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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圖頒發「書香騎士·幸福閱讀代言人」勳章2019
Apr

西諺有云：「今日閱讀人，明日領導人。」

面對 AI人工智慧時代的來臨，讀者擁有多元

媒體閱讀型態的選擇，更須體認「閱讀與書寫」

永遠是鍛鍊思考、溝通內涵、增進幸福感的必

要基礎。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以下簡稱國資

圖）發出英雄帖，推出「書香騎士·幸福閱讀

代言人」徵選活動，邀請苗栗縣、臺中市、彰

化縣、南投縣中部 4個縣市的國民小學推薦學

生參加徵選，提供學生進行閱讀推廣的舞臺，

以增進對閱讀推廣的認同感與參與度，並展現

個人創意與特色。

國資圖特別選在象徵書香滿溢的世界閱讀

日頒發 2019年書香騎士獲選勳章。國資圖將

透過培訓營邀請作家林世仁、書評家黃筱茵、

童書界網紅蘇懿禎、資深媒體人凌爾祥等知名

老師，來培養未來領袖之關鍵能力，掌握說故

事大師的秘訣，擔任閱讀主播推薦好書、推展

閱讀理念；讓校園年輕學子能注入創意的活水

至圖書館，使學童能學會如何運用圖書館這知

識殿堂所蘊藏的寶藏，讓幸福閱讀的種子可以

傳遞到每個地方社區的角落。全程參與培訓營

無缺席者，將成為「國資圖書香騎士」；年度

服務時數累計達 20小時以上且表現良好者，

將於 2019年國資圖臺灣閱讀節活動公開表揚

頒發結業證明，並將發函建請各縣市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依權責優予辦理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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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3日是聯合國訂定的「世界閱讀

日」，2019年文化部策劃為期兩週的閱讀慶

典—「走讀臺灣」主題活動，並號召教育部、

文化部所屬館所、各地方政府、圖書館及獨立

書店，共計 620個閱讀空間一同響應，於 4

月20日至5月5日舉辦超過100場走讀活動，

讓民眾透過行腳過程體驗在地節慶、了解文史

事件並認識相關著作。

文化部長鄭麗君表示，今年是第三度響應

世界閱讀日，以「走讀臺灣」為主題，帶民眾

透過旅行、散步、品嘗美食等方式，結合書單

實際體驗書中場景和事件、文化，或是也可以

透過實際走訪場景再閱讀書籍。她說，過去常

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句話應該

要翻轉為「讀萬卷書，也可以行萬里路」，希

2019 世界閱讀日超過 100 場走讀活動全臺開跑2019
Apr

望讓閱讀的感動透過實地踏查，不斷延續、發

酵在讀者生命中，也讓臺灣成為創作自由的堡

壘，形塑知識社會。

「走讀路線」包括了公民行動、生態環

境、飲食、建築藝術、文史、市集六大主題亮

點。透過公民行動主題，帶民眾認識自由民主

的根源地；生態環境走讀主題路線，則強調關

心臺灣土地；建築藝術主題也相當豐富，像是

教民眾如何搭廟；而在文史主題中，將探訪作

家的文學秘境。

除了走讀主題活動外，世界閱讀日期間也

舉辦閱讀市集、互動故事劇場、主題特展、手

作工作坊、樂齡主題講座、闖關遊戲等多元閱

讀活動。相關活動資料，民眾可利用「閱讀通」

網站上的「找活動」功能來搜尋。

（文化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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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日常重現日常——工業材料再生」特展於國資圖登場2019
Apr

國資圖與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以下簡稱虎

科大）共同主辦「非日常重現日常—工業材

料再生」特展，即日起至 2019年 8月 25日

在國資圖總館三樓世界之窗展區展出。展覽共

分為「物」—工業材料的製作運用與再生、

「具」—工業材料加工運用、「品」—工

業材料藝術創作等三大展出主題。

展出作品以我們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

工業材料作為創作媒材，大至建築鋼材小至保

麗龍。虎科大副教授林俊男，以嶄新且多元的

創作形式結合常見的廢棄鋼材、廢紙元素來創

作多元藝術的作品，而創作靈感源自林俊男多

年來對在地文化及土地的關懷，透過線條的姿

態與勾勒，讓冰冷的「鋼」訴說故事，超越日

常生活的邊界，引領身心靈共同閱讀進入禪的

世界。作品中不僅蘊含藝術家對在地人文與土

地的深切情感，同時也展現剛柔並存的當代美

學，將美學概念推展延伸至日常空間中。

展覽除了介紹淺顯易懂的工業材料知

識，也說明工業材料多元的加工創作方式，

同時展示虎科大師生於課程中，利用不同技

術將工業材料零件製造的工法加入創意的巧

思，從機械模具到創意燈具以及藝術創作的

運用，呈現工業材料各式各樣的表現型態，

跳脫過往對工業製造的印象。展場內將配合

影音讓民眾可以詳細了解展場各個創作品使

用的加工方式以及流程，對加工技術應用於

創作能有更深入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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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博館展出「百籽千尋——種子與果實特展」2019
JAN

種子，代表著上一代的結束，也代表著

下一代的啟發。即日起至 2019年 10月 20

日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博

館）第一特展室推出「百籽千尋—種子與

果實特展」，希望讓民眾看到各類種子的美

與生命力，傳達生生不息的祝福，進而引導

大眾思考如何保護地球資源。

透過科博館此次的特展可以看到世界最

大種子海椰子、最小的蘭科種子，還有臺灣

目前發現最早、約 3,000多年前的碳化稻

米，以及約 3億年前的種子蕨。展區共有六

大主題單元，包括「種子之源」介紹種子的

起源與演化；「種子之生」介紹種子和果實

的類型；「種子之傳」介紹各式的種子傳播；

「種子之食」介紹糧食作物種子與育種的故

事；「種子之藝」介紹特殊種子與藝術的表

現；「種子之存」介紹種子的收集與保存。

經由展出內容可以了解到植物是陸生生

態系的最主要生產者，種子植物則是最優勢

的類群，種子植物約在 3億多年前出現，而

現存各式各樣的植物種子，就是演化的成功

例證，現存種子植物已記錄超過 30萬種，

會結出各式各樣的果實和種子，不但可適應

各種不同環境、達成傳宗接代的任務，還展

現了植物拓展生存疆界的無比巧思，有些植

物還能利用水力、風力、甚至動物來傳播種

子。現場展示約 3億年前的種子蕨，種子

蕨具有蕨類形態的營養體和相似裸子植物的

生殖構造，推測是地球上最早形成種子的支

系，但它們在數千萬年前滅絕了，現存的則

為無果實構造的裸子植物和有果實包覆的被

子植物。

而糧食是人類和種子間最重要的互動關

係，食糧作物近年來十分受重視，也愈來愈

常出現在科學教育與永續經營的議題之中。

展覽將解說在臺灣的種子糧食育種與品種保

護觀念，尤其稻米是臺灣人長久以來的主要

糧食，臺灣原住民更是在 3,000年前就開始

栽種稻米。除此之外，100多年來，前人的

研究造就了臺灣特有的蓬萊米，而育種的過

程現仍持續進行。

目前經常被人類利用的植物已經超過

1,000種，甚至很多我們還不知道用途的植

物，卻在人類的開發中逐漸消失，人類在反

思永續利用之時，著手開始大規模的保存這

些種子，這也是百籽千尋特展的訴求，思考

自己消耗自然資源的下一步。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