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午後陽光撒落大家書房的落地窗，寒意褪去的

空間裡，傳來大學生陣陣呢喃細語，說這裡是書房，

它的確是，入口大大的紅字招牌彷彿還在歡慶新年；

說它是教室，它也是，週六下午，大學生自掏腰包來

到位於大雅忠義社區的大家，學習人物描寫技法；說

它是社造據點，它更完全符合，為孩童提供課後輔導

服務，數年如一日。

百變多元的大家書房，創辦自同樣百變多元的

奚浩，他平時是靜宜大學的教授，也是書房主人與忠

義社區的參與者、攪動者。忠義社區，據其形容，是

「一個被封存起來的桃花源」，平面上被軍營包圍著，

天空又時不時有飛機呼嘯而過，居民多為外來者，包

含原住民、外省人及閩客族群，如此特質深深吸引了

他，想找夥伴一起做好玩的事，書房是一個起點。

接地氣才能建立最強烈連結

大家書房開張初期，奚浩以「社區圖書館」的

概念來經營，多擺童書、繪本，希望帶給小朋友溫

馨的閱讀空間，但很快他就發現，受科舉文化影響，

其實閱讀是很「漢人」的想法，漢人會說，沒事讀個

書，不會說沒事打個獵，但對原住民而言，打獵才是

日常，況且，知識不是只有經由閱讀才能取得。

奚浩指出，他最受忠義社區感召的，是聖潔教

文‧圖∕蕭憲聰

大家書房
友善開放的社區學堂與遊樂園

會的牧師及傳道，教會平日作為學童課後輔導之用，

牧師及傳道兩人開著箱型車，中午一趟、傍晚一趟

接送孩子，持續 20年，他心想自己能不能也做點什
麼。因此，集結了大學生志工，大家書房搖身一變

成為陪讀和陪玩的園地。奚浩笑說，大學教授通常

擅長寫計畫，但唯有「接地氣」，做出具體有用的事，

才能建立與社區最直接的連結。

奚浩本身是忠義社區的外來者，還要將年輕人

的創意與活力帶進來，書房變教室，改變傳統師生

上對下的權力關係，大學生透過人物訪談保存社區

記憶，對學生及社區都好。奚浩並不急，他心中有

一張清楚藍圖，5年後、10年後，待書店的根扎實

了、扎廣了，定能讓居民找到更多想要的美好。

奚浩（站立者）將書房變教室，使年輕人的活力攪動社區。

大大的紅字招牌，彷彿還在歡慶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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