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　
載　
全
國
新
書
資
訊
月
刊
◆
民
國
90
年
4
月
號

5

新書月刊耕耘 27 期精益求精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創刊兩年有餘，負有

蒐集、編印全國完整的新書出版資訊、介紹

新書，報導書評、策劃專題選目以及作家與

作品等專欄。論及它的角色定位，必須兼顧

圖書館界、出版界、一般大眾至少三種讀者

來源，因此主題多元化而雜揉並陳，以求滿

足讀者需求之間的差異性，然而不免也有顧

此失彼的時候。為此《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陸續在過去的刊期中，從圖書館員專文論述

或是向寄贈對象進行全面性的問卷調查，都

是為求瞭解如何面面俱到讓大家各取所需。

此番既是針對臺灣的出版人尋求持續精進的

建議與期待，自然以《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做為國家圖書館報導圖書出版消息與動態，

另一方面又兼具通報全國新書出版資訊，以

及促進圖書的推介與出版行銷擴展，基於此

等重要任務的完成，出版人有鼓勵、有讚

許，當然也有更深的盼望。

尤其聯經出版的林載爵總編輯深覺：「當

網路成為資訊的主要來源，當電子商務成為

新的交易模式，出版商、讀者都期待書籍可

以透過網路迅速流通，等到落實下來才發現

基本的圖書資料根本不足。大家引為典範的

amazon.com 所以能夠在短短時間內架設完

成，原因就在於完備的圖書資料老早準備妥

當。沒有 d a t a，就沒有網路書店。沒有 d a t a，

圖書訊息就無法流通、傳遞。臺灣的圖書事

業最急迫的莫過於儘速建立完善的圖書出版

資訊，在這方面，《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為

出版業、為讀者提供了一個解決問題的資訊

管道。」對應網路時代的資訊科技變革，錦

繡文化許鐘榮董事長也持相同的態度：「因

為對出版社而言，臺灣每年多達兩萬多種的

新書出版選題動態，只有透過功能健全且便

捷的網路化檢索工具，隨時檢閱出版書目資

料，除了可即時觀察其他出版社的動態與形

式之外，尚可參考已出版哪些選題，做為選

題企劃的思考，是業者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國家圖書館對此所做的用心與創新，是值得

敬佩的，也因此必須繼續深耕網路書目資料

庫，使其發揮最大的效能。」

八十九年元月號（總號第 1 3 期）的《全國

新書資訊月刊》調查問卷統計分析報告，有

關最喜歡閱讀（最常使用）的欄目與欄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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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談國家圖書館與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研究生

吳 瑞 淑 採訪報導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做為圖書館、出版界及讀者間的橋樑，對協助圖書資訊的流通有著責

無旁貸的使命感，藉由此次館慶期間，請益關心圖書出版業現況發展的臺灣出版人，特別企劃

三個子題，針對《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的發展；國家圖書館協助推動全國閱讀運動的角色；

「圖書館法」規範之圖書資料送存制度的實施，邀請多位出版人共同給予這份耕耘圖書資訊傳播

園地的媒體，求新求進的諸多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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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或篇幅滿意度兩項分析，明顯指出新書介

紹、新書書目和書評是得分最高的欄目，而

以整體調查對象來說，用途是以「圖書選購

參考」、「瀏覽新書書目」和「閱讀論述、書

評書介」、「瞭解出版趨勢」為主。因此國語

日報董事長林良也認為：「多主動邀稿，多

刊登書評，朝向有書評，有書目的路子走

去，是最佳方策。」在出版兒童讀物為主要

方向的出版社，以青林國際林訓民總經理與

天衛文化沙永玲總編輯為代表，則對童書書

評的發展多所關注，增加報導篇幅是他們的

希望。沙總編輯更是以為：「在臺灣童書發

展的成長史上，圖書館員不應該缺席，在臺

灣兒童閱讀運動中，《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更應該扮演領航員的角色，引領家長、老師

與小朋友在浩瀚書海中，分辨方向，揚帆前

航。」可知未來月刊應是多朝增加書評、新

書介紹的篇幅與加強新書書目資料的參考工

具性能。

從下到上讓閱讀風氣與樂趣茁壯

「閱讀無所不在，看書是閱讀，旅行是閱

讀，聽音樂是閱讀，看電視、電影是閱讀，

逛網站是閱讀⋯⋯走進書店、圖書館更是閱

讀。」做為擁有廣佈全國各地區的圖書銷售

通路而言，金石堂書店周正剛董事長對推動

終身閱讀這件事相當地執著，期勉「今後將

與國家圖書館共同推動大眾參與全國閱讀運

動。」而國家圖書館在教育部、行政院文建

會歷年來閱讀活動的推波助瀾之下，陸續辦

理各項協助地方文化植根、擴充館藏的計

畫，其中更以輔導成立讀書會做為主要工

作。《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也配合推動兒童

與青少年閱讀活動，曾經多次在刊物中特闢

專題選目或是書評書介，提供兒童閱讀經驗

的交流與記錄。

「如今國家圖書館六十八歲了，對於處在媒

體氾濫、資訊爆炸的當代市民，這訊息意謂

著什麼呢？讀書，在圖書館被解讀成為了考

試、報告等等具體目的的行為；在書店則又

不小心集中於話題書與暢銷書。在人類文明

中存在發展了不只千年的閱讀行為，其習

慣、真義，在娛樂媒體發達之後，於大眾市

民的生活中，逐漸淡出。讀書是終身的學

習，這真理需化為行動與聲音，廣泛傳播出

去，以市民所熟悉的方式，藉活動、藉聲光

—一切人們習於接受的傳播行為，以滲透的

方法誘引多數對閱讀具疏離感的市民，再度

親近讀書這回事。」紅色出版葉姿麟總編輯

對閱讀活動的推廣做如是的解讀。

或許我們要說的是，從上到下的閱讀運動

其閱讀種子若能逐漸在讀者的心中生根發

芽，生發為一股如許董事長所說：「應轉為

由下而上的原生力量，因為什麼事情都來自

於背後一個強烈的動機，一個人好讀書是因

為他本身就喜好讀書，當然投入一種外力來

提倡是好的，但是我仍覺得閱讀有相當的個

別性、自發性，如果將閱讀變成一種統一的

模式事實上是有危險的，應該是如何去提倡

與發揚讀書樂趣的風氣。知識帶給我們開闊

的視野，閱讀在某個時刻是代表一種遁逃，

沈浸在另一個時空中，是一種擴展也代表一

種解決問題的系統化知識，有著多重的功

能，但希望不要使閱讀成為一種機械化、制

式化的運動。」那麼我們除了必須多關懷與

支持來自國家圖書館的宣導與活動計劃，也

要開發自身的心靈，充實閱讀的動力，化為

一種終身學習的樂趣。

圖書送存制度需要出版界極力配合

今年一月四日立法院完成「圖書館法」法

案三讀通過，使得因八十八年元月廢止出版

法對規範出版單位將新發行的出版品依法律

規定送存到法定機關或機構的制度—「出版

品法定送存制度」，其法源依據的空窗缺口得

以彌補。以國家圖書館而言，這是一項對當

代出版品完整蒐集保存的國家級館藏重要工

作，出版人也多樂意配合並主動送存，以為

後世留下珍貴的文化遺產。而國家圖書館理

應透過行政作為，儘速將送存出版品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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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目，用網際網路的強大功能將出版品資訊

傳播開來，不僅提供出版業多一個行銷的管

道，並滿足出版界、圖書館界或一般讀者在

借閱、參考檢索與採購等不同向度的需求。

富春文化邱各容總經理即對統計臺灣年度

新書出版量的真確結果，給予特別關注。他

認為：「從一個國家每年的新書出版量可以

看出這個國家的文化消費水平；可以看出這

個國家的國民知識水平、可以做為文化產業

興衰的指標；可以做為學術研究的參考依

據。由此，年度新書出版量的統計資料，其

重要性可見一斑。」因此在「圖書館法」通

過後，他更覺得國家圖書館有必要真實精確

地讓這些基礎的圖書資料統計數字會說話，

達到以上的目的。

對圖書送存制度也是站在支持立場的臺灣

學生書局鮑邦瑞總經理指出：「因為送存制

度可以幫助國圖確認先前申請 I S B N的圖書究

竟是否出版，建立完整的檔案，但國家圖書

館也應該負責確實讓出版社感覺到整合資料

後帶來的好處，例如將建檔後的資料完整的

公開在網站上，讓世界各地的人一進入國家

圖書館的網站就可以知道國內各出版社的發

展狀況，且對於不配合送書的廠商也應有所

處分，如：將其資料從網上取下，不過恐怕

仍下有對策，執行上還是會有困難。」同時

對依據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書號所提供之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文史哲出版社發行人

彭正雄亦表達他的企盼：「建立實際已出版

圖書之回報系統，再刊出正確的新書資訊，

一則對國家圖書送存新書有正確依據；二則

對出版界在行銷功能方面，能激發出更高的

效率，並提供新書選購參考諮詢的正確依

據。」

曾經任職故鄉、幼獅總編輯，服務出版界

十八年，現擔任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所副

教授陳信元對送存制度持肯定的態度，他呼

籲說：「出版界與圖書館界更應在這樣的互

動關係中，建立圖書出版業書籍資料標準

化、國際化、自動化的紮實基礎，建立正確

的新書書目資訊，保存出版界辛勤耕耘的成

果，即使百年之後，也能見證作者、出版人

為這塊土地付出的知識結晶。」以此，我們

相信國家圖書館的館藏與書目資料庫將更為

豐實與完整。

結語

錦繡許董事長說：「在承載新書書目資訊

之外，同時能夠有好書評，對讀書風氣的開

展也會取得不錯的作用，臺灣以前曾發行過

許多書評雜誌但後來都難以為繼，因此需要

國家的力量來推動，就此而言《全國新書資

訊月刊》畢竟是一個很好的媒介。」的確，

臺灣社會需要一本能夠永續經營的關於談書

的刊物，爾雅出版社發行人隱地甚至認為：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越來越接近他曾經主

持編務的《書評書目》，而民間讀書會風起雲

湧，大家非常需要一本書評雜誌，一方面評

介好書，一方面推薦值得閱讀的優良讀物，

不但可做各地讀書會選讀書目的參考，也使

出版好書的出版社得到鼓勵，一舉數得。」

站在學術研究的角度，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

所魏裕昌，更期待這份為出版界與讀者提供

最新出版及閱讀資訊來源的新書月刊，將來

能再彙編成完整之圖書出版資訊記錄，朝向

以年鑑型態出版，以提供更高的收藏與學術

價值。

臺灣出版人對《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寄予

厚望，相信可以從此文中一覽無遺，而進一

步必須做的調整與努力，也唯有確切落實之

後，才更能深刻贏得出版人心目中優秀新書

月刊的形象與提升圖書資訊服務的成績。誠

如青年日報副總編輯兼副刊組主任李宜涯所

期盼，好的雜誌，還需要讓更多的人知道、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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