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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之回顧與前瞻

圖書出版業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環節，也是展現現代國家的軟實力之一。由圖書出版業所

帶動並延伸出來的休閒閱讀、知識探求、學術研究、知識經濟，不僅直接影響一國的文化素

養和教育品質；同時也間接影響一國的經濟繁榮和社會文明，其重要性與影響力不言而喻。

由於圖書出版業具有如此廣泛且深遠的影響，所以當今世界各國莫不卯足全勁來協助圖書出

版業的發展。

以國家力量來服務圖書出版業發展的具體措施，可以國家圖書館近年來推動之國際標準書

號申辦業務及創辦《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二實例來說明，即可嚐一臠而知全鼎味。當時，作為

群倫全國圖書館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的前身），為了服務全國圖書出版業的發展，

首先於民國 78 年 7 月在前館長王振鵠任內開辦國際標準書號申請業務，推展至今已逾 24 年。

在這 20 餘年的光景中，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承全國各界的愛護與支持，尤其出版機

構更是鼎力相助，再加上中心全體同人同心協力辛勤的經營，使得中心業務蒸蒸日上，截至去

（101）年底為止，該年度申請 ISBN 出版單位達 5,085 家，已編配 ISBN 的新書累積將近 86 萬

筆。由於國際標準書號制度的實施，建構了我國第一個完整的圖書出版資料庫，堪為書目控制

與國家書目之基礎。

國家圖書館曾於於 79 年創辦《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國際標準書號中心通訊》，作為推展國

際標準書號服務的刊物。此刊物截至 85 年先後出版了 78 期，後因故停刊。停刊後，陸續收到

來自出版界、學術界與讀者的關心與呼籲，希望能創辦一份報導全國最新出版資訊的刊物，以

推廣並幫助出版品之宣導與行銷。於是，本人乃毅然決然於 88 年元月創辦《全國新書資訊月

刊》，可視為《中心通訊》後繼刊物，以作為新書出版資訊提供的管道，作為圖書出版機制發聲

的平臺，作為圖書館界、學術文化界、圖書出版界交流的園地。大多數圖書館採購中文圖書需

倚賴 ISBN 暨 CIP 資料庫，而《新書資訊月刊》定期刊載之最新書目，為我國圖書出版業與圖

書館界建立起合作與交流的橋樑。

繼之，教育部委託國家圖書館辦理「結合圖書館推動讀書會」活動，鑑於閱讀是終身學習

之鑰，圖書是教育之基本工具，以及響應全國終身學習，遂於民國 88 年元月開始出版《新書

資訊月刊》。對於這份刊物，本人曾在發刊辭中寫下四大期許：（1）蒐集、編印臺灣地區完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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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載

．打開心靈的窗戶，迎向書籍的召喚，讓我們遨遊在更廣闊、豐盛、精采的世界�  ◆  詩人羅智成

出版新書資訊；（2）刊載新書介紹與書評，藉以提升出版品質；（3）提供圖書出版與行銷之訊

息，以促進圖書行銷、嘉惠讀者及提升讀者利用圖書資訊之素養；（4）提供圖書館及各界人士

新書訊息，做為圖書採購之參考。

創刊 14 年後，本人雖已退休多年，但回頭檢視這四大期許，發現《新書資訊月刊》確實

一直專注在四大目標上，深耕不輟，已成為國內目前最「長壽」的書訊兼書評形式之雜誌。目

前已出版至 170 期，超越了《書評書目》的 100 期，在出版史上有著不可磨滅的地位。《新書資

訊月刊》自創刊以來，一直以提供臺灣完整的最新圖書出版資訊、豐富的新書介紹、深度的專

題書目、多元的書評園地與出版研究及趨勢報導，做為編輯方針。14 年來編輯部共企劃新書書

目、新書介紹、通論、書評、讀書人語、作家與作品、專題選目、專訪、國際出版觀察，以及

出版大事紀、童書賞析等專欄。這些欄目的編輯成果與結合「全國新書資訊網」功能，在我看

來，《新書資訊月刊》可說是具備了不少可以幫助圖書館建構館藏、提供出版社企劃出版建議、

協助讀者選閱圖書之工具。

例如「新書書目」欄目，收錄每月向書號中心申請 ISBN 暨 CIP 的新書分類目錄，同時提

供新申請 ISBN 出版機構名錄、及 ISBN 出版機構類型等統計資訊，以彩色圖表呈現臺灣圖書出

版的最新概況，並且在「全國新書資訊網」（ISBNnet）上提供線上檢索瀏覽與下載新書書目功

能，這是我國報導新書出版消息的專業雜誌中少有的做法。

「作家與作品」、「專題選目」欄目，透過專家學者或有經驗的圖書館員，編製完整有深度

的專題書目與作家書目，做為圖書館暨資料單位、研究人員，以及對該主題或作家有興趣的讀

者，可藉以建立館藏資源與參考書目。此外，《新書資訊月刊》亦關注國外出版界的發展，定期

邀請海外作家撰寫「出版觀察」，以報導美國、英國、德國、日本、中國大陸等地區圖書出版熱

潮，如暢銷書、熱門話題書、適合各類型圖書館典藏的參考工具書與經典作品、電子書、圖書

市場與讀者購買的現象和趨勢、國際書展活動、推廣閱讀等資訊，提供國內出版業界或圖書館

界選題及採購圖書之參考。

最重要的可說是「書評」相關欄目的經營，這也是，《新書資訊月刊》從創刊肇始即堅持的

方向，閱讀並非囫圇吞棗，也不應毫無選擇，藉由「書評」、「讀書人語」、「童書賞析」的各篇

文章作者挑選出重要圖書做評論導讀，不但介紹好書，也介紹選擇好書的方法，分享各種閱讀

經驗，這些文章猶如茫茫書海中的燈塔，指引讀者，指引圖書館，也指引出版界，讓更多的好

書滋潤著更多讀者人的心靈。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截至 102 年 2 月第 170 期為止，已累計刊登 2,380 篇文章，其中「書

評」欄目有 475 篇，「讀書人語」欄目 388 篇，童書賞析也有 99 篇，這些成果都是歷年來編輯

同仁與文章作者們共同打造的，誠然，站在介紹好書的立場來看，這樣的數量遠遠不夠，還有

相當多的好書並沒有被更多人看見，這亦是我內心一方面感到缺憾，一方面有所期待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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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想盡可能的減少這種缺憾，完整而正確的 ISBN 暨 CIP 圖書資料庫，相信能成為最佳

的解決方式，該資料庫這二十餘年來的累積，成果可謂豐碩，不但國內出版社與圖書館頻繁利

用，海外讀者、學校、研究單位以及出版社、圖書館等，要瞭解臺灣出版現況與最新書訊，「全

國新書資訊網」這一書目資料庫與《新書資訊月刊》可說是最重要的出版訊息來源，因為它擁

有最權威的書目資訊。

本人忝為國圖前任館長之一，今年適逢 80 周年館慶，除了期許《新書資訊月刊》能善加利

用原有資源，更貼近讀者需求之外，建議更深入耕耘「書評」領域，甚至加入其他學報、期刊

或報紙之書評，建立書評索引資料庫，傳達圖書的價值，成為出版品的最佳導讀，這是本人多

年來殷殷至盼者。

開弓沒有回頭箭，辦雜誌本來就是一條不歸路，這對於國圖經營《新書資訊月刊》而言，

更是如此。當年，國圖以其地位之崇高，責任之宏大，發行了《新書資訊月刊》，多少艱困的日

子已品嚐，14 載辛勤的歲月已經歷，回首前塵往事，現在我們只能邁開大步勇往向前。但願我

們以創刊辭所揭櫫之四大目標，再結合現代科技深耕易耨之，然後經由不斷努力精進，不斷求

新求變，直臻至完善境地而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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