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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哲 士

花蓮縣文化局圖書資訊科科長

花蓮縣文化局目前正在進行新建圖書館的統包工程，從2022年

10月發包後就開始進入了設計階段，同時縣內也有新的鄉鎮館在設

計中，於是今年3月初，我們規劃了一場去日本圖書館參訪見學的

行程。主要選擇了與花蓮城鄉規模與屬性相近的石川縣及富山縣，

途經長野縣與東京都，共參訪7間圖書館與文學館，2間美術館與藝

廊，1個文化資產。本篇分享其中的5個參訪的圖書館，有幾間已經

非常知名，網路都能找到更詳盡介紹，在此僅提出一些與新建館設

計相關的觀察心得。我們這次並沒有事先跟任何館方接洽，因為要

看的館舍不少，怕光是禮貌性地接待就會佔據很多時間，以成員自

行觀察為主，如有發現問題，就透過同行具日語能力的夥伴協助詢

問交流。也因為出訪成員不及10人，為了體驗當地人移動前往圖書

館的交通慣性，就選擇自由行搭公共運輸系統的方式。 

內外皆美 海未來圖書館

在第一天由成田機場入境後，轉乘鐵路與新幹線，抵達金澤市

下榻處已是夜間了。第二天上午，從金澤車站旁的站牌搭乘約15分

鐘的公車前往金澤海未來圖書館。位於北陸的金澤市以日本工藝之

都聞名於世，市立圖書館體系共有七個特色與任務屬性不同的圖書

館，海未來圖書館於2011年開館，是當中最新的館舍。這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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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盛名，可能來自於她曾在2013年被英國BBC稱為「全世界最美麗

的四大公立圖書館」，也曾被美國旅遊指南Fodor's評選為「全球最

具魅力的20所圖書館」之一，更囊括許多當年度的建築獎項。因為

距離海岸線不及2公里，圖書館取了海的意象命名，我們不禁想到，

那距離海邊才幾百公尺的花蓮新圖書總館，又要取個怎樣的小名呢?  

海未來圖書館與大部分圖書館不同的是，地面層也就是主要入

口的樓層，並沒有採取較挑高的設計，或許是該樓層以兒童閱覽服

務為主，而這反而是種較為親切的日常尺度，把戲劇性的挑空大空

間留給二、三樓的書庫區。建築外牆滿布大大小小的圓窗，每個圓

窗的直徑有三種不同尺寸，讓陽光能夠透過它們灑進建築內部。這

使得自然光線作為主要照明來源，並得以均勻分布在書庫區的各個

角落。二、三樓主空間的天花板上沒有照明設備，僅用書架上的照

明以及桌上的檯燈，確保了閱讀座位足夠的照度。此外，中央電梯

間上方還設有聚光燈，能夠有效照亮四面的白色牆壁，透過反射光

為整個空間帶來明亮的氛圍。室內整體色彩以黑白灰為基調，除了

白色孔洞牆體，圖書館中最佔據視覺感官的書架，以灰色架體及半

透明的側板構成，形塑出較為輕盈且現代感的空間氛圍。

圖1 金澤市海未來圖書館立面佈滿小圓窗 圖2 金澤市海未來圖書館立面小圓窗有三種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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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館舍介紹也很強調的，是他們的空調系統。三樓有一個

由玻璃圍成的空間，是將地面送出的冷暖空調風導入地下設備間的

循環場所。天花板部分的細長縫，在不使用冷暖空調時期，發揮著

將進入室內的外部空氣排出的作用；在外部空氣進口處安裝有防止

海風鹽分進入館內的過濾網，各種設計共同造就館內良好的空氣環

境。而一個由外牆孔洞帶來的設計問題，也吸引我們的目光。發現

在人手可接觸的高度內，許多室內孔洞被加裝了壓克力板(由不太協

調的螺絲鎖定推測是加裝)，畢竟這是公共建築，無法控制讀者會在

伸手可及的孔洞內做些或放些甚麼，所以猜想館方為了便於管理維

護加裝了防護措施。而可能是疫情下的座位數控制，牆邊也堆了一

整排倒放的椅子，顯示儲藏空間不足永遠是館舍設計的問題。館員

的服務與工作看起來沒有太不同，但由於館內須申請才能攝影，也

目擊了館員在一般作業中，突然離座急忙制止在大挑空樓梯欄杆邊

未申請的攝影行為。這間圖書館因為造型特殊，又經過旅遊業的行

銷，從開館之初便引來許多非圖書館讀者的蒞臨，也是一種增加民

眾親近圖書館的好案例。 

開箱新典範 石川縣立圖書館

下午抵達的石川縣立圖書館應該是此行最重要的參訪點。石川

縣是北陸三縣之一，以2020年統計人口約111萬人，在全日本47個

行政區都道府縣中排名第33位，算是較中低人口數的地區，與花蓮

在臺灣的屬性較為接近。這座造價150億日元的縣立圖書館也位於

縣廳所在的金澤市，2022年7月才剛開館，位在金澤大學工程系舊

址，距離金澤JR車站約20分鐘的公車車程。

19

公共圖書館人才培訓教材20
跨域x遊戲：圖書館推動閱讀的新契機



圖3 石川縣圖書館的遊環式空間

圖4 石川縣圖書館落地窗即為管制介面崁入     

圓形櫃臺內外各半
圖5 石川縣圖書館入口的 

互動式導覽設施

20

日本北陸圖書館見學



該圖書館由知名建築師仙田滿設計，這位大師常以「遊環構

造」理論轉化成許多公共建築，這樣的設計也出現在圖書館的核心

空間。建築外觀取自書本翻頁的意象較為低調沉穩，入口不特別明

顯也不張揚。從入口一進到室內門廳，會發現服務櫃臺是圓形的，

一半在玻璃門外一半在內，玻璃門是書庫與閱覽區入口的管制點，

門外有展示著石川縣傳統工藝品的室內廣場，也配置有多媒體室、

小講堂、飲食體驗烹飪教室及咖啡館等服務空間；玻璃門內，才是

開始與書相遇的場域。進到門內，是個三層環形大挑空類似競技場

般的空間，會感覺被書圍繞的震撼感。第一個會走到的區域，是官

網上所謂「與書相遇的窗口」，這裡介紹了這個圖書館另外建構出

的獨特圖書分類法，不以正規的圖書分類界定，共分為12種較「直

覺式」的主題（如從生活方式中學習、表達自己、動起來…），環

形的階梯空間中，每一階端點配置了數位選書的設備，軟體也設計

得很有趣，讓非圖書館常客的民眾，在這裡可以很輕鬆甚至帶點遊

戲性質地接近書本，官網上形容「就像逛街一樣」。而傳統的分類

方式也並未消失，只是不被納入這個環形熱區，各分類的書放到了

二、三樓一般的書架。

圖6 石川縣圖書館兒童區有豐富的遊玩設施 圖7 石川縣圖書館有許多好坐的設計款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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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在一樓設有兒童園區，除了形狀各異且具有趣味性的

書架外，還設置了攀爬架和繩網等體能設施，讓孩子們在遊戲中接

觸圖書，這也是這位建築師的強項。而為了讓孩子盡情遊戲，整區

的音環境是與主空間完全阻絕的，這種「是否要隔開」的取捨可能

也是許多圖書館常常糾結的部份。此外，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二

樓靠外牆邊的廊道空間，設有不禁止談話與飲食的學習空間，看到

許多學生在這邊吃邊聊邊看書，也提供了我們對未來新總圖在開放

交流空間的想像。另外，館方很自豪的，是散落在各閱覽區共500

席的名家設計椅，這些特殊的椅子除了提高了空間的豐富度，實際

坐起來也比制式閱讀椅舒適，甚至看到不少當地人，或坐或臥地睡

著了，只是這類「非必要」家具的預算，在國內縣級的公共圖書館

應該很難編得出來。而館內大量的數位輔助設備也讓我們有很好的

借鏡，從館舍空間與服務的整體導覽，到依各種年齡需求的選書載

體，從使用者出發的便利設計是基本要求，吸引非常態讀者的各種

趣味模式，也讓科技成為一個更貼心的工具。 

經由詢問館員得知，圖書館的營運主要是由一個團隊承攬，

總共約50個人力投入，除了負責借還書、上架與臨櫃基本服務，

也經營各個營收空間；縣府公務員則負責圖書館的政策擬定與各項

企劃。主要的服務櫃臺設在二樓，但能從不只一個出入口進出書庫

區，每個點都設有還書箱，甚至在一樓建築的最外側也有還書箱，

除了在建築動線管制點是個挑戰，人力的負擔恐怕也不是國內圖書

館有限的預算所能效法的。整體而言，石川縣圖書館是個讓人待一

整天都逛不完的大型館舍，雖然環型空間的配置很對稱，小空間看

起來很有重複感，但透過不同色彩分區，圓形挑空中的大空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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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都不會讓讀者在這個大館中迷路，每個空間都恰如其分地提

供機能與感官的服務，每個細節也都考慮到位，絕對是可以好好效

法的縣級圖書館典範。

圖9 石川縣圖書館相當善用多媒體圖8 石川縣圖書館有一區是不禁止飲食 
與交談的交流空間

山海勝景的鄉民小確幸 滑川市立圖書館&市民廣場 

考察第三天，我們到石川縣旁的富山縣，搭乘新幹線到富山

市後轉電聯車到了滑川市，一個人口僅三萬人的小市鎮。走出火車

站，就像到了花蓮的小站，看不到超過三層樓的建築。左轉走了不

到10分鐘，就能看到非常明顯的一棟建築物，也就是我們此行的目

的-滑川市兒童圖書館所在的「市民廣場」。除了是附近最高的五層

樓建築外，玻璃帷幕加上清水混凝土的造型，出現在這麼純樸的小

鎮，我們不禁會想，這在公共建築的設計會議上必是經過一番激烈

討論吧…。 

滑川市圖書館與我們的鄉鎮圖書館相較，大約類似縣轄市規

模，裡面仍是有報刊區、書庫、自修室，都是非常標準的圖書館印

象。但由於進去走訪時沒有先知會，館員很緊張的跟我們詢問來

意，畢竟小地方出現一群拿手機到處拍的陌生人太奇特了；說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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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非常友善地回答了許多基本資訊。圖書館座落在一個小公園內，

而市民廣場就在旁邊，是座複合機能的建築。兒童館在二樓，我們

到的時候正好有活動，孩子在音環境阻絕的空間可以放聲歡笑，否

則聲量透過建物中央的大挑空，會傳透每一層樓。

圖10 滑川市圖書館的兒童館位於新穎的市民廣場內

頂樓是觀景臺，可以望見尚未在三月天融雪的立山連峰，與

富山灣的海景。五樓是一家景觀餐廳，原以為小市鎮生意清淡，卻

不想午餐時刻還是滿座。四樓是大眾溫泉，有進去體驗的同行夥伴

說，男湯與女湯分別可以欣賞山景和海景，溫泉隔壁更設置舖有塌

塌米的休息室，可以看到許多老人家自帶餐食，泡完湯悠閒地看窗

景或與人交談。這座建築物容納了原本圖書館空間無法再負荷的兒

童圖書館，不僅提供了知識和閱讀的場所，更營造了一個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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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活力的休閒空間，看到各種年齡層居民的需求都在此被滿足，

讓我們對小鄉鎮的圖書館設計，有了更寬廣想像。

豐富或複雜 富山市立圖書館

當天下午往金澤方向回

程，在富山縣首府富山市下

車，搭地面電車去看富山市

立圖書館。富山市是個人口

將近41萬人的城市，市內有

25個圖書館設施，這棟位在

市區的建築是由建築大師隈

研吾設計，是一座結合富山

市立圖書館本館、富山市玻

璃美術館、富山第一銀行的綜合大樓，於2015年落成使用，已成為

富山市的著名景點。外牆選用一片片的

玻璃帷幕，是因為富山縣擁有悠久的玻

璃工藝和藝術傳統；內部使用的大量木

材都來自富山縣當地，凸顯了對地方資

源的尊重和應用。大樓共有10個樓

層，圖書館在3-5樓，美術館是2-6

樓，部分樓層是二館共用，讓動線顯得

比一般圖書館複雜。一個斜向的天井貫

穿主要樓層，我們造訪的當下，正好有

人在演奏鋼琴，樂音就傳遍了各樓層。

圖11 富山圖書館充滿線條的視覺印象

圖12 富山圖書館的書架沒有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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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的內部空間有非常多「線條」：室內空間大量使用木板，包

含天井的木材，天花間距有點大的木格柵；書庫區的書架因為側板

被去除而使得水平板更凸顯，連架號也是用細細的玻璃管彎製而

成…實在顛覆了我們對圖書館視覺感官的習慣。富山圖書館的使用

率很高，參訪時是非假日，讀者依然絡繹不絕，驗證了在這樣的中

型城市，圖書館複合機能的需求是可以這樣被滿足而不衝突，空間

的繁複性也與市民的步調互相呼應。而建築與室內材料大量選用當

地的物產與工藝技術，亦是地方性圖書館設計極需考量的重點。

老派的優雅 金澤市立玉川圖書館

第四天上午的參訪點，是金澤市較具歷史的玉川圖書館，由我

們鄰近金澤車站的住宿點步行前往，15分鐘即可抵達。這個圖書

館由本館和近世史料館兩座建築構成，近世史料館原為煙草工場，

於1911年開始建造，1913年完工。重建時保留外觀和屋頂，但改

用新的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本館則是金澤本地建築大師谷口吉生

及其父親谷口吉郎唯一合作的作品，1978年完工啟用至今已有45

年，採用簡約的現代主義設計，透過紅磚與銅質外牆元素，展現新

舊（當年）融合之美。玉川圖書館緊鄰公園與小學，機能調性與規

模很像我們的花蓮市立圖書館，包含開架閱覽室、參考資料室、學

習室和事務室等部門。一進入圖書館就是主要的開架閱覽廳，這個

空間與中庭融為一體，通過大跨距的梁和扇形幕墻，將中庭的景引

入室內，許多長者就坐在落地窗邊靜靜地閱讀；自習室的使用率也

很高，可想見圖書館已是市民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可惜的是這裡也

出現老圖書館或博物館都會有的問題，就是服務空間日漸不足，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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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邊的書車與臨時整理用書架，都讓館員作業空間非常侷促。而在

這棟45歲高齡圖書館的許多角落，更看到了好幾個維修的艱困處。

挑高牆面的油漆斑駁，可能是訂製的天花板損壞卻沒有相同備品可

換，只好暫以竹子頂著，角隅玻璃窗銅版材料變形產生裂縫。這些

狀況都提示了我們日後討論細部設計不可迴避的重點，預留可能的

服務空間，及擬定館舍長期的管理與維護機制。 

圖13 玉川圖書館與近世史料館的新舊結合 圖14 玉川圖書館閱覽空間以落地窗 

引入中庭園景

總結

這次參訪的圖書館建築各有特色，我們很難全面了解所有的設

計考量，畢竟除了圖書館機能外，也關係著營運單位的組織架構，

及各地方讀者使用習性與文化脈絡，甚至一個城市的總體規劃。但

透過同行各領域夥伴以各自角度的觀察，從大尺度的城市文化脈絡

與印象、使用者習慣，到圖書館經營管理組織與委外可能性，再到

建築外觀、造型話題性、室內裝修色彩與調性、特殊及一般性家具

選用，與數位科技的應用，大家都有深刻討論，希望讓此行成為新

圖書館設計的最佳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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