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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取代的圖書出版資料庫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蘇惠昭 ◎ 文字工作者

以刊載與書或出版相關之論述為主。內容包括報導臺灣區最新出版之新書書目、新書介

紹、書評、讀書人語、童書賞析、專題選目、作家與作品、出版人專訪、臺灣出版大事紀以及

國際出版觀察等專欄。園地開放，歡迎賜稿。

這87個字說明了《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的基本架構，但它並未指出該刊最大的特點：它是

一本不受市場牽制的「讀書類」雜誌，這是《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的得天獨厚，也因為這樣的

得天獨厚，1999年創刊至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建立了一座無可取代的圖書出版資料庫，

以第99期為例，如〈臺灣養蝦先鋒黃丁郎與虱目魚之父林烈堂〉這樣的書介（《黃丁郎 林烈堂

訪談錄》國史館）便是以市場為導向的讀書情報、出版社書訊所不可能出現的「異類」。

經營一本「讀書類雜誌」一直是出版人的夢想，但「讀書類雜誌」也一向面臨不被消費者

「照顧」的生存窘境。1972年，在洪健全文化教育基金會簡靜惠女士的支持下，爾雅出版社發

行人隱地先生主編的《書評書目》正式創刊，這本雜誌伴隨臺灣出版界走過第一個文學的黃金

年代，影響深遠，而它因為長期虧損，不得不宣告停刊的時候，正好走過十年，做了一百期。

1983年，有《傳記文學》發行人劉紹唐先生催生的《新書月刊》，經費來自出版社刊登

的贊助廣告，負責編務的資深出版人周浩正回憶當時的景況：「社內連我一共四人：副總經

理、主編、編輯、會計，雜誌一印出來，全體動員──裝、貼、包、捆、寄，大家忙得不亦樂

乎。」《新書月刊》發行七千份，贈送戶兩千份，訂戶兩千份，零售不會超過一千，辦了兩年 

24 期之後就撐不下去了。

周浩正在 1993 年由遠流出版公司總編輯改任出版總監時，還是掛懷出版社應該出版一本讀

書類雜誌這件事，於是提出《iREAD讀冊1週報》的企畫，這一次他展現了不同的思維，提出以

「新通路」介定《讀冊》，「只要衝出高銷售量，配合好的行銷案，很可能形成書店、DM 郵

購之外，與讀者接觸的新介面」。但《讀冊》還來不及誕生，周浩正便離開了遠流。時間忽忽

來到2005年，周浩正又改變觀點，主要是出版界「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每個月有三千本新

書湧入市場，網路書店則改變了交易行為，書店採購與讀者雙雙陷入選擇的困局，對暢銷排行

榜依賴日深，這反過來加深對「市場不看好」的出版品的排拒，加上冒出四千多家如同神經一

般遍佈全島的7-11，周浩正認為，有天時有地利，創辦一本「幫助讀者選出想要的書」的讀書

類雜誌，此其時也，但是由出版社主導讀書類雜誌的機會已然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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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書裡寫著我們活過的人生，以及沒有活過的─邱瑞鑾

書店似乎才是讀書類雜誌的主導者。金石堂《出版情報》今年 4 月份發行 228 期，筆者四

年多來一直固定為之採訪作家，撰寫過私房收藏、城鄉悅讀、讀寫趣味等欄目，它的定位很明

白：暢銷書和暢銷作家，順應大眾閱讀口味，不斷變換內容，這對一本堅持了 19 年，且免費取

閱的讀書類雜誌來說，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誠品書店《誠品閱讀》在 1992 年創刊時被文化人賦予高度期待，發行人吳清友在創刊序中

表明：「閱讀是生命寶貴資源的重要分配，而《誠品閱讀》真正要推廣的是─重新思考為什

麼要閱讀？更審慎的閱讀觀念與態度，更嚴謹細心的閱讀選擇、更豁達開闊的閱讀胸襟。」4 

年後《誠品閱讀》以「當蝙蝠飛完時」宣布停刊，可以想見市場壓力對閱讀理想的傾軋，事實

上，某一部分的《誠品閱讀》精神被《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承續了下來，只是它以最素樸的面

貌呈現，沒有添加任何包裝，《誠品閱讀》以及後來的《好讀》，美術設計的閱讀性甚至超越

了文字。

2001年《誠品閱讀》以《誠品好讀》復活，筆者亦曾在初期為《好讀》撰稿，與《出版情

報》相較，《好讀》有明顯的菁英取向，它所定義的閱讀是廣義的，更不是百分百的讀書類雜

誌，到 2007 年，進入第75期的《好讀》終於宣佈改版，從「綜合閱讀人文誌」變身為向時尚靠

近的「綜合生活創意誌」，內容以城市品味、美感體驗、文化創意為主。

劉紹唐在《新書月刊》創刊時有段這樣的感言：「試看大街小巷的書店與書攤，真是琳瑯

滿目，幾乎天天有新書，家家有好書。令人遺憾的是：這種繁華的現象，似並未引起讀書界與

社會大眾普遍的、應有的重視，其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種出版資訊、新書指南之類的媒體⋯⋯」

網路書店崛起之後，某種程度肩挑起讀書類雜誌的功能，劉紹唐二十多年前所期待的媒體

似乎從天而降，以博客來為例，它是書店，同時也是媒體；它有一群對書癡迷的編輯，對書籍

的選擇，編輯被容許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任性」。網頁內容則每日更新，促銷活動分分秒秒在

進行，文案散播顛倒眾生的吸引力，讀者亦可主動參與發表書評。它賣出的冷門書如同一條長

尾，但「一百大」對購書族群的導引作用不容小覷，甚至反過來影響實體書店，而這一切皆圍

繞著「如何召喚讀者的購買慾望」運行。

之所以用以上這許多文字談論讀書類雜誌，其實只是想說明一件事：即便是官方刊物，

要長期存在一本不受排行榜影響、不以銷售為導向、不設定閱讀對象的讀書類雜誌，何其不易

啊！正因為大不容易，對堂堂邁入一百期的《全國新書資訊月刊》，除了賀喜與感謝，站在一

名讀者的角度，我還想賦予更高的期待。

「我們應該要求未來的讀書雜誌有新的意義」周浩正在思考二十一世紀的讀書類雜誌時這

樣表示。新的意義所指為何？「她必須走出傳統的價值取向，建立自己的特色和不可取代性。

譬如：它或可被允許不再以『評論的集合體』為矢的，即使因需要而刊出書評，也將只佔很小

的部分。它的任務非常單純，只專注於一點：全方位報導新書出版消息──單單這件事，就夠

她忙翻天了。」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以「全方位刊載新書書目」為基礎，另由「選書小組」從出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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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個人以及該館定期採買新書中，每期選出八十餘冊各類圖書刊出兩百字書介，相對於每月動

輒三千兩千的流量，這個數字個人認為可以再大幅增加，擴大服務功能。

其二，以報紙副刊與雜誌而言，最舒服的閱讀長度大約在兩千字上下，以這樣的標準來

看，《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刊登的書評與書介多半超過標準長度，不符合一般的閱讀習慣，容

許再說一句冒犯的話，有一些書籍著實不值得以如此多的篇幅去做推薦。若是長篇論文，則可

摘而錄之，全文則放在網路上供人抓取。

其三、評介單本書籍的同時，如有可能，個人希望能夠獲得同類型書籍的資訊，甚至進一

步的內容比較，此舉可望開發更多「專業讀書工作者」參與寫作，豐富菜色。

總而言之，知道更多的書、書的大概內容，開拓管道讓更多人易於取得，以及讓不同背景

不同需求的讀者從多元的內容中找到感興趣的文章，這就是讀書類雜誌新的意義，《全國新書

資訊月刊》的未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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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自故鄉來

蔡明燁 ◎ 英國諾丁漢大學亞太所資深研究員

一眨眼，我和《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結緣已經 5 年多了！這幾年來，月刊先是每個月

漂洋過海飛到我英國諾丁漢的家裡；2004年前半年，我隨外子格雷到香港中文大學客座，

月刊便開始寄到我們香港沙田山上的住所；2005 年 8 月至 2007 年 1 月間，我和格雷決定到

寧波諾丁漢大學去接受創建新校園挑戰，月刊也就跟著進軍中國大陸，定期出現在我們寧

波的教師公寓裡；現在我們又回到英國，於是月刊再度成為我們諾丁漢老家的常客⋯⋯。

什麼叫做「忠實的朋友」？這些年來《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對我來說，真的就像是

一個最忠實的朋友，沉默而堅定，如影隨形。當然，一份刊物能夠做到如此，幕後功臣自

是承辦一切刊務的工作人員，因此我必須由衷感謝《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的編輯群，月月

從故鄉為我帶來這樣一位忠實的友人。當我和格雷在今年下半年舉家遷往北英格蘭的里茲

時，我相信月刊依舊會陪伴我到新居打造新的生活──其實更深入地說，這幾年下來，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對我何嘗只是一份「讀物」呢？它似乎更像是我雲游四海的心路歷

程與見證，佔據了我讀書與寫作生涯重要的一隅。

恭喜《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堂堂邁向第一百期，祝禱這份刊物在編輯精英的努力之下

能夠長長久久，為提升國內文化品質持續貢獻，也為更多的海外讀者捎來故鄉的書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