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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的喜愛。林家成除了是書店老闆外，還

是日本全日展臺灣支會會長，也就是名副其實的

書法家；陳麗卿則是推動讀經教育的重要推手。

兩人雖然分別只有高中和初中學歷，卻靠著自學

與過人的努力，在各自的發展領域上，闖出一片

天。

不過，更重要的是他們擁有一顆熱心助人的

善心，林家成表示，50歲以前自己總為事業、生

活打拚；50歲後他要多方參與社會公益活動、關

懷弱勢團體，方才對得起自己。陳麗卿也強調：

「開書店是職業，做公益是才是一生的事業。」

讀經是建立語文能力的關鍵

9年前，陳麗卿參加一場由全球讀經教育基

金會董事長王財貴主辦的師資培訓講座，讓她意

識到臺灣教育出了很大的問題，自此服 於讀經

教育。陳麗卿指出，語言能力是孩子3歲之前最

大的天賦，而13歲以前則是發展記憶力的關鍵時

期，記憶力會隨著年齡遞減，理解力則會隨年齡

遞增，該給記憶的年齡不要強求孩子學習理解，

這樣才合乎人性的教育法則。但是，國內教育卻

在建構孩子語言能力的關鍵時期，教予孩子最淺

顯易懂的白話文，導致現在的孩子喪失學習古文

的能力。

於是，陳麗卿便以教讀經做公益為志業，找

來董奇英老師，在社區成立「不只讀經班」，並

走入建安國小推動校園讀經風氣。她說：「以古

鑑今，鑑往知來，自古以來成聖成賢皆受過經典

之陶冶，因為閱讀經典可以把古人的智慧轉化到

自己的腦袋裡。」然而，陳麗卿發現，孩子在學

校學習知識時，往往只聽沒說，正當她在思索如

何帶出讀經的生命力時，便從＜師說＞中的「彼

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無所謂傳

其道、解其惑者也。」悟出道理，並進一步專研

古人的讀書方法，讓每個孩子達到熟讀不待解

說，自曉其義，一經通萬經皆通的境界，甚至不

再畏懼讀經，主動拿起麥克風朗誦經典。

像是在「親子不只讀經班」，人稱讀經寶寶

的吳語涵，在媽媽懷孕時，就接受胎教薰陶。之

前媽媽帶她上菜市場買菜時，有人問她：「是不

是在讀幼稚園啊？」吳語涵還打趣地回說：「是

大學。」接著開始誦讀起＜大學＞：「大學之

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

有定，……。」大家聽了都開心地合不攏嘴。另

外，像是班上的陳姿涵，2歲初來到讀經班時，

因對環境陌生，沉默了1年的時間，但是她每天

耳濡目染，等到願意開口讀經那天起，陳姿涵便

以飛快的速度，飽讀經典，奪得班上女狀元之頭

銜。陳姿涵的媽媽也表示，語言是一切學習的基

礎，越早開發孩子的語言能力越好。

傳統書店曾是滋養心靈主要的糧食供給站，

直接影響人們的精神世界與文化發展，但是近年

來，傳統書店生存風暴肆虐全球，連臺灣也難以

倖免，特別是過去傳統書店林立街頭的榮景，幾

乎已不復見，有的走向倒閉、有的流離道途、有

的則面臨轉型陣痛期，時逢秋冬蕭瑟之際，傳統

書店是否成絕響，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考驗。

老闆夫妻深藏不露  

一如大部分傳統書店賣書兼賣文具的經營風

格，位於復興南路上的信義書局，乍看之下似乎

與一般傳統書店沒太大差異，但老闆林家成、老

闆娘陳麗卿除了看似平常的書店經營外，還藉由

書店的網絡，連結出各項文化公益活動。

留著長髮綁著馬尾的林家成與太太陳麗卿同

穿著一身中國風格的衣裝，多少可端倪出他們對

	林家成希望多方參與公益活動，為社會盡一席棉薄之力。

	陳麗卿是國內推動讀經教育的重要推手。

	林家成、陳麗卿聯手振興中華文化。

林家成、陳麗卿夫婦  把公益當事業經營

信義書局   
為振興中華文化打拚

 文、圖／潘云薇

在大型連鎖書店與網路書店雙重衝擊下，傳統書店紛紛吹起熄燈號，臺北市

大安區的信義書局卻選擇逆勢而為，老闆林家成、陳麗卿夫妻倆不但苦撐書店，

還堅持要做公益，為推動中華文化而拚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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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自己能力不大，但希望盡一席棉薄之力，關

懷異域孤軍的後代，並與之建立深厚的友誼，讓

他們認知到自己存在的價值。

精通書法的林家成同時也指出，書法不同於

文章的閱讀，是屬於文字的閱讀，每個字都有它

存在的涵意，好比書法家如何創作、字的歷史演

進等，皆可透過書寫過程，去琢磨、感覺，身

體、筆和紙之間的關係，進而與古人連成一氣。

也因為如此，陳麗卿希望以後有更多機會能與林

家成合作，聯手推展書帖讀經，讓學生藉由林家

成現場揮毫書法與朗讀經典的過程，去領體中華

文化流傳千古的精髓。

堅持賣好書做好事

對於林家成、陳麗卿夫妻以公益推廣中華文

化的精神，深感敬佩。然而，回過頭來討論現實

的生存問題，林家成坦言，在投資報酬率不符合

經濟效益的狀況下，要保留傳統書局的經營，確

實需要仰賴強大的意志力；加上一般人購書多以

工具書、考證照及如何賺大錢的書籍為優先考

量，讓書店經營雪上加霜。林家成感慨，好書對

很多人而言，就像是沒調味的雞肉般，食之無

味，但林家成仍堅持要賣好書，他表示，一本值

得閱讀的書籍，在不同年齡、情境、時空背景下

閱讀，獲得的收穫與領悟力皆有所不同，千萬不

可漠視閱讀的力量與重要性。因此，即便好書在

架上遲遲無法賣出，也絕不撤下，林家成認為會

對不起那本書，一定會等待知音將之購回；反

之，不值得陳列太久的書籍，他也會快速從書架

上淘汰掉。

這股堅持的

力量，也反應在書

法與讀經的推崇理

念上，即使書店面

臨經營虧損的窘

境，林家成與陳麗

卿也要繼續做公

益，堅守傳承中華

文化的使命。

實力禁得起考驗  連泰北老師也叫好

但也因為陳麗卿學歷不高，文人相輕，自古

而然，不少自稱高學歷的教育專家學者，往往會

質疑她的教學能力，並刁難要她解釋出字句的意

思，以＜禮運篇大同章＞為例，陳麗卿回應：

「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是謂禮運大同社會。」

她解釋，讀經要以經解經，不能逐字解釋，要了

解其意涵，只要精通句讀，便可在朗誦文句之

間，領會出其道理；另外，陳麗卿也指出《論

語》不是格言諺語，要一以貫之，讀完整本書籍

才能進行導讀，不然容易斷章取義，誤會孔子的

意思，「為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便是最顯明的

例子。

陳麗卿以實力證明，學歷不代表一切。2008

年起更與林家成聯手到泰北偏鄉地區做公益，為

文化教育扎根。2012年擔任回龍中學兒童讀經師

資培訓講師的陳麗卿，不同於其他團體以支付鐘

點費，要求當地老師接受訓練的方式，她改以捐

贈教學教材。上完課後，被培訓的教師不但全體

起立向她說：「謝謝!」還主動提早1小時上課，

其中，一位校長跟陳麗卿說：「我們不要錢，我

們需要的就是教材。」這也是陳麗卿要將讀經引

入泰北的原因，她說：「幫助他人是好事，但是

不能僅以金錢援助他們，不斷給他們誘餌，必須

給他們釣竿，學會自己釣魚。」陳麗卿再三強

調，不要一口認定泰北邊陲地區的師資程度就一

定不高，不斷重複教導他們ㄅ、ㄆ、ㄇ……，如

此，不但讓他們對學習感到乏味，也扭曲了做善

事的美意。

發揮長才  宣揚書法精髓

而林家成也善用自己的長才在泰北揮毫送春

聯，同時參與義賣活動、認養學童。他謙虛表

	讀經可以陶冶性情、提升文化素養。

	「親子不只讀經班」全體師生合影。

	孩子參與「親子不只讀經班」後變得更有自信，還會主動拿起麥克風朗誦經典。

	陳麗卿以做公益為志業，大力推廣讀經教育。

	書法家林家成是日本全日展臺

灣支會的會長。

	信義書局坐落於臺北市大安區。

	陳麗卿走入建安國小推動校園讀經風氣。（建安國小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