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代精神決定了建築的主流風格，圖書館建築不僅是文明脈絡的詮釋，更是人類自明的多維展示。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創始於大正12年(1923年)的臺中州立圖書館，歷經三次改隸，於民國102年1月1

日更名為現今館名。三次的館舍遷建，從自由路的臺中州立圖書館原址（現為合作金庫銀行臺中分

行），搬遷至精武路（位於臺中公園內，現為本館精武分館），再遷至南區五權南路的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

這三棟館舍均為當時圖書館代表性建築，其大膽採用最新建築工法，與時俱進地引領臺灣公共圖書

館空間規劃走向，對後代圖書館建築影響深遠，開啟了圖書館建築劃時代的全新視野，同時放眼未

來。

本次特展將引領觀眾回溯從臺中州立圖書館、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國立臺中圖書館，到國立公共

資訊圖書館四時期的建築興建檔案，從型式、技術、閱覽空間演進等，探索一個從功能導向，到以

人為本及科技應用的閱讀場域，如何成為城市居民的文化地標；成為獲取知識、感受文化、形塑自

我、實現理想的環境空間。

【圖書館建築展】
特展簡介

建築模型及海報展示區

建築重要紀事

展場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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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展區配置圖



特展內容
築‧光與影－各時期建築重要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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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12年(1923年)

正式定名為臺中州立圖書館。

昭和3年(1928年)

昭和4年(1929年)

10月擴充館舍竣工啟用（現為合作金庫銀行臺中分行）。

民國35年

更名為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

民國58年

5月與臺中市政府簽訂精武路新館土地借用契約。

民國58年

3月25日精武路新館動土。

民國59年

4月15日開工。

民國61年

3月從自由路圖書館遷入精武路新館。

民國61年

5月精武路新館附屬藝文表演中心－中興堂啟用。

民國88年

更名為國立臺中圖書館。

民國93年

6月辦理國立臺中圖書館遷建計畫。

民國95年

民國98年

9月9日上午9時五權南路新館動土典禮。

民國101年

5月15日五權南路新館試營運。

民國101年

6月3日五權南路新館正式開幕。

民國102年

更名為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遷建緣起

臺中州立圖書館在籌備之初，暫借臺中州知事官舍作為臨時館舍

，後多次遷徙疲於搬遷。 

昭和3年(1928年)臺中州當局以昭和天皇御大典名義，計畫以建築

圖書館新館舍作為御大典紀念活動，於是發動官民捐款，選定大

屯郡役所(大正町一丁目二番地)舊址，重新籌蓋3層樓的新館。

昭和4年(1929年)10月1日開工， 11月落成啟用。

建築工法

臺中州立圖書館改建工程由臺中州技師三田鎌次郎負責設計。

使用鋼構和鋼筋混凝土2種以上的結構系統，為煉瓦造建築。

為一棟三層樓建築，一樓配置有服務台、閱報區、兒童閱覽室

、巡迴書庫室、辦公室及演講廳，二樓則配置有大型閱覽室及

書庫，三樓主要為書庫及倉庫空間，書庫藏書量共可達6萬餘

冊，為當時臺灣最大的公共圖書館之一。

建築特色

外觀立面開口部採「新歌德風」的尖柱狀垂直線條，強調雄偉垂

直感，內縮的水平線條在光影明暗間具現代感，牆面菱形飾紋、

頂部女兒牆使用疊圓盤狀飾物等古典樣式，反映1920年代台灣新

建築展現的歷史情懷與折衷主義設計風格。

外牆依稀可看出貼上十三溝面磚，並具備樣式建築的特性。

內部使用日本八幡製鐵所設計的鐵架，採開放式書庫區隔出不同

的閱覽空間，延伸部分鋼構造建材之美讓鐵件家具在室內的空間

感充分呈現。

築‧古典美
臺中州立圖書館-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時期

【昭和4年(1929年)-民國61年在自由路館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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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建緣起

民國56年，依據臺灣省政府首長會議決議，將本館遷建於臺中公

園內。

民國57年，奉總統手諭在臺中市興建藝文活動中心併本館遷建計

畫，重新設計成地上10層地下1層的圖書館及中興堂。

建築工法

圖書館建築結構採用預力樑和預鑄混凝土，在工廠製妥後再運

至現場組合，縮短工作天並保持準確的混凝土成份，是當時全

臺最新的施工方法。因應閱覽室及展覽室大面積及充足採光需

求，採用防紫外線咖啡色遮光玻璃，充分採光並避免曝晒。

中興堂採用預力樑及預鑄版結構，可延長建築壽命，利於隔音

防熱且能節省日後保養費用。舞台設置十塊電動控制音響反射

板，是當時音樂廳創舉，舞台呈喇叭形，觀眾席的天花板與牆

面圍成口袋狀，任何席位均可聆賞到最清晰悅耳的聲音。被譽

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馬思聰先生曾公開表示，中興堂是當

時國內最具水準的表演場地。

圖書館與中興堂兩棟建築外觀獨立，機水電設施則採共構方式

建置。

建築特色

圖書館與中興堂外型對比的兩棟建築，構成一種不對稱的均衡，

圖書館建築第四層及第七層四面挑空，外型由漢代塔樓造型演變

而成，保有中國建築精神，並有當代表現，建築外觀在當時是一

創舉，建築學者漢寶德先生曾說中興堂是民國六○年代臺灣現代

主義的經典建築。下圖為建築師初始設計概念，實際設計中興堂

在圖書館左側。

築‧知性美
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時期-國立臺中圖書館時期

【昭和4年(1929年)-民國61年在自由路館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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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建緣起

民國92年因精武路館舍老舊、設施不敷使用，為因應時代趨勢變

遷，圖書館功能的快速轉型，需興建具現代化、數位化的圖書館

，故提出遷建計畫。

民國95年獲行政院審議通過並納入「國家新十大建設」。

歷經5 位文建會主委、3任教育部部長及5位圖書館館長，經過8年

努力，斥資20億，終於民國101年嶄新落成。

建築工法

主體工程結構採用鋼筋混凝土造之剪力牆及韌性抗彎矩構架二元

系統，以因應臺中地區地震危害，有效減低樓層變形。特殊的外

牆構件為曲面，加深施工困難度。內部空間之短向結構柱位採三

段式，中央區位配置書架區，兩側臨立面開窗位置則配置閱覽區

，兼顧結構穩定性及閱讀舒適性。大空間採「無固定隔間」設計

，因應未來新增服務需求並可配合30年目標擴充館藏。

建築特色

建築物外型是以數學的「莫比烏斯環」為設計概念，表面以水的

波紋和河川卵石塑造出蜿蜒河流之意象，流線型的連續水平帶狀

窗依附在皮層上，展現出清透且多層次的流動感，為當時全臺首

座非典型圖書館外觀的建築。

築‧藝術美
國立臺中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時期

（民國101年以後～在五權南路館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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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態度的建築

建築開口方向設計一個綠意囊袋公園，讓自然與建築不再是無交

集的平行線，而是創造一個具備邀請態度的建築空間。(陳潔生

建築師）

有深度的建築

建物量體採L型配置，除可順應都市紋理外，亦可納入自然採光

。臨復興園道側空出大面積景觀中庭，串聯綠園道景觀，圍塑出

一個親民友善的暢行空間，讓綠帶公園、都市生活、閱讀環境融

為一體，用熱情詮釋建築文明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