然家內長者多數的身體狀況仍

穩定，可藉由增加社會參與維持健康身心靈。爰此，大園區分館便

思考著如何將長期照顧政策與圖書館推廣服務一同結合發揮。

「與社區共好」係大園區分館重點工作目標，三和分館定位更

係打造為「社區大客廳」，提供當地居民放鬆、閱讀的好所在，地

緣之便，三和分館位於大園區三石社區活動中心1樓，2樓則為三石

社區發展協會承作之三石里社區關懷據點(長照C+據點)，使用長照

服務之長輩即是圖書館的服務對象，故自108年1月起，分館與社

區關懷據點結合，每月定期辦理閱讀推廣活動「曼波三石里，大小

作伙來之造福系列」，由分館館員規劃閱讀推廣活動，並結合當地

志工，共同培力在地閱讀推廣人才，進行繪本故事、懷舊手作等課

程，並設計樂齡書展，以滿足地方銀髮長輩閱讀需求、建構健康老

化的生活版圖。

服務開辦至今，已超過2,000位服務人次，自然地該閱讀推廣

活動就是當地老人家的生活日常，館員們使用長輩熟悉的閩南語互

動，教材規劃有溫度的歷史、民俗經驗，不僅長輩使用該服務，長

輩的照顧者和家人(例：外籍看護、子女及媳婦、孫子女等)都可共同

參與服務，打造美好家庭生活回憶。

地方圖書館的服務，提升在地社區的人情味、蔓延書香氣息，

且凝結人與人之間的共識，未來大園分館的服務願景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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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青銀共學：活動結合當地學童，共同規畫內容、促進

世代交流。

(二)	 服務深化：除館員設計帶領活動外，更培力在地其他專業人士

加入志願服務，一同協力。

(三)	 政策結合：配合我國長期照顧政策，持續思考圖書館服務結合

之可能性。

對於大園區分館來說，公共圖書館係深耕於社區內，可發揮之

在地功能甚多。對此，圖書館服務推展隨時都要做好跨界合作的準

備和動力，確認圖書館工作定位，並連結各方資源，以求服務能夠

深植社區，促動閱讀風氣，達到社會教育推展的目標。

圖3　三和分館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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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在地特色博物館的合作

大溪為桃園市最南的一個區，鄰近復興區。境內有大漢溪，因

而得名。因擁有豐富的觀光資源，更於101年榮獲交通部觀光局票

選「臺灣十大觀光小城」活動中，大溪為票選第一名的觀光景點。

大溪分館位於大溪老街內，鄰近木藝生態博物館。大溪分館結

合在地地方特色及圖書館借閱書籍服務，搭配在地特色節慶活動。

邀請在地藝術作家、團體及機關，規劃辦理年度性的特色系列活

動。如：主題書展、說故事、FUN電影、在地文化歷史介紹、特色

手作活動。並利用行動書車，將書籍送至大溪區各學校及幼兒園。

為偏鄉國小及幼兒園，提供書籍閱覽，達到閱讀推廣活動。合作單

位及方案列舉如下：

(一)木藝博物館─古蹟文化導讀閱讀推廣活動

大溪分館於112年9月份，與在地特色博物館─木藝生態博物

館，將於大溪工藝教室合作辦理古蹟文化導讀閱讀推廣活動。活動

流程如下：

1.	 活動日期：112年9月16日

2.	 參加對象：親子組8組

3.	 活動時間：2小時

4.	 活動方式：

(1)	由木藝生態博物館志工協助導覽大溪歷史館、工藝教室，導覽解

說活動時間約50分鐘。

(2)	由圖書館安排親子特色手做DIY活動，由講師進行繪本導讀古蹟

故事，講解大溪古蹟文化設計，活動時間約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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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講師分組進行特色手做DIY古蹟窗花剪紙活動，活動時間約

40分鐘。

(4)	活動創作分享約10分鐘。

(5)	漂書櫃書籍分享約10分鐘。

(二)老街街角館─親子同玩創意存錢筒

大溪分館於112年4月份，與大溪老街文創街角館─達文西瓜藝

文文創館，合作辦理在地特色地方兒童節文創藝術手做DIY活動─親

子同玩創意存錢筒活動，彩繪大溪特色文化─普濟堂關公─文創藝

術。活動規劃流程如下：

1.	 活動日期：112年4月2日

2.	 參加對象：親子組8組

3.	 活動時間：2小時

4.	 活動方式：

(1)	由大溪老街文創街角館─達文西瓜藝文館─在地文史創作家，影

片導覽介紹分享大溪老街歷史文化演變及未來展望，活動時間約

40分鐘。

(2)	由圖書館安排親子在地特色手做彩繪DIY活動，由講師講解在地

文化特色廟宇信仰—普濟堂關公文化典故。活動時間約10分鐘。

(3)	由講師講說繪本導讀歷史人物—三國演義關公故事分享。活動時

間約10分鐘。

(4)	由講師分組進行在地文創藝術作品─特色手做彩繪DIY關公趣味存

錢筒活動，活動時間約5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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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創作分享約10分鐘。

大溪分館透過辦理閱讀推廣活動，與在地文創藝術團體或博

物館合作，提昇市民閱讀書香風氣。同時，鼓勵學童利用圖書館資

源，期使閱讀能深入校園。最後，提昇閱讀人口，達成資源共享共

創書香社會，並提昇城市文化涵養。

圖4　大溪分館推動成果及在地一景

六、與在地小農的跨界合作

民以食為天，民眾所吃進去的食材來源，若能取用在地食材，

減少食材的運送，即能減少食物的碳排放量，達到永續飲食及永續

農業的效果，也是為地球盡一份心力。為增益民眾永續飲食及永續

農業的新知，圖書館規劃與在地小農合作辦理相關講座與書展，讓

民眾對於在地食材有進一步的認識。

圖書館為推廣在地小農產品與圖書的結合，中壢分館與小農手

匠品牌總監余孟芬洽談，透過辦理講座分享在地食材，圖書館陳列

展示相關在地食材及客家美食圖書，藉此推廣小農的產品，也吸引

民眾走進圖書館，借閱相關圖書，進而達到雙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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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是客家人口最多的城市，故講座以客家日常食物為主題，

以貼近民眾的日常生活，規劃並辦理日曬的滋味─賞讀客家醬菜講

座，介紹客家醬菜的種類、製作、保存與料理方式，並於現場使用

小農栽種的稻米及梅干菜製作出香噴噴的梅干菜飯供民眾品嚐，讓

民眾看得到也吃得到，體會在地食材的美味與美好。

為推廣客家美食文化，講座並搭配「客家書食展」，現場陳

列在地小農產品，包含梅干菜、醬菜、麵線等，以及展示客家相關

美食圖書。每個展示的農產品都有清楚的產地及成分標示供民眾查

看，中壢分館也特地在海報上增加在地小農的產品網站QRCode，

對於小農產品有興趣的民眾，可輕鬆連結相關產品及店家，善盡協

助推廣在地小農。

本次活動的辦理，民眾瞭解到使用在地食材的好處，也認識到

桃園在地小農的農產品，並且在講座的說明後，民眾主動借閱相關

主題圖書，達到在地小農產品與圖書推廣的加乘效果。

圖5　中壢分館與在地小農的跨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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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職人開講，社會的點滴軌跡盡在圖書館

人說隔行如隔山，透過邀請各行各業的職人們分享自身的專長

及經歷，除了能夠讓讀者們有機會了解其他不同行業及不同領域的

工作內涵之外，無論是哪個領域的專家職人，也都可以在圖書館找

到一個分享他們知識與經驗的平臺，讓知識得以傳播與流動，產生

新的火花，達到跨界合作的雙贏局面。

圖書館是一個可以提供知識分享舞臺的最佳場域，觀音分館及

新坡分館會定期邀請各式各樣的職人們，包括藝術家、音樂家、作

家、科普老師、DIY手作老師等，到圖書館以辦理研習活動、工作坊

及講座的方式，讓職人們與大眾分享其工作日常及專才，透過口述

及動手做等不同型式帶領大眾體驗與學習不同領域之知識。

比如，觀音分館曾邀請美國精選咖啡協會國際咖啡杯測評審師

的咖啡達人洪富美老師，來館內分享咖啡的健康與品味，臺灣喝咖

啡的人口越來越多，但對於咖啡的相關知識或許不夠精楚，透過講

座讓一般民眾能夠深入了解咖啡購買知識、沖煮技巧及如何正確品

嚐咖啡，體驗咖啡更多不同層次的風味。此外，新坡分館亦曾邀請

簡單生活藍染工作室負責人的謝守孌老師，帶領民眾認識天然植物

的染料、示範講解紮染技法，並讓民眾親自體驗手染的美學，創造

出屬於個人特色的藍染小方巾等。透過職人們的帶領，讓民眾能夠

了解該領域更深刻的知識，並產生更多情感連結與興趣。

圖書館除了傳統書本上的知識之外，藉由職人們經驗分享與

知識傳播，逐步形成類真人圖書館的概念，所謂「真人圖書」是指

以人的經歷為書，每一個人獨特的故事、經歷與專業能力都是一

本精采絕倫的書，與實體紙本圖書和電子圖書最大的差異，在於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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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更多人與人之間直接面對面的對話、互動與交流機會，再搭

配動手做，做中學的概念，會比紙本書及電子書的知識更容易吸

收與傳達。

這種跨界合作對於圖書館來說也是一個機會，不但可以提高圖

書館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到館讀者。無形中也擴張了學習的空間

與領域，不再限於學校或補習班等特定地點汲取新知，圖書館逐步

打造形成社區學習中心的新氛圍，讓民眾增加與知識不期而遇的機

會，激發社區的互動和學習動機，這種合作不僅豐富了圖書館的內

容，還加強了社區的凝聚力，使圖書館成為一個充滿活力和多元化

的場所，真正實現了知識的交流和社區的融合。

圖6　觀音與新坡分館的職人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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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好玩的青少年科普世界

109年10月，大竹分館新館正式啟用，大竹分館的館藏特色定

位為「科普」，三樓青少年區規劃了自媒體區、力學、電學原理等

設備，滿足青少年求新求變的特質。	

除了滿足幼兒及家庭的教育需求外，大竹分館新館鄰近學區，

周邊涵蓋大竹國小、大竹國中、開南大學等學校，為使館內設施貼

近青少年興趣，在規劃上以自然科普為特色館藏，將天文、地理、

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等元素融入其中，例如：化石、礦物

標本、地質模型、生物成長史、仿植生牆，甚至連座位上的靠枕都

以石頭的樣式來呈現，巧妙融入背景。

112年大竹分館策劃特展主題講座「飛向無垠的宇宙	星空下的

科技任務」。全球的太空強權國，從火箭、衛星到太空站等發展行

之有年，還有許多國家也陸續制定太空發展相關法規，而臺灣最明

顯的成長在福衛五號、七號體現，象徵具備自主研發衛星的實力。

寧靜黑夜被火光照亮，福衛七號在108年6月27日，隨著獵鷹重型

箭升空、進入衛星軌道。政府在產、官、學、研項目努力投入的背

後，更看重的是國際發展趨勢，因為臺灣想急起直追，直到110年

才終於有了《太空發展法》。	

《太空發展法》通過後，更是臺灣發展太空科學的重要里程，

企盼透過分館展覽的教育宣導，促進太空科學普及、增進國民對我

國太空政策之瞭解，並培育太空人才。希望能讓大眾知道太空發展

的目標、太空發展的重要性，並建立基本的科學素養。讓國民的支

持化為太空研發最堅強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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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日期期 主主題題 講講者者 講講座座介介紹紹

1 4月22日
(六) 啟動你的太空任務

國立中央大學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劉建良 工程師

中央大學與國家太空中心合作，將邀請研究團隊帶領

大家認識臺灣太空產業的未來發展，分享在追求太空

夢的職涯道路上，許多有趣動人的故事，及太空研究

對於經濟、國防與安全的重要。

2 5月10日
(三) 太空種子上太空

農委會農試所

助理研究員 王昭月

臺灣參加日本主導的「亞洲種子送上太空計畫」，提

供臺灣藜、姬蝴蝶蘭、甜椒及向日葵等種子太空旅

行。期望透過此計畫，讓臺灣學生有更多機會接觸到

太空科學，啟發心中的太空夢。

3 5月20日
(六)

滿天都是小衛星－

星空下的科技任務
中央大學老師

中央大學與國家太空中心合作，將邀請研究團隊帶領

大家認識臺灣太空產業的未來發展，從太空看地球，

衛星就像太空中的眼睛，替我們觀察大氣的各種變

化。

4 5月31日
(三) 人造衛星與氣象預報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新

屋氣象站

戴俐卉主任

有了氣象衛星雲圖，觀測人員就能瞭解並判斷天氣系

統的變化，提供即時又正確的天氣預報給我們。

表1　跨界合作課程

活動效益如下：

1.	 展覽主題結合時事，吸引觀展人潮7,610人次。	

2.	 年度活動，共計4場。

3.	 以上活動目前已累計7,770人次。

4.	 藉由活潑有趣的活動主題設計，除原有圖書館使用者，拓展科普

族群，為大竹分館作為「科普基地」奠定良好的口碑。

未來展望分為2大方向：

1.	 科普講座─積極開發國中以上年齡層

目前課程受眾群主要為以國小生，而國中生參與課程的積極度

較低。因此建議國中年齡以上的活動，可以拉長宣傳期或是針對國

高中生的網路社群做宣傳活動，相信能有效觸及目標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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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親子科普創意講座─DIY親子互動實驗課程

本年度以科普DIY的課程為主，邀請專家學者透過課程中讓小

朋友學習新知識，家長們也從課程中收穫良多。手做活動的過程

也體驗得不亦樂乎，而主動積極地推廣活動給親朋好友，成功帶

動鄰近社區的家長們經常結伴報名參加講座活動。亦希望多辦理

此類課程。

圖7　大竹分館講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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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未來展望：與電影產業、科學館的跨界合作

在這個數位化時代，公共圖書館的角色正經歷著深刻的變革。

過去，我們所熟知的圖書館是一個靜態的，充滿書籍的學習空間。

但在當下，公共圖書館正積極地轉型，它不再只是存放書籍和知識

的場所，而是逐步演變成社區的核心，一個供人們交流、學習和創

新的集散地。

隨著社會需求的多樣化，圖書館與其他文化、技術領域的融合

顯得尤為重要。以電影影像產業和科學館為例，當這三者結合時，

為公眾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學習途徑。只要圖書館提供合適的空間和

資源，電影和影像領域的學生和專家就能將科學知識化為吸引人的

視覺內容。在科學館的專業監督下，這些影像不只是賞心悅目的，

其內容更具有深度和教育性。

這種合作不僅使大眾接觸到了教育富有內涵的視覺內容，同時

也為影像領域的學生和專家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實踐和學習機會。他

們有機會體驗如何將專業知識轉化為藝術，並確保在這過程中保留

其教育的核心。此外，他們也可以學習與來自其他領域的專家協同

合作，這種跨領域的合作經驗對其未來職業發展大有助益。

透過這樣的合作，公共圖書館也展現其多樣性和開放性。它不

僅是個供人沉浸於書籍的地方，更是一個將知識、藝術和技術糅合

在一起的交流中心。這種轉型凸顯了圖書館在知識傳播和社區發展

中的核心地位。

展望未來，發展的機會處處可見。新技術，例如虛擬現實和

擴增實境的應用，使知識的呈現變得更具生動性和互動性。所有年

齡層的人，無論其興趣為何，都能在這些展示中找到他們喜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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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隨著定期的評估和不斷的創新，這些資源將始終保持其時效

性和魅力。

總結來說，公共圖書館正處於一個充滿機會的轉捩點上，它

不只是書的儲存處，更是一個整合各領域、分享知識和鼓勵創新的

核心場域。這種變革在未來為大眾、學生和專家都開啟了無數的

新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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