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明俠  讀者服務組編纂 

地點：城區分館學習共享空間 

展期：2016年 11月 14日(一)至 2016年 11月 27 日(日) 

    地圖是記錄環境的符號語言，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尤其是現今

智慧行動裝置的普及化，網路速度的提升，利用「導航機」和「Google 地圖」讓      

"行"變得更加輕鬆寫意，不知不覺的，地圖已經走進您我的生活。不過，您有可能

不知道在漫漫的歷史洪流之中，臺灣一直到了十六世紀才開始出現在西方繪製的

地圖上，只是囿於當時測量技術尚不發達，地圖較不準確。 

    然而，地圖會說話，在不同時期繪製的地圖，會忠實地反應時代背景，從古

地圖中我們更可以了解先民開疆闢土的脈絡。因此，圖書館特向國立臺灣圖書館

借展「直經橫緯‧縮地千里」臺灣地圖展，讓全校師生有機會欣賞到三、四百年

前的國寶級臺灣老地圖，也從不同時期（17世紀前、清領時期、日治時期）、不同

類型（地形圖、堡圖、地質及水文圖、交通圖、產業圖、鳥瞰旅遊圖等）的地圖

中觀察，確實認識豐富多樣的臺灣人文地理樣貌，成為正港的臺灣人。 

    為配合本次展覽主題，圖書館特地從館藏挑出十一本臺灣早期歷史地理的書

籍（如經緯福爾摩沙：16-19世紀西方繪製臺灣相關地圖、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臺

灣老地圖、地圖臺灣：四百年來相關臺灣地圖…等等），以「老臺灣主題書展」為

名，與展區連為一個區塊，提供圖像與文字的知性之旅。 

    展覽期間，吸引數百位同學駐足瀏覽，

有同學看到一幅 1908年的「臺灣鐵道圖」，

臺灣是用橫躺來呈現，表示還蠻少見 

 

 

 

【右圖：1908 年臺灣鐵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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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同學見到 1936 年「新竹南

寮海水浴場鳥瞰圖」，驚訝當時南寮

就像現在抓寶可夢一樣的熱鬧。同學

也感謝圖書館舉辦此次展覽，讓大家

有機會認識早期臺灣的風貌，增長見

聞，是一場美好的校園知識饗宴。 

 

 

【左圖：1936年新竹南寮海水浴場】 

 

【同學參觀主題書展】 【同學參觀地圖】 

  

 

【電視牆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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