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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情於閱讀，生命的改造 

 

「為營造人文環境及推展收容人閱讀風氣」活動，這是雲林第二監獄開始推動閱讀分享活動的起點，

為了讓收容人透過「閱讀」而自我省思，產生內觀向善的效益。 

 

近年來，二監的圖書館都是向誠品文化藝術基金會募集書籍，李教誨師回想當初是從臉書朋友的分享

文章中看到「閱讀分享計畫」的贈書訊息，之後就向基金會申請了各類圖書至雲林監獄，用書箱輪流

巡迴舍房，以提供收容人借閱，鼓勵收容人踴躍閱讀，為此，聘請社會志工不定期舉辦讀書會，選讀

有益書籍來替收容人講解教學，收容人能在學習後發表心得並互相分享。 

 

受訪的李教誨師見證了因為閱讀分享讓收容人有許多正向的改變：「和去年比起來，借閱率成長了

162%。有些收容人因為看書的『同好』變多，互相傳遞正能量，也聽到他們傳遞了正確的價值觀，

希望未來能因此創造一個富而好禮的讀書風氣。」他相信，喜歡書的人越多，監獄的氣氛就能夠更祥

和，並且有助於讓收容人獲得心靈平靜，期許隨著閱讀風氣興盛，能讓更多收容人找到生活重心，穩

定心情。 

 

如何讓收容人能有持續閱讀的意願呢？李教誨師分享了一個比較特別的閱讀活動，雲林第二監獄的

《北溪厝季刊》中有提供讓收容人投稿的專欄，如果能成功刊登上，則可以為他們增加分數做為獎勵，

而積分對其假釋有所幫助，所以能增強投稿動機。同時他也發現，這樣的投稿活動可以激發收容人對

閱讀知識性書籍的興趣和產生自身的榮譽感，進而從書海中獲得知識和重新出發的力量。也有因為閱

讀而在家人之間擁有更多話題的情形，在在都是好處。他相信「閱讀是人權，在囚人士也應享有書香

的浸潤。」 

 

「其實受刑人多數是很聰明的，但聰明用錯了地方，也就是缺乏智慧。」李教誨師認為閱讀是增加智

慧最有效的方法，對於收容人的耐心培養有很大的幫助，若說犯罪的原因是一時衝動所致，他相信閱

讀風氣的提升應能降低他們將來重犯的機會。雲林第二監獄未來為了繼續增進收容人閱讀風氣和拓展

學習效益，希望可以持續向基金會募集書籍，才能持續辦理「收容人讀書會」，藉由研讀、互相討論

與觀點交流，學習從不同角度思維，讓收容人思考變得更有創意，讓生活更精采豐富。 

 

李教誨師深信「閱讀最大的好處就是能不斷的學習新知，幫助個人成長，也是豐富別人偷不走，搶不

掉的知識」。對於從沒跟其他單位募集書籍的他，高度肯定「閱讀分享計畫」，雖然無法選定需要的

書籍類型，但也是另一種多元的展現，讓他們可以透過不同書籍傳遞正能量給受刑人，培養正確的價

值觀。長期接觸受刑人的環境，推動閱讀活動在他心中，是對收容人最不可或缺的一種自然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