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國 新 書 資 訊 月 刊 21民國 10 1 年 8 月號第 1 6 4 期

豐富多變的政府出版品

參與「國家出版獎」的評審觀察

李金蓮 ◎ 前中時開卷版主編              

知名出版人王榮文先生說過，出版一本書最重要的關鍵在「選題」。照他這個說法，由政府

各級機關運用公共資源產出的知識產品，亦即所謂的「政府出版品」，一旦匯聚起來，無疑成了

一座出版選題的寶庫。因為政府出版品的選題，實在太豐富了。

我是「國家出版獎」第三、四屆的評審，主辦的研考會（目前專責部門已整併至文化部）

大概認為我長期擔任媒體書評版面的主編（目前已退休），較能掌握選書的標準，而找了我來。

我是否有所貢獻，不得而知，但我自己讀得十分開心，也大開眼界。 

  國家出版獎正名

「國家出版獎」舉辦至今已屆四年，它的前身是民國 90 年研考會舉辦的政府出版服務評

獎，獎項含：出版服務獎和優良政府出版品二種。民國 97 年起，研考會將其中「優良政府出版

品」一項獨立評選，頒發各級等獎項及獎金。民國 98 年，此一評獎有了專屬的名稱：「國家出

版獎」，鼓勵與提昇政府出版品的美意，也更加突顯。國家出版獎係針對各級政府機構所出版的

出版品，包括紙本書、非書資料及電子出版品（電子書、DVD、CD 等）、期刊三類，透過評審

機制，挑選出優良出版品，給予獎勵，並向一般大眾推薦，以期達到活化知識經濟、保存文化

資產、讓民眾瞭解政府施政內涵的多重意義。

臺灣民間的出版水準一向領先於華文地區，很多年前我到中國大陸採訪，聽聞臺灣故宮的

出版品很受當地高官富商的喜愛，他們透過管道大量購買收藏，由此可見，臺灣政府出版品的

水準，也早在華文世界佔據領先地位。「國家出版獎」正名後，各機關較以往更重視得獎與否，

連帶也讓政府出版品的能見度提高。

  猶如一座「臺灣學」寶庫

雖然我的工作就是讀書，鎮日埋在書堆裡，但第一次擔任評審還是很緊張，主要是難以拿

捏評審的標準，政府出版品的內容和形式均繁複多樣，需以多重標準來審視。譬如第三屆頗受

好評的《七股鄉志》，我沒有投其票，但其他評審一致推崇，認為該書「是一本具有前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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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凸顯一個鄉級政府單位，對於地方百姓長期的貢獻，不是汲汲營營的去爭取工業區，不是

舉辦燦爛一時卻不永續的煙火，而是教育後代，認識自己的鄉土。當這本書出現在書架上，不

是只占一個空間，而是顯出七股人的尊嚴與榮耀。」（張文亮），我非常受教，也認為評審間的激

盪，是參與評審工作最引人之處。

評審讀書的時間大約一個半月，承辦的公關公司安排了舒適的書房，整齊有序的陳列出參

選的書籍。我記得連續多天，每天在這裡待上 10 小時，吃了主辦單位提供的兩個便當、兩份點

心，覺得頗不好意思呢。但靜靜地讀書，實是人生的一大享受。「看到好作品、好編排、好美

工、與具有好眼光的政府單位，是評審工作的喜悅，也是最好的報酬。」（張文亮），這應該是評

審共同的心聲了。

印象中，評審要讀上約二百餘本書籍，這對我而言並不困難，我的工作訓練足堪負荷。第

一次參與評審可用「驚艷」來形容，我好像遊歷了一趟臺灣，無論是地景、人文、科技、民間

社會、文學藝術……，從南到北，上山下海，庶民和專家，大咖和小咖，政府出版品把這些值

得珍惜的人事物，收錄成書，恰恰構築出一個幸福臺灣的縮影。當時我形容政府出版品「猶如

一座『臺灣學』的寶庫」，即使第二次參與評審時，堪稱老鳥了，還是驚喜連連。

對於政府出版品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同樣擔任過兩屆評審的董景生老師，有貼切與詳盡的

說明，他說：「政府出版品與民間出版品的不同之處，或許在於某些議題事件，不具備短期的商

業利益，置諸時光長流，卻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些不受商業青睞，卻可能攸關國家視野格

局的撰述立論，可以藉由國家出版而流傳保存。猶有甚者，如果這些歷史人文、自然科學、藝

術設計、語言文學、生活教育、社會經濟等命題，在政府主導出版下，使得重要事件能被當代

看見，形成風潮，甚至成為下一代的重要記憶，應是政府出版品的重要價值。」在此功能下，我

們讀到包羅萬象的「選題」，譬如：訪談、評論、繪本、圖鑑、童書、詩、小說、地圖、譯著、

語言、攝影、音樂、藝術、電影、科學、自然、歷史、教育、人類學……等，書寫語言更包含

漢文、英文、日文、法文、臺語、客語、南島語。

評審會議中，評審們知無不言，言語交鋒，激烈時人都站了起來。記得第三屆的會議中，

原本《錦連全集》（13 冊）未受到重視，評審林煥彰老師以他不疾不徐的詩人風采，殺出重圍，

為該書爭取注目，他說，錦連先生是省籍「跨越語言一代」的資深詩人，八十二歲高齡仍孜孜

不息於創作，持續發表詩、散文及回憶錄，是極為難得的一位臺灣文學耆宿。煥彰老師的一記

回馬槍，點醒大家，重新討論後，決議贈予「評審特別獎」，這是激烈的評審過程峰迴路轉的幕

後插曲。而第四屆的會議更是高潮迭起，有幾本書看似已經安全過關，哪位評審卻突然發言翻

案，書起書落，命運霎時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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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的趨勢與意義

書籍承載著知識，也必然留住時代的容顏，看似脫離商業的政府出版品亦然，每年的參選

書籍，都有可說可分析的趨勢行情。 

以第三、四屆評獎言，大學出版社的參選，提供了更具深度、多樣的出版品；第三屆得到

「特優獎」的《藝術觀點 ACT》，由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編印發行，編輯概念新穎鮮明，令人眼睛

一亮，「關注藝術的實踐力量，發展出了一套聲調獨特的藝術評論話語系統。」（須文蔚），可謂

是大學出版品與社區互動的最佳模式。即使放置在商業平臺上，這份充滿實踐精神的刊物，也

具有填補商業出版缺漏的貢獻。

兩屆下來，原住民族、臺灣歷史事件與人物的書寫，可謂大宗，而且有許多創新的形式表

現；譬如屏東縣政府出版的《恆春半島海洋工作歌曲》，紀錄了逐漸消失的數魚苗歌。又如《傳

唱愛戀的兄弟》，以音樂和影片呈現排灣族樂師許坤仲與余素月兩夫妻一生愛戀笛聲的故事，

口、鼻笛音的內涵，與豐富的夫妻情感，交織出這一片非常值得收藏的佳構。

我也從中發現許多成書背後感動人心的故事。譬如《雅美族歌謠：古謠、情歌與拍手歌》

作者夏本奇伯愛雅（漢名：周宗經），對蘭嶼歌謠懷著深厚情感與責任。他白天下田種地，飛

魚季下海捕魚，勞動生活之餘，四處蒐集歌謠，耗時三十年，得近千首。令人不禁捏把冷汗的

是，他以錄音帶錄音，在蘭嶼濕熱的氣候下，竟然幸運地保存完好，終有《雅美族歌謠：古

謠、情歌與拍手歌》二冊，以及隨書的有聲 CD。又如《腳底真功夫》紀錄片，劇場大師李國修

的哥哥，終身在舞臺幕後，專注於製靴的傳統工藝，為那些舞臺上明星的光燦魅力服務，他不

若其弟的光芒閃耀，但一代匠師的貢獻，扎實的刀功，幸而被留下來，令人心慰。

  與商業出版社合作

此外，由於很多機構的出版品採取委外編製，導入商業出版社的專業編輯能力，使得政府

出版品的編輯、印刷、裝幀，有了明顯的進步。這部分尤其表現在旅遊、美食等生活類的書籍

上，《我和我家附近的菜市場》、《相邀來去臺 9：山海相隨的 475 公里》，內容豐富，非常吸睛。

另外，「《故宮法書新編六》的逼真，《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的精美，都讓

愛書人愛不釋手。」（須文蔚）

  電子出版品表現耀眼

第四屆可說是「非書資料及電子出版品」類的大收穫，幾乎所有評審都在觀賞中，獲得滿

足喜悅的閱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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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緃橫山林間：鹿野忠雄》、《山林魅影：林鵰》、《蟲相逢：陽明山國家公園的昆蟲》、《落

番》、《傳唱愛戀的兄弟》等作品，令人愛不釋手，「非僅在記錄的形式上展現創作者的創意與理

念，也在製作的美感上追求完美。」（許人杰），充分展現我國政府的軟實力，令人振奮。

  編輯技術有待進步

我個人特別關心的，是編輯的技術面，也就是：形式。形式如若太過，則傷害內容，但

如果缺少得宜的形式，又無法烘托優秀的內容，形式的拿捏，真是千萬難。形式是編輯專業千

錘百鍊的結果，完美的形式一出手即擊中讀者要害，讓讀者非讀不可。兩年的評審閱讀經驗發

現，政府出版品正以飛快腳步追求編輯專業的水準，每年總有令人眼亮之作。不過，我還是不

免想碎叨一下「編輯」這件事。

任何一本書，內容是靈魂，編輯、封面設計、行銷等各端，無不是在烘托內容。面對一份

書稿，後製端要清楚擬定「訴求對象」，確定你期望的讀者是一般大眾、小朋友、或專業工作

者，再針對訴求讀者去編輯、美術設計等。每個環節都要符合「訴求對象」，掌握適切的調性。

甚至於在內容產出前，就應有清楚的訴求企畫。參賽書籍中，有些書序言中明明強調給一般大

眾閱讀，但內容太過深奧；有些書題旨輕鬆，卻採用厚重銅版紙、大開本；這些書都像穿錯了

衣服，讓青春美少女穿上了旗袍、氣質學究穿上了夏威夷衫。

我還注意到一個現象。有些單位，長年以來都採用同一種編輯方式，因襲以往，似乎不想

求新求變，譬如使用大開本、銅板紙……等，大概認為大開本、銅板紙方能呈現漂亮圖片。但

事實上，大開本和銅板紙沉重，紙面反光刺眼，不易捧讀，而且不環保。更重要的是，其他紙

張在表現圖片的色澤與立體感上，有絕佳效果，且具有特殊質感，並不一定非用大開本、銅板

紙不可。第三屆入選的《文無盡藏》（國立臺灣文學館），就是很成功的例子，這本書不是銅版

紙，也不是大開本，拿在手上十分輕巧，但翻開書頁，裡面的清雅、素樸，非常討人喜愛。

內容是靈魂，是書籍的核心價值，第四屆評選中，名家之作有越來越多之勢，譬如楊南

郡、徐仁修、莊永明等人，早已是文壇健筆，出手自是不凡，豐富了政府出版品的文字水準。

不過，非專業寫作者也有令人印象深刻者。第三屆佳作《極簡．大用》（高美館），具有高水準

的翻譯品質，這是編輯專業的具體展現，對政府機構來說並不容易，畢竟公務員並非出版從業

員，但如果對編輯有所體認，求其完美，政府出版品必能大幅提升。

  兒童圖畫書紀錄意味濃

至於日漸增多的兒童圖畫書，我倒是略感迷惑。圖畫書是討喜的出版品，圖多文字少，大

人小孩都喜歡。但它也是一個非常獨特的類型，它必須掌握文圖高低聲部的同聲和鳴，文字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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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圖片說話，圖片帶著文字行走，如果文字變成圖片的說明，或圖片成為文字的裝飾，那就違

背了圖畫書的文法。我的迷惑即在於越來越多的政府出版品，透過圖畫書來紀錄一地的景物人

情，但那是紀錄、並非創作。

  政府出版品正質變性的影響

政府出版品因為承擔著宣揚政績的責任，過去給人刻板的印象，但它正以驚人的熱情改變

體質，評審張文亮老師說：「國家出版獎成立後，短短數年，已對政府出版品產生質變性的影

響。由過去的自宣自導，變得重視溝通；過去的官樣文章，變得有血有肉；過去的冷感呈現，

變得溫柔有情；過去的『爺來了，你還不高興嗎？』，變成『我來了，有什麼需要服務嗎？』」

這是非常鮮活精準的詮釋。

閱讀猶如揚起一雙翅膀，跨越時空去飛翔，跟著國家出版獎的得獎作品，便彷彿翱翔在臺

灣的天空，深度去理解我們自己的土地、國家、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