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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學的深耕：高雄一百與
文協百年

林奕成 高雄市立圖書館代理館長

本文闡述高雄市立圖書館（以下簡稱高市

圖）常年於高雄學的保存與經營，記錄珍貴的歷

史時刻——2020 年「高雄一百」及 2021 年「文

協百年」，如何發揮地方社區資源中心及地方博

物館的角色，透過書展、講座、工作坊等閱讀活

動，與市民共同回憶高雄的歷史與共同寫下高雄

的現在。

地方學與高雄學的沿革

地方學為 1990 年代開始興起，以臺灣各地

行政區域為範圍，對其進行歷史社會等相關面向

之研究，為近年來臺灣地方文史研究熱潮之一。

其與傳統地方研究最大之不同，在於地方學崛起

時，受到臺灣史開始被重視，以及社區營造運動

影響，因此有許多社造精神注入中，也帶來臺灣

地方文史研究的新面貌（注 1）。人和過去之間的

羈絆，本來就是由周邊的事物開始，如何面向大

眾，則是地方學的另一項挑戰。近年來台灣歷史

學界重新重視「大眾」，庶民既可以是研究對象，

更是對話對象，讓學術論述走入一般民眾的閱讀

視野（注 2）。

高雄市是全台灣面積最大、人口第三的直轄

市，各區設有公共圖書館。公共圖書館是蒐集、

保存與推廣社區多樣地方文化的關鍵機構，推廣

方式多元，如：建立地方文獻館藏、舉辦展覽、

說故事活動、製作具有地方特色的出版品、與地

方有關的互動性活動（注 3）。圖書館服務據點遍

佈各行政區，主要任務在於提供圖書資訊服務、

推廣社會教育及辦理文化活動。在現代社會的多

元型態下，圖書館不僅是書籍流通的空間，更被

賦予激發城市閱讀發展的角色，透過各種型態的

閱讀方式，書展、活動、講座等，為市民創造最

佳的閱讀體驗。

在高市圖中的高雄學：過去與現在

高雄學的過去—高雄書區及關鍵出版之窗

（注 4）

高市圖總館於 2014 年 11 月 13 日開館，帶

動其他地方公共圖書館興建新總館的浪潮，總館

於興建的過程承載著許多願景與想像。臺大歷史

系教授、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吳密察當年曾

提出，過去中央不論「有形」、「無形」都投資在

臺北，連研究高雄都還要跑到臺北中央圖書館臺

灣分館（現為國立臺灣圖書館）的「臺灣文獻館」

找資料，吳密察身為南部人，具有平衡、扭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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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不平衡的使命感，因此向高雄市文化局提出在

地方鄉鎮公共圖書館要有「鄉土專櫃」，建議文

化局史哲局長在新總館成立的同時，亦須成立一

個在地文史專區（注 5）。新圖書總館不僅是一個

新的文化地標，其更象徵著城市閱讀的力量。

新總館除為世界級的建築，更是高雄新文化

地標，開館之初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合作於四

樓設有「高雄書區」，徵集典藏有關高雄資料，

包括紀錄高雄之志書、歷史、地理、人文、藝術、

經濟、交通、名勝、古蹟、人物、文獻、雜記、

在地出版和作家及其它引發「城市內涵」相關主

題之各類型圖書、資料，建立在地特色館藏，成

為研究高雄之相關人、事、時、地、物之重要資

料典藏所在，並讓更多人親近、研究、見證高雄

歷史的淵源發展，增進對地方風土瞭解，也可以

做為鄉土教材、凝聚地方意識的重要知識來源。

全國第一個嵌入圖書館書架中的展覽「關鍵

出版之窗」，設於總館4樓至7樓的樓層書架中，

精心規劃設置 286 座玻璃展櫃，展示不予外借、

內容具關鍵或絕版的 572 冊經典好書，當中亦配

合 4樓高雄書區的規劃，於 4樓櫥窗展示有關高

雄的 156 本經典好書，如：陳菊《黑牢嫁妝：一

個臺灣女子的愛與戰鬪》、《美麗島雜誌創刊號》、

雷震《自由中國》等。「關鍵出版之窗」每一冊

「絕版好書」皆是獨特性，流傳稀少，具有文物、

學術或藝術價值之文本。展示圖書涵括 10 大類

中、外文絕版好書，包含各類（學科）主題，內

容具珍貴價值、富啟發與跨世代之影響力的圖

書、文獻、資料。書單除來自各出版社庫存圖書、

二手書店絕版書、學者專家專題藏書、文物古籍

收藏家、國家圖書館永久保存之送存圖書、專責

出版社等所蒐集清單，並發文向各機關、團體、

個人以索贈或借展等方式處理，並積極向大學各

學科領域系所徵集相關「關鍵出版」。

長年以來，經由常設書區「高雄書區」與常

設展「關鍵出版之窗」，展現高雄學與將圖書館

博物館化，經由「常設主題專區與展覽」持續將

「高雄」融入市民日常，並於館內形塑出在地感

閱讀氛圍，讓圖書館成為一個與書本親密、探索

知識的場所，開啟另類尋根溯源的知性之旅。

高市圖總館 4樓高雄書區 高市圖總館關鍵出版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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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學的現在—高雄一百

1920年 9月 1日，臺灣實施地方制度改正，

由原來的十二廳轉變為五州二廳，其中「高雄

州」的設立，為「高雄」之名第一次出現於臺灣

歷史扉頁中。高雄州不僅將原來的「打狗」改為

「高雄」，更改變了行政、經濟中心，藉由港口

的海陸聯運，高雄迅速起飛，成為南臺灣第一大

城，並逐漸轉變成以港口、鐵路、工業為主的港

灣之都（注 6）。逢高雄更名百年，為與民眾一同

追捕飄散在歷史洪流中的高雄曾經，經由《高雄

一百在地文史特展暨書展》、《百年港都 ‧ 世紀

書海》、《書寫高雄 百年風華》等特展，品味高

雄這座城市蛻變、成長的歷程。

高雄百年如何品味？高市圖邀請高雄在地文

學、歷史、教育、美術等領域學者專家以文學、

歷史、民主啟蒙、地理、經濟與產業、人物誌、

建築、海港意象等為經，爬梳 1920 年至今的好

書為緯，經廣泛網羅各類高雄書，再經選書會

議，由專家學者、館方代表、策展人共同討論，

挑選出兩百餘冊高雄經典，以六大類進行展出：

打狗人的筆墨風華、打狗人的似水年華、打狗人

的巷仔內、打狗人的文藝春秋、打狗人的大城小

事、打狗人的港都事（注 7）。圖書的層層堆疊象

徵百年知識的積累，也讓讀者於書島閱讀高雄百

年風華。

除了圖書，本次展覽特別規劃復古印刷機

「油墨印刷機與圓盤印刷機」的展出並搭配體驗

工作坊，讓讀者閱讀高雄經典外，能親自體驗傳

統印刷術的獨特與樂趣。隨著世代變遷，傳統工

「高雄一百在地文史特展暨書展」成果海報發表於第一屆「圖書資訊學術與實務研討會—實務海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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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技術逐漸被科技取代，每一台古董印刷機上面

所留下的斑駁印記都就如同歷史於高雄所留下的

歲月痕跡，讀者鼻尖嗅聞陌生又懷舊的油墨氣

息，加深對於高雄百年的認識，並於高雄百年之

際透過印刷手作活動留下屬於自己的高雄一百。

高市圖「高雄一百」的重要特展活動介紹如

下：

1.「高雄一百在地文史特展暨書展」：高市圖於

全市 35 個行政區（未含 3 個直轄市山地原住

民自治區）共有59間分館及1個民眾閱覽室，

各區分館（閱覽室）以地方文化中心為概念，

邀集文史專家爬梳地方發展故事並策畫主題

書展，讓在地市民能深入本市各區發展歷史，

追尋地方百年記憶。

2. 「百年港都 ‧ 世紀書海」特展：特展設於總

館 3 樓中央天井區，透過展示珍貴歷史影像

及關鍵圖書，串連高市圖的發展脈絡，將圖

書館的百年發展史呈現於市民眼前，喚起市

民對於圖書館的記憶，也細嚐港都百年時光

的點點滴滴。

3. 「書寫高雄 ‧ 百年風華」特展：特展設置在

總館 4 樓「高雄書區」以及「文化積澱」之

間的廊道，以文學、歷史、民主啟蒙、地理、

經濟與產業、人物誌、建築、海港意象等為

經，爬梳 1920 年至今的百本好書為緯，串連

起高雄的百年風華，展區成為廊道中讓讀者

停佇閱讀的小島，在小島上望見高雄，品味

高雄一百。「百年港都‧世紀書海」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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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學的現在—文協百年

1921 年重要文化啟蒙團體臺灣文化協會成立

（以下簡稱文協），以蔣渭水、林獻堂等人為首，

以「助長臺灣文化之發達為目的」，號召有志之

人共同成立。文協透過發行會報、講習會、演講

會等方式，宣揚近代知識、推展文化啟蒙運動，

開啟臺灣人意識覺醒和文化重建的序幕，其影響

更深入各個層面，以「知識」的力量，啟發臺灣

民權復興之曙光。2021年滿百週年，高市圖就「文

協百年」結合紀念書展、講座、工作坊、電影播

放及走讀等閱讀推廣活動，帶領市民認識文協。

民主是得來不易的果實，因有前人啟蒙，才

能漸漸地使民主茁壯，文協所留下的精神是「有

文化才有力量」，「文協百年」的各項活動，並

不僅是紀念一個團體或是一個年代，更要延續

的精神。高市圖拾起文協倡導的其中之一個理

念—文化教育，邀請極具文史專業的學者、講

師進入高雄市內七所校園，從高中學生的角度，

爬梳文協百年，延伸課本裡的篇幅，期許能夠激

發出學生在讀這段歷史之時，能有更深的感觸與

體會，並對民主參與、公民素養的培育能有更深

的體悟與重視。

高市圖「文協百年」的重要活動介紹如下：

1. 「民主的百年回聲：臺灣文化協會百年紀念書

展」：臺灣文化協會創立屆滿百載，以「解讀

百年文化」、「開創百年歷史的青年」、「文協。

文學」、「大時代。小人物」、「文協啟蒙在高

雄」五個主題展區呈現紀念書展，邀請市民

一同乘船穿越時光，見證民主思想揚帆啟航

的瞬間。

2. 城市講堂及校園講座—「文協百年」：邀請

史詩台劇《斯卡羅》改編的原著小說《傀儡

花》作者台大醫學院陳耀昌教授主講「從南岬

協議到文化協會」、蔡蕙頻老師以「文協闖江

湖：臺灣文化協會的百年回顧」，介紹文協百

年的故事。邀請文協團體中重要革命鴛鴦楊

「書寫高雄‧百年風華」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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逵先生及葉陶女士的孫女─楊翠教授主講「從

黑甜鄉醒來—葉陶和她同時代的女青年」，

主談女性文協。從文化教育面向回應文協傳

遞的精神，與高雄市內 7 所高中共同辦理文

協百年相關講座及「百年金工探尋文協百年

風華—金屬感光腐蝕工作坊」，讓青年學子

認識文協百年故事並搭配手作體驗。

3. 「百年追求Ｘ再現風華｜文協百年Ｘ放映Ｘ

走讀」：經由不同型態的閱讀帶領市民認識「文

協百年」。播映電影《阿罩霧風雲》，藉由電

影撥放照映臺灣歷史；由在地文史作家陳坤

毅老師及柯耀源老師導覽帶路，帶領民眾追

隨百年高雄（鹽埕線）及走訪葉陶的故鄉（旗

津線），經由走讀認識高雄與文協。

4. 「文協百年．蔓延在百年之後的我們」：高雄

文學館以「百年之前的文化協會歷史，如何讓

新生的文學世代持續閱讀與創造？」為題，先

劃分兩個重點的時空情境—「從台灣到高

民主的百年回聲：臺灣文化協會百年紀念書展

百年追求Ｘ再現風華｜文協百年Ｘ走讀─「文協百年
Ｘ來去旗津─探訪葉陶足跡」

「文協百年校園講座」高雄女中場次邀請楊翠教授（前
排右二）談女性文協

「文協百年．蔓延在百年之後的我們」講座─朱宥勳
「社運青年寫小說：楊逵及 1930 年代的台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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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及「從高雄到台灣」，濃縮出立體化的時

空情境，並聚焦在社會運動、語言混生與轉譯

創作三個重點。於時空背景與文學觀點的交

錯，期望能協助民眾，由宏觀到細觀、由淺

到深，理解並發展這段台灣文史與自身的關聯

性，從不同視角認識文協百年的意義。

小結

圖書館扮演地方知識站的角色，在歷史珍貴

時刻的當下，以最能貼近生活的歷史敘事─圖

書、文字、照片、展覽、走讀等，喚起逝去的先

賢或挖掘生活中事物的歷史深度，連結平凡生活

中的日常，以吸引讀者的目光及興趣，與市民、

讀者一起品味歷史中蘊含的風華。公共圖書館充

分發揮蒐集、保存與推廣社區多樣地方文化的關

鍵機構角色，並搭配眾多推廣方法，以策展、工

作坊、走讀等，以最貼近人們生活的文字敘事、

影像紀錄，讓歷史走入大眾。

圖書館亦非僅有單次式或節慶式的地方學保

存規畫，依館藏發展政策持續深化各區分館特藏

深度，並規劃逐年盤點分館區位條件搭配社區需

求發展「主題館」，以深化讀者服務並深耕特色

館藏，進行區域特色的保存與發展。積極爭取中

央補助計畫，如教育部補助公共圖書館在地資料

徵集計畫，有計畫之挹注與支持，得以發揮公共

圖書館歷史文化保存、知識累積之功能，使在地

文史記憶得以保存，並經由搭配的閱讀推廣活動

凝聚在地居民情感。經由多方面的策略與規劃，

讓高雄學的距離與民眾更為貼近，亦充分實踐於

市民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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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家貓被棄養
以後……

奧林文化 /11010/32 面 /30 公分 /32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0676921/881

這隻名叫卡斯的家貓想都沒想過，有一天竟然會

被主人獨自留在一座小島上！被迫來到陌生的環

境，凡事只能靠自己，但是長久以來受保護、習

慣安逸生活的他，面對這座危機四伏的小島，卡

斯該怎麼做才能找到出路呢？這則充滿異國色彩

且帶有超現實氛圍的故事，巧妙包裝棄養動物議

題，用顛覆想像的趣味角度談生命教育，提醒孩

子用謹慎負責的態度面對世上的所有生命，因為

人們一時的選擇，影響的可能是其他物種的一生。

（奧林文化）

康妮．思諾克 文圖；張家葳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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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看看世界

彼得．霍拉賽克 文圖；范媛媛 譯

奧林文化 /11012/48 面 /30 公分 /32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0676969/882

小矮人法蘭克有一雙長腿，但他只想待在自己的

美麗花園，聽外面飛來的小鳥講故事。終於有一

天，他也想講講自己的故事給別人聽，不過，想

要擁有自己的故事，可得先走出去看看世界才行

哪！於是他踏上旅途，穿過森林、越過高山，走

過晴雨，不畏困難與挫折，拜訪城市和鄉野，把

最美麗的風景，一一收藏心中。全書宛如翻閱一

張張精緻的風景明信片，鼓勵孩子勇敢走向世界，

為自己寫下最精采的生命故事！（奧林文化）

兒
童\

青
少
年
讀
物

我找到不怕黑夜
的方法了

梅莉斯．多弗漢 文；伊恩．德埃伊 圖；范堯寬 譯

大穎文化 /11007/34 面 /29 公分 /32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5570224/881

每當黑夜來臨，芳妮總是非常害怕。因為在漆黑

一片的夜晚，什麼都看不到也聽不見……可是當

她鼓起勇氣和黑夜說話，卻發現黑夜和她想的不

一樣，黑夜不只充滿繽紛的色彩和光亮，還可以

變成不同的樣貌！在細膩而詩意的描繪下，作者

溫柔的文字安慰了所有懼怕黑夜的孩子，並以極

富創意的方式引導孩子面對心中恐懼，克服害怕

的心理。（大穎文化）

兒
童\

青
少
年
讀
物

水豚帶來的
美麗新世界

奧林文化 /11011/48 面 /25 公分 /32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0676938/885

三餐都有主人幫忙準備、晚上睡覺也不必擔心危

險，這群生活在農場裡的雞，非常滿意這樣幸福

的生活。直到一群水豚的意外到來，打破了長久

以來的寧靜！母雞深怕水豚不懷好意，時時刻刻

小心提防，沒想到擔心的事情不僅沒發生，雞甚

至和水豚成為朋友，展開一場意外的冒險，看見

了未曾想像過的風景……一本探討權利與自由的

宏觀繪本，提醒孩子不要為了一時的安逸，使自

己喪失了主動追求更好未來的行動力。（奧林文

化）

阿爾弗雷多．索德圭特 文圖；黃婷涵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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