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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屆臺北國際書展於2019年2月12日至17日

於臺北世貿一館、三館舉行，今年以「讀書正好」

為核心主題，針對不同年齡層打造多樣化的閱讀空

間，包括「德國主題國館」、「童書主題館」、首

次創設的「幻境漫遊_CCC創作集數位體驗展」、

紀念武俠大師的「金庸茶館」等，書展活動串聯

學校、圖書館到出版業引領全民共享閱讀，6天總

計吸引52個國家、735家出版社參與，1,184場以上

閱讀活動，突破58萬參觀人次，再次創下近年新紀

錄。

一、展覽規劃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每年藉由參加臺

北國際書展與國內外讀者分享圖書館的豐富資源，

今年配合「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

籌建計畫，規劃於南部分館設置「臺灣出版產業博

物館」，蒐藏明清以來各時期臺灣出版產業相關的

文物典藏，為臺灣出版產業史料留下歷史紀錄，故

利用此次書展作為「臺灣出版產業博物館」計畫的

序曲，希望藉此重現臺灣出版產業歷程的完整風

貌，以及出版界對於人類智慧傳承的貢獻，同時傳

達本館為臺灣出版產業史保存重要文化資產之目標

理念。2018年12月經過公開招標及評審會議，本館

遴選出有心設計事業有限公司擔任策展廠商，與往

年書展委託服務案只需規劃展場設計相較，今年施

作項目還增加展覽內容策劃，包含展示架構、文案

撰擬、製作多媒體等構想，以及規劃互動體驗相關

活動。2019年1月奉核確認需求訪談內容，隨即進

行相關資料蒐集整理，查找館藏資料中合適展出的

手稿、圖書期刊、數位檔等物件，另挑選與閱讀相

關的經典名句提供每日互動體驗的鉛字排版，同時

前往日星鑄字行學習圓盤印刷機的操作使用、字盤

更換及清潔流程，有關文案內容也經過幾番修改確

認後定稿，並於農曆年前安排館內展前說明會，協

助值班同仁瞭解本次展覽內容及展場注意事項。

二、展出內容

本次參展主題定為「從作者到讀者」（Author 

to Reader），以出版產業所串連起的人們作為本次

書展主軸，因為有人動筆寫，有人動手印，最後有

人閱讀，人類心思與智識的結晶能夠以任何形式傳

達到另一個人眼前，就是由作者到讀者的過程，也

勾勒成了出版產業的樣貌。

從作者到讀者：
2019年第27屆臺北國際書展參展紀要

張懿文  國家圖書館國際合作組



【
館
務
報
導
】

國家圖書館館訊 108 年第 2 期（民國 108 年 5 月）  11   

從作者到讀者：2019年第27屆臺北國際書展參展紀要

    

本館同仁於展位前合影（2019年2月12日）

展覽會場一隅

將出版產業中所涉及的各種「人」串連，藉由

出版產業鏈中各種不同工作領域的「人」所產生的

故事，透過文物陳列輔以物件展示，由「寫」這件

事作為起始，設計師構思將「筆」與「書寫」轉化

成幾何造型的主視覺，於展場架設騰空流曳而下的

12條鋼索，代表著12個月份，分佈於鋼索之上展開

的各式書封內頁，有代表常民生活的食譜、俠義經

典的《笑傲江湖》、禁書重現的《柏楊選集》等，

呈現了臺灣出版產業內容多元的意象，並深刻圍繞

於人們的日常。

本次書展是為「臺灣出版產業博物館」之暖身

宣傳，因此有關出版產業中各環節具代表性的相關

文物展品，特別挑選本館現已自出版界和作家徵集

所得之出版印刷相關文稿、器材等文物，展區包含

四大主軸區塊：

 （一）作者

處於創作源頭的作者，通常也是出版產業的

起點，作者可能是一個人或是一群人，不論何種文

體、媒材或風格的作者，小眾或大眾，只要作品能

夠引起共鳴，必能獲得讀者青睞，也促成並強化了

我們社會的多元文化發展與價值觀。詩詞、散文、

小說、劇本或是插畫，只是表達形式的不同載體，

但都包含了作者的生命經歷、細微情感與思想；藉

由不同的作品與題材，得以窺見或體會那與我們自

身相關的、親密的、無法言說的情感、哀愁、慾望

與想像，這一切，皆由作者起始。

本區展出詩人（余光中）、小說家（鍾肇

政）、大眾文學（華嚴）、有聲書（司馬中原）、

原住民文學（夏曼．藍波安）、漫畫（蔡志忠）等

多位代表不同創作文體的作者手稿及其作品，隨著

不同媒介與形態產生的創作，也會引發不同的共

鳴，豐富了文化的面貌。

（二）印者

臺灣在1945年光復時僅有20多家設備簡陋的小

印廠，50至60年代臺灣印刷業蓬勃發展，到了70年

代後半，臺灣已有近3,000家印刷廠，這時期是鉛

活字印刷的黃金時期，鉛字供不應求，也促進民間

業者為特殊需求開發專門字體，如國語日報社使用

國字與注音符號一體的連積字，印刷業亦開始使用

紙型和鉛版。之後轉向照相排版，由凸版轉向平版

印刷，使得出版印刷品質大幅提升。印者與出版產

業密不可分，電腦化的現代印刷，手工多停留在鍵

盤上，但在臺灣出版印刷騰飛的1950至70年代，出

版印刷的工作，完全是印者手底下的硬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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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展出印者代表物有鉛活字字盤、注音字銅

模盤、活字版印刷用的紙型、活字印刷清樣、照相

拼版清樣、鋅版、16K圓盤印刷機等。

（三）出版者

臺灣的出版歷史經歷二百多年來，從清朝、日

治、戒嚴一路走來，面對文化、語言、政治制度的

巨大變動或甚至說是磨難，造就臺灣多樣貌的出版

文化。不同的文化、政體都為臺灣帶來不同的技術

與印刷出版業界生態的衝擊與改變，光復後印刷技

術的更新快速，對臺灣的經濟成長也有實質貢獻，

出版與印刷息息相關，即便有消長，臺灣的出版與

印刷環境依舊活力十足。

本區是一大片帶入時間感的年表牆，透過線

性的方式結合圖像和實物，輔以部份數位相框及簡

單互動的多媒體動態影像，呈現從1821年臺灣第一

家印刷機構開啟臺灣出版路，延伸到21世紀閱讀習

慣翻轉影響臺灣出版產業發展的重要事件或人物大

事。

（四）讀者

讀者是出版產業的訊息接收者，是作者另一頭

的終端受眾，但同時也是形塑出版產業最具影響力

的一環，人類史上知識傳遞的第一次重大躍進是15

世紀德國發明現代印刷技術時，再一次則是網際網

路與數位載體，智慧時代，讀者閱聽方式的改變，

生活與文化的變遷，再再挑戰著出版產業，從各種

臺灣第一次的出版品在讀者面前出現，到電子載具

的出現，甚至是特殊出版品的發行，有需求才有供

給，讀者從來就不是被動的，發生在讀者中最細微

的閱讀文化改變，閱讀習慣與載體的變化，都牽動

著出版產業。

本區是傳統與科技的結合展示，紙本陳列以

「臺灣第一」系列選出臺灣第一本創作歌謠、第一

本臺灣少女散文集、第一本出版年鑑、第一部原住

民調查報告漫畫書、在臺新編最大型中文辭典等13

種圖書，還有自書頁中彈出的立體書、藉由AR技

術加持的互動智慧書，以及因應網路時代的多款電

子閱讀載具，引領參觀者一覽電子化與紙本並行的

變革。

此外，展位現場也規劃了鉛字印刷活動體驗，

於書展期間每日提供不同名言字句供現場民眾印製

收集，如：「人性是最有趣的書，一生一世看不完

─張愛玲」、「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紅樓夢》」、等雋永佳句，讓看展民眾親身感

受文字的力度與溫度。

三、開幕式出版界共襄盛舉

2019年2月12日本館於世貿一館綜合書區B123

展位舉行開幕式暨出版產業文物捐贈儀式，洪範書

店發行人葉步榮先生、遠流出版公司王榮文董事

長、爾雅出版社創辦人暨知名作家柯菁華（隱地）

先生、利百代公司侯震育總經理，及群傳媒公司龐

文真執行長皆蒞臨現場，並分別捐贈珍貴出版相關

文物史料予本館，由曾淑賢館長代表受贈及致贈感

謝狀予各捐贈單位，以抒謝忱。

曾館長於開幕式致詞時表示，國家圖書館身為

出版產業生態的下游，肩負圖書文獻的典藏、保存

及利用，過往本館積極徵集上游的名人作家手稿，

而有關出版產業中游的編印文物及史料，則是目前

欲深加著力之方向。洪範書店發行人葉步榮先生於

致詞時表示，出版者需要順應科技發展的趨勢及讀

者閱讀的習慣，以不斷調整及變革出版的技術與流

程，也因此這樣逐步轉變的歷程若能被完整典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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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下來，將深具意涵。而遠流出版公司王榮文董事

長則盛讚本館所規劃的展覽主題別具意義，觸及了

過往圖書館較少著墨的出版產業之相關歷程，亦感

嘆出版界有許多珍貴的物件史料迫於存放空間不

足，只能忍痛捨棄，故建議本館未來若徵集出版產

業相關文物，應先廣納搜存，再從中揀選適合的主

題及具故事性的物件，以系統性的方式予以典藏。

群傳媒公司龐文真執行長亦對本次展覽給予高度讚

揚，透過本展完美呈現臺灣出版產業的縮影，對於

未來本館在臺南新營建置之「臺灣出版產業博物

館」更深具期待。

當日還有財團法人台北書展基金會王秀銀執行

長、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先生、兒童文學家林武

憲先生及各界貴賓蒞臨出席觀禮，於捐贈儀式結束

後，曾館長與受邀貴賓一同開啟象徵「從作者到讀

者」核心精神的巨型書，自書扉中灑落印有古今中

外名言佳句的紙片，也象徵著臺灣出版產業延續文

化傳承的使命，成功為本次展覽揭開序幕。

 

曾淑賢館長（右3）及出版界貴賓一同啟動「從作者到讀者」
開幕儀式（2019年2月12日）

四、榮獲最佳展位設計獎

邁向第三屆的「最佳展位設計獎」，經由展期

6天參觀者投票和專家評審選出臺北國際書展最美

展位，本館榮獲「中小型展位組」銀獎，在2月17

日書展閉幕式中由文化部主秘陳登欽頒獎，曾淑賢

館長親自領獎，這是繼前年（2017年）三所國立圖

書館聯展獲頒「大型展位組」銀獎之後，本館首次

單獨獲獎。

本館在三組（3公尺 x 3公尺）相連的展位中，

藉由呈現本館在出版產業鏈各種不同工作領域的典

藏，讓參觀者一窺臺灣出版產業的面貌，藉此傳達

其實百年來出版產業都與全臺民眾息息相關，形塑

了我們的生活、文化與價值觀，南部分館籌備中的

臺灣出版產業博物館，即是為了保存與我們相關的

這些故事與記憶，讓豐富的文化資產得以傳承世

代，並提升臺灣出版學術研究之基石，冀盼未來更

多出版界踴躍捐贈出版產業相關文物及史料，攜手

為臺灣出版產業留下永恆身影。

 

本館榮獲最佳展位設計獎，曾淑賢館長（右）接受文化部主秘
陳登欽頒獎。（2019年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