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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與出版–訪未來書城總經理侯吉諒

這一、二年在出版界不時地討論出版與網

路的關係，引起騷動的第一波，莫過於

1 9 9 9 年明日工作室的創辦以及未來書城的成

立，2 0 0 0 年出版大事中，記錄華人第一個專

業讀書網開始建立；侯吉諒，正是主導著這

一波出版創世紀工作的主要人物。

侯吉諒擔任過時報周刊編輯，創世紀詩刊

主編，海風出版社總編輯，聯合報副刊編輯，

現任「明日工作室」副總經理及「未來書城」

總經理，同時他也是「台灣現代詩網路聯盟」

發起人之一。大學食品科學的背景，實在很

難讓人和他的出版工作連結在一起。

從創作者到管理者，不論是平面的編輯或

是網路的工作，每個階段侯吉諒都是跟著時

代科技的進度腳步在走，也絲毫不曾感到困

難。他坦言當許多人對電腦仍是一片渾沌

時，他早已用電腦上網了，甚至跟電腦工程

師討論電腦程式，或網站技術都不成問題，

因為他把這一切當成工具。

在創作群中，國內無一人像侯吉諒的創作

媒材豐富，從傳統到科技，無所不包，以創

作者角度來說，侯吉諒把這些媒材視為工

具，且全然與創作無關。他說：「網路文學

與網路的上游創作，創作就是創作與載體無

關，若以文學來說，無論你是拿毛筆、電腦

打字都只是工具的使用，因為創作都是在腦

子裡。」曾倡導網路創作的推手，對網路文

學的創作直言，且「從來不認為超文本、多

連結這樣的創作有什麼意義」，侯吉諒坦坦說

出他的觀念：網路創作也許有人認為是比較

新的模式，但也只是工具和形式上比較新，

意義上是依舊的。在創作中所謂新舊，第一個

層次指表達的內容，第二層次即新舊與好壞無

關；作品有無價值端賴其好壞和新舊，一個在

二十世紀寫三流詩的詩人價值當然遠不如三

千年前詩經寫的詩，對於文學的價值標準，

由此可以看到創作的新舊與好壞的差異。

侯吉諒不論在哪一個領域都算是先驅者，以

他對網路生活的體認，他十分肯定的表示，網

際網路確實改變了人的生活，網路和電腦是很

強大的工具，不是虛擬的，是實實在在的東

西，不論有無上網都大幅改變生活習慣。出版

的影響也不只是在網路文學的創作上，以 2000

年中國時報報導文學獎，本來經評審第一名的

作品，因網友抗議而從缺。作為一個投稿者

過去根本無法影響編輯，編輯最大，更何況

文學獎。在中國時報文學獎的例子中，卻看

到了網際網路對整個出版結果的影響，而且

是許多人透過電腦參與了整個事件。

現在許多出版社用網路文學來強化出版內

容，雖是如此，最先在臺灣侯吉諒與須文蔚

開創臺灣詩網路聯盟，並針對網路創作提出

概念，事實上侯吉諒一再提醒創作者，網路

工具創作主要是提供更多可能，並無太多意

義，主要是作者應該有的創作本質。

提到作者的本質，就是把東西寫好，是最簡

單也是最困難的地方。有沒有靈感的時候畫一

顆樹，或寫一顆樹有關的詩，會不會不一樣？

侯吉諒以作畫和寫詩同樣的創作比擬沒有靈

感的狀況，所謂靈感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是說

靈感是特別好的時空、心情身心方面的組合，

它讓你可以把心裡的東西寫、或畫出來，這

就是藝術珍貴的地方。至於說最基本的技

術，不管今天世事感覺如何，若寫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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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與出版–訪未來書城總經理侯吉諒

就有一定的水平，作畫、寫詩都一樣，這是

屬於創作者基礎操作與水準的問題。把東西

寫好，就是一個作者應有的本質與觀念。他

認為作者除了寫就是寫，一個作者不管心情

如何隨時都要有八十分的基本品質，創作的

水準與人生的修養、閱讀，對創作的用心與

有無企圖心突破自己有很大關係。創作是不

會留在原地，會往上累積或不斷地往下掉。

因此，同身為作者，侯吉諒期勉作家要能突

破，對把東西寫好，才對得起自己和讀者。

對於出版社應市場需要，有時要求作者應

企劃的主題來寫作，侯吉諒不曾答應配合，

甚至反對出版社這樣的做法。他認為創作是

先滿足自己，要滿足自己才能滿足別人，對

他來說，創作就是創作，不是譁眾取寵，也

不是做生意的工具。也看到報社經常作企劃

編輯的徵稿活動，曾當過報社編輯的他認

為，那是強姦作者的行為，也傷害讀者的權

益，這樣的編輯概念讓他很不能茍同。如希

望作品越短越好，短到無以複加，作為一個

實驗或理念宣導是可以的，但報紙副刊規定

文長三百字，根本無法表達創作者的意念。

出版溝通應尊重作者是說話者，侯吉諒認為

剛開始寫作的人在爭取合作與露臉的機會

下，也許可以嘗試這途徑，但究竟不是一個

作者該長期經營的。

整個市場環境來說，他認為報社企劃主題

一學二、二學三，點子就這麼多，抄來抄

去，過去十年有長篇副刊，但現在很難在看

到長而有份量的作品，讀者權益自然受到影

響。市場上近來強調短文，但從文學發展的

角度來講，誰說輕文學輕薄短小一定是趨勢，

侯吉諒覺得這是完全未經過驗證過的東西，全

然是一位編輯為了編輯方便的起見，當然另

一個最重要因素是好稿子難求；文學作品雖

不能以長短論英雄，但當所有的文學消費卻

以媒體決定了文學的消費世界，傷害是很大

的。侯吉諒因此非常敬重老出版家，有雅量

出版在市場上被認定與主流不同的東西。

所謂主流與非主流都是被喊出來的，侯吉

諒不認為有主流與非主流之分別，在他的心

中內容好不好才重要，在市場上也常看到這

樣的例子。如九歌出版朱少苓《傷心咖啡店

之歌》，作者沒發表過作品，又沒出過書，連

出版狀況都不清楚，若以主流分法是永遠沒

機會，所幸九歌認為作品好，這本書出版後

不僅銷售上得到一定的成績，同時作者的名

號也被打出來了。侯吉諒看到現在出版商業

行為讓出版文化有本末倒置的情況；商業性

造出來的結果與科學的無知，限制了編輯行

為。市場並沒有規定什麼樣形式的書會好

賣，以侯吉諒對出版的瞭解，他說：「一本

書好不好賣只看作者，封面和書名，作者佔

了百分之九十，內容一點都不重要。」在出

版的市場操作行為上，會以市場規格要求作

者，這是屬於商業與所謂理性操作，會把好

不好賣放第一；創作中真正重要的是作者腦

裡的東西，以作品好壞為準是一種出版與編

輯應有的看法。

暢銷書當然有其操作方式，侯吉諒以他經驗

分析暢銷書的模式：在臺灣一萬本算暢銷書，

三萬本就可進入排行榜，從二千本銷售到一萬

本需要靠作者、封面和書名基本三個條件；本

質上作者就有區分和設定的讀者對象，不考慮

銷路好不好，只想書好不好。從一萬到三萬就

需要市場操作，廣告、行銷可以刺激，同時需

要看作者下的功夫有多少，包括作者的人脈

與銷售活動的配合度。超過五萬本就要有特

別方法和特別原因，與大眾媒體有極大關

係，例如流行造假、當日銷售數字⋯等等，暢

銷書本來就是流行的東西，也就有操作手

法，像是自己的媒體交互運用、用許多武器

叫你買書，大部分的書是沒有道理暢銷，讀

者其實也很容易用常識去判斷數量的真假。

一般出版社如果連作者都沒有時，是無法抵

抗大出版這些武器，小出版社若想要叫好又

叫座，只有堅守一個原則：第一寫好，第二

編好，第三賣好。對於暢銷書的操作，侯吉

諒說有人作就好了，他，無須跟進。

作為資深作家，侯吉諒看年輕作家很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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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條件，他十分感嘆以往作者從不要求出

版社，只要出書就很高興，而現在卻出版最

濫的東西用最好的包裝和印刷去製作。作者

為了出名或經濟因素而作，在他眼中真正的

明星是潮流裡的英雄，絕非單純靠炒作。一

個年輕的作者應有基本認識，若以商業影響

到自己的寫作，他以斬釘截鐵的說「東西不

感動自己，怎可能感動別人，這樣一輩子沒

希望是無須爭論。」

年輕作家和出版社不懂出版的本質，出版

社在考量上規劃是有其必要，對侯吉諒來

說，是對出版行業太熟而不敢去要求，但年

輕作家反而不是，常要求一些市場看到的條

件。就出版者角度侯吉諒的出版條件是很硬

的，希望作者不要過多要求，他說：花招誰

都會，但為什麼要做這些花招，我不需要賺

太多錢，一點意義都沒有。擁有龐大資金的

未來書城在沒有經營壓力下，較一般出版社

可以主動篩選出一些好書，但他強調也不會

過於理想，出一些沒有人看的書。「只要好

東西才有出版的價值，只要是出版人就是要

去推廣」一個出版人本職該是如此。出一些

少量的書對社會經濟沒有幫助，對人類知識

的累積也沒有作用，作者要心胸開闊，讓最

多的部分讀者，看到自己的創作，作品也一

定要走出去接受讀者的考驗。

侯吉諒對於各層面總是要求自己要又精又

廣，就像打字對他來說是一個工具，也覺得打

字與創作連帶動作有關，因此，要求自己打字

與寫字的速度一樣，很多人都不相信他的打

字速度可高達一分鐘 80個字，「認清此一時間

到底要作什麼，方法想通了就要去學去做」是

他一貫的想法。當他建構臺灣第一個讀書網站

作線上閱讀時，遭到許多出版社反對甚至抗

拒。他瞭解出版社怕被科技吃掉，一般人都有

排斥科技的本能。但侯吉諒為何總能很快切入

對的方法，涉入最新的領域？他歸納原因是

態度，只要心態對了，就沒有太多的麻煩。

當老闆的責任是把東西準備好讓員工工

作，同時願意給員工學習的時間，但要員工

自己做，過去報社改用電腦化作業的情形，

新的科技總有人反對，但是要應付時代的變

動，陣痛一定會過去的。侯吉諒身兼老闆和

創作者，他的管理方式是讓員工知道他想做

什麼，並要教導他們正確的方法，他覺得編

輯需要自己成長訓練，學習編輯應有的專

業。以一個出版管理的概念來說，在未來出

版社就要照這方式，減少溝通的廢話，要學

會專家及準確的對話。在做事的態度上要求

一就是一，也連帶希望員工在編輯時所使用

的指令是需要很清楚不能含糊。

堅持出版傳達的本質、當好一個老闆，侯吉

諒很在意要求員工成為強手，他篤信「基本動

作在每個行業都是很重要，走不好如何跑」的

理念，老闆想輕鬆，當然要嚴格訓練員工。侯

吉諒對事物的學習永遠堅持學會基本原則、

按部就班。他以學習曲線來解釋要求的必

要，「在學習過程中困難度是逐漸升高的，從

零到六十分很快，但從八十進步到一百很困

難，萬事起頭難，用規定和方法把事情做好，

事情掌控標準化，這樣可避免不必要的誤

會。人與人的溝通是很困難的，一般相處還

好，但是工作就難了，所以需要準確。」

在出版事業多年，編輯交替，現在的編輯

因為面對科技需要懂得更多。侯吉諒不要求

員工在公司作一輩子，但是希望他們到任一

處都有生存的能力可以活一輩子，他說這是

企業者的責任。多年的出版生涯讓侯吉諒有

極深的感觸：出版是自殺性結構的行業，生

存壓力大，過去老出版比較清楚、有想法，

現在許多老闆不知出版專業工作，反而讓出

版變成製造垃圾。

侯吉諒的人生態度也如追求藝術，堅持超

越自己的創作。擅書法、通篆刻及中國水墨

繪畫。自由運用各種藝術語言的轉化，創作

的媒材從傳統到科技，同時集詩人、書畫

家、篆刻家與作家於一身的他，也許不是個

傳奇人物，但他絕對是奇特的出版藝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