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位科技快速變革，人們與行動裝置緊密相依，民眾傳輸資訊的時間與空間

也產生劇烈變化。因應此趨勢，與書本緊密連結的圖書產業，該用什麼樣的態

度面對？本期三方對談邀請出版社總編輯、大學圖書館館長、電子書平台執行

長，一同探討圖書產業的轉型方向。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大眾傳播博士班，美國密西

根州立大學電訊傳播碩士，臺灣大學中文系學士。

   曾任臺灣數位出版聯盟副秘書長，《數位時代》

執行副總編輯、主筆，IC 之音業務總監、工研院

電通所專案經理。積極推廣數位閱讀，2019 年讀

墨電子書公布年度閱讀報告，電子書閱讀時間與營

收雙雙翻倍成長，顯示讀者已將電子書視為閱讀的

重要途徑。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研究所博士、中華圖書

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理事長。研究包含數位圖書

館、數位典藏、圖書館資訊系統、資訊檢索、資

料探勘、鏈結資料、大數據等。

   多年來持續協助臺灣圖書館界邁向數位化圖書

館，為臺灣圖書館界設計與開發館際互借系統，

數十年來在數位典藏方面著力甚深，對臺灣圖書

館界館際業務具有重大貢獻。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化博士，曾任職臺大

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北美臺灣研究學會會

長，「故事」網站創辦人兼執行長。

   2014 年創立的「故事」網站，幫助讀者鑑古知

今，讓人文和社會展開對話，2020 年出任聯經出

版總編輯，探索知識與內容產業未來發展的各種

可能。著有《大人的日本史》、《救命：明清中

國的醫生與病人》。

Readmoo 讀墨電子書 執行長 臺師大圖資所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聯經出版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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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下，

圖書  業的因應之道

龐文真      柯皓仁     涂豐恩

圖書資訊轉型時代的三方對談 文／陳星穎    圖／陳怡絜YJ



Q：科技對於閱讀所帶來的影響是什麼？

Q：內容的本質固然重要，但近年的民調也指
出國人的閱讀質量正逐年下滑，三位如何看
待這樣的現象呢？

柯皓仁 ( 以下簡稱柯）：閱讀的重點是

文字，而記錄文字的載體會隨著科技演

進有所不同。以前漢朝的時候，文字可

能是寫在竹簡上的，後來活版印刷術出

現才有現在書本的印型。現在是電子媒

體變多了，我們開始把閱讀的載體用電

子書的方式處理，可是無論如何，我想

文字乘載的知識內容才是最重要的。

龐文真 ( 以下簡稱龐）：其實文字本身

就是很技術的東西，我們學各種語言、

文字都是技術，只是因為文字的技術是

我們從小就開始學，我們就覺得它好像

不是技術了。至於我們的下一代從小開

始就有手機、影像，他們的技術表達已

經變成用文字以外的圖像，所以我覺得

科技會改變的是我們學東西的方式。

涂豐恩 ( 以下簡稱涂）：有一個歷史學

者叫 Robert Darnton，他是研究書籍

史的專家，後來也被找去當哈佛圖書館

館長。他一直在講一個觀念，就是每一

個時代都是資訊社會，每一個時代都有

資訊需要被傳達，只是我們現在可能有

一些新的媒介出現。我們如果覺得大家

好像活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樣的社會，可

能是把自己想得太了不起了，也許我們

真的是進入一個新世代，可是我還不是

那 麼 確 定 我 們 是 不 是 已 經 直 接 跨 過 去

了，還是其實還在一個轉變的過程中。

柯： 單 純 講 紙 本 書， 從 民 國 97 年 到 現 在，

師大圖書館的借還書量基本上是減半的，但

如果是從公共圖書館的角度來看，從 108 年

的借閱統計可以發現這幾年公共圖書館的借

書數量其實是往上漲的。 108 年民眾從全國

的公共圖書館大概借了 8000 多萬冊書，如

果用臺灣人口去除的話，平均大概是 3 冊多，

這個數字從很久以前的 2 冊多，其實是往上

漲的。

龐：我覺得常常用書本來討論閱讀質量很容

易陷入一種迷思，因為我發現現在年輕人都

比我們五年級的人還厲害，懂的真的是太多

了。他們看到的知識可以從任何地方來，只

要滾一遍 Twitter，知道的事情可能比只接

觸臺灣報紙的人還多、還快。那他們的閱讀

質 量， 不 能 說 因 為 少 看 一 本 書 就 懂 得 比 較

少，我不覺得。

涂：我記得臉書剛來臺灣的時候，很多人在

開 玩 笑 說「 現 在 年 輕 人 都 不 讀 書， 只 讀 臉

書」。我自己也花很多時間在臉書上，反而

讀書的時間變少了，可是我覺得閱讀的量是

增加的，因為每天都會看各種文字、資訊。

至於「質」的部分，10 年前可能臉書上真的

都是曬小孩、寵物的內容，跟書差距很大，

可是我覺得現在臉書上很多長篇大論，幾乎

就像一個社論一樣，你追蹤一個人，一路看

下來就像在看一本書一樣。閱讀形式一直在

改變，而資訊的品質搞不好是有提升的。

龐：其實現代社會最怕的是書很多，但你搜

尋不到、不知道這本書存在。書本必須要數

位化，讓它有數位生命，然後做推廣。像涂

總編現在也在做 podcast，這也是讓書本有

另外一種數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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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文真執行長分享電子閱讀器，不反光、不傷眼，可以

把整個書櫃放到進口袋，隨時隨地享用閱讀樂趣。

Q：數位科技的發展如何影響出版社、圖
書館以及電子書平台的選書、推廣策略？

柯：我在 2001 年做的研究就是跟圖書

館的圖書推薦系統有關，透過分析使

用者的借閱紀錄去推薦書本，但是後

來遇到隱私權的問題就沒有繼續做下

去。 很 有 趣 的 是，Amazon 的 條 款 大

家隨便打勾就可以把資料全部拿來做

分 析， 可 是 在 大 學 圖 書 館， 我 還 要 考

慮到老師會不會來找我打架（笑）。

涂： 從 出 版 社 的 角 度， 當 然 會 希 望 儘

可能掌握讀者的口味，可是我如果作

為讀者，其實我也對這種事情會有一

點點抗拒。我其實覺得這是一件很可

怕的事情，有一天也許人類的行為都

可以從大數據預測出來，可是如果我

們所有的事情都照著數據做，我們其

實就變成只是跟著電腦做判斷，我覺

得就少了那種趣味。

龐： 這 件 事 我 也 有 想 過， 因 為 很 多 人

常常會責難出版社說「你怎麼還在用 

gut feeling（ 直 覺 ） 做 事 情？ 你 們 難

道不能像 Netflix 一樣分析使用者然後

自 製 內 容 嗎？」 我 就 說， 機 器 可 以 推

測出品味然後找寫手來做書，但如果

所有書都這樣做，可能永遠不會有《紅

樓 夢 》、《 戰 爭 與 和 平 》 這 些 被 天 才

寫出來的東西，你恐怕永遠創造的都

是大眾品味的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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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三位如何看待紙本書與電子書的定位？

涂：很多人在談電子書跟紙本書就把這兩

種載體對立起來，好像誰會取代誰一樣，

可是紙本書也有很多種，以前百科全書、

小 說 跟 很 厚 重 的 論 文 集 可 能 是 不 同 的 紙

本 書， 雖 然 都 是 紙 本， 但 它 們 其 實 是 不

同的產品。那電子書也是一樣，一本從紙

本書變成的電子書跟一本原生的電子書，

或是加入了聲音的有聲書，都是不同的形

式。《 聯 經 》 比 較 特 別 的 是， 我 們 自 己

內 部 有 數 位 出 版 組， 他 們 對 數 位 出 版 很

熟悉，就可以反過來告訴編輯內容該怎麼

做，我覺得也是盡量打開所有編輯對於一

本 書 的 想 像。 像 我 覺 得 以 前 紙 本 書 的 侷

限是不能印得太薄，至少要一定的厚度，

可 是 電 子 書 搞 不 好 1 萬 字 就 可 以 是 首 尾

完整、能夠上架的書，我覺得這就有很多

不同的可能性。

龐：像《21 世紀資本論》這本書，剛開

始都沒有電子書，可是因為這本書很難，

出版社就出了導讀、導論，然後免費放到 

readmoo 的平台上，請大家來讀。讀完

導讀、導論的人，真的好想讀的話就去買

紙本書，這也是可以搭配。

涂： 另 外， 以 前 紙 本 書 大 部 分 的 市 場 還

是在臺灣，可是如果將來電子書更成熟，

我們現在出一本書，面對的就是全世界會

看中文的人，我覺得整個想像上都會很不

一樣。

柯： 如 果 以 圖 書 館 的 觀 點 來 看， 雖 然 我

們 不 會 自 己 去 做 電 子 書 的 製 作， 但 是 我

們做數位化通常都是為了保存文化資產。

師 大 圖 書 館 大 概 有 2 萬 多 冊 的 線 裝 書 跟

珍善本，所以我們自己會去做那個部分的

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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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果所有書本都可以數位化，實體空間存在
的必要性是什麼？

柯：其實學術圖書館這幾十年來已經從一個

「給書住的地方」變成是「以人為中心的地

方」，我們把以前的藏書樓變成資訊共享空

間， 所 以 我 們 在 圖 書 館 裡 面 擺 討 論、 閱 讀 的

空 間。 另 外 從 公 共 圖 書 館 的 角 度 來 看， 我 覺

得還是要回歸到它是一個社區裡面中性的場

所，任何人都可以在這個地方找到他的歸屬，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把圖書館定義為廣義的「第

三場域」，就是除了在家裡跟工作場所之外，

一個可以放鬆心情、進行活動的場所。

涂：《 聯 經 》 有 自 己 的 書 店， 我 們 並 不 是 像

連鎖書店什麼書都有，我們自己的書還是最

多的，但我們其實一直在討論將來書店的角

色 是 什 麼， 我 覺 得 跟 圖 書 館 會 有 點 類 似， 可

能是一個知識交流的空間或策展的空間。我

們不是把所有新書都擺出來而已，有些書是

我們的判斷或者偏好，它可能不是排行榜的

第 一 名， 但 它 是 我 們 想 要 經 營 的 議 題。 我 們

希望讓大家看到這個書，也許你不會買回家，

可是你進到書店才會知道有這個書。數位科

技進來之後，我們對整個實體空間的想像有

很多的改變。

龐： 我 也 覺 得 實 體 空 間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策 展，

你覺得重要的的議題，就用策展的方式把它

弄 出 來。 現 在 AI 太 多、Google 太 厲 害 了，

但我們比它更強的地方就是我們有人的連結，

我覺得這是沒有辦法被取代的。

柯： 不 管 是 什 麼 的 空 間， 我 覺 得 最 重 要 的 就

是要推廣閱讀，所以你不只是擺一個空間在

那 裡， 你 必 須 要 透 過 策 展、 讀 書 會 或 各 式 各

樣的活動把閱讀的氛圍帶起來。至於這些人

到底是要讀電子書或是紙本書，就已經沒那

麼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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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出版的技術革新為圖書產業打開了全新的一扇窗，當

閱讀的形式不再只有一種可能，也許傳統的圖資與出版業者

會感到焦慮，然而無論人們手上捧的是紙本書或電子書，三

位圖書產業的前輩一致認為內容的本質才是最值得守護的核

心。讓好的內容持續被創作、推廣，窗外的景緻將更加迷人，

而這也是出版業者、平台方與圖書館願意持續堅持的價值。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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