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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名家向大師學習「閱讀」這門既新穎又古老的技藝

為慶祝商務建立 120年（自上海時期），以及臺灣商務在臺成立 70年，延續 4位印刷工人

推廣閱讀、普及教育的精神，讓閱讀成為一種時尚，一種永不退燒的全民運動，國家圖書館與

臺灣商務印書館、趨勢教育基金會於 105年 12月合辦「大師的學徒：關於閱讀的技藝與學習」

系列講座，挑選《波赫士的魔幻圖書館》、《自己的國文課：略讀與精讀的秘訣》、《如何閱

讀一本書》及《閱讀地圖：人類為書痴狂的歷史》四本好書，邀請四位重量級名家，帶領讀者

向大師學習「閱讀」這門既新穎又古老的技藝。

*《波赫士的魔幻圖書館》帶領讀者用想像閱讀

人只能用「眼睛」閱讀嗎？那看不見的波赫士如何閱讀？他的閱讀世界跟其他人有什麼不

一樣？首場講座由楊照先生擔任主講人，帶領讀者一探《波赫士的魔幻圖書館》一書的奇幻世

界。瞎眼的讀書人波赫士，與耳聾的音樂家貝多芬，表面上看似殘缺、障礙，卻也因此不受特

定感官所連結的現實世界所拘束，其體會周遭一切的方式與一般人不同，因為聽不見，美妙的

樂章透過「想像」創造，波赫士也透過「想像」建構自己與書之間的美好關係，帶領讀者從不

同的視角開啟閱讀。

書中可一窺波赫士對待書的態度，他將體會的方法，如何選擇書，以及書所激發的想像，

慷慨與讀者分享。他認為真正好的書，是能夠讓讀者願意反覆詮釋，創造意義，進而了解自己，

波赫士也用自己親身的體驗透過文字與讀者分享。〈奇妙神曲〉一章，是波赫士閱讀義大利詩

人但丁的史詩作品《神曲》所寫的文章，在說故事中穿插他對故事的理解、詮釋、想像與投射，

是非常精彩的篇章，有待讀者細細品味。

*《自己的國文課：略讀與精讀的秘訣》引導讀者建立自己的閱讀動線

第二場由臺北藝術大學榮譽教授辛意雲主講「略談讀書—再說朱自清、葉聖陶的精讀與略

讀」，辛教授分享他十分喜愛的文章段落，如「好書裡面蘊藏著最寶貴的思想，可說是人世間

最有價值的寶藏」、「書籍含有不朽的本質，由人類勞力的產物袛有書籍能保持永遠」，歸納

出詩歌小說可增進人的純潔心志與精神健康，反思性、義理性的典籍有助於人的思考力與認知

力等閱讀功效，再再突顯出閱讀與生活的密切相關，人類學問每天進步不止，需養成讀書的習

慣，並從做學問中發展成興趣，成為安定內心的力量。

而讀書貴在善讀好書，20世紀 40年代初葉聖陶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根據他們 20年的教學

經驗，提出全面改革閱讀教學的實施方案，合作編撰了《精讀指導舉隅》和《略讀指導舉隅》，

闡述精讀和略讀學習的基本觀點。辛教授摘錄徐志摩《再別康橋》、故適《談新詩》、俞平伯《春

水船》、《孟子》、《史記菁華錄》等與讀者分享文字之美，並主張閱讀指導應包含「版本指導」、

國家圖書館圖書館事業發展組專員│吳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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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書籍的房子，就像沒有靈魂的軀殼。
西塞羅

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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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目指導」及「參考書籍指導」，鼓勵讀者將書籍分成「必讀」及「愛讀」兩類，謹慎選擇書籍、

分配時間及閱讀方式，有系統地建立自己的閱讀動線，養成閱讀習慣。

* 從《如何閱讀一本書》思考數位網路時代下的紙本閱讀

第三場講座由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擔任主講人，講題為「數位與網路時代的閱讀」，郝

董事長提到許多人生命提升的關鍵往往是至深至痛的人生經歷，他分享倉頡輸入法發明人，中

文電腦之父朱邦復先生的故事，他早年遭逢許多生離死別，內心的痛楚層層堆疊，他在一次徹

底的崩潰中頓悟，體會到苦難後仍能生存，是上天的恩賜，一轉念改變自己，自我提升，進而

開創了中文電腦發展的契機。而幸運如我們，不一定要親身經歷痛苦才能頓悟成長，透過閱讀

就可以開啟進入作者生活世界的門，從作者的角度觀察世界，穿越他人的人生經驗得到新的體

驗，並與自身生活交互作用產生化學變化。印度聖雄甘地透過一本書改變自己，他偶然間讀到

社會評論家 John Ruskin《給後來者言》一書，對於書中闡述人身處於商業繁盛及競逐財富的時

代中，仍應秉持榮譽、道德與公義的信念，感動不已，決定依據書中的理念改變自己的人生，

當然他也改變了印度的命運。

而處在行動載具普及、網路資訊流動快速的時代，還需要紙本閱讀嗎？又該如何閱讀，找

到改變自己的那一本書呢？郝董事長認為數位時代下的閱讀，並非對紙本閱讀產生新的威脅，

而是重新喚醒人類被文字或紙本書閱讀所主導或壓制的其他閱讀需求。條列出「數位及網路閱

讀」以多媒體形式呈現，具備具象、動態、社交等特性，「紙本閱讀」以文字為媒介，擁有抽象、

靜態、孤獨等特質，就如同「白天」及「黑夜」一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取得平衡才能生存

自在，凸顯出數位時代下紙本閱讀的重要性。郝董事長以《如何閱讀一本書》的譯者及閱讀此

書的經驗，歸納出讀者可輕鬆入門的參考原則，即「用適當的速度及方法閱讀一本書」，依據

書的特性決定用怎樣的速度閱讀，一本書的重點不是平均分散在各章節，有的出現在第一章，

有的在最後一章，也有可能某些章節可以不用讀，讀者不用執著於特定的閱讀速度，或一定要

從頭讀到尾，而是順應書的特性及讀者自己的需求，彈性調整閱讀的速度及方法，當閱讀的書

多了，越能敏銳覺察出改變自己的那一本書，郝董事長最後勉勵大家都能找到改變自己的一本

書。

*《閱讀地圖：人類為書痴狂的歷史》反思非線性閱讀時代

第四場講座邀請到茉莉二手書店執行總監，同時也是資深編輯人、作家的傅月庵主講「紙

本閱讀─一門日漸式微的技藝」，傅總監提到曼古埃爾著作《閱讀地圖：人類為書痴狂的歷史》

與一般歷史撰著強調「客觀」、「證據」及「無我」的特性不同，因為閱讀是讀者自我詮釋的

歷程，同一本書不同的讀者有不同的詮釋及理解，同一個讀者在不同時間閱讀也會產生不同的

體會，故閱讀本身是非常主觀的，曼古埃爾在深刻的歷史敘述中，融入感性親密的個人經歷，

引領讀者一探閱讀的歷史。

傅總監以「自助餐」及「西餐」比喻文字發明前後人類獲取知識的差異，文字發明前人類

以身體感官體驗世界，是非線性式的知識，採擷式地一點一點累積生存的知識，如同到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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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點菜，自己組合知識。而文字發明後，知識透過文字承載超越時空限制，將各類知識匯集統

整以紙本形式呈現及傳遞，是線性式的知識，人們毋需凡事親身經歷也能獲得生存的知識，紙

本書成為知識主流，閱讀書籍就如同到西餐廳點餐一般，知識是組織過有系統的，就像開味菜、

主菜、甜點般一道道呈現在眼前。反觀我們處在「萬事問網路」的時代，網路及臉書提供快速

豐富的資訊，是一部最大的百科全書，已能滿足人類生存需求，網路時代象徵著非線性獲取知

識的方式又回來了！現今的出版社因應數位網路時代，在推廣閱讀上不僅需銷售書籍，亦辦理

講座、座談會等，指導讀者如何閱讀出版的書籍，使閱讀變成一種相傳的技藝。由於獲取知識

的方式正在改變，出版業界也正在進行翻轉，掌握時代的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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