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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二十週年慶
1987 年，政府當局宣布：臺灣地區自 7 月 15 日零時起解嚴，同時開放黨禁，報禁，並

公告廢止多項與戒嚴法相關的法規，海峽兩岸交流開啟新局面。臺灣圖書出版業也在 1988 

年 10 月首次於中國上海舉辦「海峽兩岸圖書展覽」，至今剛好滿 20 週年。為此，中華民

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於本年 9 月 20 至 23 日間規劃兩岸出版交流 20 年成果•圖片展、第4屆

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與第 9 屆大陸書展，以及海峽兩岸出版交流 20 週年座談會、第13屆華

文出版聯誼會議—兩岸四地華文出版論壇、臺北出版論壇和以「閱讀與財富」為主題的兩

岸大學生演講比賽等多項慶祝活動，歡迎前往共襄盛舉。（頁 7 ）

讀書人語欄目，有《金門文藝》陳延宗總編輯的〈「海濱鄒魯」新酒引─廖慶六

《浯洲問禮》讀後感〉，作者特別呼籲在金門宗族架構下的家廟文化，應適切設法維護

與保存。文字工作者王乾任〈日本大阪老商號的故事─《暖簾》〉，評者藉《暖簾》乙

書主角──大阪商人八田吾平之口說出：商人身處既要嚴守誠信又得將本逐利的矛盾

張力，該如何自我調和，讓自己成為社會運作不可或缺且令人尊敬的一環（頁 47 ）。

而親民技術學院汪淑珍老師介紹之〈塑造臺灣成為優質觀光地的良方─《我所看見的未

來》〉，指出該書作者嚴長壽先生從事休旅服務界 30 多年經驗，提出臺灣發展觀光的路

徑、亟需改進之處，以促使建立臺灣專屬特性的優質觀光勝地。敏惠醫專圖書館主任吳

紹群先生析介之〈全球化議題普及化的再延伸─《新帝國遊戲》〉提醒我們關心全球化

對臺灣造成的影響，才能理解目前國內的許多亂象。以上 4 篇，從傳統文化保存、發展

專屬特優的觀光服務業，或是政商協和共創民眾福祉的深省，以至於面對全球化，一般

民眾到社會各界及圖書館應有的認知與對策，均值得向本刊讀者推薦。

8 月 1 日，前任立法院國會圖書館館長顧敏先生接任本館第十二任館長，顧館長畢業

於美國芝加哥多明尼克大學圖書館暨資訊科學研究所，為著名的國際圖書館及中文資訊應用

專家。他為國家圖書館勾勒出五大願景與發展方向──「配合國家政策，提升圖書館社會價

值、接軌世界潮流，培養高素質圖書館員、普及知識消費概念，提供分級化服務、推動知識

管理，實施知識支援型工程、打造廣域圖書館，邁向世界知識基地。」（頁 5 ），也誠摯地

期待全館同人能秉持身為圖書館員的自我驕傲與社會欣喜而一起努力。

此外，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日前進行之「全國新書資訊網•出版機構網」調查更新活

動，已於本（ 97 ）年 8 月 18 日前圓滿結束，本次調查係針對近 5 年內曾經向該中心申請國際

標準書號（ISBN）之一般出版單位（未含政府機構與個人）發出 7,270 張調查問卷，目前正陸

續依照回收問卷建檔維護中，感謝各出版單位的填寫回報。本期收錄各類學科圖書 84 種，

其中兒童讀物 8 種，仍請臺北市立圖書館同道惠予協助，並附上本月新書介紹分類統計與書

名筆畫索引，以利讀者查檢。感謝各界對本刊的支持，祝願大家平安康泰。（曾堃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