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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許多人來說，閱讀專屬於閒暇的時光，但

對一位社會工作者而言，閱讀是實踐的重要燃料。

身兼社工、教職、作家、廣播節目主持人、學校

主管的彭懷真，強調閱讀包含了輸入與輸出，關

注的是如何用行動體現閱讀的價值。

「但願能比孩子多活一天」 
個案衝擊激發行動

因為工廠倒閉而流落街頭的前老闆、年華不

再無家可歸的老年娼妓，社會工作面對的是從龐

大人類集體中摔出社會網絡的悲傷群像。彭懷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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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是一面鏡子，也是一扇
窗戶。面對社會工作，彭懷
真在閱讀中向內檢視自己，
以行動向外實踐閱讀的價值。

▲ 彭懷真談閱讀，強調閱讀除了知，還要能有助於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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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靜、溫暖兼具 
閱讀是行動的燃料

如何在面對個案衝擊時，能夠保持理性，構

思出具有普遍操作可能的方案，彭懷真引用高希

均教授的說法：「冷靜的腦、溫暖的心。」並基

於自己在社會工作上的經驗，補充還要有「實作

的手、實走的腳，以及挺直的腰」，在實際行動

的背後，必須有足夠自信才能面對各種不同的人。

他認為，冷靜的腦屬於社會學，局限其中難免苦

悶，溫暖的心屬於社工，過度沉浸會導致濫情，

把個案擴大化。

▲

 16 歲時在教會擔任

小圖書館館員，如今又

在東海大學負責圖書館

業務，彭懷真笑說「沒

想到 60 歲又當了圖書

館館長」。

▲ 彭懷真認為，透過閱讀，能讓從事社會工作者深刻理解案

主的感受。

回憶起個案帶給他一次又一次的強烈衝擊，「有

回跟三個高中身心障礙學生的父母吃便當，他們

說自己的希望，是能比孩子多活一天，希望能幫

孩子做喪事。」這段話觸動他的內心，「孩子才

高中耶，他們就已經在想死亡的問題。」

面對這樣的衝擊，彭懷真開始思索解方，他

認為這樣的狀況，牽涉到法律、經濟與醫學，於

是與法律專家、精神科醫師、照護專家、銀行界

人士等合作，透過信託方式，讓銀行協助這些父

母存錢，並請律師管理，讓父母不用擔心自己先

走了小孩卻無以為繼。彭懷真強調，「不能只停

在接觸個案，要進行廣泛性的思考。」

除了信託，彭懷真也曾帶領臺中市街友輔導

方案，他研究相關資料，勾勒街友人口樣貌，聘

請背景不同的訪查員，以因應不同的情境。「聘

的訪查員有很多種，像是曾經的街友，才有網絡，

也聘教官，比較能處理龍蛇雜處的狀況，還聘請

原住民，因為原住民街友很多」，希望藉此協助

街友進入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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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懷真說：「讀書像吃魚，不要為了刺和骨就停下來。」

因此，廣泛、跨領域的閱讀能讓社工深刻理

解案主的感受，並對事件有全面性的理解。彭懷

真曾撰文介紹陳玉慧的作品《海神家族》，他說

自己睡前閱讀這本書，有許多次都是半夜又起來

多翻幾頁，為了書中每位人物的傷痕幾乎掉淚。

他也在閱讀過程中，反思自己的過往，並思索許

多案主是在多重問題的家庭中長大，失去一般人

視為理所當然的快樂，在長期傷害中走不出來。

在閱讀中，社會工作者可以有勇氣檢視自己，以

及案主的家庭，正面面對各種家庭的不幸，做出

改變。

從小就愛看書 
閱讀要像在「吃魚」

笑說家裡因為大量藏書「亂的很恐怖」，彭

懷真從小就愛看書，也與閱讀有深刻淵源，小時

候曾拿過全國速讀賽的冠軍，他謙稱自己「不見

得讀得深，但讀得很快」，16歲時則在教會擔任

小圖書館館員，肩負介紹新書的重任，如今在東

海大學負責圖書館業務，致力推廣閱讀，「沒想

到 60歲又當了圖書館館長。」

談起鍾愛的閱讀，彭懷真大讚有千萬個好

處，閱讀是鏡子也是窗戶，一個向內看，一個向

外看。他說，我們終究要面對世界，學習如何生

存，如何跟別人相處，向內則是跟自己相處，閱

讀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跟自己獨處的份量

很重。也因此，彭懷真說他不熱衷參加讀書會，

認為與其聽人講解，不如多聽聽作者藉由文字，

想跟讀者說些什麼。

至於閱讀的方式，彭懷真也有自己的小撇

步，他用吃魚來比喻，「讀書像吃魚，一定有魚

刺、魚骨，但不要為了刺和骨就停下來，不然讀

不快，只要把魚肉挑出來就好，所以我讀書量很

大，很快就能抓出來魚肉在哪裡」，當然，這也

建立在他累積已久、龐大的閱讀量，才能準確掌

握每本書的精華。

▲ 彭懷真與年輕人分享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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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希均曾建議，中年以前，閱讀三分之二是

專業、三分之一讀其它，年紀大了，變成三分之

一讀專業，三分之二在其它書本中享受，彭懷真

相當贊同此說法，認為年輕時為了在本行立足，

應該大量閱讀專業相關書籍，但年長後，只困在

專業會太狹隘，他笑稱自己現在年紀大了，可以

多念閒書，「週末下午累了，再念學術期刊也太

殘忍。」

▲ 彭懷真在圖書館舉辦各種活動，希望能引發師生閱讀興趣。

▲ 彭懷真身兼社工、教職、作家、廣播節目主持人、學校主

管多重身分。

輸入也要輸出 
讓讀和聽轉化成寫和說

身為社會學家，社工是實踐的場域，寫作、

廣播則是推廣理念更為有效的手段，至今已撰寫

超過 60本著作，內容涵蓋社會學、社工、家庭

關係，甚至談閱讀、談電影。彭懷真回憶，自己

大學時參加學校的寫作社團，大四就去雜誌社兼

職編輯工作，碩士班則進了報社，在過程中大量

閱讀、大量書寫，念完博士之後，角色翻轉，從

訪問別人的人變成評論者，寫評論、寫各種專欄，

出各類型的書，直到現在。

彭懷真常反覆思考「什麼是自己最喜歡的事

呢？」寫作於是浮現心頭。每天早上，他通常會

寫文章。一天當中有完整空檔，也拿來寫稿。晚

上要睡覺了，更要寫個幾百字。看報、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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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推動。彭懷真剖析，書寫中難免有作家個人

的自言自語，這可以讓作品閱讀起來比較軟性，

但過多了會失去與外界的連結。

對他來說，寫作的目的之一是讓更多人投身

他所熱愛的社會工作、能夠從書中得到實作的指

引。彭懷真笑說，很多來自中國的學生跟他說沒

看過這種社工書籍，因為中國學者較偏理論，很

少寫實踐的部分，「我的則是告訴你一步一步怎

麼做，目的是理性上能知，行動上能做。」

談愛書 
最崇拜林語堂生活態度

回想大學時期，彭懷真說自己曾相當著迷於

佛洛伊德、佛洛姆的著作，甚至因而兩度前往精

神科實習，他建議大學生，求學時期要多念大師

的作品，讓大師帶領自己走進學術殿堂。此外，

他除了念本科系的社會學，也念了經濟、心理、

政治、人類學的相關經典。彭懷真強調，閱讀要

跨領域，有時候會發現，困擾已久的問題其實可

以在不同領域中得到解答，像是他在經濟學中得

到貧窮結構性問題的啟發。

在閱讀書本的選擇上，彭懷真偏好有歷史脈

絡，較為「真實」的作品，像是《海神家族》、

▲ 推廣閱讀是彭懷真最注重的事。

▲ 秉持「實作的手」的精神，彭懷真親自導覽。

讀書、欣賞電影，常想到哪些是可以寫作的體裁

議題。連開會、聽演講、搭車外出時，想的也是

有哪些經驗可以放在文章裡。

如同許多著名作家，對於寫作，彭懷真強調

練習的重要性，他認為寫作不是靠靈感，必須多

讀多寫，寫多了靈感才來，他說就像教課，一定

要平時準備大量內容，「不然站上臺一定完蛋。」

此外，他也引用「與成功有約」一書的說法，寫

作可以「以終為始」，依據刊登媒材、讀者受眾

決定寫作的方式，像是在報紙上寫專欄，多半會

分成事實、原因分析、實際面對三部分，加上一

些自身經驗，並用感性語句修飾。

除了寫作，彭懷真也主持廣播節目 20多年，

以推廣閱讀為主軸，他在節目中推薦大師原典，

像是佛洛伊德、榮格等，除了艱澀學說，也介紹

作者生平。對彭懷真來說，「讀和寫，一個是輸

入，一個是輸出，語言的輸入輸出則是聽和說，

因此聽說讀寫要扣在一起，我做廣播，說的內容

從哪裡來？就從讀的和聽的來。」

為何有這麼大的動力，在繁重的教學工作外

還動筆不輟，彭懷真掛念的還是行動，他說自己

近年寫書、寫期刊，多是把自身實作的經驗記錄

下來，像是身障信託、自立家庭脫貧、街友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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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三千年》，他也推薦白先勇的名作《臺

北人》，臺北是彭懷真的故鄉，他認為《臺北人》

是描述臺北相當優秀的作品，艾茵．蘭德的巨作

《源泉》則鼓舞他堅持信念。

說起對自己生命歷程影響最深刻的書，身為

基督徒的彭懷真，聖經是每天必讀，此外他特別

提到林語堂的作品，幾乎每本都看，最佩服的是

林語堂「瀟灑、能力大慾望小」的生活態度。除

此，他也透露閱讀和背誦是追到太太的關鍵，「她

是中文系，為了追求她，我就開始讀詩經、背詩

經」，彭懷真笑說：「這說起來有點目的性，但

你總需要有動能嘛。」

推廣閱讀 
盼能分享對書的愛

從社會學專家，到社會工作的實踐者，熱愛

讀書，轉化為書寫與講述的輸出，問起現階段最

關注什麼事，身兼東海大學圖書館館長的彭懷真，

毫不猶豫地回答：「如何讓老師、學生重新喜歡

走進圖書館。」為了推廣閱讀，他舉辦大量活動，

甚至與最新科技 VR/AR結合，基於電影與閱讀的

共通處，他也推動圖書館多購買紀錄片。

諸多在圖書館所推動的努力，為的就是讓身

處多重感光刺激的年輕一代能夠回頭再翻翻書。

彭懷真再度成為那個捲袖子實作的人，一如在社

工路上的漫長耕耘，「我會親自導覽，面對面口

說，不知道效果如何，但總是要做。」
▲ 問起現階段最關注什麼事，彭懷真毫不猶豫地回答：「如

何讓老師、學生重新喜歡走進圖書館。」

▲  彭懷真推動圖書館

購買電影，讓學生有

多元管道吸收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