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閱讀「藝」級棒

走進高雄大東藝術圖書館
文 、圖／容容

80年前，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在美國出版了《生活

的藝術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一書，這是華人作

家最早以英文書寫的方式向外國人講述中國人的生活哲

學和藝術品味的一本著作。然而時光過去了 80年，再讀

這本上世紀 30年代的著作，依舊趣味盎然。這本書曾經

是華人作家高踞美國暢銷書籍排行榜第一名且長達一年

的唯一著作，也是林語堂先生譯本最多、銷路最廣、最

兩岸的「小文青」不也是另類的藝術追隨

者。臺灣各地大大小小的藝文場所，其實

就是為了讓民眾有更多機會親近藝術，並

讓藝術走進生活。這其中位於高雄市鳳山

區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就是港都的一處

藝文新地標。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原為高雄縣地方性

的文化藝術園區，後來縣市合併，一躍而

成為大都會型的藝文中心，因其選址在原

高雄大東國小的校地上，故以「大東」命

名之。籌建之初，乃是鑑於高雄鳳山地區

展演設施老舊，為使建城 200餘年的鳳

山，得以持續推動文化產業，帶動周邊文

創發展，遂籌設地方性的文化藝術園區，

經多方徵詢評估，選定緊鄰鳳山溪、百榕

園、捷運車站的大東國小現址，籌設「大

東文化藝術中心」，後來縣市合併，大東

文化藝術中心成為了高雄因應未來都市發

展及精緻文化藝術活動的最佳場域，不僅

在歷史文化層面表達深層意義，更結合捷

運發展，塑造出高雄現代區域文化核心與

新舊文化結合的休閒遊憩空間。所以大東

文化藝術中心被定位為一多功能文化園

區，包括複合機能的多功能演藝廳，規劃

文化創意商業空間的視覺展覽館，以及獨

具特色的藝術圖書館。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於西元 2012年 3

▲ 位於大東文化藝術園區的大東藝術圖書館緊鄰高捷大東站和鳳山公園，
是港都的藝文新地標。

膾炙人口的傑作。

林語堂先生在這本書中談了莊子的

淡泊，讚了陶淵明的閒適，誦讀了《歸去

來兮辭》，講了《聖經》的故事，以及中

國人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觀山，

如何玩水，如何看雲，如何鑒石，如何養

花、蓄鳥、賞雪、聽雨、吟風、弄月⋯林

語堂先生將中國人曠懷達觀、陶情遣興的

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東方藝術情調皆

訴諸於筆下，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個可

供倣傚的華人完美生活範本、快意人生的

典型，展現出詩樣人生、才情人生、幽默

人生、智慧人生的別樣風情，也道出中國

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藝術修為。

套句美國近代畫家馬哲 ∙ 威爾 (Robert 

Motherwill) 的話：「藝術遠不比生活重要， 

但是沒有藝術的生活多麼乏味啊！ (Art is 

much less important than life，but what 

a poor life without it)」

可見，藝術自古至今就並非曲高和寡

的東西，它源自於生活，當然也就無時不

刻的存於我們的生活當中。

只是近代人享受的慾望多了，離藝術

似乎漸行漸遠，其實藝術並不在華麗的殿

堂裡，只要走進書店或圖書館，多些時間

閱讀，就會讓我們多些藝術的眼光，於是

我們的視界就會變得很不一樣，近年風靡

YUAN MAGAZINE40 41

傳家
技藝

w
w

w
.t

aip
ower.com.tw

November 2017



月建成啟用，是一融合生活藝術與在地文

化特色的 合性文化中心。整體設計意象強

調自然元素，以半戶外建築空間與週遭生

態系統結合，引入自然風的流動、錯落的

光影、及雨水與鳳山溪等水資源，營造出

東方禪學之美。

而隨著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的落成，與

之緊鄰的高雄市鳳山區大東國小，也轉型

為精緻型迷你藝術小學，其特色的藝術人

文教育亦為人津津樂道。

從高雄捷運橘線大東站走出來，眼前

便出現一整列如巨大熱氣球的白色屋頂，

它們如漏斗般掛在方型的建築外牆上，好

像裝置藝術。數一數，每個面剛好都是 3

個。「3」在東西方都被視為一個好的數字，

東方人認為三生萬物，表示多；西方人則

認為世界是由大地、海洋與天空三者所組

成，也是無限大。或許建築師也想藉助 3

來表達一種寬廣之意，讓空間無限的延伸。

站在這些巨大的「熱氣球」下，從底

部向上仰望穹頂的天空，竟產生一種好像

隨著熱汽球緩緩升空的奇特感覺，潔白的

薄膜穹頂就這樣漂浮在半空中，讓人不由

得聯想到科幻電影裡那些通往宇宙的時空

隧道。

從建築師的設計理念來看，這些巨

大的半戶外薄膜屋頂的實用性才是最重要

的，它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像力。漏斗型

的設計創造了陰涼的微氣候，適合太極、

土風舞、球賽轉播或歌仔戲等各式戶外活

動使用。同時屋頂造型考量到各種天候狀

況，諸如颱風、驟雨及夏季高溫。屋頂的

大開口允許雨水進入下方的景觀水池；地

表的熱氣亦可由此處上升，附帶引導新鮮

氣流發生。這就是所謂的「漩渦」效應，

產生空氣對流的作用。而不論是演藝廳，

還是圖書館，都被設計成一個包覆於 X型

清水混凝土立面中的木盒，亦成為半戶外

空間各方向的視覺及空間焦點，並藉由微

妙的密度變化暗示內含的空間使用。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有一座涵蓋了 800

席多功能的演藝廳和半戶外的劇場，還有

展覽館、藝術教育中心和藝術圖書館 4棟

建築，其中藝術圖書館是全臺灣公共圖書

館家族首座藝術類型的主題圖書館。

圖書館的外牆上嵌著一顆顆如玉石般

的小水滴，色彩斑斕，這個名為「創造之

湧泉」的裝置藝術，表達泉水噴湧源源不

絕，雖灑在牆壁上，卻因泉水循環滴落而

永不乾枯，因而滋潤著人們忙碌的生活。

每顆小水滴都蘊含廣大海洋，而悠遊於寬

廣海洋之中的是創意無限的我們。其實走

進圖書館就是進入書的海洋，一本書就像

是一顆小水滴，滋潤心靈也激發出源源不

絕的創造力。

穿過「小水滴」的通道，就是沒有圍

牆的大東國小，一度因少子化而面臨前途

未卜的困窘，如今因大東文化藝術中心而

欣欣向榮，不出校園即坐擁全國數一數二

的文化藝術中心，無疑是全臺灣最有「藝

術氣息」的小學。

清水模的建築外觀看似簡約，卻透出

一股沉穩大氣，也與周遭的綠地和榕園和

諧的融為一體。

藝術圖書館的入口仿書店櫥窗的模

式，黑色的巨型邊框上書寫著中英文「藝

術圖書館ARTS LIBRARY」字樣，「櫥窗」

裡展示了 12本巨書，正好是館藏 12大類

藝術主題的書籍，包含文化藝術、音樂、

雕塑、繪畫、建築、舞蹈、戲劇、電影、

工藝（金石）、攝影、書法及動漫。而這

些清透的玻璃既可以透視室內，也能反射

▲ 充滿現代感的建築外觀半戶外的薄膜造型屋頂十分
吸睛，有如即將升空的熱氣球。

▲ 大東藝術圖書館是臺灣首座以藝術為取向的主題圖書館。

▲ 空中懸浮著熱氣球的裝置藝術，帶給讀者飛躍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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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現實的景物，於是在建築立面上形成

了虛與實的切割風景。當視線靠近是館內

靜態閱讀的讀者，拉遠則變成廣場上移動

著的影像，動靜之間就隔著這道玻璃互不

干擾，聲音也被阻隔在玻璃之外，隨著光

影的變化，折射的影像也不停變化著，在

建築體上留下活潑的面貌和豐富多樣的剪

影，成為另類生活化的藝術表徵。

溫暖柔和的色調，是一走進圖書館就

給人的第一印象。1樓複式的格局，只為

了讓更多的戶外陽光照進室內，同時也兼

顧到 2樓的採光。雖是深秋的午後，但南

部的陽光依舊熾烈，這時大片玻璃窗外加

裝的 Z字形斜階的外框，就起到了減緩陽

光直射入室內的作用，同時還具有防風的

安全功能。挑高的半空中懸浮著熱氣球的

裝置藝術，似乎帶給讀者飛躍的靈感。熱

氣球的下面正在進行的是「與建築師有約」

的專業諮詢活動，別緊張，這不是商業活

動，而是大東藝術圖書館與高雄市建築師

公會聯手舉辦的為民眾解決居家設計、建

築法規釋疑的諮詢活動。這項行之有年的

諮詢活動乃是源自於館方在建館之初就設

立的「建築生活美學專區」，不僅提供讀

者國內外建築方面的書刊，也通過講座等

活動，讓讀者了解當代建築、景觀、設計

等概念，形塑城市美學新風格，創造環境

永續品質，並引領開創城市時尚新視野。

每週日下午兩個小時的「與建築師有約」

便是這種構想下的產物。

穿過流通服務櫃台，就是兒童及青少

年基礎藝術專區，圖書館的吉祥物「藝小

圖」和「鳳小青」就站在入口處歡喜迎客。

「藝小圖」命名的涵意當然不言而喻，那

「鳳小青」呢？原來它是一隻在鳳山出生

的青鳥，自稱是鳳凰的後代，名字取自鳳

山與「青色（館徽）」之「鳳」與「青」。

兒童藝術專區除了兒童繪本、玩具書，還

有可做立體書的圖形區，這也是從小啟發

孩子的藝術靈感，通過動動手的方式來

「閱讀」。

2樓為多媒體聆賞區、建築生活美學

專區、藝術期刊區、密集書庫和功能教室。

由於圖書館的定位就是以藝術類為取向，

所以館方收藏了眾多世界經典及暢銷的藝

術圖書和期刊，來自國內外藝術中心的出

版品、歌劇、音樂劇、舞臺劇影音資料等

也洋洋大觀，同時完成了藝術資料庫和電

子書，總館藏的目標是 20萬冊（件）。

多功能教室則提供民間團體戲劇類、

舞蹈類的小型成果發表，並不進行商業性

活動。

3樓就是藝術圖書專區了，除了建築

以外的其他 11大類圖書在這裡都有屬於

它們的專區，最特別的是「海報暨節目單

典藏室」，收藏了數以萬計的國內外的電

影、戲劇、音樂等演出海報或節目單，琳

瑯滿目洋洋大觀。

由於館內各樓層的空間高度並不高，

所以書架的陳列，一般成人伸手就可拿到

最上層的書，深褐色的木質書架有著圓潤

的曲線，觸摸起來十分舒服。書架的間

距並不大，因為書架的設計是兩面開放式

的，剛好容納兩本書的寬度，所以一目了

然。靠窗的閱讀空間除了小型的沙發，所

有的椅子都是類似明清家具的圈椅，一道

圓潤的曲線，即可擁人入懷，符合「人體

工程學」。炎夏，雙臂倚在圈椅上，腋下

▲ 走進這道藝術之門，似也意味著走進了藝術
的殿堂。

▲ 圖書館的吉祥物「藝小圖」，命名的含義不言而喻。▲ 圖書館外牆的大片玻璃窗加裝了 Z字形斜階的外框，
既有防風的安全功能，也起到遮陽防曬的作用。

▲ 2樓提供影音多媒體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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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線，串聯各據點，並配合完整的交通網

路，讓南臺灣喜愛藝文活動、表演展覽的

朋友，多了欣賞與展演的文化匯集點，帶

領高雄進入藝文燦爛新時代。

自得生風、涼意習習。明末文人文震亨在其《長

物誌》中津津有味的寫著關於書房的規則：宜明

淨，不可太敞；明淨可爽心神，太敞則費目力。

我看大東藝術圖書館也頗符合古人對書房的要求，

閱讀空間不求大，只求舒適而不受外界的干擾。

圖書館室內的照明是另外別具巧思的地方，

由於室內高度相對較低，未免過強的光線對視力

造成刺激，天花板上的燈管以不規則的形式排列，

同時晝光色和日光色燈管交替，達到光線柔和的

目的。

穿透性的設計不只體現在書架、閱讀區，樓

梯採鏤空的設計，也是為了讓光源得以充分的利

用，同時也兼顧到小朋友上下樓梯的安全性。牆

壁上很多樂器的掛件一方面有裝飾的效果，也與

館內整體藝術的氛圍相互呼應，就像音樂要用心

靈去聽，用頭腦去感覺，藝術也需要我們用所有

的感官去體驗。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於西元 2008年 12月 5日

動土，隔年便獲得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規劃設

計類）。最早完工的演藝廳是在西元 2012年 3月

23日以紙風車劇團的表演開幕啟用，並獲得當年

度的 20屆中華建築金石獎（優良公共建設類）及

第 18屆建築園治獎（優質公共景觀類）。

西元 2012年 4月 22日，大東藝術圖書館啟

用，從西元 2013至 2016年連續獲得教育部書香

卓越典範圖書館的榮耀。5月 23日大東展覽館啟

用，至此全區建成開放，成為大高雄藝文生活圈

及捷運紅線、橘線藝文路網的重要據點。

未來藉由高雄捷運與各大文化網絡的串

聯，營造大東文化藝術中心、衛武營藝術

文化中心、高雄市文化中心為鏈結的藝文

▲ 室內照明以晝光色和日光色交替，營造出極為舒適
的閱讀氛圍。

▲ 3樓的「海報與節目單典藏區」很另類。

▲ 做為親子活動的重要場所也是圖書館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

▲ 圖書館窗戶映出的風景就像是一幅色彩斑斕的抽象
畫。

▲ 大面積落地窗搭配戶外景觀，讓閱讀變得很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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