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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知識經濟蓬勃發展的數位時代，各種數位內容出版急速增加與擴大，數位閱讀已是不

容小覷的時代趨勢，而身負知識傳播、閱讀推廣重責大任的圖書館，更應於兼顧數位版權保護

下以創新思維提供嶄新的閱讀服務。 

因應時代趨勢與閱讀方式的改變，國家圖書館近年來積極推動數位閱讀，此次特配合第 20

屆臺北國際書展，於 2 月 3 日 14:00~17:00 假臺北世貿一館與書展基金會合辦「第 20 屆臺北國

際書展閱讀論壇」。本次論壇以「數位閱讀推廣與發展―創造數位出版、圖書館與讀者三贏的數

位閱讀時代」為主題，邀請數位出版者、使用者及圖書館三方，針對數位出版之行銷推廣、數

位閱讀以及圖書館數位閱讀服務等三面向進行探討。 

此次論壇報名踴躍，會場逾 300 個座位座無虛席，顯見數位閱讀已蔚然成為眾所矚目的潮

流。論壇開始，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首先感謝主辦單位的協助和與會來賓的熱情參與，國際

書展的舉辦暨提供圖書館及愛書者訪書、購書及瞭解書訊的交流平臺，也促使大眾有機會瞭解

數位閱讀的最新發展趨勢；而隨著數位閱

讀的發展，曾館長呼籲新內閣應更加重視

圖書文化產業，讓各界圖書館皆能有充裕

的經費提供各項閱讀服務，讓圖書館服務

的「質」與「量」能與時俱進。 

 第一場次以「數位出版行銷推廣」為

主題，由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林載爵教授

主持，宋慧芹女士（長晉數位總監）、蔡介

士先生（《空中英語教室》協理）、吳凱琳

女士（《天下雜誌》主編）就電子書、電子

期刊與紙本書刊在內容製作、出版與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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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於「數位閱讀論壇」開場致辭。

（照片提供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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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異同進行深入淺出的分析與介紹，展示數位出版者在電子書刊之「超平面內容加值」、「跨

業別商業模式經營」及「培植數位閱讀社群」三大方向上所做的努力。 

第二場次以「數位閱讀使用經驗分享」為主題，由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主持。曾館長首

先提及 2011 年臺灣出版了逾 8,000 種電子書（以申請 E-ISBN 者計算）、逾 43,000 種紙本書（申

請 ISBN 者），與往年相比得知紙本書的出版量不因電子書的問世而減少，其中所表現出的出版

市場現象值得玩味。本場次邀請果子離先生（作家）、王道還教授（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及

黃湘庭同學（昌隆國小六年級學生）分別從作家、研究者及小學生的角度，提供個人對數位閱

讀的觀察與經驗分享。果子離先生為閱讀之重度嗜好者，於網路讀寫有十餘年的經驗，認為電

子書的出版是書頁與網頁的美麗遇合，以網路為媒介確實提供使用者在閱讀及蒐檢資料上的極

大便利，他個人對電子書的使用重於參考性書籍，也基於此，對於網路資料來源的多元與活化

有深刻的體會。依其使用經驗，他特別提醒使用網路資訊時，務必對所蒐檢之資訊進行細密的

解讀與研判。王道還教授為人類學家，近年來對於科普寫作及閱讀之推廣不遺餘力，其語帶幽

默地提及個人對數位閱讀從抗拒、好奇到「保留的接受」的使用經驗。王教授認為電子書出版

雖日益熱絡，但從閱讀行為的角度來看，紙本書閱讀時所伴隨的朗讀、寫字、翻書甚至是溫馨

陪伴、經驗分享等種種閱讀的「行動」面相，乃是建構閱讀行為的重要環節，與之相較，則閱

讀電子書多只涉及視網膜的「視覺訊號」處理，其所帶來的閱讀體驗迥異於紙本書，則從這個

角度來看，數位閱讀是無法取代紙本閱讀的。黃湘庭同學則從校園活動中體會到數位閱讀的美

好，並分享其平日喜歡造訪的「文建會兒童文化館：繪本花園」、「彩虹兒童電子書城」等電子

書網站，也介紹了其所就讀的新北市昌隆國小各項閱讀推廣活動，最後還展示了自製之《畢旅

電子書》。 

第三場次的主題是「圖書館數位閱讀服務」，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陳昭珍館長主持，

陳雪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長）、鄭秀梅女士（國家圖書館閱覽組主任）及洪世昌先生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長）分別就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的角度，分享各類型圖書

館如何因應數位時代而改變其服務內容，並努力增進各項數位資源的使用效能。如臺大圖書館

提供數位閱讀服務的原因，在於新世代大學生使用網路資源的需求增加，再加上新資訊多以數

位形式產出，則電子資源已成為不容忽視的重要參考工具，故臺大圖書館以支援教學、研究及

學習為重點，連年提高電子資源採購經費，並透過課程延伸閱讀、有獎徵答、建置閱讀分享部

落格等方式進行數位閱讀推廣。國家圖書館則於 2011 年啟用數位出版品平臺系統（EPS），並持

續與各界合作進行古籍數位化；而各項數位資源讀者皆可透過國圖的單一登入認證服務（incl）

便捷地使用。在硬體設備方面，館內設有數位閱讀體驗區，透過觸控電腦、iPad、金庸機等各

類型載具提供讀者多元的閱讀體驗。北市圖所提供之電子書服務對象則以兒童為主，電子書使



繁華畢竟歸搖落也談張蔭桓「讀人閱史」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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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次之年成長率達 50%，未來將持續採購適合兒童使用及大眾喜愛之熱門電子書，並以能提

供館外借閱者為主要採購考量。

會後綜合座談中，與會者分別從出版者、圖書館、使用者等角度，就電子書服務平臺之多

樣與繁雜度、電子書銷售模式（B to C、B to L）等多所討論。曾淑賢館長在結語時語重心長的

表示，期待透過這次的論壇，有效傳達出版者、圖書館及使用者三方看法，讓大家能齊心協力

共同創造臺灣優質的數位閱讀環境，並期待政府在經費上給予更多的支持，讓我國的文化建設

更有希望。  

‧ 數位閱讀論壇活動現場，可看見參與人潮填滿整個演講室。（照片提供 /國家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