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個月，市立圖書館北區分館內的角落，都會

傳來熱烈的討論聲，書本的神奇魔力讓這群人聚在

一起，一同閱讀一同思辨，從書籍啟發耕耘心田，

這就是「臺中市心耕讀書會」，他們深信，只要有

心，書中黃金屋的大門時時都敞開著。

1994年夏末秋初，「心耕讀書會」由創辦人
黃瑞汝、創會長江坦等人共同創立，大家原本都是

國小的愛心媽媽義工隊成員，有人提出可以藉由閱

讀共同學習成長的點子，大家都相當認同，便興致

勃勃地開始籌劃讀書會，期望能在家務閒暇之餘，

提升自我能力，推廣社區閱讀文化。1998年正式
立案成為合法社團後，更加結合社會資源，參與書

香社會的推廣，定期到臺中女子監獄參與讀書會，

921大地震時更加入「書香建家園」的活動，不但
讀書更充滿社會責任。

「翻轉」讀書會是現任會長饒媛莉的目標，將

原本較為封閉的經營模式改變，與廣播電臺合作，

安排節目在廣播上公開的分享讀書心得，提高讀

「回家」，對於離鄉背井、在大都會打拼的青

年來說，是個既困難又勇敢的決定，因為回鄉後可

能要面對生活條件不如都市便利等諸多缺點。但在

霧峰，有位青年做出回家的決定。

「小熊老師」林德俊，活躍於新詩界的新生代

作家，曾在臺北擔任報社主編與大學講師等職，職

場經驗相當豐富，卻在 2014年突然與太太韋瑋一
同辭去工作，回到家鄉籌備「熊與貓咖啡書房」，

開店至今也滿一年了，談起書房的理想，小熊老師

的眼中充滿堅定。

「我們的目標就是關店。」我被老師一席話嚇

了一跳，才剛開幕一週年的書房，竟設定以關店為

目標，讓我一頭霧水，老師接著說明：「若我們做

的事都有人接手做了，書房就能功成身退啦！」原

來，「熊與貓」以在地文藝復興基地為定位，不單

純賣書與咖啡，而有更大的文化使命在。

「我們就像是社區的文化部」這不是自負的比

喻，比起政府大方向的推廣目標，「熊與貓」能做

書會的曝光機會及知名度。Facebook上面的社團
頁面也從原本需審核才能看到內容的私人屬性，更

改為公開，讓一般民眾可以輕易查詢到讀書會內部

的活動內容，進而了解讀書會的運作。原本在活動

中心的讀書會例會，現在也改至北區分館辦理，並

與圖書館以資源共享的方式互相合作，該館主任也

表示，與心耕讀書會合作，可以幫助民眾，除了來

圖書館養成閱讀的習慣，加入讀書會還可以深入閱

讀，讓閱讀風氣更加扎根。

「用心耕耘，以書會友；經驗交流，共同成

長。」二十餘個寒暑過去，心耕讀書會的會員們依

然秉承著創會宗旨，每月聚在

一起聊書談書，用心分享

書本中帶來的感動，與朋

友互相交流閱讀經驗，

學無止盡一同成長。

的是更貼近在地的文化扎根。店內販售新書與二手

書，藉著他們的專業，選書自有獨到之處，上到二

樓閱讀區，還有機會在書架上驚喜發現作家親筆簽

名書呢！既然特別強調「咖啡」書房，咖啡也絕不

馬虎，採用公平交易咖啡豆，烘豆專家指導、現磨

現沖新鮮精品莊園咖啡。店內販賣的小點心食材皆

與自然農合作，讓顧客吃得安心。

自許為文藝復興基地，他們主動與在地許多文

化組織與人物接觸，當然，突然回到家鄉從事這些

文化推廣工作，也引起許多人懷疑是否另有企圖，

他們沒有因此就放棄，反而用更多的耐心與真誠跟

大家溝通，終於漸漸贏得信賴，越來越多人願意一

同合作如漂書行動等，甚至是生態關懷的相關活

動，透過共享資源和宣傳平臺，觸及更多本來沒有

交集的社區居民，一起關心在地大小事。撥個時間

來坐坐吧！讓「熊與貓」告訴你霧峰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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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書架上信手拈來，讓自己有黏在書房一下午的理由。作家江自得醫師獲邀至讀書會專題演講 每月的例會會員都相當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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