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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02  記者 邵奕儒 文

 

圖書館的自由被侵犯之時，吾輩必團結力守自由

       

　　媒體亂象，已是全民共同體認的事實，收視率掛帥所衍生出的假新聞、不道德採訪，節目主

題偏好煽色腥，情節如同電影般高潮迭起衝突不斷。除了關上電視之外無從選擇的觀眾坐在客廳

，被方盒子內的八卦與政治激情餵養，此時氾濫的言論自由成為暴力。

        面對這樣的現狀社會大眾無能為力，或許有人期待全能的政府站出來，好好規訓這荒腔走

板的媒體生態；但試問被篩選、被檢視過的可又是資訊是閱聽人所要的？失去言論自由的媒體，

受國家機器宰制，政府以各種名義審查、沒收、禁止輿論的流通，只因為內容會危及到那些把國

家與自己畫上等號的政客的利益，閱聽人是否只能淪為被動，接收著與文化工業產品相同，一成

不變的論調？

 

捍衛言論自由　向「媒體淨化法」宣戰捍衛言論自由　向「媒體淨化法」宣戰

　　被箝制的言論自由在歷史中真實存在，如同文化大革命，如同白色恐怖，也如在同虛構的日

本正化*(注１)元年（1989年），制定「媒體淨化法」所引發的《圖書館戰爭》。

        昭和最後一年，以取締擾亂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為目的制定媒體良化法，設立「媒體良化

委員會」，並在各縣市配置「良化隊」，可以合法進行武力執行審查及查禁所有出版品。正化十

一年（1999年）良化隊襲擊日野市立圖書館，包括當時圖書館長稻嶺的妻子在內十三人身亡，僅

有一本書得以保存，其餘館藏書物全被銷毀，是稱「日野惡夢」。

        事後為了對抗良化隊，圖書館依據「圖書館自由法」成立「圖書隊」並購入槍械以建置防

衛武力，圖書館成為捍衛思想與資訊自由的堡壘。雖然有各自根據的法源，但事實上良化隊與圖

書隊兩組織的抗爭早已具有超越法規的特性，只要抗爭不侵害公共物品以及個人的生命與財產，

司法也不會介入。

        原著小說作者有川浩在虛構的日本平行社會中放入此一故事結構，並2006年將小說內容改

編為動畫，其發想出自於日本圖書館協會1954年通過的「圖書館自由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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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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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笠原郁，動畫裡稱他為熱血笨蛋。

圖書隊隊輝為書本與甘

菊花，花語「苦難中的

力量」

一、圖書館有收集資料的自由。

二、圖書館有提供資料的自由。

三、圖書館必須保守使用者的秘密。

四、圖書館得以拒絕所有不當的檢閱。

作者在書中加入第五點宣言

五、圖書館的自由被侵犯之時，吾輩必團結力守自

由。

並將其組成圖書館法第四章*(注２)賦予法律效力。

 　　在這看似嚴肅沉重的議題下，圖書館戰爭其實是以圖書
隊新進女隊員笠原郁為主角，鋪陳出一部具有問題意識的愛
情喜劇。開場即是惡魔教官訓練新兵時的趣味情節，而女主
角熱血魯莽的個性也為整部動畫增加不少笑料，在短短十二
話的動畫中交織出對於捍衛言論自由的堅持，即使身陷槍林
彈雨也要將書本與藝術品擋在身後的信念。
        為了讓較為沉重的議題能夠被大眾思考，圖書館戰爭
搭配著有趣的情節，讓讀者能抱著觀看休閒小品的心輕鬆進
入小說情境。當小說卡通化後降低了閱讀門檻也更符合現代
人影音視覺化的閱讀習慣，大大提高大眾接觸圖書館戰爭的
意願，並進而反思其中所論述的問題。
       

虛構故事　呈現現實紛亂虛構故事　呈現現實紛亂

　　媒體淨化法，一個不可能通過的法案，在虛構的正化時代通過了，這是有權力制定法律者（

國會議員）和能影響法律執行過程者（民間團體、資訊菁英）的共謀。一群人認為自身擁有賦予

讀物價值並思考評判的能力，而其餘的大眾或青少年是毫無判斷能力的盲目讀者，當他們接觸被

認定為「不正當」的資訊，會將其中的錯誤思想實踐於社會，並會成為社會上的毒瘤。

        台灣號稱已走出白色恐怖的思想牢籠，成為一個享有民主與自由的國度，但民國94年網路

分級制度上路，台灣成為世界上唯一強制網路分級的國家。「反假分級聯盟」成員抗議，認為此

舉影響台灣網路媒體發展、資訊權利與言論自由。此外，對於教育不斷強調的自主權，青少年包

容異議的能力、自由平等基本理念，無疑是一大諷刺。

        民國95年民代批評圖書館借閱限制級圖書給未滿18歲的青少年，館方因此將限制級圖書下

架。台北市立圖書館清查的限制級書目其中包括不少諾貝爾文學名著及暢銷通俗作品如：「斷背

山」、「失樂園」、「羅莉塔」、「令人戰慄的格林童話」等，其分級方式依據「出版品及錄影

節目帶分級辦法」，但在文學、藝術與暴力、情色之間，如此粗糙的分級方式備受質疑。       

　　在圖書館戰爭中良化隊與圖書隊衝突不斷，但大多都各自依照其法源及其條例行動，「九點

開館後戰爭就必須結束」、「市區內是緩衝地帶，沒有開火權力」，在這場鬥爭中遵守公家機關

的遊戲規則─法律；但對親良化隊的自治團體而言，由於不受法律規範，身分又是市民，對媒體

及民意的煽動與圖書自由的阻撓更為恐怖。

        也因此良化隊甚至會私下與民間團體合作，讓民間團體藉著抗議示威等方式操弄民意，以

合理化良化隊對圖書館進行的搜索與攻堅行動。政治的手段，背後意識形態的操弄，這部動畫將

栩栩如生的現實社會用影像呈現。

        作者抗議假規範限制了自由，將抗議的聲音夾帶在小說與動畫的娛樂中
，運用呼籲而非教條的方式，希望讀者能夠察覺現狀的社會問題，以結果來說
相當成功。身處於這媒體紛亂的時代，我們或許無法想像故事中那個言論自由
受限的社會；但只能消極接收媒體出自收視率量化統計後，較能吸引觀眾的題
材，這不正也是一種檢選的過程？且更為隱微、更難讓觀眾發現我們閱讀訊息
的自由已在發送端即被剝奪。
         正如同動畫最後一話＜圖書館是為了誰？＞，笠原面對媒體的質問以日
本著名文學家夏目漱石作品《少爺》裡的台詞回答：「『不講道理的事多了』
對於錯的規則不敢質疑，只是一味順從地活著，我覺得這不算是真正的活著。
」面對現今媒體篩選資訊的規則，我們應該覺醒並且反抗，就如同圖書隊隊徽
上的甘菊花花語一樣，堅持著「苦難中的力量」。或許個人的力量微薄無法撼

動現有體制，但因為我們相信且實踐，才會有股力量會使我們帶著言論自由脫離苦難，投身正化
年的圖書館戰爭。

 

 

（注１：正化、平成、修文是昭和天皇駕崩後預定的三個年號，現實中的日本以平成為目前年號

）

（注２：現實中的圖書館法只有三章2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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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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