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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蘇士雅、梁鴻栩

閱讀發揮教化功能　看見生命軌跡的改變

書香飄進矯正機關
帶收容人迎向希望曙光

公共圖書館將書籍送往犯罪矯正機關，以閱讀教化久禁囹圄、需

要撫慰的靈魂，讓收容人在書中遇見人生導師，走向光明之路。

▲ 高雄女子監獄門口以親

子共讀雕刻品作為意象，

標榜閱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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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後，他幾乎把所有時間都奉獻在人文導覽工作

及全國各矯正機關。

面對收容人，柯安正總是鼓勵他們要多閱

讀、多進修，利用這段時期取得證照或文憑，為

將來重新出發的人生打下根基。在他的鼓勵與輔

導下，很多收容人的生命有了新轉機。

經常出入矯正機關的柯安正，了解監獄內的

書籍有限，為了引發收容人更大的閱讀興趣以及

學習各種專業技術，他擔任高雄市立圖書館評鑑

委員時，便提出將書送進監獄的建議。這個想法

立即獲得認可，並且在很快的時間內就落實了。

將書送進監獄，象徵著兩個意義：收容人享

有自由閱讀平等權以及學習無礙！

高市圖在 2012年與位於燕巢區的高雄第二

監獄進行合作，在高市圖鳥松分館主任蕭素玲帶

領下，圖書志工們合力將第一批書送進監獄。這

個案例創造了熱潮，各圖書館也紛紛響應，矯正

機關在見識到閱讀所產生的效益後，開始積極推

行多元性的閱讀方案，各界募書、送書到監獄的

活動一波接著一波未息。如今，高牆內的閱讀風

氣高漲，「你今天看了哪一本」似乎已經成為收

容人之間的問候語。

近年，公共圖書館開始將書籍送往監獄、外

役監獄、戒治所等矯正機關，讓閱讀不只是受限

於館舍內，更跨越高牆，成為收容人的人生導師。   

柯安正奉獻於矯正機關 
與高市圖串起合作關係

學貫古今、滿腹經綸的大社觀音山人文工作

協會前理事長柯安正，原本任職於大社國中負責

學生諮商輔導工作，還未退休前，他就利用假日

在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的監獄擔任榮譽教誨師，退

▲  在高雄市立圖書館支持系統下，

監獄收容人的閱讀自由度和豐富性

都擴展很多。（高雄女子監獄提供）
▲  柯安正擔任高雄市立圖書館評鑑委

員，串起公共圖書館與監獄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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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圖為了精準掌握監獄收容人的閱讀需求

與量數，送進監獄的書籍全是館內編目管理的典

藏書，這代表著借還書必須依循規範而行。為了

克服技術與障礙，分館主任與獄方分別依照監獄

屬性進行嚴謹的討論，各自發展出獨有的程序。

高雄戒治所資訊人員為此特別開發一套系統

與高市圖燕巢分館的館藏書目做網路連線，收容

人可以透過電腦進行瀏覽、搜尋圖書館藏書目，

自主性的挑選自己喜愛的書籍，甚至還可以在網

路上開立有興趣的書單以及推薦購書清單，這項

「網路書香閱讀推廣計畫」成為全國首創。

戒治所收容對象以毒癮犯為主，借閱統計顯

示親子類的圖書最為搶手，其次是知識類以及專

業的工具書。因應需求，燕巢分館每月依據收容

人透過網路的借閱登記，整理出書籍專程運送到

戒治所。

為了配合獄方的圖書行動服務管理模式，高

市圖各分館都貼心的將送進監獄的書分裝在方便

搬運的書箱中，每箱詳列書目，方便分布在不同

場區。

高雄監獄與高雄女子監獄在圖書館支持系統

下，收容人的閱讀自由度和豐富性都擴展很多。

這兩座監獄的書，全由高市圖大寮分館配送，為

滿足閱讀需求，大寮分館主任周黃俊達總是親力

親為挑選書籍，這是非常耗大的工程。即便高雄

監獄因幾年下來累積了豐沛的外界贈書資源，獄

方以感恩的心主動向高市圖表示可以暫停繼續供

書的服務，讓圖書館將資源轉給其它矯正機關，

今年起停止高雄監獄的服務，不過在女監的部分

供應業務仍然不輕鬆，但他卻甘之如飴。

深化閱讀推廣 
讓收容人重生

由於監獄中有非常多收容人識字不多，因此

高市圖也會特別挑選以圖為主的繪本，這些書籍

不僅可以在家庭支持日親子共讀時派上用場，也

成為國文基礎不好的收容人作為閱讀的入門款。

▲ 高雄市立圖書館大寮分館主任周黃俊達親力親為挑選送往

監獄的書籍。

▲  高雄市立圖書館將書籍分

裝在方便搬運的書箱中，送

進監獄。（高雄市立圖書館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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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協助收容人能夠閱讀，獄方長期來都有

開設「識字班」，一位女子監獄的越南籍收容人

在監獄中靠著識字班學習加上閱讀，服刑 2年多

來中文提升很多，「超開心的！自己不再是個文

盲了，可以走文青路線了。……」因為識字，所

以能夠閱讀；因為閱讀，她有了新的視野，對未

來充滿希望。

高雄女子監獄的收容人將近 8成是毒品犯，

依據評估分析，家庭支持度較高者比家庭支持度

低的人再犯率少很多。

高雄女子監獄教化科科長許智維表示，家庭

支持是收容人未來能不能洗心從善的重要關鍵，

所以在閱讀推廣上，獄方從收容人和家屬雙方著

手，聘請專業老師到監獄內開設「親職教育」、

「媽媽說故事」課程和讀書會，並且在家庭支持

日安排親子共讀，平日也鼓勵收容人以書信與家

人分享閱讀心得，這些作為都是為了提升雙方的

健康思想、建立親密的連結。

在高雄第二監獄的部分，也進一步透過持續

鼓勵收容人書寫閱讀心得來深化閱讀，鳥松分館

主任蕭素玲更熱情加碼贈送獎狀獎品給佳作者作

為獎勵。

而高雄監獄曾有過一位黃姓收容人曾經因

吸、販毒，先後入獄 4次。1999年至 2000年高

雄監獄開辦了 2年的寫作班，他報名參加，從此

養成每天記錄心情和閱讀的習慣。

▲ 高雄市立圖書館將送進監獄的每箱書箱詳列書目，方便

分布在不同場區。（高雄市立圖書館提供）

▲ 教誨師辦理讀書會引導收容人閱讀。（高雄女子監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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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他假釋出獄，在工作處處碰壁下，

靠著寫作和閱讀支撐最艱辛的日子，並於 2017

年把這些寫了將近 20年的文稿取名為《獄火重

生》結集出版，贈送國內矯正機關，以過來人經

歷鼓勵收容人勇敢再生。他在書中表示，因為寫

作和閱讀，讓原本已經完全放棄人生的他有了重

生的機會……。

在行為心理學中有所謂的「21天效應」，意

指只要持續做同件事超過 21天，就能內化成為

習慣。

監獄中的生活具備了制式的步調，最能貫徹

習慣的養成。圖書館提供的書冊浩瀚無邊，十大

類齊全的圖書涵蓋了每種需求，高市圖的支援讓

收容人願意拿起書籍，建立閱讀、甚至是寫作的

習慣！ 

花市圖設圖書旅行驛站 
發揮心靈教育功能

然而，因地理環境的限制，東部的文化資源

特別貧瘠，為了彌補這樣的困境，花蓮市立圖書

館在 2014年起便與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

臺灣圖書館、誠品文化藝術基金會等單位合作，

闢建東臺灣第一個「圖書資源分享中心」，藉由

分享概念提供驛站平臺，不僅發揮圖書效益，更

滿足了東部民眾對閱讀的需求。

資源中心平均一年約有 1萬 6,000本書次的

流通量，這些書成為「後山」的豐沛滋養。花蓮

是座慢活的城市，為了讓旅客和在地民眾隨時遇

見好書，花市圖館長蔡淑香發揮巧思，在市區自

由廣場、舊鐵道徒步區、日日有魚生態溪……戶

▲ 花蓮市立圖書館特別挑選企管、休閒、文學方面的書籍，

分置在 18 個書箱，以流動的方式設置在各作業區。（花蓮

市立圖書館提供）

▲  花蓮市市長田智宣

( 左 ) 與法務部自強

外役監獄典獄長劉世

添共同為收容人打造

一處充滿書卷味的接

見室。（花蓮市立圖

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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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區設置造型可愛的「小小書驛站」，每個書箱

可放 20本書。 

除了戶外小驛站，花市圖也在許多特殊場所

設置室內「圖書旅行驛站」，其中包含了自強外

役監、花蓮監獄這些與外界連結較少的矯正機構。

監獄內部圖書驛站服務對象身分較為特殊，

花市圖特別挑選企管、休閒、文學方面的書籍分

置在 18個書箱，以流動的方式設置在各作業區。

花蓮市市長田智宣表示，這類型的書可以增加收

容人與外界接軌的機會、提高社會競爭力。另外，

獄方也在會客室中設置了大量兒童繪本，讓前來

會客的親屬一家大小都能閱讀自己喜歡的書籍。

為了增強收容人與家人的知性交流，花市圖

早在 2010年就開始將 0歲至 5歲適讀的「閱讀

禮袋」送進監獄，讓家有幼兒的收容人利用懇親

機會時，把書送給孩子或者一起共讀。

「與其說流動書箱對監獄的戒護和教化有什

麼意義，倒不如先去探討它對收容人的意義。」

花蓮監獄的管理人員認為，由外而內的控制，遠

不及由內而外的改變。

從監獄的讀書心得徵文中，我們發現收容人

喜好的書籍種類非常多元，連醫學、科學這種看

似冷門的書，竟然也有人看出精采之處。一位獄

中的收容人表示，他經常因為無法控制情緒而遭

受懲罰訓誡，後來從閱讀中學習了情緒控管的方

式，大大提升了 EQ力，因而建立了自信心，「人

生的冬天，是為了迎接春天」，這位收容人已經

能夠平心接受目前禁於囹圄的處境，並利用這段

期間學習成長，徹底去除了過往充滿憤怒、消沉、

恐慌交織的情緒。

▲ 花蓮監獄「圖書旅行驛站」，為收容人開啟了一扇希望之

窗。（花蓮市立圖書館提供）

▲ 花蓮市立圖書館將0～ 5歲適讀的「閱讀禮袋」送進監獄，讓家有幼兒的收容人利用懇親機會，把書送給孩子或者一起共讀。（花

蓮市立圖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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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收容人阿偉，父親早逝，母親艱辛

獨力扶養一家 4個兄弟姊妹，排行老大的阿偉結

識了一群同樣家庭背景並不健全的朋友，幼小的

年紀還沒在國民義務教育中得到正統知識與文化

的啟蒙，便先受到社會邊緣文化的影響，觀念越

來越偏差，甚至在壞朋友誘導下鑄成大錯。

在外頭社會沒有好好念書的阿偉進監獄後終

於能夠心無旁鶩地開始學習，尤其在花市圖大幅

更新了圖書驛站中的書籍後，更激起閱讀的興趣，

他對於勵志散文與心靈教育的書特別感興趣，累

積了許多閱讀心得的阿偉，還經常勸導其他收容

人，甚至推薦可以從哪些書籍中尋找調整心態的

方法。

監獄管理員發現：「原來我們一直想要達成

的教化功能與穩定囚情的戒護功能，居然也存在

於一箱箱的圖書驛站之中。」

新北市圖萬里分館 
以閱讀實踐教化理念

去年 8月，新北市市長朱立倫在他的個人臉

書 PO了一則心情記事，介紹了新北市立圖書館

萬里分館的館員翁竣霖以及監獄收容人親子共讀

的動人畫面，這則貼文引起非常多人的迴響。

2016年 10月才任職萬里分館的翁竣霖曾在

基隆監獄擔任過 4個月的管理員，在監獄期間，

雖然是職務代理人，但一度想考監獄管理員正職

的他曾認真讀了監獄學、犯罪學、監獄行刑法之

類的專業書，有了囹圄的隔離對收容人而言僅僅

是懲罰而非改造的深刻心得。

▲ 「書香傳愛贈書活動」讓圍牆內的收容人閱讀無礙。（花蓮市

立圖書館提供）

▲ 基隆監獄典獄長吳信彥（中）、教化科科長葛梅蘭（左）、新北市立圖書館萬里分館館員翁竣霖（右）展示「鐵窗漂書香」活動海報與

好書推薦。（新北市立圖書館萬里分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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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只有讀書是對收容人最好的懲罰，

也是最好的教育！」翁竣霖這麼認為。

畢業於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以及政治大學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的背景，翁竣霖對於閱

讀的功效有更深層的想法。監獄管理員與圖書館

員兩者都有教化的功能，基於圖書館能夠發揮終

身教育的功能，他決定改換跑道回歸到自己專業

的圖書館領域，開始推動圖書館分享館藏資源、

讓收容人閱讀的計畫。

會與基隆監獄合作的原因，是翁竣霖一直念

茲在茲著一件事：

有位收容人曾經情緒失控把穢物塗在牆壁

上，後來在獨居房監禁，因為擁有很多時間，只

好用看書打發時間，一天至少看了 3本至 5本書

籍，這些書提供了很多知識跟想法，甚至收容人

也藉由某些作家更悲慘的生命經驗與轉折而獲得

啟發，於是他開始敞開心胸，和管理員交流想法，

反芻自己犯罪的背後因素……。

基隆監獄以收容輕刑犯為主。翁竣霖認為，

這些收容人大多數都不是惡意犯罪，而是像小朋

友一樣不懂是非或情緒失控鑄成遺憾。這些人也

許在家庭、學校、社會教育一路上都沒遇到對的

學習機會；於是，這些人在不成熟的心智下輪迴

於被遺棄與挫敗之中。因為確實見到受刑者因閱

讀而改變的成效，他抱持著希望更多監獄中的收

容人能達到思想矯正與學習，因此，想辦法充實

監獄中的書籍成為首先任務。

▲ 收容人陪孩子一起挑書，一起閱讀；彼此之間享受過去從

未有過的心靈交流。（新北市立圖書館萬里分館提供）

▲ 結合行動書房與懇親會的「野餐閱讀趴」，讓無法陪伴孩子成長的收容人，有了親子互動的時間。（新北市立圖書館萬里分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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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竣霖在去年 5月特別為圖書館策劃「鐵窗

漂書香」活動，精心挑選了 200本涵蓋職涯發展、

人生勵志、家庭經營、健康養生、歷史文化類別

的書送進監獄。接續在 8月父親節前夕，又與基

隆監獄合作為收容人舉辦了一場結合行動書房與

懇親會的「野餐閱讀趴」。

在監服刑的收容人無法陪伴孩子成長，錯失

了親子互動時間，為弭補這樣的缺憾，萬里分館

首度將裝滿童書的行動書房搬到監獄，獄方也特

別在這天規劃了溫馨的野餐閱讀空間，讓收容人

有機會善盡父親的角色，陪孩子一起閱讀野餐。

面對這樣的感性場合，有位收容人還不習慣

表達感情，一開始他很不自在的低聲叨唸著「讀書

沒用啦」，可是後來他陪著孩子一起挑書，一起閱

讀；彼此之間享受了過去從未有過的心靈交流。

翁竣霖很開心自己能透過職務之便實現「教

化」理念，但他認為，這只是微薄之力，希望所

有圖書館員們能繼續發掘需要閱讀的角落，透過

閱讀教化更多缺乏愛的人。

發行溫馨雜誌 
帶出改變生命的力量

那麼有心將閱讀推動到矯正機關的公共圖書

館，未來還能怎麼做呢？

《蒲公英希望月刊》一本小小薄薄的雜誌，

以對生命積極、正面的小故事所組成，藉由清新

雋永的文字、溫馨感人的故事，傳遞正面、積極

▲ 新北市立圖書館萬里分館從 2017 年 5 月起不定期送書進

監獄，讓收容人透過閱讀達到思想矯正與學習。（新北市立圖

書館萬里分館提供）

▲  館員翁竣霖精心為

收容人挑選多樣性又

適讀的書籍。（新北

市立圖書館萬里分館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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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愛的力量。這32頁發行量為80萬本的小冊子，

除工商場所、醫院、學校都可以見到它的蹤影外，

更進一步吹進了高牆，在臺灣的一些監獄裡發揮

閱讀的影響力，撫平許多收容人生命的傷害，並

且以徵文比賽活動，使得更多的收容人閱讀、動

筆，分享自己在生命的改變。蒲公英希望基金會

執行長余維靜與主任陳韋彤分享他們的經驗與觀

察，提供給圖書館參考借鏡。

談到為什麼會將監所作為推動閱讀的場域，

余維靜表示，因為基金會認為，生命軌跡不是朝夕

可改，需要長期的陪伴與修正，而閱讀正是可以長

期持續產生改變的最佳歷程，《蒲公英希望月刊》

因為正向的內容、易懂的文字，以及適當的篇幅，

各方面都是適合收容人閱讀的文本選擇；事實上，

從活動回饋中，閱讀帶來的不只是字義內容知識上

的幫助，更能影響對生命的思考與定位。 

陳韋彤進一步分享推廣閱讀的經驗，她指

出，基金會目前已在高雄市第二監獄、高雄市女

子監獄與青少年矯正學校明陽中學裡舉辦過「閱

讀蒲公英　看見希望」徵文比賽，很令人驚豔的

是，一些收容人的字體、文字都非常出色，更重

要的是，他們在分享作品的同時，真誠的情感流

露而出。陳韋彤回想在高雄女監一位參與徵文比

賽的收容人，帶著口罩，在臺上分享她因為有兔

唇的關係，一直被霸凌，在大家的鼓勵下她卸下

口罩，也卸下心防，她分享，從來沒有這樣的機

會能知道她是被肯定的，也是美麗的。在場許多

的收容人都一同流淚，同理與體諒流溢於會場，

見證了誠摰的文字中會帶出真心的分享。在高雄

二監的場次裡，收容人的太太表示，她的先生開

始在思考、也在改變行為，將《蒲公英希望月刊》

裡的文章精神，帶到他的生命中，這些，都是閱

讀帶出來的力量。

因此，當談到對於圖書館建言時，余維靜認

為，不論閱讀或是其它的服務，最重要的是從關

懷出發，持續思考服務對象的需要，並在過程中

持續用心與修正，更重要的是有耐心的陪伴，假

以時日必然帶來改變。而服務者（館員），會接

收到正面的訊息，就能支持與堅持下去，進而付

出更多，這是一個向上的循環，過程中服務者（館

員）的確是服務的執行者，但是力量的來源，卻

是服務的對象，是相輔相成的同生關係。

在了解「療癒閱讀」時，究竟閱讀療癒了多

少，怎麼確認成效一直是一個討論議題，但是，

在與蒲公英基金會的訪談中，從收容人的見證影

片裡，可以清楚的看見，閱讀，影響生命、影響

思考；也許，也影響了未來。
▲ 蒲公英希望基金會執行長余維靜（右）與主任陳韋彤分享將

閱讀推動到矯正機關的經驗與觀察，提供公共圖書館參考借鏡。

▲ 蒲公英希望基金會透過《蒲公英希望月刊》發揮閱讀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