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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業耕耘先驅─陳雨潤
文： 而

陳雨潤，澳門出版協會理

事長、資深的新聞工作者及書店

總經理，以筆名雨花出版散文集

《自色悟空》。陳先生在90年

代初開始擔任文化廣場總經理一

職，自此一直從事業務管理、閱

讀推廣的工作，近年更致力協助

本土作家出版作品。

自喻“文化事業耕耘小園

丁”的陳雨潤，出身不算富裕，

中專畢業後便投身社會，由零開

始走到今天。他個人的成長歷

程，正是終身學習的良好例證。

以下就讓我們從他擔任的不同角

色、經歷和感受來看一看陳先生

終身學習之路上的風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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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翁失馬  焉知非福

陳雨潤中專畢業後便投身澳門日報

報社工作，由校對員做到副主任。從事了

七年報業工作的他回憶道：“剛開始的時

候一心想做副刊，但因為沒有專科學歷，

只能當個小校對。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校對的工作讓我可以閱讀不同的作品和資

訊，也讓我養成了良好的閱讀習慣，為將

來的發展打下穩健基礎。後來升做記者，

什麼都不懂，但什麼都得做，於是一有空

便躲在八角亭圖書館看書，寫作、編輯、

拍攝、沖印所有都是自學得來的。”就這

樣，他開創了自己的新聞工作之路。

在報社好不容易捱出頭，卻又毅然

轉投書店管理營運的工作。到底是什麼驅

使他放棄辛苦得來的成果，到書店來當開

荒牛呢？陳先生一臉認真地說：“是一份

年輕人挑戰自我的拼勁吧！當時澳門有規

模的書店幾乎是絕無僅有，在一片被喻為

文化沙漠的土地上，文化廣場這片前所未

有的綠洲正是我夢寐以求的樂土，我希望

把她建成一個文化資訊的集散地，讓更多

人可以享受到閱讀的樂趣，於是便留下來

了！”

一九八九年四月於北京採訪人大政協“兩會”。　

保持求學動力 
成就終身學習

90年代初，澳門的閱讀風氣仍不成

氣候，書店如何在逆境中求存是陳先生的

最大使命。完全沒有管理經驗的他，靠什

麼去開山闢地呢？主要還是“閱讀”建的

功！身處書海的他，一邊工作，一邊閱讀

相關書籍，以求將勤補拙。被問及如何養

成閱讀習慣，陳先生認為最重要的是具備

學習的訴求。

陳雨潤的個人學習訴求源自於生活

壓力、工作需要和個人興趣。反觀今天的

年輕人，升學機會大、工作選擇多、社會

經濟好、生活條件佳……如此生活壓力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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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作社區用途卻仍冷冷清清。人們一旦安

於現狀，便很容易失去終身學習的動力。

他回想若當年停留在熟悉的工作環境中，

可能較現時的工作更輕易，甚至更早取得

成就，但在知識和經歷上，勇於嘗試、勇

於開拓，還是現在得到更多。所以陳先生

堅定地說：“我從來沒有後悔過當初的決

定！”

興趣─ ─ 閱讀的起跑線

如果生活壓力和工作需要這兩項培養

閱讀習慣的訴求，為今天的客觀環境所缺

乏，那我們大概就只能在培養“興趣”的

方面下功夫了。以推廣閱讀為重要職務的

陳先生，與我們分享了以下的經驗。

有若無，求學的動力自然比不上艱難之地

的人們。北京某名校的圖書館早上六時門

還未開，外面就已門庭若市；而澳門某

大學圖書館環境優美、設備先進，即使開

一九八五年從著名作家陳殘雲手中接受， 

“第一届澳門青年文學獎”獎項。

由宗光耀等主禮，

出版第一本澳門書

《澳門記者鏡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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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陳先生開啟閱讀之門是中學時代的

胡培周老師。胡老師對國學的熱愛，讓他

開始喜歡古典文學，然後愛上寫作，醉心

閱讀。雖然陳先生熱愛古典文學，但年少

時還是最愛閱讀金庸小說。

“要啟動閱讀興趣，優秀的通俗作

品比傳統的經典，往往更具效力。近年

《哈利波特》掀起的閱讀熱潮，正好說

明了這點。孩子們喜歡《哈利波特》，一

本接一本的看，漸漸的便成了習慣。看完

了《哈利波特》，便看《魔戒》，再由同

類的書看到不同類的……”陳先生對此津

津樂道。

投其所好 ─ ─  
親子閱讀的重要手法

老師為陳先生開啟了閱讀之門，陳先

生又如何為自己的一雙子女築建閱讀之路

呢？“投其所好”正是親子閱讀的重要手

法。陳先生認為閱讀不僅是要學習文學，

更重要的是要學習文化、吸收資訊，並養

成終身學習的習慣。

親子閱讀是培養孩子閱讀興趣的良

方，為了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陳先生會

陪兒女一起看心頭好。陳先生說：“兒子

喜歡軍事，就找來軍事的書一起鑽研；女

兒喜歡日本樂隊，便一起追尋其音樂風格

和發展歷程；目的要讓孩子們知道閱讀

是獲得資訊的重要工具。”除了投其所

好，更要做到親子之間互相欣賞、互相分

參加兩岸四地文化交流向華文

世界推介澳門文化特色。

“痴心父母古來多”，兒子愛

軍事我也成了坦克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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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透過我欣賞他們的愛好，他們也願

意來欣賞我的愛好，這樣才可以互相分享

心得。例如早前我便和兒子一起鑽研書法

的學問；女兒到外國後，又愛上楹聯藝

術，請我給她介紹好書。” 

閱讀是自我成長的重要元素。陳先生

的兒女早於少年時期，便到國外求學。兒

子能在國外入讀名校，靠的便是博覽群書

的習慣；女兒能對國學有所研究，也是因

手不釋卷，廣泛閱讀所致。“事實證明，

投其所好、相互影響的親子閱讀方法在我

家中是見成效的。”陳先生一臉自豪地分

享著自己在引導兒女閱讀的心得 。

家庭、學校、社會
共同營造閱讀氛圍

向讀者推介本土出版物。

談到培養閱讀興趣，陳先生認為除

了家庭的培養外，學校和社會的帶動亦同

樣重要。由學校推動的網上閱讀，其理念

應不同於鼓勵學生個人閱讀的推廣，選材

應具一定的指引性，應以“推傳統，容通

俗”為大原則，而在傳統作品中宜選擇一

些具趣味性的經典小說開啟閱讀之門，如

《紅樓夢》、《西遊記》等。一些脫離現

實生活，難以產生共鳴的“社會題材”則

較難開發學生閱讀的興趣。

在社會方面，閱讀風氣的形成主要靠

政府行為和民間行為確立，由過去勢孤力

弱，到今天投入大量資源推廣閱讀，陳先

生感到欣慰。但比較起來，澳門與日本、

歐美等先進國家，仍有一段距離，仍有追

趕的急切性。



�

有效的網上閱讀

就目前而言，網絡文化對閱讀風氣

造成最大的障礙，因為孩子沉迷上網，便

不會花時間在傳統的閱讀上。如何把閱讀

和網絡有機地結合起來，讓學生覺得網上

閱讀很有趣味，是一個非常具研究性的課

題。對於近年教育暨青年局與學校推行的

網上閱讀，陳先生基本認同此探索方向，

但須注意以下幾方面：

第一 在選材方面，要堅持文字基礎閱讀

的傳統，不能為加強興趣而採納太

多具變種文化的作品，像方言和潮

語類的作品便不宜成為主流。

第二 要保留完整的章節，不要斷章取

義，讓學生單學形態，不學內涵；

單學形式，不學實質。

第三 要保護眼睛，讓孩子不會因太長時

間接觸電腦螢幕而影響視力。

面對網上閱讀的衝擊，陳雨潤並不擔

心傳統閱讀的生存問題。他認為傳統閱讀

對眼睛健康的影響較少，而且攜帶書本較

便利。即使網上搜尋如何方便，但也難以

起到延伸閱讀的作用；反而在書店，一目

了然的書籍排列，可引起讀者閱讀更多書

籍的興趣。因此，他不擔心傳統閱讀會有

被取代的一天。

豐盛文化綠洲
帶來閱讀生機

“書香文化節”上，澳門作家新書聯合首發，

吸引讀者排隊索取簽名。

為了讓建立的文化事業生生不息，陳

雨潤到香港、中國台灣等地取經，引入了

很多推廣閱讀的方法，如：利用展覽廳的

活動增加人流、舉行閱讀講座、校園書展

與電視台合辦閱書專題節目等。

近年，陳先生不僅為我們播下文化

的種籽，還親手協助本地的小幼苗長成

巨木。過去，澳門人只能看外地的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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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 ， 我 們 擁 有 了 屬 於 澳 門 本 土 作 家 的 書

刊。“這是陳大白當年自資出版的《天明齋

文集》；這是漁商沈東和的《豉味縈牽四十

年》；這是嚶鳴合唱團無伴奏合唱光碟；這

是本人拙作《自色悟空》……”陳先生如數

家珍地為我們介紹，眉飛色舞地訴說著這批

本地作品背後的故事，讓你充分

感受到的是一份“釣勝於魚”的

喜悅。“打造本土文化，發掘本

土 文 化 ， 是 我 給 自 己 的 終 極 任

務！”看來仍有很大的動力延綿

陳先生的終身學習之路。

陳雨潤形容自己是文化事業耕耘的小園丁，

但在他的悉心澆灌下，這片小小的園地長出的不僅

是小小的苗，還將是茂密的林。筆者認為，陳先生

可說是當中的先行者！他以敢於嘗試，不怕失敗，

勤奮力學的理念，開拓了自己終身學習之路，也開

拓了澳門文化發展之路。

    

“腹有詩書氣自橫，才如湖海人自偉。”這是陳

雨潤給讀者的勉勵，也是陳先生留給我的鮮明的印象。

文化小園丁——中國台灣漫畫家鄭京訪澳特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