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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一道牆 呼喚一扇窗 

 

南海康復之家是台北市衛生局核准的精神復健機構，總床數 35 床，現有 28 位住民。社會上因許多民

眾對住民有所不理解，而康復之家作為醫院和家庭間的溝通橋樑，提供一個保護性、暫時性與支持性

的居住環境，實施生活起居及人際關係輔導，協助住民早日重返社會。 

 

南海康復之家的社工分享著當初推動閱讀的動機，某日無意間發現，有位住民每週固定會去舊書攤購

買書籍，日復一日，從無間斷，即便他無法記憶書中內容，但卻表示「看書真的讓人非常開心」。就

因為住民無心的言論，社工即著手與跟各管道連繫，最終在「誠品文化藝術基金會」的網站上發現募

書窗口，隨即申請書籍，為了擺放基金會所贈送的書籍，更與住民們一起規劃增設活動室提供閱讀，

並且不定期辦理讀書會，希望培養住民閱讀書籍的習慣。 

 

在辦理過多次閱讀活動之後，社工也發現，書籍中以身體健康、人際關係這兩大類別較受歡迎，曾有

慢性病讀者在閱讀過與自身有關的醫療書籍後，對自己罹患的疾病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也更懂得如何

注意飲食、維護健康。社工認為，持續提供優良書籍可讓住民透過閱讀吸取知識、促進認知發展、啟

發想像力及創造力，甚至有穩定精神住民情緒增加專注能力的效果，減少精神殘餘症狀。在南海康復

之家辦理了許多閱讀活動中，又屬讀書會最難推動但卻最有效益。 

 

社工回憶起推動讀書會活動時表示，最為困難的就是要怎麼能夠提高住民意願參加讀書會活動？在推

動的過程中，有些住民只願意挑選一些圖片或是食譜作為閱讀，但這也讓活動帶領者有了不同的想法，

因為如果住民們連拿書的意願都沒有，那就更遑論願意參加讀書會。所以活動帶領者引導住民們只要

是看得下去的書，且願意與大家進行分享及討論都可以參加。 

 

因此，許多住民開始在讀書會的過程中發現自己更多面向的興趣，例如有位住民因患有糖尿病，所以

她會選擇看糖尿病的書籍，並且藉由書籍的內容分享自己現在如何控制血糖的狀況，讓大家因為她的

分享提升對於慢性疾病的認知。讀書會再也不是僅單純的讀完書籍就結束，而是透過彼此間的分享及

討論，擴張其他住民所看的書籍的知識領域範疇，隨之而來的就是愈來愈多住民有興趣主動去閱讀。

此外，社工也發現推動讀書會的復健活動，明顯讓住民的思考邏輯及口語表達方式明顯進步。 

 

許多住民在接受復健後，是可以正常融入社會的，但是盤根錯節的刻板印象，阻礙了住民和你我一樣

享有日常生活的權利。南海康復之家高度認同誠品文化藝術基金會閱讀推廣活動的理念，未來仍會持

續推動讀書會的閱讀活動，因為閱讀可以使住民們慢慢發掘更多自身潛能與能力，讓每位住民，或是

其他需要復健治療的朋友們，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興趣與特長，另外也希望能藉由這樣優質的平台，

與其他受書單位能有交流經驗的機會，他們想與大家分享：「住民們的閱讀不是要假裝自己多有知識，

而是希望能讓他們發自內心對於閱讀感到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