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 9 5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 N E S C O）將大文豪莎士比亞的生日，也是辭世的日子

— 4月 2 3 日，定為「世界書香日」，使閱讀變成一種被期待的節慶，每年此時，在世界

各地的人們配合當地文化特色，推動各項精采的深耕閱讀活動。

臺灣與時俱進，早在這班書香列車的行列中。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2 0 0 3 年起鑑於閱

讀的重要性，著手推動兒童深耕閱讀四年計畫，而第二（2 0 0 4）年就選定在4月 2 3 日由該

市教育局「吳局長講故事」時間揭開序幕（相關活動請參閱新湖國小曾雪娥校長撰〈臺北

市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四年計畫〉，藉此帶出各種閱讀訊息及活動計畫，也期待閱

讀能深耕發芽、永續發展；在此同時，德國和奧地利也在這個意義重大的日子裡結合政府

與民間的力量，盛大的展開與書相關的活動，今年德國的主題是「在生活中，養成『閱讀

的頭腦』」、奧地利則將 4 月定為「閱讀月」（楊佈榮先生編譯〈4 月 2 3 日「書的世界日」〉

乙文），無非是希望透過主題形式達到推動閱讀的目的。

當國民閱讀能力的高低，等同於國家競爭力時，各國無不卯足全力將閱讀能力的培養

向下札根。美國在布希總統任內期間，貴為第一夫人的芭芭拉（Barbara Bush）也在華府成

立「芭芭拉布希家庭讀寫能力基金會」，倡導家庭讀寫能力的價值；除了家庭之外，學校

圖書館更扮演著最佳的角色和身分（文字工作者王岫先生撰〈心連心，手牽手的「家庭讀

寫能力」〉。至此，身為家長的是否意識到孩子閱讀習慣的養成，尚無貢獻一己之力，文字

工作者李貴美小姐的〈來一客閱讀披薩—讓閱讀變成悅讀〉及舊莊國小蔡玲校長的〈建

立親子溝通的密語—談《打造孩子閱讀的桃花源：親子共讀指導手冊》〉值得參考，前

者清楚的說明，讓孩子愛上閱讀，養成越早越好，即使錯過黃金時機也不必懊惱，馬上去

做就對了，貼心整理的「閱讀寶典2 0 則」，方便又實用；後者則是蔡校長談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出版的手冊，也是兒童深耕閱讀四年計畫的其中一項，在在顯示父母在閱讀課題上，

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在深刻體會閱讀重要的同時，身為大人的我們不禁要反躬自省，對於閱讀是否還懷著

熱情抑或身陷低迷的閱讀氣氛中。面對數位化時代的來臨，衝擊著舊有的閱讀模式，閱讀

已然帶來新的思考（葉怡君老師撰〈數位時代成人閱讀媒介的轉變〉），但閱讀的不變定律

是—永遠的持續下去；的確，我們周遭有一些閱讀的人口，不僅是大量的閱讀，還把閱讀

比擬為狩獵，至少要累積同一議題的5 0 本書，才能成為新手獵人。把閱讀當成狩獵的活

動，不是件輕鬆的事，可是狩獵的樂趣，卻是身在森林之外的人，無法體驗得到的（文字

工作者蘇惠昭撰〈閱讀，從來都是一種狩獵—閱讀《閱讀的狩獵》〉）。好個4月讀書天，

趁現在放下手邊的事，隨手翻閱，就從那頁讀起吧！（曾�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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