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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豔鼓山圖書分館

初夏的高雄天氣已非常炎熱，當你路過鼓山三路時，不禁被那幽美的庭院所吸引，駐足、

觀賞，信步走來，卻驚豔她竟然是一座圖書館，空氣中，飄來淡淡的桂花香，原來在館舍大門

兩旁，種植一長排桂花，旁邊更有石桌和石椅，供社區居民在此翻閱喜愛的書籍，庭院聳立著

如傘蓋的欖仁樹，滿窗青翠，美不勝收！早在4、5月時花臺上植有臺灣百合隨風搖曳生姿，好

像歡迎人們走入圖書館，拾級而上，兩旁羅列著一盆盆紫色的睡蓮、七里香、金桔令人為之神

清氣爽。

◆ 鼓山分館讀書會現況

鼓山分館座落於高雄柴山山腳下，享有得天獨厚的生態環境，於民國78年成立「成人知性

書香會」，由一群喜愛大自然、熱愛閱讀的退休老師、公務員及家庭主婦所共同組成，每月聚

會一次。

由於館藏特色定為生態保育，為呼應民眾愛護大自然提昇保育觀念，於民國96年6月將「成

人知性書香會」更名為「自然讀書會」，每月第二週週日下午聚會，並邀請高雄縣社區大學講

師周凌箏擔任帶領人，擴大招募會員，一同探討大自然之美，活動方式為透過自讀、共讀、戶

外踏青導覽及影片欣賞等多元的方式呈現，目前會員人數約20多人。

隨後於今（民國98）年3月成立「常青電影讀書會」，每月第二週週五上午聚會，對象以銀

髮族或對銀髮族議題有興趣的民眾為主，目前人數約20人，帶領人為林月娥、許素月；觀賞過

的影片3月份為《一路玩到掛》、4月份《回首念真情》、5月份《那山、那人、那狗》；6月份

安排《天使之約》、7月份《推手》、8月份《搖滾吧爺奶》等影片。

◆ 鼓山圖書館不一樣的讀書會

出國旅行前要先從了解自己的城市開始

高雄市立圖書館鼓山分館讀書會成立迄今（98）年剛滿20年，3月份規劃了一場不一樣的讀

書會，98年3月26日（週四）上午一行30多人，完成一趟不一樣的讀書會。

讀書會進行曲：

鼓山圖書館不一樣的讀書會

劉怜珍 ◎ 高雄市立圖書館鼓山分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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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高雄市公車的「綠色星期四」，週四當日只要持「捷運一卡通」即可免費搭乘公車；

於是讀書會夥伴們一部分人上午8時30分從鼓山區九如四路高雄電臺公車站出發，搭乘218路公

車至城市光廊，與另一部分人集合轉搭50路公車前往駁二倉庫單車學校，一起觀賞城市影片

《雲遊河港》並分享《心靈轉向》乙書；在周凌箏老師帶領下，大夥還騎著自行車到「五金藝

術造街」，沿途經香蕉棚、漁人碼頭、新濱碼頭及高雄港站等景點，除了一覽高雄的河港風

光，周凌箏老師還介紹港區碼頭鐵道及塩埕埔文史的發展，完成了一趟城市公車知性之旅。

周凌箏老師曾參加新聞處

舉辦之自然生態紀錄片比賽以

「走向城市荒野」得到首獎，

她說「雲遊河港」這支紀錄片

是她花了半年的時間完成的，

透過2個外來觀光客從高鐵左營

站下車，搭乘往鼓山渡輪站的

公車，沿途經過左營城牆、美

術館，沿愛河過中都磚窯廠、

經真愛碼頭、駁二藝術特區至

西子灣記錄沿路河港風光。

周老師表示，這一趟公車旅行，帶著大家到塩埕埔了解高雄繁榮的起源歷史，看到河港與

高雄市發展的源頭，原是來自港口與鐵道的合一，當時糖業需要鐵道來運輸，進而帶動了其他

產業的繁榮，高雄市很快變成臺灣的第一港口；周老師強調，我們一定要了解自己城市的人文

歷史，最重要的是要改變大家的觀念─「出國旅行前要先從了解自己的城市開始」。

3月份的讀書會安排一場跳脫一般讀書會的討論模式，很悠閒的體驗公車之旅，讀書會夥伴

曾美君特地帶著3歲的兒子一起來參加，她說，兒子第一次搭公車顯得非常興奮，透過今日騎著

自行車走一趟塩埕埔，彷彿看到了昔日的榮景，真令人感到驚訝！

資深夥伴阮玉珍在樹蔭底下與大家分享她閱讀《心靈轉向》這本書的心得，她說，這是一

本有關環保哲學並強調生態為主的書，告訴我們人人要放得下，簡樸生活是一種非常特別的生

活方式，親近自然，不要整日與機器為伍，才能過得怡然自得。

走不一樣的路：三個女人與生命的對話

三個人生經歷不同的獨特女子，聚在一起會激盪出什麼火花？高雄市立圖書館鼓山分館

自然讀書會於97年4月13日（週日）下午2時邀請市長陳菊、《女農討山誌》的作者阿寶（本名

李寶蓮）及自然讀書會創辦人周凌箏老師，面對面就《女農討山誌》一書，分享彼此的人生體

‧民國98年3月26日，高雄市立圖書館鼓山分館讀書會成員悠閒地在駁二

藝術特區自行車道騎著單車，來場不一樣的讀書會。（劉怜珍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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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進行一場知性下午茶饗宴，現場100多位來賓一睹阿寶的盧山真面目都顯得非常興奮，尤其

陳市長是他鄉遇故知，碰到同為宜蘭人的阿寶，話匣子一開，滔滔不絕欲罷不能，心情顯得非

常高興。

活動在天晴女性願景協

會執行秘書梁淑英以「菊姐暖

身操」揭開序幕，現場氣氛非

常熱絡，陳市長並以高市栽培

出的臺灣百合幼苗送給阿寶，

希望阿寶能帶回梨山栽種，讓

臺灣百合能綻放於臺灣各個角

落，藉由它的成長過程，精神

匯集為臺灣共同的意志及意

象，凝聚成臺灣圖騰，進而關

愛我們生長的土地。

陳菊市長表示，今天是二

位宜蘭人的對話，令她倍感興奮，她非常佩服阿寶在任何困境中仍擁有樂觀與正向的思考勇

氣，努力解決問題度過難關。陳市長更說阿寶是一位有自信的女人，不但追求自己的夢想，更

重要的是去實踐夢想，她勉勵在場的朋友們，當面臨不同階段的挫折與打擊時要坦然面對，而

健康的身體是最重要的，要多疼惜自己一點，才能活出精彩的人生並追求自己的理想；陳市長

接著又說，阿寶是時代的先驅，討山事起，勞其筋骨，到心意純化，在有生之年，不甘安適平

淡，寧可寄情山野，做一件這輩子看不到的事業，阿寶樂於逐夢踏實，多麼令人欽羨到五體投

地；阿寶會刺繡、會繪畫、吹直笛、搭房子、種菜、剪枝、開搬運車等等，卻自謙「物盡其

用」，做起事來都捨命以赴，因為她把對「山川自然」的愛當作是戀愛，所以有著一股狂熱和

衝勁，而且熱情不減，無怨無悔。

周凌箏則表示，《女農討山誌》這是關於人與自然、環境生態以及作者阿寶的生涯故事，

希望藉由閱讀讓大家能更有智慧更有力量，周老師特別驚嘆阿寶的剪枝、除草、殲蟲過程，以

及單身女子長年旅行郊野荒山、獨力建造竹屋、經營果園、打官司、才華橫溢的血肉之軀，解

放山林的理念、將自然生態身體力行於生活，也很好奇阿寶對知遇的愛情能如此淡泊。

前文化局局長王志誠（筆名路寒袖）在致詞時表示，民國96年「與市長讀書─開心菊讀

書會」，由陳市長親自領軍與較為弱勢的團體及族群一起讀書，藉由閱讀的力量，能夠勇敢的

面對未來。《女農討山誌》一書是由市長親自推薦的，王局長也閱讀過好多次，王局長又說，

‧民國97年4月13日，《女農討山誌》作者阿寶（左四）、陳菊市長（右

四）、周凌箏老師（右三）與讀者共同度過一場知性又自然的下午茶

饗宴。（劉怜珍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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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時間看這本書，竟也有不同的心得與體悟，也讓他的生命因為閱讀而更加的豐富。

當三個人不約而同地談到走路的樂趣時，陳市長說，高市是臺灣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城

市，希望市民朋友一起來減碳營造健康的環境，如高雄市有102公里自行車道，希望能與捷運相

結合，當捷運橘線通車後，接著全國第一條輕軌捷運爭取122億的經費也即將興建，市府負擔25

％的經費餘由中央補助，希望大家能多搭乘大眾捷運交通工具；市長並說到最近到巴黎考察後

的經驗，政府將提供自行車半小時內免費借用的措施，目前市府正在規劃中，此話一說受到市

民朋友熱烈的掌聲。

在梨山上耕耘8年多的阿寶說，她在前往梨山討山前，曾擔任過太魯閣國家公園解說員，更

曾自由旅行、寫生，以單車、徒步、趕驢的方式遊走西藏、尼泊爾、印度，以及北歐斯堪地那

維亞半島。在獨自旅行的過程中，以極簡的生活與旅遊方式，深刻的體驗生命生生不息的過程

與自然壯闊美景與奧妙，因而更加堅定她前往梨山的決心，以實際行動，深愛臺灣這片土地；

她說，旅行已經成為她生活的一部分，是看世界的另一種方法，旅行中可以學習到當地人的生

活智慧，像她蓋房子的靈感就是從旅行中學來的，她並語重心長地說，要活出自己最舒服的方

式，讓我們用心關照環境，為子孫留下美好的樂土。

透過市長、阿寶及凌箏老師三個女人的對話，讓民眾了解阿寶這位傳奇女子，她步行、騎

單車自助旅行西藏喜馬拉雅山至印度，在臺灣梨山獨自耕耘，她護土愛山力行於生活；三女子

看似相異，其實身上同樣都有一股堅韌的特質，面對生命、生活一樣用心，於我於你，生命皆

是獨一無二的。

◆ 高雄市讀書會現況分析

圖書館的藏書數量及閱讀人口的比例，為衡量一個城市文化內涵重要的指標。近年來高雄

市立圖書館推展閱讀風氣不遺餘力，結合民間讀書會，共享文學等各項推廣活動資源，以提昇

高雄市書香風氣。

高雄市立圖書館於94年11月份曾進行一項本市讀書會團體普查，建構讀書會網絡資訊平

臺，委託文化愛河協會作「高雄好讀書─書海點將榜」讀書會現況調查，歸納統計結果當時

仍持續進行運作的讀書會共77個，在收集到的126個讀書會資料中，約佔61％，顯示市民的閱讀

風氣及讀書會組織、經營及運作均亟待提昇。

為進一步了解讀書會的運作情形，鼓勵更多市民熱烈參與閱讀活動並將閱讀的良好習慣融

入生活中，高雄市立圖書館當時亦委託高雄大學盧昆宏教授進行高市圖「成人知性書香會」實

施現況之調查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參加讀書會的人口多集中於40-50歲的家庭主婦，學歷大多是

大學、大專院校，其中閱讀人數比例又以女性的85％比男性的14％居多；而在讀書會聚會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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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方面，每個月以聚會一次最多，平均聚會時間約2至3小時，平均參與人數大多為10人以下，

個人參與的出席率以90％以上參與為最多。

而讀書會成員對閱讀材料投入之分析方面，閱讀材料來源則以自行購買為最多，指定閱讀

材料的閱讀情況以幾乎每次讀完為最多，對閱讀材料的瞭解程度以幾乎完全瞭解為最多；在讀

書會導讀方式及參與動機之分析方面，導讀方式主要以參與成員輪流擔任為主，閱讀材料之選

定以成員推荐為主，參與讀書會的動機以享受讀書樂趣為主，影響出席讀書會的因素以太忙了

沒空最多。

參與讀書會對個人之效益分析方面，參與讀書會後其學習效果對人際關係上的幫助以更擅

於傾聽別人意見為主，在工作上的幫助是工作態度會更好，與家庭成員之間互動會更佳，對個

人的幫助是以增進許多知識為主，由此可見，參與讀書會對個人會有極大成長的空間及幫助。

而讀書會成效不彰的原因是出席率太低，慢慢導致流會，讀書會有待努力的方向傾向以

增加讀書會的經費為主；而據94年高雄市立圖書館輔導讀書會成立及獎勵計畫中，訂定協助讀

書會夥伴購書之優惠，以鼓勵民眾成立讀書會，塑造溫馨多元之學習環境；每季並發行書香季

刊，提供讀書會成員心得發表之園地。

◆ 高雄市立圖書館目前讀書會發展情形

高雄市立圖書館積極推動讀書會，從兒童到銀髮族都有，能滿足各個年齡層的需求。採取

分眾方式，針對不同團體的需求，提供區別化的資源與服務。高市圖成人知性書香會目前共有

16個以上的讀書會團體，分別於各圖書分館聚會共讀，成員超過350人以上。讀書會主題多元，

除每月1-2次分享外，亦舉辦超過50場次以上的多元講座、研習、觀摩活動，以下為近二年所辦

理之培訓及相關讀書會活動等：

1. 「與局長讀書」：前文化局長王志誠（筆名路寒袖）自95年元月至97年9月止，每月推

薦新書親自與讀書會夥伴共讀，並書寫心得分享，對提昇南臺灣閱讀風氣不遺餘力。

2. 悅齡（銀髮）讀書會帶領人培訓：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及推動本市讀書會閱讀風

氣，於97年12月舉辦「悅齡（銀髮）讀書會帶領人培訓研習」，課程包括理論、實務操

作、成果發表三階段進行。

3. 「與市長讀書─開心菊讀書會」：自96年4月13日起至12月8日共規劃辦理5場次活

動，針對不同族群，不同年齡層的市民，由陳菊市長領軍，辦理不同形式的讀書會，期

望藉由異於以往讀書會運作方式，與弱勢族群面對面分享閱讀心得與喜悅，引領市民進

入閱讀殿堂，共同分享閱讀的樂趣與經驗，讓終身閱讀成為全民運動，並輔導弱勢團體

組成讀書會，讓更多的市民可以自發性的閱讀。

4. 「響叮噹兒童讀書會」：每年分3-6及9-12月辦理，每梯次有11個分館開辦，招收20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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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兒童，由圖書館資深兒童讀書會帶領志工，以多元主題及不同形式，引導兒童閱

讀，培養其閱讀習慣。

5.「班級讀書會─送書香到教

室」：圖書館與學校合作，準備

超過430種讀書會共讀清單，適

合各年齡層閱讀的每種書皆購買

35-50本，包括幼稚園、國小、及

國中的教師皆可借用。學校教師

只要攜帶教師證及身分證即可辦

理班級借閱證，透過宅急便將圖

書宅配至教室，供學生閱讀（宅

配費用由圖書館支付），班級借

閱證可借50冊，借期2個月。

◆ 讀書會的永續經營

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之下，結合民間的力量，讀書會越來越多，但組織往往成立得快速結

束得也快速，所以要如何讓讀書會能夠永續經營，並發揮讀書會的功效，這是讀書會的首要任

務。因此讀書會要永續經營，要認知到讀書會組織是否符合讀書會成員之需求。

為形塑城市閱讀風氣，高雄市立圖書館仍將積極輔導讀書會，並運用圖書館資源，提供相

關配套措施，期望各類型讀書會持續蓬勃發展，永續經營。

‧老師帶領響叮噹兒童讀書會成員共讀《一碗湯麵的故事》。（劉怜

珍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