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閱讀總動員：邁向讀力新時代

誠品書店在 12 月 14 日公布年度暢銷書排行榜及「2017 年度閱讀報告」，數據顯示臺灣

平均每人每週花 6 小時閱讀紙本書或雜誌，每 4 人就有 1 人每天閱讀逾 1 小時，一年平均購

買 9 本書，有 6 成的人每月會逛 1 次書店。這些數據雖然還無法視為臺灣全民閱讀力已經從

谷底回升，但它反應出閱讀仍然是許多人生活中重要的一環，對近年來為出版量逐年下降而

苦的出版業者，以及傾力倡導閱讀的各級政府部門，都是令人振奮的消息。閱讀不僅是個人

的興趣，閱讀力反映的是一國的文化實力，更是國家競爭力的基礎。

本期以「閱讀總動員：邁向讀力新時代」為題，在「論述」欄目，分別觀察美國、英國、

德國、日本、香港及臺灣的閱讀現況及經驗。旅美文字工作者丘引撰述〈2017 美國閱讀全民

總動員〉，探討已推動 20 年的「閱讀橫跨美國」（Read Across America）活動的成功經

驗。歐洲臺灣研究協會秘書長暨文字工作者蔡明燁撰述〈回顧與前瞻：由小見大的英國閱讀

活動〉，指出大眾媒體對文化、創作、藝文活動的關心，使閱讀活動成為市民社會日常生活

中的一環，是英國經驗所為我們帶來最寶貴的借鏡。大葉大學助理教授林美琪的〈德國的閱

讀慶典〉，介紹德國法蘭克福、柏林及海德堡 3 個城市各具特色的閱讀慶典活動。旅日文字

工作者林宜和撰寫〈日本閱讀二三事〉，介紹日本因應閱讀人口減少、書店及圖書館都走下

坡鄉鎮地區採取異業結合、朗讀服務等方式，讓書業復活的案例。香港教育大學語文教育中

心講師謝雋曄的〈淺談香港近年非主流閱讀文化：由本地「獨立書店」、「咖啡書坊（Book 

Café）」談起〉，介紹香港民眾尋覓選購書籍時，在大型書店以外的幾個選擇。財團法人台

北書展基金會提供的「2018 台北國際書展：讀力時代的來臨」，介紹將於明年 2 月 6 日至 11

日在世貿一、三館舉行的 2018 年第 26 屆台北國際書展。

在「閱讀選粹」欄目，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特聘講座嚴宏洋選介 4 本有關新南海局勢的

新書。「書評」欄目，有本館漢學研究中心資料服務組組長張圍東的〈淺析《人間書話：藏

書家的心事》〉；文字工作者陳瑤玲評《沒什麼事是喝一碗奶茶不能解決的：我的人類學田

野筆記》；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博士鍾雪珍評《教得少學更多》。「讀書

人語」欄目，文字工作者王岫撰〈影響臺灣文化和教育半世紀的一條街道：讀《書街舊事》〉，

帶讀者一起回憶重慶南路書店街的風華歲月；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李明書介讀

《回首一笑七十年》；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柯品文介讀卡繆《第一人》；自由

譯者芥菜種分享《陸客不來，日本沒在怕！：解密「爆買」的關鍵，為觀光產業找出一條活

路》的閱讀心得。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自民國 88 年 1 月創刊，每月提供書評、論述及最新書目資訊，

始終秉持「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原則，一方面作為出版界與讀者間的橋樑，另方面作為

圖書館選書的工具，感謝各界的支持，與我們一起走過 19 個年頭。本刊將於本期（228 期）

後正式停刊，107 年起以《臺灣出版與閱讀》季刊全新出發，期待大家繼續支持不吝指導，

所有關心出版、愛好閱讀的朋友們，一齊為臺灣的文化大業共盡心力！（鄭秀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