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卷三 錄音稿

甲部錄音

旁白： 在爾雅中學的圖書館裏，有三位圖書館學會的幹事 ， 在處理《圖書館快訊》的編
輯工作 ， 以下是他們的對話 。

潘悅悅： 吳俊楷 、 張甘妍，我已經校對完《中國印刷小史》這篇文章了 ， 你們負責校對的
文章，完成了嗎？

張甘妍： 潘悅悅 ， 我校對的那篇《讀書的七個樂趣》也完成了 。 吳俊楷 ，你呢？

吳俊楷： 唉！你倆不要催我了！我早前拼命地寫稿，每天想出一個讀書的樂趣 ，花了七日
七夜 ， 才寫出那七個樂趣，現在又要趕校對的工作！（嘆氣）

張甘妍： 吳俊楷，我不是催你 ，而是讚你勞苦功高呀！

吳俊楷： 張甘妍 ，你 一 句勞苦功高真是輕描淡寫，我校對你訪問文學老師的那篇《與大師
對話》的文章 ， 你的字體，看得我頭暈眼花。

潘悅悅： 張甘妍寫得 一 手好書法，你怎會看不清楚？

吳俊楷： 張甘妍文稿上的字，說得好聽 ， 就是龍飛鳳舞，很有氣勢，但是我們這些正常人，
對這些如此有氣勢（諷刺語氣）的字體，哈哈，真是－個也看不懂啊！

張甘妍： 我只是練書法練多了 ， 寫字時筆劃勾連較多，有點不容易看吧 。

潘悅悅： 吳俊楷 ， 你不要再埋怨了，如果不是宋代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 ， 你今天所看到
書裏的字 ， 恐怕很多也是 「 龍飛鳳舞」的呀！在他發明活字印刷術之前 ， 印書的
方法較死板 ， 花費也較多。 而他發明了用泥製成一個個單字，再組合起來印刷 ，
既快捷 ， 成本又低 ， 為愛書的人帶來莫大的好處！

吳俊楷： 那麼在畢昇以前，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印書呢？

潘悅悅： 要印書 ， 首先要有紙，自從東漢蔡倫造紙之後，紙張的生產變得容易得多 ， 成本
又較低，紙張製成的書本 ， 才有可能成為主流。

吳俊楷： 那麼，在東漢以前，要出書， 怎麼辦？

潘悅悅： 從先秦到西漢 ， 一 般都是把文字雕刻或書寫在 一 片片的竹簡上面 ，然後用牛皮作
繩，把竹片連起來，就成為簡。 這種製作書簡的形式，要直到東漢的桓帝 ，發出
「廢簡用紙」的命令後，才漸漸不再使用 。

吳俊楷： 那樣製作的書籍 ， 如果要帶着去上學 ，豈不是個個學生都要是大力士？桓帝廢得
好啊！

潘悅悅： 由東漢到魏晉南北朝，紙張開始大量應用，而印刷術到了隋唐便真正成熟起來。

吳俊楷： 那麼，隋唐時的印刷術，又是怎麼樣的呢？是

不

是叫作死字印刷術呢？

張甘妍： 你真是胡說八道！隋唐時的印刷方式，是把要印的文字，在一塊木板上雕刻妥當，
然後再塗上油墨 ， 蓋上白紙 ， 把文字印出來，這方式稱為雕版印刷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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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俊楷： 張甘妍， 當時要一塊板一塊板來雕刻，這還不是死板？我沒有說錯呀 。

潘悅悅： 什麼死板？不過當時真的要逐塊逐塊製作雕版 ，書籍得來不易 。 而且 ， 要經過長
期的經驗累積，工匠才能掌握相關技術， 刻出印得清楚明白的字體格式，如果沒
有這種雕刻技術，書還是印不出來。

吳俊楷： 有技術固然重要，但是有社會需要也都是印刷術發達的原因吧。 如果印出來的書
籍沒有人買，也沒有人會鑽研印刷技術啊！

潘悅悅： 你說的正是印刷技術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所以由隋唐開始 ，書籍大量出現，到
了宋代就更加盛行 ， 書變得便宜 ，結果買書就更加容易， 因此就有藏書家的出現
了。

吳俊楷： 藏書家？那些人自己開圖書館嗎？

潘悅悅： 你也可以理解為私人圖書館 。 中國現存最古老的私人藏書樓，是從明代就開始藏
書的「天一閣」 ， 現有藏書三十萬卷，你說厲害不厲害！

吳俊楷： 果然厲害！這書樓的名字叫「天一」，這麼簡單，是不是樓主怕罰抄，取 一 個筆劃
少一點的名字？

張甘妍： 當然不是， 這是來自古代「天－生水」的說法，「天一」就隱含水的意思。按照中
國傳統的五行觀念，水能剋制火，而「天 一 閣」是木建築，最大的敵人就是火。
當時命名為「天一」 ， 就是以水為名，希望警惕後人，小心防火。

吳俊楷： 難怪老師常說「名正言順」，原來取到－個「正」名，一 切就會順利的 。

潘悅悅： 人家取這名字，目的是要警惕大家 ，書籍最怕的是被火燒！不過，只有防火意識
是不足夠的，樓主在書樓附近建造水池，做好防火措施，這才是具體積極的做法。

張甘妍： 潘悅悅，據我所知，樓主在防蟲防蛀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把書樓保養得很好 ，

才能把書籍保存下來。

潘悅悅： 所以在防範災害這方面 ，無論是突發的危險，還是持續的威脅，樓主都有對策。

張甘妍： 即使如此 ， 過程當中還是有很多變數，所以藏書能留下來，真的很幸運。

潘悅悅： 對啊！天意難測，要保存書樓，倉還要防範人禍，真的不容易。

吳俊楷： 人禍？難道有賊傻得會去搶書？我就不會這樣做。

潘悅悅： 吳俊楷，人禍不是指搶劫。 古代藏書的另－大困難，是後人不愛書，不願把書保
留下來，結果就把書散掉。 幸好，「 天 一 閣」的樓主訂下規矩 ， 不許賣書；後來更
發展出完善制度，讓後人無法取書，所以才能把書保留下來。

吳俊楷： 這樣把書藏起來，算是愛書嗎？我覺得，真正愛書，是要把自己買回來的書，用
心去閱讀，正如我，就是真正的愛書人了。 我只買各科的文憑試精讀，而且每 一

頁都有「間書」， 每個字我都細讀，這才算是愛書呀 。

張甘妍： 你這個說法 ， 令我想到我讀幼稚園的表妹 ，她說自己很喜歡幫媽媽收拾衣服，我
起初不明白，後來看到她做完家務後，就會向媽要糖果做「酬勞」 ， 我就明白了 。
你這種愛書的愛 ，與她喜歡做家務的愛，是同一 種愛。

吳俊楷： 那麼，怎樣才算是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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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悅悅： 愛書就是心裏喜歡，而且為書裏的內容所戲動。例如讀過了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如同身歷其境，為諸葛亮等人的遭遇而同悲同喜；又或是讀過 一 個作者的書，就
如同和這個作者成為朋友那樣，好像我讀了英國名作家狄更斯的《雙城記＼就覺
得自己有了 一 位外國朋友 。 這些就是我愛書的戚覺。

張甘妍： 潘悅悅，我和你 一 樣，在讀過《雙城記》後，覺得與作者成為了朋友，這不就是
「尚友古人」的閱讀態度？

吳俊楷： 「尚友古人」？說起來，我玩與「三國」有關的電腦遊戲時，也曾經與一位叫「關
雲長」的網友結盟， 這算不算「尚友古人」？

張甘妍： 你天天上課都夢見周公，你向周公問禮，才算「尚友古人」。

吳俊楷： 就算真的見到周公，我倆語言不通、 文化不同，如何談得下去呢？

潘悅悅： 所以有人說 ，閱讀好像一把鑰匙，能夠打開通往其他時代的大門，引領我們去理
解另一個時代的人和事。

吳俊楷： 你們說與古人做朋友 ， 我覺得不 一 定要讀原著呀！正如老師說要了解司馬遷，就
要細讀《史記》，結果我在網上看什麼「十分鐘讀懂史記」 ， 用很少時間就可以明
白這本名著的內容，順帶了解司馬遷的思想，簡直是本小利大。

潘悅悅： 你這樣讀《史記》真的能夠明白作者的思想嗎？正如讀一些介紹杜甫詩歌的文章，
雖然都能知這愛國憂民是杜甫詩歌的特色，但是要真的厰受到他詩歌裏的情懷，
就必須花時間細讀他的詩，投入他詩裏的世界，才能夠對杜甫有深人的認識。

吳俊楷： 潘悅悅，你的想法很理想，但是不容易做到。 我只是個中學生 ，怎麼與古人做朋
友呢？他們說一句話，我要想老半天才明白！

張甘妍： 吳俊楷，你和潘悅悅活在同 一 個時代， 尚且如此難以溝通，更何況與古人做朋友
呢！呀 ，我約了朋友，沒有時間和你繼續溝通，下次再說吧。

乙部錄音

郭文淵： 早！潘悅悅 、 吳俊楷！你們這麼早就到了？

吳俊楷： 郭老師，早！

潘悅悅： 早，郭老師 ，我們早點回來，先把《圖書館快訊》的編輯工作完成，現在可以開
始討論圖書館周的事情了 。

郭文淵： 悅悅，由於本學年的圖書館周在上學期舉行 ，所以大家要早 一 點計劃 ，今天就要
落實有關內容。

潘悅悅： 學校每年都有圖書館周，有些以往舉辦過的活動今年仍會繼續。 但我記得郭老師
您提過，本學年的圖書館周，要做到別具特色，以吸引同學多借書 、 多閱讀。 我
回去構思後，認為「電子閱讀」適合作為今年圖書館周的特色，能夠吸引同學參
加啊！

郭文淵： 「電子閱讀」？現今科技發達，確實可以有各種不同的閱讀體驗，例如電子書 丶
有聲書等等。 如果同學能夠經驗到不同的閱讀方式，相信會吸引同學多看書。

吳俊楷： 我同意，我最喜歡新科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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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悅悅： 那麼 ， 大家都同意「電子閱讀」是本學年圖書館周的特色了 。呀！我們上 － 次曾
經說過，希望這次的圖書館周，有兩個特色來吸引同學 ， 吳俊楷，你有沒有建議？

俊楷： 我覺得第二個特色可以叫做「多多益善」 ，意思是比賽誰看書看得最多……

潘悅悅： 吳俊楷，我們要的是「特色」 ， 你的建議，似乎稍欠新意 。

吳俊楷： 那麼，你有什麼具特色（加重語氣）的提議？

潘悅悅： 我想，近年社會提倡分享的文化 ， 主張互相交換需要的東西，不如我們把分享的
風氣與閱讀結合，以「書籍共享」作為今年圖書館周的第二個特色， 同學肯定會
耳目 一 新 。

吳俊楷： 食物就可以兩份食 ， 難道書也能 一 起看嗎？

潘悅悅： 即使不能 一 起看， 也可以交換來看， 還可以把自己的舊書， 送給別人， 這都是分
享。 這個做法， 還算特別吧？

吳俊楷： 我覺得其實「多多益善」也很有特色，不過你的建議較有新意， 為了顧全大局 ，
就用你的方案吧 。

郭文淵： 既然如此 ， 兩項特色都落實了 ， 我們可以舉辦什麼活動，來凸顯這些特色呢？

吳俊楷： 我覺得可以翻查一下過去幾年圖書館周的活動，看看哪一項適合， 「 照辦煮碗」
我還記得， 去年我們舉辦「讀書報告大比拼」 ， 同學反應也很熱烈！

潘悅悅： 開會前，我看過最近幾年所舉辦過的活動 ，但似乎和這兩個特色不大配合。不如
設計兩個全新的活動 ，來呼應以上兩個特色，應該會更有效。

吳俊楷： 你講得頭頭是道，應該也有點構想吧？

潘悅悅： 剛才我們談到「書籍共享」 ， 不如辦 一 個交換舊書的活動吧。

吳俊楷： 我喜歡這建議！我家裏還堆滿了舊教科書，正好拿出來交換。

潘悅悅： 這個交換 ， 不僅是交換書本，也希望大家交流閱讀的心得，這才是真正的共早 0

所以 ，除非你對教科書別有心得，不然，還是找其他書， 可能更適合。

吳俊楷： 在「電子閱讀」方面 ，又能辦什麼活動呢？我建議 一 起在網上看小說， 如何？

潘悅悅： 看書的確是好事，但是這未必能凸顯今天電子閱讀的多樣性以及互動性。

吳俊楷： 那麼，不如舉辦一個活動 ， 既向同學介紹各種的電子閱讀形式， 又讓他們親身試
用，看看有什麼互動的效果，這就是真的以新科技啟發閱讀了。

郭文淵： 這做法，的確能配合圖書館周的特色，吳俊楷這個建議不錯。

潘悅悅： 郭老師，我們 一 定會同心協力，細心策劃，這些活動 一 定可以吸引同學多閱讀。

郭文淵： 好吧，悅悅，既然我們談了這麼多有關圖書館周的內容，按照歷年的傳統 ，圖
館學會主席要寫 一 封信給校長 ， 你要準備動筆了！

吳俊楷： 潘悅悅 ， 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呀 ，你要向校長表明你會選哪 一 個 「 推薦書單」 ，

並且要提出選擇的原因！

潘悅悅： 謝謝你的提醒 ，我也知道這個優良傳統，就是圖書館學會為全體會員先選出三個
「推薦書單」 ， 再由主席揀選其中一個，作為圖書館本學年的「推薦書單」 ， 並且

邀請校長為我們寫一篇短文，推介這書單，這麼重要的事情 ， 我怎麼會遺漏呢？
不過，具體該怎麼寫，郭老師，您有何建議？

郭文淵： 我認為，既然推介的是某類書籍，就要突出那類書籍的特點 ，作為推薦的原因。
原因可以從不同方面入手 ， 例如學習、 生活或個人成長 ， 由這些角度， 論證你選
擇的原因 。 當然， 這只是我－時想到的幾點，你如果還想到其他角度， 只要言之
成理，一樣可以寫出來。

吳俊楷： 我建議你寫十個八個理由，就 一 定有說服力。

郭文淵： 多不一 定好 ，其實選擇兩個原因來論述 ， 已經足夠，最重要是支持這原因的論據
是否充分 ， 以及論證是否周密，這便要好好花點心思了 。 同時你也要盡早動筆，
因為九月底之前要把信送給校長。 還有，你記得要注意書信的格式呀！

吳俊楷： 寫給校長的信，當然要恭敬有禮。呀！信中更要邀請校長幫忙寫推介書單的短文！

潘悅悅： 時間緊迫， 我會好好構思 ， 盡快動筆的了 。 那麼， 宣傳工作 ，就要你和其他幹事
負責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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