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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夢想，緊握在手上—評《築夢の手紙屋》

「讀書到底是為什麼？」

自入學受教育起，父母師長就盯著孩

子讀書，緊迫釘人的結果，孩子不免起了疑

問。針對上述質疑，長輩給的答案不外是：

「讀書是學生的本分」、「為了考上好大

學」、「為了你的將來」。問題是：「將

來」太渺茫，無法期待；「眼前」讀不完的

書才是最大的痛苦。

課業壓力逼得人喘不過氣來，逼出來的

成績，不是真正的成就。動機不足，讀書失

去意義，學習不再快樂。更多沒有動機又不

知道為什麼要讀書的孩子選擇逃避，恍惚飄

蕩在虛擬實境與花花世界之間，心神不定，

茫然度日。迷惑苦悶的孩子再遇上過度關心

的父母，更易引發家庭衝突。

2009年4月由高寶出版社出版的《築夢の

手紙屋：給學生的升學指引與人生方向》，不

同於一般坊間出版討論學習書籍本書，而是

以小說形式討論讀書目的、學習方法、生活

態度，探索人生哲理，簡單明白解釋「人

為什麼要讀書」，於勵志書中自成一格。

本書作者喜多川泰為日本作家，1970

年生。大學畢業後，任職於大型補習班，

教授英語，後創立學習塾，以指導高中生

升學為主。已出版作品尚有：《第九位賢

者》、《遇見你之後》、《圓夢の手紙屋：

給工作人的學習、成長與指導》、《上京物

語》及《操縱福氣的男人》，前三本已出中

文版。譯者程健蓉，日本法政大學文學部畢

業，目前旅居日本，譯作甚多。

故事主角和花就讀國中時，成績還算

優秀。進高中後，落居後段，好不容易下定

決心，發憤用功，又覺得要讀的書太多，像

是跑一場沒有終點的馬拉松。更糟糕的是：

越用功，成績反而越差。最後，和花選擇逃

避，將心力投注於課外活動。課外活動花費

大，社團、樂團、玩樂、裝扮、手機通聯，

都需要金錢。她計畫打工，一向開明的父親

卻堅決反對，終與父親爆發衝突冷戰。

手頭拮据的和花自認成績普通，與其考

不上好大學，不如高中畢業後工作賺錢，又

不清楚自己未來人生發展方向；想念大學，

成績欠佳，知道該用功，卻怎麼也不想碰書

本。在升學與就業之間徘徊游移，無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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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徬惶迷惘中，哥哥介紹她一位謎樣人物

─手紙屋。幾年前哥哥車禍雙腿癱瘓，

是手紙屋藉著十封書信帶著他走出絕望陰

霾，重新勇敢面對人生。

讀過手紙屋給哥哥的信，和花訝異於

竟然有人用這種角度看人生，望著現今開

朗積極的哥哥，她決定開始和手紙屋通信。

十封信的主題依次為：「把念書當成一種工

具」、「思考如何正確使用這項工具」、「把

念書當成磨鍊自己的工具」、「學會越多，

人生越有意義」、「意志力薄弱的人往往什

麼都得不到」、「要增強意志力，就必須發

揮想像力」、「回家後坐的第一個位置，可

以左右人的一生。」、「先學會一件事，之

後才是練習的開始」、 「當你對『人』產生

興趣，就能進一步喜歡相關的『事物』」、

「為了成為一個有用之人而讀書」。

透過與手紙屋的書信往返，和花逐漸釐

清想法、志向，清楚了解念書真正的意義，

找到人生目標。

該書文字淺顯，譯文自然流暢，版面

設計簡潔清爽，頗能合乎一般年輕人讀書習

慣，即使是不習慣閱讀文字的讀者，亦能輕

鬆翻閱。故事一開始就能吸引讀者注意，像

是父親的怪異條件：只要和花理解為什麼不

能打工，就可以去打工；面對高二升學關鍵

期的和花，手紙屋給她的第一個建議竟是：

「不要碰書本」。出人意表的情節安排在在

令讀者好奇，引人入勝。

本書以生活實例討論學習觀念，深入淺

出，說理清楚。像是有些人自認缺少讀書頭

腦，欽羨他人成績，書中以練習鋼琴為例，

就像初學琴者要和習琴已久的人比較，然後

說：「羨慕別人有彈琴天分」。作者認為：

「念書之後，能吸收多少，全依每個人『經

驗』而有所不同。」，「那些覺得自己不會

念書的人，其實大部分都是被催眠了。」

對於那些用許多時間念書，卻得不到相

對成果的學生，該書說明：剛開始用功，耗

費再多時間、再多精神，成效亦難彰顯。只

要經過一段時期，到了某個時間點，花費少

許精力，成績就能顯著提升。因此，無論再

怎麼覺得自己在原地踏步，不能突破，也要

堅持下去。書中特以圖形呈現「念書時間」

與「實力」關聯，解說明確，易於瞭解，頗

能鼓勵讀者。

作者還提供一項頗為有趣、特別的「超

級成功法則」：「回家後坐的第一個位置，可

以左右人的一生。」很多人的共同經驗是：回

家後，坐的第一個位置如果是在電視機前，

大概都是手拿遙控器，無意識的按轉整晚；

如果是在電腦前，可能要等到夜深才會關

機。位置不同，人生的發展可能就大不相同。

書中建議：回到家後，哪怕五分鐘也好，只要

能先坐在書桌前策勵自己，就能改變一生。

書中談論的雖是學生面臨升學常有的疑

問，卻不偏重智育。作者表示：「念書」和刀

子一樣，都是工具。刀子可增加生活便利，

也可用來傷人，「念書」亦是如此。如果會念

書，卻驕傲自大，不與人打招呼，瞧不起成

績欠佳者；或以知識自滿，批評他人；或者

只知念書，與人溝通困難；或者是熱愛本國

歷史文化，憎恨、否定他國，甚至發明殺傷

力強大武器，皆是錯用了工具。如果不能正

確使用「念書」此項工具，不如不要念書。

針對本書書名，筆者有些淺見：「手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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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直接採用原日文書名，乍看易被誤認為

摺紙書，而不知「手紙」為「信件」之意；

副標題原作「改變升學考試的十封信」，

中文版改為「給學生的升學指引與人生方

向」，正經嚴肅，大概會讓很多青年學子退

避三舍。此外，頁80之第二段「勵害」應作

「厲害」；頁99之一、二段，文意中斷，分

段有待商榷；頁167頁第一段部分文句與次段

重複，疑為衍文；頁247頁插圖文字未譯為中

文；頁37頁、頁166插圖文字過小。編排雖有

些疏漏，然瑕不掩瑜，仍不失為一本好書。

本書所談貼近學生生活，兼論及品德教

育、生活樂趣、人生意義，內容豐富。誠如

後記所言：此書不只適合學生，家長或為人

師表各年齡層讀者皆適合閱讀。尤其適合親

子共讀，或於班級讀書會、父母成長團體共

同討論、分享。

「人類因夢想而偉大」，夢想引發熱忱，

使生命與眾不同。作者輔導學生升學多年，

遺憾許多人在求學過程中迷失方向，將其體

悟化為文字。此書與作者另一著作《圓夢的

手紙屋：給工作人的學習、成長與指導》同為

描述迷途年輕人重新拾回夢想、築夢、圓夢

歷程，二書皆激勵人心，可參看併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