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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媒體間，朗朗讀書聲

悅讀‧浮世繪

宋美珍 ◎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編輯

閱讀是學習與獲取知識的主要方式，也是國家競爭力的基礎。隨著國民生活型態的改變，

以及傳播科技的發展，透過閱讀紙本書籍獲得知識，已逐漸被廣播、電視、電腦、網路所替

代，文字閱讀人口正持續大量流失中。根據《天下雜誌》在2002年針對20歲以上國民所作「全

民閱讀大調查」顯示，臺灣人平均每週花在閱讀活動的時間是7.5小時，遠低於「看電視」、

「外出活動」、「運動」，位居第四位。（注1）5年後的2007年，《遠見雜誌》再度進行「閱

讀大調查」，此次調查的結果顯現，18歲以上民眾平均每人一週看書只有2.72小時，平均每天不

到25分鐘，遠少於一週看電視16.94小時，上網7.41小時；（注2）2010年遠見雜誌再度進行「全民

閱讀大調查」，相較三年前的調查，在每週看電視19.13小時、上網8.97小時、閱讀3.06小時的指

標上，都分別成長了2.16小時、1.56小時與0.34小時。與前述2002、2007的調查相比較，閱讀的時

間雖然在2002年至2007年呈大幅下滑，但在2010則出現成長，這可能與三年間，金融海嘯來襲，

降低民眾消費意願，反傾向低成本的靜態休閒活動有關。（注3）但調查同時顯示，民眾看電視

與上網的時間則分別是看書的6.5倍、3倍，電視與網路已取代文字閱讀成為青年學習的主要管

道，文字閱讀似有邊緣化的趨勢。

臺灣先賢鄭用錫（1788-1858）在《北郭園詩鈔》描述家園八景曾有這麼一段：「逍遙深院

裡，一片讀書聲，金石開環堵，應推福地名。」（注4）百餘年後，臺灣人讀書活動從家學、

庭院延伸到更為遼闊的場域與媒體，逐漸轉化為「逍遙媒體間，朗朗讀書聲」。為鼓勵全民閱

讀，提升閱讀風氣，近年來，作為推動閱讀扮演關鍵推手角色的各級圖書館，在政府經費與政

策的支持，以及關心全民閱讀素養的民間團體合作推動下，無論是在閱讀環境的改造、館藏的

充實、讀書會的推動與多元化閱讀活動的舉辦都有豐碩的成果。作為全國圖書館事業領航者的

國家圖書館，推廣閱讀、傳播新知，一直以來都是其施政目標之一，（注5）自2009年起不僅

推出「每日預告書訊服務」的即時書目資訊服務措施，推廣新書出版資訊，並舉辦數場成功的

「書與人的對話」圖書座談系列活動，更於2010年起與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一大愛電視臺

跨業合作，製作「悅讀‧浮世繪」讀書節目，期以電視媒體的行銷力量與豐富的視覺效果，擴

展文字閱讀的魅力，展現開卷有益的理念與精神。

✿ 緣　起

國家圖書館與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於2009年9月1日簽署「文獻資料典藏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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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立雙方合作的基礎。在此基礎下，顧敏館長於2009年10月20日，率同仁至大愛電視臺參訪，並

與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就多方合作進行交流，座談間，基金會執行長王端正先生，提出雙

方或可合作製播讀書節目，以提升全民閱讀風氣的建議，獲得顧館長的正面回應。

同年12月，大愛電視臺節目部靳秀麗經理與王俊富副理等同仁多次來館，就合作製播讀書

節目的企劃事宜進行深度討論，雙方決定合作，並將節目名稱定名為「悅讀‧浮世繪」，由顧

敏館長擔任節目導讀人，每集邀請作家或來賓來到現場，從作者的創作動機、內容的導讀至延

伸話題進行廣泛的、輕鬆的對談，引領觀眾一起分享閱讀的樂趣。2010年1月，完成節目試片與

首集的錄製作業，同年7月7日開始每週三晚間10點在大愛電視臺第九頻道正式播出。

✿ 節目介紹

一、節目型式與風格

讀書節目被視為是一種「媒體書

評」。有別於文字書評係藉由文字來

傳達書的精華、作者的創作旨意予讀

者，藉以擴大圖書的能見度，成為讀

者購書的指南外；讀書節目則是藉由

文字、語言、影像、聲音所構築的全

媒體「立體閱讀的模式」。（注6）

國內的電視讀書節目始於1973年中

國電視公司所推出的「出版與讀書」

節目，其內容專門介紹出版資訊與書

評。（注7）自此30餘年來，電視讀書

節目大抵以一種輕鬆的方式，透過主持人的單口獨白，或與來賓、作者的對談，介紹書的內

容、作者寫作的背景與故事，將原本陌生疏離的文字，化為詼諧幽默、感人的口語對談，並在

結合語言、影像、音樂的魅力與包裝下，拉近讀者與書、讀者與作者的距離。

有鑑於讀書節目常被視為菁英文化的代名詞，調性總被認為過於嚴肅，普遍予人曲高和寡

的印象。（注8）本節目的風格設計定位為「閱讀與話題類型節目」，希望從熱門話題切入，導

讀書籍、影音、網路創作、數位內容，並透過「主題的閱讀與延伸觀點」掌握新知、進行深度

話題討論、分享感動，進而激發觀眾的閱讀興趣。

節目形式採棚內雙人或多人對談方式，以常態塊狀方式播出，每週播出一次，每集長度24

分鐘，播放頻道為大愛電視第九頻道，時段則在每週三晚間10點。此外，配合年長者及海外觀

眾的生活作息，於每週六上午9時20分重播。

二、目標觀眾

本節目製播單位大愛電視臺為一家不收商業廣告的電視臺，是慈濟基金會所屬之非營利事

‧導讀人顧敏與來賓齊邦媛教授合影。導讀導讀人顧敏顧顧 與來賓與來 齊邦媛齊邦 教授合教授合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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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創立於1997年12月31日，成立宗旨為透過電視傳播，淨化人心。根據Yahoo！奇摩在2010年

5月所公布「理想新聞媒體大調查」的結果，大愛電視臺獲得亞軍，同時也在十三項新聞指標

評比上獲得四項第一名，包括「公信力」、「教育功能」、「與地方的結合程度」及「社會關

懷」，顯示大愛電視臺長期致力於教育推廣與在地關懷的清新形象，深獲認同與肯定。（注9）

大愛電視臺晚間十點的節目又多以文化知識類型為主，（注10）故分析該時段收視觀眾，乃以

25至40歲，大專程度以上人口為目標觀眾。

三、導讀人的角色

節目設導讀人，扮演中介與導讀的角色，邀約來賓或作家朋友於攝影棚茶敘，由導讀人提

出問題，訪問來賓與作者，分享其創作歷程、書中欲表達目的，以及彼此的看法，同時進行延

伸閱讀書籍、影片的討論，在熟稔的輕鬆氛圍中，進行觀點的激盪與故事的分享。（注11）

無庸置疑，讀書節目的主持人是節目的靈魂人物，例如法國「猛浪譚」（Apostrophens, 

1975~1990）的主持人柏納‧畢佛（Bernard Pivot）與美國「歐普拉讀書俱樂部」（Oprah’s Book 

Club,1996-）的著名脫口秀主持人歐普拉（Oprah Winfrey），咸以風格犀利、單刀直入的訪問方

式、誠懇閱讀的風格、幽默風趣的對談之主持功力著稱，並締造了收視率與購買率的雙贏效

果，達到帶動整體讀書市場的熱絡與全民的閱讀風氣，（注12）故普遍為媒體與出版界認為是

讀書節目的典範。

回顧國內的讀書節目主持人，也包括許多具有流利口才或專業背景的知名作家、學者、主

播與名嘴。鄰近的大陸與香港則是成功的塑造如易中天、于丹、梁文道等如同單口相聲說書人

的節目主持人。

讀書節目主持人需口齒伶俐流暢並具備公眾魅力，通常被視為讀書節目能否成功的關鍵，

然而咸不知，主持人（導讀人）其本人對於「閱讀」的執著與熱情，是否具有寬廣的閱讀視野

與豐富閱歷，才是最關鍵。唯此環節，卻往往為人忽略。（注13）本節目邀請國家圖書館顧敏

館長為導讀人，是一種創舉。顧敏館長並非名嘴，亦無其他媒體主持經歷，然大愛電視臺力邀

顧館長一肩挑起導讀人的重擔，所著眼的除其所擁有的深厚閱讀基礎、豐富的人生閱歷及跨國

際觀點的個人特質之外，應是身為國家圖書館館長，具有代表推動閱讀、支援閱讀與鼓勵歡喜

閱讀的指標意義與象徵吧！

四、選書小組

狹義的閱讀泛指「讀書」，廣義的閱讀則包含了不同媒材。雖然本節目以書籍作為主體，

但舉凡電影、紀錄片及數位出版品都可作為相互搭配的討論素材，是一種全媒體、跨媒體的閱

讀體驗。本節目的選書小組由製作單位與國家圖書館各派代表組成，根據國家圖書館所掌握最

新出版資訊與書目，參考新聞、網路部落客的熱點話題，並考量書籍內容與觀眾的接受度後，

進行主題書、影片與延伸閱讀選擇。由於大愛電視臺與國家圖書館皆屬非營利性組織與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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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都具有教育文化功能的形象特徵，因此在選書的決策上就無商業上的考量，所選擇的書未必

是新書或暢銷書。每集所設定的主題書或影片為1~2本，延伸閱讀則2~3種，其中延伸閱讀書目

並儘量由作家或來賓推薦。

五、行銷推廣

大愛電視臺雖為一非商業性電視臺，國家圖書館在本節目的製作上亦無資助任何經費，然

而，讀書節目製作的目的，無非希望能吸引更多觀眾的欣賞，以刺激民眾的閱讀動機，達到提

升全民閱讀風氣的目的。為此，除了於電視頻道的定期節目預告外，電視臺與國圖採取了下列

多元的行銷管道推播本節目：

1. 網路電視直播：除了每週三及週六於大愛電視第九頻道播出外，亦透過大愛電視網路直

播服務，對全世界觀眾同步播出，筆者今年8月與國圖吳英美副館長至廈門參訪時，就曾透過網

路直播方式於廈門市圖書館進行展示，一向積極推動閱讀活動不遺餘力的廈圖林麗萍館長，當

下即向吳英美副館長提出贈送節目DVD及相關圖書以供辦理推廣活動的建議，此一成效正是利

用網路成功行銷本節目的例子。

2. 網站與電子報發佈訊息：利用國圖每月發行3次的電子報，配合節目播出進度，適時刊登

節目介紹，並連結國圖網站首頁的影音專區，瀏覽當週節目片段內容，以目前電子報超過3萬人

的訂閱量，以及國圖網站每日超過70萬人次的點閱率，將節目訊息即時有效的傳播出去。

3. 影音網站播放平臺：為服務未能即時於電視或網路直播頻道收看節目的觀眾，製作單位

於節目播出後，即將完整影片內容轉為影音串流播放格式，上傳至網路知名影音播放共享平

臺如YouTube，增加節目的能見度。筆者也發現，最近已有網友主動自網路電視臺下載影片內

容，並上傳大陸知名影音平臺「土豆網」，讓大陸地區的網友也可觀賞這個優質的讀書節目。

此外，國圖亦將本節目每集完整內容轉錄於國家圖書館的數位影音服務系統（http://dava.ncl.edu.

tw），並建立服務標籤，方便讀者線上欣賞。

4. 成立臉書粉絲團：在臉書（facebook）社群成立節目粉絲團，並提供國圖相關數位典藏周

邊文具作為活動獎品，以增加粉絲的討論、互動與回饋，擴大節目知名度與能見度。

國家圖書館擁有全國最完整的國內出版品，並建置即時詳盡的書目資訊系統與全國新書資

訊網，亦發行《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為全國圖書館界、出版界與社會大眾的的溝通橋樑，對於

國內書訊與書評的傳布具有重要的角色與地位，未來本節目將進一步與《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合作，將節目所推薦的好書進一步深入導讀，以更多管道推廣有意義圖書之外，期許以「文字

書評」的力量，進一步擴展「媒體閱讀」的深度，達到延伸閱讀的長尾效應。

✿ 節目特色

本節目自播出以來以其用心的場景規劃與精緻的製作品質頗獲好評。觀其特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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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書評節目，通俗但不媚俗：為避免節目曲高和寡，內容設計融入話題、知識、閱讀、

觀點、生活等五大元素。書籍的選擇，皆從觀眾的接受邏輯與需求出發、精心選書提供參考，

包納時尚、大眾、精英話題與全媒體閱讀文本。話題的設定也考量觀眾喜好，注意時下流行或

受關注的話題，從話題延伸閱讀，也由閱讀產生話題，非僅是單一書籍內容的評介。

2. 影像視覺豐富：對談中穿插外景訪問與推介片段（Book Video、非讀Book、閱讀 ing）、

紀錄片段與電影片花，影像內容豐富，雖相對也付出較多成本，但讓觀眾體驗到讀書節目新趨

勢，原來讀書節目可以這樣多元化與活潑，尤其是外景訪問者來自不同領域，不乏知名學者，

不但具權威性也呈現本節目多元觀點的特色。

3. 親民且輕鬆的主持風格：顧敏館長的表現有目共睹，不以個人獨白表演方式，透過親

民、輕鬆、緊湊、引經據典的導讀方式與來賓對話，無接縫的置入個人豐富的閱歷、跨國的觀

點與評論，其觀點也為觀眾開啟多面向的思考空間、拉高閱讀新視野。

4. 棚景清新雅緻：攝影棚的布景與色彩設計十分雅緻、大方並具文化氣息，具有大愛電視

臺一貫的特色風格。

5. 節目流暢無商業廣告：每集全長24分鐘，不插播廣告，一氣呵成，無商業廣告破口問題，

使對談主軸議題明確流暢，佐以適時切入的影片、外景訪問，維持精緻的系統性與高品質。

6. 書目訊息完整豐富：發揮圖書館在書目資訊服務的長處，每一集皆訂有主題書籍1~2本與

延伸閱讀書目或影片2~3種，每種書籍或影片附有書封、書影、出版資料等完整詳細的書目資

訊，提供觀眾參考。

7. 納入新舊對話：從當今的著作與熱門話題，映照國家圖書館館藏珍籍中古老的智慧與價

值，除擴大觀眾的視野，也行銷國家圖書館數位典藏與文獻保存的成果。

✿ 結　語

自從全世界第一家電視臺─英國廣播公司（BBC）在1936年11月2日開播電視服務以來，

電視早已深入全世界每個家庭，成為最重要的傳播媒體，並影響人類的生活、文化以及意識型

態。（注14）電視媒體既是社會的公器，而如同《世界百科全書》（The World Encyclopedia）

在其1976版對「圖書館」一詞開宗明義的釋義：「圖書館是構成人類傳播與教育系統的重要部

分」（Libraries form a part of man’s systems of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注15）因此在現今追求

速食化、片段化、電子化的訊息閱讀時代，身為人類知識與思想的保存者、管理者與傳播者的

圖書館，當積極思考如何與報紙、廣播、電視、網路等大眾媒體合作共同推動文字閱讀。因

此，由圖書館與電視臺進行異業合作，藉助電視臺媒體無遠弗屆的傳播與行銷之長，結合圖書

館支援閱讀、推動閱讀的角色與品牌形象，當具有其深刻的意義與價值。

一個好的電視讀書節目，必須在觀眾、作者、電視臺、出版社之間都取得相對的配合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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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節目尚未播出前，工作人員每每得費盡唇舌與各出版社詳細說明以取得書籍或是影片的

授權同意。但自從節目播出後，出版社則紛紛開始主動與製作單位連絡，踴躍推薦各種好書與

新書；製作單位並陸續收到許多公關書。此外，出版社還積極協助邀約作者參與節目的錄製，

目前後續的節目錄影，即已順利獲得多位重量級的作家和與來賓的首肯，將參與後續的錄影工

作，這對所有投身節目製作與企畫的工作同仁來說，不啻是最好的鼓勵與肯定。

如同李志銘在〈影像媒體時代的說書人─從梁文道「開卷八分鐘」談臺灣電視讀書節

目之迷思〉一文所言「電視讀書節目皆不以提振收視率或將書籍推入熱銷排行榜為目標，而

僅僅只是一處引誘讀者大眾開始嗜書的起點」。（注16）「悅讀‧浮世繪」節目的播出，殷切

期許每一位觀眾在看完節目之後，能引發其又想閱讀另一本好書或欣賞一部令人發省電影的慾

望，開擴每一更位愛書、悅讀之人的「閱讀之窗」，進而提升知識社會的文化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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