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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閱讀推廣計畫命名的價值觀──來自芬蘭的連想 
資深記者周傳久 

  

  國內這幾年積極推動國小閱讀活動。為了使活動吸引人並且當成計畫執行，

自然需要命名。看到部份小學將活動命名為「金博士」，似乎有討論空間。 

 

  這名稱基本上非常符合時下社會期待。金代表錢，博士代表唯有讀書高的社

會階級。如果經過閱讀而有利有名，還有什麼比這個更高的榮耀呢？ 

 

  然而，閱讀求知真的要以「金博士」為夢想嗎？也許有人覺得討論這個議題

太嚴肅。但借用媒體識讀的相關知識來看，每一種名稱本來就自然傳達了價值

觀。例如一直喊「拼經濟」，就是表示經濟是最重要的，為了經濟可以把其他的

都擺在後面。今天台灣已經不是非常貧困的國家，如果改成喊「拼縮小貧富差距」

就不一樣。 

 

  我們都需要錢養活家人，也需要成就感，讓我們活下去肯定自己存在意義。

但生活價值並非只有這樣，人真正的尊嚴和有別動物之處，常在人有惻隱之心，

用自己的智慧去顧念別人的苦難幫助別人。 

 

  記得在芬蘭書店看到高中學生一班由老師帶來，辦為訪客寫詩送給別人的寫

作活動。學生提供六種語文服務，訪客可以指定語文和贈與對象以及詩的內容主

題等等。老師按要求者送來的表單媒合適合的學生幫忙，四十五分鐘後叫號碼牌

贈詩。大家都在驚喜感謝中取詩。 

 

  問學生來這裡寫會不會太辛苦？這是要算成績的嗎？他說在學校交作業只

有老師看，在這裡能用來幫助別人比學校交作業的價值感趣味性更高。這些芬蘭

學生要把為別人寫的詩寫好，當別人要求是用莎士比亞風格的時候，如果對莎士

比亞的詩都沒讀過也沒研究過，怎能模仿呢？所以平時得讀得夠多夠廣，才能有

實力拿捏轉化服務別人。 

 

  學生因此很努力很有興趣的大量閱讀，並從讀得夠多的內容產生比較與品

味。訪客求詩不必付費，但這個活動的櫃台有個聯合國兒童組織的募款箱，訪客

樂意的話，可以在取詩時投入一點捐款。命名為「代客寫詩」的活動其實帶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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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閱讀的樂趣與習慣。這個活動進行的書店是芬蘭最大歷史最久的書店，活動場

地四周有各式各樣的文學書籍。 

 

  回想「金博士」，似乎為自己的成份多一點。也許對小學生活動的命名，不

容易一下子就有什麼很崇高的理想，但是應該還有更多利他服務概念的字詞可以

用來命名。到國中階段可能更容易理解。 

 

  我曾和芬蘭教育界朋友談到命名價值觀問題，她們很客氣的說大概不會用

「金博士」。但對鼓勵小學生閱讀，不用「金博士」又難以一下子用很嚴肅名稱，

還可以用什麼呢？他們說小學前段，或許用「探索世界」隨作家「探險大自然」

等等，是建立閱讀習慣時可考慮的。因為孩子本來就對很多事好奇，「探索」或

「大自然冒險」都搭得上孩子的內在成長思維，從閱讀跨越時空侷限認識世界。 

 

  事實上芬蘭還把該國一百五十年進行海外服務累積的資料編寫兒童故事

書，讓孩子從中認識各地自然環境、不同文化和怎樣幫助別人，這些書一直激發

很多小朋友的閱讀樂趣。加上很多中小學生每天三點半放學都到公立圖書館讀各

樣的書，而不是去上第二個學校（安親班）。閱讀習慣自然在有時間、有資源、

無壓力、有興趣的環境中建立起來。更不必在「金博士」活動中比賽像增加文憑

一樣頒獎狀拍照列為教學績效。 

 

  我們要鼓勵孩子閱讀。但活動本質不在於又多一項競賽，而是得到多少快樂

和豐富的生活，甚至判斷能力。還有哪些詞句可以比「金博士」帶來更多人性光

輝引導遠大理想的閱讀動機與樂趣？中文是很有文化的語言，應該還有更多答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