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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之火正蔓延：愛的書庫掀起蝴蝶效應 

文／鄭少凡 

本文摘錄自『看雜誌雙周刊』第 55 期第 55 期⁄ 2010 年 01 月 28 日 

一個人或少數人的理念，推行後獲得各界認同，形成一股巨大風潮，算不算是

「蝴蝶效應」的社會實踐呢？或許這樣比喻有些難以想像，但如此形容台灣閱

讀文化基金會所推行的「愛的書庫」，大概不為過…… 

 

 

某地上空，一隻小小的蝴蝶扇動翅膀而擾動了空氣，長時間後可能導致遙

遠的彼地發生一場暴風雨，這是眾所周知的「蝴蝶效應」理論。 

 

那麼在社會上，一個人或少數人的理念，推行後獲得各界認同，形成一股

巨大風潮，算不算是蝴蝶效應的社會實踐呢？或許這樣比喻有些難以想像，但

如此形容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所推行的「愛的書庫」，大概不為過。 

 

不同於圖書館的藏書相同的書籍頂多兩、三本，「愛的書庫」是以箱書為

單位，也就是同一本書會有一箱 40 本的數量，設立在校區或社區內，讓學生

進行班級共讀，還可讓箱書流動，達成資源循環的效果。 

 

首座「愛的書庫」2005 年於南投縣虎山國小成立後，快速在全台遍地開花

。短短四、五年間，由幾位國中小老師開始的推行閱讀運動，激發了企業界、

政府、學校參與，匯聚了足夠的資源，深入全國各個角落。截至 20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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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全台灣 24 個縣市已有 101 座愛的書庫，圖書 41 萬餘冊，總閱讀人次高達

1,032 萬。 

 

這樣風起雲湧的「蝴蝶效應」如何在短短幾年內醞釀成形？以下就是其中

奧祕。 

 

 

 

蝴蝶效應 1：當陳一誠遇上廖祿立 

 

目前「愛的書庫」主要由「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大力支持推動。而扮演

關鍵推手角色的，當屬目前基金會的董事長廖祿立以及執行長陳一誠。談起兩

人的相識，要回溯到十多年前…… 

 

1988 年時，美律實業董事長廖祿立擔任台中傑人會會長時，曾舉辦活動招

待偏遠地區原住民孩童到台中旅遊，讓他們有機會遊歷都會地區，增加不同族

群間的互動。目前任教旭光高中的陳一誠老師，當時還是大學生，擔任照顧孩

童的義工。兩人就此種下將來推廣閱讀的種子。 

 

2004 年的一天，陳一誠拜訪廖祿立，講述在學校推行閱讀的困難。他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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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時開出閱讀書單，但發現地處偏遠的學生因家庭貧困，根本無力購買，所

以希望廖祿立能給予幫助。 

 

廖祿立馬上寫信給一家南投在地的上市公司環隆電器，希望他們給予協助

。於是兩家公司各出 20 萬元給陳一誠，讓他能夠與其他有心推動閱讀的老師

一起購買書籍供學生學習。設置於旭光高中的「南投閱讀推廣中心」於焉誕生

。 

 

蝴蝶效應 2：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的協助 

 

另一方面，因九二一地震之故，許多賑災的資源流入南投。九二一震災重

建基金會從 2001 年也開始計畫贈送新聞局推薦的書籍，讓受災中小學根據需

求自行點選索取。當時補助的學校有 278 所，贈送圖書 125,739 冊。 

 

書是贈送出去了，但推行閱讀的效果如何才是真正要考慮的。九二一震災

重建基金會執行長謝志誠當時就想，學校老師是一股真正能夠持續推動校園閱

讀最紮實的力量，他認為：「學校老師這塊寶如果不挖出來、不把閱讀真正融

入學校，那就很可惜。」 

 

想法歸想法，在台大任教的謝志誠談到自己畢竟不是第一線的中小學老師

，閱讀推廣理念是否符合學校的現實，從事社會運動多年的他學會不強加自己

的理念於別人，於是靜待一個合作的契機。謝志誠說：「我相信絕對有帶學生

閱讀的想像或是潛伏在內心的積極度，但我不能去指指點點，所以需要有一些

人做呼應。」 

 

就在這時，陳一誠的南投閱讀推廣中心成立後，2004 年 12 月的一天，陳

一誠的一封電子郵件〈台灣教師學會寒假作業閱讀教材推薦專案〉因緣際會地

傳閱到謝志誠手裡，他明白時機已經成熟：「從信件知道他們在做些零星的共

讀的工作，找一批書來在學校裡進行班級閱讀，對我來講，我好像看到一群希

望、一群種子在那裡，所以不用質疑了，就是這一群人了。」 

 

謝志誠和陳一誠馬上就與敲定了推行事項。由於接近寒假，陳一誠提出「

閱讀在寒假的日子」計畫構想，後來形成「123 閱讀趣」的寒假活動，由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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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供圖書，老師指導學生閱讀並寫學習手冊，活動結束後書藉可再循環使用

。 

 

原本預定 150 名老師、7,350 個學生的活動，結果報名老師超過 400 位，

學生超過 16,000 人！熱烈的迴響讓借閱箱書的「愛的書庫」加溫成型。 

 

 

 

蝴蝶效應 3：南投縣政府大力支持 

 

該年寒假結束後，南投縣政府同意將計畫設置於旭光高中的「南投縣閱讀

推廣中心」提升到全國性層級，定名為「台灣閱讀推廣中心」，九二一震災重

建基金會則以認養方式支持「台灣閱讀推廣中心」的運作，並在 2005 年 4 月

於草屯的虎山國小設立了第一座「愛的書庫」。 

 

南投縣是愛的書庫的發源地，到目前為止也是是全台唯一各鄉鎮都設有愛

的書庫的縣份。教育部 97 年度全國校園國語文線上閱讀活動「文采之都」項

目中，南投也榮獲第二名。能擁有如此成果，當然與縣府教育處的支持推廣愛

的書庫有很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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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的書庫成立前，南投縣教育處已規劃學校間的策略聯盟，以聯合共享

的方式來彌補自身資源的不足。南投縣教育處長劉仲成說明策略聯盟的概念：

「以學校的預算一年拿出一萬塊很困難，但假設以竹山鎮來講，有 15 個學校

，每個學校拿出一萬元去買書，就有 15 萬元，各買不相同的書，然後彼此交

流閱讀的書籍，這樣就有足夠的書了。」 

 

劉仲成當時正在醞釀學校或區域間的策略聯盟時，謝志誠就聯絡上他。一

聽到要進行閱讀推廣中心與愛的書庫，這種好書共讀的理念與策略聯盟的概念

不謀而合，於是劉仲成很快就敲定了所有愛的書庫成立事宜，他說：「我提出

策略聯盟的概念，謝志誠提出網路，以一個點慢慢放，到每個縣串連縣、鄉串

連鄉，結合起來就是愛的書庫的構想。」 

 

「愛的書庫」以老師為核心，老師們彼此串聯連署表達爭取設置「愛的書

庫」的意願，讓老師自己挑選好書，編寫學習單，以 40 本書為基礎提供班級

閱讀教學或班級讀書會使用，並在網站上載明書本流向。 

 

閱讀推廣中心從地方到全台，跨越許多政府單位、學校，光靠老師們熱心

參與的力量顯然不夠。謝志誠以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中央政府層級的力量，

在「愛的書庫」的建立與推廣中，扮演為老師們與地方政府穿針引線的協調角

色：「在推動過程中要維繫與保障學校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一開始我就是把學

校、老師、地方政府抓在一起，而且我會爭取在縣市成立第一座愛的書庫，縣

長一定要到設立典禮上作為一種宣示，以表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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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應 4：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誕生 

 

2006 年，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階段性任務完成，準備解散，台灣閱讀推

廣中心的資金來源頓時成為一大問題。謝志誠即建議陳一誠去找企業界支持，

才能夠永續經營。於是陳一誠又找到了美律實業董事長廖祿立。 

 

從南投閱讀推廣中心到台灣閱讀推廣中心和愛的書庫，整個過程廖祿立一

直都在密切注意著。看到當年照顧著原住民兒童的大學生義工今日能把閱讀推

動得如此有聲有色，他感到很高興。然而要成立基金會支撐愛的書庫的運作，

廖祿立卻也不免感到壓力。 

 

美律是一家踏實的公司，是台灣電聲產業的領導廠商，生產揚聲器（喇叭

）、免持聽筒、通訊用麥克風及其他電子產品。2008 年榮獲《富比士》雜誌評

選為亞太地區營收 10 億美元以下的最佳 200 家企業之一。早在 1993 年，廖

祿立獲得國家磐石獎時，受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召見，其他得獎者都與總統談論

台灣的經濟問題，只有他與總統談論社會、教育問題。之後廖祿立還特別寫信

給總統，強調台灣的希望在教育，應該從思辨能力、價值觀、對法的尊重、對

人的尊重、對專業尊重等觀念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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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陳一誠來尋求協助成立基金會時，廖祿立想起了多年前寫給總統的那封

信，想到自己對社會的責任，決定登高一呼，結合企業界與學界成立台灣閱讀

文化基金會。廖祿立說：「我們關心台灣要更好。這個社會要好，就要讓人變

好，這種價值觀是要從很多根本的東西做起。」 

 

廖祿立找尋有資源、有管理能力的企業家和有教育專業的教育家一同成立

基金會──「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剛開始時，我想他們大概想說廖董邀請

，不能不給面子，就來參加。但後來發現這個單位真的在做事，並且做了很多

有影響力的事情，所以他們都很投入。」 

 

目前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有三種捐款方式：一種是一萬元可以購買一箱書

，另一種是一千元可用來維持書籍品質，還有則是無上限的贊助。而一百萬就

可成立一書庫。廖祿立表示，有的學生畢業時甚至全班捐助一些錢購買一箱書

：「真的很感動，愛的書庫能夠帶出來這樣的情操，因為他們真的覺得有受惠

，所以他們願意一起捐款出來。」 

 

熱心公益的廖祿立致力推廣閱讀，除了每年全台辦理八場閱讀教師的研習

營費用外，個人每年至少還會捐助成立一個書庫的費用。樂善好施的他希望社

會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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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應 5：全台 101 座愛的書庫 

 

2009 年 12 月 31 日，第 101 座書庫在北海岸的金山金美國小成立，似乎

和歲末台北 101 大樓的跨年煙火互相輝映！ 

 

雖然，台北 101 的世界第一高樓位置在 2010 年初已經拱手讓給杜拜塔，

但由「愛的書庫」打造的 101 紀錄，卻絲毫不遜色！而「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廖祿立的目標更「高」，他希望台灣 319 個鄉鎮皆有一座愛的書庫。雖然目

前離這個目標還有一段距離，但愛的書庫成立至今，企業界與社會踴躍贊助的

情況，在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網頁上可以清楚看見。 

 

愛的書庫的成績也感動了教育部，去年還編列 395 萬的預算給台灣閱讀文

化基金會。廖祿立說：「我們只是一個平台，這是很多人的力量的匯集，我很

感謝，尤其我們也沒有忽略零星的捐款。」 

 

由於受到各界愛心的感召，新竹貨運公司也於 2009 年 5 月起在全台負責

愛的書庫書籍免費運送，幫書庫的書送到需要的學校與班級，運費則作為捐款

捐助。方便的運輸也使借閱率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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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群有理想推動閱讀的南投縣中小學老師開始，到台灣生產揚聲器的龍

頭企業美律實業公司和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再到第一個設立「愛的書庫」

的南投縣教育主管單位，他們對於學校推動閱讀都有各自的理念，但冥冥之中

似乎有一根「因緣」的線把彼此串連，從此發光發熱照亮台灣莘莘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