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閱讀，是一把鑰匙，用以提升城市高度與滋養文化厚度的關鍵。而臺中市政府努力打造一把適合各年齡層、

符合不同閱讀喜好的閱讀之鑰，除活化翻轉舊有圖書館、增加新圖書館及藏書數量、延長圖書館服務時間⋯⋯等

，更重要的是手上握著這把鑰匙的每一位臺中市讀者，是否願意花時間去轉動開啟臺中城的文化新頁。

    臺中下一個閱讀新紀元，將從坐落在清翠園的臺中城市文化館(臺中市立美術館、臺中市立圖書館)開始，目

前已至設計藍圖的規劃階段，預計2020年完工啟用，值得你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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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背景出身的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長王志誠，上

任至今積極走訪各區圖書館，高度重視城市閱讀風

氣之推動，深入第一線體察市民的實際需求，積極

落實平均分配圖書資源的目標，從閱讀環境的改善、

延長圖書館服務時間等，各區圖書館正逐漸建立起屬

於自己的在地特色和連結。

王志誠局長表示，目前臺中市各區已有多所圖書

館完成空間翻修工程，將提供市民更優質的閱讀環

境，未來期望各區圖書館能超越原有功能，除豐富增

加藏書量，活動也應跳脫過往框架，主動結合在地

社團推廣、凝聚讀者成立讀書會，並配合「臺中學」

計畫推動，在原有基礎上發揚光大，走出各館的自我

特色，作為傳遞交流臺中各類訊息的平臺，不僅是在

地小型文化中心，更是市民遊客聚焦新亮點。

閱讀新力量　進擊的中區資源中心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103年獲教
育部核定設置「公共圖書館中區資源中心」，並於

104年 7月 7日正式啟用，為葫蘆墩文化中心注入

文．圖／劉素吟

特色圖書館
區域文化明燈
中區資源中心及大安、大肚

、神岡、南區圖書館巡禮

新活力，除閱讀環境的優化提升，更導入國家圖書館

的專業資源協助，館藏以「多元文化」、「文化創

意」、「青少年」、「知識性」等四大類型圖書為主，

其中多元文化圖書包含越南、緬甸、泰國、印尼、馬

來西亞及柬埔寨等六國出版圖書為主，除增加新住民

閱讀母語圖書資源外，更達到促進多元族群文化交流

的目的。

知識就是力量，中區資源中心打造了包括「文化

創意與多元文化」及「青少年與知識性」兩大空間主

題，在打造創新的「複合式文化空間」外，亦強化「閱

讀」的核心價值，展現公共圖書館嶄新的人文閱讀風

貌，讓閱讀不只是習慣，更是堅定不移的信仰。

大安圖書館　首創知識光明燈

76年成立的大安圖書館，以「匯聚山川、走向
海洋」為主軸，結合地方海洋意象營造具有地方特

色的閱讀氛圍，並於 92、99年經過兩次閱讀空間的
環境改善，確立「自然生態保育」為主題，開發「大

安水蓑衣」文創產品，異業合作，跨域加值，建立屬

於大安的在地特色與營運重點。

談到如何讓區內人口僅有 1萬 9千多人的大安
圖書館，自 102年起借閱冊數突破 10萬冊，達到
高於全國公共圖書館年平均值的每人借閱冊數超過 5
冊的驚人成果，「讓民眾參與經營，對圖書館產生

認同感」是一個關鍵，像是大安圖書館首創導入「點

知識光明燈」的概念，開放民間企業及市民認養館內

位於葫蘆墩文化中心的中區資源中心收藏多國出版品，提供

新住民豐富的母語閱讀資源。

大肚圖書館的閱讀環境令人耳目一新

充滿海洋風情的大安圖書館兒童閱覽室

的雜誌期刊，刊物上則留有認養者姓名，甚

至擴大規模至捐款活動，除達到豐富館藏書

數量目的，也強化讀者與圖書館間之連結，

一舉數得。

山麓下的閱讀亮點　大肚圖書館

大肚圖書館在 73年成立，99年遷於現
址，102年獲得教育部補助進行改善工程，
已於 104年 5月間重新開放。完成改善後的
大肚圖書館，依不同年齡層及實際需求規劃

出不同風格的閱讀環境，像是一樓即以藍白

的地中海風格，營造休閒輕鬆的閱讀氛圍，

適合各個年齡層使用；二樓則以綠色為主體，

搭配造型天花板和書架，顯得活潑繽紛，貼

近兒童閱覽室的調性；三樓的典雅大方的色調，創造

一個屬於青少年閱讀的知性空間。

完成空間改善工程的大肚圖書館，一樓南面及東

面向外擴展，增加館舍使用空間，同時更改主要入口

位置，閱讀動線和空間更為寬敞流暢，整體空間通透

亮點篇

明亮， 不只藏書精采，圖書館本身即相當有「可看
性」！

在地閱讀好厝邊　神岡圖書館

神岡圖書館為地下 1層、地上 4層的建築，於
87年啟用，於 104年 7月間開始環境改善工程，並
於同年 12月完成整修。改善完後的圖書館，不僅打
掉原有多餘隔間，達到開闊寬廣的視覺效果，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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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有作為倉庫使用的地下室，改造為兒童閱覽室，

採光良好的大平面玻璃設計，是平易近人、愉悅的閱

讀環境。

未來，一樓的空間將展示在地的手工作品，神韻

藝廊也將成為在地創作者的舞臺，積極成為社區的一

分子。除此之外，神岡圖書館也組織凝聚螢火蟲讀書

會、新廣讀書會、神岡親子讀書會，並與鄰近國中、

小合作，辦理班級參訪活動，將圖書館功能發揮至最

大值，「圖書館就是如朋友般的存在，當你需要它就

一直在這」。

王志誠局長 (右 )巡訪空間改善後的神岡圖書館

神岡圖書館兒童閱覽室舒適明亮

導讀活動開啟長者閱讀的好奇心，長者頻頻發問。

南區圖書館，名符其實的社區書房。

大自然中愉快翻冊　南區圖書館

位於健康公園旁，被蓊鬱樹海包圍的南區圖書

館，有著得天獨厚的閱讀環境，自 103年進行全館
空間改善，並在 104年 3月重新開放服務讀者。改
善後的圖書館以融入在地環境為設計主軸，以擁抱大

自然的綠色閱讀為題，打造出溫馨舒適的閱讀空間。

且全館落實分齡分層分眾的閱覽規劃，並釋放活化地

下室大禮堂、四樓倉庫之空間，搖身一

變成為成人閱覽書區及自修室，打破原

有隔間限制，更具彈性運用以及視覺穿

透性。

將南區圖書館定位為「沒有距離感

和壓力，就像是社區的小書房」，館內

擺設有許多民眾和學生熱情捐贈的盆栽

與飾品，營造舒服溫馨的閱讀環境，目

前館方也與中興大學康樂服務社、明德

女中等單位合作，安排故事志工，朝圖

書館就是全民書房的目標，步步邁進。

圖書館的閱讀環境決定其功能發揮

的上限，經過空間改造美化的圖書館增

加讀者使用的意願，未來臺中市內有更

多圖書館將進行空間改造與活化，成為

守護在地知識的堅強堡壘。

閱讀，是一輩子的志業。西方諺語有云：「打開

一本書，等於打開了一個世界」。透過閱讀人類千百

年來所累積、流通和應用的知識，就像站在巨人肩膀

上，可以看得更高、更遠，是勇往直前在資訊爆炸的

21世紀，最強而有力的依憑。

圖書館服務市民　每天延長為 12.5小時
努力推動書香滿城的臺中，為提升借閱、推廣讀

冊風氣，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持續推動全民閱讀系列

活動「Book Start閱讀起步走」、「行動圖書館」、
「Reading Bar讀冊吧」、「百師入學」等，為市
民朋友播下幸福的種子。

為深化書香閱讀社會，平衡城鄉文化差距，林佳

龍市長特增編 3,000萬元的文化預算，積極推動「悅
讀 750」計畫，內容係指圖書館在 105年將延長開
館時間達每天 12.5小時，合計 750分鐘，除地處郊

區的石岡、外埔、新社 3館維持不變，其他各館積
極提供閱讀友善空間，更增辦夜間閱讀推廣活動，來

提高圖書館的使用率。

充實圖書　擴大通閱服務 
考量縮短城鄉差距、落實文化平權以各館館藏特

色、借閱率及館舍空間等評量指標，有效分配閱讀資

源，以達最佳效益化。在 104年度全年編列購書經費
計 5千餘萬，累計全年購書總量達 25萬餘冊、電子
書 1,043冊，至 104年底臺中市公共圖書館圖書館藏
量已達 392萬餘冊。104年臺中市民有 1,834,705人
次借閱，總共借出 8,734,686冊圖書。

此外，透過「圖書通閱」服務，市民朋友們除了

可至本市所轄公共圖書館隨處借、隨處還，亦可線上

預約甲地圖書館書籍，指定至乙地圖書館取書，徹底

打破地域限制，免除舟車勞頓，自此借還書更為便

利，且為擴大服務，規劃有 6部圖書巡迴車，以定
時定點的駐點服務方式，服務路線遍及市內 29個行
政區，不畏天候翻山越嶺，深入偏鄉傳遞書香。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圖書資訊科張曉玲科長指出，

各圖書館將陸續推出包括「親近書本、遠離 3C」親
子讀書會、電影賞析、銀髮族養生講座、朝九晚五樂

活桌遊等等精彩閱讀活動，肯定會讓臺中市的讀者

「眼睛為之一亮」。

文 /余宗憲

服務全面升級！迎接閱讀狂潮！

讀書之樂  樂無窮
服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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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新月異、變遷快速的現代社會，閱讀不僅是

決定個人競爭力的核心關鍵，也是提升一座城市品味

質感與文化涵養的重要能量。面對資訊爆炸、速食性

閱讀等因素影響，凸顯完整具思考性閱讀的重要性，

唯掌握蒐集、理解、判斷大量資訊的能力，才能讓閱

讀更有效率、品質，發揮其最大價值與功能。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積極推動城市閱讀風氣，提

出各項相關政策與配套措施，致力營造一個更健全、

友善、成熟的閱讀環境，讓所有臺中市民樂於閱讀、

喜於閱讀，因閱讀而喜樂，讓「翻冊」成為日常生活

裡再自然不過的一環，更讓臺中這座城市成為所有市

民都感到驕傲的文化標記。

讓閱讀　滋養生命的茁壯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多年來積極持續辦理「Book 
Start 閱讀起步走」活動，聯合 29區區圖書館，舉
辦贈書儀式、父母講座、故事表演、親子閱讀營等

活動。讓市民從小即養成優良的閱讀習慣，如設籍

臺中市 0-5歲的幼兒家庭，只要到圖書館辦理借閱
證、參加父母講座、借閱圖書，即可獲得「閱讀禮

袋」，內容包括專家推薦幼兒圖書及閱讀手冊，在

每對親子心中種下一顆喜愛閱讀的種子。

主題閱讀季　建立在地圖書特色

除此之外，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為整合臺中市圖書

資源，與各區圖書館以四大主題分季辦理各類型活動，

共同推動全市閱讀風氣，包括：1至 3月的樂齡閱讀
季、4至6月的青少年閱讀季、7至9月的兒童閱讀季、
10至12月的多元文化季，在春夏秋冬中以各式主題，
吸引不同年齡層或多元族群的讀者親近圖書館，同時

搭配在地產業特性、社區文化、串聯鄰近學校與產業

資源，成功凸顯各區圖書館的特色和風格。

凝聚知識之光　進擊的讀書會

近年讀書會被廣泛認同與接受，藉領導人的帶領

與協助引導成員順利徜徉在書海的豐富多元樣貌，臺

整座城市都在閱讀，圖為本市讀書會運作情形。

草悟道「Reading Bar讀冊吧」

容修正為讀書會補助金額最高以新臺幣 2萬元為原
則，但申請補助之計畫若具有公益性質之教育、文化、

社會福利團體，則不受此限。

讀冊吧，臺中人！

燈炮造型的「Reading Bar讀冊吧」迷你圖書館，
具有公共藝術的美學，裝置內陳列民眾捐贈的各類二

手好書，分布在公園地點的如勤美誠品草悟道涼亭吧

檯區、美術綠園道、夏綠地公園、臺中公園湖心亭等；

公共運輸地點包含臺中航空站及臺鐵的新烏日站、臺

中站、豐原站、大甲站、沙鹿站。文化場域如臺中文

化創意園區、國立科學博物館、臺中中山堂、港區藝

術中心、屯區藝文中心；商業空間如順天經貿廣場、

中友百貨、新光三越百貨。此外，洽公空間如南屯區

公所、清水區公所及新市政大樓。

閱讀已是這座城市中無可取代的生活片段，除各

行政區的公共圖書館外，散布在城市公共空間的 29
座「Reading Bar讀冊吧」迷你圖書館裝置，發揮了
提供市民隨時、隨地、隨手取書、換書的功能，與享

受閱讀的樂趣。下次經過「Reading Bar讀冊吧」迷
你圖書館時，不妨駐足停留片刻，取書閱讀，享受心

靈獨享時光，為生活點亮一片風景。

閱讀要趁早，奠定厚實學習力。 閱讀起步走系列之一，智慧尋寶活動。

中市政府文化局秉持倡導讀書風氣的原則，亦獎勵補

助優質讀書會，共同推動閱讀，提升臺中市文化素養

具指標意義，鼓勵本市讀書會的運作，穩定成長，再

次凝聚每一顆因閱讀而跳動的心。

建立團體學習、提升自我價值、突破學習盲點、

系統性思考是讀書會成立的主要目的與功能，臺中市

政府文化局針對臺中市內各讀書會的永續發展，特修

訂「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讀書會登記及補助要點」，內

文／余宗憲    圖／圖書資訊科

推動友善閱讀環境 
深厚城市文化底蘊

推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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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hung City Cultural Center
Kazuyo Sejima + Ryue Nishizawa / SANAA

View from the Park

坐落在清翠園北端的館址，讓讀者在大自然環境中舒適閱讀。（圖為 3D模擬示意圖）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施純福副局長

結合市立美術館、市立圖書館的臺中城市文化館，分棟、分齡的設計令人驚艷。（圖為 3D模擬示意圖）

城市閱讀推手、擁有 20多年圖書館管理經驗的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施純福，過去於高雄市擔

任市立圖書館館長時，積極推動「一區一圖書館」

的目標，矢志平衡城鄉文化資源的差距，成效卓著，

締造推動城市閱讀風氣的亮眼成果，「圖書館先生」

的雅號也不脛而走。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長王志誠過去掌舵高雄市文

化局時，兩人在共事期間培養十足的默契，這對擅

長推動閱讀文化的「黃金拍檔」，再次於臺中合體

出擊，期讓臺中「文化城」美譽再次閃耀整座島嶼。

臺中市政府已編列 3年 1億元的預算，將投入在舊
有館舍空間的翻新，讓現有圖書資源就地升級，提

供更好的服務給臺中市的廣大讀者。同時推出配合

措施，調整本市各區圖書館開館服務時間，落實文

化平權，並且推廣具一致性的閱讀活動，建立各區

圖書館在地特色，打造屬於臺中人的閱讀堡壘。

號召民間資源共襄盛舉　齊心再造文化之都

「閱讀力，就是競爭力」，施純福副局長訪談

中屢屢提及閱讀對於一座城市、一個國家的重要

性，他舉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 (Andrew 
Carnegie)為例，自 1881年捐贈第一座圖書館開
始，一共興辦了數千間的圖書館。「當你為社區興

建圖書館，就像為一片沙漠引進了一條川流不竭的

溪流」，施純福副局長表示，臺中市政府將推動民

間企業與政府合作投資興建圖書館，由政府出地、

企業出錢，企業擁有冠名權的方式，導進更多資源，

加速臺中閱讀環境的提升。

圖書館之外，施純福副局長也將支持發起募書

活動，號召出版社、書商、市民捐贈新書，邀請民

間的力量一同來為城市文化的茁壯盡一份心力，讓

閱讀成為全民運動，讓臺中成為一座最有競爭力的

文化之城。

引以為傲的閱讀場域，發展屬於臺中自己的論述。

施純福副局長表示，雖然市立圖書館的硬體建

設仍在進行中，但市立圖書館的組織架構、人員編

制已先到位，預計將於今（105）年正式運作，負責
推動與規劃臺中市閱讀的相關措施，將是提升城市

閱讀環境與條件的關鍵核心。

多管齊下增加圖書館的數量

數位時代，電子書改變許多民眾的閱讀習慣與

模式，然而圖書館的重要性與存在價值卻未曾減少。

相反地，圖書館的設立除了提供民眾閱讀空間外，

更肩負著聯繫社區的任務。施純福副局長指出，翻

轉圖書館勢在必行，如此方能對時代需求變遷做出

足夠的回應，實際作為除了經營理念強調合作、聚

集、科技，在硬體設施展現人性化與對環境友善的

設計，兼顧實用空間與視覺美學。

施副局長認為，臺中市目前無論是圖書館數量

或藏書量仍顯不足，臺中市政府已積極推動興建新

圖書館的計畫，如：北區圖書館預定於 105年暑假
完工開館，提供市民優質的閱讀空間。其他像是溪

西圖書館、李科永紀念圖書館、精武圖書館等，陸

續於明年投入服務的行列，值得期待。

興建圖書館除了具有平衡文化資源的功能外，

不只是閱讀綠洲　還要繁茂成一片森林   
談起位於水湳經貿園區，清翠園北端的基地面

積約 2.6公頃，正規劃設計中的臺中城市文化館 (市
立圖書館、市立美術館 )，施純福副局長表示由 99
年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日本建築大師妹島和世與西

澤立衛，以及國內知名建築師劉培森聯合進行設計，

預計 109年正式與臺中市民見面。

啟用後的臺中城市文化館，將是融合臺中在地

特色與國際潮流的建築館舍，除了首創採分齡、分

棟設計的市立圖書館；市立美術館亦規劃挑高 4米、
6 米、9 米、13 米、19 米 不
同高度的展場空間，是國內最

具多樣性空間的現代美術館，

將成為與世界藝術交流的頂級

平臺。

臺中城市文化館的一大特

色，是圖書館內蘊藏藝術、美

術館中備有藏書的設計，兩館

既是獨立同時又交互連結，資

源共享創造跨域加值的空間。

低碳節能的設計概念是另一亮

點，部分懸浮的空間提供涼爽

舒適的環境，打造出讓臺中人

文 /林依璇

訪施純福副局長談閱讀環境升級與
城市文化館建構

「圖書館先生」
的城市閱讀之夢

Taichung City Cultural Center
Kazuyo Sejima + Ryue Nishizawa / SANAA

Bird’s Ey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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