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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閱讀已死？不是的，因為創作者還在生活現場認真感受並書寫著。但創作的挑戰更大，文本必須躍然紙

上，才有機會進入多媒體影像，乃至於任何文創形式中展現；大成就，唯傳播。

洛陽紙貴的變貌

文．圖────陳謙  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助理教授　　　

出版市場約定俗成以文學非文學來劃分，連鎖

書店店銷排行榜一九八○年代興起時亦以此做區

隔。也就是說文學自古而今一向是出版品項之正宗

已無庸置疑，過去文學出版社的規模從一九七○年

代文學圈朋友集資的五小，亦就是爾雅、洪範、九

歌、大地、純文學等出版社，發展到八○年代之後

有出版集團的介入，如皇冠、城邦等文化企業，出

版品項從華文作家到暢銷影視小說，在市場皆有一

定的能見度與銷售佳績。這裡的出版銷售仍是狹義

的紙本出版品，臺灣閱讀電子書因載具推廣不足與

閱讀習慣使然不若國外普及是事實，電子書市場目

前仍處於推廣的未成熟階段，此文暫存而不論。

 

中間通路陸續的倒閉，告訴市場哪種訊息？

2019年 5月 1號，臺灣專業賣場通路千富宣

佈因故暫停營業，此前不到一個月，成立近二十年

的商流圖書亦因週轉失靈跳票而倒閉。如果我們把

時間往前回放，其實會發現，這是千禧年前後大型

經銷商對出版商連續跳票的學英事件以降，近二十

年來持續發生中的老問題。

書店型態包括連鎖書店與傳統獨資書店，其間

連鎖書店通路因應供給量的需求增大，將本求利地

略過中間經銷商轉向出版單位直接進貨，造成區域

經銷體系之業績如土石流般崩潰，這種不義之舉卻

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反之獨資書店或近期興起

多獲政府扶持的獨立書店因為空間有限必須選書後

進貨，在坪效管理原則下已不像早期只要新書出版

當代文學事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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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讓經銷商配書或塞書，因此經銷通路只能經銷體

質較弱市場冷門的書籍，而出版這些書籍的出版社

因為書籍銷售不佳卻仍大量出書以書養書，維持著

出版社必須的經費來源。但其出版書籍中，文學類

書籍又佔三分之一強，數量也從九○年代的三千本

起印量，下滑到目前的三百本，成為目前持續發酵

中的文學「自費」出版現象。

中間通路經營的困境，也可以從網路書店興起

後的現象來觀察。筆者曾擔任網路書店企劃經理

人，根據我當時對來網路書店的消費者採樣調查，

竟發覺有一半以上的圖書購買者，會先到實體書店

閱讀將選購之實體書籍，轉而自折扣較為優惠的虛

擬網路下單，足見消費行為仍以價格作為前提，顧

客忠誠度輸給了價格，中間通路如何取得書籍選題

優勢，當應是經銷通路能否生存下來的主要關鍵，

但矛盾的是，選題權力往往由出版社主宰，但中間

通路所經銷之出版社財力往往並不健全，形成惡性

循環。

1947年基隆自立書店，是臺灣戰後第一家銷售中
文書的書店。

承辦台北國際書展的基金會，規劃了書籍行銷多有大型主題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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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千到三百，POD改造了文學出版樣貌

因為印刷數量經市場評估後低於五百本，出

版社選擇退到經銷角色而讓著作人自負盈虧，一

種POD（Print on demand）的印刷方式因應而生。

這種簡稱為「隨選列印」的印刷模式，通俗一點

的說法就是我們常見的「影印」，但加上封面的

裝訂與膜面的加工，成為最陽春最基本的書籍。

這種最早產生於公務機構結案或因應學生學位論

文少量印刷的印件浮上檯面，最早的機器猶如傳

統四色印刷機大小，佔空間且機器成本高，二十

多年發展下來，機器縮小，成本急降，目前就連

一般學校周邊影印店都有能力購買，一些原本作

海報、名片、DM的小廠商也加入市場搶食，對

使用人越趨便利。

五本十本的低印量其實也一改過去出版的門

檻。從過去一千本的自費出版門檻降低至二、三十

本都有廠商願意接單，作家出書的心願達成容易，

再加上臺灣寬鬆的國際書碼申請，很快的就能擁有

自己的書號，就算不真正對外發行，也能滿足儒家

立功立德立言的「立言」之階段任務。於是臺灣成

為書號申請最蓬勃的國家，每年二萬筆上下，書號

申請量多出實際圖書發行量的五分之一，這些都歸

功於未實際進入市場發行的個人傳記、文學創作、

紀念文集、教師升等著作或教材等。

臺灣目前經營尚可的文學出版社多半有自營刊

物陪同預備出書的作家，協助前後期宣傳，但效果

都不如網路來得有效活躍。這些行之有年的文學出

版社有長期作家人情的包袱，多數作家創作精華期

已過，卻也得硬著頭皮出書，起印量自然不盡理

想，心裡想著的，是確保作家不跳巢，重要舊作重

版出來。相對地有一些青年網紅作家，自費尋找補

助，自費出版書籍，銷售量往往也盡如人意。形成

了另一種自費出版的新契機。他們自費數量超過
出版集團佔國內產值近三分之一，出版選題總能影響市場風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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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本，一般回到一千本起印，透過網路社群的行

銷，當然直接忽略了上面提及的中間通路商。

極大中的極小化，臺灣文學出版組織的困境

臺灣集團化的出版集團有一種特珠的現象，那

就是看似十幾二十幾家的出版單位，實際每單位的

人事規模都只在五人以下。因此在集團內部，往往

成立一組行銷部門推廣新書活動，又成立一家專門

經銷集團內部書籍的總經銷，往往也作為集團對外

的稱呼。他們獨立於出版部門之外，與出版社平起

平坐，卻不見業績壓力，久而久之出版部門自行找

來企劃編輯籌辦活動，不外網銷、新書發表等活

動。老闆也喜見人事開銷的節約，遇缺不補，很快

的行銷部被弱化，又回到編輯與發行兩單位的互相

溝通。

如果我們以每二年來檢視那些集團內部的出版

社，會發現約略三分之一的單位留下，三分之一的

單位被除名，另外還有三分之一的出版單位在集團

內全新開辦。這種以利潤中心制的出版單位有一定

的資本額，該單位專業經理人也身兼總編輯，並對

臺灣文學館近年也出現在書展會場從事文學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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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劇以及漫畫的《流氓教授》。以上文本都曾很俗

氣地，創造出叫好又叫座的銷售以及收視票房，誰

說通俗與雅正文學之間一定有不能跨越的鴻溝，試

問沒有讀者或閱聽人的文本存在的價值究竟為何？

只在於創作者創作完成或過程中的愉悅而已嗎？當

然不是。

文學閱讀已死？不是的，因為創作者還在生活

現場認真感受並書寫著，作家還是會以一部一部又

一部的文本向市場向讀者的口味試探。但文本必須

躍然紙上，從躺著的文字活躍在歌曲、多媒體影

像，乃至於任何文創形式中展現。

唯有傳播，成就更大！讓文本自由，閱讀的心

靈才會有更加寬闊想像的天空。

自己部門負責，方法常見專業經理人也要入股，投

入自己一部分的資金，並扮演募資者外尋找新股

東，當然控股集團會評估其發展潛力，是要抽資金

還是斷其金援往往都在第二年結束時發生。當然有

些文學出版社不敵商業出版，多在該集團內認賠殺

出，成為曇花一現的文學出版社。

從魯冰花現象，尋求文學文本的因應之道

臺灣文學之母鍾肇政的文學園區 2019年 4月

在龍潭開幕，但多數讀者對這位多年來致力於文學

耕耘者的印象，可能還是停留在魯冰花這部八○年

代末期的電影，更精確地說，也許這部電影大家不

一定看過，但姚謙歌詞曾淑勤演唱的歌曲一定聽

過：

天上的星星不說話　地上的娃娃想媽媽

天上的眼睛眨呀眨　媽媽的心呀魯冰花

家鄉的茶園開滿花　媽媽的心肝在天涯

夜夜想起媽媽的話　閃閃的淚光魯冰花

上面的例子印證了影像與流行歌曲似乎是另一

種文學傳播面向的極大可能。從早期被改編最多的

三國、西遊記到金庸先生各式的作品，再到本土的

瓊瑤小說，再把時間推向不久前，劉梓潔散文〈父

後七日〉改編而成的同名電影，楊富閔的《花甲男

孩》推出電視與電影版，以及林建隆曾被改拍成電

出版社積極行銷作者，新書出版期間多有北中南新書發表會

串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