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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指引者：《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書評專欄

* 閱讀之必要

閱讀能力是個人終身學習的基礎，也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厚植閱讀力是提升國家軟

實力的策略之一。因此世界各國無不積極推廣閱讀，尤其在知識經濟取勝的今日，無知識力即

無競爭力。

「《遠見雜誌》與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發表『全民閱讀力大調查』，與 4年前的結

果相比，國人對讀書持續『無感』，這 4年平均閱讀時數、閱讀量、購書量、購書經費都下降。

今年 (2015)的結果指出，15歲以上完全不看書的比率從 24.1％提升至 27.9％；18歲以上族群每

周平均閱讀時間從 3.06小時降至 2.76小時，每月平均閱讀量從 2.02本降至 1.7本。」（注 1）這

樣的數據顯示國人閱讀力明顯不足，所以推廣閱讀是刻不容緩的。然而在閱讀推廣過程中，如

何讓大眾找到好書？則有賴「書評」。

書評是讓書籍主動接近讀者的一種手段，也是讀者購買、閱讀圖書的指導。雖然在報刊、

網路可得到書籍部分資訊，但畢竟是表面資訊，而非深入解析該書籍，對書籍的認識不夠深刻。

在民國88年 1月，傳遞臺灣最新圖書出版訊息兼書評的《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出版了，其中的「書

評專欄」配合創刊宗旨「提昇我國圖書出版之品質，進而提供圖書出版與行銷之訊息，以作為

各類型圖書館及社會各界人士圖書採購之參考。」以長期性的整體規劃，關照臺灣的現實環境，

擔起了為讀者尋覓適合閱讀書籍的重任。

* 書評之切要

「書評」，即是以客觀立場針對書籍提出觀感，可以知性為主，亦可以感性為主，對讀者

達到介紹、指引、啟發的功能。若能明確指出該書之特色、缺點，甚至能與其他書籍進行互文

參照，而後提出個人獨創性的看法，進而對該書的價值下一評斷，當稱完善的「書評」。書評

和文學批評有何不同？文學批評（Literary criticism）一般皆有文學理論支持，對於作品的解讀

較偏嚴肅的學術性。然而書評，卻不盡然需要有學術理論的支撐。

書評的寫法多樣，顧敏教授曾將書評的種類分為摘要型、論述型、源考型。然則在實際從

事書評的撰者，多會以個人感想兼容各式寫法。書評絕對不同於書介、導讀。書評是對書籍進

行詮釋，有助於讀者深入了解作品形式、內涵，拓展閱讀視野、啟發思維。書評的存在能間接

提高讀者的評鑑力和文學品味，對於閱讀力的增加亦不容小覷。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汪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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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指引者：《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書評專欄

* 書評之困境

今日臺灣書籍、雜誌的出版都面臨極大苦境，何況被視為「冷門」的書目書評類雜誌，生

存更屬不易。臺灣出版史上具書評屬性的雜誌已一一走入歷史，如《書評書目》、《中華書訊》、

《出版家雜誌》、《出版與研究》、《圖書雜誌》、《愛書人月刊》、《新書月刊》、《書香月刊》、

《書評》、《書評索引》、中央日報〈閱讀〉版等。而《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卻賡續了 200期，

時間超過了 16年，實屬難得。

書評的作用在於提供書籍客觀評析，可提供圖書館列為選書工具，對出版界也有影響，書

評更是一個國家圖書出版業健全與否的指標。臺灣書評的數量與出版書籍數量差距甚大，明顯

少很多。依據國家圖書館書號中心統計分析顯示，民國 103  1至 12月，全臺灣總計有 5,087家

出版社，出版 41,598種新書。（注 2）在書籍眾多情勢下，書評類雜誌更顯重要。但揆諸臺灣文

壇讓人們感到灰心的是此類雜誌卻始終不受重視，因而一一停刊。碩果僅存者也不斷縮減篇幅。

為何臺灣「書評」如此弱勢？

除書評人才的缺乏外，書評家必須具專業素養及批判能力。沈謙即曾感概：「書評在國內

文壇上，一直是比較貧弱的一環，而批評文字之難寫，牽涉到評者自身的學養、品德和識見的

深廣、恢弘、正直和深遠的眼光。因此，想要找一位各方面兼備的批評家是一件相當苛求的事。」

（注3）此外，臺灣缺少書評文化提升機制，文學界對書評也不甚重視。因此書評始終是小眾文類。

幸賴《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書評專欄」，在文化陣線上，持續堅持。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書評專欄的特色與貢獻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以定期出刊的方式，擔負起為全國大眾介紹最新出版圖書的責任，

並以「書評專欄」對讀者、作者、書評家、出版者起了一定的影響。「書評專欄」的特色為：

一、主題式書評專欄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執行編輯曾堃賢提及「書評專欄」「自 88 年底起，開始採計畫編輯

方式發行，不定期賦予一個『主題』，讓『通論』、『書評』、『讀書人語』、『作家與作品』、

『專題選目』、『童書賞析』等單元環繞在當期所企劃的中心主題上，並兼顧『大眾』和『小眾』

的閱讀需求，頗具特色。」( 注 4)以主題企畫方式，以特定主體綰結月刊各專欄，使該期月刊的

主題性更加明確也更加深入，此舉讓該期月刊成為該主題的雜誌書，對讀者而言，獲益匪淺。

如 102年 12月號「相信閱讀的力量」為主軸，書評專欄則由政大新聞所博士候選人游任濱

撰寫〈《大學生一定要具備的職場接軌力》：從學校到社會的職場求生手冊〉、103年 7月號以「兒

童讀物的出版與閱讀」為主軸，書評專欄則由資深兒童文學作家傅林統撰寫〈歷史不留白：《臺

灣近代兒童文學史》介評〉、104年 5月號「終卷令人智慧：臺灣的青少年讀物、繪本與童書」

為主軸，書評專欄則由童書翻譯評論工作者黃筱茵撰寫〈用心聆聽繪本創作者的生命故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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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原創力》〉、104年 3月號以「文明的印記，從紙．印刷．書到閱讀」為主軸，書評專欄

則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吳美美撰寫〈書痴論閱讀：評《曼古埃爾論閱讀》〉。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編輯部更藉主題編輯推廣文學活動、推行文類如閱讀運動、圖書出

版、參考工具書、網路書店、數位出版、兒童書出版、圖書館、書評等。

二、書評求新求全

衡諸《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書評專欄」評介的書籍，是針對一年內臺灣地區出版的各類

新書，使群眾能展讀新知也獲得啟迪。加上評介的書籍類型多元，有「語言／文學」、「社會

科學」、「史地／傳記」、「哲學／心理」、「宗教」甚至工具書。因為《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贈閱對象有「圖書出版業者、圖書館界（如各級公共圖書館、大學校院、高中職和國民中小學

圖書館、各類專門圖書館）、學者專家與對閱讀有興趣的社會大眾為主。」( 注 5)因其讀者屬性

多元，編者希望能兼顧大眾與小眾，內容兼顧學術與趣味，加上國家圖書館不以出版市場為導

向，僅以書的品質為依歸。因此「書評專欄」評介的書籍主題多樣，類型眾多，以滿足不同讀

者的需求。「書評專欄」的撰者多能探頤作品菁華，中肯評論，筆觸深切，使書評篇章具可讀

性與啟發性。

三、教師為主撰者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其徵稿啟示可看出此園地是開放的，希望大家加入。「《全國新書

資訊月刊》於民國 88年元月創刊，以報導與圖書或出版相關之論述為主。內容包括報導臺灣地

區最新出版之新書書目、書評、童書賞析、專題選目、作家與作品、出版人專訪、臺灣出版大

事記以及國際出版觀察等專欄，園地開放，歡迎賜稿；尤其針對一年內臺灣地區出版各類新書

的書評文稿，歡迎大家一起來評書品書。」讓群眾自行推薦欲書寫書評的書籍，讓群眾自行選

書、寫書評，如此，才能廣刊各式書籍，畢竟每個人喜歡的閱讀類型不同，若是自己投稿的書評，

一定是該人發現該本書中的優異之處想跟大家分享。

書評人才的培養，非常不易。目前臺灣能樹立獨具風格的書評家不多，能犀利說出書籍的

優缺點的人才更是付之闕如，或許大家都太溫柔敦厚了，也可能知識學養的侷限。書評人才的

培育對於文學界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事情。《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書評專欄」不啻提供了一個「書

評」人才養成的園圃，藉此平臺吸引更多人投入書評陣營。

然則要從事書評並不容易，須對作品能透徹閱讀，且本身須以淵博知識、學養為後盾，還

須擁有觀察力、分析力、判斷力，對於書籍才能提出精闢觀點、深刻見解。無怪乎此專欄的撰

寫者雖然有有館員、出版業者、作家等，但仍然以在學院中的教師為主，相對也較能掌控品質。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書評專欄」的貢獻相當多，以下列舉數項：

一、引導群眾選書刺激購書慾望

面對浩瀚書海，如何選出值得閱讀的書籍，書評則顯得異常重要。書評提供讀者書籍的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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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也等於先替讀者進行了選書的工作。書評更能吸引讀者注意，刺激其購書、閱書的慾望。《全

國新書資訊月刊》「書評專欄」的功能是使好書找到讀者，讀者找到好書，當然也提供各類型

圖書館及社會各界人士圖書採購的依據。

二、增加書籍曝光提升出版品質

2015年 5月 5日中央社發出一則新聞「『臺灣人不讀書，城邦出版集團裁員成警訊』，報

導指出臺灣最大出版集團城邦文化傳出組織調整裁掉 14名員工。聯合文學總經理李文吉認為，

出版業長年不景氣，城邦裁員是警訊，尤其國人閱讀力下降，出版業經營很辛苦。」（注 6）面對

現代人不愛閱讀，仍願意堅持留守出版業的人，都是為了一份理想的堅持。

書評的出現對出版社而言是增加書籍曝光度，等於進行一次免費的廣告。書評者是客觀公

正的第三者，較不會落入出版者自吹自擂的弊端，較具公信力。《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書評

專欄」200期刊共刊了 964篇書評文章。甚至曾經一期中刊出多篇書評，如 99年 10號刊出 11

篇書評、100年 10號刊出 13篇書評。此舉，對出版社而言也是一種支持與鼓舞。「書評專欄」

搭起了國家圖書館與出版界友誼的橋樑。書評亦能端正出版方向，監督出版品質，無形中也給

出版社一份壓力，對於太過重視商業化而導致出版方向扭曲者有導正作用，間接提高臺灣整體

出版品質。

三、提高鑑賞能力揚升閱讀風氣

閱讀風氣愈上升，批評與創作須同步成長，好的作品也須有鑑賞能力的讀者才能顯現其價

值。鑑賞能力的培養，多看書評也是方法之一，透過篇章的感染與點化使文學素養提昇。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為推動「閱讀」，曾經多次在「書評專欄」中，提供閱讀相關書籍

的介紹。100年 5月號由文字工作者陳學祈撰寫〈瑜不掩瑕：評《冊頁流轉：臺灣文學書入門

108》〉、100年 6月號由文字工作者王乾任撰寫〈讓經典傳世流芳匯聚古今名家共讀「經典

3.0」〉、103年 11月號由實踐大學應用中文系兼任講師何淑蘋撰寫〈兼具閱讀與查檢功用的辭

書佳作：讀傅佩榮主編《孔子辭典》〉、104年 6月號由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張正撰

寫〈閱讀與書寫，點亮每一個人的燦爛時光〉。

* 期待書評專欄持永恆

「當一個社會買書的人愈來愈少，出版業和書店就會愈來愈少；當一個社會讀書的人愈來

愈少，整個社會必然走向平庸，既欠缺專業新知，也沒有廣泛知識。」（注 7）若國民不願汲取新

知、不喜閱讀，在知識經濟的年代，競爭力將疲弱。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透過書評篇章的刊登，對國人閱讀力有推波助瀾之功，更以默默持

恆的力量，發揮潛在功能，培養眾多文學人口，重塑社會文化。《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持續 16年，

累積下來是一份可觀的文獻資料，稱其為一份具分量書目兼書評的月刊，實不為過。希望此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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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能持續下去，藉此刊物國人都成為愛書人、評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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