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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好讀書，可使人將生活中的厭倦變為愉快時光。
孟德斯鳩

論述 

ISBN

近年日本出版界面臨不景氣風潮，教育界面臨脫離活字現象，都是悖離文化的負面消息。

在這樣的現實情況下，推動閱讀變成一種不得不做的必然。本文由日本主導閱讀的讀書推進協

議會、書店和圖書館著眼，略述他們的作法和方向。

* 讀書推進協議會的活動

日本的「讀書週間」（閱讀週）運動起源於 1924年，由日本圖書館協會發起，自 11月 17 

日至 23日迄一個星期，以鼓勵讀書，普及圖書文化及推薦好書為目的，在日本全國各地展開活

動，其後陸續有出版界團體加入支援。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的讀書運動迫於軍閥政令而停止。

大戰結束後，思想和表現自由解禁，文化國家的建設變成日本國民的共識，終於在 1947年 11月

恢復「讀書週間」。當時是由日本圖書館協會，書店組織和文化關聯團體共同舉辦，標榜「以

讀書的力量建設和平的文化國家」，並自翌年開始，延長為 10月 27日起至 11月 9日迄的兩個

星期（以 11月 3日的「文化節」為中心）。自 1947年至 2016年，「讀書週間」已經連續舉辦

70屆了。

1959年 11月，為達成「讀書週間」任務，由 7個主要團體，包括日本書籍出版協會，日本

雜誌協會，教科書協會，日本出版經銷商協會，日本書店商業組合連合會，日本圖書館協會和

全國學校圖書館協議會，共同組成「讀書推進運動協議會」（以下簡稱「讀進協」）。「讀進協」

於 1965年成立社團法人，由日本文部省主管，主導「讀書週間」活動迄今。

依據讀進協的會報《讀書推進運動》報導，2015年日本各地「讀書週間」的活動，傾向活

潑和多元化。主辦團體共有 1,752個，達成迄今最高紀錄。其中，沖繩縣的圖書館配合讀進協「讀

書日和」（讀書好日）的標語，用天氣標誌配合推薦圖書，作別緻的展示。「讀書週間」適逢

西洋的萬聖節，為了吸引小朋友，許多縣市也加上一些花招。如新潟縣主辦的繪本朗讀大會，

請講者和聽者都變裝參加。岡山縣將怪談繪本的朗讀會和捉鬼遊戲合併，舉辦萬聖節晚會。高

知縣注重高齡閱讀者，主辦銀髮族「書評辯論會」（Bibliobattle），限定 65歲以上才能參加。

上述之外，讀進協每年推薦適合年輕世代和高齡族群閱讀的好書，作為畢業、就職或敬老

的送禮名單。這是由各個地方自治體的讀進協分會，從每年出版的書籍當中，各挑選 3冊，呈

給讀進協總會。再由讀進協的事業委員會彙整書目，選定 24冊做為當年推薦書單。這份書單列

印後，就分發給全日本的公共圖書館和書店等等，作為宣傳。

除了成人的「讀書週間」之外，讀進協自 1960年開始，也主導「兒童讀書週間」。期間自

5月 1日至 5月 14日二週，以日本的兒童節 5月 5日為中心。自 2000年「兒童讀書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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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延長為 4月 23日至 5月 12日三週。期間主辦各種閱讀活動，年年興盛。2016年的「兒童讀

書週間」共有 1,891個團體參加，達成迄今最高紀錄。本年逢《兔子彼得》的童話作家波特女

士 150年誕辰，各地的讀進協分會多配合做專題展覽。本年亦逢宮澤賢治 120年誕辰及瀨田貞二

100年誕辰，也有各種紀念展覽。此外，比較別出心裁的活動，如北海道幕別町圖書館，請偶像

棒球明星大谷翔平和市川友也支援。只要借書達 67冊（兩位球星的背號總數），就可獲得與球

星的合照（電腦合成）一張，據說非常受小朋友歡迎。經常為「兒童讀書週間」繪製海報的繪

本作家荒井良二，也是企劃展的熱門人選。許多圖書館都展出「荒井良二的世界」，或以海報

標語「四角的書，圓滿的心」為題，展出各種形狀關聯的書和繪本。

* 出奇制勝的書店

日本不只是小書店難為，最近大書店也面臨廢店的窘境。2016年 8月，紀伊國屋書店的新

宿南店，就因租金太貴，將一至五樓的大賣場關閉了。這家書店在 1996年開業時，是當時日本

規模最大的書店，面積達 4千平方公尺。書店社長高井表示，營業一年之後，日本的書籍市場

就開始縮小，每年赤字不斷增加，有如在做血本無歸的文化投資。講求薄利多銷的書店，碰上

不景氣和不肯減租的房東，只有走上關門一途了。除了紀伊國屋新宿南店之外，淳久堂新宿店、

LIBRO池袋本店和大阪的旭屋書店本店，也都在近年相繼關閉。

在一片廢業聲中，日本有一些獨立書店，自創吸引讀者的營銷方法。位在東京銀座的森岡

書店，是僅有 5坪的超小型書店。書店老闆森岡督行，每週只挑選一冊書販賣，整個書店就只

擺那一種書。森岡原來在別處經營舊書店，在舉辦多次特展之後，感覺作者和讀者都喜愛具有

風格的展示。他以為，要讓紙本書生存，作者和讀者的交流是很重要的。每次只要賣一冊，就

能達到這個目的。森岡賣花卉寫真集那週，就把整個書店布置得像花店。賣漁夫寫真集那週，

再用魚乾和魚網，將書店改裝成海港風味。這個標榜「一冊一室」的迷你書店，自 2015年 5月

開業之後，很快獲得輿論矚目。如今，一本 6千日圓以上的高價書，也能在一週之內賣出 38冊。

這種方式不僅讀者歡迎，出版社也紛紛上門推銷。消息傳到海外，歐洲電視台派員前來採訪。

中國觀光客更因微博宣傳，不少人來此拍照留影。

岩手縣盛岡市的澤屋書店 FESAN店，因為店員長江貴士的「文庫 X」妙計，而令某書籍大

為暢銷。長江的設計是，將自己的愛讀書包得密不透風，包裝紙上頭寫：「對不起，我不知道

該如何介紹這本書，但是我相信，沒有人會不受這本書感動。」顧客只知道這本書非小說類，

定價 810日圓。結果，該書在 1個月之內售出約 980冊。這個「文庫 X」企劃已經擴展到 12個

縣市，該書的出版社也增加 7千多冊訂單。發明「文庫 X」的長江表示，他隱藏書名的原因，

是因為自己感動的書，其他人見到封皮，卻不見得會伸手去拿。有讀者反應，如果不是「文庫

X」，他可能永遠不會唸這本感人的書。在書市蕭條的現在，僅有一小部分書籍能打進暢銷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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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書店的讀者書評，又經常左右書籍銷路。「文庫 X」卻證明書店店員強烈的愛書心，還是

能打動讀者的感情。

據統計，北海道沒有書店的市町村，佔全自治體的 3分之 1以上。人口不滿 12萬的江別市，

卻在 2016年 2月，推出一個人文書專門的實驗書店，陳設約 3千冊新舊書刊。該店店主表示，

書店只要內容新奇，就會吸引顧客。任是誰都有追求新鮮感的慾望，書店可以變成地方文化的

發信地。東京赤坂的雙生獅子堂書店，邀請 29名作家推薦 3千本好書，製成「選書棚」，吸引

讀者上門。店主認為，書店就像護身的平安符，有時候看似無用，有時候卻會遇上人生轉捩點

的作品。此外，由古民宅改裝附設咖啡座的東京 Title書店，或兼賣麵包以吸引女性兒童的大阪

笹部書店，都是具特色的地方書店。前者的店主表示，不積極促成顧客上門，經營就會陷入苦

境。該店每日在網頁更新推薦書單，又開闢空間推出作家的作品展。後者匯集地域住民的意見，

不時開辦繪本朗讀會，復提供育兒相關資訊，希望被當成社區的消息傳播站。

日本全國書店在 2015年共有 13,488家，比 2000年當時減少約 4成。資訊傳播方式改變和

人口減少等原因，令日本的書店經營日趨黯淡。但是，「想要介紹更多好書給大家」的有心人

店主，還是所在多有。由於他們對書的執著和愛情，才能教中小書店持續奮鬥下去。

* 獨樹一幟的圖書館

根據日本文部省的抽樣調查，16歲以上 1,700名男女當中，最近 6個月以內經常利用的文

化設施，最多的是圖書館（43.2%），其次才是博物館和美術館（21.2%）等等。日本的公共圖

書館現在約有 3,200館，是 30年前的兩倍。自 1970年代開始，圖書館即推行增加借閱活動，如

今每年借出量約 7億冊，較往昔增加 3.5倍。圖書館的年度借出冊數，已經超過日本的書籍年度

販售量。

圖書館的功能和使命究竟如何定位，是日本推動閱讀不能迴避的課題。近年許多圖書館都

努力改善硬體和軟體，希望吸引更多住民利用。其中，東京的千代田區立圖書館特設諮商員，

不但協助讀者查閱資料，更解答各種疑難。千代田區鄰近神保町書店街，只要讀者徵詢，諮商

員會指引哪家店買得到哪本書，甚至哪家餐廳賣好吃的咖哩飯。千代田圖書館平日開到晚間 10

點，標榜是附近上班族的第二辦公室。圖書館甚至有託兒設施，收費低廉，讓年輕父母能安心

查閱資料。由於率先示範便民，千代田圖書館曾獲得「Library of the year」的榮譽。

「太舒服了」、「想一直待下去」、「好酷」⋯⋯這些是 SNS上，許多人給東京武藏野市

圖書館「武藏野 Place」的評語。號稱「市民休閒地」的圖書館，當初以人人來去自如的廣場為

建築目標。如今，只要走進「武藏野 Place」，就會聽見輕柔的音樂，隨著大廳中央咖啡座的醇

香，緩緩飄來。地下 2樓是兒童和青少年專區，除了讀書之外，還可以打桌球、跳舞或打電玩、

看漫畫和聊天。地下 1樓收藏一般圖書，約有 7萬 5千冊。一樓的期刊長廊，陳列 560種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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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和 30種報紙。2樓的交流空間有各種童書和生活書籍，互相交談或讓幼兒出點聲音也無妨。

3樓的工作空間供市民社團聚會，或舉辦演講和各種才藝教學。這個具有 4大機能：圖書館機能、

生涯學習支援機能、青少年活動支援機能和市民活動支援機能的圖書館，已經超越傳統的閱讀

場地範疇。由每年 150萬人次的造訪紀錄看來，「武藏野 Place」的親民便民目標，應該已經圓

滿達成。

走商業路線的圖書館，以委託私營的佐賀縣武雄市圖書館為最。這個人口僅 5萬人的小城，

自 2013年起與大手蔦屋書店簽約，全面委託後者企劃經營。豪華的內裝附設星巴克咖啡、使用

自動借書機、販賣自家書刊和借書卡兼做消費集點卡，都是經營者的花招，也引來各方好惡批

評。新武雄市圖書館開館半年，即突破 50萬入館人次。利用者當中，市內居民佔 59.3%，市外

居民佔 37.8%，十足變成觀光勝地。樋渡市長表示，他最不喜為圖書館而做的圖書館，他和市

民追求的是偶像團體般的娛樂設施。如果純粹以商業觀點來看，武雄市圖書館是成功了。這個

模式已經有其他縣市圖書館跟進，往後日本可能出現大同小異的「蔦屋連鎖圖書館」了。

同樣位在佐賀縣的伊萬里市民圖書館，與武雄市圖書館的經營方針恰成對比。這個人口 5

萬 7千人的小城，由市長領導全體市民，共同創建大家理想中的圖書館。由 370名市民組成的「圖

書館之友會」，共同策畫主辦各種藝文活動和書展，並推廣「家讀」，即父母陪伴子女閱讀的

習慣。除了軟體之外，廣大的閱讀區當中，闢有和室和書齋風式樣，童書區也有美麗的星空裝

置。播放輕音樂、大廳擺設電視和將棋圍棋盤，都是伊萬里市民圖書館給市民紓解和休憩的設

計。

除了上述公立圖書館之外，近年日本出現「微型圖書館」和「網路圖書館」，可稱推動閱

讀的另類圖書館。「船橋驛前圖書館」的看板，位在千葉縣船橋市車站前商業大樓的通路一角，

只有一座櫃臺和一面書棚，陳列上千冊圖書。上下班和購物的人群，多會停下來翻書。這裡的

書有許多是暢銷書，比起得預約很久才到手的公立圖書館，可稱便捷。發起人是非營利法人「情

報站」的代表岡直樹，這位愛書人就在「圖書館建設預定地」貼廣告徵求捐書，竟然順利達成

目的。如今，船橋市已經有 20餘家微型圖書館，分別設在酒鋪、汽車代理店、商店街的空店鋪

和安養設施等等。辦理借閱和整理藏書是由 470餘名義工輪流擔任，年齡下自 7、8歲，上至

80餘歲。義工只要划一下書本上張貼的條碼（Barcode），就完成手續，無須操作任何電腦按鍵。

岡直樹表示，利用微型圖書館的人都很守規矩，有借有還，大概是看見義工同心協力而受感召

吧。微型圖書館的企劃獲得其他縣市響應，上自東京下至九州，已經成立將近百家。雖然經營

仍陷赤字，岡直樹希望日後能用網路號召方式匯聚捐款。

居住東京世田谷區的程式設計師地藏真作與河村獎，共同設計稱做 Librize的網路圖書館。

他們以為，日本全國有許多公私立機關如醫院、區民活動中心、辦公室或咖啡館的書架，都

乏人問津或僅限少數人利用，非常可惜。他們鼓吹這些機構在 Librize開設 Bookspot。只要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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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Librize網站，讀取書籍背面的 ISBN條碼，就可將自家藏書登錄在內。想要借書的人，先在

Librize確定藏書地點，再利用臉書帳戶和智慧手機做為借書卡，實地前往讀取書籍條碼，就完

成借閱手續。Libriz與傳統圖書館最大不同，是借閱資訊都公開在臉書上，讓大家知道誰借了

哪本書。結果，網友在臉書討論書本內容，自然就形成 SNS讀書會。Libriz的嚐試非常受到好評，

他們的最終目標是世界一家，將全球各地書架都在網上連結。

日本最珍奇的圖書館，大概屬島根縣海士町的「全島圖書館」。這個日本海上的離島，人

口不滿 2,400人，其中 4成是 65歲以上。不過，近年在町長的努力推動下，已經有 1成人口是

外來移住民，並集中在 20和 30歲代。偏遠離島沒有圖書館原不足為奇，自 2007年起，卻有一

位海士町的外來媳婦磯谷奈緒子，由改革學校圖書室著手，再發起設置圖書 Space運動，在學

校和托兒所、公民館、觀光資訊中心等 12處所架設書棚，用網路連結借閱資訊，並在島內設 7

個還書箱。這個「全島圖書館」的計畫大獲成功，不但促成島上小學獲得文部省的「兒童讀書

活動優秀實踐校」表揚，更間接促成政府補助，終於在 2010年成立藏書 2萬冊的「海士町中央

圖書館」。

* 結語

日本推動閱讀的旗手，除了各方聯手出擊的「讀書推進協議會」之外，以營利為主要目標

的書店，或非營利為設立宗旨的圖書館，近年都有顯著的改變。前者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之下，

仍然增加一些願意為小眾服務的愛書人書店，有如荒漠裡的奇葩。後者不再強調單純的借閱服

務，而走向多元化多功能的休閒交流方向。這些求新求變的措施，究竟能否造福閱讀人口，或

許仍需時間考驗。不過，相信圍繞著「書」的許多活動，越是多采多姿，越能吸引一般人注意，

對推動閱讀應該是有益無害。在公立圖書館之外，民間人士自組的圖書館也開始活躍，是令人

雀躍和期待的閱讀新風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