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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劇「重版出來」看數位編輯的挑戰與未來

全球景氣持續地衰退，而出版這個產業也隨著薪資負成長下最先被消費者凍結的非買首選

之一，消失中的出版業與實體書店，愈演愈烈，文化部也開始著手想解決這情況，但市場反應

兩極，一派稱讓市場決定存活，另一呼聲是認為政府應擬購書抵稅搶救消失中的購書文化。長

久以來，出版總是靠暢銷書和議題來帶動市場，然而這種靠暢銷書帶動周邊書系的出版已不復

見。

今年初引起關注的日劇「重版出來」是難得一見與編輯行業有關的連續劇，「重版出來」

（原著松田奈緒子，榮獲日本經濟新聞工作漫畫類第一名）故事以漫畫雜誌出版社為主軸。擔

任新人漫畫編輯的黑澤心，她原是前奧運柔道項目候補選手卻進了周刊漫畫編輯部，在資深前

輩五百旗頭敬的指引下，開始一步一步經營自己的書系，為支持有心出道的漫畫家，結合出版

業界的營業、宣傳、製版、印刷、設計、出版、銷售，劇中對出版流程從原稿到出刊的過程有

完整描述，劇中還加入了許多出版專有詞的說明。難得的一部好片，尤其道出編輯從新手到成

功推出暢銷作品的過程，要經過內部編輯會議取捨誰可以為重點作者，再力爭行銷會議決策首

刷多少冊數，並協調書店展示與簽名會等促銷方案，「重版出來」即是「成功再版」，都得經

編輯整合協調每一環節才能出擊命中，而成功再版這種至高無上的幸福，如今正在消失中。

電子革命是自抄本以來最大的改變。它改變了書的物質型態，完全去掉了書的傳統支撐材

料：紙。數位革命所引起的反應和恐懼，就和五百年前的印刷術一樣。書的生產向來視社會、

政治、經濟與文化脈絡而定。每一種大眾書或小眾書都有它的存在價值，社群時代下『書』的

高雅地位正在流失。《書的演化史：六千年來人類知識載體的大變遷》中提問，有時我們要問

書究意是誰製作的？

作者寫的不是書，而是文稿，文稿再由編輯、設計師與插畫家修潤、改造、詮釋。出版者

必須決定開本、紙質與價格。紙張本身也要有人生產。文稿必須排版、印刷、裝訂，除此之外，

還有宣傳與廣告針對特定消費市場，倉儲與物流系統負責儲存書籍、把書派送給書商，而讀者

也是這個過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閱讀品味更是當代的社會文化體現。但數位化後的讀物，

打破所有慣性與思維。

去掉紙的載體，數位化後的讀物，更是強調視覺化的可讀性與易讀性，編輯需挑戰如何挑

選出適當的材料，將它正確組合、排列成順暢的視覺呈現並引導出情節。近兩三年來，有關編

輯專業書籍的多半集中在排版軟體的應用，甚至某些單位需附上「TQC+編排設計認證」鑑定，

編印發統整資源的全能編輯手，刊物成敗與否都在編輯獨到的選題與策劃行銷能力，編輯始終

都是刊物與讀者間的靈魂掌舵手，雖然編輯的入門檻不高，但要能以此為終身之職，也必須不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雷碧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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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地自我精進與學習。

以「編輯與出版」、「設計與裝訂」、「行銷與閱讀」和「數位編輯與未來」四個主題，

觀察目前市面上編輯相關的書籍，略做介紹。

一、編輯與出版

（一）《編輯樣》／聯經

作者王聰威，將他主導的《聯合文學》完整的 55期，以他當時的編輯構思，設計想法編寫

成書，導入他的 Guide Book的編輯 SOP，像編輯部如何組織、進稿流程、開會怎麼進行、每

個人負責什麼工作、職銜角色定位、對別人的反應要有什麼回饋、平常互動形式應該怎麼樣都

有詳細規定，每一期雜誌皆需設計強調該期主題的風格，書中栩栩如生道出每期封面製作時的

構思和設計，尤其添加 Memo以反思的角度來批判自己當時的構思設計，現今該如何調整，對

於文學編輯來說，提供文學雜誌編輯的思考脈絡，讓老牌文學雜誌重新獲得新生代的支持，書

中有編輯決策和與作者溝通的交流如何呈現刊物的表現。

（二）《編辭典》／麥田

辭典是定義世上人類共有的所有事物，用語精確與詞語體例變化是很重要的，每一位編輯

入門應該要了解。透過這本書六章的介紹，從編輯方針，用例採集，取捨選擇、釋義，推敲琢

磨和當今的流行用語的語彙流變等，例如作者提到他會緊盯雜誌封面的用語，也會錄製一些紀

錄片或新聞節目，專注傾聽用語與語法上的不同，每每都會有新發現。每位編輯應都要能編纂

自己的編輯手冊與製作流程，而統一用語與體例的收蒐便是日常必須的工作之一。

（三）《編輯七力》／一本文化

作者康文炳先生，擁有多年編輯職場實戰經驗，他觀察目前市面上的書籍較多地集中在「美

術版型」和「故事寫作」上，相對的，有關「選題」、「結構」、「標題」等面向的著作，卻

難得一見。作者認為現在是編輯轉型的職場製作人時代來臨，需靠定位力、選題力、結構力、

採訪力、寫作力、視覺力、標題力等編輯七力，建構一個結合策略面的實務分析架構，以做為

編輯創新思考作業的重要一環。他認為，媒體的衰落，根本不能全然歸因於網路或閱讀行為改

變所帶來的挑戰，而是導因於人力養成與編輯專業的弱化，換句話說，這本書，也可說是一本

回應產業變化的編輯教戰手冊。

康文炳認為，無論是實體、虛擬、紙媒或網路，作為媒體最根本的編輯基本功，其實從未

改變：「不管是傳統的編輯人或是數位的編輯人，我們共同的基礎都是編輯人，編輯就是你的

基本功……，當你沒有基本功的時候，數位時代一來，你做的東西一樣是不合格。所以我覺得，

媒體行業的衝擊可能不是在載具、媒體性質的轉變，而是人力的凋零！」

他進一步說明，過去媒體的專業，很大一部份都是由「做中學」，並靠著師徒制來細密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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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記者剛入行，會有一段時間來「暖身」，並由資深前輩親自指導，就像重版出來黑澤心的

職場碰撞，稟持努力不懈，不斷去挑戰不確定的市場。

（四）《過稿力：一流出版人告訴你編輯到底想要什麼》／尖端

為什麼我總是被退稿，聳動的提問式，讓讀者或對編輯這個行業有興趣的人，一股腦就想

讀它，這本《過稿力》，是倪采青繼《變身暢銷小說家》的又一本暢銷書，透過經營部落格，

寫出自己風格特色。許多出版編輯的想當然爾的事，作者皆很詳盡敘述這個行業的編輯日常在

做什麼，尤其對投稿的新手作者而言，非常地幫助。當然本書的設定立場在暢銷的大眾圖書，

將這些行業內的潛規則，畫龍點睛，讓讀者能清楚了解，本書分六大部分，從出版社人員的日

常談起，讓有志從事出版行業者認識出版結構；再到跟寫作者有關的投稿準備、過稿攻略，接

著談出書後如何推廣宣傳，作者要如何保持效益、與讀者互動，最後告訴你最新型態的出版方

式與可能。

二、設計與裝訂

（一）《新裝幀談義》／磐築創意

菊地信義，是日本知名書籍裝幀設計家，他談到設計是一種溝通的手段，將一方的訊息傳

達給另一方；並非藉由媒體的媒介將資訊傳出去，而是揣摩人與人之間想法的溝通。作者提出

裝幀的構成要素，為了作品要變成書，必須去了解，文字的構成，紙張的選擇，色彩抽象化概

念，和圖象的意義，這些都是具體的東西，書是立體的，到了人的手裡書就會產生自己的空間、

時間的流逝，無法讀出作品的時間和空間的想像，時間以及多層次意識的作品，更需匠心獨具

去設計，這是一本非常值得編輯選讀以了解裝幀設計的掌握。

（二）《裝釘考》／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本書如同一部關於書籍裝幀史的小辭典，全書以「活字」、「蝴蝶頁」、「菊版」、「書盒」

等與製書有關的名詞作為各篇主題，每一篇章以一主題詞彙開展、考察其歷史流變及表現形式，

每一篇章並以日本出版史上的一本代表著作說明意旨，圖文相互參照，剖析了超過三百本日本

近代文學書籍的裝幀，不僅是一部日本近代裝幀史、出版史，也是一部日本近代文學與美術發

展史。

（三）《解剖裝幀》／麥浩斯

每一位設計師皆有 16頁的深入訪談，探究個人獨到的設計概念、找尋靈感的方法、創意發

想、創作歷程、設計的溝通、設計規則等等，同時也各精選出 8件具代表性，且包含獨創特色

構想、精細工法、設計隱喻的精彩作品，解剖書籍的設計理念、創作美學、設計手法、靈感來源、

創作動機及過程；他們是形塑當代裝幀設計新臉孔的最佳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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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銷與閱讀

（一）《賺進版稅一億元：百萬暢銷書作家千田琢哉首度公開生存之道》／悅知文化

不賣錢無所謂，只要我做的書是本好書就對了，對過去那種出版像印鈔機的美好時代不要

再作夢，每本書的賣座都有它市場運作機制在催生，本書作者千田琢哉，以不斷寫，這種東西

我也寫得出來的自我良好感覺，勉勵有心創作的人要不斷努力創作，而如何引起讀者關注自己

的書，他列出 50條守則，作者、編輯、業務是決定銷售成果的 49%，作者以自身作為教戰守則，

將每一環節的作者參與出版活動，使作者能逆轉勝，鼓勵作者們主動出擊，在臺灣原創作品非

常缺少的情況下，這本書，可以鼓勵新生作者以及編輯去了解這個出版市場心理學的銷售要訣。

（二）《暢銷書潛規則：116條超實務暢銷之道》／楓書坊

這本書是簡版授權的繁體書，作者李鮃以他親身的經歷和觀察，臚列暢銷書的 14條謬論，

造就暢銷書的 13大原則，構成暢銷書的 23個元素，圖書行銷的 15個新思維等等共 116條。美國

《大英百科全書》對暢銷書的定義是，一個時期內，在同類書的銷售中居於領先地位的書，作

為表明公眾的文學趣味和評價的一種標誌。所以究竟多少本才是暢銷書？李鮃以「3214法則」

來說明：作者知名度占 30%，主題選題占 20%，內容占 10%，出版社的編輯策劃行銷占 40%。

寫的好比寫什麼引起讀者關注來的重要，他舉錢鍾書的《圍城》賣了四百多萬冊，而他的學術

著作《管錐編》灌注作者畢生心血，但銷售卻無法與《圍城》相比。李鮃認為出版業老是提暢

銷書不可預測，市場變化難以捉摸，這觀念不可取，他認為編輯在策劃產品就該清楚同一主題

缺了什麼、讀者想讀什麼，不能為自己編自己喜歡的書而是要做出讀者會喜歡的書，這才符合

編輯的真正任務。

（三）《我們在閱讀的時候看到了什麼？用圖像讀世界文學》／大塊文化

我們在閱讀時究竟「看」到什麼？作者彼得．曼德森是位著名的平面設計師，他藉由本書

告訴我們，閱讀時的想像畫面的過程是獨一無二的，是專屬於閱讀這行為。當我們閱讀到一些

文字的時候，特別是那些看似描繪著一個人的外表或環境時，我們的大腦是如何組織這些「文

字」的意義而想像出某種幾乎可見的真實情境。全書含括畫畫與想像，小說，開場白，時間，

栩栩如生，表演，素描，技巧，共同創作，地圖與規則，抽象概念，眼睛、視覺畫面與媒體，

記憶與幻想，通感，意符，相信，模型，零與整，模糊不清等。藉由小說特定的主題以符號學

整合性地討論整個閱讀與理解的心智過程。細讀本書所提到的視覺、認知、想像、與理解的過

程可以讓編輯在設計時多一些巧思去理解讀者如何「看」、「閱讀」什麼的閱讀符號學。

四、數位編輯與未來

（一）《編輯設計學》／積木

本書由英國設計類教科書權威 Laurence King出版社策劃、倫敦聖馬丁學院教授與藝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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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書籍專職作家共同撰編課程內容，分為七章，編輯設計、編輯設計格式、封面設計、刊物內容、

製作版型、設計者的必備技能，最後回顧過去展望未來等，以當今主流的閱讀形式如電子雜誌、

電子書、各式印刷出版品及刊物為基礎，為讀者規格化「新聞報刊類」平面設計的共通原則，

並以大量國外案例輔助說明，從定義什麼是編輯設計，數位編輯與紙本編輯的思索角度差異，

也強調封面設計的品牌與識別的重要，版型的規畫與設計。尤其書中設計顧問側問的人物專訪，

可以進一步了解他們在設計時遇到什麼問題以及如何解決。其中提到響應式設計，讓同一頁面

在桌機、平板、手機等大小不一的裝置上自動調整成合適閱讀的版型，又有迎合現在的自助出

版，研發客製化軟體「Arthr」，任何人皆可以上傳文字與字型，用軟體自行排版後，可印製小

批量報紙。科技解決許多以前無法做事，但也帶來新的問題。

五、小結

我們知道每個產業生態系都有其關鍵的物種，一旦破壞了關鍵物種則產業生態鏈就會整個

重新洗牌或消亡。而就整個出版產業不論數位或紙本書，究竟作者、編輯、出版社、書店、數

位平台商、讀者等，哪一個環節缺了它，就會導致整個出版生態丕變，想想《書的演化史》，

每一次的技術改變，都會造成某一產業鏈斷裂，再蛻變。截止去年底臺灣已近 400家書店歇業，

出版社也苦撐，假設沒了書店，紙本書通路不通時，電子書就會遍地開花，但筆者認為也不盡

然如此，我曾一口氣買了十幾本電子書，但回頭好好看完一本電子書的情況很少，只為找資料

而閱讀部分章節，紙本的裝幀美感和書卷味，始終能讓讀者有書的五感，視覺、聽覺、觸覺、

嗅覺、味覺，所以只要編輯不死，數位刊物也許未來不久，就能克服傳統書的五感，再現重版

出來的數位盛況。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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