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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版、圖書館與讀者三贏

在閱讀脈絡 
探索數位出版新世界  文／鄭秀圓　圖／潘云薇

面對行動資訊化浪潮，紙本逐漸式微的脈絡下，數位出版方興未艾。今年台北國際書展匯集出版業者、

圖書館人士與讀者，共同探索、分享閱讀的各種可能。

數位出版改變了什麼？紙本書籍數位化以

後，許多讀者再也不用上窮碧落下黃泉找資料，獲

取書籍、資料變成一項容易的事情。但是面對數位

出版編輯、行銷整合、使用電子書的視覺與觸覺的

改變與適應等，仍有待各界的討論與努力。

2012年2月3日，出版界、圖書館人士和讀者齊

聚台北國際書展，在「數位閱讀推廣與發展」論壇

中彼此拋出意見，探討數位閱讀的無限可能，分別

以「數位出版行銷推廣」、「數位閱讀使用經驗分

享」以及「圖書館數位閱讀服務」，娓娓道出數位

閱讀的美麗與哀愁。

「怎麼樣？這個泡泡夠大了吧？」長晉數位總

監宋慧芹欣喜地展示多媒體電子書《青蛙吹泡

泡》，紙本青蛙跳出傳統框架，生動地與孩童互

動，相當引人入勝。宋慧芹表示，長晉行銷推廣別

無它法，即是堅持內容優質品質，建立友善使用介

面等，並且以深耕方式走訪幼稚園至大學、研究

所，推廣閱讀新體驗。

閱讀電子書一點也不難

學習英文最好的夥伴「空中英語教室」，從廣

播、電視教學、CD光碟、MP3，到現在的iPad的數

位服務，一直以來，空英持續參與數位產品的規劃

與行銷。空英研發部協理蔡介士表示，今年增加QR

碼服務，讀者可以從中連結至You T u b e看教學影

片，提供超平面的內容加值。除此，價格的訂

定、建立數位管理系統、跨業別的商業模式、社群

網站的經營、無所不在的行動閱讀等面向，都是空

英的數位閱讀行銷策略，可供雜誌出版業者參考。

《天下》雜誌網路部專案主編吳凱琳則有獨到

的見解，透過詳細的市場分析發現，讀者需要完

整、即時、可互動分享、版面簡單的界面，太多酷

炫的設計，反而會干擾閱讀的舒適度。她更加強

調，在數位時代浪潮下，電子書行銷更應該從內容

出發，必須從前端企劃開始思考，尋求內容、社群

和商務的平衡。

數位閱讀的美麗與哀愁

從抗拒、好奇到接受，這是不少人的數位閱讀

經驗。閱讀重度嗜好者作家果子離認為，數位化壓

縮了書本的空間，相當便利，但是面對錯誤百出的

網路資料，讀者必須先要有基本解讀、判別功

力，善用關鍵字找尋答案，不要過度仰賴「維基」

百科，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知識「危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研究員王道

還，以英國作家赫胥黎《美麗新世界》為數位閱讀

下了註解。熟稔西方文學著作的人都曉得，這是一

本反烏托邦的小說，諷刺在美好新世界的脈絡

下，科技其實並沒有帶給社會整體進步，反而讓小

說中的社會文化退化。

《美麗新世界》的主題不是關注科技進步本

身，而是科技如何對人的影響。王道還呼應小說指

出，電子書無法取代紙本書，因為人不是計算

機，閱讀必須活在脈絡裡。從視覺處理、翻書經

驗、找尋上次閱讀中斷點，在在說明了文字與人文

符號不只是視覺的訊號，閱讀涉及了行動，像是翻

書、寫字都是一種認知的行為。然而，不可諱言的

是，資料庫的搜尋帶給研究者極大的便利，但對於

電子書的閱讀、甚至是未來教科書的運用，王道還

則抱持著保留的態度。

現在談論的數位閱讀，大多以成人閱讀經驗為

主，對於國家未來主人翁有什麼想像呢？新北市昌

隆國小六年級學生黃湘庭表示，自己喜愛閱讀繪本

電子書籍，不同於閱讀紙本只有平面的感覺，電子

書設計了許多活潑的互動，增加了閱讀樂趣。由此

可見，數位閱讀對孩童來說，是一種新的閱讀體驗

與選擇，透過數位多媒體的輔助，帶領孩童進入閱

讀的各種可能。

圖書館多樣的數位資源

數位科技改變了人們的使用行為，而新的閱讀

模式也影響圖書館的服務。臺灣大學圖書館館長陳

雪華表示，目前臺大以支援、研究、學習為重

點，提供各種電子全文資源、舉辦電子書推廣活

動、建立數位學習、數位講堂、設置iPod館藏音樂

及雜誌閱讀區等等，以滿足學生對數位閱讀的需求。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主任鄭秀梅則概述國圖數位

資源和服務系統、介紹數位閱讀體驗區等，未來將

持續與電子書出版合作，提供豐富的館藏。另

外，臺北市立圖書館館長洪世昌，點出了採購電子

書的考量因素，像是主題內容、價格買斷或是租

賃、同時使用人數、館內外使用等等，都是未來圖

書館購置數位閱讀資源必須考量的重點。

 今年台北國際書展論壇以「數位閱讀」為軸，探索數位發展帶給閱讀的各種可能。

 每年書展的論壇為圖書出版界盛事，許多重要貴賓在

這天相聚，共同探討閱讀未來發展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