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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與解讀－閱讀帶領人的功夫 
......................................................................................................................  

方隆彰講師 台北大學／輔仁大學社工系 

 「書這麼多，要怎麼讀？」 「買書的速度永遠跟不上出書的速度！」 「讀完的速度也跟不上買書的速度！」 「唉，買書容易讀完難啊。」 「有時讀完容易，讀懂就更難囉！」 「常常是讀了後面就忘了前面，可說是”讀過即忘”啊！」 

……………………………. 現代人面對這些「資訊焦慮」的現象，有什麼因應的可能呢？可不可以少讀一些，慢讀一點，或者調整讀書的習慣，改變閱讀的方法？尤其是身為推廣閱讀的工作者，自己可以如何更有效的閱讀，同時，也可以協助讀友們稍解閱讀的焦慮與困境，本文試著提供些許線索，也許有助大家共尋解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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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閱讀的形式 讀書雖是很個人的事，卻可以有三種不同的閱讀形式： 首先是「看」，就是「看書」，拿一本書直接閱讀，這是自己就可以進行的閱讀，又可稱為「個讀式」。此種形式的閱讀在時間安排與速度上，較可以自行安排與掌控，可是，也因完全靠自己，遇到讀不懂或自律性較弱時，閱讀的效能可能就不如預期了。 其次是「聽」，即「聽人說書」，最常見的就是讀書會中的「導讀」，經由導讀者的介紹與解說，直接了解書的內容與重點。對忙碌的現代人，此種形式不失為具有便捷性的閱讀方式。然而，如果只有聽講，少了思考與消化，可能也只是「聽過」而已，萬一導讀者斷章取義或以偏概全，恐怕聽到的只是糟粕而已。因此，若能先「看」再「聽」，或「聽」後再「看」，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第三是「說」，將所讀、所思、所感、所知，表達出來，說給他人聽，這也是讀書會最寶貴的學習方式：「討論」，經由交流，貢獻「己知」，進而匯流成「共知」，這種「共讀式」的閱讀，往往會激盪出不可思議的智慧火花。能將閱讀所得說出來，除了對他人有貢獻外，也是重整自己閱讀理解程度與檢視閱讀品質的契機，而能聽到他人見解與分享，也有助於擴張理解廣度與強化解讀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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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三種形式，「看書」可以自己完成，「聽書」需要依賴他人，而「論書」則涵蓋了「看」、「聽」、「說」三者，這種大家一起「共讀」的形式，可說是較完整的閱讀。 

二、理解與記憶 思考內涵包含：「概念思考」與「圖案思考」，前者是抽象的，後者則是具體的。抽象概念經常產生片段的理解，而具體的圖像則會產生整體的理解。 人類具有四種學習能力：直覺力（感官直接反映的能力）、知覺力（見形象而生意義的能力）、概念力（不見形象而生意義的能力）與創造力（舉一反三或無中生有的能力），前兩種是屬於整體了解的能力，也是學習過程最早具有與發展的能力，因此，閱讀時若能先掌握整體結構，再理解內容重點，等於是先對材料產生整體的圖像，再進一步去了解抽象的概念，這將有助記憶與理解。 尤其年事漸長，常歎記憶力大不如前，所讀容易忘記，這往往是直接跳入內容閱讀，缺乏先對材料整體來龍去脈的了解與掌握，因此，產生點狀閱讀的片段了解，自然就難以獲得完整的了解與深刻的記憶了。 因此，由閱讀到記憶，是要經由「解讀」、「思考」與「理解」三個過程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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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話式層次閱讀 如何「解讀」、「思考」與「理解」，以增進由閱讀到記憶的成效呢？也許經由下述的四個層次，不斷與材料、作者、自己以及真理對話，可以有助於將客觀的材料與知識，深化為讀者自身內在的知見與智慧。 （一）第一層次是「知道」 閱讀過程要問：「材料 ”在說” 什麼？」，每當閱讀了適當段落後，要停下來思考這個問題，並找到自己滿意的答案。這是屬於客觀了解的階段，利用這個問題驅使自己不只讀過材料，還要讀懂表層、直接的意思。 （二）第二層次是「理解」 了解表層意思後，接著可以問：「材料或作者 ”要說” 什麼？」，此即要去探討文字背後的用意或更深層的意涵，幫助我們進入深層解讀的境界，也是要由表層讀懂到真正讀懂的層次，過程中需要不斷揣摩、思考與體會材料整體脈絡的發展與作者沒有直接寫出的寓意，因此，此層次是需要用「心」閱讀的。 （三）第三層次是「收穫」 有了前面兩個層次做基礎，接著問自己：「我由其中得到什麼？發現什麼？甚至有那些質疑？」，這個層次是要將前面的了解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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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結，經由沉澱與應証，讓自己由所「解」中有所「得」，真正能由閱讀與解讀中增長知識、加深體會，甚至有所啟悟。 （四）第四層次是「發展」 閱讀的終極若能為己所用，將產生提升的功能，因此，最後可以問：「我可以如何運用、活用所知與所學？」。此層次的閱讀是有助鋪陳將閱讀所得化為行為或行動的催化劑，讓每一次的閱讀都再次強化生命發展的動力。 這四個層次讓閱讀過程可以有序的經由「消化」－＞「轉化」－＞「內化」到「活化」，讓閱讀成為生命對話的自然過程。 

四、閱讀帶領人的定位 身為閱讀帶領人，並非要直接講述或教導讀本內容，而是發揮「催化」與「引導」的功能，運用前述的觀念與方法，讓參與閱讀的成員們都能在「共享閱讀樂趣」中，自然「提昇解讀能力」，進而「開啟思辨智能」，使接觸閱讀的書友們不只「喜歡閱讀」，更能「有效閱讀」與「深度閱讀」，讓閱讀化為生活的一部分，生命因有閱讀而更豐富、自如！ （有關更詳細的閱讀與解讀材料的步驟、方法可參閱拙作《讀書結知己》一書的第二篇第二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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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方隆彰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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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會結知己-實務運作手冊》（爾雅出版/9210/七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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