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 味 閱 讀

．我喜歡打開對著日內瓦湖畔的窗戶，然後像圖畫中在閱讀的人一樣，坐上一整天，閱讀�  ◆  英國詩人濟慈（John Keats）

  前言

2011 年世界閱讀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伊琳娜．博科娃談到該活動的意義時說︰

「圖書以具體的形式和無形的內容，表達作者的思想，感知讀者的想像。閱讀是私人的談話，而

圖書則是分享—分享經歷、知識和理解。」在國際素養日（國際掃盲日）還特別提到「掃盲」

是「全民教育和終身學習的基礎」。 

臺灣在閱讀推廣上，始終秉持自由平等精神，將閱讀納入全民教育中。「建國百年，閱讀精

采」，貼切表達 2011 年臺灣圖書館界推廣閱讀活動的多元多樣。

2011 年的閱讀推廣活動，定基在閱讀教育和終身學習兩大方向，圖書館仍擔負推廣閱讀

的社會責任，從軟硬體設施改善、創新服務、主題書展、行動圖書館、好書交換與推展數位閱

讀，這些努力，只為縮短城鄉資源偏差，深耕全民教育。以下略述 2011 年閱讀推廣活動特色。

  圖書館設置、整建與閒置空間再利用

《圖書館法》第 1 條揭示︰圖書館是「提供完善之圖書資訊服務，以推廣教育、提升文化、

支援教學研究、倡導終身學習」為宗旨。長期以來，圖書館一直扮演推廣閱讀重要角色。而為

老舊圖書館換新裝，或閒置空間再利用，或為偏遠地區學校協助設置的玉山圖書館，對鼓勵閱

讀，養成閱讀習慣，均是深根悅讀的植根行動。

2009 年推動的「公共圖書館閱讀環境與設備升級計畫」四年計畫，鮮活的圖書館新形象，

吸引了更多民眾走進圖書館，2011 年該計畫繼續補助 35 所圖書館，使之成為當地終身學習中

心。另外各縣市政府將閒置空間再利用，更是活化社區在地資源。如新北市新莊光華活動中心

改造為新北市立圖書館西盛分館；雲林縣斗六市立圖書館將原鎮公所改建為圖書館；臺中市東

勢區圖書館、雲林縣東勢鄉立圖書館、屏東縣來義鄉立圖書館的大換裝，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

處把林業文化園區百年老宿舍整修成「百年舊書攤」，這些都是藉由閱讀環境改變，讓圖書館成

為培育知識泉源，帶動地方發展的助力。

方美芬 ◎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              

建國百年．閱讀精采

2011年臺灣推廣閱讀活動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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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拉近城鄉差距最好方法，就是給孩子一座圖書館。嘉義縣溪口國小運用校友會捐助經

費，整修完成了藝耀圖書館；臺南市新化國小將原行政辦公室改造為圖書館，臺南市下營國小

將老舊圖書館擴建取名為「好玄館」，臺南市新泰國小圖書室的「悅讀園」，讓每周一節的閱讀

課，成了小朋友的最愛；屏東縣泰武國小將學校圖書館改造成「Book Eat」（不可思議的書屋），

一起享受閱讀樂；南投縣人和國小「老樹下的閱讀樹屋」，則與大自然相伴讀書；而莫拉克風災

重建後的高雄六龜國小數位新光知識圖書館，更讓學生享受閱讀樂趣，提高學習興趣。

  更便利的借還書服務

一、圖書通閱服務  

隨著網路環境的便捷，跨館借閱圖書已成了圖書館服務新趨勢。接踵北市圖、新北市、臺

南市及屏東縣等圖書館已實施通借通還服務，2 月 8 日桃園縣政府文化局跟進整合公共圖書館資

源，聯合 13 鄉鎮市立圖書館建置完成「桃園縣公共圖書館館際合作借閱服務」系統，利用網路

就可申請跨館借書服務。配合五都改制縣市合併，1 月 15 日臺南市公共圖書館實施一證通用服

務；6 月，高雄市立圖書館將縣市合併後的大高雄 60 座圖書分館串成一個借還書物流系統，讓

市民享受便利的圖書資源。8 月，臺中市透過「中部公共圖書館聯盟」ToREAD 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平臺，共享臺中市 44 區圖書館及國立臺中圖書館 240 萬冊藏書。

這種縣市圖書跨館借閱服務模式，不僅營造便捷的書香環境，方便讀者就近借閱、歸還圖

書，同時可以增進館藏流通，提高借閱率。

二、智慧圖書館

沒有館員於現場服務的智慧圖書館（Open Book），是一項利用資訊科技，將傳統圖書館經

營服務模式轉型為類似 ATM 智慧型電子管理的服務。臺北市立圖書館首先於 2005 年 7 月 22

日在家樂福內湖店設置了首座智慧圖書館，其後在西門捷運站與松山機場亦設有智慧圖書館。

2011 年 4 月 22 日新北市智慧圖書館設於高鐵、臺鐵、捷運三鐵共構的板橋車站；11 月 24 日鄭

福田文教基金會出資捐贈的第四座「太陽圖書館暨節能展示館」，坐落在臺北市青年公園內，這

座綠建築，讓平日忙於生活的市民，在休閒及運動同時，也可享受閱讀樂趣。而這種由中央、

地方機關與民間團體共同合作的智慧圖書館，是推廣閱讀中締造民眾、政府及民間組織三贏的

典範。

但智慧圖書館仍受到場地營業時間限制，為了推廣閱讀，於是又有了 24 小時借書站的出

現。這種借書站又稱作「微型自助圖書館」，它像是一臺「圖書自助借還機」，打破時間、空間

限制，為民眾閱讀帶來許多便利。2009 年 6 月 29 日，高雄市立圖書館與高雄捷運公司在捷運

中央公園站設置了全國第一座借書站—捷運圖書館，方便搭乘捷運民眾借閱圖書。2010 年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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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圖書館相繼在臺中火車站、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中醫院裝設，2011 年 1 月 20 日宜蘭

羅東火車站前站一樓左側也開設了借書站；4 月 23 日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推出「Fast book 24 小

時借書站」服務。這種宛如大型自動販賣機的圖書自助借還機，民眾利用借書證或悠遊卡借書

證，就可以自己借還書，非常適合夜貓族、書蟲半夜來借還書，這臺「永不熄燈的城市書店」，

提振了城市閱讀風氣。12 月 19 日臺師大啟用了全國大學第一臺自動借書機，它已成為學生喜愛

的「師大便利書店」。

  書展與閱讀書單主題多元而新穎

一、書展

書展一直是國人最喜歡參與的文化活動，一年一次的臺北國際書展，開展了民眾多元的國

際閱讀視野；而臺灣各類型圖書館配合社會發展脈動所舉辦的書展，主題多元新穎，在推展閱

讀上也具備導讀作用。如桃園縣文化局兔年應景的歲時年俗叢書特展，同時延伸各式兔子繪本

與故事。新北市立圖書館的「新北文學作家」展、「春天讀村上春樹」和「彩虹守護下的歷史與

驕傲—賽德克．巴萊」，不僅可閱讀多位作家及村上春樹著作，也深入了解電影背後的歷史與文

化；而「多元文化繪本好好看」，則透析了新住民文化特色。臺北市立圖書館「閱讀臺北身影．

百年臺灣文學主題書展」、「韓情脈脈—韓國主題展」、「社會新鮮人報到」、「喜閱大稻埕」，對求

職就業、工作與生涯規劃，臺灣文化、異國文化，都起了指導作用。

其他如彰化縣文化局「為母親喝采」、「食在好味道，開心品鮮趣」，國家圖書館「現代中文

小說月」系列閱讀活動和「民國一百．讀享『經』彩」閱讀中文經典推廣活動，國立台灣文學

館「建國一百年．閱讀蔣渭水」巡迴展等，都是幫助讀者了解圖書館館藏資源，並提昇館藏使

用率的積極作法。

二、閱讀書單推薦與獎勵

除了鼓勵學生閱讀、討論與研究外，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架設的「中學生網站」閱讀平臺，

藉提供閱讀書目、小論文、讀書心得、我的作品等專區，積極輔導各級學校推動閱讀，並且以

舉辦寫作比賽來培養學生撰寫能力。另透過「教育部全國閱讀推動與圖書管理系統網」，還可以

瀏覽全國各校的最多借閱書籍、最受歡迎書籍、好書推薦與閱覽資源等資訊。

而為了讓青年學子見賢思齊，善加規劃閱讀生活，7 月 21 日國家圖書館公布由總統、副總

統、五院院長、社會賢達人士為青年準備的「暑期青年閱讀好書推薦書單」，同時邀集 100 年度

學測達滿級分的同學，提供「100 狀元閱讀書單」。

在建國一百年之際，文建會特別規劃「100 精選．全民大閱讀」計畫，於 12 月 9 日選出

100 本推廣閱讀參考書單，展現了百年華人文化精華，大大提升民眾閱讀素養與視野。而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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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也與臺灣閱讀協會共同邀集長期參與推廣青少年閱讀的學者專家選編了《青春久久

I：精選 99 本文學好書》和《青春久久 II：精選 99 本知識性好書》兩本書，做為閱讀文學性、

知識性領域的重要好書指引，希望青少年於寒假期間能夠在書香中青春閱讀久久。

另為了鼓勵全國國民中小學重視學生閱讀知能，教育部更藉由「閱讀磐石獎」的表彰，

肯定推動閱讀的團體和個人，藉以深耕閱讀教育。除此之外，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也與 200 所

「希望閱讀」聯盟小學共同推廣閱讀教育，每年並頒發「希望閱讀典範學校」獎座，鼓勵地處偏

鄉學童，透過閱讀的改變來建立自信心。

  愛的行動車駛入偏鄉

一、行動書車

隨著城市蓬勃發展，城鄉差距也愈來愈大，許多人憂心成長鄉村部落裡的孩子，漸漸喪失

接觸閱讀機會，於是衍生出類似行動醫療服務的行動圖書館概念。

行動書車是一座會移動的圖書館，為培養偏鄉學童閱讀習慣，TVBS 關懷文教基金會的行

動閱讀車、一粒麥子基金會「群英號」、佛光山「雲水書車」，陪伴著南投、花蓮、臺東、屏東

地區孩子一同閱讀。

2011 年教育廣播電臺臺東分臺和臺東縣教育處合作，以「傳愛百分百•閱讀好精采」活

動，繼續關懷偏遠地區學童。新北市「行動閱讀巴士」的偏鄉巡迴服務，則結合故事媽媽團

體，讓孩子透過故事的方式喜歡上閱讀。雲水書車 2009 年啟程後，透過「屏東縣公共圖書館資

訊系統」，已為屏東縣市 33 鄉鎮圖書館提供了方便多元的閱讀資源，2011 年更將書香飄送到高

雄地區。而起動了 5 年的屏東家扶中心 19 部變形金剛，持續載著社會愛心，除定點圖書借閱

外，還增加說故事、製作故事繪本和情境劇演練等方式來豐富閱讀。臺南市立圖書館「台江一

號」自 2008 年開始在安南區服役，2011 年則延伸到安定區的小學。而為了鼓勵原鄉部落學童閱

讀，南投縣仁愛鄉立圖書館的「暑假趣圖書館」活動，更主動駛入部落。而由中華汽車與天下

雜誌教育基金共同打造的希望閱讀巡迴專車，也持續 8 年乘載好書為偏鄉小學傳遞閱讀知識。

隨著網路的便捷，行動書車也開始導入了科技理念。2009 年宏碁電腦構思的「ADOC2.0 數

位希望列車」，打破傳統固定電腦教室思維，以更具彈性效益的做法，服務花蓮偏遠地區有資訊

教學需求的民眾，幫助他們創造更多學習及就業機會。2011 年 11 月，中華電信搭配工研院的

「行動閱讀車」，提供了多元有趣的 Hami 電子書城內容以及 3G 上網服務。這種提供多元有趣的

行動服務，目的是縮短城鄉數位落差。

二、愛的書庫

財團法人台灣閱讀文化基金會持續以「愛的書庫」共讀模式推動閱讀，已從校區延伸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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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2011 年發起「書庫百座．愛心百顆：閱讀活水計畫」，繼續募集新書、增購書箱，注入閱讀

新活水。

該基金會陸續於新竹縣松林國小，臺中市龍井國小，南投市西嶺國小，雲林縣元長、崙

背、橋頭、馬光及水燦林 5 所國小設立「愛的書庫」。為了加強偏鄉小校學生英文能力和見聞，

4 月 28 日第一座「英文愛的書庫」於南投縣旭光高中成立，透過新竹貨運配送，所有英文書籍

免費在縣內各校間借閱流通；而旭光高中在獲得教育部優質化、均質化補助下，更建置了數位

線上學習平臺，開放縣內各校利用。10 月 19 日南投國中成立第二座「英文愛的書庫」，一樣提

供鄰近學校學生借閱。

  好書交換，閱讀更長久

每年 7 月 16 日的「全國好書交換日」，有人稱它為「挖寶的日子」。在資源與資訊氾濫時

代，透過交換贈送方式，不僅讓文化資源重複使用，而且能擴大全民閱讀視野。

2011 年的全國好書交換活動，仍由國立臺中圖書館主辦、各縣市文化局及圖書館承辦，以

「2011 千書萬換  好書相伴」為主題，提供一個圖書交換平臺。桃園縣蘆竹鄉立圖書館自 10 月 3

日起，更開辦天天好書交換。該項活動除能重展圖書生命力，並藉由好書交流、分享閱讀、同

享知識。

除了一年一度的「全國好書交換日」外，捐二手書或募書送書活動，也是屬於好書交換精

神的延伸。各地將籌募到的二手書，都捐贈予偏遠地區學校、孤兒院、圖書館或是災區學子與

受刑人。

另在 NPO 閱讀聯盟舉辦的「讓書去旅行，閱讀 On My Way」下，每個旅人可在全臺設置的

「傳書站」將書帶回家閱讀，之後再將它交給下個人或另一個「傳書站」，繼續它的旅程，讓書

與閱讀走進更多人的生活。

  數位閱讀在雲端

生活在網路時代，雲端數位閱讀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新閱讀趨勢。以科技聞名的新竹市於

1 月 3 日啟用「雲端童書館」，提供該市中小學生在自家電腦，隨時享受閱讀樂趣。11 月 23 日

又開創「新竹市英語數位書城」，提供雲端線上學習平臺，透過數位書城網站，讓學英文變得更

有趣。

1 月 5 日經濟部工業局所舉辦的「愛在偏鄉—百座數位圖書館啟動記者會暨智慧生活展示

活動」，募集了多家科技單位捐贈的 2 百臺電子閱讀器和 1 萬多冊電子書；並結合天下遠見、巨

思文化、國家圖書館、國立臺中圖書館、臺灣數位出版聯盟協會提供的數位內容，希望藉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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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數位閱讀來達到「閱讀平權」目的。

而鑑於電子書是未來的閱讀趨勢，為了培養民眾數位閱讀習慣，6 月 3 日國家圖書館啟

動「數位閱讀體驗區」，提供不同形式的數位閱讀載具和電子報紙、電子書、電子雜誌等數位內

容，以及國家圖書館與教育部所屬其它社教館所製作的 21 種電子書。而教育部 6 月 7 日「電子

書試辦計畫」啟用典禮，則結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立宜蘭大學圖書館、崑山科技大

學圖書館、國立臺中圖書館、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6 個單位建置電子書服務

平臺，鼓勵民眾使用自己的閱讀器「借」電子書，或者向圖書館借「閱讀器」，享受數位閱讀的

便利性。8 月 23 日國家圖書館建置上線的「數位出版品平臺系統」，更讓民眾在家享受電子書閱

讀樂趣。12 月 21 日羅東各區扶輪社捐贈 12 臺電子書閱讀器給羅東高中，藉以提升學生多元閱

讀興趣。23 日交通大學圖書館也採購 50 臺 iPad2，提供該校教職員生體驗電子書借閱服務。

這種透過雲端的服務，目的是讓資源缺乏的偏鄉民眾，經由網路連線以及各種電子書閱讀

載具，以線上或離線方式閱覽並借閱授權的電子書，希望藉此縮短城鄉數位落差。

  終身學習，閱讀不缺席

一、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  

2006 年開始推行的「Bookstart 閱讀起步走」，透過閱讀禮袋發放，鼓勵父母親陪伴 0 至 3

歲的嬰幼兒跨出閱讀第一步。教育部於 100 學年度開學日結合各縣市文化局共同推展的「閱讀

起步走—送給小學新鮮人一生最好的禮物」贈書計畫，共發送 4 萬 5 千個禮袋，讓閱讀扎根並

普及全國。

二、城市之書

為了落實終生學習，教育部於 2010 年將「一城一書」列為「全民樂閱讀」活動主軸之一。

主要是藉「城市之書」，讓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本代表性的好書，再透過講座、讀書會等各類型活

動的舉辦，藉以提升圖書館利用率，進而帶動全民閱讀風潮。

2011 年各縣市的「一城一書」活動，從各縣市票選的「城市之書」，反映了各城市文化風

貌。如臺北市《在臺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新北市《賽德克．巴萊》、桃園縣《俎豆同榮：紀

頂下郊拚的先人們》、苗栗縣《我們的樟樹小書》、彰化縣《憨牛慢拖埔鹽行》、嘉義市《15 顆小

行星》、花蓮縣《中美五街，今天二十號》、臺東縣《陳樹菊：不凡的慷慨》等，都是以在地文

化為背景，架構出的在地創意故事。民眾透過閱讀，了解在地人文、風土與文化，不僅對居住

的城市有了認同感，也用閱讀蒐集城市記憶。

三、樂齡學習中心

建國百年．閱讀精采—2011 年臺灣推廣閱讀活動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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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打開對著日內瓦湖畔的窗戶，然後像圖畫中在閱讀的人一樣，坐上一整天，閱讀10  ◆  英國詩人濟慈（John Keats）

面對高齡化的社會，教育部除持續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設置樂齡學習中心，推動老

年教育。2011 年更鼓勵大學校院開放資源，提供銀髮族使用，以多元創新的學習模式，增進高

齡者終身學習機會，12 月 26 日並於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展示了辦理成果。

  結  語

根據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2009 年評量報告，臺灣 15 歲學生閱讀素養、數學素

養、科學素養排名都較 2006 年下滑。PISA 認為面對世界挑戰，新知識與技能的靈活使用甚於

對學校課程的精熟。由於該項評量只是針對 15 歲學生的生活知能學習成效提供跨國際比較，我

們不妨將這份數據做為未來教育改進的參考指標。

延續過去的閱讀活力，其實回顧 2011 年，圖書館館舍環境的改善，讀書會的共享悅讀，學

校圖書館閱讀精進的推動，處處都帶動著閱讀樂趣。而每年 12 月 1 日至 7 日的圖書館週，圖書

館界仍然是推動終身學習的重要推手。然而從 PISA 的閱讀樣本試題觀察，展望未來，臺灣在閱

讀推廣上還是可以朝新方向和多重思維來規劃。

比如從國家圖書館結合高中圖書館、大專校院圖書館或系所、公共圖書館、機關團體 108

所文教機構舉辦的「民國一百．讀享『經』彩」中文經典閱讀系列活動，我們看到了一股結盟

壯大的力量，是未來推動閱讀活動的新思路。

在此活動中，各級圖書館配合推展的經典講座、主題書展、數位閱讀讀書會、閱讀創作、

電子書互動展等活動，對於深入理解文本並與生活經驗結合，起了先導作用。再者透過講座實

況與線上收播方式（http://100read.ncl.edu.tw/），借用網路傳播力量，將全國織串成綿密的閱讀網

絡，更擴張了閱讀生命能量。

PISA2009 閱讀團隊主持人約翰．德容在「國際閱讀教育論壇」說︰「閱讀素養包含每個人

對文本資訊的理解程度，以及藉由個人的先備知識所延伸、類比以吸取新資訊。」其實，PISA

真正的用意是檢視各國是否提供學生平等的教育機會。而如何引導民眾連結文本與生活經驗，

是未來推動閱讀應該加強的課題。PISA 2009 測驗結果，只是提醒我們需要審慎思考教育背後的

結構性問題。我們期盼閱讀的種子像蒲公英一樣，飛揚散播到更多的家庭與社會各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