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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員的良師益友
賀《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創刊 200期

國家圖書館從民國 88年 1月開始出版《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以下簡稱《新書月刊》），

每月定期發行，即將在 2015年 8月滿 200期。長期閱讀和珍視這份出版品，對她的每個里程碑，

道聲恭喜！

根據主編的分析，這份出版品有幾個特色：（注 1）新穎且多樣化的「新書書目」、嚴謹而具

代表性的「新書介紹」、主題式的「書評」經營、深入完整的「作家與作品」與「專題選目」、

具實用價值的出版對話─「專訪」、蒐集臺灣圖書出版活動訊息的「出版『代誌』」、具國際

視野的「出版觀察」、編製年度的「分類目錄」、編選政府出版品和得獎推薦書目、結合平面

與網路傳布的新書資訊等大特色。這些功能，對於圖書館選書、紀錄國內出版狀況、傳播國際

出版新知和趨勢、聯繫讀者和作家等，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單純從選書工具的觀點來看，舉凡暢銷書單、好書書單、核心書單、國家書目，以及在

英語環境中十分普遍，專門為圖書館員選書所出版的各式書評，例如美國出版的Booklist, 

American Libraries, Library Journal, Publishers Weekly, Choice， 以 及 英 國 出 版 的

Bookseller 等都是英語國家圖書館員採訪圖書必備的工具。Booklist 和American Libraries

都是「美國圖書館協會」（ALA）在 1905、06年創刊的，主要目的在幫助圖書館員選書，尤其

對於參考工具書的選介特別重視；Library Journal則是由著名的R.R. Bowker在 1876年創刊（和

「美國圖書館協會」成立同一年），主要提供書評並作為圖書館員和出版界的聯繫；更早幾年，

R.R. Bowker也於 1872年先創刊出版了Publishers Weekly，每周發布新書訊息、報導出版界、

出版人動態，並有書評、年度暢銷書排行等，每年出版 51期。以上這四種新書書介都是美國各

級圖書館，尤其是公共圖書館館員的必讀；另有Choice，則是由「美國圖書館協會」中的「大

學及研究圖書館協會」所發行經營，以評論學術館藏為主要目標，其中有主題的書目論述，對

學術研究的幫助很大。國內對於圖書館選書所需要的專業書評是付諸闕如的，還好有《新書月

刊》，既負有提供國家新書書目的功能，又有書評、書介的功能，還有主題書目論述和年度出

版觀察等，各期品質皆優，可謂是內容充實的專業出版品！

雖然由於目前國內大多數的圖書館，包括學術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的圖書採購，逐漸由「閱

選訂購」或政府招標案進行，傳統上由圖書館的書目專家（bibliographer）透過閱讀各種書評

而後加以選書的方式已經不再盛行，不過《新書月刊》反而益形重要，因為今日的圖書館員雖

然不需透過書評和書介選購圖書或電子書，卻應該更積極扮演出版品和讀者的媒介，透過《新

書月刊》了解最新出版和書評，可以增加圖書館員對於新出版品的掌握和詮釋，可以作為作者、

出版品和讀者的橋樑。

此外，自民國 102年起，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利用前一年度申請「國際標準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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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及「出版品預行編目」（CIP）的資料，於每年年初公布臺灣新書出版趨勢報告，例

如〈101 臺灣圖書出版現貌與趨勢〉（注 2）指出，國家圖書館擁有全國最完整、最新穎的新書出

版資訊、開創書目服務先機，主動提供新書出版訊息之外，並對 101 年全臺出版社與出版新書的

統計分析，提出對圖書館員十分重要的資料，包括：（一 )在當年，全國有共有 5,085 家出版社，

出版新書 42,305種；（二）從出版新書數量和人口數量相比，傲視全球，僅次於英國，優於美、

日等國，在亞洲稱冠。該報告也對 101 年臺灣出版新書的類別與主題分析，發現：（一）新書類

別以語文類最多，其次為藝術類、社會科學類、應用科學類，並指出出版新書的類別與民眾喜

愛閱讀的主題大致相符。同時該報告根據內政部人口結構之分析，提出適合「樂齡」族群閱讀

的書籍是未來出版新書重要選題之建議。該趨勢分析除了對於國內的出版和閱讀需求提出分析

報告之外，並對全球文化和出版現象加以關心，其中對於 101 年臺灣出版新書的語文別與翻譯圖

書分析，指出：（一）當年出版新書所使用的語文近九成六為中文，外國語文則以英文、日文

為主；（二）翻譯圖書主要自日本、美國、英國與韓國。以上這些分析的資料都有助於圖書館

員對於前一年度國內出版事業發展的基本了解，也有助於圖書館採購圖書規劃之參考。

在〈102 年臺灣圖書出版現況及其趨勢分析〉（注 3）中，除了延續前一年的分析主題，並增

加了出版圖書的分級註記分析，提出圖書分級確實有助於圖書館和家長選書之用，同時又新增

了出版市場趨勢觀察，分析出版情報、暢銷書排行和消費狀況，有助於吾等圖書館員了解書市

和讀者的喜好。這兩年來，出版市場不斷傳出經營困難的訊息，而在〈103 年臺灣圖書出版現

況及其趨勢分析〉（注 4）中，也明顯看出國內出版新書數量的下滑，和 102年相比，共少了七百

餘種新書，不過透過分析電子書 ISBN的申請數量，發現當年度電子書出版 1,640種，以語言／

文學（含輕小說）類居冠、考試用書其次，而由於出版電子書之檔案格式以 PDF 最多、其次為
ePub，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我國電子書市場是將原來傳統紙本圖書內容直接轉換成 PDF 格式發

行。因此新書出版種數減少的現象，無法轉嫁成是由電子書的出版數量所取代，新書出版數量

減少是品質提升或是經濟衰退？是喜是優？仍須加以密切觀察。

《新書月刊》是圖書館員，也是一般愛書人必要的閱讀。若進一步來看圖書館員和新書推

介的關係，圖書館員除了閱讀《新書月刊》所提供的訊息之外，國內確實也有許多公共圖書館

館員非常努力在做為讀者和書的媒介，他們自己在館內寫書介、發表讀書心得，並帶讀書會導

讀。如果未來《新書月刊》會有一個圖書館員書評角落，由圖書館員撰寫書評和書介，那麼圖

書館員的社會閱讀角色就會更為彰顯，和《新書月刊》的出版相得益彰。作為《新書月刊》的

閱讀者和圖書館員（在圖書資訊學系任教也是廣義的圖書館員），我真是喜歡這份刊物！

注釋

1. 曾堃賢，〈《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的編輯理念─兼談參考工具書的書評〉，《佛教圖書館館訊》，37 期（民 93 年 3 月），

頁 21-32。

2.〈101 臺灣圖書出版現貌與趨勢〉。上網日期：2015 年 8 月 14 日，

 檢自：http://www.ncl.edu.tw/public/Data/331111572671.pdf

3.〈102 年臺灣圖書出版現況及其趨勢分析〉。上網日期：2015 年 8 月 14 日，

 檢自：http://www.ncl.edu.tw/public/Data/41281914671.pdf

4.〈103 年臺灣圖書出版現況及其趨勢分析〉。上網日期：2015 年 8 月 14 日，

 檢自：http://www.ncl.edu.tw/public/Data/5410914237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