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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下一個百期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王梅玲 ◎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 書評書目的重要

頃聞《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即將發刊一百號，對於這份刊物有著深厚的革命情感。民國87

年，筆者在國家圖書館服務，適時教育部推出終生學習白皮書，要建設臺灣為終生學習社會。

莊芳榮館長交托輔導組一項任務，向教育部爭取經費來推動全國閱讀活動。本組提交了終生學

習計畫書並爭取到一筆專款，用作推動全國讀書會活動，包括編印《圖書館與資訊素養叢書》

與《國家書目》，以及創辦一份支援閱讀素材的刊物。《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就是在國家圖書

館配合教育部終生學習活動下的產物，在民國88年1月創刊，倏忽之間，即將發刊百期，步入成

熟發展的里程碑。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是一份每月傳遞臺灣最新圖書出版訊息的書目書評期刊。書目與書

評事業在美國十分發達，書評如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書目如 Books in Print，Booklist，
Publishers Weekly 等均馳名遠播。我國書目與書評刊物如每周《中國時報》的〈開卷〉；《聯合

報》的〈讀書人〉專刊；期刊過去有《書評書目》；新聞局《書香月刊》如今已成絕響，只有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依然陪伴讀者。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間，歐美許多期刊與報紙開始刊載書評，1970年代以後，圖書出版工

業蓬勃發展，學科主題分工愈細，加之圖書價格愈益高漲，促成美國與英國刊載書評活動活

躍，同時探討書評原理與寫作的學術研究也相當興盛。美國書評事業向來發達，每年出版新書

六萬餘種，書評即有二十餘萬篇，有固定版面刊載書評的期刊約六百餘種。長久以來書評已成

為美國圖書館館藏發展的良友，選書工作的最佳指南（注 1）。由於書評能夠提供新書介紹與

客觀評論，最適合幫助讀者與圖書館選擇圖書，因此書評事業也是一國圖書出版業成熟與健全

的指標。

國內圖書館員就不如歐美館員的好運氣，經常找不到書評作為選書指南。臺灣書評事業不

受重視，書評作品產量有限，每年新書出版種數約為三萬餘種，但書評作品量則不超過10,000

篇，與美國一年二十餘萬篇的書評量來比，真是小巫見大巫。我國書評多為文學﹑藝術方面，

學術性圖書的書評少見，尚未建立書評制度。資料類型多以圖書為主，期刊、視聽資料、電子

資源等書評更是稀有，惟近年來兒童讀物書評隨著兒童圖書出版增加而較有發展。

民國 61 年洪健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出版了一份書評刊物─《書評書目》，為國內文學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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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裡寫著我們活過的人生，以及沒有活過的─邱瑞鑾

評開闢園地，以其編輯品質精緻，頗獲好評，惜在71年，出刊100期之後即宣告停刊，為國內書

評專業劃下了半個休止符。70年代國內書評工作相當低迷，直至80年代，隨著國內圖書出版業

的成長，書評事業稍有起色。民國80年民生報開始與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共同創辦「好書大

家讀」活動，旨在鼓勵優良少年兒童讀物的出版與寫作，提供圖書出版新資訊、建立優良少年

兒童圖書評鑑制度。文建會、民生報、國語日報共同舉辦，邀請學者專家擔任評選委員，評鑑

最新出版的兒童讀物與少年讀物，並將成果編印成《兒童讀物與少年讀物好書指南》，作為讀

者、家長、及圖書館提供選擇圖書之指南（注2），為國內兒童讀物出版與行銷以及書評事業挹

注了活力。

我國書評在報紙發展方面以中國時報的〈開卷〉較受注目，其主要以社會知識份子為讀

者群，內容涵蓋焦點話題、書評、文化觀察、出版趨勢、人物專訪、暢銷書排行榜等。每周邀

請學者專家就新出版圖書撰寫書評，一般書籍約5至6則，兒童書籍2至4則。每年並進行年度好

書評選。在書評專業期刊方面，國立臺中圖書館編輯的《書評》，臺北市立圖書館的《書評索

引》均已停刊。國內書評事業與歐美相較實在落後許多。儘管近年國內圖書出版業蓬勃發展，

出版數量激增，然而我國書評的水平無法反映出圖書出版業豐碩的成果，實為可惜。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的貢獻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自出刊以來，經過 8 年已發展出一套書目與書評期刊的模式。目前

涵蓋：通論、書評、讀書人語、童書賞析、出版觀察、出版代誌、新書介紹、新書書目若干專

欄。通論常發表有關出版主題的論文，如電子出版；有時也會配合事件推出主題專論，如臺北

國際書展、公共圖書館採購、各國閱讀、網路寫作、地方文獻、檔案管理與教育、臺灣圖畫

書、親子閱讀、圖書館與閱讀、圖書館 2.0 與 Web2.0、臺灣圖書出版學，以及年度全國參考工具

書書目與書介。

「書評」專欄每期約有 5 篇由學者專家執筆的書評；「讀書人語」專欄由學者專家導讀介

紹新書；「童書賞析」專欄針對童書介紹；「出版觀察」專欄會報導英國、日本、法國外國圖

書出版現況；「出版代誌」專欄記載著每月臺灣出版大事紀要；「新書介紹」專欄由國家圖

書館同仁每月挑選各類學門好書，分人文社會、自然、科技等領域挑選 80 至 100 則好書，提供

書影、書目與180字書介；「新書書目」專欄將每月向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 ISBN 與預行編目

（CIP）的 2,000 餘種新出版圖書，依分類號列成書目以供讀者與圖書館參閱。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已成為代表臺灣新書書目與書評的期刊，透過每月新書報導可呈現

臺灣每月出版的成果，也是圖書館員選擇館藏的最佳書目工具。其通論提供讀者館員出版的新

知。書評、讀書人語、新書介紹，是以綜合性、涵蓋各學門領域方式提供讀者與館員書評文章

以為選擇或購買圖書參考。中國時報的〈開卷〉與聯合報的〈讀書人〉書評書介專刊定位在為

臺灣社會精英與知識人士閱讀的圖書。相對的，《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則以一般讀者與圖書館

為閱讀群，較具綜合與全面性。此外，《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的電子版也深獲好評。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民國96年4月號．� 

人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百期《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可謂卓然有成，一如人要從青年期邁

向成熟的壯年期，未來期待有更多的作為，以造福臺灣的愛書人。對於「新書書目」與「新書

介紹」專欄，我們肯定其每月快速提供全方位、各學門臺灣圖書出版風貌。而在出版通論、書

評、讀書人語部分建議可以建立特色主題，以與其他刊物區隔，自成風格。

如果〈開卷〉與〈讀書人〉設定為社會知識份子閱讀書物而作，則《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可以加強下列主題作為書評與書目發展的主軸：臺灣出版的參考工具書、圖書資訊學圖書文

獻、臺灣圖書出版圖書館、檔案館與博物館事業；電子出版與網路寫作；臺灣研究、漢學研

究、閱讀、地方文獻與政府出版品、圖畫書與繪本、童書等。

◆ 未來的期許

筆者期待《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繼續發刊百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並對未來的編輯方

向提出下列建議：

1. 設定主題以建立特色書評書目報導。主題可考量涵蓋：參考工具書、圖書資訊學圖書文

獻、圖書館、博物館與檔案館事業、電子資源與網路資源、臺灣研究與漢學研究、圖書出版文

化、閱讀、地方文獻與政府出版品等。

2. 成立書評書目小組，邀集學者專家召開座談會，專門討論書評的寫作，好書評的要件，

以及書評期刊的出版與編輯政策等。

3. 建議《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可參考美國 Library Journal 作法，建立書評成為本刊特色。

每年維持評介 400 種圖書，每月 30 種，範圍不限圖書，尚可包羅兒童讀物、CD-ROM 光碟、錄

音資料、錄影資料、網路資源等資料，書評可由圖書館員、教師以及學者專家執筆。

4. 建議我國圖書資訊學學術期刊重視書評寫作，開闢專業圖書書評專欄，配合各期刊的學

術專業領域刊載相關書評以提供館員選書參考。

5. 鼓勵各圖書資訊學系所、師範系統的大專院校、與教育學院開設「書評寫作」課程，或

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等相關學會開辦書

評寫作研習班，專門培養書評家。

6. 建議舉辦系列書評研討會專門研討書評理論、書評寫作、書評期刊的編輯，以及如何推

動書評事業等課題。

注釋

1. Paul O. Jenkins, “Book Reviews and Faculty Book Selection,” Collection Building 18:1(1999):4.

2. 文建會、民生報、國語日報，1997 年兒童讀物與少年讀物好書指南（臺北：編者，民國 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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