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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簡介：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就業輔導座談會於 2021 年 5 月 3 日（一）18:20 於人文大樓 712
室舉行，主辦單位為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主持人施開揚老師（國立中

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邀請講者吳亮恆(故事 Story studio 業務經理)
來到所上，講題「老學科．新技藝：「故事」的謀生學」，介紹新媒體故事 Story studio 的運作

模式，以及學科專長如何適應資訊時代與應用。 

講者簡介： 

吳亮恆(故事 Story studio 業務經理) 

座談側記： 
講者自我介紹：台南出身，自稱天龍人 1.0 

 

一、 興趣能不能當飯吃？ 

 人文學科無用論？一方面是不理解人文知識如何形成產業，一方面是不重視人文知識 

 以 2017年 Dicard上的討論為引，帶出社會大多數人對人文領域的想像仍停留在過去的

想像，只停留在知識堆疊而無活用的概念 

 人文關懷是一種理解社會的模組，也因此人文學科的優勢在於能從不同角度的觀點理解

社會 

 

二、 創立緣起 

 首先觀察到台灣缺乏有深度的歷史與社會人文領域知識媒體，接著 2014年太陽花學運引

起社會反思，對媒體生態、政治參與都有很大的影響，於是開始思考學術關懷如何面對

社會衝擊，所學如何與社會對話 

 市場缺乏的同時也是發展機會所在 

 

三、 執行、產出 

 如何對話？對話的對象是誰關係到如何傳達資訊 

 合作單位對故事團隊的期望：透過故事團隊，將政府單位想推廣、傳達的概念／制度包

裝、轉譯成為適合大眾閱讀理解的內容，或是 IP產品開發的事前調查。 

 媒體/商品的產出製程與論文產出類似：先行研究、文獻回顧、提取大綱、完成內容。過

程需熟知如何收集、歸納、整合資訊。 

 市場需要的是將資訊、知識等材料，以邏輯推演與脈絡加以歸納、統合，這正是人文學



科的專長。 

 故事做為新媒體的定位：原創內容、行銷宣傳 

 與業主合作的立場：一、尊重市場機制；二、溝通業主罣礙，釐清對方真正想要的；三、

改變產業型態，打造社會人文領域的人才資料庫媒合平台 

 轉譯工作最重視的是「敘事能力」 

 知識運用的點、線、面：知識材料，透過經驗歸納整理，加上創意發想，才得以進入商

業市場 

 

四、 想像力與知識的結合 

 互動遊戲：透過遊戲體驗如何蒐集資訊，並透過個人經驗與理解力進行解釋 

 故事五力── 

1. 因果關係：原因與後果，解析前因後果，事件發生的過程，思考「真的是這樣嗎」 

2. 連續與變遷：物理時間的時序與編年。賦予過去某種意義之後，零碎的資料也可能

成為歷史。找出歷史的變與不變 

3. 轉捩點：變遷軌跡明顯/革命。關鍵的人、事、時、地、物 

4. 使用過去：以古鑑今。以歷史為生活主導，展望未來。善用 5W1H技巧 

5. 當代之眼：懷抱當代問題意識，對歷史懷抱同理心，透過當代時人的眼光觀察那個

時代。QBQ──話語背後的寓意。 

 展望 

1. 滾動式增長：根據目標族群的需要進行調整 

2. 從文本開發、原創內容轉化（IP創作），延伸至體驗經濟（展覽、桌遊、實境遊戲），

最終將故事發展為媒合、培養人才的文化知識平台。 

3. 唯有吸引更多的人寫作、轉譯，才能讓市場變大 

4. 文化創意產業名詞如何解？吳亮恆的答案是作為發展階段先有文化，加上創意，進

而發展產業。 

5. 引用鄭麗君前部長的一句話：「歷史不是一個人走一百步，而是一百個人向前走一

步」，說明文化領域需要的是全民的參與。 

 

 

發問情形： 
Q1：創立期如何招募人才？從哪裡找資金渡過草創期？ 
吳先生：故事成立之初，使用的場地是新創基地，可以省下房租，通常房租是公司草創期所

佔成本最大的部分。也正好遇到天使投資人，贊助一筆可供初期運作的基金。招兵買馬的對

象鎖定在學弟妹，因此成員有 8、9 成是國內外歷史系碩博士生，但成員背景相似卻成為公司

運作的障礙，於是又找了行政、財政專業的成員加入。最早是勉強支撐，直到找到符合故事

團隊的商業模式之後公司才穩定運作，幸好是志同道合的夥伴，願意努力咬牙撐過創立的辛

苦時刻。 
 
Q2：故事團隊從撰寫網路文章出發，為何會想跨足 IG 與 Youtube 平台？目前的運作狀況如



何？有什麼改變和成長？ 
吳先生：故事從網站起家，開始往 SNS 發展時正好遇到臉書使用者大爆發的時期，因此文章

的點閱與分享數都很高，吸收了大批的粉絲，現在因為演算法修改與使用者減少讓按讚數、

分享數有些衰退，但都還維持在每篇文章點讚數有 300 以上，IG 則是每篇文章有 1000 左右

的愛心數。到現在故事都在嘗試不同平台的經營，例如現在 Podcast 與 Clubhouse，我們也在

思考要不要投入經營，做為新媒體，一定要了解目前使用者的趨勢，不同平台的敘事手法、

經營互動模式也有所區隔，例如 IG 以圖片為主，最重要的就是圖片的視覺呈現，不同平台的

受眾年齡分布也不同，這也是與業主合作時，能夠有明確的目標和效果。透過 SNS 觀察讀者

並跟緊時事話題，唯有如此才能保持話題性與討論，因為新媒體必須踩在時代的浪頭上發揮

創意，並且透過數字指標確認並修正路線。 
 
 
活動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