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棗陽文獻》已進入三十一期了，一年一期算算看，正

是「三十而立」。三十歲的人已是「成熟」的青壯年，他得

「成家立業」，不能再懵懵懂懂、迷迷糊糊。

    依照目前情況，《棗陽文獻》，鄉親們（讀者）給我們

的評語，是優點多於缺點、好評多於惡評，大多的鄉親都說：

「我每期都看，尤其喜歡×××的文章⋯⋯..」但依我的觀

察與經驗，有下面幾點要說一說：

    《棗陽文獻》的讀者群不夠廣，換句話說，很多的鄉友，

雖然拿到《棗陽文獻》，但他並沒有仔細閱讀（大多從頭翻

一翻），當然更沒有「精讀」，他的家人可能更沒有閱讀了

（恐怕連翻都不翻一下），這是很可惜的。我們雖然沒有做

過正式的調查統計，但我們有資料跟經驗顯示，年輕的第三

代鄉親朋友－－泛指 60 年代以後出生的鄉親－－，對《棗

陽文獻》沒有閱讀的習慣或興趣。據我對自己子孫詢問的結

果， 我對這種說法，

一點兒也不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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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年輕人，可以上網看新聞、查資料、找趣事、和朋

友或同學扯蛋、臭屁、聊天，就是不喜歡拿書閱讀，這是全

球各國普遍的現像，我們也是莫可奈何。而老一輩的鄉親，

部分因年老眼昏，不便閱讀之外，多能「詳讀」《棗陽文

獻》，甚至希望《棗陽文獻》成為「季刊」。

    《棗陽文獻》既已三十期，似乎應該「除新佈舊」了，

各位可否知道，我們常接觸的新聞報紙都曾有過「改革版

面」的過程？其目的就是 ，讓讀者更有興趣看下去，我們

熟悉的《中國時報》不是在去年底改為「橫版」了嗎？它給

我的感覺是「新鮮」、「合適」、「進步」、「合潮流」。

     改版有三種方式，一是徹底的改變，一是內含涵的改

變，一是小部分的修正。第三十一期的改，三者都不是，但

也可以說三者都是，此話怎麼說？容我們道來！

    本期文獻全面改為橫排，這當然是「徹底的改變」。如

今我們看到的廣告、文書、資料、電視與電影字幕等，都是

由左到右書寫，市街招牌、標示公告、宣傳傳單等，幾乎都

是橫排，所以橫排已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而且都認可的，「橫

排」是合乎時代潮流的！

    這期的內容並沒有新的改革，這是因為《棗陽文獻》既

不是經濟、商業雜誌，也不是美容、時尚雜誌，更不是體育、

娛樂雜誌，

所

以這一期新開了「家鄉菜」單元。我們以後還要開闢更多新

的單元。只要您肯寫，就算您寫如何美容，如何穿衣（棗陽

人也要美容、穿衣，是不？），我們都很歡迎。這樣說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