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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一本書　為臺灣記錄下精采故事

▲ 邱喜春老師介紹印尼傳統樂器、象徵貴族的帽飾與幣值的差異。（華夏科技大學提供）

▲ 行李箱內的東南亞書籍，免費借閱。

（張正提供）

▲ 第四屆移民工文學獎於高雄舉辦頒獎典禮。（張正提供）

文、圖／葉俊甫、吳淑文、楊文琳

移民工文學獎、地板圖書館、真人圖書館、在地小鎮講堂系列

分享……，民間、學校以不同的閱讀形式，開拓多元文化視野。

= 民間、學校搭建閱讀橋梁 = 
讓多元文化價值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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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以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語文，呈現移

工異地漂流、新移民面對兩個故鄉及新二代流動

雙重血緣等情況，透過文字來書寫心情。

 張正說，文學獎其實想讓臺灣社會知道，他

們是有才華的，藉此扭轉刻板印象； 2018年辦

第五屆，但卻在得獎作品揭曉前，移民工文學獎

成為大學指考國文科題目，他說，「雖身為主辦

方，但題目也不是很輕鬆就能解答！」張正深信，

這幾年的積累對臺灣社會定有影響，「至少影響

到一位出題委員，而應考學生 5萬人，若有十分

之一關注這議題，那勢必會帶來些許影響力。」

張正也廣邀學術界、文學界、影視界的重量

級評審共襄盛舉，包括朱天心、駱以軍、吳明益、

李崗、傅月庵等人都曾擔任文學獎決審委員，他

笑說，「這些有分量的評審們看過他們寫的作品

後，也可以成為討論話題，傳遞這群朋友用文字

表達的世界，讓更多人知道東南亞朋友的想法，

這些我可都是有精密計算過的。」

這片土地所容納的多元文化是何等精采！透

過民間、學校的力量，讓我們看見不一樣的臺灣。

點燃燦爛時光 
張正用閱讀推廣東南亞文化

講起在臺灣推展東南亞文化，很難不提到張

正。從 2006年開始創辦為東南亞在臺人士服務

的《四方報》、電視歌唱節目《唱四方》、移民

工文學獎、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乃至於臺北

車站大廳 F24地板圖書館都留下足跡，「多元文

化其實就是種選擇，我做這些事情，最想要的還

是讓臺灣朋友知道，有這麼多的東南亞朋友在我

們身邊，很值得我們去認識他們。」

笑稱「不喜歡跟人家擠、喜歡走人少的路，

因為這樣比較寬廣、比較久遠」的張正，因為編

輯讓弱勢東南亞新住民、移工用自己母語發聲的

《四方報》時，發現 「每期投稿如雪片飛來，他

們其實是有書寫能力。」於是舉辦移民工文學獎，

▲ 張正以書店作為基地推動東南亞文化。



BOOK 20 Boom 
Magazine

擴大徵稿地域範圍 
讓豐沛多元聲音被聽見

今年的移民工文學獎更擴大徵稿範圍，除了

臺灣，增列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擁

有眾多東南亞移民、移工地區，藉此拓展移民工

書寫視野，落實多元族群發聲，並提升臺灣作為

推廣移民工文學創作重鎮高度，今年徵件打破往

年紀錄，尤其在報名表中增加性別選項，有兩名

投稿者選填為多元性別者；張正說，主要是在面

對移民社會的全球化浪潮下，臺灣雖然在裡頭滾

動著，「但我們也想知道，臺灣的制度變化跟亞

洲其他地區比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他也考慮，未來更擴大徵稿範疇，尤其日本、

韓國、甚至中國大陸同樣面對移工人數日漸增加

問題，也衍生相關問題，已有日本學者組團來臺

探詢文學獎的舉辦細節，「透過文學獎徵件，也

許成效不是今天做、明天就可以看到，但作品紀

錄留下每段時間的社會變動，可作為未來研究的

文本。」

北車大廳變身地板圖書館 
閱讀擾動原有氣場

發起「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臺灣」運動，

讓東南亞新住民、移工有書可以閱讀，張正說，

▲ 第五屆移民工文學獎活動開跑記者會，演出由前一屆青少

年評審獎作品《窮人的呼聲》改編的同名劇作。（張正提供）

▲ 第五屆移民工文學獎活動開跑記者會。（張正提供）



212018年 9月
第 139期 

地
球
村
時
代
來
臨 ◆

 

多
元
文
化
的
在
地
實
踐

封面故事

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就是以此出發，「異鄉

人在這看到母語書的片刻，正是他的燦爛時光；

而臺灣人在書店發現新文化，藉此開拓視野，也

屬於自己的燦爛時光。」

位於南勢角的書店畢竟能吸引來客數有限，

「但東南亞文青畢竟少數，所以我有責任把大家

捐的書，放到東南亞朋友眼前，臺北車站就是聚

集最多人的地方。」於是，北車大廳編號 F24柱

子下的地板圖書館，每週日下午 2點開張，敞開

的行李箱內放著許多東南亞書籍，免費借閱。

張正說，「不論看得人多不多，聚集了上千

名東南亞朋友，總會有人翻閱。」地板圖書館提

高閱讀可見度，也讓原本狀似混亂吵雜的臺北車

站，透過書，擾動小小區塊原有的氣場，稍微產

生不同的味道；「幾個外籍移工戴著頭巾，午後

安靜閱讀著，那畫面，真的很漂亮。」也有印尼

女生對他說，「自從你們帶書來之後，這裡好像

不這麼亂了。」

東南亞閱讀全臺開花 
綻放燦爛光亮

閱讀，讓力量擴散，張正的燦爛時光也遙射

至其他縣市。「1095，」文史工作室在臺中第一

廣場開設「東南亞圖書館」，透過付費借書、退費

還書方式，把閱讀帶入移工生活；高雄有印尼學生

跟燦爛時光書店索取書自己擺攤；曾是燦爛時光的

工讀生，則回到臺南公園設立「南南地板圖書館」，

用行動擺攤，讓閱讀的光亮在各地綻放燦爛。

▲ 移民工文學獎頒獎，邀請各界知名人士共襄盛舉。（張正

提供）

▲ 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將大家捐的書籍，帶到東南亞朋友眼前。（張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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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慢慢發生著。張正說，當初外籍移工

聚集臺北車站遭強烈反彈，但現在有越來越多人

願意替他們發聲反駁；而政府拉起新南向旗幟，

無論成效如何，至少願意關注東南亞，「這幾年，

有越來越多書寫東南亞的書籍出版，留下不同觀

點的文字記錄，雖然比起討論其他國家的書籍，

東南亞區域所占比例甚少，但顯示還有很大空間

可以開展。」

以書店作為基地推動東南亞文化，張正說，

不論大小，書店的實體空間有象徵意義，可凝聚人

一起發生某些事情，「就跟書一樣，書承載的文字

比網路少多了，但它是有重量、摸得到、可感覺

的。」他持續用不同創意，透過各種方式，導引更

多人看見東南亞文化，讓多元文化持續燦爛，讓每

個人可以用心去關注身邊不同族群的朋友們。

華夏科大推真人圖書館 
將人與書做連結

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說：「觀念可以改變歷

史的軌跡。」臺灣經濟學家高希均則更進一步指

出：「人與書是建立進步觀念的重要媒介。」

整合兩位經濟學家的說法即是，人與書的優

質連結，可以帶來進步的觀念，進而改變歷史。

而地球是歷史發生的舞臺，當地球是一本

厚厚的書時，生活在地球上的每個人都會是這

本書當中生動的一頁，都肩負著傳遞進步觀念，

改變歷史的責任與義務。本著「在地文化、國際

學習」的社會文化教育及社區服務理念所成立的

「真人圖書館Human Library東南亞文化系列」，

是華夏科技大學在地球這一本厚厚的書當中生

動精采的一頁。

▲ 地板圖書館提高閱讀可見度。（張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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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國際視野薄弱 
東南亞系列浮出

問起最初怎會浮現真人圖書館的概念，負責

籌劃「真人圖書館 Human Library東南亞文化系

列」的校務研究辦公室主任蘇聖珠副教授表示，

最主要的原因是地利。華夏科大因地處新北市中

和區南勢角，緊鄰的社區就是深具特色的滇緬泰

僑聚居的大型文化聚落，包括很多華夏科大學生

的母親就是越南、印尼、緬甸、泰國人，加上學

校附近還有一條聚集了東南亞各國傳統料理的美

食街，這些都是真人圖書館概念的源起。

除了學校特殊的地緣關係，蘇聖珠表示，

因為在學校教授的是企業管理，擅長市場調查

與行銷，長期與商界有互動的關係，去年又是亞

太經濟合作會議（簡稱 APEC）臺灣代表團成員

之一，深深了解臺灣與越南、印尼、緬甸、泰國

這 4個國家的關係較密切、連結也較深，尤其政

府現階段正在大力推動南向政策，於是建議學校

開設這 4個國家的語言課程，讓學生在選課時有

所接觸，可以提升學生的國際認識度。但是她發

現，除了修課的學生，大部分學生還是不認識這

4個國家，國際視野很薄弱。剛好在這個時候，

因緣際會知道 2000年丹麥出現為化解族群衝突

與對立而造就的產物「真人圖書館（the Human 

Library）」，於是就向校長提議做這 4個國家的

真人圖書館。

▲ 透過與真人書的接觸，可以消除偏見，進而促成更大的包容。（華夏科技大學提供）

▲ 「真人圖書館 Human Library 東南亞文化系列」活潑生動的

教學，提升了學生的國際認識度。（華夏科技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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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偏見與歧視 
真人書成閱讀潮流

在瑞典瑪爾摩市立圖書館的大廳曾立著這樣

一塊大型看板，上面寫著「你對人好奇嗎？來借

本真人書吧！」、「你想認識我們嗎？請借閱我

們。」

瑪爾摩市立圖書館出借的不是只能閱讀，不

能對話的紙本書籍，而是能閱讀，還能對話與互動

的真實人類，這些等著出借的真人書單，就跟圖書

館其他的實體紙本藏書一樣豐富，有街頭遊民、有

特種營業者、有愛滋帶原者。圖書館員表示，每個

人就是一本書，打開它，閱讀它，就能看見真人背

後的故事。而圖書館提供的「出借偏見」服務，主

要是想透過與「真人書」的面對面溝通，達到消除

偏見與歧視，來促成更大的包容與和諧。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長彭懷真在今年農曆年期

間寫了一篇文章，行文中也提到，「我們很少正

視陌生人，不在乎偶然相遇，其實人人都是一本

書，都有著豐富的內容。」

真人圖書的概念似乎已逐漸蔚為新的閱讀

潮流！

使出渾身解數 
讓東南亞國家被認識

想法有了，但要怎麼具體落實「真人圖書館

Human Library東南亞文化系列」？蘇聖珠表示，

首先就是要找老師，剛好越南真人圖書范垂玲老

師跟她有學姐學妹關係，於是就透過她認識了其

他幾位不同國家的老師，成為圖書館的真人圖書

館藏。這幾位老師為讓自己成為暢銷書，在兩小

時的借閱時間無不使盡渾身解數，透過影片與互

▲ 李惠玲老師分享緬甸歷史與文化風俗。（華夏科技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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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等各種花招百出的教學內容，活潑生動有趣的

介紹了自己國家的食物、宗教、風俗、文化禮儀

等，以及自己是在怎樣的因緣下來到臺灣並定居

下來的故事。

蘇聖珠表示，一開始大部分學生對東南亞這

幾個國家並不是很關心，也不知如何與生活產生

連結，借閱的情形不是很熱絡，也不夠主動。為

提高學生的借閱率，校方想盡辦法，經由各種辦

活動的方式，或是藉由導師的帶領，來邀請學生

借閱真人圖書。幾年下來，很多新住民第二代學

生原本有不被重視的挫折感，自信心也不夠，但

透過真人圖書的面對面接觸，讓本來對他們的國

家很陌生的師生，開始有了全新的認識，國際觀

也獲得提升，而新住民第二代學生的不被尊敬指

數也跟著降低，個性變得更陽光、更有自信，不

僅勇於說出自己來自哪個國家，更以自己的國家

為榮。

近距離接觸學生 
讓真人圖書變熱門暢銷書

彭懷真在上述同一篇文章還提到，「就像是

無數圖書館的難題，欠缺讀者來讀書。現代社會

更大的難題不是讀書的人愈來愈少，而是關心在

乎人們心境者愈來愈少。」

蘇聖珠表示，要讓年輕的學生，尤其是技職

的學生閱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就更不用

談關心了。若能跳過文字的閱讀，讓無法閱讀或

是不習慣閱讀的學生，直接與作者本人進行近距

離接觸，或許可以幫助學生在很短的時間就抓住

一個觀念或是一句話，另一個嶄新的世界也許就

在前方等著他們，這也是她當初想成立真人圖書

館的動機之一。

事實上，無法閱讀或是不習慣閱讀的問題也

發生在忙碌的現代人身上。公共圖書館若也想推

廣真人圖書館，並讓民眾願意仔細閱讀，應該怎

麼做？

蘇聖珠以過來人的經驗給予的建議是，可以

與學校合作，透過學校的教學資源設計一套流程，

帶領真人圖書成為一本熱門的暢銷書！

承億小鎮慢讀書店 
越在地越國際

到書店買菜、買水果？和朋友相約一起去書

店為世足賽加油？雙子座女子，嘉義承億小鎮慢

讀書店創辦人戴淑玲滿腦子奇思異想，她認為， 

在地球村時代，越在地越國際，因為「我的日常

是你遠道而來的風景」。書店不應該只是書店，

圖書館也可以打破框限，透過不同的方式推廣閱

讀，當買書、看書像買菜吃飯一樣成為自然的生

活日常，每個人、每一天都會因為有書的陪伴，

生活更加多元和精采。

嘉義承億小鎮慢讀書店的前身原是陪伴嘉義

人 20多年的老字號書局，「讀書人文化廣場」

原本因經營不善要結束營業，戴淑玲不捨在人生

中重要記憶占有一席之地的書店就此消失，更深

感閱讀與教育是百年大計，「一座城市不能沒有

▲ 真人館藏吳巧儂老師來自泰國東北部。（華夏科技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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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好書店」。她雖然明知經營書店不容易，仍

決定接下保留充滿嘉義人集體記憶的書店，歷時

一年籌備，以嶄新面目的「承億小鎮慢讀」再度

與嘉義市民見面，她笑稱自己是小鎮鎮長，並將

書店定義為認識嘉義小鎮的入口處，具有如鎮民

會所的功能，書店內除了賣書，也賣咖啡輕食、

在地伴手禮，文創商品，還有冰果室和餐廳，並

不時舉辦展覽和活動。

出國考察 
汲取國外書店、圖書館經驗

因為接手經營書店，戴淑玲專程到各地考察

書店及圖書館，並從各國的經驗汲取養分，她和

女兒特地遠赴有書鎮之稱的英國海伊鎮，這個小

鎮只有 1,500多位居民，卻有超過百萬本二手書

藏書，成功以書再造舊城的靈魂人物是牛津大學

畢業生 Richard Booth，他眼看家鄉逐漸荒蕪，返

鄉開了第一家二手書店，更感動鎮民一起以書造

鎮，小小的鎮裡有數十家書店，而且每間書店都

有主題，每年還舉辦文學節，現在已成為另類熱

門旅遊景點。

戴淑玲也對日本武雄市圖書館的再生印象

深刻，原本只是一個連鎮民也不甚關心，再普通

不過的地方小圖書館，因為武雄市市長找來有最

美書店之稱的蔦屋書店合作，讓這間全日本首座

公民營合作的圖書館搖身一變成了日本最美圖書

館，還引進星巴克進駐，大大顛覆大家對圖書館

的刻板印象，不但成了小鎮鎮民最愛，每年更吸

引 100多萬旅人造訪，「一個圖書館可以改變整

個城市」，圖書館不但成了武雄市的招牌和必遊

景點，也成為讓世界認識武雄市的最佳入口平臺。

書店 3.0 連結地方 
成為串連資源的平臺

戴淑玲分析，隨著時代的改變，很多舊思維

都要改變，而近年書店一間一間關，其實也是關

掉舊的經營理念，如果傳統書店是 1.0版，書店

2.0就是如誠品書店的空間複合式書店，她認為，

▲ 介紹馬來西亞飲食文化著作《啊，這味道》簽書會現場。（戴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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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書店 3.0要和在地的社區、商圈結合，凝

聚力量讓地方創生。戴淑玲說，所有的人都可以

進到書店，每個人可能有不同理由進到書店，書

店要從傳統到升級版就要和在地人做更多連結，

思考怎麼把在地元素透過書店展現出來，例如她

正在規劃「巷弄走讀」小旅行，從在地出發更能

彰顯「越在地越國際」的精神。

臺灣一年出版 4萬多本書，代表有 4萬多種

想法付梓，不論是書店或是圖書館，都可以作為

介面好好發揮，成為串連資源的平臺，但不要被

「書」框限住，應該扮演更多元的角色，就如同

武雄市圖書館，必需跳脫舊有角色，才能讓更多

人知道，例如韓國首間設立在商場中的圖書館「星

空圖書館」，就讓停滯的舊商圈成功活化變身，

如同宣傳海報上的說明：「翻開書本，擁抱星星。

歇腳或相會，透過書進行交流的文化鑑賞空間」，

吸引許多韓國讀者和觀光客朝聖。

激發多元想法 
讓書店不只是書店

擔任過嘉義市建設處長的戴淑玲說，因為在

公部門工作的經驗，讓她可以用更宏觀的角度去

看書店的經營方向，推動結合商圈及融入在地青

創，提升書店的高度，讓書店不只是一家書店，

還和地方創生作連結，她相信，未來的圖書館也

會不只是一座圖書館，有更多元發展的空間。戴

淑玲指出，「承億小鎮慢讀」，以書籍、餐飲、

文創選物市集策展與文創講堂為主題，共規劃 4

個樓層，每層樓各有不同功能，但都搭配不同主

題書籍販售，並規劃「在地小鎮講堂系列分享」，

例如《啊，這味道》作者陳靜宜介紹馬來西亞飲

食文化時，現場就供應馬來西亞道地的巴生肉骨

茶，並找來在地知名的林聰明砂鍋魚頭老店代表

對談，讓讀者除了了解馬來西亞的飲食文化，也

對自己的文化與「嘉」香味有了新的認識。邀請

《小惡魔保姆日記》作者許少菲與讀者分享時，

同時有來自法國定居在嘉義 10多年的法國爸爸

一起對談，聊聊法國人在臺灣帶孩子、臺灣人在

法國當保姆的心路歷程，用趣味的觀點對照臺、

法對孩子教育的多元想法。

對戴淑玲而言，書店是一個擁有各種可能性

的平臺，因此在書店可以買菜、吃飯，甚至有人

在這裡辦吉他之夜、為體育賽事吶喊加油，還有

人在這裡拍婚紗照，她相信，未來的圖書館同樣

也可以透過各種資源整合分享，成為國內外生命

旅人中最知性的駐足景點。

▲ 嘉義承億小鎮慢讀書店是一個擁有各種可能性的平臺。（戴

淑玲提供）

▲ 嘉義承億小鎮慢讀書店說故事活動。（戴淑玲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