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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閱讀大聯盟」串聯臺

灣6家書店，為在臺灣工作、

生活的東南亞移工移民，提供

一個保留家鄉美好與傳遞東南

亞書香文化的所在。

午後，盛夏炙熱的陽光，溫

和了許多，走進在新北市中和區

南勢角緬甸街旁，一條寧靜的小

巷子內，有一間書店特別引人注

目。

潔白的外牆，看得出是剛粉

刷的，門面一整片玻璃，從外面

即可清楚看見室內簡約的佈置與

明亮柔和的採光，鐵門上方有個

橫幅招牌，只有幾個不同顏色的

外文字，突顯出他們是來自不同

語系的國家，再上頭張掛著10多

面不同國家的小國旗，洋溢著異

國的浪漫，一塊約莫書架隔板大

小的木板，寫著「燦爛時光」四

個大字。

看見多元閱讀新樣貌 時光可以更燦爛

東南亞閱讀大聯盟
打造移民移工的夢想天堂
文︱ 張坤華       圖 ︱「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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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爛時光」 
承繼的理想

「燦爛時光」這個名字，是

書店創辦人張正為了紀念他在《臺

灣立報》的社長成露茜女士，引用

《天下》雜誌出版已故社會學者成

露茜的傳記《燦爛時光：Lucie的

人生探索》。成露茜女士生前是世

新大學傳播學院院長，曾創辦《臺

灣立報》、《四方報》，不斷為東

南亞移民移工及弱勢族群發聲，她

的一生大開大闔，努力實踐理想，

用生命書寫那善良、好奇，而又燦

爛的靈魂。

「燦爛時光」彷彿承繼這樣

的理想，繼續為在臺灣工作、生活

的東南亞移工移民，提供一個保留

家鄉美好與傳遞東南亞書香文化的

所在。

這家書店今年4月12日泰緬潑

水節當天才剛開幕，走進書店看不

到時下流行雜誌與暢銷書，取而代

之的是兩面鮮豔的油漆壁畫，古老

的書櫃和沙潑椅凳，靠門的這面

牆，畫的是一隻大象，正用鼻子噴

水淋浴，噴出的水珠裡有東南亞各

國國旗；對面的另一面牆，畫的是

綠意盎然的樹林，有條溪水緩緩流

過，猶如置身他們的家鄉村落之

中，安詳而甜蜜。

這天下午，是自由影像工作

者鄒猷新，以《潛世鯨生－越南沿

海鯨豚信仰》為題，向現場的臺灣

及東南亞國高中生，分享他赴越南

各地造訪鯨魚廟，拍攝紀錄片的過

程。

「東南亞閱讀大聯盟」

全臺開花

「東南亞閱讀大聯盟」書

店，由中華外籍配偶暨勞工之聲協

會秘書長張正等人共同發起，一開

始的規劃，是在臺灣從北到南成立

6家書店，它們雖然有各自不同的

特色，但都呈現東南亞地區文化的

樣貌。

「燦爛時光」書店創辦人張

正指出，目前包括新北市的「燦爛

時光」、桃園的「望見書間」、嘉

義市的「島呼冊店」、臺中豐原的

「移動兒○一二」書店，都已陸續

開張，更令人開心的是有位印尼友

人，非常感念臺灣朋友，在這裡為

他們開書店，他回到印尼也仿效相

同的模式，開了一家書店，並加入

東南亞主題書店的聯盟。

張正表示，他非常期待，東

南亞主題書店能以不同的形式樣

貌，在全臺遍地開花，同時也希

望全臺的各級圖書館，能設置東

南亞的主題閱覽專區，讓在臺的

新移民移工能找到歸屬感，也讓

臺灣的民眾更了解東南亞的文

化。

目前聯盟中的主題書店，以

「望見書間」規模最大，它位於桃

園後火車站，主要經費來源，來自

文化部的「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

畫」，書店擁有四層樓、每層樓面

積約2 0坪，現已有數千冊泰、

緬、越、印尼文書籍，希望成為當

地移民移工的心靈寄託。

「燦爛時光」是由張正拿出

自己的積蓄，打造出來的一間特

1 	「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充滿異
國色彩。

2 	「燦爛時光」介紹東南亞國家的中文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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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書店，他表示，整個書店有3層

樓、每層約15坪，因為地處中和

著名夜市華新街旁，也就是當地

人俗稱的「緬甸街」，附近又有

中和國中、國小，東南亞移民的

第二代和臺灣小朋友都很多，因

此他將它定位為臺灣人認識東南

亞的窗口，也是多元文化激盪生

命火花的地方。

嘉義後火車站現在開了一家

複合型書店，店名「島呼冊

店」。書店騰出一半空間販售東

南亞主題各類專書；另一半販賣

「友善黃豆（不灑農藥，無毒耕

作生產的黃豆）」，調製成的豆

漿、豆花等食品。

此外，臺中豐原地區也由在

地文字工作者佐渡守，成立了「移

動兒○一二」的書店，它關注的面

向除了新移民移工之外，也包含動

物保護及偏鄉兒童的議題，書籍也

含蓋這三方面的主題，希望能在中

彰投推廣多元文化。 

「帶一本看不懂的書 
回臺灣」運動

談到創立東南亞主題書店聯

盟這件事，張正指出， 2014年第

一屆「移民工文學獎」，他擔任志

工召集人，當時的一位寫〈業豐和

CARLOS的故事〉，獲獎的印尼幫

傭Erin，她提到當幫傭時，平常都

不能放假，休息的時間也很少，唯

一讓她忘記疲累，得到短暫的心靈

滿足，就是閱讀。

當場張正承諾她，有一天會

為她及其他的移民移工開一家書

店，讓她們可以在休息時能找到家

鄉的書籍，來一解思鄉之苦。

政大公共行政學系畢業後，

張正一直服務於《臺灣立報》，幾

年後對工作感到倦怠，申請留職停

薪開始研究東南亞議題，之後受成

露茜女士所託，開辦關注東南亞多

元民族的《四方報》。

在擔任《四方報》總編輯期

間，他不斷發揮創意，透過各種不

同的方式，如：舉辦移民移工畫

展、演唱會；協助「新臺灣之子」

回到外婆家，認識及體會自己家鄉

的生活；製作《唱四方》移民移工

歌唱節目，讓東南亞移民及多元文

化的議題不斷發酵，激起在地民眾

的關注與認同。

包括「燦爛時光」及聯盟書

店取得的書籍，有很多是來自今年

成員共同發起的「帶一本自己看不

懂的書回臺灣」運動，張正回憶

道，當時包括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也加入收書的行列，各地收書點也

都有人捐書，其中以新北市永和的

小小書房捐贈的書籍最為豐富。

「帶一本看不懂的書回臺

灣」運動，募集到的書籍以泰國、

越南的書居多，主要是大前文化與

大塊文化兩家出版社，一次捐贈了

幾箱的泰文書，以及常跑越南做生

意的林洋元、越南華僑郭金燃、在

越南工作的謝毅堅，他們專程從越

南一次帶好幾公斤的書回來。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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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柬埔寨與緬甸的書量較少，可

能跟赴當地旅遊的人數偏低有關。

傳遞多元閱讀 
的星火燎原

「燦爛時光」書店一樓的

「東南亞大廳」，除了陳列各種

越、泰、印、菲、柬、緬等地的東

南亞書籍以外，也不乏一些介紹東

南亞的中英文書籍，同時有許多當

地的手工藝品，或咖啡產品等，也

經常舉辦各種講座活動。

二樓木質地板的放映室暨展

覽室，主要作為展示東南亞移民工

的畫作、舉辦東南亞講座、放映非

主流紀錄片之用。三樓的教室，則

是東南亞語言的交流場所。

目前二樓展示的是越南幫傭

阿桃的畫作，她原先在越南經營咖

啡買賣，2002年生意失利，不得

已來臺工作，轉眼間已超過10年

了，在偶然的機會下她學會了水彩

及油畫，經常以明亮的色彩和柔和

的筆觸，來傳達對家鄉的思念。

「燦爛時光」開幕後，即規

劃了「閱讀的島：環島書展＋巡迴

講座」的年度活動，閱讀的島是從

今年4月開始，每季選出三個重要

議題，讓獨立書店以不同於主流的

方式選書和推廣閱讀。

4-6月輪播主題，有：〈不被

照見的現實：臺灣非虛構寫作的實

踐〉、〈放牠的手在你心上：動物

書寫展〉、〈流浪之歌、四方之

聲：東南亞識讀書展〉；7-9月輪

播主題是：〈孩子是什麼？－－臺

灣的兒童主題書展〉、〈永續的飲

食，奔活的農村〉、〈人類如何從

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9-12月的

主題暫訂為〈文學與環境〉、〈媒

體與網路〉、〈公民與民主〉。

來店裡幫忙的熱血青年阿凱

指出，除了「閱讀的島」以外，書

店也舉辦跟東南亞或移民移工相關

議題的紀錄片播放，8月份起也會

舉辦印尼、泰國、越南、柬埔寨等

語言學習課程，讓本地的臺灣人更

了解東南亞的語言文化。

「燦爛時光」還有一個特

色，就是「三不一堅持」的原則，

一、不同於其他書店，這裡只借不

賣；二、不同於圖書館，這裡借期

無限；三、不同於租書店，這裡全

額退還押金。至於「一堅持」，就

是堅持讀者有權在白淨的書籍上，

畫線畫記號、寫眉批寫心得，讓觀

點或想法可以不斷的分享與累積。

張正也強調，「燦爛時光」希

望交的朋友，不只緬甸族群或東南

亞移民工，而是包括所有的異鄉人

和本地人。希望異鄉人能在這裡找

到自己的燦爛時光，也希望本地人

能從這裡發現多元世界的美妙。他

希望這裡是多元開放的，從而各種

不同的聲音都可以發聲出來，同時

建立一個彼此能接受的秩序，和平

相處，透過閱讀連結彼此的生命，

透過分享創造美好的燦爛時光。

3 	 成露茜女士的照片。

4 	 自由影像工作者鄒猷新分享他赴越
南各地造訪鯨魚廟與拍攝紀錄片的

過程。

5 	 張正與友人在「燦爛時光」合照。

6 	 書架上陳列各種不同的東南亞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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