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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圖書館「一冊一世界」主題書展，於社會學巨擘韋

伯（Max Weber，1864-1920）發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演講

滿一百週年，展出《學術與政治》這本彙集了「學術作為一

種志業」與「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兩篇重要演講的作品，並

推出主題演講與著作導讀。透過王健文館長專訪，與五位學

生參與活動的紀錄與觀察，帶領大家領略大師經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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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冊 一世界

「一冊一世界」書展發想，源自日本書店

「一冊一室」的概念。位在繁華銀座地區的幽靜

角落，一間名為森岡（Morioka）的別緻店家，以

「一冊一室」的概念經營，這個顛覆傳統的概念

是來自在書籍產業服務近20年的森岡先生。「一

冊一室」顧名思義即是「一個空間一本書」。書

店不再是由顧客從上千本叢書中挑選自己有興趣

的，而是經由書店主人每周親自選一本書。另

外，還會透過演講、展覽及活動讓人更深入了解

作者與書籍，增加閱讀趣味與深度。

成大圖書館館長王健文讀到了森岡書店的

報導，於是興起了嘗試特別型態的主題書展。第

最初的展示發想是達爾文《物種原始論》，考慮

邀請醫學院微免所楊倍昌老師、生科系蔣鎮宇老

師、歷史系陳恒安老師，這三位擁有重疊專業背

景，卻有不同專業面向的三個人。用三種不同視

角，兩週一換的接力展來執行。不過一直未能具

體實現，只停留在發想階段，「一冊一世界」的

策展，推遲了一年之久。

適逢2017年為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學術作

為一種志業」演講一百週年，韋伯在學術思想、

社會實踐擁有超過一世紀的重大影響力，而《學

術與政治》這本著作堪稱經典。於是就將第一次

「一冊一世界」主題獻給了韋伯。書展更於演講

一百週年當天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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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空間由林蕙玟副館長迅速規劃完成。

以韋伯圖像為主的變形地貼，必須走到某一個

點，才能看到完整形貌。入口處的主題書架上，

展出《學術與政治》德文原著，以及中、法、

日、英不同語版譯本。牆上的巨型海報，是學生

與蕙玟副館長溝通後所執行的設計成果。還從圖

書館倉庫挖了寶，將閒置多年的透明隔板書架，

用來陳設韋伯其他著作。精心設計韋伯的大型人

像，讓讀者可以站在定點使用手機拍攝。及邀請

熟讀韋伯教授們提供發人深省的經典名句，製作

而成的影片在螢幕上輪播。讓人彷彿與韋伯互動

對話 。

王健文館長表示：「當然，現場不會只有

一本書。這部經典本身是展覽的視覺焦點，也是

整個周邊活動發想的起點與能量的核心。透過錢

永祥教授引薦，邀請到清華大學張旺山教授，進

行開幕專題演講。另外，再加上四場導讀。由於

成大沒有社會系，在社會學專業的黃于玲老師協

助下，邀請到台大社會學博士、任教於台大台文

所的蘇碩斌教授，從社會學角度詮釋韋伯。並邀

請中文世界最重要的韋伯著作翻譯者簡惠美暢談

韋伯的焦慮與渴望。而八零年代，與我同世代的

人特別熱衷閱讀韋伯，老同學政大歷史系劉季倫

教授反省韋伯關於中國的知識與圖像。我自己則

對讀民國新儒家徐復觀與韋伯關於學術與政治的

深刻思考。」

由於活動場地就在展場，非一般正式演講

廳，反而打破了台上台下的界線。每一場參與

者少則三十人，多則六十，討論起來感覺特別

熱烈。

「當我讀到『學術作為一種志業』與『政

治作為一種志業』這兩篇演講稿，內容許多命題

與深刻觀察，都是我認為無論是作為一個知識份

子或從事教學生涯，對於自己的本分、如何安身

立命、該守的倫理，找到了解方。面對臺灣狂飆

的政治與社會現象，即使這兩篇演講發表距今已

相隔一世紀，所闡述內容仍如暮鼓晨鐘，直搗問

題與現象核心。經典之所以超越時代，正因為他

掌握了問題的根本，所以歷久彌新。」館長隨手

翻著《學術與政治》一書，一邊與我們暢談本次

書展策展理念。斑黃的紙張上，字裡行間的畫

記，透露著反覆閱讀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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