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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ing in the Internet Age

　　除了爱情，

　　没有任何事情像阅读这样让我们觉得，

　　迟来的开始也可以如此美好

　　即使爱情，

　　也没法像阅读这样让我们觉得，

　　越界之举，可以如此新奇



前言：从一艘新奇的太空船谈起前言：从一艘新奇的太空船谈起

　　二○○七年一月，报纸上有一则小小的新闻，谈的是一种有别于美国航太总署（NASA），由私人发
展的新太空船概念。我循着线索，上网去了那个新闻焦点的源头“蓝色原点”（Blue Origin），看到主事者
以这样的开头写了一封信：

　　“我们正在很有耐心，一步一步地，设法降低太空飞行的成本，以便可以让许多人都可以使用，并
且可以让我们人类更尽情地继续探索太阳系。”

　　因此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发展一种虽然装载人数不多，进入太空也只能到“次轨道”（suborbital）的
太空船，但这种太空船的突破性在于，可以垂直发射，又垂直着陆。

　　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这个名为“新谢帕德”（New Shepard）的太空计划，第一次发射了这种新
奇的太空船，虽然最高飞行高度只有285英尺（87米），但是垂直起降的模式实验成功。因此接下来你
可以看到从二○○三年开始很神秘地进行这个计划的主事者，在德州买下一块670平方公里太空基地，同
时网罗美国许多航太专家来进行这件事情的贝佐斯（Jeff Bezos），像个快乐的孩子一样在开香槟庆祝。

　　是的，就是创立亚马逊网路书店的贝佐斯。他离太空船可以每年发射52次、太空旅游的新未来，更
接近了一步。

　　我对这件事的好奇，是因为新闻里贝佐斯的名字而勾起。

　　贝佐斯大学读电脑科学，毕业后进金融业做财务分析，然后成为网路书店的先驱，这些都是大家耳

熟能详的，但是，他怎么会对太空探索感起兴趣？什么时候开始的？

　　如果知道贝佐斯高中时候，曾经以一篇名为《零重力对家蝇老化速率之影响》的论文，赢得NASA
的学生论文奖，这个疑问就解答了大半。当时18岁的贝佐斯住在迈阿密，他受招待去参观过太空飞行控
制中心回来后，接受一家报纸访问，说他将来的梦想是，在太空中建立太空饭店、主题乐园，以及太空

轨道的游艇。

　　后来，我从他接受几家不同媒体访问的回答中，整理出一份他日常跨越许多领域的阅读书单：丰田

汽车的精简生产线企管书、纳米机器人摧毁地球的科幻小说、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这是他最爱的

一本小说）、有关火箭工程的书籍。

　　他从高中就有的兴趣，如何一路跟着成长，就很清楚了。

　　阅读，有各种存在的理由及意义。其中最动人、作用也最大的，还是阅读和理想或梦想结合的时

候。

　　阅读和理想或梦想的结合，可能是像下面的顺序。

　　正因为我们无意中阅读了一本书，开启了我们对一个理想或梦想的接触、认知，发生了激动的拥

抱，从此我们对人生有了不同的想象、期待及规划。

　　阅读和理想或梦想的结合，又可能像是倒过来的顺序。

　　正因为我们对人生有了新的梦想或理想，为了往那个目标前行，从此我们对阅读有了不同的想象、

期待及规划。

　　人生的现实，与理想及梦想之间，有着巨大鸿沟的界限。

　　是阅读，让我们有机会跨越这个界限。



　　是因为我们想跨越这个界限，使得阅读有了不同的作用。

　　阅读之所以华丽，正在于此。那个18岁迈阿密的孩子一路走来，只是一个例子。

　　我们置身人类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丰饶的阅读时代。

　　以书籍来说，中文每年就有将近二十万种的新书（含简繁体字），无所不有。何况还有无数方便可

得的外文书籍。

　　以网页来说，全世界又以难以计测的速度在分分秒秒地诞生着新网页，还别提那许多转发的email、
讯息。

　　面对全球化的商业环境，有人说，世界是平的。

　　但是在阅读的世界里，可不是。世界正在无声无息，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拉开阅读高低不平的差

距。

　　因为需要阅读，可以阅读的东西无穷无尽，无所不在，而一个人每天二十四小时则是唯一不变的常

数，所以每个阅读的人都可能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局促于一些界限之内。

　　界限，可能是考试教育锁定教科书与参考书所形成的。

　　可能是中、大学长达十年时间阅读胃口的影响所形成的。

　　可能是踏入社会后的现实压迫所形成的。

　　可能是对于“网路”与“书籍”一些既定印象及使用习惯所形成的。

　　可能是从没有意识过这些界限的存在所形成的。

　　可能是从没有想象过阅读可以帮助我们跨越哪些现实与理想或梦想的鸿沟，而形成的。

　　《二○○一：太空漫游》的作者亚瑟．克拉克，在书中如此描绘太初时代的原始人：

　　（他们）硬是和同伴嚼着各种浆果、水果和树叶，顶过饥饿的痛苦──就在他们为了同一批食料而
争抢不已时，环绕四周的食源之丰富，却远超出他们的想头。然而，千千万万吨多肉多汁、徜徉在大平

原和灌木林里的动物，不仅超出他们能力所及，也超出他们想象所及。他们身处丰饶之中，却逐渐饥饿

至死。

　　我们已经很熟悉Winner Takes All. “赢家通吃”的说法。其实，只要把“Winner”替换为“Reader”，另一句
话就是今天的写实──Reader Takes All. Or, Nothing.

　　是的，Reader Takes All. Or, Nothing.

　　在网路与书籍交互激荡出绵延无垠的密林之时，只有懂得超越界限的读者，才能尽享广阔天地里的

一切丰饶，否则，局限于既有观念与习惯，只能茫然失措，和那个“身处丰饶之中，却逐渐饥饿至死”的
原始人没有什么不同。

　　这本书拿贝佐斯的故事来开头，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是，由于贝佐斯个人的经历，比较适切地点出我想要说一个“越读者”，也就是习于越界阅读者
的特点。

　　坏处是，可能会让人误会，这又是在强调如何学习成功人士的阅读之道的书。

　　没有。这本书要说的并不是这些。



　　我要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对阅读一直充满了太多困惑。

　　我从小生长在韩国。在华侨社会里，中文阅读的选择很贫瘠，那时最大的困惑就是怎样才能在周边

的环境里搜寻到可读的东西，怎样才能跨越那个环境的局限。

　　高中毕业，跨越重洋来台湾读大学后，饥渴地抓到什么都读，乱读了一通。美其名曰兴趣广泛，但

不免时常看着满书架的书，觉得空洞无比。

　　毕业后，阴错阳差进了出版业，又因缘际会地在不同类型的出版公司与杂志社之间做过各种性质不

同、职阶不同的工作，不论就身为读者的需要，还是出版者的工作需要，对阅读到底是怎么回事，又充

满了越来越升高的困惑。

　　1990年代，网路出现了。网路与书籍的界限，以及相互越界的混沌，把我的困惑搅动得更混乱了。

　　幸运的是，我在四十四岁那年，有个机会把我多年来在这些困惑中的思索，做了印证，也有了点归

纳。接下来的七年，我跟着自己的归纳，一路做些实验，也一路展开更多的摸索。所以现在写在这里的

内容，只是一个不断进行一些越界尝试后的读者，希望给同样困惑的别人，一些或许可供参考的心得；

只是一个自己受益于阅读，不断尝试跨越人生一些现实界限的人，一些或许可供参考的心得。

　　这是个越界的时代。人类和动物的器官在越界，太空探索和旅行在越界，所有梦想在越界。而越界

的起因，正在于知识与阅读的越界。

　　阅读不再是皓首穷经，阅读不再是闲情逸致。

　　阅读不再是有目的，阅读不再是无目的。

　　阅读不再是功利，阅读不再是品味。

　　阅读不再是文字，阅读不再是图像。

　　阅读不再有网路与书籍之分，阅读不再有博士与高中生之分。

　　这是一个没有越界阅读，就不成阅读的时代。

　　不论错过了多少机会，不论多么晚开始，阅读都在等着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机会。何况在这网路时

代。

　　这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越读者时代。

　　这本书里说到的“你”，主要是一个作者和他一路摸索的读者身份在对话。

　　“蓝色原点”计划有一句拉丁文标语：“Gradation Ferociter”，意思是“一步一步前进，摆脱一切牵绊”。



Part 1 学校带来的一些困惑学校带来的一些困惑

　　两个人的经验　　两个人的经验

　　为什么一个整天和书为伍的人，要到四十四岁才明白阅读是怎么一回事？

　　有时候，谈话延长那么一点，是好的。

　　一九九八年年底，我和一位译者，在来来饭店的咖啡厅讨论一份书稿。熬过了漫长的一个下午，我

们的话题有机会转到一个轻松的方向，聊起一部叫作《益智游戏》（ Quiz Show）的电影。

　　一九五六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英姿焕发的年轻教授，查理．范多伦（Charles Van Doren），
参加一个叫作《21点》（Twenty One）的对决型益智奖金节目，连续拿下十四周冠军，创下五千万人收
视的纪录，轰动全美。他不但累积了惊人的奖金，上了《时代》杂志封面，还在固定节目里谈十七世纪

的诗、谈几何学，成为风靡大众的媒体明星。然而两年后，有人开始检举《21点》作弊，节目内容事先
有套招。主办单位和范多伦先是都否认，但随着司法单位的调查节节升级，最后连国会都召开了听证

会，范多伦终于承认他“介入此事甚深”，无数支持他的观众为之哗然。

　　美国从此因为这个丑闻而形成一个规定：电视节目不得再由单独一家广告主赞助，以免独家广告主

为了收视率而操控节目。今天我们熟悉的、电视广告划分为多少秒单位的模式，才由此出现。这个丑闻

在20世纪的美国电视发展大事纪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那天我在聊天中得知，范多伦被哥伦比亚大学解聘后，如何又蒙艾德勒（Mortimer J. Adler）收留，
以及他们两人后来的故事。

　　艾德勒在美国学界和出版界都是个传奇性的人物。早年因为想当记者，所以辍学去报社打工，后来

为了改善写作，去上大学的夜间部课程。这时他读到了一本书，十九世纪英国重要的思想家弥尔（John
Stuart Mill）的自传。知道弥尔竟然是在五岁就读了柏拉图的书之后，艾德勒不但从此为哲学着迷，也开
始了他在大学的正式求学。（不过因为他拒绝上体育课，所以没能拿到学士文凭。但是他留校任教，最

后拿到了博士学位。）

　　艾德勒除了任教，写过第一版的《如何阅读一本书》（How to Read a Book）之外，还以主编过
《西方世界的经典》（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以及担任一九七四年第十五版《大英百科全
书》的总编辑而闻名于世。

　　查理．范多伦和艾德勒一起工作后，一方面襄助艾德勒的工作，一方面把《如何阅读一本书》原来

的内容大幅修编增写，因此，今天我们读到的《如何阅读一本书》，作者是由艾德勒和查理．范多伦共

同领衔的。

　　我因为对范多伦故事的好奇，而去买了《如何阅读一本书》。几个日夜一口气读完那本书之后，最

后不只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解决了我对阅读这件事情思考许久的疑团，也有了许多强烈的感触。

　　其中之一，是羞愧之心。我是个做出版工作的人，成日与书为伍，结果到那个春节前的两个月才知

道这本书，到自己四十四岁这一年才读这本书，几乎可说无地自容。

　　为了让别人有个参考，不必浪费这么多时间，我在台湾商务印书馆任内决心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

也成了合译者之一。之后在那本书的译序里，我不免惋惜地提到：“如果在我初高中青少年时期，就能
读到这本有关如何读书的书，那我会少走多少阅读的冤枉路？”

　　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朱敬一，在他《给青年知识追求者的信》一书的作者序中，也讲了他的一



段心路历程。

　　他先说了自己大专联考时，只是对照前一年的联考录取分数，胡乱填写了志愿卡，进了台大的商学

系。“不仅念大学科系是懵懵懂懂的，连我出国念博士、回国做学术研究，都是偶然的因缘。”

　　朱敬一在二十九岁那年就读取了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博士，“但坦白说，一直到三十几岁，我才真正
理解经济学与其他学问之间的关系。我三十岁起在台大与中研院教书、做研究。然而究竟什么是研究？

知识探索究竟要经历些什么过程？研究者究竟在追求什么？这些问题也是几经折腾，才理出个头绪。”

　　因此，他说：“如果我自己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能领悟个中道理，别人是不是也可能有类似的迷惘
呢？年轻人如果因为迷惘而有扭曲的认知，或是做出错误的决定，不是很可惜吗？”

　　我大学和朱敬一同系不同组（他工商管理，我国际贸易）。我进商学系，也是胡乱填写志愿的后

果。毕业后，阴错阳差地进了出版业，从此生活和生命都和书籍联结在一起。

　　两个成长背景天南地北，同一年读了同一所大学的人，毕业后一个在学术天地里摸索了十多年才明

白知识探索究竟要经历些什么过程，一个要在出版世界里颠簸二十多年才体会到阅读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里面也许有巧合的因素，但也可能不只巧合，还有一些必然的因素。

　　可能，在我们的周遭，对于阅读，对于知识探索，大家有着共同的困惑。──这个困惑，不因为他
是否已经拿到博士学位，或是否已经出版过多少种书籍而有异。

　　所以，我们不能不思索：这个共同的困惑，是怎么出现的？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共同的困

惑？

　　中学的　　中学的“我考故我在我考故我在”

　　一个国三学生自杀的背后

　　二○○四年有一则新闻报导。

　　有一个家庭父亲在营造业工作，母亲在当教师，国三的独子在学校品学兼优。一天父亲看到儿子在

屋子里看小说，把他训斥一顿。儿子受不了训斥要出去，父亲不准，要他打电话给母亲。母亲在电话里

说了几句，儿子在电话这头回嘴，说父母的要求太高了，为何不能让他有自己的读书方式。父亲认为小

孩讲话没礼貌，打了他两个耳光。儿子随即进了屋子甩上门。等父亲听到外面“砰”的一声，儿子已经跳
楼了。

　　非要把少年人看的书分成该看的与不该看的，让一本小说闹出这种事，是个令人唏嘘的新闻。但更

令人感慨的是，我们社会对待阅读的功利态度，怎么如此根深蒂固。

　　过去长时间的中国历史里，因为科举制度的影响，大家重视的并不是阅读，而是可以帮你通过科举

考试，光宗耀祖的书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说的就是这个。

　　中国文化里，总是爱把考试用的“经书”和其他的书作一区分。在科举制度之下，“四书五经”的重要
性被摆到了最高的位置。读这些经书的方法，也就越来越“标准化”：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齐整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
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

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

　　这是宋朝的大儒朱熹所写的读书之道。

　　“经书”被供上庙堂，同样在宋朝当过宰相的王安石研读医药之书，都要称之为“小说”，就更别提其



他的书籍了。因而，我们的父母不懂得如何处理子女读的“小说”问题，其来有自。

　　二十世纪之后的台湾，科举没有了，可是出人头地的需求仍在，企图透过对某些书籍的特别重视，

来通过考试的习惯，仍在。

　　因此，我们的学校教育，尤其从中学教育开始，不会教我们如何处理“阅读”，而只是教我们如何处
理“课本”─有助于提升考试成绩的课本。

　　中研院副院长曾志朗说：“阅读是教育的灵魂。”这句话对中学教育，应该更有特别的意义。

　　所有的父母与师长都知道，进入中学的孩子，也进入了身体发育的阶段。一年前的胖冬瓜，一年后

就可能挺拔俊秀。一年前的丑小鸭，一年后就可能出落得亭亭玉立。孩子的成长，充满了各种令人惊喜

的可能。因此，我们万般呵护地注意他们的饮食是否均衡，吸取的营养是否足够，并以他们近乎突变的

成长与茁壮而自豪。

　　我们如此看待孩子身体的发育，但是对待他们心智的发育，则往往不然。

　　我们很容易忘记，中学生的心智，也进入了一个发育的关键期，而阅读，又是心智发育的关键因

素。这时的他们，已经脱离幼年必须父母陪伴读书的阶段，也被小学阶段提供的基本词汇充实了自行阅

读的能力。如同身体的成长已经让他们渴望可以独立行使，心智也是如此。所谓少年人“血气方刚”，所
谓少年人之所以会有“叛逆期”，不就是因为他们在呐喊，他们也有自己对人生、对环境、对世界的意识
与思想，需要给他们一个自我探索的空间？

　　中学阶段的教育，趁着一个少年人对自己心智力量的探索产生好奇的时候，我们本应该提醒他，阅

读对他的心智力量，是多么便利又有力量的养分来源。

　　我们本应该提醒他，在阅读这件事情上，教科书有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作用。

　　我们本应该适时地提供他一些刺激，鼓励他前行──阅读有哪些花香鸟语之境，阴幽暗黑之地，总
要他亲身体验过才是。

　　然而，我们的中学教育，不让这些事情发生。

　　如果一个少年人在他心智最重要的六年关键成长时期，只懂得用“悬梁刺股”的方法，来读他需要标
准答案的考试用书，又有什么不好呢？有人会问。多少人还不是这样读了大学，走上社会，在社会上有

着优秀的表现？

　　是的，你可以说没什么不好，如果你不觉得下面这些问题有什么严重的话：

　　第一、没法认清教科书与参考书的本质。

　　教科书与参考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教科书，是近代有了学校体制后，对学生心智成长所提供的浓

缩维生素；考试参考书，是刺激考场上肾上腺素分泌的兴奋剂。至于补习班？那不过是提供大量兴奋剂

的秘密派对。

　　兴奋剂当然有助于你冲刺考试，但，改变不了那是兴奋剂的事实与本质。

　　没有父母会要自己的子女在发育成长阶段的六年时间里，只以各种维生素过活，并且以整天要他们

参加提供兴奋剂的派对为乐为荣。但是在对待自己子女心智的成长上，却很容易如此。（请参阅本书74
页）

　　第二、 破坏了其他阅读的时间与胃口。

　　教科书加上应对“考试题型”的参考书，在一个中学生生活里占这么大比重之后，他很难有时间再做
其他阅读的探索。即使有，也很容易摆荡到另一个极端。



　　几年前，一个电视节目访问两位北一女的高中生，谈横山光辉的《三国演义》漫画。两个女学生兴

高采烈地谈了她们有多喜欢之后，主持人问她们：“那你们看过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吗？”

　　她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考试的书都看不完了，谁还有心情再看别的文字书啊。”（你只要把横山光
辉的《三国演义》漫画替换为一个网络游戏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今天的情况。）

　　第三、 破坏了他对人生的想象。

　　对一个心理上刚准备探索这个世界的少年人而言，他应该明白，如果他所好奇的人生是个最大的

圆，那么阅读是许多中圆里面，可能最大，也可能色彩最缤纷的。至于学校教科书，则是这个中圆里面

许许多多小圆中的一个而已。

　　但是现在台湾的实况是，我们在告诉少年人，最起码在他这六年中学的时间里，他人生最大的圆就

是学校的教科书。这个大圆里面有很小的一个圆可以是他的课外阅读。然后小圆里又有一个更小的圆，

剩下来留给他当作对未来的好奇与想象。

　　当一个少年人对人生未来没有多少好奇与想象的时候，的确，阅读考试用书以外的书，对他也没有

多大吸引力了。

　　中学生的课本里，有说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但是父母和师长要他做的，却是“我考故我在”。

　　　　“由你玩四年由你玩四年”的大学的大学

　　不该松散时候的松散

　　过去一试定终身的联考时期，学生熬过了中学六年，终于得以考进一所大学时，终于可以摆脱跟教

科书与参考书的纠缠，有松一口气的机会。因而大学university又有“由你玩四年”之称。

　　这样，在台湾，进了大学之后，许多人倒是有了机会可以读一读自己在中学时没能得以接近的书

籍。大学固然也有教科书，但是广泛地阅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倒就算不是天经地义，也是名正言

顺。

　　我曾经这样以为。

　　二○○一年，Net and Books 的主题书《阅读的风貌》针对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三个地区20岁以
上的民众做过一次阅读调查。这次调查有美国加州州立大学Fresno分校心理学教授勒范恩（Robert
Levine，《时间地图》一书作者）参与。

　　那次调查有一个题目是阅读的动机。调查发现，在阅读动机中，“训练独立思考能力”的因素，普遍
不受重视。而（大）学生阶层因为“无聊／打发时间”的因素而阅读的比例，甚至比其他职业阶层更多。

　　看了调查分析，勒范恩写了封email很好奇地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的大学生的阅读动机里，有
那么高的“个人兴趣”？还可以为“无聊／打发时间”而阅读？

　　我也很好奇地反问他：“这有什么不对吗？”

　　他回答：“在美国，大学生连教授指定的读物都读不完了，没有什么时间读自己个人感兴趣的读
物，更何况是为了无聊／打发时间。”

　　那时，我才认真地思索台湾和美国的中学生与大学生，在阅读这件事情上重点顺序怎么正好形成对

比，以及其可能的后续影响。

　　台湾在考试制度之下，中学六年，学生被老师塞了整整六年的教科书与考试用书，所以上了大学，



尽管也有课业被当的压力，但基本上是进入紧缩后的放松状态。因而可以随意阅读。

　　相较于我们，美国中学生的六年处于相对放松的状态，相反地，你一旦决定要进大学，大学经过前

一两年的通识教育之后，接下来的主修课程，却是真的要你有major（主修）的阅读。否则，何必进大
学？

　　因而，费迪曼（Clifton Fadiman）在《一个年轻作家的读书经验》中写道：“过了十七岁以后（有的
人稍后一二年）就是书来选你，而不是你去选书了，你必须在某种限制之下去读书，阅读成了一种计

划，成了大学课程中的一部分，或成为获取某一种学识的工具……。”

　　很讽刺地，在台湾，不知到底是幸还是不幸，我们的学校却少给学生这种压力。这样，加上大学生

大多由于考试分数的分配，而不是基于自己真正兴趣而进大学的某个科系，于是也欠缺了主动积极求学

的意愿。

　　二○○七年一月底，图书馆界举办了一场有关阅读的研讨会，其中有关大学生的阅读习惯部分，可
以看到“以休闲及通俗读物为主；极少阅读经典名著；极少阅读专业性、学术性的书籍”（詹丽萍）的现
象归纳，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台湾大学生，在阅读这件事情上还面临另一个更隐形、但事实上更严重的问题。

　　整个二十世纪，是科技爆发的世纪。科技爆发之下，大量的学科在新生，在分化，在细化。因而全

世界的大学教育，都在为学问的细化与窄化而苦恼。这也是美国大学教育的前面一、两年要加强补充一

些通识教育的原因。

　　台湾大学生面临的学问的细化与窄化的问题更严重。

　　他在延续着近百年来中学、西学之分，理科与文科之分的教育体制与环境下，即使进了大学，得其

所哉地成为一个深爱阅读的人，也很可能成为一个中学、西学之分，理科与文科之分的牺牲者──文理
学院之间的阅读根本不同不说，即使是同样的文学院之间，中文系与外文系的阅读也可能无所沟通。

　　也正因为阅读的细化与窄化是如此地严重，所以更麻烦的是，一个人的阅读很可能眼界有限。如果

说知识是一座密林，那么我们很容易因为被幽禁于囚屋之中太久，才不过走出囚屋，活动了一下身体，

就把山谷里的光景感叹为广阔天地。

　　社会化阅读的好处与坏处　　社会化阅读的好处与坏处

　　Read the Word 与Read the World终于有机会结合

　　台北市长郝龙斌接受《天下杂志》访问时，谈了一段他的回忆：“我印象深刻，台大毕业那天，坐
在旁边那位女生对我说，‘今天毕业，我这辈子再也不需要读书了。’”

　　郝龙斌说，那句话对他是个shock（震惊）。

　　我也有过一个类似的shock经验。

　　我是在韩国生长到来台湾读大学。

　　中学期间，有一位女同学，个子高高的，身材瘦瘦的，脸色洁白如玉，也因此，偶尔有些羞红，也

就特别明显。

　　在班上，她像一个无声的人，总是在安静地读书，最多，和一两位女同学浅浅地笑谈，从不曾记得

她和任何男同学说过话。她是用功读书的代表，高三的时候，辗转听到她家人怜爱又自傲地说她几乎一

整年都没上床睡过觉。而她的考试成绩，总是最好的，包括大学入试的那一场。



　　来台湾，她也是读台大。大学四年，她仍然没有和我们这些韩国来的同学有什么接触。偶尔在台大

校园看到她，也总是微微地点一下头，看得出她不是忙着去上课，就是去图书馆之类的。她不像我们这

些同学的松散，仍然在全力以赴。

　　大学毕业之后，听说她又去美国留学了。因为她从来都像一个无声的影子，所以要到好多年之后，

和其他朋友聊起来，才突然想起问问她的近况，是否已经成了一位学者。

　　被我问到的朋友瞪大了眼睛：“你不知道？她去了美国之后，就不再读学位了。”

　　轮到我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那么一个爱读书的人！”

　　这位朋友告诉我，去了美国之后，这位从小就一路最乖的女儿和学生，就声明她不再读书了。她从

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在满足母亲对她的期望。而她拿到了美国的留学签证后，认为自己的义务已了，

已经对母亲有所交代，所以她不再想当别人眼中那个只会用功读书的好学生，她要当自己了。以前的

她，根本不是她想当的她。

　　朋友说：“你现在看到她，非常活泼，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人。”

　　几年后，我在美国见到她。的确。她没变的是那高高瘦瘦的身材，洁白的脸庞，然而变了的是，那

爽朗的笑声，那有力的握手，那直接和你对望的眼神。

　　我从没有听她自己叙述过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心路历程。虽然我极其好奇，但多年中几次见面，从没

敢问。一个到二十二岁之后才来的人格释放与解放，有其值得欣慰之处，但，总有其辛酸。

　　英文世界里，把“Read the Word”（阅读文字），和实际历练人生的“Read the World”（阅读世界）并
称。意思是：每一本书都可能是一道窗户，改变我们对世界观望的方向；或是一道门户，改变我们人生

真正走出去的方向。有了阅读的“窗户”与“门户”，又有因此起而行的行动，人生可能的走向，因而丰富
起来。

　　从中学（现在可能从小学）起，台湾的学生在考试制度的压力下，太容易把读书和考试画上等号。

一旦读书和考试画上等号，考试结束后，读书就是一个弃之惟恐不及的东西了。

　　由这一点，格外可以看出今天我们的考试教育，和中国一千五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有多么根本上的

相通。清朝雍正年间官至两湖总督的陈宏谋所说：“每见读书之人，与未读书者无以异……竟似人不为
科第，则无取乎读书；读书已得科第，则此书可以无用矣。”是最好的总结与预言。

　　台湾的学生，阅读在中学六年这应该是自由自在的阶段被窄化，到了大学四年应该上紧发条而集中

火力的时候又找不到焦点，这些扭曲之下，等到大学毕业，许多人固然从此就和读书告别，但也有些人

这才真正有机会把Read the Word与Read the World结合起来思考。

　　于是，“读书是改进生活、丰富生活的手段，该读些什么书要依了生活来决定选择。”（夏丏尊语）
这样一件属于阅读基本理由也是常识的事情，在我们大学毕业之前，却没什么派得上用场的机会。总要

等到我们走上社会，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作，得以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之后，才开始有其作用。

　　许多人这才开始根据自己的工作与职业，学习摸索自己的趣味或修养，体会到自己阅读的不足，企

图从头建立自己的阅读习惯与方法。

　　这，有有利的面向，也有不利的面向。

　　走上社会，体认到自己对阅读的需要，开始渴望阅读，有不少好处。譬如：你有可以供给购书的收

入了。更重要的是，你真的是因自己的需要而开始读书了。

　　但是社会化的阅读也有两个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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