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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推樂齡閱讀　促進參與和自我充實

讀得深、讀得廣 
活到老、學到老

因少子化、晚婚等社會變遷，臺灣人口快速老化，面對讀者年齡結

構的改變，身為成長有機體的圖書館該如何靈活因應，提供更適宜

的服務？中臺科技大學校長李隆盛、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教

授徐敏雄與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教授顧大維，分別由其各自經驗

和專業角度分析，對讀者與圖書館提出想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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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世衛組織定義，65歲以上人口

占總人口比率達到 7%、14%及 20%，分別稱

為高齡化社會、高齡社會及超高齡社會，若依今

年 5月底止的內政部統計，臺灣 65歲以上人口

數占 13.49%，已逼近高齡社會門檻，而衛生福

利部更預測 6年後邁入「高齡社會」，8年後成

為「超高齡社會」，伴隨著少子化的現況，如何

因應超高齡社會所帶來的改變是臺灣即將面對

的重要課題。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李隆盛建議，樂齡長者要能「讀得深」、「讀

得廣」。

因應趨勢，政府開始規劃相關政策，最具

代表性為衛福部與臺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

竹市、南投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臺東

縣 9縣市政府合作打造的高齡友善城市，期望

達到「活躍老化」與「健康老化」的願景，使民

眾能尊重並理解老化是生命中的漸進過程。同樣

的，身為社教機構，扮演城市裡提供終身學習重

要第三場域的圖書館，勢必也將面對超高齡社會

所帶來的影響，對照聯合國大會於 1991年通過

的《聯合國老年人原則》的「參與」、「自我充

實」兩項原則上，圖書館能提供讓年長者擔任志

工或活動協助者的角色，充分發揮自身潛力的場

域來參與、建構社會；同時亦能由圖書館享用社

會的教育、文化、精神和娛樂資源。圖書館，實

為高齡社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閱讀與年長者

圖書館的核心為閱讀，年長者藉由閱讀而

不斷自我充實，體現「活到老、學到老」的目標，

以培育健康產業專業人才為主，設有老人照顧系

和長期照顧碩士學位學程等系所的中臺科技大

人生的故事，是一本精采的好書。（徐敏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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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長李隆盛就表示，閱讀絕對是適合年長者的

活動。他因應年長者閱讀因人生經驗豐富的特

性和目前網路時代多元的媒體，提出兩個建議：

「讀得深」、「讀得廣」。

就「讀得深」而言，李隆盛認為，清朝《幽

夢影》文集的作者闡釋精闢：「少年讀書如隙中

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

玩月，皆因閱歷之淺深所得之淺深耳。」意思是

一般人在少年時人生閱歷不多，所以看書體會

不深，就像在縫隙中看月空，只能看到一點點；

中年時閱歷漸廣，看書已能體會多些，但仍有侷

限，就像在庭院裡望月，月空仍會被四周的房屋

擋住；老年時閱歷寬廣，看書就像在高臺上賞

月，不會被四周擋住，可隨心所欲地看到月空。

同樣的書就像同一輪明月，由於「少、中、老」

3個階段的人生閱歷不同，讀書就如從「隙、庭、

臺」3個地點觀看月空，所看到的情景有「窺、

望、玩」3種境界的不同：少年人僅可觀其局部，

中年人只能略知大概，唯獨年長者身處高臺，眼

界開闊，常可深得精髓。所以，年長者要有持續

閱讀的習慣，讓自己在同一體系書籍的閱讀境界

更上層樓。

就「讀得廣」而言，李隆盛觀察到目前長者

經歷過新聞媒體（或閱聽管道）只有報紙、被管

制的新聞與雜誌較為單一的年代，卻因為媒體與

網路的快速發展，在短時間內擴充到不只紙本的

報紙、期刊、書籍，媒體的收音機、電視和網路

多媒體等大量資訊多元並存。他認為，年長者除

中臺科技大學圖書館樂齡健康學習區，提供年長者友善閱讀環境。

中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專為年長者提供大字版的金庸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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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擴展紙本的閱讀興趣、領域之外，因應時代

還可以擴大到多媒體的閱聽。李隆盛以國立公共

資訊圖書館（以下簡稱國資圖）為例指出，圖書

館其實提供了豐富多元的數位資源（含資料庫、

電子書、電子報紙和電子期刊），可讓年長者在

家輕鬆享受數位閱讀的樂趣，體驗圖書館跨越時

空的超便捷服務，「讀得廣」不需要花費更多的

金錢，圖書館其實是名副其實的知識金庫。

長期關注社區營造、弱勢族群與年長者生

活，同時也有進行行動博物館、行動圖書館概念

計畫的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教授徐敏雄，

將「讀得廣」擴展解釋並提出看法。他認為，閱

讀載體不該受限於紙本或是數位媒體等一般既定

印象，可從理解年長者，如視力減弱、緩慢的生

理弱勢等，和長輩常具喜好互動與講話分享的特

質出發思考，把每個社區獨特的文化或是人物作

為文本，將社區作為館舍，讓每個社區都是一個

特色圖書館，或是像是圖書館裡舉辦的主題展，

每個人的故事都是一本書，年長者可以藉由參與

社區活動、與他人互動交流的方式進行「閱讀」。

與把「人」的經驗作為圖書文本的真人圖

書館概念類似。國外真人書多為備受歧視的特定

族群，例如：變性人、愛滋病患者等等，將這些

活生生真正的人當成書籍提供出借，主要注重於

年長者圖畫創作分享各自故事。（徐敏雄提供）

呈現自我，每個人，都是一本書。（徐敏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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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面對面真誠的溝通與交換意

見，打破以往既定的標籤，看見背後不為人知的

真人故事，國內像是國資圖等各公共圖書館亦將

其引入臺灣，舉辦數年活動。以追求多元觀點

的角度來看，徐敏雄表示，圖書館藏書的內容在

某程度上已經過篩選，他認為圖書館裡的書籍大

多是述說成功者的故事，成功經驗成為銷售營利

重要因素，卻造成圖書館館藏較為偏向成功的視

角，但是也有許多的弱勢或是社會裡所謂的「失

敗者」的經驗，是值得更多人思考與理解，如同

喜劇與悲劇在文學上都是同等體材，人生經驗也

不會有高下之分，這些社區裡存在的人、文化都

是本本好書，「閱讀」這些活生生的文本，經由

互動式的閱讀後也許更適合年長者喜愛面對面，

以語言溝通的特性，另一方面，更擴展了圖書館

收錄傾向「成功導向」的圖書，整體來說，這樣

的走讀方式，呼應了《聯合國老年人原則》「參

與」的原則。

培養年長者資訊素養的重要性

過往對於高齡者使用數位科技有幾項迷思，

像是認為電腦是屬於青少年專用的領域，對於長

者而言過於複雜等。近年研究卻顯示年長者其實

是樂於與數位科技互動，經過一些課程即可有

效協助他們使用電腦科技接觸外在世界。而隨

著社群媒體像是 Facebook、Line、Instagram、

YouTube等以文本、圖像、音樂和影片等多種不

同的形式來呈現和分享資訊的媒介普及，甚至出

現長輩使用 Line或是 Facebook傳送許多的勵

長輩使用 Line 傳送勵志警世圖。

圖書館應思考如何培養年長者的資訊素養與媒體素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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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警世圖等「長輩圖」的網路現象，可見不論是

電腦科技或是社群媒體的使用者，已從傳統印象

的年輕人開始向上延伸到年長者。社群媒體和網

際網路可讓年長者獲取知識之外，更可拉近他們

與親人之間的地理距離，重新聯繫久未聯絡的朋

友，因而降低孤立、孤獨和其他憂鬱症狀等正面

影響。但社群媒體也常成為長輩傳送錯誤資訊的

工具，而造成負面的效果。

對於科技與媒體進行長期研究的淡江大學

教育科技學系教授顧大維認為，如何審視資訊、

判斷資訊正確性和決定是否成為傳播資訊一份

子的資訊素養，在年長者閱讀資訊的過程裡至關

重要。他以自身收到的訊息為例，常常有長輩傳

給他不正確的資訊，特別是健康資訊，也許年輕

人能理解以及查證資訊的正確與否，但經歷過媒

體權威年代的年長者，常常就因文字中出現的

「專家」、「學者」或是「研究顯示」而相信內

容，長期下來也許會造成身體的危害，因此如何

培養年長者的資訊素養與媒體素養，圖書館可以

進一步思考。對於素養教育學有專精的李隆盛，

也提醒在當今資訊爆炸的年代，不論是書、媒體

或是網路訊息都「不能盡信」。許多灌水和說謊

的訊息，例如某產品的驚人療效、某事件的政治

意圖、某公司的快速成長，很容易誤導閱聽人，

甚至因而做出錯誤決定，帶來時間、金錢、健

康、名聲上的損失或危及安全。所以，人人都該

有「媒體素養」，需要明智取用、了解、思辨、

分析和影響媒體訊息。

圖書館對於年長者的服務思考

媒體常被稱為學校所提供之外的第二種課

程，圖書館和咖啡店等場所則常被稱為住家和工

作場所之外最常去的第三生活空間。身為第三生

活空間、終身學習場域的圖書館該如何協助推動

適合年長者的各式閱讀活動？李隆盛建議，先

檢視圖書館已提供和可提供兒童什麼樣的服務，

大致就可推導出可提供年長者怎麼樣的服務。例

如，圖書館中有兒童閱讀區，也可以有長青閱讀

區或是樂齡服務區；兒童需要說故事等活動，年

長者也需要讀書會等活動；兒童需要圖書館協助

他們學會閱聽的方法，年長者也需要了解如何能

有正確的資訊素養。此外，他指出年長者閱聽的

圖書館應依據年長者需求，提供友善閱讀環境。（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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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常在尋求娛樂、增長知識、滿足好奇、培

養文化和打發時間，圖書館可針對這些目的進

行調查，以增強服務效能。

李隆盛服務的中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內規劃

了樂齡健康學習區，一方面服務社區內的年長

者，另一方面也配合老人照顧系和長期照顧碩

士學位學程的教學，使學生體驗年長者的圖書

館服務需求，包括採購長者有興趣的館藏、大

字書館藏、提供專業的閱讀放大鏡、較為硬背

與穩固的座椅避免摔倒等，這些都是經過調查

配合年長者生理需求和閱讀需求所提供的圖書

館服務，在大學圖書館裡極為少見。

顧大維則從教育角度出發對圖書館提出規

劃，針對年長者資訊素養課程建議，他相信館

員對於資訊素養課程的內容規劃一定駕輕就熟，

但如何吸引年長者到圖書館內上課是需要突破

的瓶頸。儘管許多年長者已經退休或是時間不

受工作所限制，但是進圖書館內的仍是少數人。

面對這種情形顧大維建議，圖書館可由「長輩

圖」的現象進行反向思考，先設計可吸引長者或

是符合長輩需求的資訊表達詞彙 (如較為強烈的

標題等 )，並找到社群網絡或是通訊軟體的主要

發聲者作為轉發者，翻轉原有傳遞錯誤資訊的管

道成為導正資訊的源頭，吸引年長者到館學習；

而課程與教材規劃上，他建議務必跳脫對一般讀

圖書館應依據高齡者生理需求和閱讀需求，提供更貼近需求的服務。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提供電子書數位閱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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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設計思維，將年長者的需求列入最重要考

量，如課程內容需簡單易懂、實際操作需要簡

化、增強參與成就感，以及教材字體的大字化，

這些細部的體貼措施，比只注重充實課程內容要

來得重要，往往成為是否能成功推行的關鍵。

走出圖書館、不只是圖書館

相較於提升圖書館內部的服務，徐敏雄則

強調因應年長者在體力上的侷限，圖書館可突破

建築的框架思惟，走進社區、進入需要服務年長

讀者社群之中，圖書館也許在人力、物力有所限

制。他建議可以與第三方團體合作，也許是社區

營造團體或是各服務年長者的協會，藉由整合資

源與專業，拓展彼此的視野與服務範圍。

另一方面，徐敏雄認為，在傳統的認知上，

圖書館為民眾與資訊的橋梁、或是媒合的中心，

然而若將社區作為載體，圖書館可以做得更多，

不只是傳統的資訊載體，還可以主動踏進年長者

的社群中，進而媒合更多的人、事、物，以擴張

圖書館的服務範疇。他也強調，過程中最重要的

是館員的自我定位，是否能以開放的心態，理解

資訊並非限於紙本與數位資料，而是針對如年長

者這類有需求的讀者，媒合真正所需要的資料，

才是服務核心所在。

邁向超高齡社會的腳步，比多數人想像來

得又快又急，一直著重於關切資訊發展的圖書

館，是否已調整好服務角度要將「人」作為服

務的核心價值 ? 在訪談過程中，不論是立基老

人照顧學域的李隆盛、專精於科技與媒體的顧

大維，或是關注年長、弱勢族群的徐敏雄，都

可以感受到 3位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不約而同

的對於年長者的需求和特性作為核心進行思考。

事實上，不論是在圖書館內的服務，還是要走出

圖書館貼近讀者需求，所有的科技或服務，或許

人性，才是圖書館服務是否能有溫度與成功的關

鍵。

圖書館可透過課程、講座，協助年長者使用科技產品，接觸外在世界。（資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