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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期刊資訊的方式，大約有兩個來

源，一是書目式的指南，如國內鄭恆雄教授

任職於國立中央圖書館時所編過的《全國

雜誌指南》（民國 61、66 年版）；西文期

刊方面，則有Ulrich’s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s 

Directory、Standard Periodical Directory、

Magazines for Libraries……等。《全國雜誌指

南》已無新版，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

的「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是以網路

線上版的型式呈現，而幾種西文的書目型指

南，則仍然有書本型在印行。

另一種常見的期刊資訊，則來自專業年

鑑，以呈現現刊或較新穎的刊物為主，著重

在供讀者或圖書館選購、參考為主。我國新

聞局編印的《出版年鑑》，向有收錄現行登

錄的雜誌目錄。民國 43 年，當時的「臺灣

省雜誌事業協會」也曾編印了《中華民國雜

誌年鑑》，其中篇幅之一就是收錄當時會員

所發行的刊物。民國 54 年，「臺灣省雜誌

事業協會」擴大改組為「中華民國雜誌事業

協會」，在民國 87 年再度編印《中

華民國雜誌年鑑 1950 - 1997》，

其中的「全國雜誌名錄」，

算是《出版年鑑》上的雜誌

目錄簡略版。此兩次雜誌協會

所編年鑑之比較、評介，可參閱嚴

鼎忠先生在《全國新書資訊月刊》88 年 

12 月號所寫的〈橫跨近半世紀的《中華民

國雜誌年鑑》──兼談年鑑的編輯〉一文。

至若西方方面，對現刊或新雜誌的介紹，主

要來自書評或書訊班物，如Choice、Library 

Journal、American Libraries雜誌等，均有不

定期的現刊或新刊刊物評介或年度優良雜誌

評選等專欄。

「中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民國 87 年編

印《中華民國雜誌年鑑 1950 - 1997 》後，至

今已十年，其間未曾再編過，因此，國人對

這種現行流通市面的雜誌資訊，想要有個大

略的了解，就有「手邊沒有一個便利工具」

式的困擾；國圖的「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

系統」，是查檢型式的網路線上版，在查尋

時固然方便，在瀏覽使用上，則有無法一覽

到底的不便。

因此，臺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自 1999

年開始，每兩年編印一次的《風格：臺灣主

要雜誌簡介》一書，成為國內接續報導現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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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訊息的重要參考工具書。此書自 1999 年

來，分別印行過 1999、2001、2003、2005 以

及今年 5 月出版的 2007 年版，沒有中斷過，

說它是主要雜誌的雙年鑑，大概也不為過。

或許論者有謂，依據《出版年鑑》，國內發

行的雜誌有四千八百餘種，而臺北市雜誌商

業同業公會會員只約 200 多家，發行雜誌 500 

多種，所佔比例實在太少；但我們所知，全

國四千多種登錄雜誌，政府、學校刊物或所

謂的小型週刊、通訊等，實在佔了極大數

量，真正在市面上比較能看到的其實只有

六百多種；而且，臺北市算是出版重鎮，多

數雜誌的主要發行地也集中在臺北，故這本

臺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所發行的會員雜誌

資訊工具書，其實應該也能呈現我國雜誌的

精華。

這本書的主文編排，向以會員的名稱

的筆劃順序為主，再分別臚列各會員發行的

雜誌。2007 年版也是如此，書前除了固定的

「理事長的話」和幾篇符合現行趨勢和未來

發展的幾篇專文、公會簡介、專門委員會簡

介、理監事名單、公會大事記⋯⋯等外，主

要篇幅就是各個會員雜誌的介紹。這樣的內

容和編排方式，除了缺乏一些統計資料或圖

表外，其實很接近年鑑的類型了，所以筆者

才說它是雙年鑑也不為過。

如果沒看到實際的書，純粹從書目資料

上的頁數來看，2005 年版 299 頁，這本 2007

年版 390 頁，大家會以為新版資料增加很

多。但筆者自己統計、比較以後，發現除了

新版多收了數位出版方面（電子報、電子雜

誌）的條目（105 種）外，主篇幅的平面雜

誌所收的雜誌數（356 種），反而少於 2005

年版（427 種）呢！除了新版的開本較舊版

小一號外，新版的索引種類較多，都是形成

2007 年版這個頁數較多，收錄平面雜誌種數

反較少的原因。

以下是筆者依據分類索引，比較兩版收

錄雜誌的數量，所做成的表格：

2007 年版增加數位出版的資料，當然

是創新且符合時代趨勢的作法，尤其語言教

育的電子雜誌數量，甚至超過平面雜誌，讓

我們不禁嗅到數位出版將逐漸上揚的氣氛。

而平面雜誌方面，新版比 2005 年少收了 71 

種，可能是它們停刊了，這當然是出版業近

年來不景氣的反映。但筆者比較兩版的結

果，也發現有些雜誌，2005 年收錄，2007 年

版卻退場了，如臺北市政府的一些刊物《臺

北畫刊》、Discover Taipei⋯⋯等都不見了，

但它們其實現在都還是在發行的。另外，也

2007年版 2005年版

類　別
平面

雜誌

數位

出版

平面

雜誌

數位

出版

增減數
（平面

雜誌）

工商企管 18 9 19 0 -1

休閒娛樂 61 3 71 0 -10

自然科學 8 4 8 0 ±0

兒童青年 29 2 19 0 10

社會人文 38 15 30 0 8

流行時尚 43 4 49 0 -6

科技電腦 28 15 46 0 -18

消費生活 38 2 52 0 -14

財經投資 15 4 27 0 -12

健康醫療 18 3 16 0 2

新聞資訊 14 8 27 0 -13

網路通訊 3 1 7 0 -4

語言教育 23 25 23 0 ±0

藝術文學 20 10 33 0 -13

總計種數 356 105 427 0 -71

評《風格2007：臺灣主要雜誌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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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新的政府機關出版刊物進場了，因

此，消失的刊物未必是停刊的關係，但 2007

版裡，未見對這種現像有說明，讓人搞不懂

它的收錄原則是甚麼。比較兩版，我們也

發現不少同一份雜誌卻分在不同類別裡，如

《文訊》雜誌，2005 年版放在「藝術文學」

類，2007 年版卻放在「社會人文」類；《天

下雜誌》，也從 2005 年版的「工商企管」

類變成在 2007 年版的「財經投資」類裡。

這種前後分類不一的情況，在新版裡也無任

何說明，雖說只是在分類索引的呈現而已，

但對要應用這本工具書做任何分析、統計的

人，卻是一項不便，甚至會是一項陷阱呢！

說到統計分析，國外的雜誌資訊工具書

裡，都會有一些相關數據報導，如 Ulrich’s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s Directory 2007 裡便說

它收錄 201,330 種雜誌，分成906 種主題，其

中 14,600 是新創刊雜誌，5,270種是剛停刊雜

誌；還收錄 6,910 種光碟版及51,440種線上版

電子雜誌。收錄美、加地區雜誌的Standard 

Periodical Directory，也在書內能找到它收錄

了 15,732 種雜誌，16,504 種通訊刊物；3,106 

種市面難以看到的大學學生刊物，以及 5,998 

種日刊、週刊小型刊物、12,069 種專業型商

業、科技雜誌等的訊息。即連Magazines for 

Libraries這本書，也有收錄 6500 種雜誌，分

成 100 大主題的簡單說明。

但這本  2007 年版（其實也包括前幾

版），並沒有對自身收錄的資料，做任何統

計、分析，並在凡例或前言等有任何宣示或

說明，讓讀者無法對它有深度的了解，這是

非常可惜的。

這本工具書對收錄的雜誌也尚無法定

位，只能說它是以商業雜誌為主的公會會員

發行刊物名錄和簡介。但說它完全是商業

性，卻又不然，因為 2007 年版也收錄國家圖

書館、國立臺中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國

立臺灣博物館⋯⋯等文教機構的刊物。從主

篇幅收錄的雜誌發行者為來看，它也頗為複

雜，除了正統的出版社外，收錄雜誌的發行

者還包括基金會、診所、媒體集團、財團法

人、公司、政府機關、飯店、宗教團體、政

黨、銀行、書店⋯⋯等等，使它的屬性難以

區分，到底是專業雜誌的目錄呢？還是市場

流通性的商業雜誌資訊呢？或是可供圖書館

員參考的選購指南型目錄呢？這些都可能是

這本工具書，未來若想尋求發展時，所須思

考的。

當然，以工具書永不嫌多的觀點來看，

這本《風格 2007：臺灣主要雜誌簡介》還是

很有貢獻的，它銜接了 87 年《中華民國雜誌

年鑑》出版以後，對現刊雜誌出版的介紹，

使國內這樣的雜誌資訊介紹不致空白。它也

彌補《出版年鑑》僅有書目的缺失，因為它

有精美的書影以及完整的書目和發行者的資

料，可以增進讀者的親切感；它全書大部份

的內容，也大都以雙（中、英）語呈現，既

符合國內推廣雙語教育的潮流，也有利於國

際交流或版權的拓展。2007 年版不僅增加了

數位出版資料，在索引上，也多編了英文的

公司名稱檢索表，表示編者更重視工具書多

元查檢的功能了。小缺失也當然也有，如還

缺少記錄 ISSN 的資料、每筆雜誌下的簡介

欄，可能都是各雜誌自填自寫，風格、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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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字數都不一致，有的也沒有英譯，使全

書的雙語化並不完整。

但我們還是感謝編印者為我們的雜誌事

業留下紀錄，一本工具書能持久發行，當然

是不容易之事，然書本型的參考書有其便利

之處，亦有其資料容易變動或過時的先天缺

失，故這本《風格：臺灣主要雜誌簡介》如

能像大部份的西文參考工具書一樣，一面維

持書本式的發行，一面也編印、製作線上電

子版，或許將更理想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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