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四中午11點，蕭欣浩出現在浸會大學溫仁才大
樓11樓的辦公室裏，小小一間辦公室塞得滿滿

當當都是書：幾個高高書架已經塞滿，辦公桌上又
堆了若干，座椅後的空地擠着牛皮紙箱，隱約露出
裏面的一角書脊，書架之上放着一個盛書的搬家
袋，高得幾乎要頂到天花板。

書櫃旁邊還放着一隻行李箱，是他
專門用來搬運圖書的。 「每次搬書都
很辛苦，因為數量多、重量重，如果
用電子書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在成為作家之前，蕭欣浩首先是
一個讀者。生於上世紀80年代，他幾
乎可以說是與電子閱讀共同成長。在他
的記憶裏，最初對電子閱讀的印象是台灣
網站上的電子版圖書。 「那時候台灣網站上的書
會便宜一點，然後有一天發現，咦？怎麼會有電子
版？但那時對於電子版其實是沒有概念的，還是讀
紙本書比較多。」

開「屏」有益 解決書籍運存問題
真正深入地接觸電子書，是蕭欣浩2013年開始

教書之後。 「從學術性書籍到飲食類書籍、雜誌，
我都會買來看。」 因為對他而言，一方面電子書價
格相對平一點；更重要的是，電子書便攜，他不僅
可以在通勤路上隨手點開閱讀，更可以幫助他減輕
圖書的搬運之苦， 「少很多負擔。」 此外，蕭欣浩
平日愛看飲食雜誌，但看完之後如何處理是個大問
題， 「如果扔了，回頭再想看就找不回了；放着越
儲越多，香港空間狹小也頗為難。後來有了電子雜
誌，儲存不佔用現實空間，放在電子圖書館中真的
很方便。」

電子書的好處如此之多，以至後來他在準備出
版自己的書籍時，出版社提出是否有興趣同時出版
電子書，蕭欣浩欣然同意。 「我發現年輕一代越來
越多的人在通過電子媒介看書。無論是YouTube還
是TikTok，生活在這個時代，這些是無可避免
的。」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短視頻……蕭欣浩

也開始嘗試以更多的形式包裝自己的作品。他會自
己拍攝短視頻，通過一分鐘的短片，簡短、快速、
易吸收地將書本內容介紹給讀者， 「先吸引住他
們，然後往往就會有人因此去看完整的長篇書
籍。」

然而，粵語有聲書市場畢竟有限，加之
當前香港少有出版社在電子書方面配套

有聲書服務，蕭欣浩自己製作有聲書
就避開了這些不利影響， 「有聲書錄
製起來確實不容易，錄製一次大概需
要幾個鐘，中途如果有失誤就要重新
錄，而且因為粵語錄製，所以面向的

市場其實並不大。」

弊之所伏 閱讀習慣影響寫作
正如硬幣有兩面性，在蕭欣浩發揮電子平台優

勢的同時，他也意識到自己的寫作不可避免地受到
了平台閱讀習慣的影響。不過，他強調並不會改變
寫作初衷： 「對我而言，電子書和實體書只是面對
的大眾層面和人數的差別而已，我在寫作的時候不
會考慮媒介的傳播性。」 然而在寫作方式上，他不
得不承認，一些潛移默化的改變似乎已經發生：伴
隨互聯網和短視頻對生活的介入越來越深，讀者的
注意力也越來越短， 「確實受讀者閱讀習慣的影
響，現在的作者會寫短篇多一點，我寫飲食貼文的
時候也會相對簡短。」

另外，蕭欣浩還談到，電子閱讀更加強調圖
文，對於作者而言，描述性的文字會因此減少，
「比如這一頁中的圖片已經可以非常生動具體地展

現你所要描述的這個物體了，那麼你的描述性文字
就可相應地少一點，否則有些重複。」

至於電子平台對傳統出版的整體影響，蕭欣浩
仍顯樂觀。一方面，他表示自己仍會堅持寫作嚴肅
的、長篇的純文學，繼續創作那些更加適合生長在
紙本上的文字；另一方面，他認為短也是一種優
勢， 「可以先通過電子書吸引大眾閱讀，引發他們
對於看書的興趣，然後逐步培養大眾長篇閱讀的能
力，最終反過來滋養實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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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電子媒介增加了我閱讀時間 ■無，同紙本印刷品的閱讀時間差不多
■無，比紙本印刷品的閱讀時間更少

一部手機、一個支架，設定錄製倒計時，3、2、
1，開始： 「今天我想要給大家推薦一本書……」 這是
TikTok平台上的#BookTok活動， 「Booktoker」 們手
持自己希望推薦的書籍，調動自己所有的情緒，激昂地
做一分鐘左右的簡短介紹，然後將內容上傳到短視頻平
台，收穫有相同興趣的用戶評論與點讚。這樣看似簡單
的一個活動，在去年幫助紙本書作者銷售了2000萬本書
籍，引發出版業相繼效仿與追捧。

在香港，上述類似的場面多集中在YouTube上。
不少作家利用短視頻對自己的圖書進行宣傳，香港
浸會大學中文系八○後講師蕭欣浩便是其中之
一。愛美食、愛寫作的他，為了能夠與更多讀
者分享自己的心得經驗，不僅將自己的書免費
授權給電子平台，還勤力地通過拍攝短視頻、
錄製有聲書等方式，傳播自己的文字。儘管這
些方式收效不一，甚至可能會間接影響寫作，
但他相信，電子平台可以幫助更多人培養閱讀
能力，終將 「反哺」 到實體出版。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編者按：
以#BookTok作為標籤的短視頻薦書活動伴隨2020年疫情開始，並在之後的兩年多裏迅速走紅，於

歐美掀起閱讀風潮，紙本書重新成為年輕人之間的流行。其累計超過630億的觀看次數，為每況愈下的
實體出版似乎打上一劑強心針，一時間引發熱議。這種繁榮是電子媒介進入傳統出版後的黃金拐點，還
是疫情下偶然誕生的海市蜃樓？面對技術浪潮的高歌猛進，從出版社到作家、讀者，都在主動出擊、作
出改變，大公報推出 「疫下短視頻救出版？」 系列專題，透過作家、讀者，以及香港、內地出版社的講
述，探究他們各自選擇背後所折射出的堅持以及擔憂。

#BookTok活動自2020年開始，一定程度上可
以說是疫情之下的產物。疫情裏，許多人的生活空
間受限制，閒暇時間增多，隨之而來的還有內心的
焦慮與苦悶，短視頻成為他們抒發情感、對外溝通
交流的窗口。在香港，疫情期間的網絡教育，也在
潛移默化中培養了兒童青少年的電子閱讀習慣。

天窗文化集團暨天窗出版社行政總裁李偉榮在
今年推出線上閱讀平台 「金閱閣」 ，並由上月開始
向香港中小學推出校園版 「金閱閣」 ，通過按小時

計費的串流方式，以更加低的成本、盡可能多的書
本數量，滿足更多學生的閱讀需求。

李偉榮無疑是個技術樂觀者。在他看來，從印
刷術發明至今，科技不斷進步，人類已經來到了一
個新的技術拐點，就是電子閱讀。 「它正在改變世
界資訊流傳的方式。」 電子閱讀平台具有平價、海
量、便攜等優勢， 「我們對於金閱閣的定價是每小
時2元，這相對於紙本書而言是相當低廉的價
格。」 比如一本十萬字的小說，學生大致都可以在

十小時內閱讀完，那麼讀完整本書只需要20元。
此外，以往中小學圖書館中圖書數量有限，如《衛
斯理》這樣比較貴的叢書或者冷門一點的書目，圖
書館中可能沒有收錄，熱門的書籍又可能需要排隊
借閱，電子閱讀平台則可以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
「目前金閱閣已經和香港50多家出版社達成合

作，書庫裏有3000多本書，每一本書可以支持超
過10萬人同時去看，盡可能多地滿足學生多樣化
的閱讀需求。」

李偉榮相信，電子書是培養學生閱讀興趣的一
個良好方式，其越來越豐富的功能和激勵機制，有
利於更多學生從小接觸書本、提高閱讀的能力。在
他看來， 「電子書提供的不是紙張，而是服務。」
他說，擁抱新技術是很自然的事情， 「手機真正進
入我們的生活也不過十幾年，確實已經成為必需
品。」 「書是文化創意終點的載體，是知識的載
體。我們看書看的是觀點，因為你希望獲得這個學
問，而不是要擁有一本幾百頁紙組成的實體書。」

「根據海外數據，TikTok上用戶衝動消費
比例比其他平台高17%，因此短視頻確實是可
以推動出版銷售的。但香港因為缺乏普遍流行
的短視頻平台，因此我們暫時沒有這方面的嘗
試。」 香港聯合出版集團非凡出版副社長洪巧
靜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說。

不過，雖然短視頻嘗試有限，但是利用互
聯網平台進行電子書的銷售實早已有之。新冠
肺炎疫情以來，市民出街不便，中華書局做了
許多電子書管理方面的規劃，並嘗試邀請此前
在內地抖音平台上爆火的新東方英語老師董宇
輝推薦書籍。 「目前我們書局已經百分百電子
化了，拿到電子出版權都會百分百上架。」 她
提到，雖然當前電子書銷售額並不多，但是從
增長比例而言，2021年比2020年增長50%以
上， 「這就是趨勢，電子書在香港出版業的比
重會越來越大。」

談及實體和線上兩種銷售思路的不同，洪
巧靜舉例道： 「以前去酒樓飲茶，會推一架車
出來，食客可以現場選擇；現在很多酒樓不推
車，給你一張紙，讓你點。這和我們從在書店
閱讀到在網上看書的轉變很相似。」 她說：
「書店買書可以慢慢看內容，但是網上買書看

的主要是封面和簡介。」 也因此，電子書在網
上銷售的時候，封面和簡介變得非常重要；
「而且電子書不存在庫存和擺位的問題，因此

帶來的另一個明顯區別是，在書店，除了暢銷
的經典書籍，賣得最好的是新書；而電子書方
面，很多舊書以及在書店買不到的書，都賣得
很好。」

洪巧靜表示，雖然當前香港電子出版仍存
在整體市場狹小、粵語有聲書難以進入普通話
中文社區等問題，但電子平台已經成為當前推
動香港圖書出版發展的重要途徑。

網上選書如點心紙點餐

電子書提供的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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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同年齡層電子書閱讀習慣（2021年）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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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不同媒介
八○後作家自寫自拍自錄有聲書

電子媒介對增加閱讀時間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