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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靜佳  

 

 

教育部「全校性閱讀書寫課程推動與革新計劃」在本校由駱育萱老師主持，已實

施兩年。第一年參與的八個班級，期末曾由老師指導，同學編輯，製作成果作品集《

心頻》。第二年的計畫，共六位老師參與

，課程的自主性更高，但都有一定的書

寫分量。筆者忝為計畫一員，在整年的

課程後，仍仿前例挑選學生作品，並讓

有興趣的同學參與編輯，完成一班的成

果；內容豐富度雖不如多班精選，但因

是同班同學，親切感與紀念性更高。新

鮮人的生涯，平常課程的討論報告、書

寫作業能化為一本具體留存的小書，能經由文字更進一步認識同窗、觀摩佳作、回味

點滴……，這樣的經驗相當可貴。記得通識電子報曾有意由教師推薦，選入同學作品

以為鼓勵，但筆者認為，年輕世代多在網路流連，電子報的形式雖然便利，對學生反

而沒有太大的吸引力；反之，紙本閱讀看似沒落，但可觸摸的「書本」仍有一定的「

價值感」（更何況自己的文字也在裏頭）。倘若未來沒有計畫奧援，希望校方能夠評估

補助有興趣施作的教師，以有限經費為師生創造不同的教/學記憶與成果。 

                                                 
 周靜佳，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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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對當下時間的快慢感受不一，但若是停步回首，對於已逝的時光，則多半

覺得恍如瞬間。101 學年，同學作為大學新鮮人的這一年，也就這樣如風走過；很慶幸

有一本冊子《存在‧存載》為計畫課程留下足印。 

還記得「閱讀．舒寫．心主張」嗎？如果閱讀不是死

啃教科書來考試，寫作不是填塞記誦的文句，那麼「心」

就會活起來吧！為自己閱讀，說自己的故事，你會發現從

小到大所經歷的，彷彿微不足道被忽略的點滴，或許才是

你之所以成為你「獨一無二」之所在。生命雖還年輕，但

只要你願意細細檢視，透過感官的帶領，回溯記憶的倉庫

，悲喜如在眼前，歌哭猶然可聞，連氣息味道也都能召喚

回來觸動心靈。更何況還有你成長的地方、家人跟朋友，

還有你曾為之瘋狂的興趣嗜好、為之難眠的夢想疑惑……

。請記得「真人圖書館」的活動，確認自己絕對可以是一

本豐富的書，過去的你不單是上課補習的考卷分數，未來

的你也不只是上班打卡的賺錢工具而已。教育部推動「閱讀．生命．書寫」課程，便

是要回到「生命」的主題，透過閱讀與書寫，讓你能夠理解他人、表述自己，這也是

語文真正的功能，所有學習的出發點。雖然在強調影音、著重貼圖的時代，許多同學

離不開一面或大或小的螢幕，讀寫的文字也只剩隻字片語；或是認為社團打工的實務

更重要，行萬里路勝於讀萬卷書。但我相信，只要不失去文字的胃口，不管在哪個領

域，一旦你願意好好面對自己，認真思索，經由不斷地跨越與尋找，「閱讀―越讀―悅

讀」，你終有機會跨回文字的世界。猶大諺語有言：「如果不讀書，行萬里路也不過是

個郵差。」就像郝明義說的，對文字進行「壓縮」與「解壓縮」，也就是對你自己人生

深度的經歷與體會。而我更喜歡引用楊照〈在閱讀的密林中〉所說：「閱讀引發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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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又帶來更大的閱讀欲望，這是人生最美妙的循環。」 

謝謝所有同學分享的故事，謝謝編輯的投入。這本冊子只是一個開始，一個提醒

，邀請你進到這美妙的循環，不斷不斷為你自己寫下精彩的生命故事！ 

 

 

編輯過程，原希望邀請導師來寫序，但因時間匆促而作罷；書成之後與導師分享

，間接促成導師對課程、對同學的了解。而協助課程的 TA 以及參與編輯的三位同學，

也分別寫下了自己的感想。皆附列以為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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