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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不會停止轉動，閱讀永遠繼續

           2008年臺灣出版回顧

蘇惠昭 ◎ 文字工作者 

2008像一部裹著甜蜜糖衣的驚悚小說，故事一開始日暖風和，樂聲悠揚，希望的種子遍地

萌發，我們以為幸福終於要來敲門了，殊不知暗黑的烏雲悄悄聚積，一步一步進逼。先有毒奶

風暴威脅健康，復在秋風初起之際，來了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震央位在超極資本主義中心的

美國華爾街，但全世界遭殃，因為世界是平的，也因為人性是貪婪的。有的國家瀕臨破產，油

價衝向歷史新高又跌掉75％。特別是電子科技業，企業若不裁員便是放無薪價，執行長要求政

府天文數字的紓困，日本則提出了史上最大的振興方案。

這一年，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總統，政黨二度輪替。前總統陳水扁遭起訴。四川發生百年

大地震。北京舉辦奧運。美國人選出第一位非洲裔總統歐巴馬。「海角七號」創下賣座奇蹟。

經營之神王永慶走完一生。兩岸三通。孟買大屠殺。單車騎士變成了臺灣無所不在的街景。最

夯的電腦產品是小筆電，線上電玩發燒，宅經濟能量馬力全開。年度單字則為「亂」，從亂而

有序到亂而無序，亂則嗆，所以嗆扁嗆馬嗆陳雲林。過年前，中華民國政府史無前例的發給每

位國民3600元消費券，以刺激消費，對抗緊縮。

苦日子來了，沒有人知道還要多久，有多深，人類為高槓桿的財務操作、一夕致富的夢

想、追求奢華的沒有極致，就要付出代價，套句證嚴法師的話，是該回到樸實的時候了。

◆ 閱讀現象

苦日子來了，還會有人閱讀嗎？答案似乎很兩極，有人認為閱讀是最廉價的娛樂，也最能

撫慰人心；有人說飯都吃不飽，還有閒情逸致閱讀嗎？博客來網路書店發表2008年年度報告，

業績成長22％，但比起2007年，成長趨緩，其它通路估計有兩成到三成的衰退，2007年排名

十五的書，2008年排行上跳第十或更前面，差不多就是這樣，很多市場看好的大書就算行銷做

盡也是成績平平，這表示圖書市場持續萎縮中，大型出版社根深葉茂，不怕樹頭做颱風，找不

到背風面閃躲的中小型出版社則受傷深重。不過漫天哀愁中也有逆勢成長約20％的出版社如三

采，三采以實用及設計書類奠立雄厚基礎，2007年以《雅子妃》進軍翻譯書市場，一年前再以

《我的孤兒寶貝》揮軍翻譯小說，從《來不及穿的8 號鞋》、《潘朵拉處方》到《最後一場畫

展》，上榜機率奇高，業界認為這和三采的集體投票選書策略以及「把B級書做成A級書」的操

作手法不無關係。

春天及其子公司天使出版是另一個成長的例子，旗下作家包括創作類型各有區隔的水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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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我、九把刀、橘子、Div、蝴蝶等人，從網路而實體，號召了數以萬計的穩定中學生讀者，各

擁死忠書迷，對讀者來說，他們是可以交流的作者如同虛擬朋友，其中以搞笑幽默、天馬行空

的輕玄幻如《吾命騎士》系列最能解放考試壓力，也最受歡迎，加上跨類型的不敗小說大王九

把刀，這一非主流區塊顯然是閱讀市場的藍海。

聚財資訊則靠著總幹事黃國華和獵豹財務長郭恭克兩張王牌，一度創下近兩倍的成長率。

開新書系是出版社的擴張策略，也是打敗原有路線疲軟不振的法門。以華文創作，特別是純文

學書為經營核心的印刻出版於是也跨足翻譯文學如《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大海》，通俗

科學如《死亡也可以治療》。城邦集團則解放旗下出版社的路線，模糊辨識度，如奇幻基地出

版推理，臉譜跨足旅遊，馬可孛羅插旗小說、麥田學習操作類型小說。圓神集團的策略為另

成立一專注於經營文學書的品牌寂寞出版，創社作一號《龍紋身的少女》、二號《蕾絲占卜

師》。

2008年九歌成立三十周年，祭出的九歌30──兩百萬文學大獎最後雖然從缺，但也因此出

版了《十三瞑的月最美》、《古國琴人》、《黑夜旋律》、《月光的隱喻》四本文學長篇。為

向八十大壽的大師余光中致敬，從2007到2008，出版界共襄盛舉出版了《藕神》、《余光中六十

年詩選》、《余光中跨世紀散文》、《詩歌天保》、《舉杯向天笑》、《悅讀余光中：散文

卷》等書，以及新版《白玉苦瓜》、《蓮的聯想》。12冊的《白先勇作品集》則由趨勢教育基

金會贊助，天下遠見出版。

但這一年，我們卻接連失去了前輩作家葉石濤、巫永福、林鍾隆，人權鬥士柏楊，幽默散

文家趙寧，以及漫畫家老瓊。

以《12歲的天空》創業作贏得掌聲的是晴天出版，這是一本彰化伸東國小五年丙班全體同

學的集體創作，他們在導師支持下，畢業之前完成了一項名為「夢想‧童年‧勇氣」的不可能

任務，採訪到林懷民、嚴長壽、幾米、沈春華、施振榮、姚仁祿、黃達夫、洪蘭8位看似遙不可

及的名人，為最後的童年留下最珍貴的寶物。「你的夢想實現了嗎？」《12歲的天空》這樣呼

喚成人，與《第56 號教室的奇蹟》相互輝映──教室應該是充滿歡樂與夢想的所在。

「夢想」永遠撼動人心，《歐巴馬的夢想之路》也以「夢想」為名，人類因為夢想而偉

大，但偉大的有時不是夢想的內容，而是夢想所催生的力量，《1-100歲的夢》請到一百個在地

人說出他們的夢想，多數人的夢想都很微小，卻真摯動人，就像「海角七號」的故事發生在每

一個角落。

是的，如果說大眾閱讀反應社會，恐怕沒有一年比2008年反應的更直接，更熱烈。年復一

年，光明與黑暗力量無所不在，彼此拉扯，人類對未來懷抱的希望與恐懼也從未停止，而2008

年宛如惡夢成真，令人惴惴不安的魅影幢幢，對抗惡夢魅影最有利的武器，莫過於擁抱一個可

以讓人暫時遺忘痛苦的故事，也莫過於鍛鍊勇健的身體（包括瘦身，例如《一定瘦》、《請你

跟我這樣瘦》）與平靜的靈魂，尋找內在我的自由和諧。

無敵感人，忘情哭泣，所以這一年人們因為看書而流下的淚水變多了，眼淚是一種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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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淨化我們負載的情緒，沖刷掉痛苦，細數2008年的流淚之書：癌末教授蘭迪鮑許的《最後的

演講》。母親失去孩子的《來不及穿的八號鞋》。與癌末女友結婚的《生命最後一個月的花

嫁》、妻子失去丈夫的《PS.我愛你》、《失去你的3月4日》。丈夫對癌末妻子的深情陪伴與出

軌告白的《陪妳到最後》、祖孫之愛的《爺爺的微笑》、《爺爺和我》⋯⋯，有真實故事、有

虛構小說，有半自傳小說，那是我們一次又一次與悲痛面對面的虛擬練習，一直練習到變得強

壯，或者大叫「夠了」，不願再感覺為止。至於幾米的《躲進世界的角落》，光是書名就多麼

撫慰人心啊。

每一個人都需要一份真愛，或一隻狗。感動人心的狗書在2008年接續上場，從《小狗拉

瓦》、《我在雨中等你》、《只要一分鐘》到《莫兒的門》、《馬利與我》，在2006年沒有一

戰成名的遺憾，都於2008年一舉獲得補償，動物果然是好伴侶。

大笑也能溶化痛苦，所以有標榜「大笑治百病」的《大笑的驚人力量》來對症下藥。《老

子賺翻了》是假伯斯的賈伯斯（對，iPod之父）模仿秀，演技入骨，會讓人笑到流淚。小說

《男人都是智障》搞爆笑、《往下跳》辛辣幽默，《斷線》叫人又哭又笑。圖文書《三生有

性》特別強調紓壓解憂，對抗不景氣。但個人認為，年度最佳療癒且深具啟發性的書非《洗遍

天下》莫屬，以洗遍美國眾州鍋碗瓢盆為職志的作者自封「洗碗大師」，以幽默練達的文學之

筆細數其洗碗經驗，比較其中異同，以及如何精進洗碗技術云云。道無所不在，洗碗的競爭力

與禪意就不是大前研一可以參透的。

擺脫當下痛苦，追求內在的自在平安，察覺自我進而改變世界，這不就是人生的課題嗎？

於是這一年，「秘密家族」的力量越發的強大，《秘密》是席捲2007年的「年度之最」，它耳

語似的傳播一種「心想事成」的心法，銷售量由業務人員的團購逐漸擴散到各行各業各年齡

層，再發酵成新興的運動。「秘密家族」最大的秘密在於它不只是一本書，更有可供操演的

法則，從《吸引力法則》、《黃金人生的入場券》、《情緒的驚人力量》、《遇見未知的自

己》、《遇見心想事成的自己》、《向宇宙下訂單》、《不抱怨的世界》、《一個新世界》、

《當下的力量》、《The Key：啟動正向力量的鑰匙》⋯⋯，迷失、受傷的心需要許許多多的奧

修來修補、安頓，這一波由《秘密》帶起的靈修運動，讓整個書市充滿了靈性的光輝，有人斥

之為庸俗淺薄，有人卻得到救贖，應該說，書無分庸俗，庸俗的是人的界定，人的如何使用。

《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出版於2007年，透過電影加口碑熱賣於2008年，說的是一個

關於外在榮耀與內在寧靜和平不能夠平行一致的故事，以及關於單純快樂的修練。快樂是需要

不斷練習的，《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是詠給‧明就仁波切的故事，他的快樂腦波指數為有史以

來最高，快樂第一名。承認生命本質的痛苦，懂得自我解嘲，透過佛法學習與閉關修練，這就

是達到快樂的辛苦歷程。

捷安特公司發出年終獎金23 個月，證明單車熱燒到何種地步。單車書不算新書種，但單車

書暢銷始自2008，從指導手冊《小摺快跑》、《MTB登山車保養維修完全book》、《單車學校

教你的52堂課》到單車環島紀事的《島內出走》，「年度新人（車）獎」非單車書和單車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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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運動是身體的，同時也是人生態度的形而外，村上春樹《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

寫跑步，也寫一種小說家、一種純屬個人的心的流動，撼動小說以外的讀者。

謝旺霖的《轉山》是2008年的奇蹟之書，他在2004年以「騎鐵馬上西藏」得到雲門「流浪

者計畫」資助，於是有接下來兩個月孤獨與貧困的旅程，經歷了一場身體與心靈的試煉，創造

另一個自我與原來的自我打了一場仗，《轉山》記述這一趟旅程，它像火種，擦出年輕族群的

夢想火花，也燃燒中年身體內剩餘的青春冒險因子，林懷民說它是「這幾年來最撼動我的本土

書寫」，但六萬冊的銷售數字在一個新生文學作家來說，無論如何還是一個奇蹟。這個奇蹟也

說明一件事，作家名氣已經不等於銷售的保證，更重要的是作品自身的質量以及是否觸動人

心，當然還需要藉助某種神秘的機緣，如魏德聖2002年出版的《小導演失業日記》因為「海角

七號」而在2008敗部大復活。

關於身體健康的奧秘，2007年有《不生病的生活》，2008年是《吳永志不一樣的養生

法》，用「勢如破竹」來形容銷售量超過五十萬冊的它恐怕還不足夠。旋風如何形成？于美人

的「國民大會」為該書的大跳躍開出第一槍（按：「國民大會」用上下兩集介紹吳永志的蔬果

汁，隔天博客來一天湧進五千筆訂單），對《貨幣戰爭》、《恐怖的食品添加物》等書也有推

波助瀾之功，出版界對選書品味不俗的于美人有進一步的期許，希望她成為臺灣歐普拉。

陶晶瑩主持的「大學生了沒？」和《商業周刊》每期書摘對購書行為也產生強大的導引

力，前者有《杏仁》為證，後者如吳美君的《像我一樣勇敢》。以宣傳效果來說，正是「廣播

優於平面，電視勝過廣播」，但《觀念物理》系列是因為登上聯合報頭版而重新啟動。書會

賣，一定是做了什麼，或發生了什麼，這是硬道理，《窮得只剩下錢》就是證明。

吳永志傳奇之外，《求醫不如求己》、《人體復原工程》、《健康大秘密》、《吃錯了，

當然會生病》、《吃對了永遠都健康》、《食物的真相》、《尋找沒有傷害的藥》、《老得很

健康》、《不吃藥的生活》、《只買好東西》、《到底要吃什麼？》、《救命飲食》等等，這

一波的健康養生書主要有兩大系譜，一類集中在對主流現代醫學的挑戰與不信任，並強調身心

靈的整合；一類在食物選擇，重點是「吃什麼」與「如何吃」。吃得便宜當然也很重要，《阿

基師59元出好菜》對此貢獻良多。

◆ 華文創作PK翻譯小說

這是華文創作大放異彩的一年，一直以來嚴重向翻譯書傾斜的閱讀板塊開始往華文創作移

動。《轉山》的奇蹟之外，龍應台《目送》、《親愛的安德烈》和嚴長壽《我所看見的未來》

各創下近十萬冊銷售量，這三本書除了影響力，另一個意義，在於它們證明臺灣公共知識分子

也可以為大眾寫出兼顧在地與全球化視野的作品。不僅在臺灣，同時也成為中國大陸中產階

級膜拜的心靈導師的蔣勳，2008年度開給國民的生活美學課程為《身體美學》，所謂身體的美

麗，「其實是回來做自己」。

《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紀事》是顧玉玲以15年近身觀察訪問寫出，臺灣所欠缺的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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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移工報導文學，它讓侯孝賢讀到流淚，發願拍成電影。陳芳明《昨夜雪深幾許》「記述生命

中帶來各種召喚和隱喻的啟蒙者和夥伴」；詹宏志《綠光往事》「追想成長中平凡卻刻骨銘心

的遭遇」，後中年作家的風中憶往其味溫柔甘醇，既滋補又怡情。舒國治以《窮中談吃》獲選

為金石堂書店年度作家。長篇小說則有朱天心《巫言》、駱以軍《西夏旅館》、何致和《外島

書》隆重登場，每一部皆以漫長的時間醞釀、熬煉，嘔心瀝血。

但這也是一個人人可以成為作家的部落格時代。嗅覺敏銳的出版社到人氣部落格垂釣，再

將之打造成暢銷作家如女王、酪梨壽司、貴婦奈奈、草莓圖騰、史丹利、H⋯⋯，他們之中有

入侵前部落格時代勵志作家、兩性作家地盤，挑戰教主之位者，有創作小說者，但到底只是一

書暢銷或者具有長期寫作的實力與意志，這正在考驗著部落格作家的明天之後。

而沒有《達文西密碼》和《哈利波特》系列的翻譯長篇在2008年走勢如何？《燦爛千陽》

接續《追風箏的孩子》之威賣出十萬冊，這是2008年最暢銷的小說，木馬文化也儼然成為優質

文學書的領導品牌。如果以《達文西密碼》宣稱的80萬冊天量計算，如今這個數量它平均分給

了《Q&A》、《貝塞尼家的姊妹》、《龍紋身的女孩》、《最後理論》、《綿羊偵探團》、

《8的秘密》、《失控的邏輯課》、《書中謎》、《高第密碼》、《海上教堂》、《藍》、

《莫札特三部曲》、《暮光之城》、《玫瑰迷宮》等等被出版社視為「大書」操作的翻譯小

說。值得注意的是，推理小說因為大舉進場而進入廝殺階段，力量相互抵銷，推理小說於是多

不再宣稱自己是推理小說，反以去類型化策略重新定位，拓展讀者層面。

2008年的另一本奇蹟之書是《刺蝟的優雅》，這本法國哲學家寫的飄著哲學味的小說意外

賣出六萬冊，原因很難解釋，只能說有一股「反通俗」、「反庸俗」的勢力正在形成，或者早

已經存在。

茱迪皮考特以失序家庭、黑暗人心為選題的小說，從《姊姊的守護者》、《事發的19分

鐘》、《第十層地獄》一路賣到《換心》，儼然已成為臺灣讀者最愛的國民小說，問題在於，

從訂做「救人寶寶」、校園暴力到器官捐贈，哪一個題材是臺灣小說不能切入的？

磚頭大書則好景不再，《英倫魔法師》、《項塔蘭》、《一的力量》、《卡瓦利與克雷的

神奇冒險》、《蜂鳥的女兒》等等，部部皆重量級之作，卻失去了《群》在2007年締造的神奇

魅力，不過山崎豐子、東野圭吾、宮部美幸等在臺灣擁有穩定讀者群的日本小說家不在此限，

吉田修一、山本文緒、京極夏彥也各有支持者。《第四紀冰河期》的荻原浩、《轉瞬為風》佐

藤多佳子、《鹿男》萬城目學、《椿山課長那七天》淺田次郎則在2008年閃閃發亮。

◆ 商業／趨勢／人文書

如果次級房貸泡沫沒有破裂，如果股票指數屢創新高，投資理財書必然前仆後繼，但這個

如果已經不存在，《黑天鵝效應》說對了，以為不可能發生的事就是發生了，這致使上半年還

熱賣的《買基金為自己加薪》、《讓錢自己流進來》之類的理財書瞬間蒸發，某些書則變得可

疑如葛林斯潘回憶錄《我們的新世界》，要讀它不如回頭去找出《葛林斯潘的騙局》。《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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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不會停止轉動，閱讀永遠繼續：2008年臺灣出版回顧

市場的新世紀》？這對新興市場基金虧損70％的投資人情何以堪？投資大師最好改走溫馨路線

如《投資大師羅傑斯給寶貝女兒的12封信》，它賣了近十萬冊。年度鉅獻《雪球》正在滾動，

答案尚未揭曉。若想要追索金融圈內幕，洞悉金錢遊戲，黃國華《臺北金融物語》系列小說揭

露了一部分的答案，香港作家楊衛隆《次貸扭曲的世界》、《當世界不再消費》有助理解這個

讓人越來越看不明白的世界。

「失敗」是商業書極力避免的字眼，但在2008年，世人似乎可以不再膜拜成功，好好面對

失敗、原諒失敗了。梭羅的《湖濱散記》不就預估說「所有的商人裡面，絕大多數，甚至百分

之九十七的人都注定失敗」，「至於那剩下來的百分之三可能已經枉顧道德人性，那是一種另

類的破產，比正正當當做人卻失敗的人更慘」？標誌2008年的商業／趨勢／人文書以《超極資

本主義》、《貨幣戰爭》、《後美國世界》、《失敗的國家》、《新帝國主義》、《敗部經濟

學》、《路西法效應》⋯⋯等等為指標。它們說的是：不受監控的資本主義終於突變成酷斯

拉，敗壞世界。平凡人可能因為「情境力量」和「團體動力」變得殘忍。美帝是邪惡的，一切

都是美國的陰謀，但它衰退了、失敗了。美國夢破滅了，還要拉著全世界陪葬。於是馬克斯甦

醒，《1929經濟大蕭條》也重新上架。這個世界怎麼辦？何去何從？聽見不一樣的鼓聲了嗎？

佛里曼把焦點跳到能源危機，寫出倡議「綠能革命」的《世界又熱、又平、又擠》。《從搖籃

到搖籃》以「綠色經濟的設計提案」導引人們用創意去建構一個不破壞生態的新文明，而人類

追求的，應該是經濟學家傑佛瑞‧薩克斯有如夸父追日的理想：《終結貧窮》與《66億人的共

同繁榮》。

或許也可以從2007年出版的《失敗萬歲》找到另外的啟示，它的結語是：「失敗不是美國

夢的黑暗面，它是美國夢的基礎。美國夢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變成天生的輸家」。

這是輸家輩出的一年。然而最壞的時刻過去了，還是沒有來？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嗎？紙

本書會滅絕嗎？十個經濟學家有十一種答案，我們唯一確定的是，這一切都不會隨風而去，地

球不會停止轉動，而閱讀永遠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