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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列，與讀者的對話

沈如瑩

書店工作者、Openbook專欄作家

一、書店陳列的演變：從書櫃到平台，從新書到推薦

「陳列」指的是在實體空間裡將物品一一擺放排列。書店的陳列一

般分為書櫃與平台，前者以側插方式排列於層架上，從外表僅能看見書

背；後者則是將書平放在桌子之類的硬體上方，可以直接看見整本書的

封面。

臺灣在七、八〇年代以前的書店，店內陳列硬體通常都是高矮不

一的書櫃，依照出版社將書目並排在一起。其後隨著新一代的書店興起

（一九八三年的金石堂、一九八九年的誠品書店等），書店轉而將部份

賣坪改為平台，將書平放陳列。雖然相較於書櫃，平台能陳列的種類數

目比較少，但卻更容易吸引讀者的目光，其後便逐漸發展出各種規則與

變化。

最先開始以平放陳列的，多半是新發行的書種。對書店而言，「新

書」的定義是出版一個月（最長不超過三個月）的書籍。新書採購進來

後，自然想要第一時間讓讀者看見，所以通常會放在最靠近門口的位

置，對經常光顧的常客而言，這是一張充滿新鮮感的桌子。由於臺灣出

版量十分龐大（即使連鎖書店約僅進一半種類，每年也將近兩萬種），

無論書店多大都不可能讓所有新書都在這裡露面，如何取捨，是十分重

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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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讀者走進書店是不看新書區的。這種讀者會一口氣走到他

想逛的區域，此時區內的平台就非常重要。書店除了出版社外，也會用

「分類」的方式，將文學、財經、生活等不同類型的書目分區放置，每

一個區域裡會有屬於自己的陳列平台，用來引導、提示讀者同類出版書

目中值得注意或賣得較好的有哪些。通常新書會在門口進來第一眼會看

到的平台，推薦書則落在各區域的書櫃前方。這裡的平台有一定比例會

將已經不是新書，但是仍舊賣得不錯的作品，持續給予平擺陳列，有助

於推廣和維持銷售。除此之外，因為時效壓力較小，也會增加推薦書的

陳列品項，如果主題適合，有時也會將很舊的書拿到平台上，讓不同時

期的出版品搭配陳列，增加閱讀的深度與廣度。

除此之外，最常使用平台陳列的還有書展。書店裡的「書展」除了

「展示」之外，同時具備銷售目的，這是與圖書館策展最大的不同。但

兩者的目的，皆是希望藉由吸睛的陳列方式，讓讀者產生好奇心，並進

一步決定購買／借閱。關於書展的規劃後面會再提到，此處先從陳列基

本原則開始介紹。

圖1 書櫃上多半以側插陳列，平台則將書
平放或立起，可以看到書的封面

圖2 藝術設計的區域前方，以日本為主題
的陳列平台。不僅有新舊書種，也納
入日文、英文等不同語言的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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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陳列的基本原則：安全、易取、層次、關聯

由於臺灣書店規模十分多樣

化，大型書店和小型書店的陳列

方式亦不盡相同。連鎖書店講求

貨量充足，所以店內的平台上幾

乎不見任何縫隙，且每一種書平

均至少都有五本以上的複本；獨

立書店著重選書風格，同時因營

運資本較小，不便負擔過多庫存，所以陳列較為錯落，可能只有一本的

書也會放在平台上。

無論如何選書，陳列都有些「技

術性原則」需要遵守。

有時候在網路上會看到彷彿疊骨

牌似的花式陳列，但其實這樣的做法

比較適合放在櫥窗或一般人碰不到的

地方，實際在書店陳列時，首要原則

是「安全、易取」：平台上的書不要

擺超過桌邊避免掉落、大而厚重的書

不要疊得太高、無論是牆面或平台，

不要把書放在手伸不到的位置等，看

似理所當然，卻很容易因一時疏忽而

發生。

圖3 相較於圖2，平台上每種品項都疊了許
多複本，這間書店幾乎每種書都只陳列
一本

圖4 有些開本較大的書已經突出層
板超過三分之一，抽取旁邊的
書時可能因此導致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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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桌上放了兩個橫排的

書，靠近桌邊的這排應該要比較

低（放的本數較少），以免遮住

後排的書；如果在桌上要以側插

方式陳列，務必使用書擋或小架

子，以免東倒西歪。也不要使用

過多側插陳列，避免在多次拿取

後加速書籍損壞，既然要放在平

台，就應該讓封面露出來。

因為圖書館的書複本比較

少，如果覺得桌上都是一本一本

平躺著很沒有精神，可以利用立

架將書站起，或是用小箱子之類

的道具幫忙。桌上也可以搭配小盆栽等增加氛圍的物件，但切記勿喧賓

奪主。關於文宣陳列的原則將於後文詳述。

在同一張平台上，理想的陳列應該是每一本書之間互有關聯，通常

會順著視線從左手邊開始（可視空間動線決定），由「重」而「輕」，

所謂「輕重」，指的是選品的比例。

三、平台陳列的選品方向：拿捏輕重比例、聚焦作者觀點

雖然每家書店都有自己的選擇標準，不過正如前述內容提到，書店

會選擇放在平台陳列的書，不外乎新書、類型推薦書及書展三大類，至

於選擇的方式可依照出版品的類型而定。目前的出版品大約可分為四個

圖5 圖片中央可看到一排立在平台上的書，
是用小書架固定住的

圖6 平台上的書，前排（靠近桌邊的這一排
）比後排低，以免拿取不易，同時每本
書之間應該互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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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無論是新書、推薦書或書展，都可參考這個準則。

1.目的性及實用性書籍

通常語言學習、電腦資訊等非常具目的性的出版品，因為需求的

人多半有明確目標，就算不放在新書平台，也不會影響購買意願，反

倒是儘速放上書櫃，能夠讓想要找該種書的人更容易發現。其次，食

譜、旅遊手冊這些也是偏實用性的書，則會根據主題或內容判斷，如

果主題是比較特別的，或內容豐富、與一般同類書目不同，也可能挑

選部分放上新書平台。

例如同樣是日本主題的旅遊書，比起單純介紹景點及路線圖的出

版品，鎖定親子旅行的主題型作品更適合放在新書桌上介紹給讀者；

同樣是微波爐料理，如果有特別的小祕訣或巧妙的圖片編排，就比按

部就班的食譜書更有意思。

更進一步的例子，則是在實用性外的藝術／文學價值。相對旅遊

手冊，書寫個人感悟的遊記更能觸發獨一無二的閱讀體驗；書寫飲食

文化的作品也比食譜的閱讀層次更豐富。這並不表示旅遊手冊或食譜

就不重要或等級較低，而是無論書店店員或圖書館員，都有責任帶領

讀者藉由閱讀打開更遠的視野。

2.從入門到專業的閱讀金字塔

第三種類型包含人文歷史、社科、科學、商業、藝術設計……

等類型。這些種類的書有著像金字塔般的分布模式。最底層是入門書

目，中間是具備基礎知識者，或對該領域有濃厚興趣的讀者有興趣閱

讀的書目，上層則是學術及專業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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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書目

中間書目

入門書目

以生物學為例，《觀念生物學》、《生物學好好玩》之類，以

介紹學門概念為主題的作品可算是入門書目，《生命的誕生》、《基

因》等，適合具備基礎遺傳知識或對遺傳學有興趣的讀者；《人類生

理學》、《植物分類學》則幾乎只有該領域的專業讀者有閱讀的需

求。

入門書目的推薦方式類似實用書，以內容的正確性、豐富度等基

礎元素為主要考量；中間書目的作品要能夠傳達獨到觀點與創見，在

基礎知識能提供更多層次的閱讀樂趣；專業書目較類似語言書或電腦

書，讀者以目的型居多。

假設一張平台上可以放

十種書，一般書店在【入門：

中間：專業】的陳列比例大約

落在【3：5：2】左右，雖然

會因實際情況有所不同（有時

候入門書會更多，專業書也可

圖7 以攝影書為主題的平台，右邊三分之二
是攝影師傳記及作品集，左邊三分之一
是攝影技巧實務書



101

能更少），但中間書目通常是占比最高的，因為對絕大多數的讀者而

言，這個階段的書最需要推廣、介紹。

3.文學書籍

最後一種類型是文學書。無論是小說、散文、詩歌，或任何一種

文學作品，都是以文字本身進行創作的藝術，同時也是最沒有閱讀門

檻的類型。古典小說、翻譯文學、神話、輕小說……雖然閱讀喜好各

自不同，但文學作品旨在激發閱讀想像、追求聽故事的享受、陶冶心

靈……，並不適合以「實用」與否定義，因此在陳列的挑選標準有所

不同，但仍有一些基礎可供參考，包括：

(1)作者

一本書的靈魂即為作者。也許是文學大家，也許是文壇新銳，

如果是值得注意的名字，都可以推薦給讀者。

(2)文筆與觀點

假設手邊有一本小說，它要說的故事是什麼？親情？自我追

尋？愛與死亡？自古以來文學創作不脫以上命題，但要如何把故事

寫得好卻各有千秋。優雅、粗獷、犀利……我們要找的是生動而層

次豐富的作品，或能將熟悉的題材以全新觀點闡釋的作品。

(3)獎項、推薦

在難以取捨或不知如何下手時，可以查詢作品獲得的獎項（通

常書封上會有相關訊息）。英國曼布克獎、美國國家書卷獎、法國

龔固爾文學獎、愛倫坡獎、聯合報文學大獎、臺北文學獎……獲獎

並非唯一的標準，但是的確具有參考價值；若書上有推薦人、推薦

序等資料亦可列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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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己的喜好

雖然無論書店或圖書館都應保持開放而中立的態度，讓讀者

自行與書相遇，但有時候出於私心的推薦，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媒

介。日本書店最時興店員手

寫的推薦卡，臺灣有些小型

書店也有類似做法，連鎖書

店則會舉辦「職人賞」之類

的推薦活動，便是希望藉由

店員現身說法讓更多好書被

讀者看見。

四、書展規劃與執行

如本文開頭所述，書展的目的是希望藉由吸睛的陳列方式，讓讀者

產生好奇心，並進一步決定購買／借閱。如何選擇策展主題，會依照書

店／館別的特性有所不同，不過通常有以下幾種規劃方向：

1.依照銷售／借閱熱門程度的喜好

這是以呼應讀者需求的角度策展，不過如果直接把熱門書放在一

起那就變成排行榜了。比較有趣的做法是，將熱門書目的主題抽出部

分來延伸。例如東野圭吾總是排行榜的座上賓，但推理小說除了他還

有哪些作者值得推薦？不同的創作派別裡又有哪些特色和差異？都是

可以挑選的題材。

2.回應社會趨勢

閱讀其實是反映社會的一種方式。《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因不

圖8 這張平台上以便利貼為每一本書寫上簡
單的書介，以書店的角度推薦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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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事件成為話題，如果想要關心性侵與自殺議題，除了此書外還可以

讀哪些作品？《做工的人》以淺顯文字書寫底層生活，亦能延伸出勞

動權與居住正義等面向，由淺至深引領讀者進行更多的思考。去年由

「Openbook閱讀誌」網站策劃的「理想的告別」書展，便是以「長

照」、「安寧照護」等現代人必須面對的議題為主軸，也在數個圖書館

陳列。

除此之外，與所在城鄉的其他藝文單位跨界合作、根據館內年度的

整體活動目標、或甚至是館員自己想策劃都有可能。書展不一定要規模

宏大，有時在一個角落靜靜地陳列，也能找到屬於它的讀者。

圖9 今年一月在北市圖總館一樓大廳展出的「理想的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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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程與工作內容

以書店的作業時間而言，一檔比較完整的書展大約需要兩至三個

月前開始進行，不過規模愈大時間愈長，以年末各大通路都會舉行的

「年度百大書展」而言，除了三個月以上的籌備期，必須在編列年度

預算時就要提出費用規劃。如果我們以三個月為期，規劃一檔三十種

書的書展，那麼要做的事大概有這些：

(1)書展主題與架構擬定

(2)挑選書目、下訂單（採購）

(3)構思文案、文宣呈現

(4)現場陳列

主題、架構與書目通常建議和同事（或主管）討論，以免獨自作

業會有盲點。「主題」是我們要講的事情（例如「母親節」），「架

構」便是主題裡要拆解的角度，如果規模很小可以不用特別細分，但

如果書目二十種以上建議拆出次主題，可以凸顯要呈現的企圖（例

如「具代表性的親情故事」、「歷史上有名的母親」、「恐怖的母

愛」……）。

在決定每個次主題時，心裡都會有兩、三本一定要選的書，可從

這些書延伸出整份書單。書店訂書所需時間依情況不同，連鎖書店快

的話可能一週內，但小書店可能需要一個月以上。同時我們期望的書

單有可能因廠商缺貨無法備齊，此時要決定是否直接捨棄或更換其他

同類書目。需注意的是，如果規劃和採購由不同人負責，必須事前做

好充分溝通，避免發生沒收到採購需求，或採購來了之後沒有人知道

是書展陳列用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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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宣與陳列

如果這個書展會有文宣，必須撰寫文宣上所需文案。文案內容包

含：

(1) 書展名稱

(2) 起迄日期

(3) 副標／簡單的說明或氛圍文字

(4) 圖書館的logo／標準字

文案的重點在於使用少量

文字完整闡述書展目的，過多

的解釋或故作姿態的文字遊戲

都不適宜。

文宣的尺寸必須考量現

場陳列的空間。必須夠大（讓

人看得清楚）但不過大（遮住

陳列或視野）。文宣設計因為

牽涉主觀美感問題，很難有統

一標準，不過因為書陳列在一起的時候其實已經容易讓人眼花撩亂，

文宣原則上不宜有太多元素，讓文案清晰呈現為主，再簡單搭配氛圍

（上述母親節書展的例子可能就是較粉嫩溫馨的色調呈現）。

因為設計文宣需要支出費用，如果有預算考量無法每次都花錢請

人設計，可以以專案方式委託設計師設計固定的版型（例如邊框、字

體），調幾個不同尺寸的版本（例如A4、A3、對開，或館內的常用尺

寸），之後書展只需要更換內文和底色即可，如果沒有長期合作的美

圖10 文宣的圖樣只以線條構成，素色底襯以
簡練文字，把想說的話留給書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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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人員，或可轉成館內電腦軟體支援的檔案格式，館員即可自行處理

（實際執行方式須與設計師討論），不過因為平面設計有許多專業眉

角，想要做出理想效果，最好還是事先編列預算，以便後續可請設計

師處理。

在此特別補充一個重要的小細節，文宣上如需放置單位名稱，務

必使用標準字或logo（視覺標識）。識別系統是一個單位以平面設計

呈現的形象，是經常被忽略但十分重要的一環。此類檔案都有固定字

體、配色及使用規範（例如直式／橫式版本、黑白／彩色版本），檔

案格式一般為「ai」。由於微軟系統除非裝設illustrator軟體否則無法

開啟，通常會另存PDF版本以供備查，但只有ai檔可以在設計時用以

修改。其他包含jpg、png都是不符使用的檔案格式，當設計師請圖書

館提供視覺標識時，請提供ai格式。如果沒有ai格式，設計師必須全

部重描（有時候無法做到），費用亦須另計。

除了平面文宣外，也可利用其他物件，例如母親節書展的桌上或

許可以放一束康乃馨或小禮物盒等，可吸睛及增加陳列的層次，以下

是一些陳列範例：

圖11 這間書店在「植物」的主題裡，討
論園藝、農業及經濟作物，書目從
入門到專業皆有

圖12 如果使用書櫃陳列，可以利用隔間
區分主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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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雖然書店和圖書館在營運、流程，乃至在閱讀市場中的定位都十分

不同，但藉由書本與讀者對話的企圖是相同的，故在此分享書店的工作

經驗。與書為伍的工作在外人看來似乎富有浪漫情調，唯有身在其中才

知其繁瑣支絀。有經費可以做出豪華的陳列當然皆大歡喜，但陳列的核

心其實在於「這是我們想要告訴讀者的」，藉由對書的理解與選擇，才

是靠近讀者的不二法門。

圖15 想要主推某本單書，不一定要大量
堆疊，也可以運用情境陳列抓住讀
者目光

圖16 以精神疾病為主題的書展，利用平
台的不同面分別展出心理、醫學、
文學的相關書目

圖13 書量比較少的時候，利用立架輔助
顯得較有精神

圖14 這是一個以女性為主題的展，選書
、陳列及文宣皆頗富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