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灣大學文學院圖書資訊學系 

碩士論文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從嬰兒潮世代探討台北市公共圖書館 

高齡讀者服務 

Understanding the Public Library’s Services for Elderly:  

The Baby Boomers’ perspective 

黃家虹  

Chia-Hung Huang 

指導教授：林珊如 博士 

Advisor: Shan-Ju L. Chang, Ph.D.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June, 2012



 

i 

 

 

 

 

 

 

 

 

 

 

謹以此論文，獻給我的父親與母親。 

謝謝他們永遠給我最強大的力量，愛著我。



 

ii 

 

致謝 

生命裡有很多雙手是不會被遺忘的記憶。那些手，暖暖的。 

一直記得一年半前剛要開始寫論文的我，沒有頭緒、焦急亂竄。珊如

老師看出我的心慌，用他的手握住我的手，溫柔的眼神告訴我不要急、不

要慌；而後在每一個快要放棄、沒有動力的當下，珊如老師用他的智慧引

導我面對每一個挑戰，常常讓我覺得寫論文最重要的不是學問上的精進，

更培養了一個人在生命中面對挫折時應有的態度。謝謝口試委員吳美美和

葉乃靜老師，口試時的緊張被老師們和氣的笑容給化解，家虹的論文也因

為老師們的建議與討論，獲得重新思考文章裡重要邏輯、概念與環節的機

會，老師們寶貴的意見，家虹真的受益良多。 

謝謝研究所的同學以及學長姊、學弟妹們的陪伴。一直記得有一年的

暑假和研所朋友們到花蓮旅行，我們在沙灘上排成一列手牽著手往上爬，

那一刻不管什麼時候想起來都還是覺得很感動，好像常常是在提醒我，雖

然這條路不如預期中的容易行走，但是有你們的陪伴，我並不孤單。 

謝謝生命中許多的知己，尤其謝謝那些人生和我走往不同方向，卻願

意花時間伴我走過寫論文階段的好朋友。在你們的面前，我總是可以將許

多複雜的情緒釋放，然後回到最原始、最純粹的自己。我要感謝你們願意

理解與包容的氣度，謝謝你們陪著我渡過許多低潮的時候。 

謝謝我親愛的家人，你們是我幸福的來源。不只是因為你們沒有保留

的愛我、支持我，最重要的是你們永遠用驕傲肯定的眼神告訴我，我和別

人不一樣，但那並不代表我不好，那代表我的生命有多麼的豐富。 

我感謝每一個愛我的人，沒有你們、沒有今天的黃家虹。 



 

iii 

 

中文摘要 

本研究由嬰兒潮世代的公共圖書館使用經驗出發，探討他們的圖書館

使用經驗及需求，並且對圖書館的老年服務提出建議，期望能夠協助提升

老年服務的品質，也針對公共圖書館之於嬰兒潮世代人口服務提出應有的

考量。主要研究問題有以下兩大點：一、嬰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的動

機、期望，與圖書館之於嬰兒潮世代所扮演的角色為何？二、探討台北市

公共圖書館高齡讀者的使用需求與圖書館服務策略為何？ 

本研究主要以深度訪談法，輔以小型問卷進行受訪者基本資料蒐集。

除了將資料進行描述與分析外，根據「生命階段」與「圖書館資源的使用

方式」將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分為以下六種類型：已退休─資訊

尋求型、已退休─休閒娛樂型、已退休─生活充實型、未退休─資訊尋求

行、未退休─休閒娛樂型、未退休─生活充實型。每一類型選擇資訊豐富

的個案，分析該類型的經驗與特徵。而後將六種「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

使用類型」與「嬰兒潮世代利用公共圖書館的主要目的」結合，提出「嬰

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利用模式圖」，導引出三項嬰兒潮世代的服務策略：

高齡服務台的設置、加強多媒體資料中心的發展、佈置溫馨舒適的圖書館

閱讀環境。在結論與建議的部分，本研究根據三種公共圖書館的使用目

的：資訊中心、學習中心、活動中心，提出公共圖書館高齡讀者服務的未

來需求。首先是資訊中心，主要建議為：高齡服務台的設置、加強多媒體

資料的發展、建立高齡人口資訊服務的互助合作機制；而後是學習中心，

建議強化辦理適合高齡人口的學習課程；最後在活動中心的部分，則是建

議擴增公共圖書館與社區資源結合。 

關鍵字：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讀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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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ubject of public 

library provision for the baby boomer generation. Our main purpose is to assess 

the baby boomer’s perpections of the public library and identify any factors 

which would encourage more us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baby boomer’s perceptions of the public library 

service, this study used questionnaire and in-depth interview to collect data. We 

did analysis by comparing cases, focusing on the common phenomenon, which 

were later conceptualized and modelized. In addition to analysis the data of 

each case, the study catagorizes 25 interviewees’ data to six type according to 

their “life stage” and “the way of using the library”：retired-information 

seeking、retired-entertainment meeting、retired-life meaning fulfilling、non 

retired-information seeking、non retired-entertainment meeting、non retired- life 

meaning fulfilling.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we finally suggest the future needs for the 

library services to the seniors. First, Three suggestions to the Information 

Center：to establish the tailored information desk for seniors, to increase both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the Multimedia Center, and to conspire the 

information centers of the seniors；Then, the suggestion to the Learning Center 

is to keep providing th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seniors；Finally, the 

suggestion to the Activity Center is to combine the public library and the 

community.  

Keywords: Baby Boomers, Public Library, Readers’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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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其實哲學家尼采也說過，人生是一座橋梁，重要

的不是目的和結局，而是過程。（蔣勳，2009，頁 150）。 

21 世紀人口結構快速變遷，是全球性的焦點議題。目前台灣地區

公共圖書館對高齡化社會中的老年服務研究，偏重從高齡人口的需求特

質，探討至相關政策制定、輔助工具提供等議題，相較之下少有實徵研

究的進行。圖書資訊學是一門兼重理論與實務的學科，本研究希望透過

即將造成大量老人退休潮的嬰兒潮世代（經建會，2010），探討其圖書

館利用行為，並且討論公共圖書館的服務策略如何因應人口結構的改變

而有所調整。本研究將從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的使用經驗出發，討論

在終身學習社會中，圖書館之於嬰兒潮世代的現在與未來，所扮演的角

色及可能發揮的功能。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許多已開發國家中，主導新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是老年人口的快

速成長以及年輕一代人口數量的急遽萎縮，而這個現象卻是社會裡大部

分的人最近才開始注意到的事實(Drucker, 2002)。 

在發生全球暖化以及糧食短缺的危機之後，人口老化是另一個我們

將會面對的世界性議題。根據聯合國的統計資料顯示，老年人口的數量

將從 2000 年的六億零六百萬增加到 2050 年的十九億七千萬，成長將近

三倍。老年人口增加的速度是全球人口增加的兩倍，聯合國的報告中提

到老年人口的數量將快速地超過 14 歲以下的孩童，並且指出這是歷史

上前所未有的現象（聯合國，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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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台灣老化的速度居於世界之冠，根據內政部

統計處統計資料顯示，自民國 82 年起我國 65 歲以上老年人口占總人口

率首度超過聯合國衛生組織所訂定的 7%高齡化社會標準，進入「高齡

化社會（ageing society）」；由於老年比逐年遞增，至民國 99 年底達

10.74%；老年人口依賴比（扶老比）上升至 14.59%；每千人育齡婦女

生育人數 98 年降至 1030 人，「高齡少子」的趨勢愈加明顯。大約只要

再過 6 年左右，每 7 位台灣人就會有一位 65 歲以上的老年人口（內政

部，2010）。除此之外，未來社會老化人口隨著嬰兒潮世代邁入老年將

更加明顯，依據行政院經濟委員會「中華民國 97 年至 145 年人口推計」

的推估顯示，高齡人口占總人口比率將於民國 104 年增加為 14.0％，

達到國際標準及聯合國等國際機構所稱的高齡社會，於民國 114 年躍

升為 20.1％，邁入所謂的超高齡社會。估計由高齡化社會轉變成高齡社

會約需 24 年，至超高齡社會所需時間，則縮短為 8 年，顯示臺灣地區

人口高齡化之歷程將越來越快。並在 2014 年（民國 103 年）左右，當

民國 38 年前後出生戰後嬰兒潮世代人口陸續進入 65 歲時，高齡人口

將達 283.1 萬人後快速攀升（經建會，2010）。毫無疑問的，人口老化

的現象帶來台灣社會型態的巨大變遷，並且造成強烈的衝擊。 

圖書館事業的發展，隨著大時代背景的轉變也產生了讀者服務的改

變。醫藥衛生的進步、科技事業的發展，人類壽命相對延長，配合退休

制度的修訂，長春景象正悄悄地改變我們的社會。就公共圖書館的讀者

群而言，從學前兒童到銀髮人士，可以說是涵蓋了整個人生。公共圖書

館是參與個人一生學習歷程的圖書館(Dietrich, 1984)，並且已經被許多

國家或地方政府列為提供休閒或是持續自我學習的公共場域。(Bundy, 

2005;Kendall, 1996; Stock & Willett, 2007)。隨著人類壽命增長與醫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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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邁入老年時期的銀髮族仍普遍活躍，因此圖書館應與其建立良好的

關係。然而，大多數的圖書館都還沒有準備好面對高齡化社會來臨的挑

戰，不管是預算編列或是各項政策的制定，皆顯現圖書館對老人的服務

比不上老年人口成長的速度，更無法配合老年人口的需求，協助他們日

常生活問題的解決。(Decker, 2010) 

高齡人口由於成長快速還有教育程度逐年提高，圖書館空間規劃及

服務應做必要的調整以符合他們的需求，如此便需要對老年人有正確瞭

解、避免以偏概全。因此，為了提供更適切的休閒及學習環境，圖書館

除了需要多加瞭解人口老化過程中的生理及心理特質外，也必須考量不

同年齡層的讀者需求為何，才能針對其需求調整服務，進而營造一個舒

適環境協助其更容易獲取所需資源。在此前提之下，為數眾多的嬰兒潮

世代，因為成長背景造成的生活型態等各種特徵都有別於上一代的老年

人口，因而值得圖書館進行高齡化社會服務之思考時給予特別的關注

（Dobson, 2004）。 

嬰兒潮世代是未來公共圖書館的大量使用者，甚至在 2014 年圖書

館使用者將有超過百分之 65 介於五十歲和七十歲之間，圖書館的服務

政策勢必依據他們的需求做調整與改變(Bundy, 2005)。截至目前為止，

台灣地區公共圖書館的老年人口服務，採行評估、統計、新科技的討論，

著重於老年人口對圖書館的需求、資訊搜尋行為、輔助工具、資料近用

性等（黃愛華，2009）。這些探討公共圖書館老年人口服務的相關文獻，

雖然提供滿足老年人口資訊需求的有用方向，但更需要相關研究來檢視

老年人口實際的資訊活動及提供最適合老年人口需求的服務方式，包括

圖書館現在提供的服務及資訊是否能滿足老年人口的需求、圖書館對老

年人口而言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功能，都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後才能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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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本研究以公共圖書館為主要研究場域，並且由於研究者所處地域限

制，限縮於台北市立公共圖書館。希望由嬰兒潮世代的公共圖書館使用

經驗出發，討論他們的圖書館使用經驗及需求，並且對圖書館的老年服

務提出看法，期望能夠協助提升老年服務的品質，也探討圖書館對於不

同世代老年人口服務應有的考量。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瞭解嬰兒潮世代對公共圖書館服務的使用經驗及需求，作為公共圖

書館老年服務政策制定的參考資料，希望能夠協助改善公共圖書館老年

服務的品質，並且提供終身學習社會中公共圖書館服務的參考依據。 

二、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探討的問題可以歸納為： 

（一） 嬰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的經驗為何？ 

1. 嬰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的動機？ 

2. 嬰兒潮世代對於公共圖書館服務的期望？ 

3. 公共圖書館在嬰兒潮世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二） 承研究問題（一），探討台北市公共圖書館高齡讀者的使用

需求與圖書館服務策略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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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範圍與限制如下： 

一、 研究範圍 

（一） 本研究依文獻回顧結果，台灣地區的戰後嬰兒潮世代約出

生於 1949 到 1966 年，故以出生於 1949 到 1966 年間的人口為

主要研究對象來源。 

（二） 研究對象為使用過公共圖書館服務的嬰兒潮世代讀者，探

討其圖書館利用情況與需求、對圖書館服務的看法及建議等，

不涉及非圖書館使用者。 

（三） 研究對象以居住於大台北地區的嬰兒潮世代為主要來源，

不涉及討論城鄉之間嬰兒潮世代的差異。 

（四） 研究場域為台北地區的公共圖書館，不包括台北市以外的

公共圖書館使用經驗，也不探討城鄉之間公共圖書館使用經驗

的差異。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為質化訪談，不以類推整體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

用行為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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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 公共圖書館 

依據「公共圖書館設立及營運基準」（教育部，2002）第二條，

公共圖書館之分類如下： 

1. 公立圖書館 

2. 私立公共圖書館指由個人、法人或團體設立，以社會大眾

為主要服務對象，提供圖書資訊服務，推廣社會教育及辦

理文化活動之圖書館。 

二、 嬰兒潮世代 

原泛指 1946 到 1964 年出生的嬰兒。內政部資料顯示台灣地區

在 1949 到 1966 年出生率平均維持在千分之 35 以上，且至 1966

以後沒有再出現過千分之 30 以上的出生率。故本研究所指嬰

兒潮世代為 1949 到 1966 年出生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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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嬰兒潮世代 

一、嬰兒潮世代的定義 

從字義上解釋，嬰兒潮世代描述了一段時間裡嬰兒出生率快速增加

的人口現象。觀察世界人口的出生率，會發現從 1946 年開始嬰兒出生

率急遽上升並穩定增長，持續近二十年之久，在 1957 年達到高峰並保

持穩定，直到 1965 年開始下降，這段期間因為人口爆炸增長，稱之為

嬰兒潮(Whitbourne & Wills, 2006)。嬰兒潮世代的父母輩經歷經濟大蕭

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生活的艱苦及不確定性，導致延遲婚姻和與生

子的現象。待美國與其他同盟國於 1945 年第二次世界大戰獲得勝利，

百萬士兵返家，戰爭結束後的經濟重建，促使人民定居生活並且開始生

育，而產生了人口激增的社會現象。因此，一般所指稱的嬰兒潮為 1946

到 1964 年期間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發生的社會人口現象：百萬

軍人從戰區返鄉，促使一些國家出生率暴增，創了 1910 年以後新高紀

錄。 

廣泛而言，嬰兒潮世代泛指歐美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於

1946 年至 1964 年的人口，除了出生率的驟增外，也產生了全球性、

非單一國家的文化、社會和經濟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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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粗出生率圖 

資料來源：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2010）。人口統計圖，粗出生率及粗死亡率。

2011 年 8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ris.gov.tw/version96/population_01_G.html 

 

在台灣，人口結構的改變同樣影響整體社會的發展與建設。圖 1 所

示為台灣地區 1947 年到 2011 年間粗出生率，配合行政院主計處的統計

資料，可以解釋台灣社會兩個人口變遷的現象： 

1. 根據行政院 2008 年的統計資料顯示，台灣地區歷年出生嬰兒

數，從 1948 年（民國 37 年）26 萬 4 千人上升至 1949 年（民

國 38 年）的 30 萬人，並且在 1955 年（民國 44 年）攀升到 40

萬人，直到 1967 年（民國 56 年）才下降至 37 萬 4 千人（行

政院主計處，2009）。 

2. 歷年來出生率發現，出生率從 1947 年（民國 36 年）開始，高

出生率維持一段很長的時間，直到 1966 年（民國 55 年）才有

明顯的下降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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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統計處的資料顯示，臺灣在 1949 到 1966 年出生率平均維持

在千分之 35 左右，並且至 1966 年後都未再出現千分之 30 以上的出生

率（內政部，2011），所以推估台灣的「嬰兒潮」世代大約發生於 1949

到 1966；國內學者薛承泰從人口學觀點研究有關台灣地區人口的特質

與趨勢，也指出雖然歐美國家的戰後嬰兒潮（baby boomers）泛指 1946

到 1964 年間的出生人口，然而台灣地區以歷年出生嬰兒數與人口成長

率來觀察，戰後嬰兒潮大約發生於 1949 到 1966 年之間（薛承泰，2003）。 

本研究目標族群為台灣地區的戰後嬰兒潮世代，因此從出生率的增

減出發，將台灣嬰兒潮世代限定為出生在 1949 到 1966 年間的人口。 

二、台灣地區嬰兒潮世代的背景 

世代之間差異的重要性主要因為相關領域學者們研究發現：每個世

代都會因為當時的社會背景與結構，用屬於他們的方法去創造經驗、體

驗世界，也因此形成每個世代的特殊性(Williamson, Bannister, & Sullivan, 

2010)。Strauss and Howe（1991）提出能夠判斷同一世代的三個關鍵性

指標，分別是：年齡、共同的信仰及行為、整個時代背景下一群人所共

同扮演的角色；Kupperschmidt（2000）則認為世代是一群年齡相近者，

擁有共同的經歷，隨著時代發展而共同成長，同時也受當時重大事件影

響而有共同觀點的人口。因此，我們可以將「世代」解釋為是在社會與

歷史過程中，具有「共同位置」（common location）的一群人，由於此

一共同的世代位置，使得同一世代的人受限於特定的經驗領域、思想、

經驗模式以及獨特的行動類型之中(Mannheim, 1997)。上述學者的立場

及觀點同時呼應了 Mackay 的理論：世代會受社會、文化、經濟甚至科

技環境的影響；Mackay 並且指出，整體而言，不同世代的差異性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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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所接觸的時代資源、社會環境與背景的不同(Mackay, 1997)。 

從歷史的觀點討論嬰兒潮世代的生長背景，發現他們是處於理想社

會、經濟繁榮的時代。嬰兒潮世代的成長擁有比上一輩父母親更多的教

育與就業機會，是個人財富急速擴充的時候。當時美國正處於經濟與教

育擴張的階段，所以他們深受呵護與疼愛，在一個極度樂觀、繁榮，充

滿機會與進步的時空背景下成長，無形中影響了他們的人生態度與價值

觀，養成一種被賦予的心理，認為自己可以是眾所矚目的焦點，能夠企

求得到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田蘊祥，2003）。因為在積極的社會背景

下造就嬰兒潮世代的普遍個人特質是樂觀的，對自己充滿自信，在家庭

與學校生活中學習到團隊合作的精神，認為自己是舞臺上的明星，在尊

重傳統之外，竭力追求自我的成長與享受，重視自我成長與自我滿足

(Zemke, Raines, & Filipczak, 2000)。 

國內外學者與相關領域的研究者，對於嬰兒潮世代的劃分會因時代

背景的不同而有所不同。國內對嬰兒潮世代的分類，主要沿用美國學者

的分類，雖然可以顯示出部份世界共同的變遷，卻無法適切地表現多數

台灣人口的生活經驗，接下來我們將討論台灣社會獨有的「年級世代

論」，從台灣社會人口結構改變的過程及現象，探討台灣地區嬰兒潮世

代的背景。 

相較於「世代」，「年級生」一詞於 2000 年左右在臺灣網路社會興

起，成為當代臺灣社會中「世代」分類描述的主要方式之一。「年級」

一詞最早出現於 2000 年網路世界的「明日報個人新聞台」裡，文字工

作者 Mimiko 等一群於民國五十年代出生的人，設立「五年級訓導處」

逗陣網，透過文字敘述寫下屬於他們民國五十年代的童年回憶與成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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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他們自稱為「五年級」，並以此泛指民國五十年至五十九年出生的

世代。漸漸的人們開始稱呼民國六十年代出生的為六年級、民國七十年

代的為七年級（鄭亘良，2004）。之後發展出以幾年幾班的說法代表自

己出生的年份，如：五年二班代表的是民國五十二年（1963 年）出生

的人。若以「年級生」做為嬰兒潮世代在年齡的界定，本研究的目標對

象出生範圍為：三年級後段班（1946 年到 1950 年）、四年級全級生（1951

年到 1960 年）與五年級前段班（1961 年到 1966 年），即為三年八班

至五年五班出生的人口。 

光復前的台灣，在日本政府統治長達 51 年的歲月及皇民化政策的

推動下，不論是臺灣人的教育、經濟甚至是社會活動等，都因受到日本

宰制處於殖民社會型態。當時人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皆深受日本文化影

響，與西方國家同等時期的自主和自信截然不同。國民政府撥遷來台，

台灣社會經歷了「二二八」、「白色恐怖」等政治事件，政府實施戒嚴以

求社會安定，並且採用威權統治的方式治理國家；當時的經濟建設亦因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人民生活困苦，需依賴美援重建國家經濟。因

此，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與西方國家出現極大的差異（凃明珠，

2007）。 

1949 年嬰兒潮出生，正值臺灣光復時期，成長期間經歷 1968 年的

九年國民教育、1969 年的十大建設、1976 年的經濟成長率 13.86％創新

高、1987 年的臺灣解嚴等重大歷史事件，這段臺灣由貧至富的快速成

長期，大環境急速變遷形塑嬰兒潮世代在婚姻狀態、教育程度、個人收

入、家庭收入等多面向不同於傳統世代（洪國程，2008）。下表 1 為三

十年代後期至九十年代，台灣地區歷史背景及社會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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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十年代後期至九十年代台灣歷史背景及社會重大事件 

中華民國  社會與政治型態  政治重大事件  經濟重大事件 

三十年代

後期 

 以農業為基礎發展

建設 

 威權統治：一黨獨

大 

 政府撥遷來台 

 二二八事件 

 發布戒嚴令 

 實行地方自治 

 蔣介石擔任總統 

 實行三七五減租 

 發行新台幣 

四十年代   農業社會逐漸轉向

傳統工業 

 威權統治：一黨獨

大 

 簽訂中日和約 

 蔣中正連任總統 

 美國與我國簽定

協防條約 

 發生八二三砲戰 

 公地放領 

 實施耕者有其田 

 第一期四年經建計

劃加強農工建設 

 第二期四年經建計

劃促進經濟發展 

 推行財經改革方案 

 實施獎勵投資 

五十年代   傳統工業轉向外銷

工業 

 威權統治：一黨獨

大 

 實施九年國民義

務教育 

 台北市改制為直

轄市 

 蔣中正連任總統 

 遷台後，首度增補

選中央民意代表 

 第三期經濟建設計

劃，發展外銷工業 

 美援終止 

 第四期經濟建設計

劃，穩定經濟成長 

 成立高雄加工出口

區 

 第五期經濟建設計

劃，以發展電子工

業、農業現代化為

目標 

六十年代   由工業社會轉工商

社會型態 

 前期威權統治，一

黨獨大；末期漸轉

趨民主化 

 退出聯合國 

 中美斷交 

 蔣中正去世，蔣經

國接任總統 

 發生釣魚台事件 

 發生美麗島事件 

 黨外人士要求政

治民主 

 推動十大經濟建設 

 提倡「客廳即工廠」

 第六期經濟建設計

畫發展石化、電子

工業 

 推動六年經建計劃

發展資本、技術密

集工業 



 

13 

 

 成立外貿協會 

 設「經建會」、「資

策會」，發展資訊

工業 

七十年代   工、商業與國際貿

易發達，達泡沫經

濟高峰期 

 由威權統治轉型民

主政治，由一黨獨

大轉多黨制 

 民進黨成立 

 解除戒嚴 

 蔣經國逝世，李登

輝擔任總統 

 實施省及直轄市

長直選 

 設「國家統一委員

會」 

 開放大陸探親 

 終止動員戡亂臨

時條款 

 成立新竹科學園區 

 宣布經濟自由化、

國際化、制度化 

 開放外匯管制、新

台幣升值 

 公營事業民營化 

 股市狂飆 

 房地產狂飆 

八十年代   自由經濟，泡沫經

濟逐漸消退，出生

率明顯下降，進入

高齡化 

 政治民主深化，末

期正式進入政黨輪

替時代，兩黨支持

者對立造成政治紛

擾不安 

 新黨成立 

 第一次總統民

選，由李登輝當選

 國民黨分裂，親民

黨、台聯黨成立 

 陳水扁當選第十

任總統，第一次由

民進黨執政 

 股市重挫，國內經

濟開始衰退 

 開放國人至大陸投

資 

 加入 GATT 

 加入 APEC 

 引進外勞 

 失業率持續攀升 

九十年代   景氣蕭條，企業出

走大陸，少子化與

外籍配偶子女數增

加 

 政治民主自由，在

野黨為國會多黨。

兩黨對立轉為藍綠

對立，政治更加紛

擾 

 開放小三通 

 進黨勝選繼續取

得執政權 

 陳水扁遭貪污起

訴 

 馬英九當選第十

二屆總統 

 加入 WTO 

 國人至大陸投資增

加 

 網路商機啟動 

 金融風暴 

 股市崩盤 

 高失業率 

 貧富差距擴大 

 兩岸簽訂 ECFA 

資料來源：凃明珠（2007）。不同世代國中教師工作價值觀與工作投入關係之研究。

輔仁大學教育領導與發展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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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時代背景的轉變，整理出下表「三十年代後期到九十年代台灣

整體時代背景」。臺灣嬰兒潮世代在艱難的環境中成長，加上臺灣獨特

的歷史地位，這世代的人見證臺灣政治與經濟的成長與變化：經濟上，

是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時期。蔣經國時代，由於重要國

家工程建設不斷擴大內需，使得當時人人有工作，造成國家經濟上的成

長；在政治上，因為戒嚴令的貫徹，民主運動在當時受到壓抑；在國際

情勢方面，美國的援助與相關邦交國關係建立，影響了許多重要的歷史

事件；在教育制度上，則朝民主精神的方式進行改革。 

整體而言，在戒嚴體制下，當時的台灣社會為個人獨裁、一黨專政

或軍事統治，國家機關不僅對民間社會有支配及主導關係，對於當時的

市民社會、政治社會、經濟社會的運作和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價

值觀為思想保守並且重視事業與成就。 

表  2 三十年代後期到九十年代台灣整體時代背景 

中華民國  整體時代背景 

三十後期  草創階段，百業維艱。 

四十年代  陸續實行經濟建設計畫，由農業轉型為工業社會，經濟逐漸趨於穩定。

五十年代  經濟大幅成長，人民生活大為改善，加上九年國教的實施，使得識字率

大為提升。 

六十年代  教育普及化、政府推動十大建設使得經濟發達 

七十年代  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富足，解除戒嚴，加快民主腳步 

八十年代  第一任民選總統選舉開啟民主自由，社會風氣開放，政黨的輪替造成社

會劇烈變化。政府推動高等教育普及化 

九十年代  網路的普及，透過搜尋功能呈現無國界、全球化的狀態。高等教育普及

造成高等教育人口膨脹，造成高學歷高失業率的現象。金融海嘯風暴，

企業裁員、放無薪假，造成國內經濟衰退，失業率攀高。 

資料來源：凃明珠（2007）。不同世代國中教師工作價值觀與工作投入關係之研究。

輔仁大學教育領導與發展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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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嬰兒潮世代與公共圖書館 

一般人對老年人口的印象停留在他們應該居於養老院裡，並特別對

大字體書籍有閱讀興趣。其實，隨著嬰兒潮世代漸漸步入退休的人生階

段，圖書館的中高齡使用者已與以往不同。Kleiman(2008)的研究結果即

顯示，嬰兒潮世代的圖書館使用者希望圖書館能夠提供他們休閒娛樂、

終身學習、市民參與及二度就業與志工服務的機會。 

面對嬰兒潮世代的退休問題，各國政府都有許多因應的政策，譬如

澳洲政府制訂了許多延緩退休的相關法條與計畫，成立了社會包容委員

會（The Social Inclusion Board），保障所有的澳洲人民都有資源、機會

和能力去學習、參與各種教育訓練、參加各種人與人之間的交流活動，

並且發表自己的意見、參與重要決策的制定；同時也規劃了聯邦政府的

新黃金計畫（The Federal Government’s New Golden Gurus Program），目

標為幫助澳洲超過五十歲的人達成適應未來社會轉變的需求、並且了解

己身缺乏的能力。澳洲的部長諮詢委員會願景（The Ministerial Advisory 

Council Vision）提到，公共圖書館是終身學習的夥伴，將扮演一個值得

信任的角色陪伴每一個獨立個體探索生命中豐富的學習內容。該願景並

且揭示，每一個社會在建立社群照護體系時，圖書館都將扮演一個相當

重要的政策協助者角色，並且提出圖書館有以下三大目標：（一）作為

一個終身的、有權威的、值得信賴的資訊中介者。（二）提供一個場所

發展創造性的社群網絡。（三）促進各項資源以及資訊的分享(Aumann, et 

al., 2010)。美國的圖書館終身學習領導協會（Lifelong Access Libraries 

Leadership Institute），主要目標是希望能夠引導圖書館員在提升公共圖

書館對老年人口的服務時能夠往以下三個方向去思考：主動學習、展開

具有創造力的探索、以及提供參與有意義市民活動的機會(Hildr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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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在各國政府訂定的相關規範裡，即使看起來好像沒有特別提到

嬰兒潮世代，但其終極目標是服務社群裡的每一個人，尤其包含了嬰兒

潮世代的人口。 

要達成上述目標需要社會組織的相互配合，當然也提供了公共圖書

館去參與服務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機會。嬰兒潮世代的退休會影響所有提

供服務的行業，包含公共圖書館，因為許多研究皆指出公共圖書館是嬰

兒潮世代退休後良好的去處(Bundy, 2005; Williamson, 2009)，嬰兒潮世

代是未來公共圖書館的大量使用者，甚至在 2014 年圖書館使用者將有

超過百分之 65 介於五十歲和七十歲之間，因此，圖書館的服務政策勢

必依據他們的需求做調整與改變(Bundy, 2005)。 

Kleiman(1995)的研究裡指出，從公共圖書館開始建立相關的老人服

務算起，已經超過五十年以上的時間，雖然有許多創新，但是大部分仍

聚焦於提供大字體的書籍、居家服務、與安養院的合作等服務。社會大

眾對於老年人口仍然普遍擁有刻板印象，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現在幾

乎 90%以上的老人過著相當活躍、不依賴他人的生活。Dobson（2004）

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圖書館員們普遍認為嬰兒潮世代和過去幾年同樣年

紀的人口比較起來已有相當大的差異。未來，面對嬰兒潮世代即將退

休，圖書館有必要去了解這群人的需求。大部分的圖書館，雖然在現行

的服務和設備裡幾乎都沒有特別針對此一族群做設計，但多數圖書館員

皆認為有必要為了他們量身訂製特別的相關服務。 

雖然文獻中討論嬰兒潮世代與公共圖書館的論文有限，但已有探討

嬰兒潮世代與公共圖書館服務的相關研究： 

Aumann 等人組成的研究團隊，因為發現在 Victoria 的公共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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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裡沒有針對嬰兒潮世代特別提供的服務，因而針對其需求特質做研

究，探討公共圖書館與嬰兒潮世代間的關係，並且希望圖書館服務能夠

有效結合已有的兒童、青少年和年輕族群的服務，整合成可以提供給十

八歲到一百歲之間的綜合性圖書館服務。該研究結論中希望圖書館能夠

建立一個服務計畫，成為 Victoria 地區圖書館老人服務的參考樣本。並

且指出在讀者年齡增長的同時，公共圖書館員年齡也同時增加的社會觀

察，希望圖書館服務因應讀者年齡變化而改變的同時，圖書館也需要針

對圖書館員如何管理老化的工作環境，同時根據他們退休後想要圖書館

員提供的服務內容作為圖書館服務訂定的參考依據。(Aumann, et al., 

2010) 

Williamson 在 2009 發表他對戰後嬰兒潮世代需求所做的調查，希

望根據他們的需求提出圖書館可能的回應與服務策略。從 2005 年開始

進行前置研究，2007 年開始正式研究，皆採民族誌的研究取向，透過

焦點團體法和個別訪談的方式進行，研究場域為 Newcastle 和 Melbourne

的公共圖書館。Williamson 在文中肯定了公共圖書館與嬰兒潮世代的連

結關係，認為公共圖書館可以藉由了解目標族群的基本特性制定符合他

們需求的服務，以達成目標。(Williamson, 2009) 

Kahlert 發表過兩篇文章探討嬰兒潮世代與公共圖書館間的關係，

透過討論嬰兒潮世代特質的討論，希望能夠提出對公共圖書館對於老年

服務的參考依據。Kahlert 在文中強調嬰兒潮世代的退休將會影響所有

提供服務的行業，並且指出包含了圖書館的服務。同時強調成年人的異

質性很大，公共圖書館有必要針對不同世代的人口進行服務研究

(Kahlert,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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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bson 在他的碩士論文裡對公共圖書館可以提供給嬰兒潮世代的

服務做調查，希望能夠透過嬰兒潮世代對公共圖書館的看法及觀點，檢

視嬰兒潮世代是否有使用公共圖書館的障礙，並且進一步探討促成嬰兒

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的助因，以提升公共圖書館的服務品質。Dobson

的研究依循質性研究的路線，為了蒐集到能夠輔助回答研究問題、達成

研究目的的最多資料，Dobson 的研究配合三角檢驗法進行，對同一事

件或行為從各種來源管道蒐集資訊，使用問卷、焦點團體、訪談三種研

究工具蒐集資料。研究結果發現，無論是對館員或是嬰兒潮世代的人口

而言，圖書館若是想要針對嬰兒潮世代人口提供新的服務或是對現有的

服務做改變，那麼對他們的需求及喜好做調查是很重要的。未來，圖書

館服務必須針對此以族群做更多的規劃和相關議題的探討，特別是在此

一族群退休之後的將來，公共圖書館是協助他們重新建立生活的重要機

構之一(Dobson, 2004)。 

從文獻中發現，關於嬰兒潮世代與公共圖書館相關研究的缺乏。大

部份的研究針對於「老老人」，而且多數從他們的「不便性」作探討，

例如：行動不便、視覺和聽力退化等相關問題(Dempsey, 2007; Hildreth, 

2006)。Dobson（2004）指出這個領域裡關於「新老人」的相關研究相

對是很缺乏的，並進一步強調出嬰兒潮世代的普遍特質有： 

1. 更健康更積極更有行動力。 

2. 希望能夠在地老化。 

3. 不管有沒有報酬，都希望能夠參與有意義的社群活動。 

4. 希望能夠設計、管理己身或他人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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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不會將退休視為結束，反而認為那是生命裡嶄新的一頁。 

與過去老人的特質不同，嬰兒潮世代在他們生命的後半段追求尋找

的是：友善的環境、有意義的活動與學習機會、和社會與人群的互動、

資訊的交流(Dobson, 2004)。 

儘管對於公共圖書館與戰後嬰兒潮世代的研究數量不多，但是嬰兒

潮世代的問題將是全世界共同面臨的挑戰，就像 Williamson 等人所言，

研究報告的內容除了想要解決問題的渴求之外，也希望能夠提高大家對

於嬰兒潮世代相關問題的國際意識(Williamson, et al., 2010)。 

面對嬰兒潮世代即將退休、甚至形成圖書館使用人口主要年齡層的

未來，尤其因為現今的圖書館服務幾乎沒有特別針對此一族群做設計與

規劃，更顯示出圖書館去瞭解並且針對嬰兒潮世代做需求調查的重要

性。相關研究發現，幾乎每個接受訪談的圖書館員都認為有必要因為嬰

兒潮世代的特殊需求為他們量身訂製相關的圖書館服務(Dobson, 

2004)。本研究除了希望藉由探討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經驗以協

助改善公共圖書館老年服務的品質外，也期待能夠喚起學界對此一全球

性社會現象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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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共圖書館老年人口服務 

本章第二節探討了嬰兒潮世代與公共圖書館服務的相關論文，第三

節將從國內外公共圖書館老年服務的指標性政策，討論至國內外公共圖

書館老年服務的現況。 

公共圖書館是參與個人一生學習歷程的圖書館類型 (Dietrich, 

1984)，因此被許多國家或地方政府列為提供休閒與持續自我學習的公

共場域( Bundy, 2005; Kendall, 1996)。許多對老年人口進行的研究指

出，圖書館被認為是協助老化過程中的重要機構，並且為提供終身學習

的主要場所之一(Bundy, 2005; Kleiman, 2008)。Kendall（1996）針對公

共圖書館與老年人口服務的研究中提及，因為公共圖書館在老年生活中

扮演的角色受到越來越多的重視，甚至有長者在購屋時會以臨近社區有

無圖書館來做衡量的指標。相關學者們的研究發現高齡人口有較常使用

圖書館的趨勢，此研究結果同時也解釋了為什麼許多研究建議皆提及圖

書館的地理位置應該位於市區中心點，或是交通方便的運輸紐(Decker, 

2010)。許多專家學者皆在研究報告中表示，一年當中超過 65 歲之人口

使用圖書館的比率甚至比年輕人高出五倍(Bundy, 2005; Jones, 2006)。多

數相關的研究報告都說明了圖書館之於高齡人口的重要性，如：Emily 

Stock 和 Peter Willett 在 2007 年對 Derbyshire library 進行的圖書館長者

活動參與報告中提出，高齡人口確實可以從參與圖書館活動而得到享受

人生、社會參與、自我認同、生活資訊等的正向生命歷程。專家學者們

的研究報告顯示公共圖書館在面對二十一世紀人口快速變遷的過程

裡，是應該重新思考誰是圖書館的使用者、他們需要什麼、他們的角色

是什麼，並且提出圖書館界如何面對時代變遷的具體方針( Deck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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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Willett, 2007)。 

在老年服務政策方面，美國政府為了落實公共圖書館對老年人口的

服務，於西元 1971 年美國圖書館協會（ALA）就訂定了「The Library's 

Responsibility to the Aging」，呼籲公共圖書館對老年讀者應有 10 項服

務的責任；並且在西元 1999 年通過修正版「圖書館老人服務指引」

（Guidelines for Library Service to Old Adults），具體提出七項服務依

據；西元 2005 年 ALA 在白宮老化會議（2005 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Aging (WHCoA)）會前會提出 4 大領域、24 項老人服務相關之政策

與優先次序；西元 2008 年 ALA 的參考及使用者服務協會（RUSA，

Reference and User Services Association）核准「對老年人的圖書館和資

訊服務指引」（Guidelines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to Old 

Adults），顯示美國圖書館界早已重視並關注高齡化社會老人服務議題，

也特別對老年人提出應有的服務策略與規劃。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共圖書館宣言」指出「公共圖書館是地方的

知識門戶，提供個人及社團終身學習、獨立判斷、文化發展的環境。」，

依據我國於民國 90 年公佈的圖書館法第四條：「公共圖書館：指由各級

主管機關、鄉（鎮、市）公所、個人、法人或團體設立，以社會大眾為

主要服務對象，提供圖書資訊服務，推廣社會教育及辦理文化活動之圖

書館。」，在民國 91 年通過「公共圖書館設立及營運基準」，更明白指

出公共圖書館之設立，應配合地方特性與需要，蒐集、整理、保存圖書

資料及地方文獻，謀求普遍利用，並提供諮詢服務及推展各種文化與教

育活動。因此，公共圖書館在社區或地方上一直扮演著「知識橋樑」的

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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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要探討公共圖書館老年人口服務的實務經驗，可以從 1970 年代

紐約布魯克林公共圖書館（Brooklyn Public Library）設立的「高齡人口

服務」（Service to the Aging）開始。該圖書館針對老年人口提供的服務

項目包括提供特殊設備，例如：大字體書籍、照明放大鏡、盲人閱讀器，

讀書會，影片欣賞，圖書郵遞，圖書寄存。除了圖書館本身針對老年人

口進行相關服務的規畫外，布魯克林公共圖書館也與紐約市立技術學院

的老人學習中心合作開設課程，例如：日常生活心理學、人類學概論、

新手學作詩等課程，期望能夠實現公共圖書館成為終身學習機構的目

標。「高齡人口服務」還提供了老人資訊轉介服務，是透過例如：醫療

小冊子提供、租金豁免申請，希望公共圖書館可以協助老年人口滿足健

康與財務上的需求；除此之外，為了擴展圖書館的使用對象，布魯克林

公共圖書館申請成為老年市民申辦交通系統優惠卡的處所，讓老年人口

接觸圖書館的機率提高，也增加館員向他們介紹相關活動或者服務的機

會；為了具體實踐「老人服務老人」的原則，促進老年人力資源再利用，

布魯克林公共圖書館也提供相關的培訓課程，讓老年人口有機會成為活

動或課程的助教（Kleiman, 1983）。布魯克林公共圖書館除了顯示國外

公共圖書館提供老人服務的種類多元外，特別之處在於布魯克林公共圖

書館的老年人口服務除了對圖書館本身做規畫，也希望透過醫療體系、

戶政單位、圖書館、高齡服務機構的整合，形成綿密的關係網絡。 

除了布魯克林公共圖書館透過「老人資訊轉介服務」，讓圖書館成

為一個老年人口資訊交流的中心外，美國堪薩斯市公共圖書館（Kansas 

City Public Library），也透過圖書館的專業服務針對老年人口提供「老

人讀者諮詢顧問服務」。並且透過諮詢顧問服務的經驗，由該館館員

Ahlvers（2006）經實例指出老人讀者諮詢顧問服務的挑戰與克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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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介紹相關資訊給圖書館界參考，例如有大字版書出版社的名單、

郵寄書服務如何節省經費等，希望能夠推廣公共圖書館實行老人讀者諮

詢顧問服務。根據實務經驗，Ahlvers（2006）指出部分老人讀者可能缺

乏正常的社交接觸，因此除了提供專業訓練上的建議外，在服務老人讀

者時也應多花時間與老人讀者協調，在幫助他們找到圖書館資源的同

時，也讓互動過程豐富老年人口的生活。Ahlvers（2006）同時指出，隨

著時代的變遷與發展，館員應了解不同世代老人的特質，譬如沉默世代

與戰後嬰兒潮世代，並且有必要針對不同世代，提供適合的讀者諮詢顧

問服務。 

澳洲坎帕斯普地區圖書館（Campaspe Regional Library）針對老年

人口提供了「送書服務」與「說書服務」。「送書服務」指的是進行圖書

館資源傳送的服務。希望可以幫助無法到圖書的讀者使用圖書館資源，

服務對象為生病、身體障礙或忙於照護他人而沒有自主時間的讀者

（Mustey, 2009）。「說書服務」是「送書服務」的活動內容之一，希望

透過派遣志工定期拜訪坎帕斯普地區的老人照護之家，提供機構內願意

參與的老人免費的讀書與討論活動。透過志工說書與分享自己的故事，

並且引導參與者談論喜愛的書、彼此分享故事與回憶。（Mustey, 2009）。

有異於提供給各年齡層的送書服務，「說書服務」是坎帕斯普地區圖書

館專門為居住在安養機構的老人所提供的服務，希望能夠讓因為身體退

化而無法自行閱讀書籍的老年人口，有繼續閱讀書本的機會。「說書服

務」是該圖書館與坎帕斯普郡四家老人安養機構共同合作，於 2006 年

開始進行。服務方式為說書志工定期到安養機構說書給願意參與的老人

們聆聽，並且透過一起聆聽書籍的同時，讓參與者能夠彼此交流、分享

生命的故事，相關資源則由坎帕斯普地區圖書館及其它分館共同負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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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Mustey, 2009）。 

除了特殊資源提供、老人讀者諮詢顧問服務、送書與說書活動外，

國外公共圖書館在空間及設備上也有針對老人讀者進行的各種改善及

創新。以北歐地區的挪威坦斯堡公立圖書館為例，在空間與設備上因為

年齡帶來的視力退化與行動減緩等問題，該館將館內柱子漆上斑馬條紋

以利視覺辨識，同時也將電梯門開關速度減緩，以利行動遲緩者進出（周

傳久，2009）。除此之外，北歐地區的公共圖書館也推行行動圖書館的

服務，除了規劃行動圖書車，並且成立專門負責此項業務的部門。同時，

為了方便行動圖書車運作，圖書館經常選擇以大巴士做為行動圖書車，

不僅可載運的圖書資源更多，同時也有空間提供其它服務，例如在行動

圖書車上網；許多公共圖書館會在館藏庫房旁設有圖書車專用的停車

間，利於圖書車的資源透過輸送帶直接傳回書庫進行整理，加快資源更

新速度。值得注意的是，因為行動圖書車的服務對象多為社區內的老

人，因此芬蘭部分圖書館與社區也考慮結合健康檢查與相關活動，成為

行動圖書車提供的服務項目之一（周傳久，2009）。 

台灣地區公共圖書館老年人口服務，主要以特殊設備與資源提供為

主。除此之外，圖書館亦透過成立專區提供讀者使用資源或服務的空

間，例如：中央圖書館台灣分館的「樂齡資源區」以及台北市立圖書館

「樂齡學習中心」，以樂齡專區達到場地提供服務，並且辦理讀書會與

相關活動課程。以下分別介紹上述圖書館的樂齡專區與其提供之服務。 

首先介紹台北市立圖書館的「樂齡學習中心」。為因應社會型態之

變遷和民眾對閱讀需求之日益增加，台北市立圖書館組織任務小組針對

未來發展與經營方向規劃 「臺北市立圖書館 2005-2010 策略計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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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夠有目標、有效率的提升城市閱讀之風潮，並善盡公共圖書館推動

終身學習、傳播資訊、保存文化與倡導正當休閒文化的功能。因應社會

環境不斷持續進行轉型與改變：少子化、銀髮族和新移民人口之增長改

變了人口結構，圖書館服務對象更為多元。為此，台北市立圖書館在

「2011~2015 年策略計劃」提出的八大目標中，第四大目標即為「提供

兼顧各年齡層及多元族群之讀者服務」，其策略四更訂定為「因應高齡

化社會，加強銀髮族服務」，並根據策略四提出五項行動方案： 

1. 提供銀髮族各種貼心服務。 

2. 針對銀髮族興趣與需求開辦相關課程，協助成功老化。 

3. 建立銀髮族整合資訊服務中心，拓展服務據點，提供銀髮族相

關資訊。 

4. 規劃銀髮族說故事或聽故事活動。 

5. 運用銀髮族人力資源及其專長，開設同儕學習課程，提供再次

服務社會機會。 

據此，台北市立圖書館分別在總館、松山分館、士林分館、大同分

館、文山分館、內湖分館設置「樂齡學習中心」將行動方案具體實施，

並且在不同的學習中心發展出自我特色，如以下所簡介： 

1. 大安區樂齡學習中心 

（1） 標語：樂齡歲月百寶箱，打造創意新生活。 

（2） 特色：「創意生活」，主打特色課程。由學員組成興趣

社團，各組由樂齡志工或擁有專長之學員帶領學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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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課程以創意生活作為主軸，辦理生活園藝、創意紙編、

生活英語、書法等學習課程，並且包含各類型學習內容，

持續辦理高齡者教育與學習、退休生活與規劃、健康管理

等講座。 

2. 松山區樂齡學習中心 

（1） 標語：樂齡、樂活、樂學習；玩美、創藝、畫人生。 

（2） 特色：「創意美術」，其課程包含色鉛筆進階班、創意

紙編、養生拍打功、電影導賞、馬賽克拼貼、版畫進階班、

壓克力彩繪、簡易拼布、紙黏土捏塑等等相關玩美創藝及

養生課程。 

3. 士林區樂齡學習中心 

（1） 標語：鄉土、憶舊，老大人ㄟ創意族譜。 

（2） 特色：「創意族譜」，以老大人為主軸，結合人文、藝

術與科技三個面向，辦理創意家譜、創意美術及電腦家族

相簿等課程，創作專屬於老大人個人及家庭的生命故事

書。 

4. 大同區樂齡學習中心 

（1） 標語：優雅、風華，「布」思議的創意天地。 

（2） 特色：「創意布藝」，以布藝為主軸（創意藍染、彩繪

畫布、簡易拼布、染布與印花），再搭配長輩們喜愛且容

易入門的園藝、運動、電影欣賞、國畫、腦力訓練、紙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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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養生保健等課程，動靜皆有，除了滿足長輩們不同

的需求與學習興趣之外，也希望長輩們都能有「頭好壯壯

樂生活」。 

5. 文山區樂齡學習中心 

（1） 標語：景美樂齡，樂在學習；新呈古藝，聲聲不息。 

（2） 特色：「說唱藝術」，結合「說唱藝術」及「口語傳播」

的藝術、語文、口語及溝通技巧等元素，辦理學習課程、

講座，另規劃「琴、棋、書、畫」及「茶藝」課程，以充

分開發地方文藝特色，希冀透過一系列活動安排，豐富樂

齡生活，同時建構出一個具有「民俗藝術」及「茶館文化」

氛圍的樂齡學習中心。 

6. 內湖區樂齡學習中心 

（1） 標語：內外兼修學無盡，湖光山色樂齡居。 

（2） 特色：「科技、環保」，結合地方產業與特色，提供銀

髮族多元化的學習課程，並培訓樂齡志工，鼓勵銀髮族多

學多動，享受健康生活。 

除了台北市立圖書館的「樂齡學習中心」之外，為因應高齡者越來

越多元的資訊需求，國立中央圖書館台灣分館， 2009 年 7 月於圖書館

二樓開闢「樂齡資源區」，除提供適合高齡者閱讀的圖書及視聽資源外，

另有相關設備輔助閱讀。該區除購置文學、醫藥健康、家政園藝、國內

外史地及藝術與休閒類一般及大字版圖書 1,500 冊、有聲書 400 件、 影

片 100 件供樂齡讀者使用外，並提供 22 吋螢幕桌上型擴視機 2 組及網



 

28 

 

路檢索電腦 6 組、桌上型放大鏡燈 6 座、手提音響 2 部、老花眼鏡、放

大鏡及血壓計等設備，另於期刊區、書目檢索區及視聽區同時設置樂齡

座位提供高齡讀者優先專用。 

中央圖書館圖臺灣分館為了促進高齡者終身學習的理念，也辦理多

項活動。除了開辦社教研習班、終身學習系列講座、與作家有約等專題

學習講座外，還有樂齡主題電影欣賞、「樂齡學習 e 起來」免費電腦研

習課程等，希望協助高齡者具有使用圖書館及網際網路各項資訊與設備

之能力，未來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也計劃積極籌劃更多元之樂齡活動及

服務，包括樂齡保健講座、電腦研習及電影賞析等課程，配合發送「樂

齡學習卡」供集點兌獎，鼓勵年長者終身學習，以保持其身心靈的健康

並豐富其生活內涵。央圖台灣分館樂齡專區的閱讀設備有以下五大項： 

1. 網路檢索電腦（6 組）：持借閱證，親自向服務臺人員辦理登記，

每次使用一小時。 

2. 擴視機（2 組）：配備 22 吋螢幕，可因應不同需求調整角度，

方便樂齡讀者閱讀。 

3. 桌上型放大鏡燈（6 座）：燈頭前罩配備放大鏡，可旋轉及調整

燈臂，適合個人閱讀需求。 

4. 放大鏡及老花眼鏡：持借閱證或身分證件至櫃檯借用。 

5. 樂齡圖書主題：總共分位以下八大主題，醫療保健、散文與小

說、音樂與美術、茶藝與花藝、休閒旅遊、武俠小說（大字版）、

戲劇與舞蹈、當日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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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料蒐集可以發現，台灣地區的公共圖書館老年人口服務，主

要為提供相關的特殊設備與資源，例如大字體書籍、閱讀輔助工具。除

此之外，公共圖書館也為老年人口辦理課程與活動，其中又以讀書會、

資訊科技教育、休閒講座與相關樂齡課程為主。以台北市立圖書館總館

及分館為例，各有不同主題的「樂齡讀書會」，以有老師領導或是小組

成員自行組織而成的團體為單位，主要目的是彼此分享閱讀經驗與生命

歷程；資訊科技教育方面，內容從基礎電腦、網路使用到進階的影像處

理，配合科技發展與變遷的趨勢，提供相關課程給老年人口學習進修；

休閒講座涵蓋內容廣泛，理財、健康、電影欣賞…，除了提供相關資訊

外，也希望能夠透過講座課程的提供豐富老年人口的生活；樂齡課程則

透過譬如語言、樂器、手工藝的學習，促進老年人口繼續教育或是休閒

活動，維持心靈成長或滿足休閒社交的需求。 

整體而言，國外公共圖書館老年人口服務的特別之處首推資源的整

合。由國外公共圖書館針對老年人口服務的規劃可以發現，公共圖書館

的老人服務除了對圖書館本身進行規劃外，也試圖與醫療體系、戶政單

位、高齡服務機構整合，形成互助合作的關係網。透過關係網絡的建立，

公共圖書館得以提供許多「合作型」服務，例如郵寄圖書、居家服務，

或是專門針對安養機構提供的互動式說書服務等。以「送書到家」的服

務理念為例，澳洲坎帕斯普地區圖書館將除了將「送書服務」與「說書

服務」結合，其服務內容是由該圖書館與坎帕斯普地區四間老人安養機

構共同參與規劃、特別為機構裡的老年人口設計而成，由派遣志工定期

拜訪坎帕斯普地區的老人照護之家，提供機構內願意參與的老人免費的

讀書與討論活動。透過志工說書並分享自己的故事，並且引導參與者談

論喜愛的書、彼此分享故事與回憶（Mustey, 2009）。澳洲坎帕斯普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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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的「送書服務」透過與「說書服務」結合，增加館方的圖書專業

度，並且強化圖書館本身與老人照護之家的連結，完善的規劃顯示從人

口統計、閱讀書籍內容選擇都是經過調查設計而來；反觀台灣地區公共

圖書館的服務，因應高齡化社會來臨，中央圖書館台灣分館也曾經在民

國 91 年與台北市立浩然敬老院，台北私立仁愛院辦理「送書到家」的

服務，運作方式為由院方透過網際網路至台灣分館網站點選圖書，再由

圖書館送書至院內給老人讀者（李玉瑾, 2006）。有別於澳洲坎帕斯普地

區圖書館的將「送書服務」與「說書服務」整合，強化圖書館與老人照

護之家的聯繫，中央圖書館台灣分館的「送書到家」比較像是書籍傳遞

的過程。 

觀察國內公共圖書館對老年人口提供的服務，發現相關經費的補助

造成城鄉差距的問題。以「教育部設置各鄉鎮市區樂齡學習資源中心實

施計畫」為例，因為經費補助分配金額不均，台北市立圖書館總館與分

館得以成立「樂齡學習中心」，提供台北市老人讀者多元的活動課程與

服務，但是除了台北市立圖書館以及國立中央圖書館台灣分館規劃設有

老年人口專區，並且依據高齡化社會的轉變提供相關老年人口服務外，

大部份台灣地區公共圖書館並沒有特別針對老年人口的需求，提供特殊

服務與規劃。相關資料同時顯示，台灣地區公共圖書館提供的老年讀者

服務偏向於場地與特殊設備的提供，得到經費補助的公共圖書館也許會

籌辦相關活動課程，但是其它關於老年人口是否需要圖書館專業服務，

如老人讀者諮詢顧問服務，皆有待進一步的調查。除此之外，台灣公共

圖書館的服務並無特別針對高齡者需求，提供特殊服務與規劃（黃愛華, 

2009）。國內許多公共圖書館的老年服務大多不是針對老年人口設計而

來，一開始的規劃是圖書館服務的其中一環，後來因應高齡化社會的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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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所以特別標示與歡迎老年人口使用該項服務，例如上述提及的圖書館

「送書服務」。 

國內公共圖書館老人服務的主要問題為，忽略了呼籲圖書館本身需

要針對老年讀者在使用資源與服務上，做好適當的調整與規劃。台灣地

區關於公共圖書館與老年人口服務相關文獻的缺乏，也顯示需要加強圖

書館界對相關議題的重視（黃愛華，2009）。為了讓公共圖書館在老年

人口的讀者群中，充份發揮應有的教育與文化的功能，除了需要政府及

相關法令、標準的配合外，更需要圖書館致力瞭解老年人口的需求，才

能在面臨日益趨增且需求特質漸與以往不同的高齡人口時，明白如何拓

展老年使用人口，並且透過完善的規劃提供其良好的圖書館環境與服

務。在有限的人力與經費下，規劃不同年齡層切身生活及相關事項的服

務，是國內公共圖書館極需加強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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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為了探討台灣地區嬰兒潮世代的圖書館利用行為，獲得嬰兒

潮世代個人經驗與觀點，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並且參考文獻分析所

得，以出生於 1949 到 1966 年的公共圖書館使用者為主要研究對象，希

望討論的議題包括:嬰兒潮世代是否因為所處時代背景的脈絡產生特殊

化圖書館使用行為、何時會想要利用圖書館、如何利用圖書館，圖書館

是否能夠滿足嬰兒潮世代的需求，以及嬰兒潮世代圖書館使用者對圖書

館老年服務的期望，希望可以作為公共圖書館相關政策制訂的參考資

料，協助改善公共圖書館老年人口服務的品質，並且進一步提供終身學

習社會中公共圖書館服務的參考依據。 

主要以深度訪談法蒐集來自研究對象的資料，詢問受訪者的圖書館

利用行為，以理解其個人圖書館使用的動機與經驗、對圖書館的期望及

符合其需求的服務，最後是嬰兒潮世代對圖書館老年服務的看法。 

第参章總共分為四個章節：研究方法與設計、研究場域及對象、研

究程序與步驟、資料整理與分析。分別說明研究的取向與執行方式，以

下分節敘述之。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使用台北市公共圖書館的嬰兒潮世代，想要瞭

解嬰兒潮世代使用台北市立公共圖書館的動機及其使用圖書館服務的

情形。考量研究對象身體健康的狀況，以及獲得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經過

相互問答及溝通後產生的口語或非口語訊息，因此，選擇以質化方式進

行研究，主要以半結構式訪談法配合小型問卷調查，希望能夠貼近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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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瞭解研究對象的回應與態度。 

巴頓（1990／吳芝儀、李奉儒譯，1995）指出，質的研究是自然的

（naturalistic），主要特色在於研究者並不企圖以人力操控研究情境。也

就是說，研究情境是一項自然發生的事情、方案、社區、關係或互動，

其中並非由研究者建立或是為被研究者所建立的解決方針，而是在自然

發生的狀態下所產生的現象。根據胡幼慧（1996）指出質的研究其目的

所關注的不是「客觀分類計劃」、「普遍法則的尋找」或「因果假設的否

證和統計推論」，而是「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以及「人們在不同的、

特有的文化及社會脈絡下的經驗和解釋」。這種脈絡情境過程、互動、

意義和解釋的探索研究，其研究價值和判定標準，不是計量研究所創出

的「信度」和「效度」的規則所能涵蓋，而是另有其評價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使用台北市立公共圖書館的嬰兒潮世代，想要

探求嬰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的動機與歷程，以及瞭解在使用公共圖

書館服務的過程中，嬰兒潮世代與公共圖書館之間的關係及互動，因而

選擇質化研究方式。 

在質化研究方法中，陳向明（2002）指出訪談法具有較大的靈活性

以及對意義進行解釋的空間，與其它研究方法互相比較，訪談法具有獨

特又十分重要的功能；在開放式訪談法中，以半結構式訪談法最受關

注：為了讓研究者能深入社會現象中，並以親身體驗瞭解受訪者的思維

方式，透過訪談法可以加強重視受訪者的主觀經驗，亦讓其有機會清楚

的表達自我，故決定以訪談法進行。 

本研究主要採半結構式訪談法，輔以小型問卷進行。實施方式主要

由研究者以面訪的方式進行，其中有一位受訪者因為不願意接受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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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訪問，改為利用電腦設備以 Skype 通訊軟體進行訪談，並且同時配合

錄音設備進行訪談，以利逐字稿的擅打與相關統計分析。訪談大綱詳見

附錄三「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主要依據本研究所需探究的圖書館使用

經驗與相關問題，參考文獻回顧中所探討的嬰兒潮世代的特性、高齡人

口使用公共圖書館的動機及服務使用情形等面向設計而來；小型問卷調

查表詳見附錄一「小型問卷調查表」，透過小型問卷調查表獲得受訪者

的基本資料，內容包含個人基本資料與圖書館利用情形，其中個人基本

資料包括：性別、出生年份、教育程度、工作狀況、職業；圖書館利用

情形則調查了受訪者使用公共圖書館的頻率，以及圖書館服務的使用狀

況。 

前置研究的訪談大綱擬定完成，經過前置研究的進行（2011 年 4

月至 2011 年 8 月），訪談七名嬰兒潮世代後，與指導老師討論並且修正

訪談問題，以建立正式研究的訪談大綱。正式研究的訪談大綱共計 11

題，經過修訂總共加入了三題：第 2 題、第 7 題及第 8 題。第 2 題「請

問您從開始閱讀到現在，閱讀習慣上有什麼改變嗎?」是根據前置研究

發現，嬰兒潮世代的閱讀習慣會依著視覺能力的退化產生改變，並且影

響公共圖書館的使用方式，因此在正式研究的訪談大綱加入第 2 題，希

望能夠理解嬰兒潮世代的視覺能力對其生活及圖書館使用方式的影

響，並且提出圖書館能夠協助他們適應轉變的服務及方法；第 7 題「若

您已退休，請問退休前，您的生活上有什麼重要的改變嗎？若您未退

休，請想像您退休後的生活大概是什麼樣子？」，因為前置研究發現，

退休與否為影響嬰兒潮世代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之一，並且直接造成其

使用公共圖書館方式的差異性，因此希望能夠透過訪談深入瞭解公共圖

書館在嬰兒潮世代退休與未退休生活裡，所扮演的角色及可能發揮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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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功能；研究問題第 8 題：「請問過去生命中經歷的重要歷史事件，是

否對您的想法及思為造成重要的影響」試圖探究台灣地區嬰兒潮世代生

命歷程中經歷的歷史變革，是否造成特殊的價值思維並且影響公共圖書

館的使用方式。 

研究者於 2011 年 10 月到 2012 年 1 月進行正式訪談，預計訪談 30

位使用台北市公共圖書館的嬰兒潮世代，因為資料飽和而將整個過程終

止在第 25 次的訪談，共計 25 名受訪者。訪談時間從 40 分鐘到 150 分

鐘不等，平均訪談時間約為 55 分鐘，除了一名受訪者是透過 Skype 進

行訪談外，皆由研究者於研究場域、受訪者家中、丹堤咖啡或麥當勞等

連鎖餐廳進行面對面訪談，以達每次訪談的最小差異，並清楚瞭解每次

訪談狀況以及受訪者的直接回應。主要以深度訪談法中的「半結構式訪

談」蒐集受訪者的資料，詢問受訪者的圖書館利用行為，用以理解嬰兒

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的動機與經驗、其對圖書館的需求與期望，還有

嬰兒潮世代對公共圖書館老年服務的想法。根據研究問題與目的，在訪

談進行前設計「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作為訪談指引方針，並且在進行

訪談的過程中採半開放式的方法詢問問題，訪談者不需根據訪談大綱順

序進行訪談，可依造實際狀況彈性調整問題順序。為了使研究更為順

暢，在正式訪談開始之前會先發放一格式化的簡易調查表給受訪者填

寫，待填寫完畢後進行深度訪談。 

本研究在訪談大綱的設計上，將訪談問題定位在探討圖書館的使用

經驗，並且透過問題的引導，由受訪者自身角度出發，獲得受訪者在進

行資訊尋求行為較為真實的細節與觀感，而非其對圖書館概括印象的描

述，希望透過訪談過程獲得受訪者真實情境下的公共圖書館使用經驗，

以及個人主觀認知和內在想法與感受。實施步驟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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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願意接受訪談之受訪者透過電話或是電子郵件等方式聯

繫，並說明研究者身分、研究題目、訪談所需時間，確定其同

意協助研究之進行後，即安排實際訪談時間與地點。 

2. 正式訪談時先向受訪者說明研究目的及訪談大綱內容，並強調

將遵守研究倫理，保護受訪者隱私，且事先徵詢受訪者願意接

受錄音意願，以錄音方式錄製受訪者同意受訪之對話容後，再

以全程錄音方式進行訪談。 

3. 訪談資料謄錄完成後，研究者會重新審視騰錄資料，訪談若有

不足或是疑問之處，以面對面或電話方式再次訪談受訪者，以

達受訪者資料之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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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場域與對象 

訪談對象以立意抽樣（purposeful sampling）方式選擇受訪者，選

擇含有對研究目的至關重要問題的資訊豐富個案（information-rich 

cases）（巴頓，1990/吳芝儀、李奉儒譯，1995），深度蒐集不同人口個

案且有高度配合意願者之意見與看法。受訪者需要符合下列條件： 

1. 年齡：出生於西元 1949 到 1966 之間的人口。 

2. 成長背景：以出生並且成長於台灣的嬰兒潮世代為主。 

3. 使用圖書館頻率：不論其使用圖書館的方式，以每星期至少使

用一次台北市立公共圖書館的台灣地區嬰兒潮世代為主。 

從研究者身邊尋找符合條件的第一個樣本，再依其人際關係以滾雪

球的方式獲得其它樣本來源。除了透過人際關係尋找樣本來源外，研究

者也與台北市立公共圖書館總館還有東園分館的館員聯絡，並且取得協

助，幫忙透過台北市立圖書館樂齡資源中心及東園分館的志工體系中尋

找有意願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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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程序與步驟 

研究從文獻的蒐集與分析開始，廣泛閱讀並且透過閱讀過程對研究

問題進行探究，將文獻分析加以整理形成初步的研究架構。在依循研究

架構進行研究的同時，也由前置研究的結果修正研究方向與設計。 

 

圖  2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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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料整理與分析 

在資料整理與分析方面，分為小型問卷調查表與訪談資料兩部份。 

一、 小型問卷調查表 

個人資料包括：性別、出生年份、教育程度、工作狀況、職業；

圖書館利用情形則調查了受訪者使用公共圖書館的頻率以及

圖書館服務的使用狀況。分析不同受訪者是否在人口統計上有

所區別。 

二、 訪談資料 

本研究在蒐集資料的過程中即陸續進行分析，希望透過比較與

對照的方式反覆進行。為了協助資料分析與詮釋，研究過程中

亦同時參考研究日誌記載的心得感想與註記。以下是訪談資整

理的過程與步驟： 

（一） 訪談資料謄錄 

訪談資料謄錄以全部照錄為原則，並同時註明受訪者編號、訪

談時間、訪談地點。為了避免研究者因主觀看法而遺漏重要訊

息，不論是題外話抑或無意義之語助詞，皆完整照錄於逐字稿

中，如遇受訪者之描述字句無法連貫時，以「~」為轉折符號

記錄之。 

（二） 註解訪談資料 

為方便訪談資料的分析詮釋，針對部分訪談錄音檔的騰錄記錄

加上註解。訪談記錄中出現【】者，表示研究者補充受訪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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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表達的語句而自行加入的文字；「…」代表研究者引用訪

談記錄的內容時，省略部分的文字或段落。 

（三） 分析訪談資料 

依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將訪談內容進行分類、整理，並且試圖

比較、歸納出共同性。在進行訪談內容分析時，隨著資料增加

擷取與本研究有關之訪談內容作為分析單位，再將概念屬性相

同之分析單位加以歸類、命名，從訪談資料中擷取與研究目的

有關之各項特徵做為基本分析單位，對應至研究問題。 

（四） 詮釋訪談資料 

文句編號方式是將每份訪談紀錄內文加入行數，符合特徵之文

字畫上底線，以利閱讀與找尋。訪談資料引用標記分為受訪者

編號及行數。例如：（A1：3-4），指 A1 受訪者訪談資料的第三

行到第四行。 

本研究書寫分析結果時引述實徵資料以佐證結果，引證時不以

每位受訪者引證次數相同為原則，而以最具代表性為目標，或

特殊情況時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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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訪談結果分析 

本研究以深度訪談方式進行資料蒐集，希望能夠瞭解高齡讀者使用

公共圖書館的實際情形。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訪談對象的個人資

料分析；第二節探討嬰兒潮世代利用公共圖書館的動機，旨在瞭解其利

用圖書館滿足哪些需求或其它使用目的，做為圖書館未來提供高齡讀者

服務的參考依據；第三節從訪談內容中整理嬰兒潮世代對於公共圖書館

的使用經驗，並且進一步探討嬰兒潮世代對公共圖書館的期待，用以瞭

解公共圖書館應該如何調整服務方向，以提供符合需求的服務；第四節

探討公共圖書館在對嬰兒潮世代而言所扮演的角色，旨在理解嬰兒潮世

代對公共圖書館的印象、及公共圖書館對他們的重要性。 

根據第一節到第四節的綜合分析發現，「閱讀」為嬰兒潮世代使用

公共圖書館的主要目的之一，並且在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的生

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本章第五節探討嬰兒潮世代的閱讀習慣，希望

能夠瞭解嬰兒潮世代在閱讀行為上是否隨著他們生命歷練的過程有所

改變。 

第一節 受訪者背景資料 

本節內容整理自受訪者填寫的小型問卷調查表，分為受訪者基本資

料，及受訪者公共圖書館使用狀況兩個部份。基本資料包含性別、出生

年、教育程度、職業、工作狀況等五項；公共圖書館使用狀況包含了公

共圖書館使用頻率及使用何種公共圖書館服務的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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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訪者基本資料 

表  3 受訪者基本資料 

代號  性別  出生年  教育程度  職業  工作狀況 

F1  女  1954  大學(大專)  秘書  已退休 

F2  女  1964  大學(大專)  館員  未退休 

F3  女  1951  大學(大專)  館員  未退休 

F4  女  1959  大學(大專)  館員  未退休 

F5  女  1965  高中  公  未退休 

F6  女  1959  大學(大專)  國小老師  已退休 

F7  女  1963  大學(大專)  自由業  未退休 

F8  女  1964  高中  童裝製造業  未退休 

F9  女  1965  高中  美髮業  未退休 

F10  女  1957  高中  商  未退休 

F11  女  1959  高中  服務業  未退休 

M12  男  1952  大學(大專)  國小老師  已退休 

M13  男  1951  大學(大專)  公  已退休 

F14  女  1949  高中  銀行業  已退休 

F15  女  1954  高中  服務業  已退休 

F16  女  1950  大學(大專)  太極拳老師  已退休 

F17  女  1960  大學(大專)  服務業  未退休 

F18  女  1960  大學(大專)  生物科技  未退休 

F19  女  1961  碩士  參考館員  未退休 

F20  女  1956  大學(大專)  商  已退休 

M21  男  1949  大學  商  已退休 

F22  女  1955  大學(大專)  家管   

F23  女  1954  高中  服裝設計  已退休 

F24  女  1950  高中  銀行業  已退休 

F25  女  1960  大學(大專)  郵局員工  未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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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3 受訪者基本資料所示，本研究訪談對象共計 25 名，包括 3

名男性，22 名女性，年齡範圍為 49 歲到 65 歲，教育程度以高中與大

學居多、其中 1 名受訪者正在攻讀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職業分佈多

元，包含秘書、圖書館員、商業人士、公務人員、教職人員、生物產業、

自由業、製造業、服務業、銀行業。已退休者 11 位、未退休者 13 位，

包含 1 位沒有工作經驗的全職家庭主婦，其職業欄註記為家管。 

從表 4 受訪者男女比例，可以明顯看出受訪對象在男女比例上以女

性為主，與文獻回顧的結果相符，在公共圖書館的使用上，女性使用者

占大多數的比例。 

如表 5 受訪者工作狀態所示，受訪者中包含了 11 位已退休及 13 位

未退休，其中一位為沒有工作經驗的全職家庭主婦。訪談過程中發現，

「退休」與「未退休」最大的差異在於「退休」影響個體可以自由運用

時間的多寡，基於受訪者 F22 可以自行安排及運用時間的生活方式，在

訪談分析中若遇到需要分為「退休」與「未退休」進行討論時，將其視

為已退休的一部分。 

表  4 受訪者男女比例 

性別  人數  百分比 

男性  3  12％ 

女性  22  88％ 

 

 

表  5 受訪者工作狀態 

工作狀態  人數  百分比 

已退休  11  44％ 

未退休  13  52％ 

無工作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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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訪者公共圖書館使用狀況 

在公共圖書館使用頻率方面，如表 6 受訪者公共圖書館使用頻率所

示，最多為「每週 1 次」共 8 人，而後是「每週 2 次」共 7 人為最多，；

「每週 3 次」的有 3 人；「每週 4 次」的有 1 人；「每週 5 次」的有 2 人；

「每週 5 次」的有 4 人。 

表  6 受訪者公共圖書館使用頻率 

公共圖書館使用頻率  人數  代號 

每週一次  8  F5、F7、F8、F9、F10、F11、M12、F24 

每週二次  7  F4、M13、F14、F18、F20、M21、M22 

每週三次  3  F3、F6、F25 

每週四次  1  F17 

每週五次  2  F2、F19 

每週五次以上  4  F1、F15、F16、F23 

 

 

如表 7 受訪者公共圖書館使用狀況所示，在公共圖書館使用狀況方

面，以「借閱書籍」人數最多，共有 23 人；次為「瀏覽報章雜誌」，共

有 18 人；接下來依序是「圖書館課程活動與講座參與」11 人、「使用

網際網路」7 人、「使用視聽資源」4 人。其中 5 人勾選了「其它」，分

別為 F3、F6、F8、F20、F22 的受訪者，透過訪談，受訪對象的「其它」

依序包含了參與終身學習課程、與先生約會的地點、家庭散步的場所、

志工服務。顯示公共圖書館之於嬰兒潮世代除了提供館藏資源的使用

外，還包含了「教育」、「場地提供」、「志工服務」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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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受訪者公共圖書館使用狀況 

公共圖書館使用狀況  人數 代號 

借閱書籍  23  F1、F2、F3、F4、F5、F6、F7、F8、F9、F10

F11、F12、F14、F15、F16、F17、F18、F19

M21、M22、F23、F24、F25 

瀏覽報章雜誌  18  F1、F3、F4、F5、F6、F7、F8、F10、M12 

M13、F14、F16、F17、F18、F20、M21 

M22、F24 

使用網際網路  7  F2、F3、F7、M12、F17、F19、F25 

使用視聽資源  4  F3、F17、M22、F24 

圖書館課程與講座活動參與  11  F2、F3、F4、F6、F15、F16、F17、F18、M21

M22、F23 

其它  5  F3、F6、F8、F20、M22 

 

 

第二節 嬰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的動機 

探討嬰兒潮世代利用公共圖書館的動機，旨在瞭解其利用圖書館滿

足哪些需求或其它使用目的，做為圖書館未來提供高齡讀者服務的參考

依據。本研究分析顯示，嬰兒潮世代利用公共圖書館的主要動機為使用

館藏資源，其次是喜歡圖書館環境，顯示館藏資源與圖書館本身硬體設

施的重要性。其它使用動機還有肯定自我、降低書籍購買率、拓展社群

關係。以下分點敘述之。 

一、利用館藏資源 

訪談分析發現，利用館藏資源為嬰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最主要

的原因，總共有 20 位受訪者表示利用圖書館資源為使用動機。其使用

館藏資源的目的又可分為以下三種：滿足資訊需求、獲取知識、子女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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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滿足資訊需求 

分析訪談結果，嬰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的主要動機之一，

是為了利用圖書館資源滿足己身資訊需求，其相關的資訊需求

可以分為：工作資訊、生活資訊、旅遊資訊、休閒娛樂資訊。

工作上的需求如受訪者 F9：「其實我們在做美髮偶爾還是會用

到那一環的東西，像那邊一些色彩的書阿，我們也是必須要在

那邊查詢。」（F9：32-34）；生活上的需求如受訪者 F19：「書

比較休閒的或是生活上化的書當然就會考慮市立圖書館…除

了工作我最常就是跟生活有關的，譬如說食物如何保鮮魚如何

保鮮，像這樣子比較生活層面的我最近還借了書…」（F19：

29-33）；有關旅遊資訊方面的需求，例如受訪者 F19：「我最常

看譬如還有旅遊，想要出國的計劃的時候，因為如果旅遊過了

以後那個書可能就比較用處少，我可能會買一本可是我會大量

的到圖書館借一些書來瞭解看看我要去旅遊的地方有些什麼

東西。」（F19：62-64），受訪者 F22 也分享了借閱旅遊書籍的

經驗：「阿你譬如說我想說我要出國的時候，我要去美國我要

去瑞士好了，我就去圖書館那個旅遊那部份找瑞士的來看。」

（F22：242-243）。；總共有 6 位受訪者表示利用圖書館的目

的之一是為了休閒娛樂及打發時間，顯示有一部分的嬰兒潮世

代認為圖書館是獲得休閒娛樂資訊的管道之一。例如受訪者

F16 在提到公共圖書館扮演的角色時說明：「扮演消遣娛樂的角

色，休閒消遣，休閒就包括消遣。如果生活中突然沒有的話當

然會有影響，當然有阿，我時間就不知道去哪裡打發。」（F16：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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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獲取知識 

總共有 5 位受訪者表示利用圖書館目地之一在於獲取新知，藉

以增長個人知識，將圖書館視為獲得知識來源的途徑之一。譬

如受訪者 F2：「當然我們自己喜歡的書我們自己去買，但是我

們可能沒有那麼多能力買所有的書，那公共圖書館就可以提供

我們知識來源，那它除了給我們看書之外，它可能辦一些活

動，讓我們參與其中，然後可能可以從可以引伸閱讀又看別的

書，或者是說有一些家庭環境不是那麼好的家庭，他可能就可

以拓展自己的視野。」（F2：466-470）。 

（三） 子女教育 

訪談結果顯示，共有 11 名育有子女的受訪者表示有子女教育

需求時，會想到要利用圖書館的資料或是請館員協助，甚至有

7 位受訪者會開始使用公共圖書館是為了要協助孩子尋找課業

上的資料，譬如受訪者 F9 提到自己開始使用公共圖書館的原

因：「就小孩子上小學的時候，因為學校要查一些那個自然科

跟社會科的資料，所以我們必須要帶他去查學生的資料，因為

它們可能沒有辦法自己完成功課。」（F9：6-10）；受訪者 F4

也提到：「因為有小孩，有小孩教育的問題跟需求…書單的部

分就是老師給的書單的部分，我都就是能買的我就盡量買，可

是他們其實看的比較慢，所以我是希望能夠有書在家，我習慣

放書啦，可是後來發現這樣子所費不貲，所以也會帶他們到圖

書館去。」（F4：11-17）。至於其他受訪者未談起此方面的需

求，部分原因是可能未育有子女或者子女年紀較長，故無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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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需求。 

二、肯定自我 

受訪者 F22、F24 藉由參與圖書館的志工服務，達到提升自我或尋

求自我肯定，甚至提到認為退休後將自己的能力奉獻出來，是一件有意

義的事情。譬如受訪者 F24 提到擔任志工服務時接受到的肯定：「這個

是你的專長耶，以後你還可以…也會有一點成就感啦。」（F24：29-30）。 

三、降低書籍購買率 

總共有 7 名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提到，上圖書館可以降低購買書籍

的機會。綜整訪談結果，嬰兒潮世代想要減少書籍購買機率的因素主要

可以分為兩個原因：藏書空間不足、節省家庭開銷。以下分點敘述之： 

（一） 藏書空間不足：譬如受訪者 F5 表示：「像我最近幾乎也不

太敢再買書阿，因為買書的時候一筆費用，用完了我不知道要

買哪裡、那又捨不得丟，要擺要去找一個書架，真沒地方擺那

些書阿！」（F5：103-105）。 

（二） 節省家庭開銷：例如受訪者 F14 提到：「你說現在書也不便

宜阿，你說退休後我們不可能再花錢去買書阿…我覺得買書真

的是很浪費，我覺得那些圖書館都有為什麼要買？」（F14：

303-306）。 

四、喜歡圖書館環境 

總共有 9 名受訪者提到使用圖書館的原因，是因為喜歡圖書館提供

閱讀氣氛，除了安靜以外，隔絕了日常生活瑣事，讓人容易專注於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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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譬如受訪者 F6 提到：「我好喜歡圖書館的環境，椅子坐起來也

很舒服，然後就是你在家裡頭你可能讀一讀，阿不然去冰箱拿個什麼吃

的、不然來看電視現在在演什麼…那個氛圍會比較，比較會讓在那樣的

氛圍裡面會效率比較高…我自己的個性裡面是有靜的因子，所以我滿能

去享受這種感覺。」（F5：384-391）；受訪者 F17：「我喜歡圖書館可以

讓我自己專心，沒有我不喜歡被打擾，然後你在那邊你也不用接電話也

不用什麼，我會覺得是一種專注…那種感覺很好。」（F17：245-247）。 

其中 4 名受訪者會鼓勵孩子使用公共圖書館，認為公共圖書館可以

培養孩子的閱讀習慣，譬如受訪者 F4：「讓小朋友就是說養成閱讀的習

慣這會是比較主要的原因，對。你到一個圖書館的那個氛圍齁，可能就

是會讓你比較想要看書。」（F4：73-74）。 

受訪者 F5 甚至表示因為喜愛圖書館環境，會與兩個女兒一起上圖

書館讀書、看書、處理日常生活的工作：「不管我在哪裡、不管我搬去

哪裡我都還是會去找這附近的圖書館…圖書館真的是一個念書的好地

方，阿如果在圖書館念書阿帶一點筆記什麼之類的，在那邊就不會有外

務來干擾你阿…像我有時候也是，我就叫他們先過去，然後等我把事情

忙完告一段落，我也過去那裡陪他們阿，然後他們看它們的書，我就去

借本書來看，這樣子就在那邊就很好打發時間阿。」（F5：180-190）。 

五、拓展社群關係 

總共有 3 名受訪者表示，透過圖書館讀書會與志工服務的參與，可

以交朋友並且拓展自己的社交圈。例如受訪者 F17 提到現階段自己參與

的讀書會，已經超越讀書會的夥伴關係，變成姊妹間的情誼：「因為這

個讀書會因為已經二十幾年了，所以它最主要它禮拜二讀書、星期四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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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山，所以我們變成有會外會，所以我就覺得說它很多元這樣子。我覺

得不只是朋友，我們還有像姊妹一樣。」（F17：19-21）；F15 為台北市

立公共圖書館樂齡資源中心與兒童館的志工，在訪談過程中提及：「我

在圖書館最高十一樓跟最低地下一樓當志工，然後十一樓是跟老人為

伍、在地下是跟兒童為伍，有沒有很有趣。所以對，就變得很充實，所

以他們就笑我，我是公務員，因為圖書館的公務員每天都可以看到

我…。」（F15：62-64），因為豐富的志工體驗及生活 F15 在訪談過程中

提到圖書館給了他交朋友的空間：「提供我知識的地方、甚至於還提供

了休閒對不對，交朋友認識朋友的地方。」（F15：170-171）。 

表  8 受訪者公共圖書館使用動機 

動機  代號  人數  總數

利用館藏資源  滿足資訊需

求 

F1、F2、F3、F4、F6、F9、F10、F15 

F19、F20、F21 F22、F24、F25 

14  20 

獲取知識  F2、M12、F20、F21、F24  5 

子女教育  F4、F5、F7、F8、F9、F11、F15、F17 

F20、F22、F25 

11 

肯定自我  F22、F24  2  2 

降低書籍購買率  F1、F4、F5、F14、F19、F22、F25  7  7 

喜歡圖書館環境  F1、F4、F5、F6、F8、F17、F18、F20 

F24 

9  9 

拓展社群關係  F6、F17、F22  3  3 

 

 

如表 8 受訪者公共圖書館使用動機所示，在公共圖書館使用動機方

面，受訪者的動機依序為「利用館藏資源」、「喜歡圖書館環境」、「降低

書籍購買率」、「拓展社群關係」、「肯定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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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嬰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的期望 

第三節從訪談內容中整理嬰兒潮世代對於公共圖書館的使用經

驗，並且進一步探討嬰兒潮世代對公共圖書館的期待，旨在瞭解公共圖

書館應該如何調整服務方向，以提供符合需求的服務。分為對嬰兒潮世

代而言「公共圖書館最重要的服務」與「公共圖書館應加強的服務」兩

部分做探討。 

依據訪談結果，對嬰兒潮世代而言，「公共圖書館最重要的服務」

為館藏資源使用、而後分別是講座課程提供及空間場域提供；「公共圖

書館應加強的服務」首推「強化館藏」與「改善規章制度」，而後是「改

善實體環境」與「提升圖書館便捷度」。以下做進一步的討論： 

一、公共圖書館最重要的服務 

根據訪談結果，公共圖書館之於嬰兒潮世代最重要的服務為館藏資

源使用、而後分別是講座課程提供及空間場域提供。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 館藏資源使用：共有 14 位受訪者表示圖書館最重要的服務

為館藏資源使用，不管是書籍的借閱或是視聽資源的使用，顯

示圖書館在嬰兒潮世代使用者的心中扮演了一定比例「知識寶

庫/資料庫」的角色。訪談結果也與小型問卷調查表的結果相

符，在小型問卷調查表裡，共有 23 位受訪者在「請問您大部

份時候使用圖書館的哪些服務和資源？」勾選了「借閱書籍」；

18 位受訪者勾選了「瀏覽報章雜誌」；4 位勾選了「使用視聽

資源」，代表了館藏資源的使用為嬰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館的

主要原因之一。例如受訪者 F22 在被問及圖書館提供的服務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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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最喜歡哪一項時，回答：「最喜歡的喔，最喜歡的就是書嘛！」

（F22：114）。顯示在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心中，圖

書館「資源提供」的角色相當重要。 

（二） 課程講座提供：共有 7 位受訪者表示圖書館最重要的服務

為課程講座的提供。課程講座包含了 F2 和 F6 還有 F18 提出來

的電影欣賞，F6、F15、F17、F18 和 F24 提出來的演講與各種

相關座談活動、F15 提出來了樂齡資源中心開設的各種課程，

還有 F3 提到的圖書館提供了許多終身學習相關的活動資訊。

譬如受訪者 F15 表示：「最喜歡上課，因為就是可以學到很多

不一樣的東西阿…我現在最高興的事情就是學習！」（F15：

81-103）；F6 則是在訪談過程中提到：「我最喜歡電影欣賞，因

為我覺得圖書館齁，他挑選的影片都有一定的水準…我幾乎可

以說是平均一個，我不敢說一個禮拜都看一次拉，一個月起碼

都看兩次。」（F6：296-303）；F3 提到利用公共圖書館進行公

務人員的終身學習訓練課程：「譬如說是圖書館裡面有一些遠

距的教學，譬如說像，遠距譬如說像家裡面就可以連線然後看

到說，譬如說有一些研討會，或者是上面的放的一些資料，你

可以去看，或者是一些譬如說你想要學，終身學習，那不是有

一些人家都有放在上面可以有，你只要上去上課那你就學到一

些。」（F3：89-93）；F18：「哪一項最喜歡的，我覺得還有就

是定期的講座，我覺得有時候它定期的講座也很不錯，市立圖

書館，陽明沒有，陽明他們的講座是另外規劃的。」（F18：

1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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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間場域提供：有 5 位受訪者認為圖書館提供了空間及場

域，讓他們可以散散步、走走路，無事可做的時候圖書館提供

了一個可以隨意逛逛的場所。例如受訪者 F8 提到：「以目前來

講的話是…算是一個那個沒有地方跑的時候有個地方可以走

走這樣子，就是有一個地方可以去走走，又不會太累。」（F8：

109-111）。 

表  9 受訪者認為公共圖書館最重要的服務 

最重要的服務  人數  代號 

館藏資源使用  14  F1、F4、F5、F7、F9、M12、F14、F16、F19、F20、F21

F22、F23、F25 

課程講座提供  7  F2、F3、F6、F15、F17、F18、F24 

空間場域提供  5  F6、F8、F10、F11、F13 

 

 

如表 9 受訪者認為公共圖書館最重要的服務所示，在受訪的嬰兒潮

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心中，公共圖書館最重要的服務依序是「館藏資

源使用」、「課程講座提供」、「空間場域提供」。與第二節的使用動機分

析結果相符，對於受訪者而言，館藏資源是吸引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

使用者的重要因素；「課程講座提供」顯示了公共圖書館在部份嬰兒潮

世代的心中，是寓教於樂的場所，具有終身學習及休閒娛樂的雙重意

義；「空間場域提供」則突顯圖書館做為社會服務機構的一環，除了館

藏資源和相關服務的提供，其與社區和整個社會網絡連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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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圖書館應加強的服務 

研究者詢問受訪者認為公共圖書館是否有應該加強的服務時，除了

少數幾位表示沒有意見，或是對於現狀感到滿意之外，大部分受訪者皆

表達了自己對圖書館的期望。綜合所有受訪者意見，嬰兒潮世代認為公

共圖書館應該加強的項目首推「強化館藏」與「改善規章制度」，而後

是「改善實體環境」與「提升圖書館便捷度」，其餘依序是「強化硬體

設備」、「調整開放時間」、「調整借閱規定」與「加強館際合作」。茲分

述如下： 

（一） 強化館藏 

共有 15 位受訪者提出對於圖書館館藏服務的期待。根據訪談

分析，「館藏」為最多受訪者提及需要加強的服務項目，茲分

為：加強館藏發展、增加館藏數量、增加館藏新穎度、提升館

藏品質等四項，並分述如下： 

1. 加強館藏發展：共有 4 位受訪者提到希望加強館藏發展。

訪談資料分析顯示，加強館藏發展又可分為學術資源館藏

與電子資源館藏，兩個部分，以下分點敘述之。 

（1） 學術資源館藏： F19 希望公共圖書館也能夠提供

學術方面的館藏資源、甚至是學術資料庫：「我是覺得

像公共圖書館它把它太設定在服務人口的廣泛，以至

於它在學術方面的廣藏比較薄弱，但這方面不怪它因

為這種本來就是資源分配要達到最高效益。但我們總

也希望公共圖書館可以提供更多的資料庫可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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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圖的部分可以檢索的資料庫實在太少了。」（F19：

121-124）。 

（2） 電子資源館藏：其中有 3 位受訪者提及圖書館應

配合時代趨勢提供電子書資源，例如 F4 提到：「現在

電子化了就是往雲端的習慣了嘛，所以呢我覺得五年

十年後應該是，有的書應該都在網路上可以使用到、

可以找到，在上面閱讀，我覺得啦。」（F4：123-125）；

受訪者 F5 因應時代潮流購買了 I-pad 並且嘗試使用

I-pad 進行閱讀，在訪談過程中分享了借閱電子書籍的

經驗：「可是我們那一家圖書館太小了，它就說它們沒

有電子書…然後我有看到那個台中市圖書館，台中市

圖有電子書，所以我有去下載，結果沒有沒有什麼書

耶。」（F5：94-99）。 

2. 增加館藏數量：共有 4 位受訪者提到希望增加館藏數量。

除了受訪者 F1 提到希望能夠增加館藏的複本數，以減少

等待借閱的時間外，受訪者 F19 為正在攻讀圖書資訊學碩

士學位的研究生，根據他的觀察提出了增加視聽館藏的期

待：「可能七十幾歲會有視力老化、聽力老化的問題，還

有聽力老化不喜歡看太多讓眼睛很類的東西。所以也可以

增加一些視聽媒體是用聽的方面的，陪伴銀髮族。」（F19：

147-149）。 

3. 增加館藏新穎度：大部分的受訪者表示公共圖書館的館藏

與過去比起來，在新穎程度上有進步，但仍有 3 位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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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希望自己使用的公共圖書館在館藏新穎度上有所提

升，其中 F25 提出除了書籍的新穎度外，也希望能夠改善

視聽資源的新穎度：「恩…它好像沒什麼新的耶，它大部

分是舊的耶，對阿，好像對都是，然後它有一些，其實它

比較不會像我們在看電影那樣子阿那種各式各樣的，它比

較像是人家什麼 discovery 阿，或是對，或是一些什麼什

麼…」（F25：173-176）。 

4. 提升館藏品質：共有 8 位受訪者提到關於館藏品質的建

議，其中又可以分為館藏外觀品質與館藏內容品質。 

（1） 館藏外觀品質：受訪者 F1 和 F25 提出希望能夠加

強公共圖書館書籍的外觀品質，譬如 F1 所述：「又舊

又髒，我為什麼我會先去看書，就是如果很舊的那個

書我就不去碰它了。完全我就不考慮。那我也知道很

可惜，可是我更怕現在那邊的病菌阿細菌。」（F1：

438-449）。 

（2） 館藏內容品質：F1 和 F17 提出了不只有書籍外觀

的品質，也希望公共圖書館能夠在書本內容的品質上

做篩選，如 F1 所提出：「少一點那種煽動性的書籍，

當然啦這種東西見人見智。八卦雜誌少一點吧，八卦

雜誌說實在的負面影響比較多，對青少年的那種負面

影響是不是。」（F19：421-423）；不只有書本的品質，

當受訪者 F19 在提出因應銀髮族需求而增加視聽資源

的館藏數量時，同時認為應該重視質的發展：「然後視



 

57 

 

聽資料的內涵也應該被重視，也許不是只是娛樂的，

包含一些知識的聽的資料也能夠增加。」（F19：

149-150）。 

訪談分析顯示，嬰兒潮世代對館藏資源提出最多的意見與期望，與

嬰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最大的動機「利用館藏資源」，結果互相輝

映。顯示未來公共圖書館在面對高齡化社會來臨時，是可以在圖書館館

藏上做改變與調整的；除此之外，受訪者對館藏資源的期待也不限於紙

本資源，隨著科技發展、教育程度提高，以及嬰兒潮世代本身生理變化

的過程，對於電子資源館藏（例如：電子書、電子資料庫）及視聽資源

也有越來越多的需求。 

（二） 強化硬體設備 

總共有 8 位受訪者提出關於強化圖書館硬體設備的建議。整理訪談

內容，在強化硬體設備方面，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總共提出以

下三點改進方向： 

1. 圖書館消毒設備：有 2 位受訪者提到圖書館消毒設備的提供。

受訪者 F9 肯定圖書館消毒機的設置，受訪者 F1 因為經常使用

的公共圖書館沒有提供消毒機，因而希望公共圖書館能夠加強

擺放消毒機，增加書籍的清潔度。 

2. 圖書館座椅提供：有 2 位受訪者提到圖書館座椅的提供。F6 和

F18 為兩位圖書館的大量使用者，並且有習慣性到圖書館進行

閱讀的習慣，提出了希望圖書館能夠增加座椅舒適度的期望，

希望能夠有沙發的放置，增加閱讀舒適度。例如 F6 所言：「提

供比較舒服不是像硬板凳阿，就是像這種沙發坐起來比較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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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這樣子很好。」（F6：349-350）。 

3. 圖書館數位器材提供：配合科技發展與時代的進步，共有 6 位

受訪者提到，希望未來圖書館能夠走向數位化。身為圖書館員

的 F3 提到：「現在已經有那種平板電腦、I-pad、I-phone，那可

能的話圖書館也是會往這方面我在想，大概會跟電子這種隨身

的手機之類的結合，也會在這塊裡面提供更多的服務，我想會

應該它會跨出，對對還是不只是，我想原先的圖書館一樣它

是，屹立、屹立不會動搖的，是還仍然是保有文化的價值是

OK 的，那但是這一些區間裡面會再增闢一些跟 3C 相關的，產

品上可以使用的資源，來查詢。」（F3：179-184）；另外一位

圖書館員 F2 提到對圖書館未來的期待時說明：「因為我覺得現

在圖書館，服務什麼各方面都一直在精進阿，然後各種資源越

來越多阿，然後發明了，就是越來越多人發明新的東西出來，

圖書館都會率先使用，所以我覺得圖書館會越來越好的感覺。」

（F2：502-504）。受訪的 4 位圖書館員皆提到圖書館配合時代

轉變應該有所調整，並且也都指出未來圖書館數位化是一種趨

勢，顯示除了一般讀者對圖書館的期待外，館員本身面對閱讀

變遷，同樣對圖書館也有數位科技化的期待。 

（三） 調整借閱規定 

在借閱館藏的相關規定及辦法上，多數的受訪者表示可以滿意、接

受或是沒有意見。但仍有一位受訪者 F14，提出不喜歡新到圖書只能臨

櫃借閱，無法網路預約的規定，希望可以將此項規定做調整。F14：「我

不喜歡就是，新書到的時上架，他電腦上出現新到圖書區，新到圖書區



 

59 

 

我們預約的人不能預約。新到圖書區只能給臨櫃，就是到櫃檯去借，這

個借出去以後它才可以排給預約的看。恩，我不喜歡這一點，就比較不

方便，對我覺得說現在我們已經預約了，你這個新到圖書就應該給別人

去看，你不要再排給排給那…」（F14：185-188）。 

（四） 調整開放時間 

共有 4 位受訪者表示希望圖書館能夠調整開放時間、甚至減少閉館

的日子。其中受訪者 F19 表示：「早期的時候我用公共圖書館最大的困

難是他們沒有館際合作跟調閱制度，但是這幾年來北市圖都有了，那我

覺得還有一個困難就是，我覺得既然是公共圖書館而且他有教育的性

質，是不是可以仿照美國有一些的公共圖書館不要有那麼多的閉館，譬

如說他每個月市圖的話每個月有一週的禮拜四就閉館，他說是為了清

潔，我是覺得這個理由好像只是給讀者不方便給自己很方便，還有像他

晚上的話開館時間是到九點，這個好像我看過高雄還是哪個市圖開到九

點半，我在市立美術館人家也開到十點，其實對我們尤其是台北市區的

人來說生活作息來講很希望他能夠開到十點，我知道滿多的尤其是市區

的小孩也很喜歡利用圖書館來閱覽，其實是準備考試等等，但是畢竟孩

子到圖書館比到其它的地方好…十點是一個可以參考的數字，因為市立

美術館開到十點沒事，市立圖書館不能開到十點，還有他的假日阿還有

一個時間不知道禮拜一還禮拜天才開到五點，我覺得這公共資源既然我

們都已經投資了蓋了圖書館為何不讓他更能夠被善加利用，不管是老人

小孩，因為我自己的孩子以前也唸高中國中，他們也很愛跑圖書館可是

他們就覺得如果晚上能開到十點或假日也一樣不要開到五點就關門，還

有假日不需要為了清潔等等理由我會覺得這樣更有服務的熱忱跟導

向，圖書館的功能也能讓人家更覺得貼心。」（F19：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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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加強館際合作 

在館際合作方面最常被使用的是圖書館館藏調閱制度，受到許多肯

定。但仍有一位受訪者 F6 對於圖書館館際合作提出建議。 

受訪者 F6 居住在新北市板橋區，是大量使用公共圖書館的嬰兒潮

世代國小退休老師，除了新北市的圖書館外，每星期都會有 2 到 3 天前

往台北市使用台北市立圖書館的相關資源，除了參與士林圖書館的讀書

會以外，也不定期到台北市立圖書館總館借閱圖書、進行閱讀及參與講

座活動。F6：「如果我們可以譬如說新北市和北市齁我可以借書以後，

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還，對，我覺得任何的地方…我就在想說其實北

市跟新北市應該是一個，應該是一個對阿是一個一個大區塊，應該是說

可以甲地借乙地還，就像借圖書車一樣阿。…就是說如果新北市也可以

就是變成一條龍的作業，那這樣對我來講各方面，因為北市跟新北市都

是我的生活圈，我也會到新北市去也會到北市去，那它如果可以這樣最

好。」（F16：552-561）。顯示交通便捷之後，縮短了新北市及北市的距

離，使用台北市立公共圖書館的讀者不只有台北市的居民，也會吸引鄰

近區域的居民使用。 

（六） 改善實體環境 

共有 12 位受訪者提到關於改善實體環境的建議。根據訪談資料，

將改是實體環境的建議分為以下三點： 

1. 圖書館空間擴大：共有 3 位受訪者 F1、F16、F18 希望圖

書館的實體空間能夠擴大。 

2. 圖書館空間規劃：共有 5 位受訪者提出圖書館館舍空間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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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與規劃的期望，並且將其建議分為以下兩類： 

（1） 館舍外休閒座椅的放置：例如受訪者 F11 希望圖

書館能夠在館外擺放休閒式的座椅，當在圖書館內閱

讀需要休息時使用。F11：「看有沒有休閒的地方椅子

阿多放一些在外面，因為有些圖書館這邊都沒有那些

阿，對對對，有時候在裡面看書累了阿。出來走走活

動一下。」（F11：38-42）。 

（2） 圖書館建築與自然結合：受訪者 F5、F10、F18、

F22 提出希望圖書館建築或週邊環境能夠與自然結合

的期待，譬如受訪者 F18 提到：「北投有一個有一個那

個綠建築那個也很棒，那個圖書館也很棒，有時候我

會跑去那一間，就是因為它周圍環境很舒服，那就是

說你有時候去，有時候去不見得只是看書，有時候是

轉換一個心情，環境可以讓你轉換一個心情這樣。」

（F18：150-154）。在訪談過程中有許多受訪者提到心

目中理想的圖書館環境是像北投圖書館，並且表示希

望圖書館周圍環境是可以有綠意、與自然結合。顯示

在圖書館環境的期望上，部分嬰兒潮世代期待的不只

有實體的館舍建築，還有圖書館佈置與氣氛的營造。 

3. 圖書館閱讀氣氛：整理訪談資料，關於圖書館閱讀氣氛的

建議可以分為以下 3 種： 

（1） 靜謐的空間：總共有 4 位受訪者希望圖書館能夠

保持安靜、甚至加強圖書館的政策或是設備來維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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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館內安靜的閱讀環境。譬如受訪者 F19 提到：「如果

可以的話靜音的部分可以好一點，因為大家到圖書館

都希望可以安靜一點，那圖書館的設備阿、像館員講

話等等，或者是隔音阿有些圖書館的地板比較容易發

出噪音，你知道有些圖書館會鋪毯子減少噪音，那在

靜音方面諸如這些我是覺得可以再加強。」（F19：

110-114）。 

（2） 增設討論空間：如上所述，共有 4 位受訪者希望

透過圖書館政策或相關設備維持圖書館內的靜謐氣

氛，受訪者 F18 則認為圖書館可以設置隔音良好的討

論空間，讓圖書館的閱讀氛圍保持安靜：「我是比較建

議就是你就隔一區是可以講話，可是你隔一區可以講

話的這一區你可能要把你的設備做好，隔音要做好，

不然的話可能會影響到其他人的閱讀。」（F18：

156-158）。 

（3） 咖啡廳氛圍：另外有 2 位受訪者是傾向於圖書館

營造咖啡廳的閱讀氛圍，例如受訪者 F7 提到：「我是

比較希望類似像咖啡廳這樣子，比較休閒…講話最好

是希望不要啦，還是希望安靜…就覺得這樣心情會比

較放鬆，那個不是說純粹為了，只是那樣子的氣氛下

來讀書可能感覺會比較好。」（F7：51-55）；受訪者

F8 也提到希望圖書館能夠有背景音樂的撥放，避免因

為太安靜而給人過於拘束的感覺：「我是希望可以有一

點輕音樂，不用很大就是有一點輕音樂，有時候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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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也不太好。有點音樂的話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嗎，不

要說鴉雀無聲，除了翻書聲、筆聲、什麼聲，我是認

為這樣子啦，就是你放一個包包你就很大聲大家都看

你，有時候你拉個椅子還是靠攏一下要很輕很輕不要

吵到別人這樣子，要很小心，如果自己太大聲又會覺

得不好意思。」（F8：128-133）。 

在訪談過程中有 5 位受訪者表示若圖書館閱讀環境過於吵

雜或是人數太多，就會避免使用。譬如 F3 表示：「現在公

共圖書館很多都建在市場上面，市立圖書館，對，然後有

些小孩子丟，所以會造成你會覺得說，很多阿，當然它們

以社區來講的話對這些媽媽們會覺得方便，可是對譬如說

真正的他是要找一些資源或是什麼的話，他會覺得說通常

借了一本，如果說有找到資料我就趕快走了，我不會多待

下來。」（F3：73-77）；F18：「然後像聯考前我就不喜歡，

因為都是學生、而且幾乎都沒有位置，有時候去我覺得就

是沒有沒有那個，怎麼講，就是氣氛，我會覺得人多，然

後有時候學生去那邊讀書，那個環境，不是很好，我就會

不想去使用它。」（F18：90-93） 

除了孩童在圖書館內造成的吵鬧聲外，升學考試期間圖書館內占位

子唸書的現象，也會影響嬰兒潮世代是否使用公共圖書館。訪談結果顯

示，嬰兒潮世代傾向休閒、沒有壓力的閱讀氛圍。 

（七） 改善制度規章 

共有 15 位受訪者提到對於公共圖書館在制度及規章上的期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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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分為圖書館的發展，及圖書館的定位做討論： 

1. 圖書館的發展： 

（1） 配合時代產生轉變：共有 3 位受訪者提到希望圖

書館能夠配合時代變遷產生轉變。受訪者 M12 是一位

退休的國小老師，追求新的知識、新的科技，訪談過

程中提到：「阿圖書館好像比我變得還要慢，還有那些

人的觀念，他們的觀念要先進一點阿，要隨時跟著時

代阿，跟著科技在走才可以阿。」（M12：48-50）。身

為圖書館員的受訪者 F3 提到自己對圖書館的期望: 

「我希望的屹立不搖，是可以延展世世代代，一直下

去，然後配合時代，不要關了，不要越來越縮水了，

只是說它可能的形式是可能慢慢的轉化，但是還是存

在圖書館的義意跟價值，我希望是這樣。」（F3：

248-251）。 

（2） 採取主動積極態度：除了希望公共圖書館能夠配

合時代的改變而改變，共有 3 位受訪者表示希望圖書

館能夠「走出去」，扮演主動的角色、與社會主動連結，

譬如 M12：「圖書館要走出來走出社會，要到鄉鎮那個

區域裡面去，不是光放在那裡，沒有人知道去，不是

要被動的，應該要引導線，現在每一個行業都要主動、

自動，不是蓋好房子就好了還要帶動，要走出來」

（M12：134-136）；M17：「我還是希望圖書館不是只

有在裡面，我還是希望圖書館可以走出去，生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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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我真的很希望做這一塊。」（M17：542-543）。

受訪者 F24、F25 在討論中也提到，希望圖書館能夠增

加宣傳，讓使用者更清楚圖書館可以為讀者們做些什

麼。 

2. 圖書館的定位：  

（1） 公共圖書館服務單純化：總共有 3 位受訪者 F1、

F17、F22 提到希望圖書館能夠清楚定位，其中 F17 提

到：「我是覺得定位清楚一點，我覺得不要，模糊地帶

的東西實在太多了，我覺得你單純的東西就讓它很單

純。」（F17：148-149）；「我真的很希望圖書館的定位

齁，能清楚一點，希望它們簡單一點…圖書館的使用

清楚一點，不要說好像什麼都可以在圖書館做，讓人

家好像把它當成托嬰或是…我覺得有些時候太離譜

了。」（F17：435-439） 

（2） 公共圖書館服務社區化：共有 6 位受訪者提到期

待圖書館能更融入社區，變成社區生活的一部分。譬

如 F6：「如果有更多的圖書館，然後讓圖書館可以社

區化，就是說很小的範圍裡面就有一個圖書館，譬如

說多少範圍面積之類就有一個小型中型的圖書館，然

後變成圖書館社區化，這樣子的話就會變成，會變成

不只是我們這些退休的人，其實一般社區的居民都會

以那個地方為一個就是說知識擷取的中心，那這樣我

們是不是整個社會就書香社會啦。」（F6：50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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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 也提到：「公共圖書館就是除了提供這些書籍，另

外我是覺得它可以結合一點社區的那個，應該還是要

有一點社區的那種，等於是說結合社區的那種，可以

辦一些比較有意義的活動。」（F20：105-107）；除此

之外，受訪者 F5、M12，也希望圖書館能夠更親民、

才能吸引民眾使用。例如將公共圖書館資源視為寶藏

的 F5，在提到自己雖然就在國家圖書館附近上班，卻

顯少使用國家圖書館的原因：「阿還有我覺得我們的國

立圖書館，在在中正紀念堂對面那一個，那一個我覺

得太高不可攀了，那邊我去過兩次而已，因為我進去

以後我摸不著、不知道找不到門路可以進去…它那邊

的設備感覺跟一般的圖書館不一樣耶，一般的圖書館

進去感覺就是一排一排的櫃子，它那邊就是一間一間

的房間就是不知道幹嘛用的，然後每個人都在忙自己

的事情，然後都沒有，那邊我真的進去裡面不知道該

從何找起阿，因為好像沒有一個是提供給大眾，那邊

好像給我的感覺就是學術單位，就是很高高在上的那

種感覺。」（F5：231-237）。 

顯示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除了希望圖書館能

夠融入社區社區，成為社區民眾生活的一份子外，更

希望公共圖書館是以親和的態度出現，不僅讓人想要

使用圖書館、願意使用圖書館，更希望能夠感受到圖

書館對讀者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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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提升圖書館便捷度 

共有 12 位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提到，居住地點與圖書館的距離會

影響使用圖書館的意願。例如受訪者 F4：「有些圖書館我不見得會想去，

喔會想去，只是說會想去，譬如說市圖有一些它有特色館藏，那音樂譬

如說在西湖那一家，那這是音樂的部分齁，或者是他們也會撥放一些影

片，那你會想去但是我不見得可能去，因為離家太遠了…我覺得一個圖

書館就是要走路可以到的地方，十分鐘，十分鐘，十到十五分鐘之類走

路可以，十五分鐘我都覺得遠…我覺得就我個人就我們並沒有很勤快的

人來講的話，距離是很大一個原因。」（F5：55-69）。綜合訪談結果，

關於提升圖書館的便捷度有以下三點期望： 

1. 圖書館交通便捷：共有 7 位受訪者希望圖書館能夠位於交

通便捷的地點。譬如受訪者 F3 提到：「像市立圖書館它的，

它的地理位置是在信義路上，那個如果是對於交通上，對

我們就比較不方便，我就不會到那個地方去，所以交通也

是考慮的一個因素。」（F3：84-86）；F4 也提到：「距離近

的話週遭都可以受惠，不會像我們圖書館員都很少帶小朋

友去。都坐公車那邊沒有捷運，有時後開車很不好停…」

（F4：217-219）。 

2. 圖書館停車方便：共有 4 位受訪者提到開車前往圖書館時

尋找停車位的困難，並且表示希望圖書館能夠提供停車空

間，或是規劃館舍附近的停車位置。例如受訪者 F22 表示：

「時間、遠近，距離拉我覺得距離有關係齁，還有停車的

便利性也有關係，其它的對我來說都沒什麼，不想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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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車很不方便，那邊我為什麼不想去，因為距離比較遠而

且它沒有停車位，以前它有現在沒有了…這邊的話是因為

比較近只要走路就可以到了不用停車，對遠近還有停車

位。」（F22：73-77）。 

3. 住家附近有圖書館：共有 5 位受訪者表示希望住家附近即

有圖書館可以使用，甚至有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提及，未

來在選擇居住地點時，不排除將是否鄰近圖書館為考量因

素之一。例如受訪者 F6 提到：「那你那如果是圖書館遠遠

才一個，那像我這種還會比較坐捷運的去的很少對不對，

那如果說就近可以的話，譬如說我這個區塊就沒有圖書

館，體育場那個是自修室，我們這邊就沒有，所以我能夠

去的最近那個圖書館就是我們板橋國小那個圖書館就是

我們學校，那可是那是要騎車去了，不是就這樣走路。那

我的意思如果可以走路去的，那個圖書館對我來講才是最

大的方便。所以我曾經也一度考慮說我想要搬去圖書館附

近住…居住的三個環境，第一個我要有圖書館離我很近，

然後第二個要有捷運離我很近…」（F6：508-520）。訪談結

果也顯示，大部分的使用者的確會選擇離住家最近的圖書

館使用，並且當受訪者提及住家鄰近公共圖書館時，表現

出來的是一份喜悅的心情，例如受訪者 F1：「我們家旁邊

的這個，就在我們家陽台就可以看到了，我下樓大概走路

一分兩分鐘吧，對對，就是全聯的後棟，我那時候知道它

們要在這裡開圖書館我高興到，非常非常高興。」（F1：

17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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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受訪者認為公共圖書館應加強的服務 

期望  代號  人數  總數

強化館藏  加強館藏發展  F1、F4、F5、F19  4  15 

增加館藏數量  F1、F9、F14、F19  4 

增加館藏新穎  F1、F4、F25  3 

提升館藏品質  F1、F2、F9、M12 

F13、F17、F19、F25 

8 

強化硬體設備  F1、F2、F3、F4 

F6、M12、F18、F25 

8  8 

調整借閱規定  F14  1  1 

調整開放時間  F1、F13、F19、F23  4  4 

加強館際合作  F6  1  1 

改善實體 

環境 

圖書館空間擴大  F1、F16、F18  3  12 

圖書館 

空間規劃 

館舍外休閒座

椅的放置 

F11  1 

圖書館建築與

自然結合 

F5、F10、F18、F22  4 

圖書館 

閱讀氣氛 

 

 

靜謐的空間 

 

F1、F3、F17、F19  4 

增加討論空間 

 

F18  1 

咖啡廳的氣氛  F7、F8  2 

改善規章 

制度 

圖書館的發展 配合時代 

產生轉變 

M12、F3、F19  3  15 

採取主動 

積極態度 

M12、F17、F24 

F25 

4 

圖書館的定位 公共圖書館 

服務單純化 

F1、F17、F22  3 

公共圖書館 

服務社區化 

F5、F6、F7、M12 

F20、F23 

6 

提升圖書 

館便捷度 

圖書館交通方便  F3、F4、M12、F18 

F20、F24、F25 

7  12 

圖書館停車方便  F4、F12、F20、F22  4 

住家附近有圖書館  F1、F5、F6、F15 

F2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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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訪談結果，受訪的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對公共圖書館

最多的期望是「強化館藏」與「改善規章制度」各 15 人、而後是「改

善實體環境」與「提升圖書館便捷度」各 12 人、「強化硬體設備」8 人、

「調整開放時間」4 人、「調整借閱規定」與「加強館際合作」各 1 人。 

 

第四節 公共圖書館之於嬰兒潮世代的角色 

探討公共圖書館在對嬰兒潮世代而言所扮演的角色，旨在理解嬰兒

潮世代對公共圖書館的印象、及公共圖書館對他們的重要性。以「沒有

公共圖書館的影響」、及「公共圖書館之於嬰兒潮世代所扮演的角色」，

做為詮釋與分析的依據。 

一、沒有公共圖書館的影響 

綜整訪談結果，多數受訪者認為沒有公共圖書館的服務會對「生活

層面」造成影響，其次是「精神層面」，並且也有認為沒有公共圖書館

並不會對自己造成太大影響的受訪者。分別探討如下： 

（一） 生活層面的影響：共有 12 位受訪者表示如果沒有公共圖書

館會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影響。譬如 F6 受訪者表示：「我就覺得

喔~我生活突然變得好豐富喔，就從圖書館開始。這樣子，我

的生活變得很豐富，我大概一個禮拜，如果有一個禮拜來說我

大概有一半的時間都是跟圖書館有關的生活，然後有一半時間

才是屬於我自己其它的部分。」（F6：48-51）；受訪者 F14 在

回答沒有公共圖書館是否會對生活造成影響時也表示：「當然

有，你的本來你的生活，譬如說每天晚上我都看看電視阿，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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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我就看看我的書阿，我是下午時間會看書阿，那當然你說像

我的書青黃不接的時候，我就不知道要做什麼…因為我不愛看

那種連續劇，那些鄉土劇我從來就不愛看，那在那你會覺得你

很無聊阿。」（F14：280-284）。 

（二） 精神層面的影響：共有 10 位受訪者表示如果沒有公共圖書

館會對他們的精神造成影響。譬如受訪者 F1 表示：「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因為的一個我現在有時間，最高興的一個就是

我現在有時間，我想要做什麼我就可以做什麼。是我一個很重

要的精神支柱，很重要的。」（F1：298-300）；受訪者 F15 曾

經患有憂鬱症，在參與台北市立圖書館樂齡資源中心的活動以

及投入圖書館志工服務後，肯定圖書館對於他精神上的支持：

「就是從我走出來之後，就覺得人生就覺得有樂趣。因為以前

真得是上班不然就回家，然後就是怎麼覺得人生就是這樣子，

我說我的人生只有兩個字就是無奈。所以很多認識我的人都說

哇~~這半年你轉變好大喔! 我說對! 謝謝樂齡中心。我是非常

感激我們圖書館有樂齡中心，所以我做兩個、兩份志工在圖書

館做兩份志工我都覺得還不夠，還沒有回饋給它。」（F15：

162-167）。 

（三） 沒有太大的影響：共有 6 位受訪者認為如果沒有圖書館對

他們而言並沒有太大的影響。透過訪談內容分析，主要原因可

以分為以下兩點： 

1. 非深度公共圖書館使用者：非深度的公共圖書館使用者，

並不經常利用館藏資源或參與講座活動，使用方式為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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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館閱報或偶爾散步走走。 

2. 公共圖書館的可替代性高：另一個原因則為受訪者 F18 提

到的，圖書館並不是生活中不可或缺的資源，並且隨著時

代轉變，替代性越來越高。F18：「會有影響，可是影響不

大，因為相對的嘛，有別的東西可以去取代，譬如說網路

阿、書店阿，就是說你的行為會改變而已，找我需要的東

西，那只不過是說沒有影響是騙人的啦，會有影響，只是

這個影響不會造成你說，非它不可，還是可以生活啦，不

是必須的東西。」（F18：301-305）。 

表  11 受訪者沒有公共圖書館的影響 

影響  人數 代號 

生活層面的影響  12  F2、F3、F5、F6、F9、F14、F15、F17、F19、F20

F22、F25 

精神層面的影響  10  F1、F6、F12、F15、F16、F17、F20、F22、F23

F25 

沒有太大影響  8  F4、F7、F8、F10、F11、M13、F18、F24 

 

透過訪談分析發現，沒有公共圖書館對受訪者造成的影響依序為

「生活層面的影響」、「精神層面的影響」、「沒有太大的影響」。其中若

是大量的公共圖書館使用者，在回答沒有公共圖書館是否會造成影響

時，會表示不僅是生活層面或是精神層面皆受影響，例如受訪者 F17、

F22 和 F25。 

二、 公共圖書館扮演的角色 

根據訪談結果，公共圖書館在嬰兒潮世代心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可

以分為 6 種：知識的寶庫/資料庫、重要的場所、學習的場域、精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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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生活的重要部份、社會文化的支柱。其中最重要的兩個角色為「知

識的寶庫/資料庫」和「重要的場所」，以下分點詳述之： 

（一） 知識的寶庫/資料庫：共有 20 位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提到

圖書館之於他們的角色，是尋求資訊、尋找資料的重要來源。

結果除了顯示館藏資源的重要性，也代表了公共圖書館之於嬰

兒潮世代有典藏知識的功能。譬如 F8 所言：「圖書館是重要的

阿，重要性在就像你說找不到的知識可以去那邊找阿。」（F8：

112-113）；F9 也提到：「因為小朋友要找資料，然後我們不太

會用電腦，所以我們必須借助圖書館…就是幫助小孩子查資料

的角色，恩~不見得小孩子的東西就查不到啦，其實我們在做

美髮偶爾還是會用到那一環的東西，恩，向那邊一些色彩的書

阿，我們也是必須要在那邊查詢。」（F9：18-34）。顯示雖然

有受訪者表示網路資訊發達後圖書館替代性高，數位落差的情

況下仍然有使用者是倚靠圖書資訊資源尋求日常生活所需要

的資訊。 

（二） 重要的場所：共有 12 位受訪者指出圖書館對於他們而言是

重要的活動場所，其場所的功能又可分為以下 3 種：提供閱讀

場域、打發閒暇時間、社交活動場所，以下分點敘述之： 

1. 提供閱讀場域：例如受訪者 F7：「我覺得它是一個就是提

供一個比較好的讀書環境。」（F7：46）；受訪者 F8：「就

是讓人家安靜讀書的地方，如果你說在家的話有的小孩子

會分心，一下子做什麼一下子做什麼跑來跑去沒有辦法靜

下心來，圖書館你去就是強迫自己就是只有讀書而已，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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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什麼事情可以做，而且又不能亂講話，對。」（F8：

113-116）。 

2. 打發閒暇時間：譬如受訪者 M13：「是休閒的地方阿，譬如

說譬如說你夏天的話，你家裡開冷氣太貴了你就跑去圖書

館這邊吹著冷氣這樣子吹冷氣阿，然後他那邊又有杯子又

冷氣你又可以喝水，就在那邊消磨時間阿。」（M13：

71-73）；M21：「我也可以去那邊閱覽閱報。看一下資料也

很好阿。要怎麼說阿，就是有一個給我消遣的空間，滿好

的空間嘛。」（M13：111-112）；F16：「打發我們退休閒暇

的時間，大部份都是阿，念書也是會耗掉時間阿殺時間

阿，念書花的時間很多耶。大部分參加【的活動類型】就

是運動囉、知性囉還有就是藝文囉。」（F16：31-33）。 

3. 社交活動場所：譬如受訪者 F22：「可以提供社交，因為像

我們去做義工的話就會交朋友。約去吃飯啦聊天啦還會去

玩阿，因為他有時候會提供，那個那個參觀就是帶我們去

玩的時候他們名意是參觀…它提供我很多，提供我社交方

面很多。」（F22：232-236）；F15：「提供我知識的地方，

甚至於還提供了休閒對不對，交朋友認識朋友的地方。」

（F15：170-171）。 

（三） 學習的場域：有 3 位受訪者提出圖書館扮演了相似於學校

的角色，認為圖書館擔負了教育、自我充實、終身學習中心，

甚至是社會文化中傳承的角色。受訪者 F3 為圖書館員，受訪

過程中提到圖書館在他心中扮演的角色：「我感覺它很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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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的心理，因為我覺得它負有使命感，有教育阿知識阿還

有一種傳播還有傳承，那是一個我覺得還滿崇高的志業。」

（F3：46-48）。 

（四） 精神的支柱：共有 5 位受訪者提出公共圖書館對他們而言

扮演了精神支柱的角色。除了受訪者 F15 在受訪過程中說明圖

書館的活動及志工參與，幫助他走出憂鬱症之外，受訪者 F6

也提到：「對我來講它是一個寶庫，它可以讓我得到很多精神

的糧食，對，然後讓我的生活的視野變寬闊。」（F6：489-490）。 

（五） 生活的重要部分：共有 5 位受訪者提到公共圖書館是他們

生活中不可或缺的一部分。F1 直接表示：「圖書館嘛，就是生

活中的一部分。」（F1：429）；訪談過程中 F17 也表示圖書館

在他的生活中扮演了不可缺少的角色：「對我來講是一個滿不

可缺少的。重要不至於到什麼，但是對我的生活裡，我覺得我

有需要到那一塊，因為它提供了很多東西嘛，譬如說學習、社

交也有了嘛、我覺得對我來說我的生命希望不要少那一塊。」

（F17：400-422）；受訪者 F15 和 F22 也表示，若是圖書館從

生活裡消失不見，會令他們感到不知所措；F25 在回答如果沒

有圖書館是否會對其產生影響時激動的回答：「會耶，我覺得

影響一定很大耶，那我怎麼辦!!!」（F25：181-182）。顯示了公

共圖書館已經融入他們的生活，成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六） 社會文化的支柱：受訪者 M12 認為圖書館圖書館是社會文

化的重要支柱，甚至認為圖書館具有安定社會的力量：「公共

圖書館喔…在社會上角色很重要，但是一般人不利用。現在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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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只有追求精神生活物質生活，還有一些文化的，還有一些

氣質要往裡面去找，社會才會安定安寧這樣。」（M12：132-134）。 

表  12 受訪者認為公共圖書館扮演的角色 

角色  代號  人數  總數 

知識的寶庫／資料庫  F1、F2、F3、F5、F6、F8

F9、F11、F12、F13、F14

F15、F18、F19、F20、F21

F22、F23、F24、F25 

20  20 

重要的場所  提供閱讀場域  F7、F8、F10、F17、F18 

F20、F25 

7  12 

打發閒暇時間  F2、F8、F13、F16、F21 

F25 

6 

社交活動場所  F15、F22  2 

學習的場域  F3、F16、F17  3  3 

精神的支柱  F1、F6、F14、F15、F22  5  5 

生活的重要部份  F1、F15、F17、F22、F25 5  5 

社會文化的支柱  F12  1  1 

 

訪談分析結果顯示，公共圖書館在受訪者心中扮演的角色總共有 6

種，依序為「知識的寶庫/資料庫」、「重要的場所」、「精神的支柱」與

「生活的重要部份」、「學習的場域」、「社會文化的支柱」。 

第五節 嬰兒潮世代的閱讀經驗與習慣 

根據訪談分析發現「閱讀」為嬰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的主要目

的之一，並且在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總共有 16 位受訪者表示「閱讀」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休閒娛樂或資訊

來源，其中已退休者 4 名：F1、F6、F12、F14，甚至表達了退休生活

會為了看書而在深夜趕進度；為了跟上時代的腳步，花很多時間看書追

求知識；於職場退休後是大量閱讀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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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章第五節探討嬰兒潮世代的閱讀習慣，希望能夠瞭解嬰兒

潮世代在閱讀行為上是否隨著他們生命歷程而有所改變。茲分為歷史事

件的影響、閱讀內容的改變、閱讀時間的改變、閱讀方式的改變做討論。 

（一） 歷史事件的影響：透過訪談，詢問歷史事件是否對嬰兒潮

世代有影響，藉以探討大時代背景的歷史環境是否對嬰兒潮世

代在閱讀方式及閱讀素材的選擇上產生影響。 

根據訪談結果，共有 6 嬰兒潮世代的受訪者表示歷史事件對自

己的閱讀行為產生影響；其餘 19 受訪者表示自己的閱讀行為

並沒有受到過去歷史事件的影響。根據訪談整理，多數受訪者

提到過去歷史事件對己身閱讀行為的影響，提出來討論的大部

分是「二二八事件」、「解嚴、戒嚴」、「蔣公過世」。其談論到

歷史事件對自己的影響方式有 3 種，分別是追求思想開放、探

求歷史真相、緬懷歷史故事，以下分點敘述。 

1. 追求思想開放：例如受訪者 M12：「多少當然有影響，對思

想上有影響，想法比較先進，我要跟上時代，我剛才講的

如果解嚴以後齁就是每一個人都要開放、都要先進進步，

而且所看的書所看的要很廣。要判斷不要被說現實一個好

一點點的來左右你思想…這些思想我都會，比人家前進…

影響到比較積極學習應該也有。」（M12：166-180）。受訪

者 M12 是國小退休老師，為典型解嚴後接受自由風氣，進

而影響閱讀、學習甚至是思想的嬰兒潮世代。談論到解嚴

的受訪者皆提及其語言的自由與開放，讓自己閱讀較以往

豐富，如同受訪者 M6 所形容解嚴就像是打開了潘朵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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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就是我覺得好像好像我把那個潘朵拉的盒子打

開，然後在我那個時候我認為是對的事情或是理所當然的

事情，到現在慢慢慢慢開放了嘛…所以我覺得是把潘朵拉

的盒子打開，原來並不是很多事情並不是我們看到的那

樣，對對對那現在慢慢慢慢越來越開放，事情的公開以後

才發現。」（F6：460-484）。 

2. 探求歷史真相：多數認為歷史事件對己身閱讀行為有影響

的受訪者提及，曾經因為電影、紀念日或是專題報導的影

響，尋找歷史事件的相關閱讀素材與資料，試圖瞭解歷史

的真相。譬如受訪者 F18：「會阿，像像以前這種書是不能

看的，可是現在有很多還是會有寫阿，像龍應台的什麼

1984 阿，那一些那一類的大概就是講以前的白色恐怖的

書，那包括有一本書幸福力那一本書，就是有幾個作家在

講他以前向蔣勳講他以前眷村的那個、很多那個，那這個

來講的話我們會有一份好奇心，那個是台灣的歷史我們會

有一份好奇心想要去窺窺窺探。」（F18：337-341）。 

3. 緬懷歷史故事：其中有一位受訪者會因為懷念過去，而去

尋找相關的閱讀素材或是參加相關的展覽活動。例如受訪

者 F3：「會懷古，憑良心講，因為我們生長在這塊土地上

我會喜歡哪些東西，譬如說會看以前的譬如說喔~延平北

路那是叫做，恩我們為什麼叫町阿…。」（F3：1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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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歷史事件對受訪者的閱讀影響 

影響  代號  人數  總數 

無影響  F2、F4、F5、F7、F8、F9、F10、F11 

F13、F14、F15、F16、F19、F20、F21 

F22、F23、F24、F25 

19  19 

有影響 

 

 

追求思想開放  F6、F12  2  6 

探求歷史真相  F1、F17、F18  3 

緬懷歷史故事  F3  1 

 

訪談結果顯示，歷史事件並沒有對大部分嬰兒潮世代的閱讀造

成影響，超過半數的受訪者認為自身的閱讀並沒有受到過去歷

史事件而產生改變；認為歷史對閱讀產生影響的方式分別有

「追求思想開放」、「探求歷史真相」、「緬懷歷史故事」。 

（二） 閱讀內容的改變：有 15 位受訪者表示從開始閱讀到現在，

閱讀內容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另外提到有改變的 19 位受訪者，

根據訪談結果可以將影響他們閱讀內容產生改變的主要原因

分為三種：「工作」、「考試」、「年齡」，以下分點敘述之。 

1. 工作的影響：例如受訪者 F1、F6、F12、F18、F21、F23

皆提到過去的閱讀偏向尋找與工作內容相關的資料，從職

場上退休以後，開始大量閱讀自己感興趣的閱讀內容。例

如受訪者 F6：「以前的話是比較是屬於我的，因為職業的

選擇，我會選擇跟自己有關的書籍來閱讀，譬如說我教

五、六年級，那小學是包班嘛，所以社會也教、數學也教、

國語也教，那我就會比較注意各方面訊息…我自己也有在

教學、然後一邊在學校也有在訓練，所以我就會比較是以

職業取向去買我需要，或是看我需要，那時候看的會是比

較急迫性的書，那現在就變成是在看閒書，比較喜歡看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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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所以我就是看看覺得還不錯耶，我就會借，我就看

的東西就會很廣，甚至還會去借食譜…我已經覺得我現在

看書已經在也沒有就就我剛剛講的就很自由，我想看什麼

書我就看什麼書，我對什麼有興趣我就看什麼書。就不像

以前是因為工作需要我要去看那些書、去涉獵知識。」

（F6：76-92）。 

2. 考試的影響：受訪者 F3、F4、F12 皆提到過去的閱讀偏重

考試科目等較生硬、較死板的內容，現在則偏向尋找自己

感興趣的題材來閱讀。受訪者 F3 現為圖書館員，談論到

閱讀內容的差異性時提到：「以前是因為壓力要考試，你

要看的書就不敢太休閒的書，那你就會受限於你要考得是

圖書館，那就會一直找找圖書館相關的書…可是真的沒有

一些輕鬆的心情去真正的想看一些，我想看的譬如說歷史

的書，有一些比較我們說的古文書，中國人的中國人應該

懂的。」（F3：20-25） 

3. 年齡的影響：其中有兩位受訪者 F2 和 F17 提到覺得自己隨

著年紀的增長對於閱讀內容的選擇也會有所差異。例如

F2：「年紀大了可能看法會改變，我覺得你這個思想會隨

著年齡不同然後想法不同，我是這樣覺得，看的書可能也

會不一樣。以前可能只是休閒，現在可能會看一些比較需

要思考、給你一種深沉的震撼的那種東西。」（F2：

115-1118）；F17：「書對我們來講已經不是在增加一些什麼

常識或什麼，反而是沉澱下來，到底這一本書跟我的生命

要對話什麼比較多，就不會想去書本裡面找一些什麼，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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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剛剛講，我們【讀書會】已經不太讀什麼理財的書，

就是我們不再不外求這個，我們倒是希望說這個作者他想

表達什麼，然後他跟我的生命對話是什麼，從他的生命經

驗裡面把我可能忘記的經驗找回來，我覺得讀起來是有趣

的齁，可能是增加生命的東西，喚醒或是喚醒一些自己可

能記憶裡面的累積，可能會忘掉一些東西，藉著它書本去

喚醒齁，我覺得好像是這樣子耶。」（M17：233-240）。顯

示對於某部分的嬰兒潮世代而言，閱讀也變成追求生命意

義的一種方式。 

表  14 受訪者閱讀內容 

閱讀內容  代號  人數  總數 

無改變  F5、F7、F8、F9、F10、F11、

F13、F14、F15、F16、F19、

F20、F22、F24、F25 

15  15 

有改變  工作的影響  F1、F6、M12、F18、F21、

F23 

6  10 

考試的影響  F3、F4、M12  3 

年齡的影響  F2、F17  2 

 

 

（三） 閱讀時間的改變：有些受訪者的閱讀時間相較過去是增加

的，但仍有不少受訪的閱讀時間是相對減少的，綜合訪談內

容，受訪者閱讀時間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從職場退休，因為能夠

自行利用的時間變多而增加了閱讀時間；閱讀時間減少主要原

因則是視力衰退與生活忙碌，以下分點敘述之。 

1. 閱讀時間增加：已退休的受訪者中，有 4 位表示退休生活

讓自己的閱讀時間增加。例如受訪者 F14 提到退休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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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的時間增加了：「可是我那時候工作的時候上班我不

會去預約，因為那時候沒有那麼多時間看書，那時候頂多

就是看一些皇冠拉齁，還有就是看推理小小雜誌拉齁…那

時候看的書不多，因為那時候上班我的工作很忙，我晚上

沒有那麼多時間看小說，我在看報紙我回到家都很累了，

所以那時候看書比較少，退休後看的書就比較多，就看的

可以說是大量的看。」（F14：102-107）；根據訪談分析，

退休後的時間自由，可以隨意安排運用是增加閱讀時間的

主要原因，例如受訪者 F1 在被問及平均的看書時數時回

答：「不一定耶不一定，有時候我會趕進度，趕進度的時

候可能趕到半夜，起來兩三點再看個兩三個小時。當然那

時後是覺得好像睡醒了，不一定拉，就是不一定。因為，

因為我現在可以照我想要怎麼過，我現在不用去打卡。」

（F1：60-63）。 

2. 閱讀時間減少：閱讀時間減少的原因主要是「視力衰退」

與「生活忙碌」。總共有 7 位受訪者提到因為「視力衰退」

而減少閱讀時間，例如受訪者 F15：「跟以前差很多，因為

你一定是，雖然說你老花眼睛可以戴眼鏡，可是看起來還

是眼睛很快就會覺得疲勞，像我以前是可以一口氣看兩本

書的人，現在大概一本、一本書要看兩天這樣，要分兩天

看。」（F15：17-20）。也有受訪者因為視力衰退的原因改

變原本的閱讀方式，例如受訪者 F17：「我有一點近視，應

該是退化應該是還好，可是不知道怎麼搞的，什麼時候會

加了散光，因為加了散光以後現在就讀書比較吃力…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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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愛看一本書會看到兩三點，就是拼命趕，現在比較

不敢。現在就是頂多十一點多我就把書，而且我會跳越閱

讀，就像說有雜誌阿，像這時候看這本書然後我可能等一

下又看另外一本書，就不會堅持像以前一本書要看到完這

樣子再看另外一本，我現在有些時候會跳越閱讀這樣子。」

（F17：81-87）；「生活忙碌」方面，總共有 8 位受訪者提

到因為生活忙碌而減少閱讀時間，其中又以生活中工作時

間過多為未退休者減少閱讀時間的主要因素。例如受訪者

F5：「看的書都差不多，可是現在讀的時間比較少，因為

工作比較忙。」（F5：56-57）。 

（四） 閱讀方式的改變：閱讀方式的改變討論包含了「閱讀載體

選擇」與「字體大小的選擇」。 

1. 閱讀載體選擇：主要是探討電子閱讀器與傳統紙本書籍的

選擇，結果顯示嬰兒潮世代偏好傳統紙本書籍的閱讀。在

訪談過程中，總共有 8 位受訪者提到嘗試使用電子閱讀

器，如 I-pad，雖然多數在嘗試過後仍然喜歡傳統的紙本閱

讀型式，但是仍有 1 位受訪者表示未來自己會偏好使用電

子閱讀器進行閱讀，受訪者 F4 提到：「現在慢慢習慣，因

為有，我以前不習慣，可是自從買了 I-pad 以後我現在用

I-pad 閱讀。」（F4：125-126），受訪者 F4 因為電子閱讀器

便於攜帶，而且希望未來電子書的借閱能夠透過網路即可

進行，偏好使用電子閱讀器進行閱讀；相較於受訪者 F4，

大部分的嬰兒潮世代則是類似受訪者 F8，持保留的態度：

「像我們中高齡來講，不管視力腦力來講我們還是喜歡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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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可是紙本一個保存的一個問題，還有空間的問題，

所以我的立場我覺得我一半一半，但是當然來講是年齡的

那個的話是會比較偏向紙本拉。」（F18：125-128）。 

2. 字體大小選擇：結果顯示嬰兒潮世代傾向選擇大字體書籍

閱讀。共有 14 位受訪者在訪談中表示現在閱讀的書籍中

字體大小是重要的影響因素，例如受訪者 M21：「我的感

覺是這樣像是很多書我已經沒有辦法看，太小字很吃力有

時候根本沒辦有辦法看，這就已經開始算我不愛使用的資

料。」（M21：94-95）。又如受訪者 F2 提到的閱讀需求：「其

實可能讀者譬如說老年人口一般到圖書館去都是看報

紙，看雜誌，很少以前我可能會覺得說為什麼，然後現在

我慢慢年紀，自己視力不好我才發覺說，第一個看書很

累…字體要放大阿，可是問題是一般出版社不會特別為老

人去弄…老花眼睛會有阿，對應該會，放大鏡也是可以，

可是畢竟你看個書拿個放大鏡看久了真的會滿累的，然後

你戴個老花眼鏡也是會不太舒服。」（F2：378-384）。受訪

者 F18 也提到自己的閱讀經驗因為字體大小造成的影響：

「我喜歡的書我會借用眼鏡來看。就是會很吃力，尤其是

那種很密的字，他為了要省紙還是怎樣，就是間距很密的

書，那個看起來好吃力，不過有時候人家給你的網路上的

文章也會，它那種是要把他在 co 出來，然後再去把它分段

把距離拉開，就自己再去做一點調整，我會我會為了要

看，就分段甚至於說把他的那個兼具拉寬一點，行與行之

間拉寬一點，這樣你看起來才會舒服、才不會傷眼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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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那個興趣再去讀下去，所以因為你眼睛的一個關係還

是怎樣，你會覺得本來我今天可以讀半個小時，那也許是

我眼睛，那就讀的延長一點，那延長以後有時候這種東西

延長以後效果就會差。」（F18：230-238）。顯示因為生理

造成視力退化，嬰兒潮世代的閱讀普遍傾向選擇字體較大

的書籍進行閱讀，並且在條件許可下，傾向將字體調整到

舒適閱讀的大小，例如：電腦的放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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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進一步分析與討論 

第伍章根據訪談結果進行綜合討論，總共分為四節。 

第一節參考第貳章的文獻回顧，並且綜合第四章的討論，將受訪者

顯現出來的特質與 Dobson 指出的嬰兒潮世代特質做對比，探討國內外

嬰兒潮世代的共通性及台灣地區嬰兒潮世代的獨特性。第二節歸納出嬰

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的使用者類型，總共分為六類：已退休－資訊

尋求型、已退休－休閒娛樂型、已退休－生活充實型、未退休－資訊尋

求型、未退休－休閒娛樂型、未退休－生活充實型，並做類型特徵及代

表個案的描述；第三節延續第二節的討論，並且根據文獻回顧裡各項宣

言、組織，及公共圖書館針對高齡人口提出來的各種服務措施，將嬰兒

潮世代使用台北市立公共圖書館的主要目的分為以下三種：活動中心、

資訊中心、學習中心，進行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利用模式的探討；最

後在第四節討論嬰兒潮世代服務的需求與特徵。 

第一節 嬰兒潮世代的普遍特質 

 

一、 國內外嬰兒潮世代的共通性 

整理訪談內容，分析之後與文獻回顧中 Dobson 指出的嬰兒潮

世代特質相互比對，希望能夠作為未來服務嬰兒潮世代公共圖

書館使用者的參考依據。 

受訪者總共 25 名，出生年份從 1949 至 1966，是根據文獻回顧

中符合台灣社會發展變遷，定義而來的嬰兒潮世代。本章節的

目的除了希望能夠探討嬰兒潮世代的特質外，也透過訪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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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國內外嬰兒潮世代是否有顯著的差異存在。 

在文獻回顧第一節裡，討論了 Dobson（2004）指出嬰兒潮世

代普遍特質有以下五點：一、更健康更積極更有行動力；二、

希望能夠在地老化；三、不管有沒有報酬，都希望能夠參與有

意義的社群活動；四、希望能夠設計、管理己身或他人活動；

五、不會將退休視為結束，反而認為那是生命裡嶄新的一頁。

將 Dobson 整理出的嬰兒潮世代特質與訪談結果相互比對，分

點敘述如下： 

（一） 更健康更積極更有行動力： 

整理訪談內容，共有 8 位受訪者符合此項特質。如受訪者 F2

在訪談過程中主動分享許多自己學習的經驗，除了游泳、太

極、鋼琴以外，將來退休也計劃學習更多自己感興趣的事物，：

「我跟你講我現在手邊還有四本書還沒有看，都沒時間，每天

加班，我回去大概看個新聞完我就開始看書了，不然就上網，

阿上網完有時候就聽，就是現在有去學鋼琴嘛，就練練琴這樣

子。因為這才剛開始學，所以我是想說應該要花很多時間練，

我就是練琴看書然後上一下網這樣子。然後，我們比你們年輕

人還忙，歐巴桑比你們年輕人還忙。」（F2：124-129）；「那我

現在是學鋼琴我是一對一的…我在那邊學。對~因為我太極拳

班的同學在那邊學。那我是考慮到說現在年齡漸漸大了嘛，剛

好醫學院這邊有太極拳班，有一天我們也會老嘛，年紀大了你

在學東西就會比較慢，所以我先學起來放，哈哈哈，每個人聽

我去太極拳班都說，你你你怎麼會去學太極拳，我說我學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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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阿，要是活到八十歲了還可以打。所以我就是抱著這個信

念，就是我什麼都學什麼都學，然後學到一定程度了再換下一

個這樣子。像我現在太極拳再打個一年，我就看看說我還會再

繼續打，然後可能再去學個，那鋼琴我是給自己兩年，我看看

自己能談到什麼程度。我沒有什麼藝術天份，我想說學到一定

程度我想要去打鼓還什麼的。因為我以前國中的時候是鼓號樂

隊，然後我想說ㄟ也許鋼琴學兩年之後我可能去學拉丁鼓或非

洲鼓什麼之類的。所以我可以跟你講我退休後可能會很忙。」

（F2：486-498）。 

（二） 希望能夠在地老化： 

根據訪談內容分析，共有 11 位受訪者符合此項特質。例如受

訪者 F17 在回答將來如果退休之後，會不會考慮搬到其他地區

居住時回答：「原則上因為我不會腳踏車也不會摩托車、也不

會開車，我都靠兩條腿，所以我選的房子一定都是交通方便的

地方。我個人是不會考慮搬到別的地方去，就我個人來講真是

不會，我從來沒有想要離開台北，是因為我覺得台北提供的服

務真的太多了，你走出去、只要你願意走出去，你都不用花什

麼錢，像我說我住在那個地方，我去我們家【附近的】圖書館

也不用花錢、我去陽明大學圖書館也不用花錢，還可以爬軍艦

岩，齁。就是我覺得我的週遭，我就是兩條腿就可以有很多得

方便性阿，然後從那邊走到腳踏車步道嘛，或是晚上到捷運下

面去散步，真的很多，而且說真的像看電影阿什麼，只要你願

意走出去，聽演講看電影散步，很多生活真的是可以變得不一

樣阿。那我是覺得如果搬離我不敢想像，因為我從生下來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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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台北市的人…所以我沒有搬出去那麼浪漫的想法。我覺得

資源真的很多，對阿，我覺得我應該就是，這大概就是我的生

活重心吧。」（F17：371-383）。  

（三） 不管有沒有報酬，都希望能夠參與有意義的社群活動： 

整理訪談內容，共有 13 位受訪者符合此項特質。有許多受訪

者都在受訪過程中分享自己做志工的經驗，例如受訪者 F15：

「空下來的時候就做志工阿，我告訴你我又去應徵一個志工，

拒菸志工，董氏基金會你知道嗎，董氏基金會就是孫叔叔的那

個，那個就是…我現在才去上課，所以我最喜歡去上課，你去

做任何志工他都是先給你上課，我現在才上，上個禮拜去上了

第一堂課，然後再來是下個禮拜會去上第二堂課。第一天的課

程就是他講一些吸菸的壞處，然後會給你看有沒有香菸盒上都

會有那種可怕的相片嘛，然後他會給我們看各國的圖片，就是

每個國家的拒菸圖片就不太一樣…」（F15：111-116）；即使是

尚未退休的受訪者，也會在訪談過程中提到將來退休後希望可

以投入志工的行列，或是將更多時間心力放在志工服務。例如

未退休的受訪者F18期許自己退休後能夠多一點時間做志工服

務，也在訪談過程中分享了現階段志工服務的心得：「退休之

後可能會學習一些東西吧。學一些東西吧，學一些自己想要的

東西吧，然後看…可能書一樣可以看啦，就是說看多一點的書

吧，然後就是旅遊吧，還有就是多一點時間付出、當志工。我

當志工好幾年了，阿就是一個機緣阿，那我覺得說其實我們有

很多都是在用社會的資源，大家…大家的一個資源，那其實我

們有能力我們貢獻一點、回饋一點是很公平的，而且很理所當



 

90 

 

然。第一個是想要付出一些東西，第二個其實收穫最多的是自

己，為什麼你知道嗎，因為你在你的付出的一個當中，你本身

你會吸收到很多意想不到的資訊、意想不到的收穫，包括價值

觀、各方面的教育。可以，maybe 拉，我現在也不敢跟你講說

那個啦，因為有時候人生的變化很多阿，你計劃趕不上變化，

是有這個理想拉，可是理想有時候也是要…很多的一個…配合

才有辦法。…我我我現在在這邊的主力我都放在文化志工，第

一個，因為自己有一點基礎拉，有寫作的基礎，第二個就是喜

歡，很喜歡，主力在這邊，慢慢慢慢我有在跨啦，跨其它的那

個，不見得都在這裡拉，這樣你的生命也會豐富多元，對。」

（F18：277-295）。 

雖然受訪者沒有直接提到「不管有沒有報酬」這項特質，但是

從訪談過程中發現，所有參與有意義社群活動的受訪者，主要

動機皆為排遣時間、回饋社會以及獲得學習的機會，表示即使

沒有從活動中獲得金錢報酬，受訪者確實可以從活動過程中得

到持續參與的回饋。 

（四） 希望能夠設計、管理己身或他人活動： 

根據訪談內容分析，共有 7 位受訪者符合此項特質。例如受訪

者 F17 為尚未退休的醫護人員，在訪談過程中說明在未退休前

就開始參與各類型志工服務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找到自己退休

後最適合從事的志工類型：「其實志工的種類很多，那我總覺

得你要當志工你是要先去瞭解，你到底要怎麼樣子的志工，什

麼樣性質適合你，你要先去 try，所以我想可能是在做這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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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吧。ㄟ…我大部分不會一次參加很多，大部分就是試，不

適就退，然後試，再看看，一邊做一邊觀察是不是適合自己。

志工我覺得我可能不會完全，但是在這一塊志工我覺得可以讓

我收穫很多，是我願意不斷的再進去學一些東西的，這一塊志

工裡面，不是一個很枯燥只是提供幾個小時的時數而已，我希

望我的我當這一個志工是，我希望用生命跟時間去經營，然後

這一個地方也可以回饋，讓我更豐富的地方才叫志工，我覺得

不是單單的去當人家的免費、讓人家叫來叫去的，然後這樣子

的感覺，我覺得可能不一樣的類型吧，我希望我能選到、選到

一個志工是讓我能在不同的領域成長。其實我一直也在摸

索，…那我現在是在醫院當標準病人。我是覺得對我來講，我

很願意看到年輕人成長，因為我們都很快的已經要中、老，五

十幾歲了嘛，中年人的要走入後半期了，我們以後還是要靠年

輕人，年輕人越優秀，越好…我覺得我如果可以做什麼，我都

很樂意，尤其是跟年輕人，我覺得真的我真的一直覺得希望就

在你們身上，恩，阿你們的希望，就像到我這個年齡，你們的

希望也會在下一代。對，對我來講，我覺得我現在生命看到的

就是傳承。」（F17：280-311）。 

F6 是一位已退休的國小老師，訪談過程中提到會利用行事曆，

將有興趣的公共圖書館或是文藝活動機構舉辦的各講座課程

記下，豐富自己的生活：「新北市的縣政府的櫃台，其實不只

它櫃檯拉齁，然後還有北市的圖書館，他每個月的月初就會有

那個，我現在就拿出來齁，這些都是我從圖書館拿的，像這些

訊息。對對對我會我會，現在每次到了每個月的一號我就跑去



 

92 

 

拿這個，阿這些是我在總圖，因為我也會跑到總圖去，齁阿市

圖之窗，我就拿了這些東西回來，阿從這個東西拿出來以後，

我看了裡面的活動以後，我又把我的那個生活領域又擴得更寬

了，除了圖書館以外，對，然後中山堂然後到好多好多地方。

這也是我那天在士林圖書館，去讀書會我就把他，因為他都擺

在那個架子，對對所以我的書桌前面就會有一堆這種資訊。那

我在裡面就得到好多動態的拉、靜態的拉展覽拉什麼都有，我

就覺得喔~我生活突然變得好豐富喔，就是從圖書館開始。這

樣子。我的生活變得很豐富，我大概一個禮拜，如果有一個禮

拜來說我大概有一半的時間都是跟圖書館有關的生活，然後有

一半時間才是屬於我自己其它的部份。」（F6：40-51）；「因為

我在行事曆上都會寫到今天有什麼電影有什麼講座，我的行事

曆上都會紀錄…不過大部分我寫在行事曆裡面，達成率會有譬

如說十次大概會有五次以上我都會去，甚至於有時候還滿難抉

擇，因為我會把所有那個圖書館的電影，譬如說明天禮拜六，

我就把他全部寫在禮拜六的部分，舉例像明天來說後就有四五

個我覺得我想去的，可是我只能從裡面挑一個這樣，有有有，

我那個筆記本裡面都寫什麼…反正那個訊息我都沒有漏掉。」

（F6：252-264）。 

（五） 不會將退休視為結束，反而認為那是生命裡嶄新的一頁： 

整理訪談內容，共有 10 位受訪者符合此項特質。例如受訪者

F6 退休前職業是一位國小老師，在訪談過程中分享他一達到退

休資格就決定退休的原因：「所以人家問我說為什麼你一達到

退休資格就退休，我說，因為我想讓我的人生有第二個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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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的前半輩子我就在演同一個角色，我的後半輩子我要開

始演不同角色。對，所以我還還好趁現在說老不老、說年輕不

年輕，不是六七十歲了我還可以走的動阿，我還可以做很多事

情，阿我頭腦還很清楚，我以我就馬上可以退休就退休了。」

（F6：282-286）。受訪者 M12 在提到退休生活的規劃時，甚至

希望將來有機會可以到日本念研究所充實自己的人生：「會去

社區大學上課阿，我們那個老師京都大學博士來教阿，其實我

也可以去教人家勒，我我我通過日文很多去教人家教那種社

區，我二級通過耶，五四三二一，我二級隨時齁，現在比較忙

因為我爸爸身體不好，不然二級通過我還可以去申請日本的去

留學耶，阿後來想去讀研究所阿，想讀日文方面的齁。」（M12：

228-231）。 

如下頁表 16 受訪者嬰兒潮世代特質展現表所示，國內嬰兒潮

世代能夠符合 Dobson 提出來的嬰兒潮世代的特質，雖然台灣

地區嬰兒潮世代的年代因為地區與相關歷史背景等因素較歐

美地區延後，但確實展現了相似的特質；也如學者 Dobson

（2004）的研究發現：與過去老年人口的特質不同，嬰兒潮世

代在他們生命的後半段追求尋找的是：友善的環境、有意義的

活動與學習機會、和社會與人群的互動、資訊的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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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受訪者嬰兒潮世代特質展現 

Dobson 嬰兒潮世代特質  人數 代號 

不管有沒有報酬，都希望能夠

參與有意義的社群活動 

13  F2、F4、F6、M12、F14、F15、F16、F17 

F18、M21、F22、F23、F24 

希望能夠在地老化  11  F1、F3、F6、F7、F8、F9、F11、F14、F17 

F20、M21 

不會將退休是為結束，反而認

為那是生命裡嶄新的一頁 

10  F1、F2、F3、F5、F6、M12、F15、F17、F18

M21 

更健康更積極更有行動力  8  F2、M12、F15、F17、F18、M21、F22、F23

希望能夠設計、管理己身或他

人活動 

7  F2、F6、F10、F12、F17、M21、F22 

 

資料來源:  研究者整理 

 

二、 國內嬰兒潮世代的獨特性 

（一） 經歷成長背景中教育制度的轉變 

成長過程中，教育制度的改變確實對嬰兒潮世代產生影響，首

先是過去學校體制不鼓勵學生閱讀課外讀物，例如受訪者 F2

的經驗分享，F2：「以前學校的政策是不鼓勵我們讀課外讀物

的。我忘記可以借幾本了，因為我們以前是不鼓勵，就是不是

很支持鼓勵你看課外讀物。對，就是風氣改變，我們那個時候

是不支持，就是覺得說看那些書又不會考試。以考試為主…」

（F2：314-317），因此教育制度開放後，影響到受訪者樂於積

極的閱讀；受訪者 F4 也分享過去的經驗反而讓他感受到閱讀

的重要性，並且開始利用圖書館培養孩子的閱讀習慣，F4：「小

時候其實並沒有培養閱讀的，我們應該講我們這個年代，小學

就小學阿，小學好像也沒有什麼圖書室阿，不流行阿，念書完

回家就寫作業阿，玩阿，以前就是玩比較多耶，我們這個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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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少有時間閱讀吧，還要幫忙家裡…」（F4：185-187）；F4：

「家長【對孩子】從小的閱讀習慣培養很重要，我就是沒有做

到。我買很多書，可是要其實還是要家長帶著看，伴讀阿之類

的就，講故事給他們聽之類的，都必須要做到…你就發現就是

因為閱讀習慣沒有培養，他的國文其實程度比較差，課外的書

就是念的少然後很多的現在的測驗，現在的題目你會發現其實

它都很廣，很多元…它可能就問你好幾個，那那個那些詞彙如

果你以前沒有讀過的話可能就不會知道它可能代表什麼意

思，類似這樣子。這是很可悲的事。」（F4：40-49）。 

另外也有受訪者提到因為教育的普及，產生嬰兒潮世代與上一

代的父母輩之間的差異，例如 F2：「其實我們是近幾年，就是

應該到我這一代吧，受教育程度才會比較普及一點，可能我媽

媽那一代可能受教育程度也不是每個人都那麼普及，所以可能

那一代的人閱讀習慣也沒有從小培養，所以他們就比較不會去

閱讀。」（F2：386-388）。 

經歷教育制度改變的嬰兒潮世代，整體而言因為教育機會普

及，識字率比上一輩父母高，退休後的生活也樂於規劃閱讀以

及學習的相關活動，並且重視下一代閱讀習慣的培養。 

（二） 經歷政治環境下社會制度的改革 

解嚴戒嚴是影響嬰兒潮世代的重要歷史變革，首先如 F17 所提

到的，嬰兒潮世代的父母輩因為歷史事件對他們灌輸的政治觀

念，F17：「像說我們這一個世代，我們父母來講是叫我們政治

的東西不能碰，從以前就告訴我們說絕對不能碰，明的是騙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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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搶」（F17：462-463）；F14 也提到整體的社會氛圍讓他們

成長過程中傾向於不去討論相關議題，一直到改革開放後才因

為好奇心而去閱讀與探求相關歷史真相，也才能夠發表相關的

討論與意見，F14：「其實這種在我們小時候，二二八是禁忌是

不能講的，因為譬如說就是說有聽過這種的，那時候對政府是

很模糊的所以我也不會講我也不會去，我們也不會去探討，那

是二二八最近幾年開放講了，然後才知道有這種事情，其實對

這種小說我也看過，二二八的小說我也看」（F14：50-53）；F14：

「解嚴戒嚴對我們來講就是…就有一個好處好像我們的言

語，好像自由一點啦，齁因為小時後勒小時後你講的就是反共

抗俄嘛、人人有責，就沒有講這個話了，差就差在這邊拉。」

（F14：67-69）。 

一直到解嚴之後，部分受教育的嬰兒潮世代開始產生批判性思

考，並且對過去的歷史做判斷、做解讀，進而影響到自身的生

命價值觀，例如受訪者 M12：「對思想上有影響，想法比較先

進，我要跟上時代，我剛才講的如果解嚴以後齁就是每一個人

都要開放、都要先進進步，而且所看的書所看的…很廣，要判

斷不要被說現實一個好一點點的來左右你思想…我是裡面很

特殊的很前進。不只學習、想法還有動作出來，執行、抗議什

麼各方面的，那個會因為這些思惟會進步的思想要出來阿…我

就…對這些很不滿，就抗議。就這些思想我都會，比人家前進…

影響到比較積極學習應該也有。」（M12：166-184）。 

也如 F17 所分享的，歷史事件影響到社會制度的改變，也帶給

台灣地區嬰兒潮世代得以接收不同於過去的歷史真相，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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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7：「就像我平常會去跟朋友去分享賽德克巴萊，就是我們會

有一些討論阿，就是說為什麼我會跟他們講、為什麼我會想去

看，我們四十九年的那一個時代，我們的書就只有四個字，霧

社事件齁，什麼都沒有，就是霧社事件，就寫霧社事件剩下都

沒有…那我想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有很多的東西，是從日本那

邊過來的，是人家的記錄，那我們就會不斷去想這一個地方離

我們不是很遠…那生活裡面我們根本沒有跟他接觸就不知道

他是誰，就是一個銅像而已阿。就是說你根本跟你的生命根

本…可是那離我們根本不遠阿，不管是年代還有地理位置，可

是為什麼我們都不知道。對不對，那我們的資料都是從日本過

來，那是值得去看的東西，以我們這個年齡值得去看的東西。

哇~原來人家是這樣在記錄這個歷史，那我們是只有四個字就

帶過去了，怎麼差這麼多。」（F17：473-484）；F14：「解嚴戒

嚴對我們來講就是…就有一個好處好像我們的言語，好像自由

一點啦，齁因為小時後勒小時後你講的就是反共抗俄嘛、人人

有責，就沒有講這個話了，差就差在這邊拉。」（F14：67-69）。 

整體而言，嬰兒潮世代在解嚴之前，因為社會制度及受父母輩

的影響，傾向於不討論相關政治及歷史事件；解嚴過後，部分

嬰兒潮世代因為社會風氣改變，開始對歷史進行探求，甚至產

生批判性思考或是追求歷史真相的慾望。對圖書館服務的意涵

則是發展相關的歷史館藏，包括歷史書籍與歷史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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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類型 

根據第肆章第二節「嬰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的動機」中的討

論，依據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資源的使用目的不同，可以將使用方式

分為以下三類：資訊尋求、休閒娛樂、生活充實；而在第三節到第五節

的討論發現，「退休」與「未退休」在嬰兒潮世代的生命裡扮演重要的

角色，並且直接影響其使用圖書館的意願及時間分配，因而將嬰兒潮世

代的「生命階段」，分為：已退休、未退休。所有受訪者總共 25 名，根

據小型問卷調查表的填寫，包含了已退休 11 名、未退休 13 名，和 1 位

沒有工作經驗的家庭主婦 F22。在探討嬰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的類

型時，「已退休」與「未退休」最大的差異在於「退休」影響個體可以

自由運用時間的多寡，基於受訪者 F22 可以自行安排及運用時間的生活

方式，將其歸於「已退休」。 

本節根據嬰兒潮世代的「公共圖書館資源使用方式」 與「生命階

段」將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的使用方式分為以下六種： 

表  16 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館使用者類型 

              資源使用 

生命階段 

資訊尋求  休閒娛樂  生活充實 

已退休  F1、M12 

F14、F20、M21 

M13、F16 

F24 

F6、F15、F22、F23 

未退休  F3、F4、F5 

F9、F19、F25 

F7、F8、F10 

F11 

F2、F17、F18 

 

 



 

99 

 

如表 17 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類型一覽表所示，根據「資源

使用方式」、「生命階段」，可以將受訪對象分為六種類型，分別是： 

A. 已退休—資訊尋求型 

B. 已退休—休閒娛樂型 

C. 已退休—生活充實型 

D. 未退休—資訊尋求型 

E. 未退休—休閒娛樂型 

F. 未退休—生活充實型 

以下探討各類型的代表特色，並做各類型代表個案的描述： 

A、已退休－資訊尋求型 

（一） 代表個案：F1、M12、F14、F20、M21 

（二） 類型特色： 

1. 公共圖書館使用時間：退休前工作忙碌，幾乎沒有時間使

用公共圖書館；退休後生活中擁有大量時間可以自由安

排，也因此增加了公共圖書館的使用頻率。 

2. 公共圖書館使用方式：退休前後使用公共圖書館方式沒有

太大的改變，皆是為了尋找與己身興趣或生活相關資訊而

使用公共圖書館資源，是積極的館藏資源使用者；但鮮少

參與圖書館講座、課程等相關活動，也不藉由公共圖書館

擴展社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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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案描述：F14 

F14 是一位退休的銀行行員，因為住家位於東園圖書館附近，

退休前就開始使用東園圖書館館藏，借閱偵探、推理類的書籍

與雜誌。喜歡使用圖書館的網路預約功能，通常將書籍借回家

閱讀，不會在圖書館使用網際網路，也幾乎不在圖書館讀報或

是參與圖書館講座課程。 

退休後生活不需要像從前一樣忙碌，開始可以進行大量的閱

讀，並且有很多時間得以自由安排。目前每日行程為：上午在

醫院做志工，下午時間在家裡休息、看看報紙、午睡，晚餐後

進行書籍的閱讀。F14 表示圖書館是閱讀書籍的主要來源，退

休前有習慣購買書籍、退休後因為有足夠的時間可以等待，也

藉由向圖書館借書來節省家庭開銷和減少書籍放置空間的問

題。 

B、已退休－休閒娛樂型 

（一） 代表個案：M13、F16、F24 

（二） 類型特色： 

1. 公共圖書館使用時間：退休前與退休後使用公共圖書館的

差異在於時間的多寡。退休前已開始使用公共圖書館，因

為退休後可以自行運用的時間變多，使用圖書館時間因此

增加。 

2. 公共圖書館使用方式：退休前後使用公共圖書館的方式並

沒有太大的改變。退休前公共圖書館已扮演生活中休閒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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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的角色，通常是吃飽飯散步的場所、尋找感興趣書籍的

寶庫、參與圖書館課程活動還有擔任圖書館的志工，藉以

打發生活中閒暇的時間。 

（三） 個案描述：F16 

F16 從職場上退休之後，在台北市立圖書館當擔任太極拳老

師。閱讀並不是生活中主要的休閒娛樂，認為自己年紀增長以

後閱讀的時間變少，主要原因是視力的衰退、還有生活中的瑣

事增加。 

對受訪者 F16 而言，公共圖書館的主要功能是休閒消遣與打發

時間。除了在圖書館擔任太極拳老師之外，也積極的參與圖書

館樂齡資源中心的講座課程，學習語言或是手工藝創作，希望

能夠藉由圖書館豐富自己的生活。 

C、已退休－生命充實型 

（一） 代表個案：F6、F15、F22、F23 

（二） 類型特色： 

1. 公共圖書館使用時間：位於已退休的生命階段，除了擁有

大量的時間得以自由安排，也願意將時間花在使用公共圖

書館。 

2. 公共圖書館使用方式：為公共圖書館的深度使用者，除了

觸及各類型資源的使用之外，使用公共圖書館主要目標為

豐富生活、賦予生命意義。 



 

102 

 

（三） 個案描述：F6 

F6 是一位國小的退休老師，退休之前生活忙碌，沒有太多時間

使用公共圖書館的資源；退休之後感受到自己有大塊的時間可

以自由規劃，並且表示圖書館的調性和自己很合，因此開始積

極地使用公共圖書館資源。 

F6 是大量閱讀者，退休前偏向閱讀與教學相關的書籍，退休後

逐漸擴展自己的閱讀領域，除了使用公共圖書館的館藏資源以

外，也會參與圖書館講座課程活動、電影欣賞。F16 在訪談過

程中表示，自己的生活圈是透過圖書館漸漸拓大、變得多采多

姿。除了利用圖書館本身的資源外，也透過在圖書館獲得相關

社教活動的文宣，拓展生活領域。 

居住在新北市的 F16，與先生兩人都處於已退休的人生階段，

閒暇無事夫妻倆會搭公車到台北市立圖書館使用圖書館資

源，甚至形容圖書館現在是夫妻倆約會的好去處。 

D、未退休－資訊尋求型 

（一） 代表個案：F3、F4、F5、F9、F19、F25 

（二） 類型特色： 

1. 公共圖書館使用時間：以工作或家庭生活為重，可自行運

用的時間較少，因此使用公共圖書館的時間也不能隨意安

排。 

2. 公共圖書館使用方式：為了尋找與己身興趣或生活需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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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而使用公共圖書館資源，鮮少參與圖書館講座、課

程等相關活動，也不藉由公共圖書館擴展社交生活。 

（三） 個案描述：F5 

F5 是一位尚未退休的職業婦女，學生時代培養了使用公共圖書

館的習慣：除了會到圖書館溫習功課之外，也會利用圖書館藏

尋找愛情及推理相關的課外讀物，一直到現在 F5 仍然保持上

圖書館的習慣。訪談過程中 F5 表示圖書館是相當棒的寶藏，

也因此自小培養女兒們使用圖書館資源的習慣，會帶他們到圖

書館溫習功課、尋找資料。 

F5 認為圖書館是知識的寶庫，免費又有豐富的資源，現在因為

工作關係只能趁著假日或是下班時間使用圖書館，但是計劃退

休之後會有更多的時間「泡圖書館」。 

E、未退休－休閒娛樂型 

（一） 代表個案：F7、F8、F10、F11 

（二） 類型特色： 

1. 公共圖書館使用時間：以工作和家庭生活為重，可自行運

用及安排的時間較少，因此使用公共圖書館的時間因不能

隨意而相對減少。 

2. 公共圖書館使用方式：公共圖書館扮演生活中休閒娛樂的

角色，一般而言是場域的提供，能夠在假日時間散散步、

走走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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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案描述：F8 

F8 為未退休的成衣工廠業者。平常主要的資訊需求為成衣的模

版、樣式、剪裁規格及設計，通常透過廠商之間的產品型錄取

得資訊，鮮少透過圖書館進行查找。 

在孩子幼稚園及國小時期，會全家一起上圖書館借閱書籍；孩

子進入大學階段，已經不會再協助他們查找資料，圖書館變成

全家人飯後散散步、走走路的地點。F8 有一群固定聚會的朋

友，除了不定期的爬山健走外，也會相約一起在圖書館附近走

路、閒聊、話家常。 

F、未退休－生命充實型 

（一） 代表個案：F2、F17、F18 

（二） 類型特色： 

1. 公共圖書館使用時間：即使可自由使用的時間較少，仍試

圖將公共圖書館融入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 

2. 公共圖書館使用方式：此類型為公共圖書館的深度使用

者，除了觸及各類型資源的使用外，使用公共圖書館主要

目標為豐富生活、賦予生命價值與意義。 

（三） 個案描述：F17 

F17 為未退休的醫護工作人員，剛開始使用圖書館是因為孩子

幼稚園時期，習慣待在圖書館等待他們美術補習班的下課時

間。喜歡在圖書館閱讀，並且表示喜歡圖書館安靜的氣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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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沉澱心情、心無旁鶩的專心於一本書上，與書本做心靈的對

話。 

除了使用圖書館藏資源外，F17 從民國 88 年開始參與士林圖書

館的讀書會，一直到今天仍然持續不斷。由於這個讀書會已經

成立 20 年之久，F17 在訪談過程中提到，有許多讀書會的成員

是從開始成立到現在都沒有間斷的參與，彼此的感情就像是姊

妹一般，不僅組織相當有制度，甚至形成了每個星期都會有「會

外會」的活動，譬如爬山、健走…聯繫彼此之間的感情。 

F17 會利用圖書館滿足己身的資訊需求，如果時間可以配合也

會參與圖書館的演講活動，雖然是一位尚未退休的職業婦女，

喜歡閱讀與享受於圖書館的閱讀氛圍使他保持使用圖書館的

習慣；再加上讀書會的參與，使他的生命與讀書會的成員產上

了密切的聯繫，也與圖書館更加密不可分。 

對圖書館服務的意涵是可思考如何針對不同類型的高齡者設

計不同的服務規劃，包括休閒空間的規劃、館藏資源的發展與

終身學習的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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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利用模式 

根據文獻回顧裡各項宣言、組織，及公共圖書館針對高齡人口提出

來的服務措施，本節綜合第肆章第三節「嬰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的

期望」中嬰兒潮世代覺得「公共圖書館最重要的服務」分析結果，最重

要的服務總共有三種：館藏資源使用、課程講座提供、空間場域提供，

分別代表了公共圖書館三種不同的功能。延伸而言，未來公共圖書館可

以扮演的角色可能有以下三種：資訊中心、學習中心、活動中心，如圖

3 所示： 

 

圖  3 嬰兒潮世代利用公共圖書館的主要目的 

 

第肆章第六節的訪談結果分析，將嬰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的類

型分為六種，分別是：A 已退休—資訊尋求型、B 已退休—休閒娛樂型、

C 已退休—生活充實型、D 未退休—資訊尋求型、E 未退休—休閒娛樂

型、F 未退休—生活充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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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將「嬰兒潮世代使用台北市立圖書館的主要目的」與「嬰兒潮世

代使用公共圖書館的六種類型」結合，可以得到下圖「嬰兒潮世代公共

圖書館利用模式」，用來解釋嬰兒潮世代利用台北市公共圖書館的情形。 

 

圖  4 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館利用模式 

 

（一） A 已退休－資訊尋求型、D 未退休－資訊尋求型： 

將圖書館視為擷取日常生活資訊、或是遇到問題可以尋求解答

的場所。此類型的受訪者多數認為圖書館是知識的寶庫，使用

方式單一，除了使用館藏資源外，不會透過圖書館進行社交活

動，也沒有參與圖書館講座課程安排的意願。 

資訊尋求型的受訪者在圖書館使用方式上鮮少產生改變，並不

會因為退休過後自由安排的時間增加而改變原本使用圖書館

的方式。除了已有固定的社交網絡或者其它進行終身學習的管

道以外，也可能與受訪者本身的個性有關。 

（二） B 已退休－休閒娛樂型： 

已退休－休閒娛樂型的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通常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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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共圖書館來解決資訊需求以及進行社交活動。這類型的嬰

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公共圖書館在其生命裡並不是扮

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資訊尋求的機會不多，大部分是利用圖書

館進行報章雜誌的閱讀。使用圖書館進行社交活動的方式為將

圖書館做為會面點，也就是利用圖書館實體建築或是周邊環境

的提供，例如：公園，與朋友聊天、散步，或是聚會的場所。 

（三） C 已退休－生活充實型： 

已退休－生活充實型是積極的圖書館使用者，結合了資訊中

心、活動中心與學習中心三種使用方式於一身，圖書館與此一

類型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的生活密不可分。此類型的

使用者除了透過公共圖書館解決日常生活的資訊需求外，經常

使用公共圖書館開設的講座課程活動，並且透過公共圖書館讀

書會的參與、或者加入志工服務，進行社交活動及人際網絡的

擴大。公共圖書館對他們來說除了實質圖書資源的提供外，尚

包含了心靈與精神支柱的角色。 

（四） E 未退休－休閒娛樂型： 

未退休－休閒娛樂型的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使用圖

書館的方式為單一類型，即利用公共圖書館尋找日常生活的休

閒娛樂。此類型公共圖書館使用者通常與圖書館的互動並不密

切，也不會積極的使用館藏資源，對於圖書館舉辦的相關講座

課程沒有興趣，其利用公共圖書館的方式為社交活動的進行，

多數的情況是將圖書館視為散步、休閒，與街坊鄰居閒談的會

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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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F 未退休－生活充實型： 

未退休－生活充實型，是積極的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

者，與已退休－生活充實型的差別在於得以自行運用的時間較

少，由於工作占去生活中大多數的時間，也比較少有個人的資

訊需求需要藉由圖書館獲得。此類型的使用者會在空閒時間利

用公共圖書館進行各類型的活動與學習，相當積極的將讓圖書

館融入自己的生命當中。 

從圖 4 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利用模式可以發現，A 已退休－資訊

尋求型與 D 未退休－資訊尋求型是將圖書館視為「資訊中心」，以滿足

資訊需求為主要目的；E 未退休－休閒娛樂型主要將圖書館視為「活動

中心」，希望能夠透過圖書館空間場域的提供，得到一個地方進行散步、

休閒，甚至是社交活動的場所；B 已退休－休閒娛樂型除了使用公共圖

書館館藏資源，將其視為「資訊中心」外，也透過圖書館空間場域的提

供，進行「活動中心」的滿足；F 未退休－生活充實型除了透過圖書館

空間場域的提供，滿足「活動中心」的需求外，因其參與圖書館相關課

程講座的提供，圖書館對 F 類型來說同時也是「學習中心」。C 已退休

－生活充實型是最多元的公共圖書館使用類型，充分使用公共圖書館的

館藏資源將其視為「資訊中心」，並且夠透過圖書館空間場域的提供，

滿足「活動中心」的需求，同時也利用圖書館相關課程講座的提供達到

圖書館「學習中心」的功能。 

圖 4 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類型及其資源使用方式發現，沒有

任何一個類型的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會只有利用圖書館進行

學習，而不透過其館藏資源和空間場域的提供滿足資訊與活動中心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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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顯示此一現象：公共圖書館的「學習中心」功能在嬰兒潮世代使用

者心中不會單獨存在，即學習功能常結合其它功能一起使用。 

此現象可與第肆章第二節的「嬰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的動機」

對照討論，研究結果發現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的使用動機依照人數多

寡依序為「利用館藏資源」、「喜歡圖書館環境」、「降低書籍購買率」、「拓

展社群關係」、「肯定自我」，結果單獨來看「學習中心」在本研究中嬰

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的使用動機裡並不彰顯，可能是因為使用者

被圖書館資源及實體環境吸引，才有機會接觸到圖書館舉辦的相關終身

學習活動，而後引出對圖書館學習資源的期待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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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嬰兒潮世代服務的需求與特徵 

本節延續上一節的討論，探討嬰兒潮世代服務的需求與特徵。 

資料分析的結果發現有兩個值得討論的議題。第一個議題如圖 4 嬰

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利用模式所示，嬰兒潮世代不會只使用公共圖書館

「學習中心」的功能。如果嬰兒潮世代不會特地為了進行學習而使用公

共圖書館，那麼圖書館應該如何針對文獻回顧中「終身學習」的角色做

調整？第二個議題為嬰兒潮世代對公共圖書館的其中一個期望是希望

服務能夠「單純化」。公共圖書館一直有「好服務」就是包含越多服務

的盲點，隨著時代的變遷公共圖書館不斷調整自己的服務規劃與策略，

是否加強與擴大圖書館的服務就是「好服務」呢？ 

以下將上述兩個議題分別做討論，分為學習中心角色的發揮以及圖

書館定位單純化，並在最末提出符合嬰兒潮世代需求的服務策略。 

一、學習中心的功能發揮 

關於學習中心的功能發揮，將先從「使用者行為特徵面」進行公共

圖書館嬰兒潮世代使用者行為特徵的討論，而後延續到「圖書館服務改

革面」的議題做探討。 

（一） 使用者行為特徵面： 

公共圖書館學習中心的功能，主要是藉由嬰兒潮世代參與公共

圖書館講座課程的提供而達成。根據上一章節的討論，沒有特

地使用「學習中心」的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所有使

用「學習中心」的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同時會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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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館「活動中心」或是「資訊中心」的功能。研究發現，

受訪者主要是透過參與講座課程來達成學習的功能，其中講座

課程包含了：演講、電影欣賞、各種相關座談活動、樂齡資源

中心開設的各種課程及圖書館提供的各類學習活動。在所有使

用講座課程進行公共圖書館「學習中心」功能的受訪者中，幾

乎所有的受訪者皆是因為跟圖書館有所接觸，亦即先使用公共

圖書館的「活動中心」和「資訊中心」功能，或者透過親朋好

友的介紹，然後開始參與圖書館的學習活動；唯有受訪者 F15

是幾乎沒有接觸過公共圖書館，卻因為一個偶然的契機轉而開

始利用公共圖書館「學習中心」功能走出生命低潮的使用者：

「我只好把工作辭掉回家照顧，然後照顧了半年而已啦，我爸

爸就走了，那爸爸走了媽媽還是要照顧阿，但是只能說…可是

我自己因為我照顧我爸爸然後我媽媽，我介入太深變成我爸爸

走後，我有一點憂鬱症的傾向，就有一點走不出來那種感覺，

然後就是在家裡看電視，有一天看到那一陣子就是有，樂齡大

學就是好像在國內有得獎還是怎樣，然後新聞就報導那件事

情，就覺得ㄟ這些老人家好開心喔，那我就想說我上網去查，

查查看我們這附近有沒有這種的活動，然後我就發現我們圖書

館有樂齡中心，那也很幸運我們就住在附近，我就住在大安森

林公園旁邊，那所以就馬上就來問，樂齡中心問，然後他就告

訴我說，ㄟ那時候應該是我來問的時候應該是一月多，一月的

時候，然後他告訴我是大概我們三月份有開課，你填完資料你

留個 e-mail，如果我們有開課的訊息我們就會通知你，那就就

接到通知就趕快來報名，就這樣開始」（F15：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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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圖書館服務改革面： 

根據上述「學習中心」使用者行為特徵面的描述，針對圖書館

的相關服務提供以下幾點做為參考。 

首先針對圖書館「學習中心」功能的使用者而言，在圖書館規

劃相關的活動時，可以透過小型的調查統計研擬各項活動的主

題，調查統計對象以圖書館的使用者為主，也可以在「學習中

心」活動規劃的同時，結合圖書館「活動中心」和「資訊中心」

功能，譬如在有老師帶領的「讀書會」課程裡，可以引導學員

們使用公共圖書館資源尋找相關書籍做延伸閱讀。 

對於圖書館「學習中心」功能的潛在使用者而言，建議圖書館

可以尋找適切的管道將圖書館所提供的服務被知道，如此一來

便能夠使圖書館「學習中心」功能的潛在使用者在尋找幫助或

相關需求時，能夠獲得協助。譬如在「使用者行為特徵面」的

討論中，舉例說明 F15 的公共圖書館使用經驗。F15 在過去從

來沒有接觸過公共圖書館的情況下，人生低潮時期偶然看到新

聞媒體對「樂齡大學」的相關報導，進而影響 F15 開始使用住

家附近的公共圖書館，活出新的人生。 

二、圖書館服務的單純化 

在討論公共圖書館的定位時，總共有 3 位受訪者提出希望圖書館服

務能夠單純化的期望，結果與目前公共圖書館不斷調整自己的服務規劃

與策略，擴大圖書館服務的目標相異。顯示公共圖書館在配合時代變遷

與社會發展進行改變的同時，有可能因為急於增加圖書館服務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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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失去了原本圖書館服務的主要功能。 

因此公共圖書館不是要成為一個總攬所有社會服務的公共組織，而

是要強化圖書館原本的社會功能，並且發揮圖書館「資訊中心」的角色，

加強與高齡人口服務機構、甚至相關醫療體系等單位的合作，請其將服

務資訊轉知所屬高齡人口，透過轉介的方式引領需要的人找到可以幫忙

的社會單位。圖書館應該是由政府單位整合醫療體系、戶政單位及其它

高齡服務機構形成綿密的關係網，由圖書館、高齡服務機構將服務內容

及相關資訊提供給醫療體系及戶政單位；醫療體系及戶政單位則將圖書

館、高齡服務機構的相關訊息提供給高齡人口，以增加其使用前述單位

的意願。 

三、嬰兒潮世代服務策略 

文獻回顧發現，台灣地區公共圖書館目前的老年人口服務有以下三

個主要現象：首先是國內公共圖書館對老年人口提供的服務，大部分偏

向於提供場地、特殊設備與資源，還有辦理相關活動課程及講座；第二

點為國內公共圖書館老年人口服務因為經費補助的多寡，存在城鄉差距

的問題；第三點則是，大部分台灣地區公共圖書館沒有特別針對老年人

口需求而設計的服務，就連獲得較多經費補助的公共圖書館，其老年人

口服務也幾乎不是針對老年人口設計而來：一開始為圖書館服務中的一

環，後來因應高齡化社會的來臨，才特別標示與歡迎老年人口使用，譬

如文獻回顧中舉例說明的「送書服務」。根據訪談資料，因應嬰兒潮世

代特性及需求，對文獻回顧的結果提出兩點公共圖書館服務的建議： 

1. 高齡服務台的設置：在訪談過程中總共有兩位受訪者直接提出

希望公共圖書館能夠區分不同年齡層，而提供特別服務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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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譬如受訪者 F18：「我我我…十年以後五年以後，我希望的

圖書館是符合人性化的，然後是全民的，所謂的一個全民的就

是說他有分區，有青少年區、有兒童區、有分高齡的銀髮族區，

然後在這一些來講的話一個軟硬體設備都很具體，然後可以讓

我們各取所需，那也可以滿足全民的需求，那當然是最好，那

可是我是覺得有點難。有點難啦，不過能夠做到七十分我們就

應該要拍拍手了啦…溫馨的，舒服溫馨的。就是它在軟硬體方

面來講，譬如說他在洗手間的一個色彩方面的一個，齁，阿光

線的取決，還有週圍環境的一個，這個都是可以建設的。對對

對就每個人心裡所要的一個環境都不一樣，對不對? 那需求的

也不一樣，青少年也許它需求的是一個比較 E 化的東西，齁比

較 fashion 的東西，那老年人它可以需要的是比較安定的、比較

舒適的、比較溫馨的一個環境。對，那小孩子來講那就比較需

要一些，比較有童趣的一個，譬如說大愛媽媽講故事之類的，

那一些設備東西。所以每個年齡層的需求不一樣，所以為什麼

我剛剛會講說你們要去做一個人力的一個，年齡的一個調查的

那個然後再來規畫，這一區的一個圖書館是應該，包括藏書也

一樣阿對不對。如果你今天叫青少年去看三國演義什麼那個，

我覺得大概十個裡面找得到兩個就已經不錯了。這樣子阿。

對，區塊要畫分清楚拉，因為每個人的一個 leader 不一樣阿，

需求不一樣…」（F18：308-325）。 

另外有兩位受訪者雖然沒有提到圖書館一年齡層分區的概

念，卻在訪談過程中主動提到「Information Center」的圖書館

功能，例如受訪者 F2：「提供一些老人家的課程，對就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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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課程也不要太難，但是可以讓我們動動腦或是說 social 一下

這樣子。對阿就是老人家聚在一起，不然老人家久了一個人會

越來越孤僻。我是設想我以後萬一，social 方式就是可能舉辦

一些課程阿，可以讓我們動動腦，對或者是他可以辦一些志工

的活動我們可以去講，那個志工的東西不一定是要長期的，譬

如說一次兩次這個禮拜有什麼志工活動，阿幾點到幾點你們可

以來參加，阿也許我們可以去幫幫忙什麼之類的，不一定是幫

圖書館。可以，他可以成為一個 information center 你知道嗎，

就是不是只是借還書，或是提供哪些資料而已。可能就是可以

一些生活上的一個消息中心。」（F2：537-544）；F19：「我會

覺得如果是一個老人的服務台，提供譬如放大鏡老花眼鏡的服

務這是很贊成的，但是如果把老人設一個專區除非說你覺得老

人跟其他讀者有很大的差別，不然我覺得沒有很必要，一來是

心態問題，沒有人在很健康的時候想要走到一個區承認自己很

老，除非它已經是很高齡了，可是很高齡來圖書館的人大部分

都是學術淵博那他要看的東西就不是你固定聚集在一個地

方，我覺得這樣子擺的話會讓想要利用這些資料的人產生一些

困擾，就是年輕的想要利用這些資料要走到老人專區，老人想

要利用這些資料想要左右逢源旁敲側擊的時候又不在這區，還

不如照圖書館原來的安排比較好…那行動不便他的需求如果

真的需要他在家裡會比較方便，那可能就多提供一些他們需要

的資源讓他借回家使用，而不是把他留在一個區塊讓他使用，

因為這樣子他使用起來可能也很難迎合各種不同的需求，我會

這樣覺得啦，沒有特別需要用一個區塊而是加強服務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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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老人一個方便。」（F19：158-170）。 

不管是針對不同年齡層做空間的區隔或是特別的服務設計，顯

示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是希望知道自己能夠從圖書

館獲得什麼協助，甚至渴望能夠有一種「專門服務」的歸屬感

覺。回應文獻回顧的結果，若只是因應高齡化社會的來臨而將

原本圖書館的服務特別標示出來給老年人口使用，將無法滿足

高齡化社會中老年人口的需求。誠如受訪者 F18 所提到的，公

共圖書館在做服務規劃時，應該透過人口資料的調查，熟悉該

圖書館服務地區的人口年齡層分佈後，針對當地老年人口的需

求特質設計而來。 

2. 加強多媒體資料中心的發展：根據訪談內容分析，時間與視力

問題是造成嬰兒潮世代閱讀習慣改變的重要因素，而館藏資源

的提供是圖書館被認為有「資訊中心」功能的因素之一，除了

大字體的書籍或是各類視覺輔助閱讀工具的提供，有許多受訪

對象都希望圖書館能夠加強多媒體資料的發展。如受訪者 F2

所提：「我會希望像我們總圖有一個多媒體服務中心嘛，希望

每個圖書館都有一個多媒體服務中心。對呀，看電影或者是他

有個大螢幕嘛，可以放一些大家就在那邊看這樣子，或者是他

也有音樂嘛你也可以聽音樂這樣子，就覺得滿希望圖書館可以

大一點的。因為像現在一般圖書館的多媒體服務中心比較小，

然後資料也沒那麼多，那其實以後可以慢慢擴充他的資源讓他

大一點。看電影比較不會累，因為那個電影遠一點嘛，我們會

類主要是因為，因為我們老花眼就是遠遠看很清楚，然後螢幕

都很大，對阿，很清楚所以不會有視力的問題…如果像你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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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未來的圖書館裡想圖書館希望就是多媒體服務中心多一點

資料這樣。阿然後那些視聽資料也不是純粹只有娛樂性，他也

可以是功能性的阿，譬如說他可以我們以後也許會老人照顧老

人嘛，他可以提供一些怎麼照顧失智症阿，或是一些功能性

的，或是怎麼判斷你狀況，或是說你親朋好友中可能有哪些狀

況你可以根據這個，或者是一些記錄什麼之類的，對，就是除

了那些電影以外，可以多一些可能功能性的，讓大家可以就是

說寓教於樂嘛，可能到那邊去看又可以得到東西這樣，我是覺

得比較好…」（F2：556-572）；受訪者 F19 也根據自己的觀察

提出關於多媒體資源的建議：「可能七十幾歲會有視力、老花、

聽力老化的問題，還有聽力問題、老花不喜歡看太多讓眼睛很

累的東西，所以也可以增加一些視聽媒體是用聽的方面的，陪

伴銀髮族，然後聽的資料的內涵也應該要被重視，也許不是只

是娛樂的，包涵一些知識的聽的資料也能夠增加。」（F19：

147-150）。顯示年齡增長造成的生理機能退化，多媒體素材的

提供，如：有聲書籍、VCD、DVD 的提供，確實可以替代傳

統的紙本書籍，帶給高齡人口相關知識訊息。圖書館除了增對

多媒體中心的設備器材做規劃外，同時也要注意質與量的發

展。 

3. 佈置溫馨舒適的圖書館閱讀環境 

譬如受訪者 F2 在訪談過程中所提到的：「… …就是比較溫馨一

點會讓我想要去。也不是像家的感覺，就是它歡迎我不要讓我

去那邊很拘束，不要說這個也不能做那個也不能做，就是感覺

很拘束。至少它那個位置擺設不要感覺好像…很擠，或是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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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設計的，可能多一些可能好像休閒的閱讀區什麼的。對對

對就是可以讓我很就是在那邊看一本書，然後覺得那種感覺就

不是說，不要讓我覺得那個圖書館的感覺就是要準備考試或是

要去找，除了那個之外應該要讓我感覺我去那邊應該也是可以

休閒一下這樣。」（F2：519-524）。訪談結果顯示嬰兒潮世代

傾向於休閒、沒有壓力的閱讀氛圍，建議圖書館能夠根據當地

人口結構佈置館內閱讀情境，或是設置獨立的閱讀角落提供不

同年齡層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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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 結論與建議 

人口老化是二十一世紀重要的社會變遷，對於嬰兒潮世代相關議題

的探討只是一個開端，在整個社會尚未建制妥當的前提下，嬰兒潮世代

是一批既為先鋒者，同時也身歷其境的準老人。在台灣，1949 至 1966

年出生的嬰兒潮世代已經陸續進入退休的人生階段，因為社會變遷而產

生的不同職涯曲線、生涯規劃以及退休生活，使得因應嬰兒潮世代衍生

的相關需求與社會考察，皆有其進一步論述與探究的必要性。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結論，就研究結果回應研究問題；第二

節為建議，根據研究發現提出相關建議，做為未來規劃老年人口服務的

參考依據；第三節針對本研究待加強部分提出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瞭解嬰兒潮世代對公共圖書館服務的使用經驗

及需求，做為公共圖書館老年服務政策制定的參考資料。為了深入理解

嬰兒潮世代的公共圖書館使用行為，獲取嬰兒潮世代個人的使用經驗與

觀點，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並且參考文獻回顧所得，以出生於 1949 至

1966 年的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為主，訪談 25 名嬰兒潮世代公

共圖書館使用者的圖書館利用行為，藉以理解嬰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

館的動機、經驗、期望、及公共圖書館對他們而言扮演的角色，而後針

對嬰兒潮世代對於公共圖書館高齡服務的未來需求做探討。相關研究發

現已詳述於前面章節，本節統整研究結果，歸納重要結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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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嬰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的經驗為何？ 

（一） 主要動機為利用館藏資源 

根據訪談分析的結果，整理出嬰兒潮世代使用公共圖書館

的主要動機為「利用館藏資源」。而後依序為「喜歡圖書

館環境」、「降低書籍購買率」、「拓展社群關係」與「肯定

自我」。 

（二） 被認為最重要的服務為館藏資源的使用 

嬰兒潮世代認為公共圖書館最重要的服務主要有以下三

種：館藏資源的使用、講座課程的提供、空間場域的提供。

其中最重要的服務為「館藏資源的使用」，而後依序是「講

座課程的提供」及「空間場域的提供」。 

（三） 對公共圖書館的最大期待為強化館藏與改善規章制度 

本研究整理出嬰兒潮世代對公共圖書館的期待，最多的期

望是「強化館藏」與「改善規章制度」、而後是「改善實

體環境」與「提升圖書館便捷度」、「強化硬體設備」、「調

整開放時間」、「調整借閱規定」與「加強館際合作」。 

（四） 公共圖書館扮演的主要角色為知識的寶庫/資料庫。 

訪談分析結果顯示，公共圖書館在受訪者心中扮演的角色

總共有 6 種，依序為「知識的寶庫/資料庫」、「重要的場

所」、「精神的支柱」與「生活的重要部份」、「學習的場域」、

「社會文化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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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結果顯示了館藏資源的重要性，還有圖書館做為一個社會

機構，實體空間的提供與規劃，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其中嬰

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對公共圖書館的「期待」與「動機」

是相互對應的，館藏資源是吸引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

的重要因素；講座課程的提供則顯示了公共圖書館在部分嬰兒

潮世代的心中，扮演寓教於樂的場所，具有學習與於樂的雙重

意義。 

二、 嬰兒潮世代對於公共圖書館高齡服務的未來需求為何？ 

第伍章第三節的綜合討論裡整理出嬰兒潮世代利用公共圖書

館的主要目的有三種：資訊中心、學習中心、活動中心。以下

根據研究結果，分別就三種公共圖書館使用目的，提出公共圖

書館高齡讀者服務的未來需求。 

（一） 資訊中心 

1. 高齡服務台的設置 

研究結果顯示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使用者是希望知

道自己能夠從圖書館獲得什麼協助，甚至期待能夠有

一種「專門服務」的歸屬感覺。「專門服務」並不限於

一個空間的區隔，配合相關服務的制訂或是透過提供

一個「高齡服務台」的設置也可以達成，主要目的是

使高齡人口相關的服務與需求有一個對外的實體窗

口，讓需要幫助的人能夠尋求問題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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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多媒體資料的發展 

研究結果顯示時間與視力問題是造成嬰兒潮世代閱讀

習慣改變的重要因素，而館藏資源的提供是圖書館被

認為有「資訊中心」功能的因素之一，除了大字體的

書籍或是各類視覺輔助閱讀工具的提供，有許多受訪

對象都希望圖書館能夠加強多媒體資料的發展。顯示

年齡增長造成的生理機能退化，多媒體素材的提供，

如：有聲書籍、VCD、DVD 的提供，確實可以替代傳

統的紙本書籍，帶給高齡人口相關知識訊息。圖書館

除了增對多媒體中心的設備器材做規劃外，同時也要

注意質與量的發展。 

訪談結果顯示歷史事件確實影響部分嬰兒潮世代公共

圖書館使用者的閱讀經驗與習慣，其影響分別是：追

求思想開放、探求歷史真相、緬懷歷史故事。公共圖

書館可以規劃相關書籍的展示櫃或者增設專區，滿足

嬰兒潮世代公共圖書館的閱讀需求。 

3. 建立高齡人口資訊服務的互助合作機制 

要利用有限的機關資源產生最大的效益，尋求外界有

關高齡服務機構的合作是趨勢。目前國內公共圖書館

已經開始與外部相關組織籌辦課程活動，若是能夠加

強與高齡人口服務機構、甚至相關醫療體系等單位的

合作，整合醫療體系、戶政單位、圖書館、高齡服務

機構形成綿密關係網，將可運用彼此的專長與各種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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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提供高齡人口完善的諮詢與服務 

（二） 學習中心 

1. 強化辦理適合高齡人口的學習課程 

「學習中心」的功能顯示了公共圖書館在部份嬰兒潮

世代的心中，是寓教於樂的場所，具有終身學習及休

閒娛樂的雙重意義。透過調查，依照高齡人口的喜好，

持續辦理相關主題的課程，亦可培訓相關專長的高齡

人口成為專業講師，進入同儕學習圈，以同理心進行

教學與互動，提高學習成效並奠定高齡人口的自信心。 

（三） 活動中心 

1. 擴增公共圖書館與社區資源的結合 

「活動中心」的功能顯示了圖書館做為社會服務機構

的一環，除了館藏資源和相關服務的提供，亦顯示了

公共圖書館與社區和整個社會網絡連結的重要性。台

灣地區公共圖書館可以參考國外的實例，整合地方的

醫療體系、戶政單位、活動中心、圖書館及相關高齡

服務機構的相關功能，形成互助合作的關係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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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依據本研究的研究發現與結論，提出下列建議，以供公共圖書館或

相關高齡人口單位參考： 

（一） 公共圖書館高齡讀者服務，配合公共圖書館所處地區的人

口資料普查進行規劃： 

由於老年人口逐漸增加，政府單位應規劃相關社會福利及關懷

照護政策，藉以滿足其需求並協助其生活上的適應。公共圖書

館在做服務規劃時，也應該透過人口資料的調查，熟悉圖書館

服務地區的人口年齡層分佈後，再進行安排。 

（二） 整合醫療體系、戶政單位、活動中心、圖書館及相關高齡

服務機構的相關資訊： 

透過尋找訪談對象的過程，發現使用公共圖書館的使用人口變

動不大，顯示上圖書館的習慣因人而異而且鮮少產生改變。因

此公共圖書館若想要擴大服務對象，除了原服務對象的行銷

外，圖書館現行服務的推廣模式也需要改變，並且加強與高齡

人口服務機構、甚至相關醫療體系等單位的合作，請其將服務

資訊轉知所屬高齡人口，以擴大服務群。建議由政府單位整合

醫療體系、戶政單位、圖書館、高齡服務機構形成綿密的關係

網，由圖書館、高齡服務機構將服務內容及相關資訊提供給醫

療體系及戶政單位；醫療體系及戶政單位則將圖書館、視障服

務機構的相關訊息提供給高齡人口，以增加其使用前述單位的

意願；公共圖書館在尋找合作機構與探求潛在使用者時，可以



 

126 

 

往高齡人口「一定會去的地方」以及「經常聚集的場所」等方

向思考，例如公共圖書館與相關醫療院所成立「all in one」的

整合性服務，嘉惠無法親自到圖書館使用圖書資源的使用者，

也提供照護者使用公共圖書館資源的機會。 

（三） 成立高齡服務統籌單位並整合相關資源、修訂相關法令及

標準、並且重視高齡人口服務機構人力與經費： 

相關機構在推動高齡人口服務時，面臨缺乏中央統籌單位規劃

管理及各單位合作機制的建立、缺乏明確法源依據及關服務標

準可資遵循、高齡服務機構經費不足的行政層面的問題。對於

高齡人口服務的提升，仍需仰賴政府單位負起責任，指定統籌

單位規劃管理並整合相關資源、修訂相關法令及標準、對提供

給高齡人口的圖書館及服務機構人力及經費的實質支柱等積

極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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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來研究方向 

本研究針對台北市立圖書館的高齡人口使用者為研究對象，進行高

齡人口利用公共圖書館情形之研究，因為研究者人力及時間等因素，研

究結果尚有不足之處，為使日後相關研究更加完善，提出進一步研究之

建議。 

（一） 針對其它圖書館或高齡服務機構的高齡人口進行研究： 

文獻回顧的結果發現公共圖書館的老年人口服務確實存在著

城鄉差距。本研究場域因地緣關係，研究對象為居於大台北地

區的公共圖書館使用者，與居住於其它縣市的老年人口相較，

資訊取得管道可能會有所差別；不同縣市圖書館或高齡服務機

構之高齡人口屬性及使用行為都有可能產生差異，故可再進行

其它地區公共圖書館或高齡服務機構的高齡人口相關研究，並

與本研究結果加以比較分析，除了進行不同地區高齡人口的需

求與使用探討外，也可以協助縮短城鄉差距的問題。 

（二） 針對未使用公共圖書館的高齡人口進行研究： 

本研究以有使用公共圖書館的高齡人口為主，對於未曾使用公

共圖書館的高齡人口，其日常生活的活動、資訊尋求行為、及

不使用圖書館的原因，尚待進一步質化與量化的研究，以深入

瞭解不同背景的高齡人口觀點，並建立對高齡人口相關研究主

題更客觀的事實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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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小型問卷調查表 

一、基本資料： 

1. 性別：□男性 □女性 

2. 出生年份：          

3. 教育程度：□國中以下 □國中 □高中 □大學（大專）  

                □研究所以上 

4. 工作狀況：□已退休 □未退休 

5. 職業：                      

二、圖書館利用情形： 

1. 請問您平均一星期使用幾次圖書館提供的服務或資源？ 

□1 □2 □3 □4 □5 □5 以上 

2. 請問大部分時候您使用圖書館的哪些服務和資源？ 

□借閱書籍 

□瀏覽報章雜誌 

□使用網際網路 

□使用視聽資源 

□圖書館課程與講座活動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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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徵詢訪談說明及訪談前陳述 

一、徵詢訪談前說明 

您好，我是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四年級的學

生，冒昧打擾您，希望請您幫忙。目前正在進行有關於嬰兒潮世代

利用公共圖書館的調查，請問您是否能夠參加這項研究，撥出時間

接受我的訪問？訪問過程需要四十到五十分鍾的時間，訪談過程將

全程錄音，因為這是最不會遺漏或不慎改變您陳述內容的方式，事

後的資料分析也才會正確且完整。任何您說的內容，將會以匿名方

式呈現，您的參與將協助我蒐集寶貴的第一手資料。謝謝您的幫忙。 

二、訪談前言陳述 

謝謝您願意參與這次的訪談，訪談的內容主要是希望可以透過

瞭解嬰兒潮世代的觀點進一步探討其對圖書館的需求，作為提升公

共圖書館服務品質的參考指標。 

訪談的時間約莫四十到五十分鐘，在此特別向您保證，訪談過

程將忠實的記錄您的看法並配合使用錄音設備，以便訪談後轉譯為

逐字稿。在訪談中所提供的任何資料絕不會對外公開，且未來論文

完成發表時有關受訪者資料皆以化名方式呈現，僅供研究使用。若

在訪談中的任何時刻，想要停止錄音或是中止訪談，可以隨時告訴

我。 

非常謝謝您的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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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半結構式訪談大綱 

1. 請說說您大概從什麼時候開始使用公共圖書館？ 

（那時候在您的生命階段有什麼重要的事情發生嗎？或是剛好處

於什麼樣的人生階段？） 

2. 請問您從開始閱讀到現在，閱讀習慣上有什麼改變嗎？ 

3. 什麼原因會讓您經常使用圖書館？ 

（提示：新服務、新館藏、開放時間、建築設計、宣傳） 

4. 什麼原因會讓您不想要使用圖書館？ 

（提示：距離遠近、開放時間、停車便利性、沒時間、沒興趣、可

從其他管道取得資源） 

5. 圖書館提供的服務裡，有沒有哪一項是您最喜歡的？那有沒有您最

不喜歡的？ 

6. 在您經常使用的公共圖書館裡，有沒有針對中高齡人口提供的服

務？如果有，是什麼，您覺得有符合需求嗎？如果沒有，您覺得有

什麼是需要針對中高齡人口特別提供的服務嗎？ 

7. 若您已退休，請問退休前後您的生活有沒有重要的改變？若您未退

休，請想像您退休後的生活大概是什麼樣子？ 

8. 請問過去生命中經歷的重要歷史事件是否對您的想法及思為造成

影響？ 

9. 公共圖書館對您來而言是什麼？它對您來說有什麼意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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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您的觀點出發，可以談談公共圖書館在您心中的形象、公共圖書

館提供的服務、它對您的重要性。） 

10. 請想像五年或十年後，您心目中理想的圖書館。 

11. 有沒有任何在討論中沒有提到，但是您想要補充的圖書館使用經驗

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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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受訪者公共圖書館使用情形 

代號  公共圖書館使用頻率  公共圖書館使用狀況 

F1  每週 5 次  借閱書籍 

瀏覽報章雜誌 

F2  每週 5 次  借閱書籍 

使用網際網路 

圖書館課程與講座活動 

F3  每週 3 次  借閱書籍 

瀏覽報章雜誌 

使用網際網路 

使用視聽資源 

圖書館課程與講座活動參與 

其它:  終身學習之必修課程 

F4  每週 2 次  借閱書籍 

瀏覽報章雜誌 

圖書館課程與講座活動參與 

F5  每週 1 次  借閱書籍 

瀏覽報章雜誌 

F6  每週 3 次  借閱書籍 

瀏覽報章雜誌 

圖書館課程與講座活動 

其它 

F7  每週 1 次  借閱書籍 

瀏覽報章雜誌 

使用網際網路 

F8  每週 1 次  借閱書籍 

瀏覽報章雜誌 

其它 

F9  每週 1 次  借閱書籍 

F10  每週 1 次  借閱書籍 

瀏覽報章雜誌 

F11  每週 1 次  借閱書籍 

M12  每週 1 次  借閱書籍 

瀏覽報章雜誌 

使用網際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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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3  每週 2 次  瀏覽報章雜誌 

F14  每週 2 次  借閱書籍 

瀏覽報章雜誌 

F15  每週 5 次以上  借閱書籍 

圖書館課程與講座活動參與 

F16  每週 5 次以上  借閱書籍 

瀏覽報章雜誌 

圖書館課程與講座活動參與 

F17  每週 4 次  借閱書籍 

瀏覽報章雜誌 

使用視聽資源 

圖書館課程與講座活動參與 

F18  每週 2 次  借閱書籍 

瀏覽報章雜誌 

圖書館課程與講座活動參與 

F19  每週 2 次  借閱書籍 

F20  每週 2 次  借閱書籍 

其它:  志工服務 

M21  每週 2 次  借閱書籍 

瀏覽報章雜誌 

圖書館課程與講座活動參與 

F22  每週 2 次  借閱書籍 

F23  每週 5 次以上  借閱書籍 

圖書館課程與講座活動參與 

F24  每週 1 次  借閱書籍 

瀏覽報章雜誌 

使用視聽資源 

F25  每週 3 次  借閱書籍 

使用網際網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