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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規模的出版──獨立出版聯盟的成立

近年來，微型獨立出版社越見興旺，在這個出版景氣下滑的年代異軍突起，成為市場中一

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這在出版界的年度盛事臺北國際書展中即可見端倪，一人出版、南方家園、

逗點文創三家成立不久，員工均不超過三人的小出版社於 2011年即在書展會場中合租了一個大

攤位，以主題式概念呈現，在周遭如賣場的攤位環伺中硬生生打造出一間機場候機室，命名為

「獨自去旅行」，並號召獨立出版同業一同參加，成為書展中的獨立小書展。

如此創意的概念立刻吸引了媒體與讀者的目光，成為書展中的亮點，自此「讀字攤位」年

年參加書展，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題，接續的「讀字車站」、「讀字小宇宙」、「讀字部落」、「讀

字小酒館」、「讀字辦桌」，每年都讓民眾驚呼讚嘆，也成為書展中不可或缺的焦點，甚至為

書展開啟了新的可能。當其他攤位拼命打折，卻仍止不住業績年年下滑，入不敷出讓參展意願

逐步降低時，讀字攤位的業績卻是年年成長，參與的獨立出版社年年增加，每年都有剛成立的

新軍加入，攤位也永遠人聲鼎沸，這也證明了獨立出版的風潮正起，而人單力薄並不是這些出

版社的弱點，反而是其優勢所在。

小而靈活，創意獨具，正是獨立出版社的長處。在這個分眾的時代，品味與需求的區隔越

來越精細，而獨立出版社以獨特的風格，以及對目標群眾的精準了解，深入與特定族群溝通，

並長期培養默契互動，進而建立忠實的讀者群。這個年代已經很難有某本書能橫掃書市，人手

一本了，而要在各式各樣新穎且變化快速的媒體中吸引讀者目光，更是難上加難，唯有以趣味

及創意打動人心，才能吸引讀者主動走入閱讀的世界，而這也是獨立出版最關注也最熱衷嘗試

的。

不過微型獨立出版社雖勇於嘗試，但人力與財力單薄，難免有其侷限，於是多年來也藉著

書展的機會，嘗試各種出版社之間的合縱連橫，既是眾志成城，打破侷限，造就了年年書展不

輸給大出版集團的精彩攤位，同時各具特色的出版社之間也不時碰撞出精采火花，許多新的出

版創意就此誕生。今年臺北大學「出版可以怎麼玩？」的特展正是一次完整回顧，展覽以六大

區域呈現獨立出版間彼此碰撞出的各式各樣出版想像與實踐。

在既保持獨立出版的靈活彈性，同時也集合眾人之力尋求更大可能性的默契下，獨立出版

聯盟於去年底正式成立，這是一個獨立出版社之間彼此共享資源、交流資訊的平台，也是一個

探索出版可能性與推廣閱讀樂趣的團體。甫成立就已經有二十多家獨立出版社加入，而展覽所

規劃的六大區域所呈現的出版模式只是個開始，在聯盟每個獨立出版社心目中，出版還有無限

的可能，等待我們去挖掘。

一人出版總編輯│劉　霽　　逗點文創總編輯│陳夏民
南方家園總編輯│劉子華　　Readmoo 電子書行銷總監│何宛芳

出版可以怎麼玩：獨立出版的現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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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時間的出版──重新見證經典

一本好書，經過時代歲月的淘洗，可以成為另一個時代人在閱讀時引起共鳴，讓我們重新

注視生命的時光，便能成為一本跨越時間的經典好書。但經典也是有時代性，什麼時代讀什麼

經典，一本經典，經過當代出版的重新詮釋，便有了不同的閱讀視角。

在這次展覽中，四家出版社分別各自詮釋了對經典的定義。關於小說演繹歷史，一人出版

社社長劉霽以《柏林故事集》為例，用擅長的長短篇小說手法，淋漓盡致地帶讀者見證仇恨如

何吞食人心，邪惡如何興於無形，對照今日世界極右派與仇恨政治熱潮所引發的動盪，更見經

典對人性的洞察不受時代限制。

南方家園出版社以《間雜誌》發刊詞「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作為對紀實攝

影與報導文學經典作品的詮釋，像《簡吉—臺灣農民運動史詩》、《八尺門：再現 2%的希望

與奮鬥》、《人間現場》等書，這些記錄著歷史以及那些被我們漠視的小人物的故事，無論時

空如何轉變，都見證了一個巨變的社會容顏。

擅長俄文原典新譯的櫻桃園文化，以其擅長的俄文經典原典新譯，藉當下時空的新觀點，

重現經典的新生命。我們在契訶夫經典戲劇《海鷗》裡看見自由的真諦，在契訶夫《帶小狗的

女士》中驚覺，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一定有另外一種更好的生活⋯⋯在杜斯妥也夫斯基《地

下室手記》發現我們正把自己關入地下室。

逗點文創結社陳夏民認為經典是面鏡子，映照出不同時代的自己。《綠野仙蹤》、《想我

苦哈哈的一生》、《世界就是這樣結束的》以符合當代思維的詮釋角度，重新包裝一本老書，

讓讀者找到屬己的共鳴，透過經典與內在的自己對話。

所以，經典並非一成不變的，不會受一個時代的需要所侷限。

* 跨越媒體的出版──新世代的文本演繹

文本承載著記憶，說故事的人早期透過口述敘事，之後，便透過文字記錄這些故事，但在

跨媒體整合的時代，除了文字的力量外，是否有可能透過一場演出、一個影像、一個網遊等等，

在不同的媒材平台上找到一個可以與之相輔相成，引起讀者震撼的全新演繹呢？

致力於當代劇本中譯與收錄的黑眼睛文化，截至《衛生紙》第 33期為止，共收錄了 44篇

海內外劇本。囊括歐陸最新呼應國際時事的作品，也關注華文社會中數篇獨特的劇作。如目前

廣受劇場界關注的馮程程、簡莉穎與胡錦筵等人都曾在《衛生紙 +》發聲。

飛文工作室兩個從事影像創作的人去寫小說，文字不只是文字，一本書便是不同媒體創作

人合作，什麼都可能的空間。書衍生出展覽，文字衍生出不同表現方式的作品，靜動皆宜，不

拘一格，各自獨立。

留守番工作室的《剪刀上的磨菇》以剪刀上的蘑菇這齣舞臺劇出發拍攝節目冊，試圖重現

劇中的人物與場景，將小說的文字影像化。

南方家園出版社的《下一個世紀的星辰》和《33場革命》，文本結合藝術與設計、主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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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紙材、工法，成為一個新的整體創作。《最後一封情書》是書籍和服飾織品二個不同產

業的跨界合作，用織品的柔美特色去詮釋書中主角相倚相惜的鶼鰈情深。在創作時便朝劇場的

表現方式書的《暫時無法安放的》，利用劇場讀劇，讓年輕讀者更貼合文本，有了新的生命。

因此，跨媒體的整合，讓文字更有魅力，彷彿有了一種魔法，呈現飽滿豐富多面貌的生命

力，引起更多的共嗚。

* 跨越阻礙的出版──用一本書，掀起寧靜革命

在眾聲喧嘩的年代裡，有這麼一群人，冷眼觀察著阻擋社會進步的阻礙，把燙熱血液化為

油墨印上白紙，將希望種子埋入書中。這些承載社會議題的書本，彷彿瓶中信般，期待與他人

相逢，然後，在被打開的那一刻，將改變世界的接力棒遞交在讀者之手中。

紅桌出版社以《公民不冷血：新世紀臺灣公民行動事件簿》，紀錄臺灣公民運動的覺醒，

同時也出版激發甘地施行不合作運動精神的亨利．梭羅著作《公民，不服從！：梭羅最後的演

講》，及推動了法國大革命的西耶斯著作《論特權》，為知青提供抗爭的養分與理論背景。與

紅桌相近，但公共冊所從空間開始，以書店概念投入各式運動，並出版《魯蛇之春：學運青年

戰鬥手冊》等本土運動書籍，持續推動更深刻的臺灣社會改造。

基本書坊則是以基（gay）為本，不僅出版許多倡議性別平權的書籍，同時也積極參與、贊

助同志運動，是華人世界唯一以男同志書籍為主要出版方向的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我的兩

個媽》榮獲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好書，今年更出版臺灣第一個同志教會「同光教會」成立二十年

的紀念作《聽你剪裁星空：傷痕與美好都構成了人生，同光教會 20年》。總編輯邵祺邁在訪談

中提及：「還有那麼多比我們年輕的同志朋友，他們值得活在比我們更友善、更美好的世界，

我們實在沒有鬆懈的藉口。」

除了關注人，也有人關注妖怪。妖怪反應了一個文明的悠久與豐富，長期以來被忽視的臺

灣本土妖怪文化，在奇異果文創努力下，獲得平反。奇異果文創接連以《臺北城裡妖魔跋扈》、

《唯妖論：臺灣神怪本事》等書，紀錄了多元的臺灣妖怪文化，同時以《動漫社會學：別說得

好像還有救》等書籍，深刻討論年輕人所喜愛的動漫、同人誌及 BL、百合文學等次文化，縫合

了不同世代之間的代溝。

至於海穹文化，則是以科幻的角度，觀看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災難，《3.5：強迫升級》描

述直徑 3.5公分的「量子傳送環」發明後，透過網路席捲世界，對世界產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同

時深刻討論在科技至上的年代，身而為人的最基本需求。

革命，從一枚種子開始。那些被壓迫的物事與人，正隱身書中，讓概念在你腦中萌芽，只

為讓你理解，讓你加入，讓你成為推翻陳腐破敗世界的一分子。然後，一起寫出自由篇章。

* 跨越常規的出版──用一本書，打破隱形障壁

「我愛你，但我們不能在一起。」不只愛情電影這樣演，出版世界亦然。出版圈很小，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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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編輯都是朋友，出版社之間也都是君子知交，但就算感情再好，有一些界線仍舊無法跨越。

於是，就算經營相同的作家，出版社之間也鮮少合作，連合作講座都罕見。但這條原本無法跨

越、壁壘分明的鴻溝，卻被兩家獨立出版社攜手跨越過去了。

2012年，逗點文創結社與一人出版社的兩位總編輯，因為看了伍迪愛倫的電影「午夜巴

黎」，而在前往臺中出差的火車上相談甚歡，一路下車還停不下來，聊到了旅館。走出旅館房

門之際，他們有了一個奇異構想：「不如，我們來幫所有出現在電影裡的 1920年代藝術家、作

家出書。」

當時，逗點規模只有兩個人，一人則是一人，總計三個人的出版單位，根本無法應付電影

中十數名創作者的出版數量。兩人靈機一動，決定鎖定電影中的主角下手，於是，在電影中發

散著精壯英氣的海明威與風度翩翩的費茲傑羅，變成了逗點與一人的出版對象。

就這樣，兩家出版社決定合作「午夜巴黎計畫」，兩位總編輯全部下海執行細節：逗點文

創陳夏民翻譯海明威的作品，出版了《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海明威短篇傑作選》，一人出版

社劉霽則翻譯費茲傑羅的短篇小說，出版《冬之夢：費茲傑羅短篇傑作選》，兩人還找來同一

位設計師「小子」，由他負責出這一組看似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兄弟書」設計。在這兩本書中，

不僅是封面元素相互呼應，就連文案長度也都互相對照，甚至在封底折頁還有對方書籍的廣告。

於是，「午夜巴黎計畫」成了一個以 PK為核心概念的出版計畫，海明威與費茲傑羅跨越時空再

度交鋒競爭人氣，陳夏民與劉霽競爭翻譯技術，而逗點文創則與一人出版比拼銷售量。這一個

計畫成功吸引注意，不僅在市場上有所斬獲，甚至洗刷了海明威與費茲傑羅那衰老的刻板印象，

讓讀者重新認識了正處於英年的兩位文豪。

除了放置廣告，兩家出版社更在銷售端有更多合作，不僅合辦講座，更在網路書店合作案

型，只要同時購買這兩本書，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但兩家出版社分屬不同經銷商，經銷商與

通路的拆帳比例也不同，兩者的合作也形成經銷商的跨界合作，引起許多書籍通路以及經銷商

之間的話題討論。

隔年，「午夜巴黎計畫」的「二部曲」，有了新的生力軍。逗點繼續出版海明威的著作《我

們的時代：海明威一鳴驚人短篇小說集》，一人出版《富家子 -費茲傑羅短篇傑作選 2》，而兩

家出版社的夥伴「南方家園出版社」，則是出版了《穿越世紀的情書：寫給巴黎藝術家的 21封

信》，這一本書介紹了 1920年代的藝術成就，補足了午夜巴黎計畫的藝術面向。

最後的三部曲，則在 2015年誕生。逗點出版海明威首部長篇小說《太陽依舊升起》、一人

同樣出版費茲傑羅的長篇小說《夜未央》，而南方家園則邀請陳榮彬教授，撰寫華文世界第一

本以海明威、費茲傑羅敵友關係為核心的著作《危險的友誼：超譯海明威與費玆傑羅》，為海

明威與費茲傑羅的世紀交鋒，在日與夜的對決之後，劃上了句點。

在逗點文創、一人出版、南方家園共同執行「午夜巴黎計畫」之後，許多出版社開始合作、

交流，甚至共同行銷書本，不僅在銷售上各有斬獲，文本之間擦出的火花，更是為讀者精心準

備的意外贈禮。「午夜巴黎計畫」不僅是獨立出版的趣味實驗，同時也是華文世界出版圈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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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案例，說明了創意只是基本，但如何跨越阻礙重重的界線，才是最重要的事。 

* 跨越虛實的出版──數位閱讀的現在到未來

2009年，亞馬遜推出 Kindle及相應電子書服務，兩年之間就累積了相當聲勢；2011年，貝

佐茲站在投影片前，展示著一條斜率近 90度的 Kindle電子書成長曲線，那一刻，全球嘩然，

也引爆了全球輿論的熱潮。大家都在問，電子書什麼時候會取代紙本書？電子書究竟什麼時候

會與紙本書來到黃金交叉？

數年過去，引領全球電子書風潮的美國市場裡，電子書與紙本書的發展似乎已經來到一個

平衡狀態，若不計算自助出版與獨立出版，電子書約可拿下整體三成的市場，但持續的穩定狀

態，卻又讓更多人開始好奇，是不是紙書即將回歸？

但是，身為電子書服務商的 Readmoo，除了觀察電書與紙書的關係之外，我們更關心如何

跨越虛實，發揮紙、電各自的優勢來服務讀者，達到內容傳遞的最佳狀態。而這也是我們觀察

到的世界趨勢。

* 跨越虛實，各種創意全球同步進行中

在美國，亞馬遜開始設立實體書店，僅展示網友評等四星以上的書籍；在日本，日本出版

業協會（日本出版インフラセンター，JPO）也推出在實體書店加入電子書販售的「Booca」

計畫，將電子書包裝成卡片，透過實體書店進行銷售。在法國，則有法國大學出版社（L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開立了第一家隨需印刷書店，讓讀者在三百萬本書中挑選，

再依需求印刷、購買。

這些都是全球出版業者，試圖跨越虛實的各種創意實驗；而在臺灣，除了持續推廣電子書

之外，Readmoo也有各種融合紙、電、虛、實的作法，最新的案例，就是近日剛剛出版的《主

婦的午後時光》一書。

《主婦的午後時光》是系列採訪的集結，由作家陳夏民與攝影師陳藝堂，分別以文字、影

像訴說 15位主婦的生命故事。

在主婦人選徵集的過程裡，我們跨出熟悉的讀者圈，與臺灣第一大食譜社群「愛料理」合

作蛋炒飯食譜募集，並從參賽者中找到了兩位主婦進行採訪，最後還將優勝的蛋炒飯食譜集結

成冊作為書籍贈品。這是我們將部分內容產製流程外包給群眾的嘗試。

* 發揮紙、電各自特色，找到閱讀更多的可能性

在紙書的包裝上，我們盡可能講究紙質、排版，電子書則另外多收錄近萬字圖文幕後花絮。

除了書籍內容之外，我們也與當代藝術館合作展出主婦攝影作品，並同步釋出採訪記錄精華影

片，希望藉由多元的素材，讓讀者可以更貼近作者、攝影師的採訪腳步，體會主婦的真實生活。

這是我們跨出編輯台，將內容觸角延伸至其他領域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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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可以怎麼玩：獨立出版的現在與未來

Readmoo看到的現況是，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消費者注意力的戰爭只會越演越烈，面

對未來，我們不能再單純的把目光放在紙電消長變化，而要以更高的角度思考，究竟「閱讀」

要如何與其他手機裡的服務競爭，包括遊戲、影片、臉書等等的服務，都是瓜分讀者注意力的

潛在對手。

Readmoo看到的現況是，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消費者注意力的戰爭只會越演越烈，面

對未來，我們不能再單純的把目光放在紙電消長變化，而要以更高的角度思考，究竟「閱讀」

要如何與其他手機裡的服務競爭，包括遊戲、影片、臉書等等的服務，都是瓜分讀者注意力的

潛在對手。

紙書是讀者熟悉的型態，電書則有易於攜帶與沒有空間限制的優勢，因此在這場注意力的

戰爭中，紙電也會有各自角色與定位，從現在到未來，到底如何發揮紙、電各自的特色，帶給

讀者更適宜、完整的閱讀體驗，進而提高閱讀在消費者生活的重要性，未來還有各種可能，等

待出版人與愛書人， 一起努力發掘與實驗！

* 最壞的時代就是最好的時代──出版未來充滿無限可能

出版產值年年下滑，出版業一片哀鴻遍野，但正如狄更斯小說《雙城記》的開卷名言：「這

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獨立出版人懷抱著熱愛書籍的心，毅然決然投入這「黃昏

產業」，並不只是一股傻氣，或許也是在其中看到了機會。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或許改變

了閱讀的習慣，但人們對閱讀的需求依然存在，只等有心人發掘，出版面貌也將因此更多元多

樣。出版這行說到底其實就是人們想像力的呈現，只要人們的想像力沒有枯竭，出版就有無限

的可能。眼前所見是獨立出版近來創意的呈現，而無限寬廣的未來還等著我們去開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