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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閱讀是一場無限遊戲推動閱讀是一場無限遊戲

彭冠綸

雲林縣土庫鎮立圖書館館長

在圖書館工作的我們，常常將自己的工作限縮在圖書館這個建

築物裡面。經過這些年在圖書館工作的經驗，我認為閱讀推廣其實

是超越圖書館建築而存在的。推動閱讀是圖書館的主要工作，但圖

書館並非唯一的參與者，而是有許許多多的參與者。

我在賽門西奈克《無限賽局》這本書中，學到了一個觀念：

關於「有限遊戲」與「無限遊戲」。所謂「有限遊戲」是既定、已

知的玩家，有固定的比賽規則，達成目標比賽就結束；所謂「無

限遊戲」是未知或已知的玩家，沒有明確的規則，比賽也沒有真

正的結束。

舉例來說，「有限遊戲」比較像是我們一般認知中的競賽或考

試，像是奧運會、升學考試，選手和考生是已知玩家，有固定的比

賽規則，達成目標就比賽結束。而「無限遊戲」比較像是我們的人

生，我們人生中會遇到未知或已知的玩家，人生沒有明確的規則，

健康、金錢、家庭，每個人重視的不同，很難分出個勝負和高下。

圖書館的有限遊戲與無限遊戲

如果說把「有限遊戲」與「無限遊戲」套用在圖書館的工作

上，你覺得推廣閱讀比較像是有限遊戲還是無限遊戲呢？我認為如

果把圖書館工作當作有限遊戲，那就是我們各圖書館的年度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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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內的圖書館是已知玩家、遵守共同的評鑑項目，評鑑結果出爐

就比賽結束，大家下次再進行下一回合。

我認為閱讀推廣其實更像是無限遊戲，遊戲的玩家可能是已

知，也可能是未知，除了圖書館之外，學校、補習班、社區、醫療

院所、非營利組織等等，都可以是共同的玩家；正因為玩家不同，

因此沒有明確的規則，每個地方都可以有屬於自己的合作方式；閱

讀推廣這件事，好像也沒有可以拍胸脯保證任務完成的一天，這是

一件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事。

因此，在我看來圖書館的工作，其實更像是一場無限遊戲。除

了圖書館內部之外，我們更應該主動伸手向圖書館外部，尋求可以

合作的資源，讓更多玩家一起加入推動閱讀的行列。

圖書館走入校園-下課十分鐘

學校是圖書館最常合作的場域，但大部分圖書館和學校的合

作，僅止於走入校園辦理閱讀推廣活動。這是和學校合作的其中一

種方式，但我認為可以再創造更多可能性。

以我所服務的圖書館為例，圖書館比鄰土庫國小，圖書館除

了大門之外，甚至開了一個側門直接通往校園裡面。也就是說學校

的學生不需要走出校園，就可以直接透過圖書館側門走進圖書館裡

面。因此我們主動和學校合作「下課十分鐘」的計畫，學校下課十

分鐘的時間開啟側門，讓學生直接進入圖書館，讓公共圖書館的資

源在學生上學的時間就可以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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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下課十分鐘學校開啟側門直通圖書館 圖2 學生上學時間也可以利用圖書館資源

我們也協助校方全校辦理借書證，讓每個走進圖書館的孩子，

都有把書借出去的權利，我認為這是「閱讀平權」的開始。除此之

外，我們也主動告知校方，如果班級有認識圖書館的需求，需要做

圖書館資源利用的介紹，我們也很樂意為大家服務。圖書館資源介

紹就像是一張圖書館的導覽圖，讓孩子知道該怎麼使用圖書館。

閱讀書箱bookpanda

在圖書館工作的我們，都期待有更多人走進圖書館，更多人

把書借出去。但這種思維卻將我們限制住，將借閱的主導權交出

去。如果轉換一下思維，如果人不走進來，我們能不能主動把書

送出去呢？

「書本沒有腳，但我們有。」

因為這個小小的轉念，我想到了「bookpanda閱讀書箱」的

方式。如果讀者不走進圖書館，我就把圖書館的書到讀者所在的場

域。我們將圖書館的書一箱一箱裝好，送進學校裡面，讓那些沒有

機會走進圖書館的孩子，也有機會可以閱讀到圖書館的好書。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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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想看書的時候，自然會再走進圖書館裡面。

圖3 閱讀書箱-bookpanda送進安親班

一開始我們合作的對象只有學校，後來發現補習班、安親班

也有同樣的需求。仔細想想，現代的孩子除了在學校之外，花最多

時間待的地方就是補習班和安親班。在功課寫完沒事做的時間，如

果可以在補習班和安親班閱讀到圖書館的書，不是很好嗎？尤其是

中低年級的孩子，他們在補習班和安親班的時間可能遠遠超過在學

校的時間。

和補習班合作創造了補習班、學生和圖書館的三贏。對補習班

而言，不需要由班主任自掏腰包買書，書本看過了、舊了就沒有人

再去翻閱，而是可以定期跟圖書館換新書回去閱讀；對學生而言，

在安親班的時間就可以閱讀到圖書館的書，不需要等周末父母帶他

們來圖書館；對圖書館而言，大大的提升了圖書館的借閱率，讓圖

書館的館藏可以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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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學校資源-圖書館策展、社團課程實戰

和學校合作可以有很多種形式，除了書本之外，我們可以讓圖

書館變成一個作品展的場域。現在圖書館越來越注重策展，然而大

圖書館有空間策展，但鄉鎮的小圖書館卻沒有。

火星爺爺曾說：「向沒有借東西。」

我們沒有辦法策很大的展，但我們可以策小朋友的作品展。孩

子們在學校的作品都可以放在圖書館的小角落，成為圖書館策展的

素材。用在地學童的作品策展還有意想不到優點，對學生來說作品

不只是交作業打分數而已，而是可以放在圖書館被更多人看見；對

圖書館而言，孩子們會帶家長來圖書館參觀自己的作品；對學校而

言，這也是教學成果的一種展示。

圖4 和土庫商工廣告設計科學生合作

性平書展
圖5 馬光國小附設幼兒園作品展

除了策展之外，我們也可以結合在地學校的資源，比如說學校

的社團、科系等等。像是我們和土庫商工廣告科合作，由學生設計

海報，由圖書館提供書籍共同策主題書展。又像是學校有特殊的社

團比如茶藝社，我們就邀請茶藝社的社團老師和學生，一起來圖書

館為社區民眾上一堂茶藝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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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土庫商工茶藝社來圖書館上一堂茶藝課

這也創造了學生、學校和圖書館的雙贏機會，對學生而言，玩

真的學更多，在學校內的社團時間都是練習，走出校園的實戰才是

真實的學習；對學校而言，讓學生的成果有一個展現的舞臺，也和

社區有連結；對圖書館而言，我們獲得了免費的專業資源，讓圖書

館課程更加豐富。

更多合作機會-醫院、企業、NGO團體

我們常說圖書館沒有資源，沒辦法做事。我認為除了內部的資

源之外，我們也要積極媒合外面的資源。因為有許多機關團體，他

們有的是資源，卻找不到一個可以投入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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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我的圖書館開始和醫療院所合作，他們有專業的醫師，他

們很希望走入社區做衛教宣導，卻找不到場地，不得其門而入。圖

書館就是很好的場域，平常找醫師對我們來說很困難，醫師的時間

很難約，對我們而言也是不得其門而入。透過和醫療院所的結合，

馬上就可以創造雙贏的局面。

圖7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合作健康講座

我們也曾和南方創客基地合作，他們接了政府部門的計畫，有

經費、有師資可以辦理各項的創客課程，也是苦無合作對象。這時

候圖書館又是個適合的場域，請他們將專業的師資、設備直接搬進

圖書館裡面，圖書館馬上變身自造工廠。我記得那次修理電風扇和

修理電鍋的課程，廣受居民好評，大家紛紛帶上家裡壞掉的電風扇

和電鍋，跟著老師的步驟自己動手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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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南方創客基地合作-維修大同電鍋 圖9 南方創客基地合作-維修電風扇

我們也嘗試和早期療育團體合作，一般有需求的民眾不一定敢

直接去尋求專業資源，透過圖書館這個完全去標籤化的場域，讓家

中有孩子的父母了解兒童發展的知能，讓他們知道有需要時可以去

哪裡尋求資源。

圖10 早療服務據點合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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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我認為這些都是圖書館的價值所在，書本只是知識的其中一種

載體。圖書館辦理的各項課程都有它的價值，只要每個走進圖書館

的參與者能從其中帶走些什麼，那麼圖書館就有存在的價值。

我們應該把眼光放遠一點，不僅僅看報表上的數字，不僅僅

看一個年度的評鑑，而是用無限遊戲的思維看待圖書館的工作。

保持開放的心態，接受和不同單位合作的可能性。用共好取代競

爭，共享、共創、共好，一起把閱讀的餅做大，創造一個正向的

閱讀生態。

每一間圖書館所在的地方不同，所擁有資源也不同，當我們展

開合作的時候，每一間圖書館都有不同玩家、不同的規則。因此我

認為在無限遊戲的思維下「每一間圖書館應該都長得不一樣」。也

就是說我們的優勢不在於跟別人一樣，而在於跟別人不一樣。無論

你身在哪個圖書館，一定有一件只有你能做的事。

你或許擔心如果我都注重跟別人合作，自己的表現會不會越來

越差。相信我「一個在無限遊戲的成功者，在有限遊戲的表現也不

會太差」。推動閱讀是一場無限賽局，你準備好一起玩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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