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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閱讀這件事，並不是⼀頭熱地勸說就能達成，

它需要方法。獨角獸計畫大概是在這樣的命題底下誕

生—我們需要更富有創意及經過設計思考的企畫。 

我在出版界／雜誌界工作的日子，合起來超過25

年，我非常喜歡自己的工作，從對這個行業懵懵懂懂

到認定是⼀⽣的志業，中間雖有跌跌撞撞，但從未想

過轉⾏。閱讀是⼀件迷⼈的事，能開拓視野，能拯救

靈魂。從事編輯⼯作，就像是⼀種特權，成為⼀本書

的第⼀位讀者，並且擔任作者和⼤眾之間的橋樑—

⼀本書如何發聲，很多時候憑藉的是編輯的⼿感。 

然而我所經歷的時代，也是紙本閱讀從興盛轉為

式微的時代。眼看著出版社和書店經營困難，身處生

產端的中⼼，「我要如何說服讀者來買⼀本書或雜誌？」

成了每日對自己的提問。如果我不能說服自己，就沒

辦法說服別人。 

所幸，思索過後，我的答案仍是肯定的。紙本書

／雜誌所代表的意義並非⼀個⾏業的興衰，對每個⼈

來說，閱讀紙本書／雜誌都有多重好處，甚至，特別

是在網路佔據許多眼球的當前時刻，紙本閱讀能回應

生命更根本的需求。 

因而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推廣？如何把我所體

驗及深思後的答案，讓更多人知道並且接受，進而產

生行動（買書、讀書），讓我們能繼續生活在有書的

世界？ 

為自己而讀 

獨⾓獸計畫的第⼀項任務是要讓讀者明⽩，閱讀

並不是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考試、成績），更不是

為了他⼈（⽗⺟、師⻑）的期待，⽽與⾃⼰有關。因

此我設計了⼀個在書店進⾏的閱讀活動，每場10人左

右，參加者不需要先讀書、也不需做任何準備。 

我請大家現場選書、讀20分鐘後，回座位分享。所有人

都分享過後，我才揭露這個單元的主題：探索自己。書店裡

的書非常多，每個⼈選的書都不⼀樣，為什麼？因為你的選

書表達了你的好奇、渴望、焦慮、夢想。那便是⼀個引⼦，

往下追索，你會找到⾃⼰的⽅向，或是⼀個新的起點。 

因此，不需要仰賴他人推薦，我們的閱讀從選書

那刻就開始了。跟未知相遇，是很有意思的事，也是

認識自己的基礎。仰賴推薦，其實是把這樂趣交給了

別⼈。再者，同⼀本書，每個⼈的收穫和共鳴點不同，

沒有人能取代我們自己的閱讀經驗，聽別人推薦，只

能當作參考，⼀本書能否在我們的⽣命中起作⽤，還

是需要自己去讀。 

這項活動設計的背後還有⼀項⽬的：帶⼤家認識

實體書店的重要性。 

在網路上，我們以為身處在廣濶的森林，其實每

個人慣常使用，以及去到、見到的地方，非常侷限。

引⽤《書店的逆襲》作者嶋浩⼀郎的說法，「其實是

⾒樹不⾒林。」然⽽當我們進入⼀間書店，立刻與各

式各樣的世界連上線，你會發現原來有這樣的觀點、

有這樣的生活經驗、有這樣的人生。 

簡而言之，獨角獸計畫的誕生及活動策畫，都帶著解

決問題的⽬的。這是企畫的第⼀義：先確認問題，再思考

解決方法；不能只是「辦活動」。 

從獨角獸計畫談推廣閱讀的方法 

李惠貞   出版界資深工作者／「獨角獸計畫」、「工作相談室」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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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目的而讀 

獨角獸計畫第二個想要溝通的重點，或說想要破

除的迷思，是社會普遍擁抱的「有用論」。從大學選

科系、畢業後找工作，到媒體及生活中種種迷瀰的價

值觀，無不以「是否有用」作為判別標準。「有用論」

連結著功利思維，對應的是金錢至上的觀點—有用，

意味著有錢賺，或是對自身即刻可見的利益。 

這當中有個很大的問題。因為每個人認定的「有

用」都是從個人有限的生命經驗衍生而來，有些甚至

不是⾃⼰的經驗，⽽只是「聽別⼈說」。有哪⼀位能

說自己已窮盡世間所有奧秘、知道人生的各種可能性？

如果不能，我們的「有⽤論」會對下⼀代造成多⼤的

窄化？我們沒辦法教出⼀個活得比我們更寬廣的世

代。 

以⼀本書來說，在⼀個⼈真正去讀之前，沒有⼈

能夠預知這本書將會對他產生何種作用，在他人生的

哪個階段、以何種方式「有用」。小時候翻開《小王

⼦》那⼀刻，我並不是抱持著它會對我「有⽤」⽽去

翻閱的，但是這本小小的書在往後對我產生重要影響，

那影響至今仍在持續，我們要如何去看待這樣的相

遇？ 

無用，會帶來最大的有用。 

因此，「為無用而閱讀」是獨角獸計畫的宗旨之

⼀。以好奇⼼引導，更開放地去和知識相遇，我相信

這樣的邂逅，才能幫助每個⼈⻑出⾃⼰的樣⼦。成為

自己，活得生氣盎然，才是閱讀真正的意義。 

為純然的愉悅而讀 

除了在書店裡探索自己的讀書會，獨角獸計畫還

發展出另⼀項不定期舉辧的活動：獨角獸自由講堂。 

⾃由講堂的形式和⼀般演講大致相同，所不同的

是，無題主題為何，最後都還會回到「書」。通常我

會在最後⼀張投影片把書單列出來，告訴聽眾，「這

是我的書單。這場演講的心得、感想、啟發，都是從

這些書上得來。如果你聽我的演講覺得受用，希望你

能⾃⼰去找書來讀，⼀定會有更豐厚的收穫。」 

至今為止自由講堂談過的主題包括：企畫力、城

市設計、書店之必要、人生哲學、愛情、工作、孤獨……

等等。不過⼀開始，「⾃由講堂」的概念其實來⾃電

視上口沫橫飛的名嘴。 

當時我想著，所謂專家、名嘴，也就是對某個議

題鑽研、思考得比⼀般⼈深（這是理想狀況，但願如

此），如果我們對某個主題有深入和廣泛的理解，⼀

定也能形成自己的觀點，不必照單全收他人的意見。

這是⼀種練習，為⾃⼰的看法找出脈絡，並保持彈性。 

獨立思考，原就是⼀位閱讀者該期許⾃⼰擁有的

重要能力。因此我想作個嘗試，挑選自己本來就有興

趣（讀得比較多）的主題，試整理出架構，跟讀者們

分享，這些書單啟發我何種思考，又幫助我到達了哪

些地方。 

過去在學校讀書，題目往往是老師給的，過程總

是被動，作業成績也有⼀定的標準。離開校園後，再

沒有寫報告、做研究的必要，但我覺得，學習和成⻑

不應該從離開校園就止步，也不是需要他人教導才叫

做學習。相反地，沒有了規定，從自身出發的探索，

更能享受學習的樂趣。 

因此，自由講堂有幾點主張： 

1. 閱讀夠多，思考夠深，有助於形成觀點 

2. 一生的學習，才是一個人真正的學歷 

3. 有能力形成自己的答案，才能成為自由的人 

盼望藉由演講形式，鼓勵更多人走向閱讀的行

列。 

2019年，獨角獸計畫第三個週年，我將向來由我

主講的自由講堂，擴大為廣邀素人朋友參與、為期兩

整天的「閱讀者論壇」。從享受學習樂趣出發，請參

與者運⽤半年時間，訂定⼀個⾃⼰有興趣的主題（題

⽬⼤⼩都無妨），然後從⼀本書開始（並不需要⼀開

始就列書單），如果讀出興趣，就繼續第二本、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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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半年後在閱讀者論壇中和大家分享對這主題探索

的心得。兩天的論壇，共27位講者，包含6位大學生、

3位⾼中⽣，年紀最⼩的⼀位是國中⽣。 

閱讀是活的，活動也是 

至今每逢有人問「獨角獸計畫在做什麼？」我都

很難制式回答。因為它沒有固定形式或做法，只要是

對推廣閱讀有幫助，只要⼀個idea在我腦中形成、思

考過後認為值得嘗試，我就會去做。如果要以⼀句簡

單的敍述包含所有，那大概便是：以創意的方式推廣

閱讀。 

⼈是有機的，閱讀也是；每個⼈在同⼀本書裡會

讀出不同的興味。因此，和閱讀有關的活動，也應該

有各種樣貌。在此前提下，我會說獨角獸計畫是有機

的、是活的，它還在⽣⻑、還在探索，未來會發展出

何種觸⾓、創造出何種可能性，我跟所有讀者⼀樣好

奇。 

在各種傳說中，獨角獸都是具有神秘特質的生物，

獨特、自由、擁有魔法和靈性。對我來說，閱讀的世

界也是如此。如果我們能幫助每⼀位⼤⼈⼩孩，無論

成⻑於什麼樣的環境，都不要丟棄⼿中那把與⽣俱來

的鑰匙—好奇心和學習的熱情，那麼通往魔法的路

徑將會永遠為我們敞開。我們會遇見獨角獸，闖進不

知名的國度，邂逅令我們驚奇的事物，從每⼀趟旅程

回返的過程中，看見自己新的樣子。 

 

延伸閱讀 

嶋浩一郎著；陳政芬譯。《書店的逆襲：日本廣告鬼才帶你逛書店，找創意》

（新北市：智富出版，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