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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香港書展（Hong Kong Book Fair）是香港書壇的焦點盛事，已成為市民大眾每年夏

季不容錯過的文化盛事。今年展期間面對颱風環流的不穩定天氣，但仍然吸引逾 101 萬人次進場，

刷新紀錄乃歷年之冠。民眾參與是香港書展的一項核心，逢暑假吸引大批學生，週末更可見很

多家庭全家出動，拉著行李箱來書展購書。七月參與書展活動蔚為市民潮流，影響力之大實在

不容小覷，成為市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香港書展始於 1990 年，今年進入第 25 屆，已經陪伴香港人四分之一個世紀，其文化活動、

參觀人潮更已是一道奇特的「人文景觀」。今年書展主題為「從香港閱讀世界――越讀越精彩」，

共 570 家來自 31 個國家及地區的參展商參加。書展期間舉行的講座和分享會，連同在全港 18 區

舉行的「文化七月」活動合計超過 500 項，吸引 25 萬人次參加。於書展場內舉行的各項文化活動，

包括講座、朗誦會、讀書會及新書推介會等，參與的嘉賓講者超過 300 位。調查指出本屆書展

人均購書額為 987 港元，較去年的調查大幅上升 25%。以小說、文學及旅遊書籍最受歡迎，購買

文學叢書的參觀者比率，較去年顯著增長 5 個百分點。

* 各放異彩的主題展區

今年香港書展的主題展區依區域分：有本地的「綜合書刊館」、「中國內地出版」、「臺

灣出版人」、「國際文化村」。中國大陸出版商數量逐漸增加，今年有四十多家參展，包括中

國出版集團公司、中國國際出版集團、北京大學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機構。「臺灣出版人」專區

有近百家臺灣出版業者參展。

其他展區如「兒童天地」展出豐富的兒童書籍外，還有廣闊的兒童活動空間；「年青人世界」

華文閱讀圈人文景觀  香港書展盛大展開
臺灣出版香江綻放異彩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資深編輯 ｜ 紀淑玲

．第 25 屆香港書展展館入口大型迎賓裝置。（本文圖片皆為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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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有志培育年輕人閱讀習慣的出版商；心靈書區展出探討宗教或心靈題材的書籍和有關物品；

「大學坊」展區早在 1999 年已經開始設置，展示大學的出版品，今年有當地的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及劍橋大學、牛津大學（中國）五家大學出版社。另外還有英語世界、

電子書及電子學習資源、音像及文儀用品館等展區。

「文藝廊」則設有四個主題展區，包括董啟章專區「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書

香人情――香港書業世紀回眸」展覽、「港島文學漫步」以及「中華文化漫步――福建行」。

年度作家董啟章專區，從他的創作歷程及筆下文字透視世界，展示他的文學作品，以及他

與不同媒介的合作，包括插畫、改編自他作品的劇場錄像、劇場海報和道具等。

「書香人情――香港書業世紀回眸」展覽，除了可以欣賞到香港早期的舊式書刊，瞭解書

頁歷史，更可親身試玩雕版印刷，體驗印刷技術的演變。大會亦於展場內重塑一間仿古的香港

書店。

「港島文學漫步」選取了張愛玲、梁秉鈞（也斯）、李碧華等 25 位文學作家的作品，透過

他們的文字、再配合照片及錄像，讓參觀人士重踏這些作家的足跡，以文人的眼光重新認識香

港，透過文字瞭解城市的發展與變遷。

「中華文化漫步」以「福建」為主題，展示原籍福建的知名作家︰林語堂及冰心的手稿及

初版作品，展出馳名中外的福建藝術珍品。現場更設有歌仔戲及木偶劇表演。

華文閱讀圈人文景觀  香港書展盛大展開：臺灣出版香江綻放異彩

．「大學坊」的中文大學出版社展位。

．仿一百年前首間商務印書館搭建的書店。 ．「港島文學漫步」輯選 25 篇描寫港島各區的文學

作品與影片，還可配合手機導讀。



ISBN
論述

14
書就像是一座可以放在口袋裡帶著走的花園。
亞洲諺語

* 百家爭鳴的精彩文化活動

香港書展主題講座系列今年主要包括名作家、本地文化歷史、世界視窗、心靈勵志、寫意

生活、英語閱讀與創作、兒童及青年精彩閱讀、文化專題等講座系列。

「名作家講座系列」邀請兩岸三地知名華語作家來港與讀者分享，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嚴

歌苓、張思之、閻連科、吳思、金宇澄等；臺灣的李敖及他的兒子李戡、劉兆玄（上官鼎）、

蔡明亮、張瑞昌、吳明益和陳雪等；香港的黃碧雲、鍾曉陽、廖偉棠，以及名導演王家衛等。

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舉辦多場「臺灣有聲――華文朗讀與立樂沙龍」，透過朗讀與音樂，藉

空間和型式的轉換將閱讀提升為可以大家一起共享的文藝跨界活動；為緊貼市民重視生活品味

及飲食養生的潮流，這屆書展新增「寫意生活講座系列」及「心靈勵志講座系列」，共舉行超

過 20 場講座；「兒童天地」展館有 12 場名人講故事系列活動。

「2014 生活出版國際合作交流論壇」邀兩岸三地、甚至是亞洲、歐洲業界具有影響、品牌、

實力的專業出版機構共聚香港交流見聞，提出網際網路時代的到來，生活出版將引領競爭潮流，

呼籲共建一個新的版權互動雲端聯盟，一起聯手打造出版國際合作交流的大平臺。

國際出版論壇以「閱讀世界．世界閱讀」為主題，請來中國大陸、臺灣、韓國及英國的業

者討論社會變遷與閱讀文化。會中提到近年來因年輕讀者的喜好及閱讀習慣改變，所以可以新

方法吸納年輕讀者，例如利用網路社群、電子書、智慧手機 App 程式等。介紹「奇蹟書間」、「閱

讀啟航」、「全民小型圖書館」、「閱讀思考與實現民主」等公益計劃，闡述韓國如何透過與

政府及企業的多方協力，推動全民閱讀。

* 兼具專業與創意的特色書展

大家對香港書展的直觀印象是：「大」和「專業」。總面積達 46,000 平方公尺的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是世界難得一見的大型專業書展場地。主辦單位香港貿易發展局將「便利讀者」視

為首要目標，他們同時提倡多元和包容，希望將平時不去書店的人吸引過來，慢慢培養其讀書

習慣，讓不同類型的顧客能夠在這個文化熔爐裡各得其所，同時提高市民閱讀深度及眼界，以

及閱讀能力。主辦單位的管理、服務及敬業非常值得學習，香港書展兼顧商業性與公益性，而

兼具專業與創意更是它的特色與優點。依筆者之觀察，列舉幾項專業與創意的特色活動及措施

如下：

1.新地 2014齊讀好書計劃：共贊助來自 35 間中小學近 1,200 名基層學生參與香港書展及相關文

化活動，並贊助購書。

2.年度作家：每年邀請一位傑出的本土作家擔任「香港書展大使」，並向他致敬，於文藝廊特

設個人專題展、舉辦分享會、設計與之相關的文創產品成為當年書展的紀念品。

3. M21青年新聞中心：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與 Media21 媒體空間合辦，邀請近 150 名中學生擔任

書展記者，於書展期間採訪新聞並即日製作於網站播出。讓青年學生親身參與，以他們的視

野和語言廣宣給同儕，形成閱讀的潮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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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香港網絡作家巡禮：網路空間現正醞釀一批又一批創作人，他們的潛力正是創意產業需要的

養分，因而邀請熱門網路作家現身書展，透過網路小說將以往較少看書的人帶到閱讀世界。

5. 25位領袖的書櫃：邀請 25 位精英領袖推介好書，請大眾參加「好書大搜尋」有獎遊戲。希望

年輕行政人員能透過閱讀啟發開拓嶄新的視覺，以面對時代的轉變和挑戰。

6. 週末作家書廊：給予獨立或自資出版的作家機會，讓他們擁有與讀者互動交流的園地，今年

共有十位作家參與。

7. 文化七月，悅讀夏季：連同各大書店、商場、咖啡店、教育及文化機構。舉行一連串文化活動，

讓全城投入此一文化盛事。

8.完善的配套服務：場內入口有觸控簡便的書目搜尋螢幕，方便參觀者自行找書，會場內還有

貼心的失散人士會合處。整個展場進出線路清晰分明迴旋有序，甚至延續到場外附近的天橋、

樓宇通道、地鐵口、巴士站、渡輪站。逢週末夜場至半夜十二點多時，車船地鐵會有延長營

運時間的配套便民措施。

9.跨界合作異業聯盟：香港書展主辦單位連續十年與《明報》及《亞洲週刊》攜手合辦名作家

講座系列。他們也和許多傳媒、民間商業團體及其他機構，在文化七月合作舉辦多項活動，

藉眾人之力成就全民參與的斐然成果，實在值得學習。

香港的文化人表現了不同於其他華文地區的文化活力與文化自覺，特別是年輕出版人與年

輕作家的結合所展現出來的創造力令人讚歎。

* 兩岸三地主要書展比較

近年來香港出版業逐漸走向企業化、規模化、精品化、電子化，臺灣及大陸圖書也多管道

登陸香港，兩岸三地華文圖書市場不斷地在整合。

臺北書展、香港書展、上海書展並列全球三大華文書展。臺北書展比香港和上海書展少一

些商業味道，文化氣味是最濃的；上海書展則介於臺北與香港書展之間，有人文氣息但商業味

道比較多。大陸還有北京書展，以版權交易為主，相較而言，香港書展以銷售為主，臺北書展

則結合多元的功能。近年來，三地的書展都在彼此相互影響中，北京書展想要接觸群眾；香港

書展則邀請了愈來愈多的作家；臺北書展則受到香港書展銷售業績的刺激，試圖以各種方式吸

引讀者入場，增加入場人數及銷售氣氛；上海書展今年則主張將銷售變成配角，希望將閱讀引

領與推廣升格為真正的主角。

從近年來兩岸三地的書展中，看見三地作家的交流愈來愈頻繁，在出版界彼此引進作品的

數量也愈來愈多。臺北書展大多在書展會場舉行，未來可嘗試像萊比錫書展一樣，與閱讀及文

藝活動結合伸入市區，讓書展變成全民閱讀的嘉年華會，讓閱讀占領城市，閱讀的價值與魅力

自然會彰顯出來。

華文閱讀圈人文景觀  香港書展盛大展開：臺灣出版香江綻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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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出版人」綻放臺灣文化特色

今年臺灣約 150 人組成歷年規模最大參展團到香港參展，全團一共帶來兩萬種共計 20 萬冊

書籍。參展書商除設立「臺灣出版人」專區，八所臺灣知名國立大學首次聯合參展，展現臺灣

豐富的學術出版成果。臺灣駐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邀請近十家很有臺灣特色的獨立書店來

港在書展中舉辦「臺灣獨立書店展」。性格各異的獨立書店，一直是臺灣巷弄中迷人的風景。

在香港書展喧鬧的展場中，形成獨樹一幟的特色風景，其展場設計吸引眾人的眼光。

光華新聞文化中心還舉辦多場「臺灣有聲――華文朗讀與立樂沙龍」，藉此推廣華人文化、

文學以至電影、詩詞實現跨領域、跨媒介與朗誦、音樂共同發展。首場音樂會，南管音樂家王

心心與爵諾人聲樂團攜手詮釋新詩舊詞；導演馬志翔、男主角曹佑寧、以及電影主唱舒米恩進

行「KANO――電影劇本朗讀與音樂」；相聲瓦舍馮翊綱，首次以相聲形式「朗讀金庸」；劉

兆玄化身上官鼎，以「王道劍出．與誰爭鋒」為題宣告重出江湖。

臺灣文豪白先勇為書迷介紹他的新書，他透露過去十年，獻身於籌辦青春版《牡丹亭》崑

曲，形容自己為崑曲宣教士，希望讓下一代愛上崑曲藝術，將崑曲文化傳承下去。

* 建立臺灣「大學出版社」在華文閱讀世界的學術品牌

臺灣的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以下簡稱大學聯展）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率先策畫，主動邀

請臺灣多所國立大學的學術出版單位，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於 2013 及 2014 年連續二年在臺北國

際書展精彩登場，緊接著在今年三月前進美國費城，參加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AS）海外書展，

將臺灣學術出版的豐沛能量，在全球學者面前聯合展現。

香港素為亞洲國際交流發展中心，又與臺灣同為使用正體中文的閱讀市場，所以一直是臺

灣出版業最重要和最大的海外市場，今年臺灣「大學聯展」於亞洲銷售市場首次曝光，再度將

正體中文學術出版品推向國際市場。

本屆參展的八所國立大學為中山大學、中央大學、交通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臺北

藝術大學、臺灣大學與臺灣師範大學，由臺北藝術大學出版組統籌計畫。聯展活動是大學出版

單位最佳的形象宣傳時機，也是宣傳學校形象的好機會，不僅讓國際學界得以見識到臺灣學術

．寶島書香饗香江介紹臺灣出版人展區。 ．深具文藝氣息的臺灣獨立書店在書市中形成特色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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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豐富多元的出版實力，也有助於各大學出版單位未來的發展，進而帶動大學學術出版的

風氣以及提升品質，讓臺灣學術出版進入良性循環，持續累積能量向上提升。

大學聯展的主視覺設計上，延續 2014 臺北國際書展「讀 ‧ 書房」的主題概念，打造出一

間屬於臺灣學術的書房空間。特設「臺灣研究」書籍專區，聚焦各大學與臺灣研究相關的出版品；

陳列方式改採學門分類統整各校出版品，除臺灣研究之外，另設哲學研究、科學工程、社科研

究、教育研究、史地研究、文學研究及藝術文化等八大學門主題，精選 400 多項出版品。希望

透過整體性的呈現，展現臺灣學術研究面向的完整度。

藉由積極參與重要國際書展，我們樂觀期待大學聯展在華文閱讀圈建立鮮明的品牌辨識度，

讓臺灣的大學出版社未來可與歐美大學學術出版社比肩。

* 結語

在法蘭克福書展主角永遠是書，香港書展單位曾拒絕「嫩模」的活動申請，大陸也有媒體

自省書展不要「嫩模」，如果臺北書展也能拒絕嘩眾取寵的促銷形式，而能讓更多作家學者上

臺以深度文化涵養吸引讀者、鼓勵閱讀，將更能提升書展的文化內涵。

書展衍生的其他多元化活動，以及世界各地知名作家及展商的參與，讓這些華文書展成為

兩岸三地，甚至華文閱讀圈的文化盛事。兩岸三地華文創作者、學者和文化媒體的接觸，也使

書展活動有更獨特且廣泛的交流意義。兩岸三地的出版事業必須共創更多元化的讀書世界，追

尋更有創意的天地，才能共同展現更有智慧的未來。

國際書展是對出版業界一項重要的支持，同時肩負起推廣閱讀文化的使命，甚至是國家文

化形象宣傳的重要平臺。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擁有 18 年歷史，出版品逾 600 種，是臺灣學術出版

的重鎮，中心主任項潔教授率先引領臺灣的學術出版走向國際舞臺，他希望讓世界看見臺灣，

同時希望各大學出版社團結成長共創佳績。筆者為首屆臺北國際書展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策劃

催生，並且有幸親身見證第 25 屆香港書展，衷心期盼臺灣的大學出版社一起朝國際化、專業化

與普及化穩健茁壯，讓臺灣的學術能量持續在國際發光發熱。

參考資料

・香港書展官方網站（ http://hkbookfair.hktdc.com/tc/index.aspx）

．展前所拍攝「臺灣 ‧ 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的「讀 ‧ 書房」展場設計。 

華文閱讀圈人文景觀  香港書展盛大展開：臺灣出版香江綻放異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