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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挪威推廣親子閱讀不忘受刑爸爸 

周傳久 資深記者 

 

  國內目前正積極投資圖書館的兒童區希望美輪美奐，學校也以獎勵方式推廣

閱讀，希望兒童閱讀能力提昇。但是在能力前要有興趣，而興趣前還有安全感與

主要照顧者的支持參與。但有些弱勢孩子提昇閱讀真的缺乏機會與環境，上述政

績也不見得造福到他們很多。瑞典想到鼓勵受刑爸爸為孩子讀故事服務。 

 

  這種活動是圖書館外展活動之一。發展的大圖像是在社會變遷後圖書館怎樣

呼應時代需要和科技變化扮演知識通路？北歐各國圖書館一起研討出版了「圖館

2.0」報告。其中有一面向是未來的外展活動。在有鑑人人平等，都應有取得知

識的機會，而圖書館向來扮演知識通路的角色，據此發展更多新的外展活動。 

 

  瑞典圖書館對外展服務定義是，需要知識的人都要能得到。如果未能到達所

有學校教室、醫院、老人安養中心以及閱讀能力下降的人身上，就不能算成功。 

 

  其中一支外展活動體系是從提昇兒童閱讀能力聯想到帶動家長參與，瑞典南

部的馬爾摩市公立圖書館蒐集英國曾有「為我閱讀吧，爸爸」的活動，將之應用

於瑞典。呼籲男性家長重視自己激勵閱讀。 

 

  過去發現有些社經地位較低的勞動家庭家長很少閱讀，男性又比女性更不愛

閱讀，而聽說讀寫能力對就業影響很大。於是在圖書館就鼓勵勞工背景的男性閱

讀，進而扮演志工為孩子們閱讀。 

 

  後來又發現有些家庭家長犯罪服監，孩子在家更沒有閱讀榜樣也聽不到爸爸

講故事，於是設計圖書館外展活動「床邊閱讀」，選童話故事，請還在監獄服刑

的爸爸閱讀錄製成光碟，送到給孩子。這樣他的孩子就有機會聽到爸爸為他讀故

事。 

 

  這活動有多種意義，首先，讓因刑罰分離的親子之間，孩子知道爸爸愛他，

爸爸也感受到自己還是個有價值的人、有價值的爸爸。這幫助彼此接納，又讓在

監獄的爸爸有機會積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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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受刑人說，自己從小沒有看過父母拿起書來讀，根本沒有這樣的角色模

範印象。現在他在監獄裡為孩子讀故事，自己也收穫很多。因為孩子的故事書沒

有壓力又很有趣，也提昇他的閱讀興趣和寫作能力。對很多人來說，閱讀並不是

他的童年經驗。 

 

  瑞典有統計顯示，兒童的父母離異分居對孩子的閱讀表達能力養成有影響，

媽媽常常不在又比爸爸的影響大。這提醒我們提昇兒童閱讀時家長很重要。爸爸

和媽媽本來在家庭經營各司其職，從性別與角色不同層面影響孩子的成長。爸爸

在監獄使孩子被隔離，如果缺乏閱讀動機和陪伴機會，則這個孩子安定閱讀成長

的機會低，將來在社會要翻身的可能性自然低。 

 

  由於在瑞典推行這種活動有成，後來挪威也開始實施。筆者曾親自到過馬爾

摩監獄和芬蘭、監獄，並在丹麥監獄實際參與受刑人服務，又曾與挪威圖書館人

員就監獄送書服務交換過意見。個人認為，表面看這是圖書館經營的創意，但應

該也和北歐各國對監獄以及受刑人的看法也有關。因為這些國家經營獄政的理念

是受刑人犯一個錯不代表此人被全盤否定，並且相信人還有改變的可能，也不希

望服刑的處罰就是斷絕一切與社會的關係。所以對待受刑人的方式因而有更多不

同於他國的想像。 

 

  床邊閱讀送光碟活動並非圖書館出資，而是熱心的基金會與圖書館和監獄合

作。當我們聽到這種故事想要模仿時，如果又是這倒底是法務部的責任還是圖書

館的責任？這樣的思維大概不易成就。對人的價值有共識而願意合作發展才有可

能。 

 

  這種圖館外展活動使受刑人增進生活基本能力，對未來還有盼望，而從孩子

的觀點看，父愛也因科技不缺席，還有爸爸讀的童話故事成為閱讀的陪伴與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