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術服務組  魏宇萱組員 

在電視上看到關於高雄市立圖書館

新總圖的報導後，這裡就被納入我的旅行

口袋名單之一。在一次南下的旅途中，即

規劃去參觀這座不僅裝滿了高雄人的熱

情與期待，建築本身更是經典之作，擁有

傲視各界的六項第一的圖書館。這是全球

第一座懸吊式綠建築、有全球最大的懸吊

景觀中庭、是全球景觀穿透性最高的圖書

館 ，也是全球首座挑高 7.5 米無柱遮蔽式廣場，同時也是全國首座全方位系統

建築以及最具功能彈性建築物。 

在參觀過程中，幸有任職於高雄市立圖書館的黃小姐提供詳細導覽，接下

來，就讓我們來看看幾個新總館內具有特色的設計與規劃： 

設計前，建築師劉培森先在高雄做田野調查，觀察到高雄人常在大樹下活動，

所以把「大樹下的常民活動」互動畫面和意涵，轉化為核心設計理念，在六樓天

井種樹，讓綠地在我們頭上展開，在圖書館裡就像坐在樹下一樣舒服。 

一樓廣場高達七點五公尺、可以容納近千人

（如右圖），半戶外空間採用複合式規劃，可以舉

辦各項活動，不怕日曬雨淋，或因天氣變化而取消

活動，空間動線、視覺都寬闊流暢。一樓這麼大的

廣場，為什麼找不到柱子呢？台灣地震多，會不會

危險？其實是「建築師把柱子變不見了」，為了讓

圖書館空間開闊、視線不被柱子遮蔽所採取的特別

工法。在角落做四個巨大的柱子，等於板凳的四支

腳，撐起建築物所有的重量（如右下圖）。 

然後用大型的桁架跨在四根柱子上做成天

頂，相當於板凳的凳面。接下來，從天頂用類似吊

橋結構的方式，懸掛高強度鋼棒，水平面用樑板把

鋼棒串起來，各個樓層的樓面就出來了。這些高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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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鋼棒擔任起傳統柱子的角色，把傳統結構中大約 90x90公分寬的大柱子，縮小

變身為成直徑只有 6到 12公分的鋼棒，整整縮小了十幾倍，讓室內空間通透（如

下兩圖所示）。 

 

三樓的中央服務台是參考日本鳥屋書店以（中文）書堆疊而成的服務台（如

下圖），另四樓多媒體區服務台是另一區以西文書疊而來的公共藝術作品。採用

「書籍」作為裝飾，這是以「舊書刊再利用」堆疊出「整個城市都是書」的書

香氛圍。 

新書展示區（如下圖），展示圖書館最新購買進來的新書(感受一下氛圍），

像精品書店一樣，讓圖書館也有誠品的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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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面景觀陽台，

有一整排的土肉桂和桂

花（如右圖），用來阻隔

西曬，而且等到樹長高，

還能隔絕噪音和熱能，達

到節能效果。空調設備，

也和一般公共建築差很

大。出風口不在頭頂上，

而是在腳底下。冷空氣從

地板直接往上吹，人體很

快就能感覺到涼爽，也可

以節省能源。架高地板是

單片單片組合而成，管線都藏在腳底下，有問題只要打開就可以維修。而空調機

也就在眼前，方便維護，不會像傳統裝在屋頂上或機房的冷氣，維修時讓師傅很

傷腦筋。 

高達十九億的總經費對自力建造的高雄市政府而言是個沉重又甜蜜的負擔，

中央沒有補助任何經費。而館藏百萬藏書哪裡來？高雄市文化局局長史哲提出了

「募新書百萬．傳愛智代代」的計畫，邀請全民參與，募書成為高雄城市公民運

動，企業大額贊助硬體興建、可於樓層冠名，小市民也可小額捐款購書，首創館

舍硬體由政府出資興建；館藏軟體由社會共同響應，如此的合作，相信市民們對

於圖書館會有更密切的認同感，進而參與配合圖書館所舉辦的活動。 

感恩牆上，就代表市民

募款結果。除了企業，還有

許許多多個人的贊助。1 億

元以上大額捐款，則可在樓

層冠名，捐款100萬元以上，

可在捐款感恩牆上留名，牆

上滿滿是溫暖感人的故事。 

其中有一位機車行

老板原本打算捐 5 萬元，但

他聽過圖書館簡報後，馬上

決定要捐出壹佰萬元，但因

他的財力不是很雄厚，所以採取每個月 7萬 7千元分期付款方式捐贈。也有家族

捐出母親的百萬遺產，再以父母雙親的名義共同留名，藉此來紀念生前喜愛閱讀

的母親，化小愛為大愛。感恩樹上 279片葉子，一片片被認養，代表高雄人對高

雄市民下一代教育的關愛和對圖書館的作為知識中心的期待。2014 年底為止，

已經募到高達 4億多元的購書捐款，捐款筆數逾 4,897筆，藏書量超過 70萬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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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樓英士館是高雄在地的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

英士總裁贊助新台幣一億元工

程款，故四樓冠名為「英士館」。

在這層樓有陳龍斌特別為高市

圖總館創作的有趣藝術作品，

作品叫做「文化積澱」，兩個半

圓書牆各放置了東方「沈思的

達摩」，以及西方文藝復興代表

人物「達文西」，代表東西兩種

文化典型，閱讀是文化積澱的過程，文明則是過去上千年的文化積澱而來的。 

高市圖總館是一座綠意盎然的圖書館，能夠被樹海包圍，是一件多麼幸福的

事！最令人驚嘆的就是六樓「館中樹 連天井」這八棵竹柏了，「竹柏」又叫做山

杉，是台灣常見的景觀樹與

行道樹種，建築團隊與園藝

專家經過許多次討論才決

定種下的竹柏，它的特性是

可以長得高，也較好照顧維

護，樹形也優美！ 

「館中有樹，樹中有書，館

中有樹，樹中有館」的概念

一直在總館大小角落細緻

地呈現，繞著連天井走一圈，

可以欣賞玻璃窗外的樹，在光線下變化的美好影像。站在六樓的人似乎感覺到自

己站在樹下。走到七樓的，正好在樹的中間段，似乎伸手可摸到樹尖，到了八樓

從上往下看又不一樣，每層樓、每個人看到的樹隨時都在變化，創造的記憶也會

不一樣。這是總館最特殊的「樹風景」。 

 

七樓是由高雄在地企業光陽

工業捐贈冠名「光陽館」。在這層樓的

「關鍵出版櫥窗」也是很特別的設置，

這是高市圖想讓大家認識出版史上的

關鍵出版好書，把「關鍵出版」書籍展

示在各樓層各類別的書架上，讀者隨時

可以和經典相遇，這是台灣一般圖書館

絕無僅有的書架上展覽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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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書和絕版書都是愛書人的特別收藏品，因此高雄市文化局展開全面大動

員，四處收集來許多珍貴絕版好書、經典有故事性或是具有保存價值的好書，目

前蒐集了詩人余光中老師《舟子的悲歌》，高雄的苿莉二手書店也捐贈了一百本

絕版書，真理大學的張良澤老師也出借了他收藏的絕版書，像是日治時期著名作

家作家西川滿的《華麗島顯風錄》等等。 

最後來看看地下一樓的國際繪本中心（如下圖所示），是全台灣第一座以國

際化為目標的專門繪本館。繪本是最受小朋友歡迎的書籍，其實很多大人也喜歡

這種色彩豐富的圖畫、充滿想像的故事情境，閱讀時可以進入想像的國度，發揮

創意，培養閱讀習慣，帶領孩子更容易啟發孩子們的學習和思考能力。高市圖認

為高雄是個國際化的城市，繪本中心也朝向國際化目標前進，因為可能有些外籍

配偶因為婚姻搬來高雄，也有些人可能因為工作或其他原因到了高雄，當他們想

要找到原生國家語言的繪本來讓孩子閱讀母語、認識「爸爸媽媽的故鄉」，要去

哪裡找書呢？國際繪本中心收藏以五大洲為區域劃分，近 2000家出版社，將近

12 萬本繪本和兒童圖書，把世界收進繪本中心來，讓家長不用再傷腦筋，更顯

現出高雄多元文化融合的城市特色。高市圖總館在繪本中心為親子們規劃出彷彿

森林的閱讀環境，藏著許多台灣原生動物陪伴孩子閱讀，更是規劃一區爬行區及

許多的硬頁書，讓 0歲的小朋友也可以進館使用。參觀時看到許多父母或爺爺奶

奶帶著孩子一同翻書講故事，他們都非常高興有這麼棒的地方可以帶孩子一起來，

而不是待在家裡陪孩子看電視。 

 

在地下一樓，還特別

設置了可以容納 400 人的專

業小劇場（如右圖），活動式

及可收納的座椅可以因應節

目需求調整劇場的空間，活

動式的舞台讓劇場保有最大

彈性，容納各種不同類型的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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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總館的特殊採購模式，採取中文圖書全案七折採購機制，

打破了傳統圖書館採購辦法。有什麼不一樣呢？以前，政府部門的圖書館買書，

用的是「低折扣」，廠商用低價搶標，價格越低的得標，但圖書館不能規範廠商

買哪些書，很多出版社根本不願意把好書低價賣給中間商，造成圖書館買不到好

書，民眾看不到好書，真正值得鼓勵的出版社所出版的好書也沒有辦法進到圖書

館，非常可惜。高雄市文化局史哲局長同時也是文化基金會的執行長認為，要保

障出版社和作者，就不能要求人家把書用低價賣給圖書館，這樣才能鼓勵創作者

和文化創意產業的成長。 

近年來，臺灣的公共圖書館在政府的重視及經費資源挹注下，不論在硬體建

設、空間設計、館藏內容充實及服務項目的推陳出新，乃至圖書館服務人員的專

業素質提升上，都有顯著的進步及成效。公共圖書館是一個地方或社區的教育、

文化、資訊與休閒的中心，民眾對圖書館服務內容和服務品質的期望，政府對圖

書館事業的重視程度和對公部門服務品質的要求，都會影響到公共圖書館的經營

管理。高市圖總館不僅外觀如百貨公司亮麗，館藏如百貨公司一樣琳瑯滿目，更

重要的是有著政府及民眾的大力支持。不過雖然得到許多的掌聲，但也接收到不

少需要再改善的建議，協助導覽的黃小姐表示做為一個高雄使用率最高，也最被

期待的公共圖書館，館方非常樂意接納各方意見，也持續努力要做的更好，讓高

市圖總館不僅是在建築方式，在服務上更是要達到翻轉圖書館的目標！有空，也

來新總館走走吧~ 

以上資料、圖片來源(包含數字)：高雄市立圖書館 

以下資料來源：2015 臺灣十大非去不可圖書館大票選網頁（檢索時間：2015.08.20）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位於亞洲新灣區，於 103/11/13開幕，並在 104/01/01正式營運，為公部門

與市民協力完成的圖書館，期望以知識閱讀帶動城市轉型，為高雄的文化新地標。 

(封面照片由聯合報劉學聖先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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