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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歷史指南： 
出版教會歷史概覽

遵循這四個步驟，就能幫助教會歷史顧問製作教會出版品。

界定你的目的

出版教會歷史是項重要的工作，能促使新生的世代認識並珍視教會的過去。教會

歷史能幫助我們，對教會之所以能有今日規模付出貢獻的人、事、地產生更大的

共鳴。

今日，我們能以許多方式出版教會歷史，這麼做將同時帶來許多機會和挑戰。 一
開始要先界定你的目的和找出目標閱聽者。接下來要選擇出版品的形式和發行的

管道。

尋找要分享的故事

馬林‧簡森長老於2005年到2012年擔任教會歷史史記員暨記錄員，他說：「歷史
最初的形式就是人類生活故事的紀錄，這些生活中的故事與教訓，能幫助我們增

強信念，堅守標準，並在面對逆境時知道該怎麼辦。」（“Stand in the Sacred 
Grove”[Church Educational System devotional, May 6, 2012]; lds.org/broadcasts）。

尋找能強化你的目的，並與閱聽者相關的故事，同時也要確認你所使用的資料來源

可靠，當中的信息皆正確無誤。 

撰寫歷史

遵循寫作的流程如下：

• 列出能幫助讀者了解故事的細節，並附上適當的故事背景。
• 擬一份大綱，寫下你要怎樣鋪陳這個故事。
• 多寫幾份草稿以供組員檢閱。
• 讓具備足夠能力的人編輯最後的完成稿，修正文法和文體的錯誤。

以原史料為基準說明故事內容，不要讓你個人的偏好影響最後的結論。切勿透露

神聖、私人或機密的資訊。

分享

當你的想法與區域會長團設定的優先順序相符，並與其他人共同合作，你就能以最

有效的方式完成教會歷史的出版。在工作上與區域領袖保持和諧一致非常重要，這

也能使你配稱接受聖靈的協助。與區域通訊委員會及發行服務經理持續密切合作，

工作時務必要按照相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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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非常重視要保存紀

錄。1830年4月6日教會初創時，主對先知
約瑟‧斯密說：「看啊，在你們中間要保

存紀錄」（教約21：1）。約翰‧惠特茂
於1831年蒙召擔任教會歷史史記員，主告
訴他要「繼續把他看到和知道的，關於我

教會的一切重要事務寫下來，編成歷史」

（教約69：3）。主進一步教導惠特茂，
為教會「新生的世代」保存歷史是很重

要的（教約69：8），如此他們才能知道
教會的過去，並準備好建立錫安。戈登‧

興格萊會長強調了解過往歷史的重要性：

「我們要常常思及過往。因為能讓我們不

再重蹈覆轍，讓我們創造未來的知識都是

由歷史中得來的。」（「伸出救援的手」， 
1997年1月，聖徒之聲，第92頁）。

出版教會歷史是項重要的工作，能促使新

生的世代認識並珍視教會的過去。這份記

錄歷史的事工不僅能使讀者受益，參與編

寫及記錄歷史的人也同樣獲益。教會歷史

能幫助我們，對教會之所以能有今日規模

付出貢獻的人、事、地產生更大的共鳴。

了解前人如何渡過困難，會讓我們以客觀

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考驗和挑戰，也能增強

我們對福音的見證。亨利‧艾寧會長分享

回顧過去的歷史，如何改變他對人生的看

法：「我不僅內心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見證也成長了。我更確信天父會垂聽並回

答禱告，也更感激由於救主耶穌基督的贖

罪，使人們的心變得柔和、純淨。我更相

信聖靈能使我們想起一切的事──甚至

是我們在當下沒有注意到或忽略的事」 
（「記住啊，記住」，2007年11月，利阿
賀拿，第67頁）。

誰是你的閱聽者?他們對哪方面的事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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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教義和聖約

第69篇手稿。

你的出版品能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文章、書籍、播客、幻燈片和影片等。

本指南的目的是為了幫助教會歷史顧問

製作教會出版品。然而，人們在出版個

人歷史、家庭歷史、單位歷史，及國家或

地方歷史的過程中，偶爾也會向教會歷史

顧問尋求指引。教會歷史顧問網站位於： 
history.lds.org／adviser，上面有許多有用
的資料，能在這方面為教會成員提供指

引。 

今日，我們能以許多前人無法做到的方式

出版教會歷史，這麼做將同時帶來許多機

會和挑戰。你的出版品能以各種不同的形

式呈現，例如文章、書籍、播客、幻燈片

和影片等。這些出版品可透過許多發行管

道為人所知，這些通路包括書局、教會雜

誌、教會課程、簡報、社群媒體或網站

等。每一種形式和發行管道都有各自的

要求條件。無論你選擇何種形式和發行

管道，在專案開始前請先考慮下列各點：

• 誰是你的閱聽者?他
們對哪方面的事感興

趣?
• 你想傳遞什麼訊息給
他們?你出版的目的
為何?

• 你如何收集資訊和
評估資料來源是否可

靠?
• 你如何將歷史做最好
的編排，使之能清楚

傳達你想要分享的重

點?

本指南將介紹四個步驟的流程，讓你能成

功分享教會歷史。花時間研讀並遵循這些

步驟，能確保你編寫的歷史能引起新生世

代的興趣並對他們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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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你開始製作出版品前，先界定你

的目的。你希望哪些人會看到你

的出版品?他們能因你的出版品
獲得什麼啟發?你出版的目的必須與區域
會長團在區域計畫中所列出、並已核准

的優先順序相符。將你的目的寫成文件

存檔，在整個專案過程中經常參考這份

文件。

界定 
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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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閱聽者

了解閱聽者會幫助你達成目的。花時間了

解你的目標閱聽者。他們對什麼事物感興

趣?與他們溝通最好的方式是什麼?你的區
域發行服務經理能協助你，針對特定族群

進行研究、設計問卷，或利用其他方法了

解需求。研究後所獲得的見解，將會於日

後指引你決定應涵蓋哪些資訊，以及如何

發行出版品。

選擇形式及發行管道

分享教會歷史有許多方式。你區域的通訊

委員會和發行服務經理能協助你，選擇適

當的形式和發行管道。他們也能協助你製

作內容，尤其如果你是透過教會網站或出

版品的方式來分享歷史。

有時可能很難決定何種形式或發行管道最

為正確，但千萬不要灰心。你會在每次嘗

試的過程中學習，經年累月之後必能更得

心應手。善用手邊的資源，盡量以最好的

方式接觸閱聽者。以下列出了幾種選擇，

並針對各種方式說明可能會有的優缺點。

線上文章：對許多人而言，在線上閱讀文

章內容並與朋友分享是很容易的事。一篇

引人入勝的線上文章，往往比書面文章更

能擴及廣大的讀者群。與信心和歷史相關

的個人故事，配合簡要的歷史概述、時間

軸，或回答一般常見的問題，都很適合

使用此種方式。字數請限制在2,500字以
內，加上影像或圖片會很理想。考慮在你

國家的網站、LDS.org、history.lds.org，
或私人的部落格發表。

線上多媒體：結合故事與歷史照片、背景

影片及個人訪談，能增加讀者的興趣。 多
媒體出版品，如影片、幻燈片、錄音檔、

及播客，其長度維持在10分鐘以內，才
能在線上達到最佳效果，1-3分鐘會很理
想。

（左）你的區域發行服務經理能協助你，針對特定族

群進行研究、設計問卷，或利用其他方法了解閱聽者的

需求。 

一篇引人入勝的線上文

章，往往比印刷書籍更

能擴及廣大的讀者群。 

結合故事與歷史照片、故事背景影片，以及個人訪

談能增加讀者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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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多媒體出版品的製作費用很昂貴。然

而，透過線上照片集加上簡短的說明文字

這樣的方式分享歷史故事成本很低廉。 

雜誌或報紙文章：特定主題的故事，或

一般資訊以文章的方式表達效果會很好。

通常文章比書籍的內容簡短許多，舉例來

說，教會雜誌中的文章通常希望維持在

2,000字以內。你居住地區的雜誌社或報
社，可能偶爾會對教會相關的故事感興

趣。

書籍：若要傳達廣泛的概念或主題，其內

容較具深度或資訊複雜，寫成書籍的方式

會是一項不錯的選擇。書籍內容的長短不

一，可由教會、專業出版社，或個人來發

行。然而，書籍的出版費用可能很昂貴，

也可能無法有許多人購買或擴及廣大的讀

者群。

電子書：出版電子書的費用比印刷書低

廉，提供電子書和印刷書兩種版本也較

能擴大讀者群；然而，僅採用電子書作為

單一發行方式，將排除習慣去實體書店的

讀者，及沒有網路或不熟悉數位格式的讀

者，在電子書中巡覽各章節也較為困難。

社群媒體：一張照片附上簡短的說明文

字、短篇故事、及與主題相關的事實，

透過社群媒體發佈即可達到很好的分享效

果。若要持續提供新的內容，可能需要有

人願意承諾長期供應資料來源。 

簡報：熟悉公開演說的人，能有效地分享

教會歷史。演說或小組討論的方式，能讓

分享者有機會與聽眾互動，並回答他們的

問題與疑慮。將簡報或討論內容錄製成語

音檔，或放在網路上供人在線上收聽，可

讓更多聽眾聆聽到這場簡報。 

課程：當地課程，例如第五週的課程，可

經由區域會長團核准後進行編輯，這樣的

方式能有效地將訊息傳達給成員聽眾。請

注意，分享此類課程內容的機會有限，出

版和發行這類課程的難度也較高。

若要傳達廣泛的概念或主題，其內容較具深度或資訊複

雜，寫成書籍的方式是一項不錯的選擇。

演說或小組討論的方式，能讓分享者有機會與聽眾互

動，並回答他們的問題與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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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視聽教材

視聽素材往往能更有效地將訊息傳達給聽

眾。舉例來說，一部紀錄片傳達訊息的效

果遠大於敘述一個故事。在螢幕上看到當

事人，他們的臉部表情及回答問題時的神

情與說話速度，能讓聽眾以不同的面向了

解故事內容，這是文字敘述所無法達到

的。然而，視聽資源也能同時限制了你所

能觸及的聽眾群。例如，觀看影片檔案需

要連接網路，並有良好的頻寬。你區域的

發行服務經理能協助你製作品質優良的視

聽出版品。

善用視聽素材往往能更有效地

將訊息傳達給聽眾。

一部紀錄片傳達訊息的效果遠大於敘述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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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要分
享的故事

馬
林‧簡森長老於2005年到2012年
擔任教會歷史史記員暨記錄員，

他說：「歷史最初的形式就是人

類生活故事的紀錄，這些生活中的故事與

教訓，能幫助我們增強信念，堅守標準，

並在面對逆境時知道該怎麼辦。」並非所

有的歷史故事都像約瑟‧斯密的第一次異

象，或惠福‧伍到英國傳教的故事那樣充

滿傳奇。事實上，一些真實偉大的故事，

是來自於一般後期聖徒的日常生活，就像

我們大部分人的生活那樣」(“Stand in 
the Sacred Grove”[Church Educational 
System devotional, May 6, 2012]; lds.
org/broadc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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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歷史的一個有效方法就是透過故事。 
我們可用某一段經歷或某個事件的紀錄來

分享歷史。選擇與你的出版專案目的相符

合的故事。舉例來說，假如你的目的是要

幫助在你區域的青少年了解傳教的重要

性，你可能會想分享2-3個關於男女青年
如何選擇去傳教的實際生活經驗，他們遇

到的挑戰、他們對神的仰賴，以及他們在

服務的過程中所獲得的祝福。這些故事與

大部分男女青年的生活息息相關，他們能

從中獲得啟發，在他們面臨考驗時，能將

其中的教導應用在個人的生活中。 

在你收集故事時，要選擇那些與閱聽者日

常生活經驗相關的故事。即使是某個人生

活經驗中的小細節，卻往往能在人與人之

間產生連結，讓閱聽者對這個人的信心、

個性、和挑戰有更多的了解並感同身受。 
例如，了解1925年的男女青年在作選擇時
所遭遇的困難，會幫助現代的讀者以新的

觀點看待自己的挑戰。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要確認你所用

的故事皆為真實事件，當中的紀錄皆正確

無誤。經過一段時間，人們可能會忘記明

確的細節，或對故事中某段經歷做過多的

修飾。要注意聖靈無法對不實的傳說、謠

言、或不正確的資料作見證。無論這些故

事多麼廣為流傳，務必要確認你所撰寫的

故事皆屬實。 

照片取自教會歷史影片，“This Grand Opportunity: Elizabeth McCune and the First Sister Missionaries.”

（左）即使是個人生活中的小細節，也往往能在人與人

之間產生連結，讓閱聽者對這個人的信心、個性、和挑

戰有更多的了解並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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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研究和訪談收集故事

若要搜尋合適的教會歷史故事，通常可以

在教會歷史圖書館目錄中找到，請至以下

網址：churchhistorylibrary.lds.org。透
過口述歷史訪談，支聯會、區會及傳道部

年度歷史；還有自傳、日記和信函，都有

可能找到合適的故事。

如果無法找到符合你正在尋找的主題的故

事，可到教會歷史圖書館網頁：church 
historylibrary.lds.org中點選詢問我們， 
或與你的地區教會歷史顧問討論你的專

案，或聯絡教會歷史部門。 

另一個找尋好故事的方法是錄下一段口述

歷史。找到正確的人參與訪談，能為相關

事件或當時的情形提供寶貴的見解。若需

更多指示，請見教會歷史指南：口述歷史。

資料來源

為了確使你的歷史紀錄涵蓋最好、最正

確的資訊，你需要了解不同類型的歷史

資料來源。主要的資料來源是用第一人稱

口吻，針對某段特定時間或事件所寫下的

文件或留下的物件，即這是在事發當時，

由在場的某個人所寫的。例如：日記、信

件、會議紀錄、口述歷史訪談、自傳、和

回憶錄。一般來說，在事件剛發生時所作

的紀錄，會比事件發生較久後才作的紀錄

來得可靠。此外，作紀錄的人對事件的印

象越清晰，所提供的資料就更可靠。 

次要資料來源，是由第二或第三方作的紀

錄，他們透過說明、分析、解釋來陳述某

個事件或某段時間所發生的事，這類紀錄

有時是根據主要資料來源的內容為基準所

作的。次要資料來源經常會以出版品的形

式呈現，其中包含：出版的歷史紀錄、教

科書、雜誌，和紀錄片等。

新聞報導通常會以主要和次要資料來源兩

種方式同時呈現。這些報導會涵蓋某人針

對某個特定時間或事件，透過新聞記者的

訪談，所作的第一人稱的紀錄。然而，新

聞報導也會涵蓋解釋某項事件或某段時間

所發生的事的社論。

若要尋找合適的教會歷史故事，搜尋教會歷史圖書館目

錄通常可找到。 

次要資料來源經常會以出版品的形式呈現，其中

包含：出版的歷史紀錄、教科書、雜誌，和紀錄

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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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和次要資料來源引用範例

主要

「Registro Histórico da Igreja em Manaus—
AM,」（亞馬遜州瑪瑙斯，教會歷史紀錄）， 
原始資料來自巴西聖保羅，巴西區域辦公

室，紀錄保存中心。

次要

羅傑‧米諾特，Under the Gun: West 
German and Austrian Saints during World 
War II（槍桿之下：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西
德與奧地利聖徒）（Provo, UT: Religious 
Studies Center,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2011）, 145。

若情況許可，盡可能用主要資料來源來

製作你的歷史紀錄。次要資料來源能幫

助我們得到更多的觀點及背景資料，但

這些資料有可能與事實不符，或者說法有

失偏頗。可能的話，在事件發生當時或不

久後，立即透過目擊證人提供的主要資料

來源是最穩當可靠的。舉例來說，一名勞

動傳教士在1956年所寫的一篇日記，描述
建造紐西蘭漢米頓聖殿的工作情形，這類

的資料來源會比這名傳教士的兒子在2010
年寫下的紀錄更為可靠。此外，口述歷史

訪談是獲得人們對該事件的見解，並體會

他們內心情感的重要資料來源，但也可能

會因時間久遠記憶模糊，觀點隨時間改變

而產生錯誤。因此若情況許可，應盡一切

所能採用一個以上的主要資料來源，藉此

驗證故事細節的正確性。

撰寫歷史時，應列出你曾採用的所有資料

來源，包含作者、標題、資料的種類、資

料存放的地點、和資訊來源的出版相關資

訊。通常這類的資訊會放在文章末尾的附

註，以供其他讀者搜尋你採用的資料來

源，增加你作品的可信度。

除了採用適當的引述資料之外，參考書目

也能幫助讀者很快地找到你參考和引用的

資訊。
撰寫歷史時，應列出你曾採用的所

有資料來源，包含作者、標題、資

料的種類、資料存放的地點、和資

料來源的出版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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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歷史

當
你收集完資料，就可以準備好開

始撰寫。你可能會在某些案子中

單獨工作或以小組的方式進行。

你也可能會在其他案子中與大型委員會合

作，並接受教會部門的協助。無論是哪種

情況，你都應該遵守既定的寫作流程，並

經常檢視以確定自己保持該有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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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材、排序、和擬稿

經過一番研究之後，你會成為這個故事的

專家，但要避免想把你找到的每一個細節

都寫在故事中。作者的角色是要達到專案

的目的。 要順利達成這個目的，必須專注
在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細節上，這樣才

能幫助讀者與故事中最重要的部分產生連

結。以原史料為基準說明故事內容，不要

讓你個人的偏好影響最後的結論。要小心

不要陷入「現代主義」──以自己的文化

觀點批判過去的文化與時代。

列出細節：你可能會希望先列出一些細

節，藉此幫助讀者了解你想訴說的故事內

容。想想在列表中，是否有任何可刪除，

又不會影響故事主軸的細節。想想是否遺

漏了任何重要、且能幫助讀者了解故事全

貌的部分，或是否有將該部分內容放在適

當的上下文中?

擬一份大綱：當你已記下基本的細節，接

著要考慮順序，你希望如何依序向讀者介

紹這些細節。你希望在文章的開頭安排哪

些特定的細節或問題，來引起讀者的興

趣?你的故事有清楚的開頭、內文，和結
尾嗎?擬出一份大綱和其他人分享會很有
幫助。先將大綱做妥善的修改，再開始寫

全部的草稿。 

擬多份草稿：當你完成大綱後，開始撰寫

內文。按照你的大綱寫，但要了解大綱可

在進一步研擬的過程中，隨時彈性修正。

用清楚明確的用詞，避免讓讀者混淆不清

或造成誤解。在團隊合作的過程中，每個

人都可能受指派擔任不同的工作，但要確

定最後有一個人要負責將所有的部分整合

在一起。你在檢視自己的寫作、接受別人

回饋意見的過程中，一定會擬出許多份草

稿。

編輯和回饋：為了確使自己的寫作能盡

善盡美，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其他人檢視

你的草稿。其他校稿人員針對文體與取

材所提出的觀點，會幫助你寫出更好的歷

史。邀請其他有寫作經驗和出版技巧，對

你的主題學有專精的人來審視你的作品。

向領袖和其他人尋求回饋意見，並試著預

先設想，這份出版品對閱聽者會有什麼影

響。 最好能以小組的方式共同檢視作品，
其他校稿人員可以協助你改善作品。有時

候要讓自己的作品攤在陽光下供人檢視是

很困難的，但重要的是，要了解校稿人員

希望你能成功地出版最好的歷史。在出版

前被校稿人員查出錯誤，總比在印刷成書

後讓錯誤呈現在讀者面前來得好。好的編

輯人員也會修正文法和文體，確使你的作

品能為現今的學術研究增添一股深具意義

的力量。

（左）以原史料為基準說明故事內容，不要讓你個人的

偏好影響最後的結論。 

其他校稿人員針對文體與取材所提出的觀點，必定會幫

助你寫出更好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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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資源

字典與同義詞典：無論你使用的是線上或

紙本字典，一本信譽良好的字典和同義詞

典能對你的寫作大有助益。 以英文來說，
兩種字典都可以在Merriam-Webster網站
merriam-webster.com中找到。

拼字校對：雖然建置在你文字編輯軟體中

的拼字和文法校對工具並非無懈可擊，但

這些工具能幫助你找出，並修正許多基本

的寫作錯誤，然而，不要完全依賴它們。

文體指南：文體指南會針對許多常見的問

題說明，如文法、用法、標點符號、用字

選詞，和大寫的使用等。  教會有出版一
本文體指南（Style Guide），你的區域
發行服務經理可協助你取得。英文版的

其他文體指南還有「芝加哥文體手冊」

（Chicago Manual of Style），和AP文
體書（AP Stylebook），透過網路即可在
線上取得。

其他語言：微軟（M i c ro s o f t）也提供
許多語言的文體指南，可透過網路在線

上取得。在線上搜尋「Microsoft Style 
Guides」，然後從下拉式選單中選擇想
要的語言。

你的發行服務經理可幫助你找到其他專為

語言設計的相關資源，並提供寫作方面的

協助。

雖然建置在你文字編輯軟體中的拼字和文法校對工具並

非無懈可擊，但這些工具能有效地找出並修正許多基本

的寫作錯誤。

請其他人協助你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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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與剽竊

有一點至關重要，那就是你的歷史紀錄的

陳述與結論都要以自己的話語撰寫，採用

自己的想法。在查考各項主要和次要資料

來源時，你會對與故事相關的許多方面的

資料越來越熟悉。當你的理解增加時，你

應該有能力向讀者訴說這個故事。當然，

你可以使用與資料來源相似的字詞和想

法，但絕對不可在沒有標註引言和說明

出處的情況下，引用其他作者的話語或

想法。在沒有適當地說明出處、資料來

源和標註引言的情況下，將構成剽竊，

這樣的行為不符合道德規範，並有可能

因此負上法律責任。

神聖、私人和機密的資料
在撰寫歷史時，你所採用的資料來源可能

包含神聖、私人和機密的資料，對教會來

說，這樣的資料都不適合公開發行。因

此，這樣的資料也不應納入歷史。此外，

試想現今和未來的閱聽者會如何解讀這些

內容。

如果你有任何疑慮，不知是否應將該資料

納入歷史，請與區域領袖商議，也可聯絡

「全球支援中心」，或教會歷史部門的資

料取得處。 

以下幾項基本定義可能會對您有所幫助：

神聖的資料：有關聖殿教儀及儀式的特定

資料；或者其他尚未正式獲得核准公開的

神聖事項。

機密的資料：機密資料指的是於非公開場

合進行的教會事務的資料。機密紀錄主要

是正式的教會紀錄，以及總會持有權柄人

員、區域七十員、教會員工、當地聖職領

主教的面談即是在機密場合中進行事務的一個例子。

你絕對不可在沒有標註引言和說明出處的情況下，引用

其他作者的話語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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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文書、和其他擔任重要職位之人私下

建立的文件。這些紀錄包含但不限於財務

紀錄（包括什一奉獻和其他捐獻、預算及

支出），與計畫和政策相關的紀錄，教會

在未受到合法認可的國家所進行的活動之

紀錄，以及認罪和教會紀律委員會之處置

紀錄。

私人的資料：私人資料為公開後會違反隱

私權法的資料（例如：個人聯絡資料、政

府核發的身分證件號碼，或個人財務或健

康資訊）。

健康資料通常受到隱私權法的保護。

神聖的資料指的是有關聖殿教儀及儀式的

特定資料；或者其他尚未正式獲得核准公

開的神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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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當
你的想法與區域會長團設定的優

先順序相符，並與其他人共同合

作，你就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

教會歷史的出版。在工作上與區域領袖保

持和諧一致非常重要，這也能使你配稱接

受聖靈的協助。與人共同合作能讓你善用

他人具備的專長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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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計劃

通常在準備區域年度教會歷史計畫時，

出版專案就隨之展開。務必要與區域通

訊委員會討論你的想法，因為他們負責

協調並核准所有對成員與一般大眾的通

訊事宜。在提交年度區域教會歷史計畫

之前，要與委員會共同商議。讓區域發行

服務經理參與計畫的過程相當重要，他能

協助你精確地為專案預算作好準備。區域

發行服務經理也能提供專案管理及其他資

源方面的協助。最後，負責你區域的教會

歷史計畫的總會持有權柄人員，會檢視你

的年度教會歷史計畫，並予以核准或要求

調整計畫內容。

協調統合

出版工作需遵守智慧財產權及個人隱私相

關法令。教會已建立一套相關流程，以確

保上述事項皆已妥善處理。這套相關流程

能確保出版品符合教會教義與政策，也會

提升妥善處理棘手問題的機率。所有在美

加地區的出版品皆需遵守教會總部的相關

流程。在美加以外之地區，區域發行服

務經理將協助你了解並遵守相關流程。

翻譯
你可能會希望出版品的全部或部分內容被

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為了降低成本並加速

流程，在計劃專案時就要考慮到翻譯相關

事宜。區域發行服務經理可協助處理翻譯

相關事宜。

宣傳

早在出版作業流程尚未完成之前，就要事

先規劃如何向廣大閱聽者宣傳出版品。適

當的宣傳能有助於確保你的出版品達成其

目的。有許多不同的工具可供你使用，例

如：社群媒體、教會通告和公告等。再次

提醒，發行服務經理可協助你準備宣傳

計畫。

（左）你可以用許多方式與人分享你的出版品

適當的宣傳能有助於確保你的出版品達成其目

的。有許多不同的工具可供你使用，例如：社

群媒體、教會通告和公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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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從每次出版的過程中學習經驗是很重要

的，這麼做能幫助你下一個專案進行得

更順利、更有效率。要做到這一點，就

必須在出版作業流程開始前、進行中，及

完成後收集資料。你或許會希望做一份線

上問卷調查，或面對面調查，鎖定特定族

群，或收集標準化指標資料，例如線上擊

點次數、書本發行量、或出席人數等。你

也會想與專案小組討論哪些部分進行得很

順利，及哪些部分需要在未來專案中加以

改進。

檔案庫

應繳交一份出版品至教會總部的教會歷史

圖書館，而另一份應存放在你區域內的紀

錄保存中心。

從每次出版的過程中學習經驗是很重要的，這麼做能幫

助你下一個專案進行得更順利、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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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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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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