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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聲音節目元年的 2020 得益於不少本土單位陸

續開始成立，和海外諸如 Spotify、SoundCloud、

Podcast 等大型聲音媒體的市場策略推廣，以及便捷

的平臺服務和相對較低的入行門檻，而使得許多個人

和網路品牌紛紛開起聲音節目，進軍 Podcast 這個藍

海市場。不過 Openbook 閱讀誌對於聽覺市場的規

劃卻遠遠早於這波趨勢，當各家媒體 2019 年還停留

在 Youtube 等視覺注意力的搶佔時，他們規劃的系列

節目《閱讀隨身聽》就已經上線了。節目整體採訪談

模式，第一季不論是聽眾還是受訪者都定調在與閱讀

產業息息相關的人物身上，所以作者、編輯、書店經

者和設計師都是線上嘉賓，第二季則嘗試向流量世代

靠攏，力邀政治人物、歌手、演員、導演等與閱讀有

點關係又不那麼絕對的族群，不僅是希望能更多的被

本來非閱讀誌的粉絲族群看見，更期待以這樣的設定

讓閱讀更加步入生活。至今，歷時一年快半的經營，

現在第三季也逐步推出中，揉合了一二季的優點，

Openbook 閱讀誌還在嘗試和摸索的道路上，希望能

在現今保有文化面深度和輕鬆好聽的平衡點下，讓更

多人始於有趣、忠於深度、走向閱讀。

  前身是經營了 20 多年的《中國時報》開卷版，現在則是數位時代的

新興媒體 Openbook 閱讀誌，從傳統的老牌紙媒走到臉書、Line、

Instagram 等社群媒體和聲音時代的 Podcast，這個在 2017 年 2 月時

才以網誌型書評的方式脫胎問世的閱讀推廣社群－ Openbook 閱讀誌

的速度一直都很快。他們在離開報社版面後，轉型成非營利的社團法人

臺灣推廣協進會，持續地以社群新媒體的方式，扮演著這個世代其中之

一個閱讀指路人的角色。

Openbook 不  書 
透過訪談引導你去看書
都  開卷有益  試試 open to h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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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這個節目的，除了主企劃外，還有製作過一、二季

《誰來晚餐》並以《臺灣百年人物誌》摘下金鐘獎的電視

節目製作人邱顯忠，他作為訪談主持人，不僅在訪綱上反

映出資深媒體人的厚工與匠心，更將電視製作的規格搬到

了這個節目當中。常常使得受訪嘉賓驚呼巧思連連，邱顯

忠不僅在訂完主題後會常態性的對受訪者與主題做事前功

課，更會與受訪者先見過面「預訪」一次並逐步調整訪

綱，力求抓住受訪者最獨特的閃光點。邱顯忠不只在訪問

的切點上眼光獨到，連節奏和訪談的層次感都掌握得入木

三分，在第三季第五集訪飲食文學作家蔡珠兒時，從臉書

上當時鋪天蓋地的香港新聞切入，聊了政治社會、聊了居

住、才遞進地到對港臺兩地菜市場的觀察、食譜與評判飲

食文學方式，從人文起頭兜兜轉轉後繞回了人文上，讓聽

者暢遊之餘不見艱澀，暮然回首又是主軸。同一季第三集

訪小說家黃崇凱時，更選擇他罕為人知的興趣－運動文學

下手，讓受訪者宛如遇到知心者，語長情長，不絕而滔滔。

  現在走到第三季的《閱讀隨身聽》已是 Openbook 閱讀

誌的長駐節目，叫好又叫座，不僅鞏固了本來就愛閱讀

的粉絲，更是吸引了一批新的訂閱者，甚至像是媽媽社

群等本來不在預料中的受眾，或許就如同吳致良所言，

Podcast 會讓聽者和講者產生一種親密的陪伴感，讓用心

的沈潛打磨和優質不過時的內容，更容易走入生活中。

  之所以能夠比起其他媒體更早嗅到耳朵經濟的發展

風向，Openbook 閱讀誌主編兼 Podcast 節目《閱讀

隨身聽》主策劃人之一的吳致良表示，因為團隊本身

並不執著於刻板的型態發展，閱讀是對於知識有需求

的一種表現，其實不需要拘泥於資訊的載體到底是什

麼，是紙本還是影片、甚至是聲音都行，只要滿足了

提供能解決問題的知識這件事，即便用「聽」的也能

算作增加閱歷的一種。同時，他也發現美國與中國的

聲音市場其實早就已經發展地非常蓬勃，有成功案例

可循，所以 Openbook 就決定開始嘗試看看這種以

聲音節目閱讀推廣的模式。

  「我們的目標不是讓聽眾在這裡完成閱讀，而是勾

起你的興趣讓你去找那本書。」從過去經驗來說，

Openbook 自己大部分的媒體，不管是社群上的互

動、新聞還是新書書評都具有時效性，但基於想要透

過訪談挖掘受訪者身上更多有意思的內容這層考量，

他們在 Podcast 的企劃選擇更屏除了舊時媒體對於時

效性的追求，轉而打磨訪談過程與訪綱內容，對於內

容設定上也不僅僅是跟著文本內容打轉，而是訪問那

些「成就一本書」的人他們本身的獨特經歷或是那些

知名人士與閱讀的關係。

選題選人 
如何不做書評卻把讀者帶向讀書

金獎製作人加持 
做出不一樣的閱讀訪談

Openbook 但不說書 透過訪談引導你去看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