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民國97年7月號．35 

體貼臺灣、體貼讀者的新世代工具書─《大中華百科全書》

工具書的世界，向來是百家爭鳴的局

面，網路時代興起後，工具書的出版樣貌更

趨多元，知識的傳播也進入新階段。有關當

代中國、臺灣和華人世界的種種資訊，儘管

大量湧現，卻始終不曾出現一本照顧周全的

實用手冊或工具書。

中國大陸的簡體字出版世界，近年來呈

現爆炸式發展，各類的工具書也不少見，但

是，在政治幾乎凌駕一切的考量下，有關當

代中文世界或華人世界的工具書，如果不是

一面倒的服從政治要求，偏狹地論述，要不

就是便宜行事，把臺灣和港澳僅僅加以聊備

一格的處理，或根本略而不論。

作者艾天望（Tilman Aretz）是一位在臺

灣工作、娶臺灣妻子的德國人，他以 5 年的

時間，歷經多次的修整，完成了這本公平對

待兩岸四地的工具書。

艾天望以中英對照的方式，把這本《大

中華百科全書》分成四大部分，並在進行本分，並在進行本，並在進行本

文的敘述之前，以不少的篇幅，介紹了華

人世界的拼音問題，解決了研習中文和

華語的最基本疑難。

正文的第一部分，是中華世界的現狀，

艾天望先將中國大陸的人口、語言、族群、

宗教分項作簡明介紹；接著，是地理的有關

資訊，包括山岳、河流、土地使用和自然災

害；接下來是重要城市的氣象資料，最重要

的政府體制，則用了相當的篇幅介紹。

海峽的另一端中華民國的體制，也有條

理鮮明的引介，其中還包括了三四百年以來

臺灣的統治者名錄，著墨雖然不多，卻已見

作者勤奮蒐集的用心。

海峽兩岸的基本人權、兩岸關係、中

國大陸和其他國家的未定界、海峽兩岸的領

土主張、中華民國實際管理、治理的領土、

兩岸四地的基本經濟實況和量化資料、銀行

和財政金融業的概況等等，雖然沒有專章介

紹，卻也寫得簡明扼要，不落俗套。

第二部分，是中國大陸各省的介紹，對

民國 38（1949）年政局變遷之後，各省份治

理地區調整後的現狀，作者也稍加說明，顯

現了他體貼讀者和力求周延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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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是中國的歷史篇，包括了近

百年來中國歷史的大事紀，還有值得注意的

華人名錄，作者用較為寬容的角度收羅了為

數可觀的名單，其中不但有冰心、賽珍珠、

鮑彤、柏楊，還包括了林若亞、張懸、林鳳

嬌、張震嶽、張香華、吳作棟、陳方安生、

陳可辛、鄭曼青、鄭麗文、鄭文燦、程念慈

等各行各業、各黨各派的人士，讀來不但有

豐富的感覺，而且會產生一定的樂趣。

第四部分，則是書的附錄，雖曰附錄，

實則是多元又豐富的重要參考資訊，包括了

中國的鄰邦日本、韓國和越南的歷史及地

理、歷來領導人，世界各國的名稱和首都的

中文名稱、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俄

羅斯等國的各州、省、邦的簡況，以及兩岸

的國定假日、中國的紀年、陰陽五行、天干

地支、十二生肖、八卦、二十四節氣，平日

不易在同一本書中找到的中英文並列的資訊，

都可以一次在《大中華百科全書》中看到。

更有趣的是，作者還把百家姓、血緣關

係、稱呼、軍隊的階級、度量衡各種單位和

它們的轉換，甚至化學元素表，都一一地臚

列，展現他寫作時追求面面俱到，不帶個人

色彩和偏見的氣度。

百年來影響中國的重大事件，例如馬

關條約、日本的「二十一條要求」、開羅宣

言、日本投降書、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中華民國與日本的合約、聯合國 2758 號決

議案、上海公報、中日聯合聲明、臺灣關係

法、八一七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

英香港問題聯合聲明、國統綱領、李登輝的

「國與國關係」、陳水扁的「五不」、反分

裂國家法等等重要文件的內容，在本書中也

有部分或完整的正面呈現。

西方世界，特別是英語世界中，出版文

化自以美國為最前沿的國度，近年以來，隨

著網路和電腦技術大步邁進，美國的資料庫

技術和數量也大量成長，但是，論及耐讀和

耐用的工具書，英國的出版界則不遑稍讓。

但是，以英語出版的工具書種中，幾

乎沒有看到像《大中華百科全書》這樣同時

照顧中文和英文讀者的輔助性書籍，德國人

的認真和工藝的精巧向來為舉世欽羨，艾天

望寫作本書，不但有德國人的用心周全、認

真，更有中國人的體貼、耐心和體諒，使本書

在無盡無涯的書海中，留下一個精采的記錄。

全球化的浪潮一波波襲來的今日，臺灣

的定位很費思量；海峽彼岸的社會進展也非

常快速，臺灣究竟該如何自處，如何迎接挑

戰，真是個嚴肅的問題。

知識經濟在近幾年頻頻被各方提及，簡

而言之，知識經濟時代的重要課題，就是人

人都應當具備充分的知識，人人都是個強固

的經濟戰鬥體和實踐單位，整個社會和國家

就會成為強有力的經濟實體和競爭者，在全

球化的浪潮下和新的國際格局中立於不敗。

本書顯然有助於上述目標的達成和實顯然有助於上述目標的達成和實

現，英語是當今最通行的國際語言，而中文

又註定成為新時代的通行語言，如果人人都

可以中英互通的方式理解和講述我們自己的

一切和國際事務，中華民國一定會成為國際

社會的一股新而健康的力量，國際社會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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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伸出雙手，迎接不斷遭遇苦難，卻永

不低頭認輸的中華民國。

當然，物質世界沒有完美的事物，艾

天望的匠心獨具和認真，並不能造就一本聖

經，他的努力和成績，昭昭在目，但是，一

本足以傳世的作品，必須不斷修正，精益求

精、去蕪存菁，希望本書在改版中，能夠加

上最新的資訊（例如四川大地震和臺灣的大

選及兩岸關係的變化），還可以參考群書創

造新的篇章和內容，更好地服務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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