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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書籍：《書蟲落網有出路-航向閱讀新視野》 

戴恩加 

不再「死讀書」！ 

「從讀經、讀書，到用屬靈眼光閱讀萬事；思想和生命上，我們學習作大人。」《書

蟲落網有出路-航向閱讀新視野》封面的這段話，道出此書精華——不僅教導紙本閱

讀方針，更將閱讀範圍延伸至「讀經」、「讀萬事」，乃至於「讀個人」，大大擴張

閱讀的境界，使讀書不再死板板、硬邦邦。 

全書分為六章，頭兩章緊扣書名關鍵字——「網」，說明網路時代下的讀者，如何能

游刃有餘地回應科技帶來的衝擊，接著，使用接二連三的問題作為標題，激發讀者思

考閱讀本質與重要性；至於後方四個章節，則以「聖經作為閱讀經典中的經典」起

頭、「網上閱讀需要網下閱讀作根基」收尾，而在頭尾之間，共探討三種閱讀——讀

經、讀屬靈書籍、讀生活，最後由一名留美期間，藉閱讀認識、紮根基督信仰基礎的

弟兄，於最後一章現身說法。 

整本書籍脈絡分配清晰，三位作者——莫非、馬睿欣、譙進均運用自身經歷，深入淺

出地分享閱讀事，當中不乏受益良多的佳句，推薦讀者加以收藏、激勵他人。 

            本書許多段落讀來於我心有戚戚焉，亦有引發反思者，以下列舉五段

落： 

 段落一 

「生活繁忙，書讀過真的會忘。」馬睿欣在本書〈生命舉重——靈修閱讀〉的「邊讀

邊講」 篇章中，分享「作筆記、參加讀書會、邊讀邊講」三個偏方，幫助有心藉由

閱讀裝備個人、造就他人的讀者，能以達成目標。看到這，我馬上拿起一張筆記紙抄

寫下這三種有助閱讀吸收的方法，不知不覺便實踐「作筆記」這項建議，可見我十分

認同作者的這段話。 

過去無論在學校上課或私人閱讀時間，我同樣會用作筆記的方式，整理並釐清我所吸

收到的資訊，這幫助我累積不同領域的知識，使我在撰寫自傳、書寫報告時，有多方

得以揮灑想法的題材。不過，也有些時候，我的筆記日積月累地增加，卻不再被我拿

起來閱讀，對此，我認為手機應用軟體如 Evernote能替我解決這項缺失，藉由不斷

更新與統整，我可以隨時想起，就隨時閱讀。 

至於參加讀書會這點，我先前曾經參加過教會的讀書會，按照馬睿欣的說法，讀書會

可以讓我在與人分享的過程中，學習摘錄重點，並聆聽每個人獨到的見解。順著這個

說法，我延伸思考查經班的功用，也許當我們針對一節經文，舉出各種生活應用，提

出個人對經文的感受，那也能稱得上另一種形式的讀書會。 

最後，馬睿欣所說的邊讀邊講，讓我發現自己其實早已養成習慣——我總是在課後或

讀後，找對象反覆分享吸收的內容與收穫。我的高中數學老師曾說過：「你教同學運

算題目，獲得最多的往往是自己，因為你在教的同時，也在反覆練習。」這也許就是

熟能生巧的道理，在一遍遍重新學習、演練的路上，短期記憶也就成了長期記憶，最

終將豐富的重點，納進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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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落二 

「寫作者往往是遙遠的。」譙進在書本〈一個基督徒的閱讀記事〉的「用閱讀塑造服

事」 篇章中，分享作者若只透過書本與讀者交流，總會因為時空、距離的限制而打

些折扣，儘管我們常說「閱讀能使我們和作者對話。」 

不過，這並非完全悲觀的事實，譙進認為，藉由「作者親自授課，效果就不一樣。」

我認同這個說法，這就好比今年二月莫非老師親自教授華神文字課一般，她走出書

本，與學生建立關係、談天說地。在她著作中已帶有點溫度的文字，如今因著實際與

學生參與的經驗，又再添了一分熱度。往後當我閱讀莫非老師的書籍，甚至是網路上

的視頻，我都能很快地認同、吸收老師所言。 

 段落三 

本書〈書蟲落網記-網路對閱讀的衝擊〉的「網路和書不決鬥」 篇章中，馬睿欣提到

所謂谷歌反射（googlereflex），它指的是用 Google搜尋知識、尋求疑難雜症解答

的習慣。 

當我看見書中描述「九 O後出生的人，這（谷歌反射）甚至是反射神經。」，我心有

戚戚焉，因為自從上高中以來，我確實將高中以前，慣用的搜尋引擎——蕃薯藤、雅

虎改為谷歌，並且當谷歌陸續整合 Youtube、Gmail、雲端硬碟等功能，我每天賴以

掌握、接收資訊的來源，非谷歌莫屬。更重要的是，小學到國中時，每逢疑難雜陣，

未必會使用網路查詢，但如今網路已是人人最常請益的對象。 

猶記得大學讀傳播時，教授「數位傳播」課程的老師，指定同學閱讀尼克．比爾頓

（Nick Bilton）的《一位數位移民的告白：Facebook, iPad, iPhone如何翻轉我們

的世界》一書，這本書運用生動文句，描述現代科技塑造新的網路生活，令許多職位

再高尚、專業再精的人們，都必須及早適應這日漸數位化的世界，經歷一段五花八門

科技中的「不適應期」，並不斷向新生代學習、看齊，培育自己成為平凡而實在的數

位人。 

我想，現在有所謂谷歌反射，隨著科技不斷演變，將來勢必會再出現更加新穎的現

象，人們只得不斷跟上變化的腳步。 

 段落四 

在本書〈啟動閱讀 DNA-讓閱讀動起來〉之「如何讓閱讀動起來？」 章節裡，有一段

描述「與其他讀者結盟」重要性的段落，它勾起我兩年前，因著教會讀書會朋友的推

薦，接觸到《小屋》這本書的回憶。 

當時我曾花一段時日閱讀《小屋》，接著與朋友討論小說劇情，彼此對一些段落生發

相同的共鳴，這就如同莫非提及閱讀的「社交性」，而當我迫不及待要向其他朋友介

紹《小屋》，我也發揮了閱讀的轉介性。我體會到讀者結盟的好處，不單是一種

「哇！我們一起閱讀同樣的書！」的感動，更多是彼此帶動閱讀的動力來源，以及深

知對方感受的同理圈。 

 段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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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華人教會…人信了主，就只能張開口，等著小組長餵養，否則將營養不良、面

黃肌瘦。」在本書〈生命舉重-靈修閱讀〉之「看書學說話」 章節中，馬睿欣寫的這

段話，令我讀來大感憂心。 

去年我剛從教會青年牧區畢業，當時便遇過幾位總是期待小組長、輔導關心的組員，

他們相信同工們的話語帶有權柄，卻似乎忘記真實權柄來自於神。我多麽期待基督徒

對屬靈真理的奧秘，不要總是等著他人解釋、說明，才進入人心，而是明白人人都可

以第一手閱讀、聆聽、反思神的話。 

本書稱為《書蟲落網有出路》，其「網」字代表「網路」，書名便是指在網路已然興

盛的今日，閱讀愛好者應如何回應興盛所帶來的衝擊。事實上，比起關注書中給予讀

者的解套，我更專注於思考網路與紙本閱讀行為上的差異，若非這些差異，讀者無須

適應，而既然差異存在，那麼讀者也就有必要正視差異帶來的影響。 

當我讀完本書前兩章，我整理出七個廣義來說（並非絕對適用），網路和紙本閱讀行

為的差異面： 

 專心讀 

我認為，對讀者來說，在書中及網路閱讀相同內容時，會面臨不同的「分心因子」—

—書本讀者身旁的娛樂品或閱讀環境嘈雜，可能使他分神；而網路讀者則可能受到廣

告、其餘瀏覽視窗的干擾。若拿書本與網路閱讀相比，哪樣簡單？哪樣不簡單？事實

上因人而異，沒有標準答案，但對同一個人來說，他之所以選擇用書本或網路閱讀，

極有可能會將能否「專心讀」納入考量。 

 彙整讀 

雖然網路上已出現越來越多網路書城、網上閱讀專區，但若要超越紙本書籍的完整、

全面性，好比網路書城將圖書館的館藏書籍都納入系統，很顯然地，就目前看來仍具

有挑戰性，因此，我認為書籍較容易達到「彙整讀」的目的。 

 花錢讀 

順著上述第二點，現在網路上有不少免費文章，但有些長篇文章或書籍內容，仍要通

過付費，方能瀏覽其全貌。對閱讀愛好者來說，他若願意花少量錢閱讀電子版文章，

則會選擇線上閱讀；倘若他希望收藏實體書籍，則會花錢購買紙本書籍。 

 如何讀 

網路上的閱讀若要深入，則專心並挑選合適文章細嚼慢嚥，是必須的。倘若只是追求

麥當勞式立即的資訊滿足，藉由一個搜尋、一個答案來獲取知識，那麼這類讀者與前

者、甚至書本閱讀者比起來，在獲取知識、長期記憶的程度上將有深淺之差。 

 讀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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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拿到一本書時，最快映入眼簾的，除了書本名稱外，就是書皮設計——含紙類材

質、色彩、字體、圖片……等，有的設計特別加入觸覺與味覺感受，供讀者體會，這

些特性往往是網路書籍所無法做到的。也就是說，網路讀者將無法嚐到文字以外，在

書香、美編或其他設計上的味道。 

 舒服讀 

看書比較舒服，還是看螢幕？這個問題同樣因人而異，惟在此提出這項疑問，讓閱讀

愛好者在選擇要網路或紙本閱讀時，參考參考。 

 讀完後 

我很喜歡書本中提及，線下的書本閱讀，是為了讓我們在幾經思考、累積文字量後，

再到網上呈現、分享。這不是提出一個固定的紙本到網路路徑，而是帶出「有讀、有

思才有內容寫」的觀念，我很認同。 

本書〈啟動閱讀 DNA-讓閱讀動起來〉之「是什麼倒了我們的閱讀胃口」 章節中，作

者莫非提及學校常見的考試機制，使華人失去生活中的閱讀胃口。我想起兩年前曾在

我個人部落格中，寫道：「我以前很不喜歡悶頭唸書的感覺，我會唸是因為隔天、後

天、大後天要考試……」，以及「考試的台灣充斥考試精神、考試文化，圖書館年輕

常客中，自由前往閱讀比率遠低於因應考試而前往的學生。」 

但事實上，面對閱讀，我們本不應失了胃口，而應想方設法維繫它在人們生命中的重

要地位。閱讀對我們有什麼幫助？書本提到我們閱讀時，能透過邊讀邊聯想，促使腦

部活躍運作，擴張智能。「因著對文字語言的掌握，可以幫助我們在閱讀上的吸收；

而因為不斷閱讀，又建立我們文字語言的能力。」 這就說明了閱讀與我們日常語言

表達能力息息相關。 

以上重拾閱讀精神的反思，是我在整本書中最大的收穫。自從閱讀完此書，我開始操

練安靜閱讀，並更加愛上閱讀。 

除了上述關於閱讀胃口的重新調適，書中有段講述聖經文盲 的段落，也促使我反思

個人讀經習慣。聖經文盲是指基督徒有意無意疏忽聖經，導致聖經知識匱乏，而非指

「沒能力」閱讀。最近教會牧者教導我們過「聖靈、聖道充滿」的生活，我和教會組

員都發覺自己無法穩定靈修的原因，不外乎時間不足或怠惰兩大主因，也難怪我們成

了「聖經文盲」。 

博士德在《讀經力量大》中提到，若有人讀經是為了控制或解決問題，那他只是將聖

經當成屬靈教戰手冊，不會真正改變生命，也就是說，他白白浪費了聖經能餵養、修

剪人心的功能。我曾在小學快速讀完一遍聖經，當時讀經主要是為了拿獎品、獲得一

份閱畢的成就感，因而事後回想起來，我並不記得當時讀經是否有所領受，若有，也

早就被遺忘乾淨。 

讀了《書蟲落網有出路》後，我發覺自己在讀經時應該更有耐心。聖經並非一次便能

完全讀懂，若連一般書籍都須一讀再讀，才能掌握精髓，那麼聖經更要透過一層層的

深掘，才能挖出一個深度思考空間，令我們在其中成長。此外，不同年齡層、人生階

段閱讀同一本書，包括聖經，也將會獲得不同收穫，因此，我期許自己能把握今年，

讀完一遍聖經，讀出屬於「23歲」的聖經視野，下回讀，感受也許又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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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想以馬睿欣所寫「生活，得一讀再讀。」 作結，包括這本書在內，我深信

下回當我再回過頭閱讀此書，我會因著處於不同階段、擁有不同心態，而與書本有不

一樣的對話。此刻，上帝的愛正牽引你我的生命，身為基督徒的我們，將不斷翻閱、

檢視、書寫自己的《人生》一書，若有一刻讀不懂，那麼上帝將領我們一讀再讀，回

頭看，也就看得見懞懂到讀懂的痕跡。 

謝謝莫非老師推薦，讓我在一本書中遇見三位作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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