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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在媽媽的懷裡躺著

四月，在孩子的臉上笑著

四月的風，最輕盈、最溫馨

因為媽媽在為孩子念兒歌、說故事

四月，有兒童節、婦幼節，有「國際兒童

圖書日」─四月二日，這是童話大師安

徒生的誕辰；有波隆那兒童書展，世界最大

的兒童書展；也有「世界讀書日」─四月二

十三日，大文豪莎士比亞的生日。教育部也

發起「全國兒童閱讀週」，從四月一日開始，

這個活動，鼓勵親子共讀，好好的利用春

假，讓閱讀活動向下扎根。

閱讀，是人類最主要的學習活動，根據閱

讀學家的研究，人們全部知識的百分之八十

五，是通過閱讀而獲得的。這幾年來，「知

識經濟」、「終身學習」和「閱讀」在世界各

地引發許多討論，許多國家都選在一九九九

年到二○○○間推行全國性的閱讀運動，希

望透過整年的宣導，喚起民眾，了解閱讀對

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改變對閱讀的態

度，拿起書本，享受閱讀的樂趣。各國閱讀

運動的重點，都放在兒童閱讀上，因為閱讀

習慣是從小培養的。每個國家都擔心下一代

的閱讀能力不足，無法面對新世紀「知識經

濟」的挑戰。今年一月下旬，報紙報導，布

希實踐競選承諾，教改打先鋒，要求學童在

三年級之前都必須具備閱讀能力。（見1.2 1.中

國時報國際新聞版）

國外閱讀運動往下扎根

英國的文化、教育非常發達，全國閱讀年

也開始得早，從一九九八年九月起，活動的

對象也包括嬰幼兒在內，希望讓更多的嬰幼

兒提早享受閱讀的幸福，所以出版社紛紛規

劃適合零歲到三歲的讀物。有一個企業贊助

的 B o o k s t a r t 計畫，要在兩年內，提供給在英

國出生的新生兒父母，適合孩子閱讀的免費

書籍，以及閱讀資源的指導手冊、資料。今

年，又舉辦「睡前閱讀周」活動，日期是二

月二十六日到三月四日，讓大小讀者在睡前

共讀故事書，帶著微笑入夢。這個活動也為

隨後舉行的「世界讀書日」活動暖身，將成

為年度的例行計劃。

日本也是注重閱讀運動往下扎根的國家，

認真的推動「兒童文化」，努力確立兒童文學

的社會地位。去年日本的「兒童讀書年」，在

東京的上野公園，設立「國際兒童圖書館」，

該館的信念是「兒童書籍聯繫世界，開拓未

來」，目標是成為兒童讀物的博物館，拓展國

際視野，促進日本對不同文化的理解。該館

一個座談會的主題─「童書與讀書─為了2 1世

紀的孩子，我們現在該做些什麼？」頗能表

現日本對兒童閱讀的重視。

日本的福音館大約在四年前出版《0 1 2》的

繪本月刊，是為零歲到兩歲的孩子編的，日

商福武書店在臺灣發行的《小朋友巧連智》

月刊，除了適合小班、中班、大班的快樂

版、成長版、學習版外，在一九九八年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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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又增加了適合小小班的幼幼版，在一九

九九年三月，又增加了適合一、二歲的寶寶

版，這顯示兒童閱讀、親子共讀要及早開

始，越早越好。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就呼籲全

國的父母要念書給孩子聽，最好能從孩子一

出生就開始。日本福音館松居直先生在《幸

福的種子—親子共讀圖畫書》裡提到他在十

幾年前（筆者註：距離現在可能超過二十年

了），有機會就問年輕的媽媽，她們的孩子從

幾個月起開始注意圖畫書，答案是平均從出

生後十個月起。對日本、美國、英國的父母

來說，從嬰兒十個月大起開始親子共讀可能

晚了，但是對臺灣的大多數父母來說，可能

會覺得這樣開始得太早了。這個觀念上的大

差距，可能是我們最需要突破的，不少的孩

子是上小學之後才開始走進書的世界。

提早念書給孩子聽有用嗎？連話都聽不懂

的孩子能聽書嗎？最近，看了趙映雪著的

《三人行　大師‧好書與您同行》和丹尼爾‧

貝納《閱讀的十個幸福》，剛好有相關的故事

與話題，對我們兒童閱讀運動的推行，可能

有值得參考、省思之處，特別提出來簡介一

下。

《三人行》的第一篇文章〈新世紀保姆：書〉

裡，有三個小故事。第一個是美國的紐約人

壽保險公司，每天必須將客戶的申請函，以

飛機送到愛爾蘭去請人處理，因為在美國招

考不到擁有足夠語文能力的人，這是令人難

以置信的。文章裡提到「據統計美國高三學

生能看懂紐約時報的佔不到百分之五」，這就

難怪美國要實施「優異閱讀法案」，希望每個

孩子上三年級時已經學會閱讀，柯林頓前總

統支持「美國來閱讀」計畫，由政府培訓自

願做「閱讀家教」的大學生，幫助從幼稚園

到三年級有閱讀問題的小孩子。

閱讀的奇蹟

在〈新世紀保姆：書〉裡還有兩個閱讀奇

蹟。第一個是十八個月大的幼兒，被醫生宣

佈絕望，因為他的頭腦沒有傳送信息的能

力，所以無法講話、走路，所有需要頭腦控

制的肌肉活動也不可能。孩子的爸媽和兩個

姐姐不死心，每天為他念書、念書，不斷的

念書。三個月以後，有一天，他姐姐告訴他

要念某一本書的時候，他爬過地板到書架上

去找出那本書來給姐姐念。他五歲時說出了

第一個字，六歲時，會說的字多了，家人繼

續的為他念書，到了 1 3 歲，他不但能說能

走，在閱讀寫作能力方面，已經跟一般人差

不多了。

另一個閱讀奇蹟，小兒腦部外科世界權威

卡森醫師，由幾乎不識字的單親媽媽撫養長

大，他念小學五年級時是班上最後一名。他

媽媽難過之餘，就限制他看電視的次數，多

出來的時間，叫他去圖書館借書來讀，還要

講給她聽，這個小小的改變，使他的成績不

斷的進步，後來進入醫學院，最後成為世界

名醫。

第一個閱讀奇蹟，可以說回答了「提早念

書給孩子聽有用嗎？」的問題，第二個閱讀

奇蹟，是響應「關掉電視」的好例子。作者

藉奇蹟呼籲現代父母「給孩子唸書」，幫他們

養成愛讀書的好習慣，不要讓電視當保母。

有個 5歲的女孩，吃過晚餐後會幫媽媽收拾

餐桌、洗碗，因為她想早點聽媽媽說故事，

媽媽要她看電視裡的「童話王國」：「電視

裡的叔叔說故事不是比媽媽說的還好聽嗎？

而且又有美麗的圖畫。」「可是電視裡的叔叔

不會抱我。」有媽媽的味道真的是電視無法

取代的。

《三人行　大師‧好書與您同行》為大家介

紹了一些兒童文學名家與名著，分為三個專

輯─「專題篇」、「大師篇」、「好書篇」，對

於名家名著的風格、改變、特色等，做了詳

盡的介紹，關心兒童的爸媽可從「好書篇」

挑書來念給孩子聽，兒童文學作家、老師、

兒童圖書館員或研究者也可以從一些篇章中

得到一些啟發或指引，是一本很不錯的參考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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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讀書，這一行》到《閱讀的十個幸福》

法國也是閱讀大國，月旦出版公司於一九

九三年二月，出版一本畢佛著《讀書，這一

行　書、作家與電視節目》深入介紹「猛浪

譚」這個影響法國人讀書習慣長達十五年的

電視節目，這個讀書節目有七十五分鐘，根

據視聽調查所得，各行各業，販夫走卒都有

人收看，最高紀錄達五百萬人，也就是每十

個法國人中就有一個收看，這種文化現象，

實在是我們無法想像的，怎麼可能？最近，

有一本法國最大國際書訊獎得主丹尼爾、貝

納的新作翻譯出版，書名是《閱讀的十個幸

福》，作者有近二十年的教學經驗，他把學生

在學校中可能會面對的問題集合起來，做了

一番有趣的分析，他對於「拒絕書本」的

「閱讀低能兒」或迷失在「閱讀叢林的訪客」

有深厚的同情，他提出他的教學理念，宣示

「關於閱讀的十大權利」─不讀書的權利、跳

頁閱讀的權利、不讀完整本書的權利、一讀

再讀的權利、什麼都可讀的權利、包法利主

義的權利（指不滿現狀，想進入幻想世界，

扮演不同角色，體會不一樣的人生），到處都

可閱讀的權利、攀爬頁數的權利、大聲朗讀

的權制、保持沈默的權利，至於什麼是「閱

讀的十個幸福」呢？書裡都沒提，要讀者自

己去體會吧。其實，原書名的直譯是《像一

本小說》，現在的書名，很像電影片名的翻

譯。

作者丹尼爾‧貝納想為讀者找回閱讀的本

質和樂趣，他一開始就呼籲─還給孩子們

「聽」書的樂趣，父母也要懂得自我充實，他

反對父母和師長對孩子的集體壓迫，讓孩子

對書本產生恐懼，他也提到填鴨式教育和升

學主義，得讀書成為孩子心理與生理上的雙

重負擔。在法國，這是一本中小學生要讀的

好書，但在臺灣，這是一本讓教育工作者和

父母省思的書。

兒童有看好書的權利，引導小孩子到書海

去尋寶吧！不要強迫他，命令他：「去看書

去！」再好的書，也不要強迫他看、強迫他

背，也不要強迫他寫讀書心得，做閱讀筆

記，勉強孩子自己看書，可能會得不償失或

適得其反呢。

法國馬賽人日報評論《閱讀的十個幸福》

說：『在法文口語運用中，有三個動詞絕對

禁止使用命令式：「喜愛」、「做夢」、「讀

書」。』—法國國立兒童圖書館取名為「書的

喜悅」圖書館，讓圖書館更有魅力。

跟孩子一起念書吧，就像跟孩子一起吃飯

一樣，讓孩子成為「幸福」的讀者吧，在這

溫馨的四月天！

四月是讀書天，四月是親子共讀月，用我

們的手，用我們的嘴巴，用我們的聲音來擁

抱孩子，以圖畫書做媒介，每天1 0-1 5分鐘，

就可以跟孩子一起到童話國去旅行，享受閱

讀幸福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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