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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分享 

喜閱－人生大不同 
 

 

李明俠 

 

 

 

 

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開端，世界已然

進入了知識紀元，一切的競爭與價值都

將以知識為主，而知識的基礎則自閱讀

開始。因為，閱讀是一切學習的基礎，

它能帶來希望，並開啟生命之窗。 

 

在快速變遷的高科技化時代中，許

多人迷失在電視、電玩和網路所構築眩

目聲光的多媒體世界裡，導致人和書本

的距離愈來愈遠了。因此從美、英到日

本、紐、澳，各國都全體動員，煞費苦

心的推動閱讀運動，希望藉由閱讀習慣

的養成，培養未來公民主動學習、終身

學習的能力，能在新一代知識革命的競

賽中，奠定良好的根基。因此，古老樸

拙的溝通方式－文字，重新成為聚光焦

點。 

 

近些年來，美國布希總統的「閱讀

優先」方案，提出「不讓任何一個孩子

落在後面(No Child Left Behind)」、英

國推動「打造一個舉國皆是讀書人的國

度(Build a Nation of Readers」之活

動、日本從英國移植了「圖書起跑線

(Bookstart)」計劃及加拿大「培養閱讀

人(Raise a Reader)」等活動，在在都

顯示出各國對閱讀的重視。因為，閱讀

能力將是影響知識經濟中各國未來競爭

力重要的元素之一。 

 

反觀國內，在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天

下雜誌』所做的「全民閱讀大調查」發

現，台灣從大人到小孩都愈來愈不愛看

書，在生活中閱讀的重要性遠不及於電

視、電腦、外出等活動。而近幾年當大

學學測或國中基測國文成績公佈時，更

可隱約地感受到老師對中學生未能培養

出嚴謹的自我學習態度，以及閱讀能力

的不足而憂心忡忡。九十四年二月，林

樹山立委在立法院推動買書抵稅時更指

出，目前，國內上萬家出版社，有營業

的達數千家以上，可是台灣每年推出三

萬餘種新書，其中卻有七成賣不到一千

本。國人閱讀風氣與消費金額，更是與

先進國家、甚至開發中國家都有極大差

距。 

 

另在『天下雜誌』的調查也提到，

圖書館以往提供書籍的功能已部份漸被

書店、網路上的資料所取代。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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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事報也曾刊載「由於國際網路的普及

和資訊取得快速，愈來愈多大學生選擇

在宿舍、電腦中心或網咖(cybercafe)

藉搜尋器(search engine)取得所需資

料，以致許多大學圖書館的使用人次及

圖書借閱率大為減少」。因此，凡自許

以經營圖書館為志業的人，勢必要審慎

的思考，如何來界定自己的角色。同時，

圖書館必然須再轉型，重新找到新定

位，才能與讀者建立新的關係，找回流

失的閱讀群眾。 

 

美國圖書館協會會長麥可戈曼表示

「圖書館是一個學習與文化的場所，並

表現出社會良善的一面，必須鼓勵所有

人民經常涉及」。而在資訊革命後的知識

經濟時代中，無可諱言的，圖書館應成

為普及知識、推動閱讀的關鍵角色。國

內部份學校及圖書館也已意識到，且積

極地投入校園閱讀氣氛的營造、閱讀風

氣的帶動，有計劃的培養閱讀的習慣、

提升閱讀的品質，並舉辦相關的活動，

例如：閱讀銀行、書評寫作競賽、閱讀

護照、好書交換、主題書展、班級借書

比賽、讀書會等。更有圖書館貼心地準

備書香袋供讀者借用、或建立起便捷的

聯合圖書借還制度及舊館重塑工程。無

非就是希望能營造溫馨與知性的閱讀情

境，為師生創造一個閱讀天堂，享受其

樂趣。 

 

「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貴」，

我們透過文字的交流，可以跨越環境限

制，穿梭古今中外，進入另外一個時間

與空間，更可快速地汲取作者的智慧與

情感，從想像和經驗中衍生出豐富的意

義。因此我喜歡閱讀，也希望大家一起

來，每天都能抽出一段時間，放下所有

的事情，與家人一起閱讀，讀一直想讀

而沒有時間讀的書，讀與工作不相關的

書，甚至讀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要讀的

書！更可讀一些「閒書」，把自己變得少

一份功利、多一份氣質！我們也許就會

在閱讀當中，尋找到未來的夢想和希望。 

 

我相信，能與書相知，應無怨無悔；

能與書結緣，會有情有義。當我們每天

翻讀幾頁書，會使你我的人生大不同。

願天下人都是愛書人，並能許閱讀一個

終身的承諾，抖落咱一身的庸俗，做一

個有內涵的二十一世紀新人種。(作者係

本校城區分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