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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讀者有沒有發現，2 0 0 0 年元月號起

的《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改頭換面了！

封面左側三分之一刷上一層玫瑰紅、天空

藍、鮮澄橘或是叢林綠，每期不同；另外三

分之二的版面，則是將該刊的幾項重要內容

如「通論」、「書評」、「讀書人語」、「作家

與作品」、「新書介紹」、「新書書目」字樣

當作襯底，採同色系漸層刷淡直至消失，再

反向刷出淺灰色的國家圖書館館徽。不只是

封面做了變化，連內頁的編排也讓人有煥然

一新的感覺，仿線裝書的書眉設計，相當典

雅。全刊雖非四色印刷，但典雅有緻，捧卷

手上，相當宜人。

這樣一本細緻典雅的期刊，目標讀者及立

刊目的是什麼？「編者的話」直接點出答

案：「傳布完整出版新書資訊、刊載新書介

紹與書評，以及提供圖書館和各界人士最新

出版訊息，作為圖書採購之參考為本刊創刊宗

旨」，透過「通論」、「書評」、「專題選目」、

「讀書人語」、「作家與作品」、「專訪」、「特

別報導」、「新書介紹」、「消息報導」、「新

書書目」等專欄，將創刊精神涵括於內。

中國時報《開卷周報》、聯合報《讀書人周

報》、中央日報《閱讀與出版》各自代表大眾

媒體書評專欄選書的模式；《文訊雜誌》雖

有黨國機器背景，但書評專欄表現了令人驚

嘆的文學生命力；由全國最高圖書館機構的

國家圖書館所出版的《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其書評又煥發出什麼樣的色彩？這份刊物的

「書評專欄」有值得進一步討論之處。在進入

討論之前，我們先來看看 2 0 0 0 年元月號刊出

的「1 9 9 9 年《全國新書資訊月刊》調查問卷

統計分析報告」。

調查問卷統計分析報告

根據 2 0 0 0 年元月號刊出的「1 9 9 9 年《全國

新書資訊月刊》調查問卷統計分析報告」（註

1），主要顯示下列訊息。

1.閱讀對象：《全國新書資訊月刊》贈閱對象

主要分為三大類：圖書館（大專圖書館、高

中職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專門圖書館等

合計 78%）、出版機構（15%）、個人（7%）。

2.最喜歡閱讀（最常使用）的欄目：整體來

說，寄贈單位最喜歡閱讀（使用）該刊

「新書介紹」（ 2 4 . 6%）、「新書書目」

（2 1.4 8%）和「書評」（1 9.1 8%）3 個欄目，

其中又以圖書館界最常閱讀（使用）「新書

介紹」；而出版機構和個人則關心「新書

書目」；「書評」部分則比較受高中職圖

書館界青睞。

3.各欄目之內容或篇幅之滿意度：對於該刊

各欄目之內容或篇幅感到「非常滿意」

的，分別為「新書介紹」、「新書書目」和

「書評」；感到「滿意」的，有「作家與作

品」、「讀書人語」、「通論」、「書評」、

「消息報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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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閱讀（使用）的主要用途：整體來說以提

供「圖書選購參考」、「預覽新書書目」和

「閱讀論述、書評書介」、「了解出版趨勢」

等諸用途。其中各類型圖書館以「圖書選

購參考」、「瀏覽新書書目」為主要用途。

而出版機構以「了解出版趨勢」、「瀏覽新

書書目」為兩大用途；個人讀者則以「瀏

覽新書書目」及「閱讀論述、書評書介」

為主。對於該刊公開陳列上架供眾閱覽，

則不到10個百分比。

5.具體建議事項：寄贈單位之具體事項可歸

納成 1）希望增加有關兒童讀物部分之書

評、新書介紹與相關報導；2）「書評、讀書

人語」兩欄目篇幅較少，應酌予增加，應

多邀請專業書評人撰寫書評，而且選書不

要跟隨流行；3）也有讀者建議將「書評」與

「讀書人語」二個欄位合併成一個欄目。

從上面各項統計數字，大致可以描繪出該

刊的閱讀大眾面貌、使用目的及期望：以圖

書館人員為最大宗讀者，館員閱讀的目的主

要是吸收「新書介紹」、「新書書目」以及

「書評」，以玆為圖書館採購新進圖書的參

考。換句話說，這份刊物的主要訴求對象並

非一般大眾，專業期刊的色彩相當濃厚，這

也可以從「新書介紹」、「新書書目」兩個欄目

即佔了整本篇幅的四分之三強得到印證，對

圖書館館員而言這是很重要的條列性的書目

資料，但對一般大眾其需求性並不那麼高。

有趣的是圖書館館員對待這份刊物的態度，

他們將它列為館員的工具書，鮮少將它上架

陳列！無形中限制了一般讀者得知這份刊物

的存在，進而學會使用它的也就更少了。

「新書介紹」每期介紹約一百本近三個月出

版的新書，每篇字數限定在 200 字左右，擔任

引介的執筆者亦多為圖書館館員。從引介的

篇幅或是角度，都足以滿足館員們採購新書

的需求，不過館員們仍希望能有更精闢入裡

的深度介紹，因此期待能增加「書評」及

「讀書人語」的篇幅，而且評介的書籍不要跟

隨著大眾市場，也就是時下流行的輕薄短小

的暢銷書。此外，還有一項讀者的訊息非常

值得討論，那就是將「書評」與「讀書人語」

二個欄目合而為一。「書評」與「讀書人語」

嚴格說來所具有的功能是不同的，「書評」

是針對該書的評論，不論是客觀或主觀的寫

作風格，都是謹慎莊嚴的，尤重在批評性格

的發揮；「讀書人語」則著重在介紹，偏向

漫談式的寫作風格，從一本書出發，再擴及

許多相類似的書籍，進而引領讀者散發更多

面向的思考。為什麼讀者會建議將「書評」

與「讀書人語」兩個欄目合併，而且希望邀

請專業書評人撰寫書評？其中必定有許多問

題亟待負責編務的人員進一步思索。

全年書評單元掃描

統計 2 0 0 0 年《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書評專

欄，總計刊出 4 2 篇書評，涵蓋書目多元。整

體來說，「通論」、「專題選目」和「讀書人

語」均圍繞在該期的主題設定上，「書評」

專欄亦不例外，不過偶而也會有例外的狀況

發生，我們不妨一期一期檢視。

元月號的書評專欄有 4本書，分別是：《故

宮‧書法‧莊嚴》是已逝前臺北國立故宮博

物院副院長莊嚴的傳記叢書，由莊嚴的 4 位公

子及門生有朋編纂而成；《西洋文學教室－

精讀經典》由臺大教授彭鏡禧主編，彙編 1 1

篇有關西方文學的介紹與評論文章；《中國

書法理論體系》則是一本從「書法批評史」

的脈絡切入，以歷來書家與書論家的論書著

作為其主要文本，進行思想的分類與爬梳；

《大台北空中散步》則是以臺灣攝影家陳敏明

的空中都會攝影作品為主軸，結合國內地質

地形學家、建築學家、歷史學家以及美術設

計繪圖，提供臺灣人大視野的地誌觀察資

料。以上 4 本書，除了《故宮‧書法‧莊

嚴》、《中國書法理論體系》可歸結出與「書

法藝術」相關，另外的《西洋文學教室－精

讀經典》介紹的是文學，《大台北空中散步》

是攝影與地誌景觀，4 本書之間的關聯性並不

大，這與該期並無設定中心主題有極大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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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二月號為「臺北國際書展專輯」，書評專欄

停刊乙次。

三月號的主題為「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評論書單有《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社會

科學論文寫作指導》、《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

手冊》及《高科技‧高思維》等 4本，前三本

均為介紹論文寫作的方法，與中心主題的關

聯性達到百分之百，不過第 4 本《高科技‧高

思維》是一本探討高科技在人類追尋生命意

義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高思維本身

對高科技的反省。《高科技‧高思維》這篇

書評安排於此，顯得相當突兀。

四月號的主題是「兒童讀物」，刊出的書

評文章有〈選購兒童讀物指引〉、〈穿越想

像，到達兒童的快樂天堂－第三屆國語日報

兒童文學牧笛獎童話書〉、〈《電學之父－法

拉第的故事》－偉大的科學家、不朽的自然

哲學家〉以及〈評《還好遇見大灰熊》〉。其

中〈選購兒童讀物指引〉一文共介紹了「好

書大家讀活動印行指南」、《幼兒的 1 1 0 本好

書》、《8 1∼8 2 年幼兒好書書目》、《小太陽

（一∼四屆）：行政院新聞局中小學優良課外

讀物》和《台灣（1 9 4 5∼1 9 9 8 兒童文學 1 0 0）》

六本購書指引；〈穿越想像，到達兒童的快

樂天堂－第三屆國死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童

話書〉則介紹了《鳥人七號》、《我愛藍樹

林》、《莫克與恰克》、《花巫婆的寵物店》

和《魔幻之境》等 5 件得獎作品。總的來說，

4 篇書評文章均緊扣中心主題，但就內容而

言，「書介」的成分居高，「書評」的意味

則顯得淡薄了些。

五月號的主題是「兒童閱讀與讀書會」，刊

出的書評文章有〈在本土與國際化的多元追

求之後－評《兒童文學選集》〉、〈以手指月

－從兒童讀書會談兒童閱讀〉以及〈與孩子

一起在閱讀中成長〉等 3 篇，除了第一篇明確

評論《兒童文學選集》一套 7 書下的《兒童文

學論述選集》、《兒童文學詩歌選集》、《甜

雨、超人、鄭板橋－兒童文學故事選集》、

《夢穀子，種在天空之海－兒童文學短篇童話

選集》、《沖天炮 VS 彈子王－兒童文學小說

選集》、《有情樹－兒童文學散文選集》、

《粉墨人生－兒童文學戲劇選集》等 7 部選集

的箇中優劣得失，〈以手指月－從兒童讀書

會談兒童閱讀〉所介紹的《讀書會備忘錄－

新學習運動》和《讀冊做伙行－讀書會完全

手冊》，以及〈與孩子一起在閱讀中成長〉一

文所介紹的《如何培養孩子的讀書意志》、

《讓孩子喜愛唸書的方法》、《童書非童書》、

《童書是童書》、《幼兒文學－在文學中成長》

與《孩子一生的閱讀計劃》，這 2 篇文章則比

較偏向工具書的介紹，書介的成分仍高於

評。

六月號的主題是「青少年閱讀」，刊出的

書評有〈愛恨悲喜的庖廚－《焦桐世紀詩

選》〉、〈好書的分享與行銷困境－民生報社

《中學生書房》五十本好書評介〉與〈讓閱讀

出色的少年小說成為師生之間共同的記憶－

《小魯大獎小說》系列評介〉等 3 篇。第一篇

《焦桐世紀詩選》是焦桐詩作的精選集，全篇

有一半篇幅用來條列焦桐的出版作品軌跡及

探索焦桐寫作風格的延伸篇章，與該期主題

的關聯性較低。另外 2 篇介紹的都是得獎作

品，一篇介紹五十本，另一篇介紹四本，推

薦閱讀的意味濃厚。

七月號的主題是「成人閱讀與博物館經

營」，刊出的書評有〈試評《博物館新視

覺》〉、〈《博物館之營運與實務－以國立歷史

博物館為例》評述〉、〈評介《博物館展示的

傳統與展望》〉。「成人閱讀」與「博物館經

營」並無太大關聯，該期主題的訂定應是結

合通論單元的文章的「成人閱讀」，以及書評

單元的「博物館經營」而來。較值得探討的

是，該期刊登書評 3 篇，評論 3 本著作，有二

本是同一作者、同一書評人，這樣的安排是

否恰當。此外，「敬佩之餘，以惶恐的心情

為本書妄評，尚祈著者海涵及教正」之語

句，即使作者為專家權威，但就書評本應所

具備的嚴正批評、不卑不亢的評論精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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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實有再加思考的必要。

八月號未冠主題，僅就書評單元設定主題

為「重讀人間四月天－林徽音‧梁思成‧徐

志摩的深情與理性」，共刊登〈尋找林徽

音〉、〈「詩艷文濃」之外的徐志摩－《最是

那一低頭的溫柔：徐志摩與四個女人》〉、

〈徐志摩與張幼儀「伉儷情篤」？《小腳與西

服－張幼儀與徐志摩的家變》讀後〉、〈重讀

徐志摩愛情故事〉、〈評《林徽音建築文集》〉

及〈評《林徽音與梁思成－一對探索中國建

築的伴侶》〉等 6 篇。在坊間一遍徐志摩熱的

情況下，本期書評廣而深地解析徐志摩風潮

下的相關著作，算是較完整地將此一出版現

象作了描繪。與他期選書相較，本期所評述

的主題書較能反映市場的閱讀脈動。

9 2 1大地震週年前夕，《新書資訊月刊》在

九月號企劃了「關懷心‧感恩情－見證9 2 1專

輯」，不僅整理出所有專書，社區報、網站、

影音資料及專題論述均一一羅列，對一年來

的出版成果作了完整的掃描。在書評單元亦

搭配選目，除了第一篇〈台灣島先天上的地

質宿命－解析《九二一地震地質調查報告》〉

評論單書之外，其他均以主題方式評述：第

二篇〈悲智雙運，祝福台灣－用不同的眼睛

看大地浩劫〉評介《台灣大地震斷層現場實

錄》等六本非文學作品；第三篇〈有效掌握

9 2 1的「法」資源〉介紹《斷層上的烙痕：9 2 1

集集大地震檢查機關職權發動之具體實踐與

作為》等九篇著作及 5 個網站；第四篇〈用文

學的眼看 921 大地震〉評介《台灣，妳並不孤

獨》等三篇文學類著作，分別邀請書評人自

書目中挑選文學類、與災民息息相關的法學

類及非文學類作品。

十月號以「兒童閱讀經驗的國際交流」為主

題，不過刊登的 3 篇書評〈評《近代日本人的

宗教意識》〉、〈評《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1908-1997）》〉和〈謙虛正直作公關《公關教父》

評介〉則與主題無關。所評介的書目一本為

宗教學、一本敦煌學、一本傳播學，評介領

域相當分歧，從書名本身亦透露出有興趣閱

讀該類作品的讀者，應該是較為小眾的一

群，這與九月號選評的作品風格差異甚大。

十一月號以「閱讀氣象與生活」為主題。

若比較「專題選目」單元中的〈氣象類出版

概況〉、「讀書人語」單元下的〈茶與生活－

我看《茶藝學》〉，以及「書評」單元的〈評

《文化‧空間圖示與東西方建築空間》〉、〈評

《攝影飛羽間－野鳥生態攝影的技法與欣賞》〉

等篇章，明顯的可以看出 2篇書評與該期主題

關聯性不高。細心的讀者可能還會發現，選

評的作品之一《文化‧空間圖示與東西方建

築空間》與該篇書評人的 2 本著作《空間設

計：基本原理與方法》、《設計藝術史學與理

論》是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被評、評者與

出版社之間巧妙的三間關係，是否會影響評

者執筆時的立場，這是很值得進一步分析的

課題，不過如果能儘量避開，會是更為圓滿

的做法。

十二月號就「書評」單元與「專題選目」

單元，以「知識管理與圖書館學」為主題，

收〈深度閱讀《知識管理》－兼論其對圖書

資訊從業人員之啟迪〉、〈我讀《知識管理的

第一本書》〉、〈從數位讀書館的發展－兼評

《電子圖書館整合檢索之理論與實作》〉、〈評

《網路時代科技文獻之研究》〉、〈參考資源的

指引《西方工具書概論》〉等五篇。第一篇、

第四篇是政大圖書資訊所教授執筆，第二、

三、五是臺大圖書資訊所教授所撰。五篇關

於圖書資訊的書評，書評人似乎相當集中在

某些院校。

書評單元的輪廓

從以上一整年對各期的掃描，大致可以描

繪《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書評單元的輪廓。

在選書方式上，有依主題設計的，例如

「九二一地震專輯」、「研究方法與論文寫

作」，也有不設限的。去年，政府部門積極推

動兒童閱讀，鼓勵各地成立讀書會，推廣終

身學習概念，《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也在書

評單元作搭配，多期以兒童讀物、兒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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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書會為主題來評書，可說是去年書評

單元的特色之一。

關於選書種類，有小眾專業的，如《敦煌

學研究論著目錄（1 9 0 8-1 9 9 7）》、《中國書法理

論體系》；也有與市場閱讀脈動貼近的，如

《林徽音文集》、《小腳與西服－張幼儀與徐

志摩的家變》；也有與圖書館本身息息相關

的，如《博物館之營運與實務－以國立歷史

博物館為例》、《博物館展示的傳統與展

望》、《電子圖書館整合檢索之理論與實作》

等。《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服務全國出版

界，在選書上當然也不能有所偏廢，因此不

論是專業的、小眾的、還是大眾的，都有被

評選的可能，不過以去年一年的時間來看，

人間四月天的徐志摩熱潮，不僅在電視上燃

燒，也蔓延成出版界話題，《全國新書資訊

月刊》也正視了這股閱讀現象，以專題企劃

方式帶領討論，或許這種模式正可以打破目

前報紙書評只評「好書」的選書取向。另

外，根據統計，該刊有很大一部份讀者是圖

書館館員，因此相關書籍也比其他類書容易

出線，七月號及十二月號即是如此，比重是

否需要調整，也值得討論斟酌。

在文本方面，《全國新書資訊月刊》雖設

有「書評」與「讀書人語」二單元以區隔

「書評」與「書介」，不過各期刊出的文章，

在書評與書介的分野上並不是那麼清楚，甚

至也有更含糊的說法稱為「評介」，文字有偏

向內容介紹性的，也有值得作為其他書評人

參考的著重評論部分的書評。書評人用什麼

樣的關鍵字，並不足以反映出該篇書評的批

評性格，用「讀」、用「讀後」，或是用

「評」、用「評介」、用「試評」，也有用「解

析」、用「看」，或是什麼都不寫，這些關鍵

字眼全憑書評人自由心證，也有因為客氣謙

虛而不用「評」的，因此，惟有讀者在閱讀

完通篇文章之後，才能夠了解是否是一篇書

評，抑或是一篇書介。去年的問卷統計裡，

有讀者認為可以把「書評」與「讀書人語」

合併，這個警訊特別需要注意，為什麼讀者

會有這個建議？恐怕有讀者已經發覺「書評」

與「讀書人語」之間的區隔性太低，如果讀

起來沒什麼兩樣，也就沒有分開的必要。因

此，「書評」與「讀書人語」的確有必要

「正本清源」一番。

筆者另外做了一份統計（參見附表），從中

更可以明確看出書評人的背景，有文字工作

者、藝評家、文字工作者，最多的還是在學

院裡的教授學者，這與報紙書評媒體如《中

國時報開卷周報》、《聯合報讀書人周報》是

一樣的，比較罕見的是，有 2 篇書評出自圖書

館館員之手。我們期待有更多的圖書館館員

加入書評行列，圖書館館員雖然不是某一專

業領域的專家，但他們可以是專業的讀者，

從專業讀者的角度評書更符合一般讀者的反

應與需求。

期待

昔日規定於出版法內的圖書資料送存規

定，在圖書館法於今年 1 月通過實施後，又有

法源依據，各出版社的作品均須於發行時送

存國家圖書館一份。國家圖書館蒐集全國圖

書，回饋以《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不僅以昭

大眾，亦供全國圖書館購書、社會大眾選書

之用。《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書評單元一年來

成果豐碩，值得喝采，但精益求精，好還要更

好，我們期待由全國最高圖書館機構所出版的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刊出更多的書評，更具

評論性格的書評，篇篇精采，質量均佳，每

一篇書評都是擲地有聲的經典之作！

附註

註 1. 曾�賢，〈感謝與鼓勵—《全國新書資

訊月刊》調查問卷統計分析報告〉，《全

國新書資訊月刊》，13期，民 89年 1月，

頁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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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月份 本期專題 書名 關鍵字 書評人 書評人職銜

1月 ＊ 半洋隨筆 看 吳銘能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故宮‧書法‧莊嚴 ＊ 熊宜敬 經濟日報藝術鑑藏版主編

西洋文學大教室－精讀經 評 陳超明 國立政治大學英語系教授

典

中國書法理論體系 讀 王嘉驥 藝評家

大台北空中散步 評 馮文星 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系兼任

攝影講師

2月 國際書展

3月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評 楊美華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教授

與論文寫 社會科學論文寫作指導 評 詹麗萍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教授

作 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 ＊ 王美鴻 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高科技‧高思維 評 張文熙 臺北市立圖書館資訊室主任

4月 兒童讀物 「選購兒童讀物的指引」 ＊ 林武憲 兒童文學工作者

第三屆國語日報兒童文 ＊ 何碩風 文字工作者

學牧笛獎童話書

電學之父－法拉第的故事 ＊ 譚玉芝 文字工作者

還好遇見大灰熊 評 王昕 文字工作者

5月 兒童閱讀 兒童文學選集 評 許建崑 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與讀書會 從兒童讀書會談兒童閱讀 ＊ 林淑玟 兒童讀書會帶領人

與孩子一起在閱讀中成長 ＊ 葉子玲 兒童教育工作者

6月 青少年閱 焦桐世紀詩選 ＊ 吉廣輿 高雄師範大學準博士

讀 民生報社《中學生書房》 評介 許建崑 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五十本好書評介

《小魯大獎小說》系列評介 評介 趙永芬 中國技術學院國貿科英語會話

講師

7月 成人閱讀 博物館新視覺 試評 秦裕傑 前自然科學博物館副館長

與博物館 博物館之營運與實務－以 評述 秦裕傑 前自然科學博物館副館長

經營 國立歷史博物館為例

博物館展示的傳統與展望 評介 楊翎 自然科學博物館展示組助理研

究員

8月 ＊ 尋找林徽音 ＊ 王家鳳 文字工作者

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徐 ＊ 陳淑美 文字工作者

志摩與四個女人

小腳與西服－張幼儀與徐 讀後 吳銘能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志摩的家變

徐志摩的愛情記事 讀 方美芬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

林徽音建築文集 評 楊裕富 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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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林徽音與梁思成－一對探 評 黃健敏 建築師

索中國建築的伴侶

9月 關懷心感 九二一地震地質調查報告 解析 羅偉 文化大學地質系教授

恩情－見 用不同的眼睛看 9 2 1大地 ＊ 林俊平 文字工作者

證 921 浩劫

有效掌握 921的「法」資源 ＊ 陳麗玲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

用文學的眼看9 2 1大地震 ＊ 黃盈雰 市立臺北師院應用語文所研究

生

1 0月 兒童閱讀 近代日本人的宗教意識 評 陳明姿 臺灣大學日文系教授

經驗的國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評 劉進寶 師範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研究員

際交流 1908-1997

公關教父 評介 吳宜蓁 輔仁大學廣告傳播系主任

1 1月 閱讀氣象 文化‧空間圖式與東西 評 楊裕富 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副教

與生活 方建築空間 授

攝影飛羽間－野鳥生態 評 游本寬 政治大學廣告系副教授

攝影的技法與欣賞

1 2月 ＊ 知識管理 讀 楊美華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教授

知識管理的第一本書 讀 謝寶煖 臺灣大學資訊學系副教授

電子圖書館整合檢索之 評 陳雪華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理論與實務

網路時代科技文獻之研 評 薛理桂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教授

究

西方工具書概論 ＊ 黃慕萱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註 1：八月號無全刊主題，僅就「書評」及「讀書人語」設主題，主題為：「重讀人間四月天

－林徽音‧梁思成‧徐志摩的深情與理性」。

註 2：十二月號無全刊主題，僅就「書評」及「讀書人語」設主題，主題為：「知識管理與圖

書館學」。

註 3：「＊」表示無資料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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