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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惠昭0文字工作者

 2010年在美國中西部的龍捲風、澳洲昆士蘭州的大水、日本鳥取縣的暴雪，以及臺灣股民

 引頸渴望指數破九千、越過萬黜的災難與歡騰同行中落幕。海地大地震、巴基斯坦遭遇空前洪

 患、南北韓緊張局勢一路升高、歐洲陷人赤字危機，還有「維基解密」大爆機密文件，揭露國

 家的罪惡，人類僅管走過飄搖動盪、危疑不安的一年，狂風惡水與暴雪亦從不止息，臺灣且有

 《民國一百年大泡沫》這樣的財經書提出警告，但翻遇煙火燦爛的那一夜，2011年，中華民國

 一百歲，這個象徵圓滿的數字總是啟動無限美好的想像，給予陽光灑滿一地的希望。

 而在2D0g年被宣判「只有五年壽命」的傳統出版，2010午於^Phone - lPa^ ^ Facebook環伺夾擊

 的情勢下，也已輕舟度過萬重山。雖然有政大書城師大店結束營業掀起的「實體書店歇業風

 暴」，也有「鄉鎮書局崩潰」(^t:臺灣三百多鄉鎮中，至少有^20鄉鎮沒有書店)的殘酷現

 實，從銷售數字看，博客來網路書店20^)9年賣出889萬本書，2010年則突破了一千一百萬冊，成

 長兩成多，這個數字當然不代表整體書市的表現，卻提供了「賣書仍有可為」的堅實證據，政

 大書城也將在2011年前進花蓮，循誠品模式結合民宿、旅遊、咖啡速食經營複合式書店，這恐

 怕是實體書店未來生存之道。臺灣大眾閱讀面貌為何?根據《遠見》雜誌十月號推出的「2010

 全民閱讀大調查」，臺灣2300萬人，每人每年平均購書金額1461元，1^2007年多了86元，每年

 買4.23本書，小說、散文是最喜歡的類別，一本書如果同時有紙本與電子版，有四分之一受訪

 者會選擇電子書。如果與同年度股民平均獲利90萬元相較，1461元圖書消費明顯低微如小石子

 投人大海，與此共振的，則是一個看起來難以逆轉的，由三大書店龍頭引領的「暢銷書引導閱

 讀」、「大眾閱讀娛樂化」現象。

 *之一:暢銷書引領的閱讀以及暢銷之道

 博客來網路書店、誠品書店、金石堂循例在年底公布百大暢銷書，再從百大暢銷書，甚至

 挑出前十大暢銷書去解釋大娘閱讀。三大書店龍頭的「前十大」高度重疊，分別是陶晶瑩《我

 愛故我在》、肅宏慈《醫行天下》(±T冊)、蔡康永《蔡康永說話之道》、丹布朗《失落的

 符號》、侯文詠《不乖》、史迪格拉森《直搗蜂窩的女孩》、伊莉莎白吉兒《享受吧1 —個人

 的旅行》。朗達并恩《秘密》在博客來、金石堂分列百大之三、百大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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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突破一百萬冊活動，《秘密》已連續暢銷四年，堪稱史上影響力最大的書。肯尼斯克利斯

 《這輩于，只能這樣嗎?》在博客來異軍突起，為百大之四。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延

 續前一年的熱度，為金石堂年度十大。邁可羅伯森《福爾摩斯先生收》、林夕《原來你非不快

 樂》、村上春樹《1^84》第三部則擠進誠品前十大。

 臺灣每年平均出版四萬種書，絕大部分銷售量落在兩千到三千本之間，但要進入前百大，

 估計至少必須四禹本的量。

 從百大解釋2010年的大眾閱讀，有幾個觀察重點，其一，這一午並沒有齊邦媛《巨流河》、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王鼎鈞《文學江湖》這一類成為時代議題的個人^S．大時代書

 寫，閱讀回歸個人需求以及與自身生命狀態的對應，如《這輩于，只能這樣W^?》，或如蔣勳

 《手帖:南朝歲月》，前者自我省思，後者係一種背對於時代，無一絲一毫賈用目的，卻可撫

 平內心紛亂，升起一種輕淡快樂的私閱讀。其二，文學小說整體的成長力道下降，但如果把輕

 /^、說從文學/^、說切割出來，以少女為主要讀者群的網路奇幻、愛情/^、說則是逆勢成長的。2010年

 沒有擴延性強的惕銷文學大書如《暮光之城》系列、《哈利波特》系列，《直搗蜂窩的女孩》

 延續的則是《龍紋身的女孩》、《玩火的女孩》氣勢，但對照《遠見》的調查，文學書的群眾

 基礎相當深厚，下滑不過是激情燃燒之後的回到常溫。其三，不論是邁向三十萬冊的《我愛故

 我在》、邁向二十萬冊的《蔡康永的說話之道》，向十萬冊叩關的Sway《黑心建商的告白》、

 汪培挺《管教啊，管教》、劉梓潔《父後七日》，或推出兩個月即銷售五萬冊的吳念真《這些

 人，那些事》，加上精神科醫師鄧惠文《還想遇見我嗎?》、財經作家黃國華《我願意為你解

 盤》與《鈔票的重量》、輕奇幻小說家御我《吾命騎士》，這是本土作家超猛的一年。

 《父後七日》乃是2010年華文創作的奇蹟。一開始它是一篇四千字散文，獲2006年林榮三

 文學獎散文獎首獎，評審陳芳明甚至以「開闢7散文的新版圖」譽之。根據過往經驗，這一類

 型的文字緒集最有可能一版都賣不完，但與電影「父後七日」同時「上檔」的《父後七日》卻

 示範了「純文學書的如何大眾，如何商業」。這四千字的散文，作者劉梓潔像魔術師，揮舞手

 杖它變成了劇本，再變成了一部電影。為了導戲她辭去中國時報記者工作，當電影拍完，網路

 上的文章點閱數已達三百萬人次，連總統馬英九都是讀者。然後為了宣傳這部「描述喪父的冷

 門國片」，她努力行銷，製造媒體曝光機會，結果「父後七日」成為緊迫「艦腳」年度票房第

 二高的國片。「電影的成功宣傳，給了這本書最華麗的出場」貿瓶文化總編輯朱亞君寫道「但

 別忘記，有多少華麗出場的電影，其貿都死在沙灘上。這些都是無法複製的，如果作者沒有積

 蓄夠大的能量」。

 《父後七日》像魔術，但如果從劉梓潔的「父後日」起算，卻是一場演練了七年才登場

 的魔術。一般來說，電影拉抬原著/^、說(或散文)，小說因為電影而墊高能見度，但原著如果

 沒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銷售力道也只能疊花一現。《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是最典型的例

 閡誠一一迂是最好的拳問。普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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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這是2007年的「舊書」，說的是一個心碎的女人藉由旅行改變自我，重新開始的故事，兩

 年之中已印到第八刷，2010年電影上映後再夾著「看書比電影更得滿足」的口碑成為噴出型暢

 銷書。根據《告白》改編的同名電影則是2010年臺灣最賣座的日片，又呼應當下的霸凌議題，

 但電影末上映前，小說已經是暢銷書。吉田修一《惡人》也一樣，自身就是一部撩撥人心的文

 學作品，擴散到原來不曾接觸吉田修一的讀者，這應該是電影帶來的效應。《蘇西的世界》則

 因為姍姍來遲的電影，出版十年後捲土重來。

 非文學書必須貼近社會脈動不斷微調或創新以創造吸引力。2010年，最大的驚奇乃中醫書

 《醫行天下》上下冊如風起雲湧，大街小巷人人拉筋拍打，它的暢銷固然有媒體效應，但這不

 足以解釋朱增祥《筋長一寸，壽長一年》、吳清忠《人體使用手冊》、武國忠《活到天年》、

 曲黎敏《黃帝內經養生智慧》、中里巴人《求醫不如求己》或《女中醫才知道的青春秘方》等

 「中醫書群」的暢銷。在矽谷，有一群科技界的華人菁英開始對中醫感興趣，欲以親身體驗和

 高科技重新定位這三千年前老袒宗留下的智慧遺產，臺灣的狀況也一樣，西醫資源多地位高不

 可動搖，中醫或另類醫療卻填補丁西醫之所不及，所以人們找西醫檢驗或開刀，但健康養生書

 方面，中醫和所謂的綜合常識書如《別讓不懂營養學的醫生害了你》、《吃的真相》、《救命

 飲食》等方才是今之主流。

 親子教養書和K書考試書則轉向「個人化」，過去以專家學者為師，如=專家學者如洪

 蘭、李家同的影響力雖然不減，《教養大農撼》這種「打破錯誤教養知識」的新教養論也可以

 橫掃書市，但最大幅成長的則是從父母教養經驗出發的書寫，親子人氣部落格取代了名人的優

 勢，汪培挺、蔡穎卿和陳之華並稱三大親子作家，紐約瘋媽、番紅花、彭菊仙、張尤麗、洪淑

 青、李偉文……，也各有各的獨門法寶，精采生活。

 自2008年《榜首這樣K書》一戰成名，2009年《讀書別靠意志力》再攻一城，考生個人經驗

 的K書考試書到20^0年自成一堅強的小類，《建中、北一女榜首私房讀書秘岌》、《東大生不藏

 私》、《考上第一志願的筆記本》，形成學測壓力下獨特的書市景觀。

 食譜書有大蛻變，前提為訴求新手與速簡，但必須在包裝設計上連結年輕、歡樂與幸福如

 《烘焙新手必備的第一本書》、《廚房新手料理總復習:松露玫瑰的美味筆記》、《在廚房遇

 見MASA :給料理新手的的100道快樂食譜》、《新手也能醬料變佳餚》、《一個人輕鬆煮》，

 「在家下廚」顯然勝過「外出用餐」。當食譜書走出老式的家庭主婦圈圈，轉型為流行時尚的

 生活書，接下來便有打破框框，跳級與躍升的大膽嘗試，先是出現一套三冊如大學教科書的

 《食物與廚藝》，接之有「大廚開始學習食物的語言，不再以食譜紀錄經典菜餚」的《風味聖

 、「分子廚藝之父」出手的《鍋裡的秘密》，食物化學家揮精竭慮寫出的「食譜書」成了

 芳練高深廚藝的武林秘岌。

 與「在家下廚」同時成長的還有裁縫、拼布、手工肥皂等手工藝D^Y書，而單車書則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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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i版^i固顱^

 不再。

 Facebook仕交網站帶動攝影教學書成長，在博客來藝術設計書類前五十大中，攝影相關書

 就佔去一半，麥可弗里曼《攝影師之眼》已長銷近兩年，《DSL^單眼數位柑機聖經》、《DSLR

 懂這些就夠了》意味著DSLR單眼數位相機取代了傻瓜數位柑機。《美女攝影師愛自拍》、《玩

 攝影》、《如何擺出好POSE》訴求的是超愛自抽新世代女性。此外，經營日本攝影大師如荒

 木經惟(《荒木經惟的天才寫真術》、《荒木經惟．走在東京》)、衫本博司(《直到長出青

 苔》)、森山大道(《邁向另一個國度》、《犬的記憶》)的攝影/攝影哲學書破浪而出，把

 攝影雷從技巧與擺POSE帶到種種關於人生況味、生命情境的思索上。

 商業理財書過去是非文學類書主流，金融風暴以後理財書呈現負成長，2010年央行打房無

 效，房地產持續上漲，八成以上國民認為房地產價格背離現實，痛苦指數飄高，這樣的社會

 氛圍下，業內人士踢爆內幕的《黑心建商的告白》、被業界封為「房市空頭總司令」的張金鵲

 《張金鵠的房產七課》成了兩本國民「破解」房產迷思必讀本，這是過去未有的閱讀面向。讀

 心術、說話術、工^'叫汙如《FBI教你讀心術》、《跟誰都能聊不停》、《筆記女王的手帳活用

 術》，商業書在這^塊幾乎已用盡力氣，油門踩到了底。

 磅流無所不在，《青花魚教練教你打造王字腹肌》、《血型小將ABO》、《用美國人的一

 天學英文》，知道這三本年度百大書有什麼共同點嗎?它們都來自韓國。

 這是以編輯力與行銷力決勝負的時代，一本書能否暢銷已經不能靠運氣，特別在以生活、

 健康、兩性、手作、親子等「為讀者需要」所企畫、製作的書類。在激烈競爭下，有出版社已

 經可以做到書上市後依通路反應回收更改書名、設計封面，重新定調。也有出版社以7-且什戶為

 主要通路，專心為「7-1^消費者」策畫自製書，避開加入搶國外暢銷榜書版權、爭奪暢銷作家

 的混戰。書名肩負解釋內容以及召喚出讀者購買慾望的重責大任，為了打中讀者的心，2010年

 已經發展到背不起來的落落長，比如有一本書叫《和蘇格拉底吃早餐，與博柯一起散步，跟著

 佛洛伊德去shopplng，隨彌爾學蹺班:哲學家教你學會過一天》。

 2010年的閱讀，金石堂以「更健康、更休閒、更快樂、更個人」總而結之;誠品從十大暢

 銷書看到讀者「在變動的年代中，企圖活出自己，正面迎戰的積極態度」。博客來則從「大眾

 閱讀娛樂化」的大風中，窺看到7出版的多元、豐富，饒富新意，以及出版社從準確的選題、

 書名到網路串連行銷的千果^^F力。

 至於電子書，恐怕還要再等一等。

必  之二:暢銷榜之外:無框無邊的風j

 2010年出版界有一個不可能忽略的新象，就是新出版社暴增至少50家，親子作家汪培挺成

 立「愛孩子愛自己工作室」，首推書為自己的作品《管教啊^管教》。前時報出版副總編輯葉

 潑茹．閱哉@@迄是最好的峰問。普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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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瑤與大陸最大民營出版社之一的「新經典文化」合作成立臺灣「新經典」，此為十大華人文

 化新聞之一。城邦集團麥田總編輯陳蕙慧與香港合作成立「本事文化」，著眼兩岸三地華文創

 作。資深編輯人丘光「櫻桃園」專門譯介俄羅斯經典如契詞夫《帶小狗的女士》。栩譯人陳宗

 琛「鵝鵝螺文化」以「經典大眾化」、「經典再生」為主軸，並親自翻譯奇幻經典《奇風歲

 月》。報導文學作家李永適「台灣大石」主要譯介知識性圖書，創業作《終極恐龍百科》。視

 覺設計人蔡佳展「光乍現工作室」，以《創意的過程: l^f固日本頂尖設計大師的創作故事》初

 登舞臺。逗點文創結社號稱「日浩臺文學圈夢幻組合」的「超熱血新生代」出版社，已推出多

 本詩集和禮物書《聖誕老人的禮物》。

 無論是為尋找活路，為實踐理想，或者嗅到經濟復甦，以及兩岸三地的新商機，新出版社

 都給出版市場帶來不同的氣象，譬如本事文化首度引進香港評論家陶傑的雜文集《這是個，無

 菁英時代》、《想起那隻豬》測試水溫，並重新操作香港小說天后張/卜嫻。新經典文化的創業作

 為大陸暢銷純愛^^、說《山橙樹之戀》，續推韓寒的《青春》。中國大陸新一代明星作家輯寒獲選

 為201O年TIME雜誌百大影響人物後，半年之內有三家出版吐出版他的四本書(《他的國》、《青

 春》、《1988 :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出發》)，這是20^0年臺灣的「韓寒現象」。

 除了新經典、本事與中港出版社合作，分享出版資源之外，老字號的遠流也與大陸簽定

 五年的「戰略合作協定」，合作項目包括共同購買外國作品的中文翻譯版權，共同使用一個翻

 譯版本，同步出版中文繁、簡體字版，發展數位T^^程等等，大塊文化郝明義策畫的「經典

 3．0」，邀集兩岸著名專家學者導讀古今中外經典，第一批套書於4月份兩岸同步發行。在大陸深

 耕物流多年的誠品也宣布落腳蘇杭，誠品蘇杭店預計2014年開張，兩岸三地出版合作深化，一

 個華文市場隱然成形。

 與兩岸三地出版合作深化同時發生的，是一個出版業者經過多年反覆測試後，從歷史小

 說、盜墓小說、言情小說跨越到職場小說、冒險懸疑小說、諜報小說再到財經著作，2010年臺

 灣一個不可說的「向中國大陸微妙移動」的閱讀微趨勢。「韓寒現象」之外，酒徒的歷史/^、說

 《惰亂》、《開國功賊》獲得知識界正面迴響，麥家《風聲》、李可《仕拉拉升職記》、馬

 鳴謙《隱僧》各自代表一種類型，《貨幣戰爭》、《貨幣戰爭2》、《高盛陰謀》、《低碳陰

 謀》，這些商業害都出自中國大陸財經作家之手，本土作家雖猛，但出版社對讀者的「中國口

 味」心中自有一把衡量的尺。

 新出版社登場，首度出書的新人作家也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博客來首度為新人作家製作

 「新手上路．年度新秀作家」專題並舉辦攝影展，推選《父後七日》的劉梓潔、《花甲男孩》的

 楊富閔為年度文學新秀家。非文學類新秀作家為《不讓殘酷的神支配》的占又文、《烘焙新手

 必備的第一本書》的胡涓涓。博客來另選出年度之書，一為美國後現代文學經典代表作《白噪

 音》，一為香港作家梁文道的散文《我執》。《白噪音》也是中國時報開卷版選出的年度好書。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民國100年1月號



 出版回i顧;

 「菁英閱讀」指標的中國時報開卷版年度奸書，選出《十五顆/^、行星》、《水城臺北》、

 《在咖啡館遇見^4個作家》、《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努力工作》、《金山》、《殺戮的

 艱難》7本華文創作，《白噪音》、《看得到的化學》、《現代主義:異端的誘惑》、《畢斯華

 斯先生的房于》、《富國的糖衣》、《傷心人類學》、《當我們一起跳海》、《對與錯的人生

 邏輯課》、《讀書人:讀書講義》9本翻譯書。從結果看，華文創作，散文顯然優於/^、說，評委

 之一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詹偉雄則以「反思性出版」注解2010年的非文學類奸書，「反思」

 書單大量出現在年度好書，財經書族群也呈顯一股反省「全球化」、「中國熱」的浪潮如《失

 控的未來》、《當十億申國人一起跳》，本土作家的分眾書寫、臺灣書寫，如陳柔緒《人人身

 上都是一個時代》、張鐵志《時代噪音》、馬世芳《昨日書》、李志銘《裝幀時代》、壬浩一

 《黑瓦與老樹》、湯錦台《千年客家》，則是「風景繽紛」。風景繽紛，一丘一墾也風流。

 2010年，金石堂把「年度出版風雲人物」頒給了「致力譯介拉丁美洲文學文化，獨家出版

 尤薩小說」的聯經出版發行人林載爵。秘魯小說家尤薩為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歷時17午

 方才成書的《馬奎斯的一生》也由聯經出版。林載爵致詞時表示，出版是一個「產品多、產量

 少」的特殊產業，也是一個「T觀、未知和理性夾雜在一起的行業」，出版人在這三重因素下

 「受盡壓力和碎鍊，不斷成長」。

 這是每一本書背後真正的故事，特此向作者、譯者與出版人致敬。鈺^

\~1 "~~    " ,, - $f^{4^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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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誦一一違是最好的單問兮普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