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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碧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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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利弗德．紀爾茲著；楊德睿譯。《地方知
識—詮釋人類學論文集》（臺北市：麥田，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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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臺灣碩果僅存的地方報《更生日報》（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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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奇萊有誌線上電子書 https://document.hccc.gov.
tw/ebook/chilai_1.pdf）（注 2）

臺灣獨立書店文化協會，以兩個區域的書店為基礎製
作了城市文化旅遊地圖，希望藉此讓讀者認識臺灣的
獨立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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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寫出《公民不服從》的梭羅絕非避世之人。

晴天耕作，雨天讀書

《島讀臺灣》與《出版島讀》彼此以出版的面向遊覽臺灣人文風景

《開一間小書店第 8年》封面以及前 7年的書封（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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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國際書展藍沙龍—鄭春子講：從臺灣的古早味說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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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們去

《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年代失落的人》初版及增訂版書影。

學習（書寫），就會將健忘植入他們的靈魂

因為他們會依賴寫下的東西，不再運用自身

記憶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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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化記憶庫 2.0 (https://memory.culture.tw/)

注釋

1. 《更生日報》創立於 1947 年 9 月 3 日。而當年 2 月到 5 月因發生
二二八等事件，創辦人謝膺毅成立更生日報幫助東臺灣當地人築
起軍民間的溝通橋樑，因而獲得在地紳仕支持。取名「更生」，藉
由希望為人民築起溝通橋樑，幫助大眾「走出悲情、重拾新生」，
同時蘊含「自力更生，日新又新」之意。

2. 發刊辭開宗明義即說明：取名《奇萊有誌》，既是承先，也是啟後。
「奇萊」為花蓮的古稱，是世居在奇萊平原上的 Sakizaya（撒奇
萊雅族）的簡稱，意義傾向「真正之人」，而在平原上仰望所見的
聳峻山頭即為奇萊山。以「奇萊有誌」作為刊名，係取「其來有自」
之諧音，以花蓮的「人」為主軸，剖析花蓮過去到現在的發展歷
程，是一本屬於花蓮人的集體創作。

3. 晴耕雨讀小書院經營書店 8 年多來，以寫日記的方式，紀錄著開
書店的點點滴滴，自寫自編，裝幀成書，一年出版一本，將辛苦
又美好的開店日常紀錄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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