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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讀書也能評？：

《不用讀完一本書》

王乾任 ◎ 文字工作者

◆ 總是會碰上非得評論某本書的時刻…

在生活中的某些時刻，例如學校／公司

／社團／教會組成的讀書會，上課時老師的

指定閱讀，演講時碰到作者詢問你對他的書

的看法，所愛之人問起你對某一本她／他很

喜歡的書的看法，朋友同事閒聊間提起某本

暢銷書（臺灣人對於暢銷書，永遠有必需閱

讀否則就遜掉的壓力），我們常常必須對某

一本沒讀過的書給出評論。

◆ 害怕別人看穿我的心虛

許多人即便嘴巴不說，但對於明明沒讀

過某一本書卻大剌剌的對該書進行評論，談

得頭頭是道，煞有介事感到愧疚且心虛，害

怕對方看穿自己其實並沒有讀過該書（甚至

有時候根本連聽都沒有聽過這本書）。

本書作者皮耶•巴亞德說，不要對於沒

讀過一本書卻得要做出評論感到羞愧，因為

和你討論書籍的那個人，很有可能也沒有讀

過所討論的書，或者讀過卻忘記了，

亦或者只是站在書店剛好有看過書

名、目錄，大致瀏覽一下，甚至只是看

過媒體／網路上的書評而已，對方其實自

己也很心虛。

◆ 不必讀過也能評論書籍

就算對方真的讀過那本書且熟記書中的

內容也不用感到焦慮，因為討論一本書，其

實不一定需要讀過。畢竟，就算讀過你也可

能早已忘了書中的內容。皮耶•巴亞德說，

和人討論一本書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有一座

「集體圖書館」的存在，這世界上的書籍都

隸屬於集體圖書館的一部分，都負責解釋某

一塊領域的東西。

只要我們知道這本書所討論的主題，寫

作者在這個主題的定位和立場就夠了。沒有

一本書可以獨立於世界而存在，也沒有一本

書可以不參考其他書籍而寫成，就算我們沒

讀過正要討論的那本書，但憑著我們對於該

書所討論之主題和方向的了解，我們也可以

自行「虛擬」、「創造」、「推論」出該書可

能的內容，再根據自己對可能的內容的看法

給出意見，通常就能形成一份不錯的評論。

舉例來說，放眼教會，真正通讀聖經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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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其意義又能信手拈來的引用整本聖經之

經文的基督徒，恐怕如鳳毛麟角，就算牧師

也有力有未逮的時候。縱然我們沒有讀過整

本聖經，卻還是可以對著沒讀過聖經的非基

督徒侃侃而談，這是為什麼？ 

從作者的理論來看，那是因為，無論談

論者（基督徒）和被邀請進來談論聖經的人

（非基督徒），都利用了「集體圖書館」的

概念，將聖經定位在某個角色上（基督教的

經典，談論基督信仰的救贖之道與實踐的方

法），我們可以就此定位，繞著聖經展開討

論，就算對方沒讀過半句聖經經文，我們也

可以透過「宗教信仰」之中某些共通的概念

來進行討論。

被邀請來討論聖經的人也可以就其自己

曾經讀過的類似書籍之觀點或其內心的想法

（作者說，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座「內在圖書

館」，是由過去所讀過之書籍文章累積組合

而成，面對未識之書，可以從已讀之書來找

出類比定位之法，然後再給出評價）對聖經

做出評價，並不一定要真正讀過聖經，才能

對聖經做出評價（這裡說的是做出評價，而

不是做出正確的評價）。

◆ 評論重點在於自信與權威

和人討論一本書的重點不在於讀過該書

沒有，而在於是否有自信、能否帶著權威性

強勢的表達你對該書的看法，透過討論的過

程中去創造出你對該書的見解，甚至自行創

造出一本屬於你自己的書（對於該書主題你

所可能想像的內容）。

舉例來說，當我們談到聖經時，其實是

有一組概念環繞其中。好比說，我們相信受

過神學教育的牧師是熟讀聖經的人，因此，

當有一個人宣稱自己是牧師時，我們的內心

深處不自覺的就相信這個人對聖經的詮釋與

理解比我們高明，而且他一定讀過聖經。

就算這個人是個騙子（例如謊稱自己是牧

師），或者讀神學院時並沒有太用功，牧會

後又忙以致於聖經也不熟，但憑藉其身分所

具有的權威性，信徒多半在腦中調整成接受

這位牧師對聖經的解讀與評價，而非懷疑挑

戰。同樣的道理，當一個社會學者在媒體上

對一本社會學著作做出評價時，我們會相信

該篇書評是可信的，不是因為我們相信他讀

過這本書因而作出書評，而是我們相信他的

社會學專業。也就是說，權威才是讓評論書

籍成為可靠的關鍵，而非讀這本書。

◆ 人之所以評書，是為了認識自己

皮耶•巴亞德說，人們之所以想要討論

一本書，多半不是真的想知道這本書究竟寫

了什麼，而是想問自己，這本書究竟對自己

有什麼意義，這本書能解答我的什麼問題，

說穿了，人們是透過討論書籍來討論自己。

重點是討論自己，書不過是藉以呈現自我的

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