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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

指引學術研究的門徑

本館參考組與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於民國 90 年 7 月起，每一年都會推出參考工具書「年度

書目」與「書評」專輯，以收錄前一年度臺灣出版的重要參考工具書，並選出其中較具代表性

的 100 種左右撰寫摘要於月刊登載，該館參考組同時輯印「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年度書目」，

以供各界參考，這也是臺灣唯一長期且持續出版介紹新版參考工具書的重要指引。

今年的評選諮詢會議於 96 年 7 月 9 日假國家圖書館參考組閱覽室舉行，邀請館內外學者

專家及參考服務從業館員 14 人自 95 年度臺灣出版之參考工具書 889 種當中，選出書目、索

引、字/辭典、百科全書、年鑑、手冊、傳記參考資料、地理參考資料、圖鑑以及統計資料

等 90 種具代表性之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並於「2006 參考工具書選介」欄目予以簡介。整體

來說以字/辭典（26種）、手冊（14 種）和圖鑑（13 種）三類型的參考工具書表現最亮麗。書

評專欄援例分別邀請文字工作者王岫針對國家圖書館出版之《中小型公共圖書館參考工具書

選目‧95 年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與健康促進研究所黃雅文教授對行政院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所出版《2007 健康好書 悅讀健康 推介手冊》、國家圖書館莊健國編審對金門縣文

化局之《浯鄉小事典》，以及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語文研究所研究生田珮縈對《成語典》（三

民）、鄭素芬對《文字故事一本通》（幼福文化）5 種近期出版之參考工具書予以評介，期望

能使讀者在選擇參考工具書時有所助益。

現在適合幼兒閱讀的出版類型，「繪本」應該是種類最多的，但是閱讀媒材並非只有一

種，且可以複合使用。文字工作者宋慧芹小姐以自身經驗，撰寫〈善用各種媒材，引領學齡前

幼兒進入美妙的閱讀世界〉，告訴父母師長如何結合不同媒材，帶給小朋友多樣化的閱讀體

驗。而一直對臺灣兒童文學深耕研究的文字工作者邱各容先生的〈被遺忘的一方天地──張耀

堂〉，則從過往史料中勾勒出一位兒童文學先行者的身影，讓我們更加深信日治時期的臺灣兒

童文學不是日本人獨角唱戲的戲本，而是花開並蒂的共生戲碼，更進一步證明了臺灣兒童文學

本是臺灣文學的一環。

本期仍要感謝本館採訪組、新書介紹專欄選書小組和多位撰稿同人，為本刊擔任選介撰述

當季好書的工作。本期收錄各類學科圖書84種，其中兒童讀物 8 種，仍請臺北市立圖書館同道

惠予協助，並附上本月新書介紹分類統計與書名筆畫索引，以利讀者查檢。感謝國際標準書號

中心同人負責本刊新書書目資料、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的校對，以提供最迅速、最完整的出版

資訊。（曾堃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