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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城無處不飛書：記臺灣的一書一城

閱讀人口是衡量一個國家文化內涵最重要的指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一個人識字與否

的標準，並不在於是否上學而定，應該以有沒有閱讀能力和能不能有效使用閱讀能力來衡量。

各國政府都面臨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問題，強調「知識經濟」，宣導「終身學習」，英美等國無

不致力推廣各種閱讀運動，如廣邀各界名人擔任閱讀活動代言人、推行全國閱讀年、嬰幼兒閱

讀計畫等，目的即在於建立閱讀的關鍵能力。（注1）近年來電腦和網路使用比率節節升高，發

展「遠距學習」成為潮流，很多學習過程雖可由電腦來代替，但不可否認閱讀能力是學習其他

知識的基礎，在學習過程中仍是無法由電腦來取代。

有鑑於推動閱讀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教育部於423世界書香日前夕，推動「99終身學習行動

年331－全民閱讀樂」活動，所謂的331就是每天閱讀30分鐘、運動30分鐘，以及每天做一件善

事。教育部長吳清基表示，根據《遠見》雜誌2007年針對國內超過18歲以上成年人閱讀調查結

果發現，每人平均每周看電視時間為16.94小時，上網時間達7.41小時，而看書時間僅2.72小時，

平均每人每天閱讀時間不到25分鐘。為鼓勵閱讀，今年首度推動「全民閱讀樂」活動，並以

「閱讀起步走：0-3歲嬰幼兒閱讀計畫」及「一書一城」為兩大主軸。（注2）

「一書一城」活動源自於美國西雅圖，於1998年由「華盛頓圖書中心」（Washington Center 

for the Books）主任南西‧波爾女士（Nancy Pearl）發起，活動的構想僅是為了提倡讀書風氣，所

有市民在同一段時間內，共同閱讀一本書，她的建議得到市政府和西雅圖公共圖書館的大力支

持，活動推出後受到大家的喜愛。《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於民國 91年4月號率先刊登旅美文字工

作者施清真女士介紹美國西雅圖推行「一書一城」的經驗，這是臺灣第一次有專文介紹「一書

一城」的活動（注3）；隨後隔年作者再度為文進一步介紹全美因西雅圖「一書一城」的活動所

引發的迴響，自1999年開始至2003年，全美共有超過130個城市推出「一書一城」活動，美國51

州都籌辦了類似活動。推行該項活動的城市因為共同閱讀一本書而有了共同話題，整個城市彷

彿就是一場大讀書會，替全體市民搭起友誼的橋樑，彼此不再陌生，而是以書會友。（注4）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散播「一書一城」的種子，很快的就在桃園縣落地生根，謝小韞

女士擔任桃園縣文化局長任內，因該刊披露「一書一城」的做法及概念，於2003年縣內開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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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舉辦「一書一城」活動，邀請鄉鎮市長、各級學校校長、鄉鎮圖書館館長以及讀書會推薦好

書，復經審查委員以及透過單張投票與「網路投票」機制，共同投票選出《天使走過人間》為

當年度桃園之書，並另選出五本書為推薦書，提供縣民閱讀參考。「一書一桃園」自2003年開

始持續舉辦至今，《天使走過人間》、《蘇西的世界》、《少年時》、《李淳陽昆蟲記》、

《美的覺醒》、《福爾摩沙植物記》到《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每年選出一本好書

與縣民共讀，並規劃一系列相關活動，如邀請縣長撰文推薦以提高縣民的參與興趣、作家參與

系列講座、訪問作家實況線上收聽，為提高縣民參與熱度，主辦單位並贈送獎品、舉行徵文比

賽，該項活動儼然已成為當地的書香特產。（注5）

誠如施清真女士文中所提，「一書一城」活動的關鍵在選書，綜觀「桃園之書」前三年皆

為翻譯作品，自2006年開始則為本地作家作品，無論文體為何，讀者皆可從文字當中領略作者

對生命的關懷及尊重，藉由心靈的悸動感受到文字的張力，讓人感動不已。

目前全臺25縣市都參加了「一書一城活動」，參考策略以桃園縣政府為例，各縣市透過轄

內各級學校校長、讀書會、在地作家推薦，再由民眾參與票選，並經過專家學者評審，選出一

本「城市之書」，讓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代表好書，並利用巡迴講座、讀書會等活動，鼓勵民

眾多讀書。各縣市票選一城一書活動都已開跑，除桃園縣外，均是首度舉辦。

彰化縣以「彰化作家之書」為主軸，由文化局文學諮詢委員會評選出20位具有不同風格彰

化作家的書，有新詩、散文、報導文學、小說等，交由縣民票選，認識自己的家鄉和家鄉的作

家。（注6）

屏東縣亦由各鄉鎮圖書館及文化處推薦55本好書，先於縣內圖書館公開展示，再由民眾票

選，統計選出10強，作為好書推薦。第二階段則邀集縣內各校校長及老師參與投票，選出5本入

圍，最後再請民眾自5本好書中，選出屏東之書。屏東縣長推薦他所看過《氣候戰爭：決定全人

類命運的最後一場戰役》作為票選之書，他亦舉出同一本書因為是大家共同參與票選好書，跟

由政府或館員決定好書上架的內涵是不一樣的。（注7）高雄縣亦藉由鳳邑書香節推動「一城市

一書─高縣閱讀冊推薦及票選活動」。（注8）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美國在臺協會、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館亦共同舉辦「聽聽西雅圖公共圖書館如何推動一城一書活動」，以視訊方式邀請美國一城一

書活動創始人南西‧波爾女士專題演講，會中並安排各縣市推動一城一書經驗分享與問題探討

交流。希望藉由活動熱度的推廣提升圖書館利用率，帶動全民終身閱讀風潮。

南西‧波爾女士認為規劃執行社區閱讀計畫，圖書館一開始即須設定活動目標，並且能持

續定期舉辦；活動最困難的部分即在選書，文學性書籍、人性議題、社區或區域性議題都需要

縝密思考，其它相關活動的宣傳及配合亦要列入活動計劃範圍。

「閱讀」一直是國家圖書館所關注的議題，為配合全國閱讀計畫，國圖曾編製《愛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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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鄉！：公共圖書館愛鄉讀鄉系列活動參考書目》、《臺灣文化紀錄：地方志暨縣市文化局出

版目錄》、《親子共讀，齊步學習：九十一年度親子共學季‧圖書學習運用研習會專輯》等專

題目錄與各地區公共圖書館共襄「閱讀」盛舉。臺灣各圖書館多年來嘗試用各種創意來推動閱

讀，不只在館內推廣閱讀策略，更主動出擊，規劃不同年齡層閱讀活動，如開啟早讀運動、舉

辦社區特色閱讀運動，不時與國際接軌如舉辦法國讀書樂、德國文化展、世界書香日活動等，

並善用機會行銷館藏如配合各種好書展、圖書館導覽筆記書等，為了推廣全民閱讀，不餘遺

力。各地區圖書館為了挖掘閱讀潛力人口，不斷運用網路及設備推出便利服務，如書香套餐

袋、智慧圖書館、旅遊與文學及圖書館相互結合，激盪互相加分的火花，一切在在說明圖書館

無不挖空心思創造閱讀氛圍，持續推動閱讀。今年25縣市攜手共同舉辦「一書一城」活動，無

非希望藉由推動城市閱讀，鼓動閱讀風氣，文化能夠紮根，而沒有鄉鎮文化落差。

「一書共讀」的方式在全國各縣市圖書館引起共鳴，圖書館應善用媒體影響力來推動閱

讀，吸引「潛在讀者」閱讀，營造城市閱讀成為全民運動，並積極配合各種相關活動方式進

行，建構「大閱讀」的讀書會。筆者頗贊同蔡明燁女士在本期〈以書為名：文學節在英國〉文

中，同時提及對臺灣「一書一城」活動的看法，推廣全民閱讀須要社會各界廣泛長期的參與支

持，才能將閱讀融入日常生活。期望「一書一城」如書香種子，深耕城市各地，期待春風的輕

拂，漫山遍野一朵朵綻放閱讀的嬌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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