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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資源的加值應用

2008年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評選
2000年，國家圖書館開始辦理「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評選」並出版專書，迄今已邁入

第10年，可喜的是，此活動在圖書館界與出版界及相關學者專家的協助下，年年不曾間

斷，持續為臺灣出版的工具書留下印記。今年自也不例外，然而從今年待評選書目總數只

有203種可以發現，臺灣出版工具書的狀況，已不復往日榮景。

會有這樣的情形發生，也許正如前國家圖書館參考組王錫璋主任觀察所言，參考工具

書需要投入較多的經費與人力編輯，無法吸引出版社長期投入，只能仰賴政府機關，但政

府機關也有經費與題材的限制，致使許多重要的參考資源，宛如曇花一現。而出版社即使

有人力與財力編製，也僅著重在容易回收成本的字辭典或是翻譯國外的圖鑑，不願意長期

投資，使得參考工具書的出版量逐年減少。

本年度參考工具書的評選會議，於2009年8月10日假國家圖書館參考室舉行，邀請館內

外學者家10人，自前年度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之203種當中，選出書目、索引、字／辭典、

百科全書、年鑑、年表／大事記、名錄、手冊、傳記參考資料、地理參考資料與圖鑑共68

種，具代表性之參考工具書分別撰述簡介；同時刊載8篇有關參考工具書的書評，評述各

工具書之內容與優缺點。

從入選的圖書類型中，可以發現今年「書目」類型增加頗多，而「書目」正是搜集

整理各種一次文獻條目而成的二次文獻，是進行主題研究時最佳的工具，一本文獻蒐集齊

全、著錄項目完備的書目，可以讓研究者事半功倍。而得以親炙圖書館豐富館藏的圖書館

員，除了應負編目與典藏館藏的責任之外，也應當要為館藏資源加值。前國家圖書館張錦

郎編纂（現為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亦鼓勵圖書館員善用看家本領，投

入編輯專題目錄與工具書的工作。而且在編輯出版之外，更要建立檢討制度，針對編印的

每一出版品與外界的回應，做完善的討論與修正。

從今年書目類型出版品有《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兒童情緒療癒繪本

解題書目》、《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本漢籍篇》、《秦賢次先生贈書

目錄》、《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專輯‧二○○八》、《臺灣作家作品目錄‧2007》、《文

訊25週年總目》，無一不是將圖書館館藏做加值整理，使一次文獻有系統有條理地呈現，

提高了使用價值。此外，《兒童情緒療癒繪本解題書目》和《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專輯‧

二○○八》也榮獲第一屆（2009）國家出版獎的肯定。

雖然大環境狀況不佳，但仍可以看見有一群人努力編製與出版參考工具書，誠如本

館參考組王明玲助理編輯所言：「我們的評選活動目的，就在選出具有代表性的參考工具

書，並向圖書館界介紹，希望圖書館界能多多採購，給這些編輯者與出版者鼓勵，這是我

們小小的期望，也是支持我們繼續努力的力量。」（頁9）

感謝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同人負責本刊新書書目資料、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的校對，以

提供最迅速、最完整的出版資訊。祝福大家平安康泰。（曾堃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