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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光書讀宗旨

• 民間教育計畫

• 期望藉小班教學

• 高品質的讀書會

• 帶動海內外經典閱讀的風氣

• 人文社會科學、法政哲學

簡介



關於書讀

• 上限15名，年齡落在20-40歲

• 各大專院校教授、中研院研究員

• 成員不一定是本科出身

• 但須繳費參與，動機相對強

• 共五至六堂課，每堂兩小時

簡介



籌備與執行書讀

• 開會討論課程講師與書籍

• 處理講師邀請信發現過去介紹書讀成員人數時，自15-20人到10-15人

• 最後開課後書讀人數甚至不到10人，且還有一堂課直接取消。

→發現，最後參與書讀的人數少(參與率低)

→因為疫情嚴峻?還是有其他原因?

實作過程中，我們發現…



關於台灣閱讀率

《遠見》每兩年一次進行的「全民閱讀大調查」，

2014最新結果出爐！結果顯示，國人閱讀風氣，微幅下降。

在購書量、閱讀時數、購書經費，都較2010年前下滑。

1) 每週閱讀時數，18至19歲族群下降最多(4.08到2.06)

2) 每月閱讀量從2010年的2.02本到2014年的1.70本

3) 每天上網時間從2010年的1.28小時到2014年的1.44小時

→海光書讀真的沒市場嗎?現在市場上的讀書會在做甚麼?

調查與反思



以文化與制度看海光

社會世界

文化物件
(海光書讀)

創造者 接收者
冷熱媒介

對於社會的影響

制度內教育的缺失

快知識的崇尚
慢知識的冷漠

反映制度內高品質讀書會的匱乏

冷媒介:清晰內容、低度感官調動
熱媒介:內容破碎化、高度感官調動
少有機會認識偉大作者的思想與思維架構

快速接收與吸收知識，以便行動銜接，
是現代社會追求效率的運作模式
以至於缺少建構自我思維與反芻知識的能力。



海光書讀市場定位

⚫最常閱讀的書籍類型統計

雖然比例遠低於前兩名的「生活嗜好」以及「宗教/心理勵志」類型，

但「歷史/地理/人文」類型仍居類型排名前段班，位列第七。

⚫市場上的讀書會類型

1.企業課程(管理課程、經營課程)

2.專業領域內部訓練(醫療、心理領域)-與認證結合-提高專業度

3.社福領域(處遇手段、社會倡議、認證)

4.學校領域讀書會(教學)

5.作者推廣書籍之讀書會

→幾乎沒有推廣經典閱讀的讀書會

→人文經典閱讀仍有市場



海光書讀的價值與潛力

⚫ 我們看見的海光…

在主流社會中，不論是制度、媒介、知識的追求上，海光獨樹一幟的知識傳播模式，

便是一種孤芳自賞的存在，其可以被解讀為堅持與主流文化相抗的傲骨精神，亦可說

是用以彌補主流文化中求取知識的不足。

⚫ 海光的優渥資源

深厚的知識運含量、大量學術人脈(生產工具)、與學校通路(消費市場)親近，以及非

營利的專業吸引力。

→海光書讀的經典閱讀仍具市場定位，可是小眾化課程該如何維繫生存?

→知識需要被轉化得更為白話(提升可接觸性&傳播力)



社會實作企劃

⚫結合時代新媒介促成知識轉換

➢ 提出社會實作podcast 企劃

透過更白話，更貼近日常的方式將過往學術

界中各種有趣的知識分享給大家。

⚫企劃動機

比較這次書讀的兩種上課方式，發現知識轉

換與提問方式對於讀書會的影響。

➢ 韋伯方法論文集 & 鼠疫

⚫作為手段

✓ 提升海光書讀的曝光率

✓ 進入書讀的墊腳石

⚫作為目的

讓知識背後存有的價值與理念能夠「被看見」。



作為主持人和學術分子溝通的障礙

知識轉換的難度(書讀 & Podcast)

並非單純換成新媒介就可以解決

實作後的困境



實作後的啟發

• 新媒介的嘗試並沒有那麼糟糕

✓ 傳播效果強

• 需要更好的討論方式

✓ 問甚麼問題、如何回答、問答節奏等

新媒介須佐以其他改變

• 媒介確實悄然改變人們

✓ 主客體關係的改變

✓ 知識與權力落差的改變

✓ 老師學生 & 主持人來賓與聽眾

知識轉換需要時間



結論

節目的目的不在否定精深閱
讀的重要性，也不是在閹割
老師們對於知識的理解與教
學，而是試圖將老師與學生
的距離拉近，希望能為師生
之間的知識與權力落差中搭
建一座橋梁，以循循善誘的
方式推廣學術內容，讓更多
讀者投身於經典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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