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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是全球聲學大廠董事長，

廖祿立還是「台灣閱讀文化基

金會」董事長，從當年協助

「921 震災重建基金會」建立

「愛的書庫」起，廖祿立就

不斷透過各種方式推動閱讀風

氣，希望藉此培養正向教養與

邏輯思辯的能力，為臺灣注入

「向上」、「向善」的力量。

撰文╱王明德   攝影╱蔡世豪

在
全球聲學大廠美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內

部有兩本書，這上、下兩冊總共 800 多

頁的《用心經營》，是董事長廖祿立從進入職場

到一手創辦美律以來，做人處事的心得，這些觀

點與理念多年來已內化成美律的企業文化之一。

除了《用心經營》，少有人知道的是，20 多歲

時的廖祿立為了讓臺灣學子深入了解電子元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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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閱讀的廖祿立，希望藉由

閱讀以向上的力量改變臺灣。

廖祿立在忙碌中仍抽空撰書，一

本是關於做人處事的《用心經

營》，一本是有關電子元件原理

的《電容器─性能與應用》。

1.

2.

21

理，還寫了一本《電容器─性能與應用》

這樣的「硬書」。

是什麼樣的理念讓他能在經營一家全球

企業的同時，還願意額外付出心力寫書？其

實，廖祿立寫這些書，都是希望讓社會產生

一股「向上」、「向善」的力量。像是《用

心經營》，除了記載他歷年工作的各種心得

與觀念外，也收錄了他當年給前總統李登輝

的一封關於教育的建言；至於《電容器─

性能與應用》一書，則是他年輕時看到臺灣

科技界人員對多數電子原理只知其然不知其

所以然的狀況，才下定決心要完成此書。「我

希望透過這本書，讓學生和從業人員可以真

正掌握電子的基礎技術，如此才能與當下的

工作產生連結。」

成立閱讀文化基金會 用閱讀力改變臺灣

廖祿立一生所做的，都是希望給社會傳

遞正向的力量，就像由他擔任董事長的「台

灣閱讀文化基金會」，就是期盼透過閱讀改

變臺灣。

回想起這個基金會的成立，廖祿立表

示，是由一個小石頭激起的漣漪，而在各界

有心人士的協助下，這股漣漪開始層層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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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臺灣發生 921 地震，當時的南

投縣受災嚴重，災後大人們忙於家園重建，

孩子的教育因此被忽略。時任南投旭光國

中老師的陳一誠希望可以培養孩子的閱讀習

慣，無奈苦於購書經費不足，遲遲無法推展

這項活動。這時，他想起大學時期曾在廖祿

立舉辦的「山地兒童都市之旅」擔任義工，

於是大膽寫信給廖祿立，暢談閱讀的重要性

及對於教育的想法，沒想到毫無交情的廖祿

立不僅一口同意捐贈了 20 萬元，還找上環

隆電氣共襄盛舉，解決此困境。

2005 年，「921 震災重建基金會」得

知此事也注入支援，規劃「愛的書庫」，讓

書籍可以循環運用。當 921 重建基金會因階

段性任務結束而解散時，「愛的書庫」閱讀

推廣活動卻仍持續下來，在 2006 年轉型為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由廖祿

立擔任董事長。「現在基金會的閱讀人次已

經超過 6,200 萬人次，在全臺 358 個鄉鎮市

區中有超過 350 座書庫，除了中小學之外，

長榮大學也有設點。」廖祿立補充說道。

引導數位閱讀 深化思辨能力

除了「愛的書庫」外，閱讀文化基金會

也不斷延伸閱讀模式，像是強調「攜伴共讀」

的共讀館，在 2021 年年底已在草屯破土動

工，希望未來民眾能夠透過這座共讀館，與

親朋好友一同享受閱讀所帶來的樂趣。與此

同時，身為科技大廠企業主的廖祿立當然也

體認到數位閱讀的重要性，「愛的書庫」現

在也開始提供數位版刊物。

廖祿立認為，線上閱讀已是不可逆的趨

勢，「尤其是數位化時代來臨，如果還是對

此抱持輕忽態度，未來將被時代拋在後面。」

但他也強調，數位世界繁複多元，各種內容

都有，進入時很容易被其他事物吸引，「因

此必須要有引導，政府可以透過法令做適度

規範，讓數位閱讀可以取其長，避其短。」

接著，廖祿立更指出引導對閱讀的重要

性。他以自己孫女在高二時於聯合國舉辦的

辯論比賽拿下金牌的事蹟作為例子，「拿下

好成績的最大因素當然是她自己在比賽前做

了充分的準備，但更長遠的潛因是從小在家

人的引導下培養了閱讀與思辨的習慣。」

廖祿立從年輕組建家庭時就鼓勵家人

讀書，有了兒孫之後更在家中成立各種讀書

廖祿立擔任「財團法人台

灣閱讀文化基金會」董事

長，矢志推廣閱讀。

廖祿立深信，透過引導，

能夠讓閱讀與思辨能力更

上層樓。

《用心經營》的觀點與理

念多年來已內化成美律的

企業文化之一。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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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大人看書孩子就在旁邊玩，自然就將

閱讀視為生活的一部分。」不過，他認為如

果只有閱讀還不夠，必須要讓所讀的內容與

外界產生連結，並且加入邏輯思考才能產生

思辨能力。

他強調思辨能力對於事物理解，乃至

於人生態度的建立都相當重要，「像印度就

很重視這方面的教育，一件事可以從正反兩

面不斷產生各種論述，從而看到這件事的本

質，臺灣在這方面就比較缺乏。」雖然身為

臺灣科技產業的一分子，不過，廖祿立也認

為臺灣的邏輯思辨大多應用在科技領域，較

少落實在生活層面，尤其是人與人之間的互

動交流，實屬可惜。

讓正向教養落地 打造宜居臺灣

談到思辨能力，廖祿立深信與教養脫離

不了關係。多年前，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館

長劉仲成送給他一套《溫和且堅定的正向教

養》，與一般談教養的書不同，這套書特別強

調「紀律」，這個理念與廖祿立長期以來的理

念一致，認為有些紀律是為人處世不可逾越的

部分，但臺灣多年來並沒有將之視為教育的

一部分，以至於守法守紀這部分嚴重不足。

就如這幾年他應逢甲大學之邀開設講

座，到校上課時，廖祿立常見到一旁商家的

貨車無視紅線或人行道亂停車，但如果說臺

灣人不重視旁人的感受也不對，在發生天災

時，踴躍捐款的舉止又會讓人覺得臺灣人的

熱情與愛心一點也不落人後。「因此我一直

很納悶，這個為其他人設身處地著想的動作

為何不能反映到日常生活？如果兩者可以連

結，臺灣就會是全球最適合居住的國家。」

除了《溫和且堅定的正向教養》之外，

對於培養思辨能力，廖祿立還推薦另一本書

《讓天賦自由》。他提到，臺灣早期經濟狀況

不佳，多數父母因擔心孩子未來出路，會要求

選擇被社會視為主流的學科與職業，但如今

社會富裕，尊重孩子天性的適性教育，才能

讓他們找到真正的人生價值，當選擇與學習

不被壓抑，思辨能力才有機會被培養出來。

從年輕時集結處事心得與專業知識所出

的 3本書，到後來擔任「台灣閱讀文化基金

會」董事長、致力推動臺灣教養風氣，廖祿

立一路走來的核心思想無疑是希望為社會注

入正面力量，正如他在自傳《傳誠》一書所

言：「在我們的生活中，如何展現有教養的

互動與成效，使人們更喜愛這個環境……希

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生活在有教養的寶

島臺灣，享受無上的幸福與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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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科技產業的一分子，不過，廖祿立也認

為臺灣的邏輯思辨大多應用在科技領域，較

少落實在生活層面，尤其是人與人之間的互

動交流，實屬可惜。

讓正向教養落地 打造宜居臺灣

談到思辨能力，廖祿立深信與教養脫離

不了關係。多年前，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館

長劉仲成送給他一套《溫和且堅定的正向教

養》，與一般談教養的書不同，這套書特別強

調「紀律」，這個理念與廖祿立長期以來的理

念一致，認為有些紀律是為人處世不可逾越的

部分，但臺灣多年來並沒有將之視為教育的

一部分，以至於守法守紀這部分嚴重不足。

就如這幾年他應逢甲大學之邀開設講

座，到校上課時，廖祿立常見到一旁商家的

貨車無視紅線或人行道亂停車，但如果說臺

灣人不重視旁人的感受也不對，在發生天災

時，踴躍捐款的舉止又會讓人覺得臺灣人的

熱情與愛心一點也不落人後。「因此我一直

很納悶，這個為其他人設身處地著想的動作

為何不能反映到日常生活？如果兩者可以連

結，臺灣就會是全球最適合居住的國家。」

除了《溫和且堅定的正向教養》之外，

對於培養思辨能力，廖祿立還推薦另一本書

《讓天賦自由》。他提到，臺灣早期經濟狀況

不佳，多數父母因擔心孩子未來出路，會要求

選擇被社會視為主流的學科與職業，但如今

社會富裕，尊重孩子天性的適性教育，才能

讓他們找到真正的人生價值，當選擇與學習

不被壓抑，思辨能力才有機會被培養出來。

從年輕時集結處事心得與專業知識所出

的 3本書，到後來擔任「台灣閱讀文化基金

會」董事長、致力推動臺灣教養風氣，廖祿

立一路走來的核心思想無疑是希望為社會注

入正面力量，正如他在自傳《傳誠》一書所

言：「在我們的生活中，如何展現有教養的

互動與成效，使人們更喜愛這個環境……希

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生活在有教養的寶

島臺灣，享受無上的幸福與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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