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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红砖砌成的旧国家圄书馆，承载着-代人的记忆。当官被拆除让蹈结

盟丹福蹈隧道时，许多人都感到依依不舍。伫立在闹市申的崭新圈书馆

大匾，继续肩负鼓励民众培养费身学习精袖的使命。

文化足迹@
此专版配合新加披金宿

国民推出.每逢星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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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事教场所、著

名老区阳市镇。新加植水

影画会的画京将依每期主

题绘制-幅水彩画

何惜薇 报道 天 大厦罔书馆， 戏称为 "超不

hosb@sph.com.sg 像罔书馆的阁书馆
打造"不像阳书馆的附书

在搜索网站搜索"新加坡 馆"飞，让藏有万卷书的宁静"黄

罔家阁书惊

名胜点评专网和旅游博文都介 互动方式阑读 和学习的场所，

绍坐落于闹市中的罔家罔书馆 是政府打从上世纪9钊0年代末就

大厦， 不过有背也客把这个摩 开始展开的大计罚

1997年，政府致力于发展

知识、经济， 同家罔书馆肩负鼓
励民众培养终身学习精神的使
命。 当时，建在史丹福路的1日
同家罔书馆，后院震新设计，
不仅增添仿?可回l形喷泉， 应设
有咖啡座，公众可把借阅书籍
带人咖啡座， 在浓浓的咖啡香

陈志德
国家图书馆， 水彩
·宅内设计师
• 1"1学训1ì町、 E要彩和

水彩
·作品曾到亚洲各同

展nl

·喜欢通过情绪与音
乐节奏表达抽象绘
阿n

管 我们在图书胁胁排话剧
十多年前在同外深造时， 听说史丹搞同家阁书馆

建筑要被拆除， 林德平博士(55岁)顿感失港。
这名向认"末代华校生"的三一神学院副教务主

任说，那幢红砖建筑"反映了新加极华文教育的部分历史， 建 w 

筑物拆了，那段历史也就没了"。
1976年，念中山的林德平在偶然的情况下，加人了以华语

举行各种活动的阁书馆青年会，并结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说 "当年的课外活动， 不像今天这
么多样化， 主要娱乐就是看电视节目，我们
这批喜草纪念书的， 就老往罔书馆钻。"

在青年会，林 德平参加了辩论会、郊
游、朗诵和讨论会，也与其他会员携手排演
话剧，而且无师自通，自编、自导、自演起来口
"四五十个年龄介于14至18岁的中学和高中
生， 总是在阁书馆小小的礼堂里围成闸，进
行各种讨论， 这样的情景让人难忘

附书馆也是林德平备考的地方，向于成
人借书部人比较多， 他和几个朋友总会溜到
儿童部温习功课，阿了就去找高丽连等阳书
馆职员聊天。

当年， 借书坯书还没有电脑化， 闸书馆
管理员得在会员借阅的书上印上还书期限。
对林德平来说， 穿着校服在柜台帮忙|哥|书馆

管理员"盖章" 是莫大的荣耀。
"阁书馆青年会是学校以外促进凝聚力

的一个煮要途径，我们应当肯定这 段村会
史。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青年会停办后，定
期以华语举行的活动也逐渐式徽，许多要办
这类活动的团体都得跟学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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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邀游文字与网同的世界a
高丽连(63岁)退休后， 受雇为

新加坡同家挡案馆顾问2 她在1973年
加入同家图书馆， 负责宣传活动和
普及T

家阁书馆建筑， 庭院占地300平方公

尺， 不时举办各种活动， 例如创业、
保健和东子讲座、 诗歌朗诵以及学术
论坛c但受到场地的局限，一场活动
顶多只能让m至1∞，)-0暴力U，

她说 "国家图书馆新大厦就不
同了， 单单广场就能容纳好几百人，
办 大型节目再也不是问题， 不常到同
书馆来的人也会被吸引过来

不过， 罔家阁书馆向2∞4年搬离
了占用40多年的史丹桶路旧情之后，

高丽连和许多民众都感到依依难舍，
因为那里留有他们的青春足迹以及元
忧的学习时光。

1999年， 在一项探讨新加坡管理
大学发展的交流会上，时任新大执行
委员会主席何光平透露，按照市区重
建局所拟定的新大校同总蓝罔， 同家
附书馆建筑将因建造史丹桶胳隧道而

被拆除。
结果消息传开， 不少人投画报馆

和公开发言，不同意当局拆除这座作
为一个时代表征的红砖建筑a

隔年，建筑师郑庆顺提皇保留史
丹糯罔家阁书馆建筑的规划建议，时
任同家发展部长马宝山认为，市区重
建局的计划相对可行、能更好地改善
行人流量， 并且使史丹桶路一带随着
新大的111现，恢复往日的藩勃气，息。

2000多人，加
闭馆"告副主旅"

2003年3月31日， 同家罔书馆管i 理局在史丹稿路附书馆闭馆前， 举行
了简单而庄严的告别仪式。 那是同家
附书馆最后一天开放。 阁书馆在闭馆
前两个月所主办的"告别之旅

林德平(左)和高丽连在由5000块红

砖砌成的砖墙前， 翻阅昔目的青年会

讯。 {李天萄摄)

引了20∞多人参加。
罔书馆管理局当时售卖印有|日建

筑外观的纪念品， 包括手表和消鼠
垫， 也为慈善团体筹款， 售卖史丹桶
同家阁书馆的 红砖。 维多利亚街的同
家|剖书馆新大厦里头，就特段内50∞
块红砖砌成的砖墙， 这些红砖都是来
向史丹福旧惊。

阁书馆管理局筹建新大厦时， 曾
成立了七个闹不同领域专业人上担任
主席的小组，了解民众对新大厦在设
施及服务方面的需求。 最后， 他们总

结/1\同家阳书馆必须在民众生活中扮
演核心角色， 也就是应该与下作和消
闲生活息息相关。

为此， 楼高16层的罔家阁书馆新
大厦成了综合中心， 两座大楼分别用
来主办活动和藏书， 不仪涵盖戏剧 4j
心、提供借书服务的中央罔书馆、李
光前参考阳书馆，坯另辟展览和阅读
空间等。

用红砖砌成的旧国家图书馆建筑， 是当年史丹福踏上一座醒目的地标。

{档案照片}

第一座私人图书馆由莱佛士提议建设
史丹桶同家阁书馆是本地第一座

公共网书馆， 在1960年11月由我同
首任总统尤索夫主持开幕。 其实， 本
地阁书馆的历史却可回溯到IJ100多年
前。

1823年， 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四年

后，提议在新加坡书院(莱佛士书院
的前身)增设阁书馆，结果促使一座
私人阁书馆在1844年诞生，名称就叫
"新加坡闲书馆"。

1874年， 殖民政府成立一个委员
会， 负责|院督莱佛士阁书馆与博物馆
的建设。 博物馆相阁书馆直至1955年
立法议会设立后才分离， 后者向此负

起收集四种官方语文:H版物的责任。
到了1953年，慈善家李光前捐款

协助政府在史丹桶路建筑新罔书馆，
条件是罔书馆必须兔费开放让民众情
阅书报， 而且须有不同语文的藏书。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罔书馆在
全岛多处设立部分时间分馆和提供流

动服务， 也草R极地到乡间鼓励民众培
养阅读习惯，增进知识。

1970年，首家全时间服务的阁书

馆一一女皇镇阁书馆启用。 至今，除
了同家阁书馆之外，本地有26所公共
图书馆，包括区域阁书馆以及设立翻
商场和民众俱乐部里的阳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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