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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一)緣起(動機) 

 我所居住的社區大樓崇明天廈，總共戶數 252戶，社區最近四年為改善社區的環境，推動永續發展，目前在

造人、地/景、約上有比較多的投入，但是隨著社區老年人口增加，社區內坐輪椅的老人有增加的趨勢，而我們

社區的聯誼廳在二樓，沒有無障礙設施，僅作管委會開會使用，住戶使用率不高，裡面的藏書也只是住戶捐贈 

的一些很舊的書籍，社區沒有編列一定的經費定期買一些新書供社區的不同年齡層的人閱讀。 

     

     通往二樓聯誼廳的階梯                     聯誼廳                      聯誼廳使用公約 

 

(二)執行對象(範圍) 

希望將書櫃設置在一樓開放的閱報區，書籍能有比較新的小說、繪本、雜誌、藝術人文等各類書籍，能滿

足社區不同年齡層、不同需求的人閱讀。 

 

(三)目標 

留在社區最多的是老人和小孩，閱讀區設在一樓，這樣也就方便他們的參與、使用，讓社區的其他的住戶

因此破冰，左鄰知道右舍，社區的住戶有更多的連結，不只是住的地方。家也不只是局限在小房子裡面，而是

延伸社區，社區住戶因買這裡的房子聚到一起，讓社區營造成新的故鄉，更是心的故鄉。 

 

二、現況調查與分析 

這次我去二樓聯誼廳查看，嚇一跳，三年前我和其他的故事媽媽、爸爸在聯誼廳給社區孩子們講故事時，

聯誼廳的書櫃裡面還有很多書，如小說、漫畫、藝術等各類型的書。這次上去看，書櫃裡的書不知道被那屆管

委會已經悄無聲息的全丟掉了，只剩下空空的書架，上面放著幾本《商業週刊》。去管理室問，因為去年換了新

的物業公司，值班警衛也不清楚，後來經過追問，書是被上上屆管委會丟掉的。 

 

三、社區問題評估 

因為聯誼廳在二樓，雖然是免費使用，但因很不方便，孩子上國中後，我沒再講故事了，也就沒有再去聯

誼廳。這次看到空蕩蕩的書架，不見了書籍，我詢問社區的人，也不知道書被丟掉的事。由一點可以窺全面，

可見社區住戶對於社區營造的參與性不足。那些雖然不是新書，但也是社區資產，如果要改造，應該是徵詢過

社區住戶的意見再作處理，而不是直接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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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策略與方法 

  先將我的提案交付社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如獲得通過。將二樓現有的空書架放置一樓的閱報區，先對社區的

住戶進行通告邀約，如果住戶家裡有要汰換掉的書，不要直接拿去回收，可以先放置在社區閱讀區書架，供社

區的人閱讀，然後一年後再進行社區書籍汰換作業。一年以後，將社區內要淘汰掉的，但比較新的書通告全體

住戶，在規定的期間、地點，住戶可以取走想要的書。最後不要的就可以賣給二手書商或拿去回收，所得經費

再買新書。另外也可以每年編列一部分的費用，像報紙訂閱一樣，增購一部分的書籍，雖然選書有些棘手，但

可以根據當年國內外文學獎的得獎作品當作首選，或是去二手書店淘一些書來豐富社區的書庫。 

           

              聯誼廳空書櫃                                  社區一樓閱報區 

五、進度表(以四個月為執行進度，分列各項工作進度) 

  首先是將二樓的書架移動到一樓，進行固定，這樣既可以將空的書架利用，也不用再花經費來購買新書架。  

  由社區管委會發出通告邀約，住戶可將自家要淘汰的書拿到管理室，管委會的人員在每 2個月召開委員會議

時將住戶捐獻的書略作挑選。然後置於社區閱讀區，讓所有的住戶閱讀共享，選書和放置書的作業也可以考慮

用招募社區志工的方式完成，這樣可以讓社區更多的人參與到這個活動中來。 

  將編列的經費由管委會討論購買各類書籍，也可以對全體住戶發動想要購買書籍票選活動，將票選好的書籍

列出清單。最後就所編列的固定經費，選購大家最想要買的書。 

  將書籍按類編號陳列，一般是留在公共閱讀區閱讀，不得帶回家。如果要帶回家閱讀的規則還有待大家討論

決定。並教育住戶要遵守公約，不得將書據為己有，損害其他住戶的利益。  

 

六、預期成效 

(一)創新展現 

   下面兩張照片是我朋友所居住的社區，她住的也是公寓大樓，我有詢問，她們社區的書籍有一部分是住戶捐

出來的，有的是建商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建案，就將一些在不同的社區的書籍巡迴放置供住戶閱讀。她們公共閱

讀區就在一樓，以前去她家就會看到一樓有人看書，讀報，也有大人帶孩子閱讀繪本，我希望我所居住的社區

大樓也有這樣共讀的環境。公共閱讀區也成為社區居民交流、連結的橋樑, 社區老人看完報紙，可以在一樓看

看自己有興趣的書、雜誌等豐富他們的生活，社區的大人、孩子多了留在一樓共同活動的因素。鄰里之間也可

以因為這樣的互動更加熟悉，互相關照彼此，守望相助。讓社區充滿更多的書香味、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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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社區公共閱讀區 1                           朋友社區公共閱讀區 2            

(二)主題延伸 

   因為書籍的連結，定期主辦讀書會，或是社區老人、兒童繪本故事會。 

   不定期的舉辦手作如小書製作，一人一菜讀書會聯誼活動。 

    

(三)永續影響 

   每年的新舊書汰換要確實執行，定期的新書票選及採買工作，社區居民如果想借書回家閱讀，在管理室登記，

借閱時限及歸還程序，要整理成文字公約，大家共同遵守。希望經過大家的參與、營造、裝點之後讓社區閱讀

角成為居民不定時的一個放鬆、交友、訊息獲取、交換的地方。 

 

(四)其他 

   有一天能看到社區的老年人在一樓的閱報區閱讀交流，成年人帶著孩子來跟大家共讀交朋友。社區就像一個

大家庭，大家共同營造社區的自然環境、書香環境、人文環境，讓從不同地方搬到我們社區的人都能感受社區

不僅僅是評比的優良社區，更是溫暖、富有人情味的新故鄉及心靈的故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