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有當讀之書，有當熟讀之書，有當看之書，有當再三細看之書，有當必備以資查考之書 ◆ 張其昀

從民國90年開始，國家圖書館參考組與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所合辦的《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

書目》年度評選活動，已持續進行第九年，默默地為臺灣所出版的工具書，留下一點紀錄。臺

灣每年所出版的工具書，假如根據我們歷年所定義的「特定的編排方式、部分閱讀、提供資

訊、易於檢索等」這些特質，每年不會超過一千本，大概只佔整體出版量的百分之二左右，而

且有逐年減少之趨勢，因此這次我們縮小規模，評審時間從一天減為半天，評審委員從14人減

為10人，進行過程共為4小時，總共從204種民國97年所出版的圖書中，選出68種。

評選活動從民國98年8月10日（週一）下午一點半開始，在本館參考室舉行，由本組工作

同人將203種參考書，分成甲乙兩組，分裝在7輛書車上面，評審委員陸續就座，甲組評審委

員有：丁原基（東吳大學圖書館館長）、王秀珍（智園出版公司副社長暨總編輯）、王梅玲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童敏惠（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組

長）、劉雅芳（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讀者服務組組長），這5位委員評審書目、索引、字／辭

典、百科全書4類。乙組評審委員有：王明玲（國家圖書館參考組助理編輯）、王佩瑛（國家

圖書館參考組主任）、王錫璋（前國家圖書館參考組主任）、陳信元（佛光大學文學研究所教

授）、劉春銀（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主任），這5位委員評選年鑑、年表／大事

記、名錄、手冊、傳記、地理、圖鑑、統計8類。

每位評審委員最多只能勾選50種圖書，每書只要得到3票，也就是過半數就可以入選，大

致到四點半左右，甲乙兩組評選結果出爐，共選出68種圖書，其中獲得5票全數通過者有17種，

分別為：《二二八事件辭典》、《不動產大辭典》、《行道樹圖鑑》、《兒童情緒療癒繪本

解題書目》、《果實種子圖鑑》、《恆春半島的迷你貝及小型貝類》（96年出版，補遺）、

《核能辭典》、《現代日本政治事典》、《圖解最新版老人照護安心百科》、《漢英虛詞翻

譯手冊》、《臺灣古典文學大事年表，明清篇》、《臺灣甲蟲生態大圖鑑》、《臺灣兒童文

學年鑑‧2007》、《臺灣音樂百科辭書》、《臺灣鳥類全圖鑑》、《戰後臺灣人權年表：1945-

1960》、《觀鳥金門：金門賞鳥指南》。

如果將上述17種書單，與其他政府單位所舉辦的選書活動相比，可以發現其中7種曾獲得入

選，例如：《二二八事件辭典》、《觀鳥金門：金門賞鳥指南》曾獲得「第一屆國家出版獎入

記《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書目‧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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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獎」，《兒童情緒療癒繪本解題書目》獲得「第一屆國家出版獎佳作」，《行道樹圖鑑》、

《果實種子圖鑑》、《臺灣鳥類全圖鑑》獲得「新聞局第31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恆

春半島的迷你貝及小型貝類》獲得「96年度優良政府出版品評獎入圍」，而其他的10種代表性

參考工具書則被忽略，不過這也顯示我們的評選活動，與其他選書活動不同的功能與品味。

而在入選的68種工具書中，如以類型來看，則以專科字辭典17種與圖鑑17種最多，在專科

字辭典方面，醫學類就有5種之多，分別為《醫學統計學小百科》、《內科醫學百科辭典》（依

不同科別出版12冊）、《英漢醫學縮寫詞彙大全》（與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共同合作編著，解

決兩岸醫學術語差異）、《實用醫學辭典》（衛生署所編寫的大眾醫學辭典）、《醫管專業術

語》。而在音樂類專科字辭典方面，今年也有3種，分別為《新編音樂辭典，樂語》、《新編音

樂辭典，人名》、《臺灣音樂百科辭書》，最後一本最具本土原創性。

在圖鑑17種之內，大都屬於植物類與動物類，植物類包括：《果實種子圖鑑》、《臺灣蝴

蝶食草與蜜源植物大圖鑑》、《蝴蝶食草圖鑑》、《藥用保健植物圖鑑》、《臺灣野生藥用植

物圖鑑》、《臺灣野生蘭》、《行道樹圖鑑》，動物類包括：《恆春半島的迷你貝及小型貝

類》、《昆蟲大圖鑑》、《臺灣甲蟲生態大圖鑑》、《觀鳥金門》、《臺灣鳥類全圖鑑》、

《臺灣哺乳動物》，而只有《昆蟲大圖鑑》屬於翻譯本，其他皆為本土原創作品，其中比較特

殊的是《中央印製廠遷臺60週年歷年印製鈔券圖輯》一書，以鈔券圖鑑入選。

綜觀2008年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入選概況，可以發現書目類型有增加趨勢，今年就有《傅

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兒童情緒療癒繪本解題書目》、《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

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文漢籍篇》、《秦賢次先生贈書目錄》、《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專輯‧二

○○八》、《臺灣作家作品目錄‧2007》、《文訊25週年總目》7種入選，其中尤以《兒童情緒

療癒繪本解題書目》一書，獲得各界嘉許，雅俗共賞，顯示圖書館專業加上學科專家共同編製

之書目，如能符合社會真正需求，還是有發揮空間。此外，在年表類型方面，入選的《戰後臺

灣人權年表：1945-1960》、《臺灣古典文學大事年表，明清篇》、《臺灣漫畫年鑑》（雖名為

年鑑，但實為年表）三書，也都看見編者的用心，為臺灣研究提供了基礎工具。

每年的評選活動，都在回顧過去一年的出版成果，我們也發現儘管經濟環境不佳，還是有

一群人在努力編製與出版參考工具書，我們的評選活動目的，就在選出具有代表性的參考工具

書，並向圖書館界介紹，希望圖書館能多多採購，給這些編輯者與出版者鼓勵，這是我們小小

的期望，也是支持我們繼續努力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