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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地探讨 了台版 图书的引进策略和引进 中应注 意的问

【关键词】 台版 图书 台清出版 图书引进

# 台版图书是中华民族文化 宝库的兹要组成部分

台版图书是中国图书文献宝库的组成部分
,

而且是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
。

说其重要
,

最主要的是因其特殊的历史与地位

所致
。

# ∃ % & 年甲午战争后
,

台湾被迫割让给 日本 &! 年 ∋ 光复

后不久
,

国民党败退到台湾
,

台湾又开始实施与祖国大陆完全

不同的政治制度
∀

这两个因素
,

使得台湾出版业在过去的 #!!

多年中呈现出诸多与祖国大陆出版业完全不同的特色
。

台湾

收藏有我国大盆历史珍贵文物
,

如台湾故宫博物院现收藏着

从大陆运去的 & !!! 多箱
、

 & 万件以上珍贵文物
,

#! 万卷以上

古卷
,

#( 万册以上珍贵图书和历史档案
。

可 以说中国历代文

物重器
,

其精品几乎尽存于此
。

在数十万册图书档案中
,

有一

部完整的《四库全书 》
,

有敦煌经卷 #! 。多部
,

有明清时编纂的

# & !! 多种地方志
,

以及善本
、

抄本等
,

还有商代 甲骨  & 万片

)占全国一半 ∗
,

台湾所蕴藏的极其丰富珍贵的可出版资源由

此可窥见一斑
。

同时
,

台湾又是现今中国出版业少数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

台湾属海岛型文化
,

世界出版信息畅通
,

出版形式多姿多彩
,

富有创意
,

版权贸易非常活跃
。

出版的国外引进版权译著
,

历

史
、

经济管理和法律方面的研究书籍有一定的优势
。

 台清圈书出版交流现状

 
∀

# 出版的自由化
∀

# % ∃ + 年 + 月 巧 日台湾出版业宣布解

严
,

实施了长达 ∃ 年之久的戒严法被废除
,

台湾出版业开始

了 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

进人空前 的活跃状态
。

特别是在

# % % % 年 # 月台湾出版法废止后
,

出版经营在法律上完全等同

于其他商业经营活动
,

使得出版行为彻底商业化
、

市场化
,

出

版品的内容彻底多元化
∀

出版已没有禁区
,

出版者所面对的只

有彼此之间的竞争
。

 
∀

 出版社数量众多
,

良芳不齐
,

民营出版公司 已成为图书

出版的主力军
。

截止到  ! ! ! 年底
,

台湾登记注册的杂志社有

( 有
,

出版社有 (∃! 家
。

比较活跃的出版社有 !! 至 (!!

家
,

大多数出版社的出版规模较小
,

有的出版社名存实亡
,

有

的出版社一年仅出版一二种书
。

台湾《出版法 》的废止
,

确立了

出版的 自由化
,

出版社在法律注册上较为宽松
,

每年有近 #! !

家出版社注册产生
,

同时也有几十家出版社倒闭
。

在戒严初的一二十年里
,

出版行业的各种形态多以党公

营为大
。

图书出版发行以正 中书局
、

台湾书店
、

中国新闻出版

公司
、

中央文物供应社及文艺创作出版社等实力最强
。

+! 年

代起
,

出版领域党公营与民营的实力对比开始全面转换
。

到

 ! 世纪 ∃! 年代
,

随着联经
、

时报文化
、

全华
、

松岗
、

远流
、

光

复
、

新学友
、

汉声等民营出版社的崛起
,

民营出版公司开 始成

为图书出版的主力军
。

 
∀

出版品种多
,

内容多元化
,

但出书以消闲 和传播一般知

识为主
,

满足深层次需求的图书是弱项
,

严肃出版品进人低

谷
。

# % % ∃ 年台湾共出版图书  + ! ! ! 多种
,

总定价新台币  (

亿元 )新台币 # 元约合 。
∀

! 美元
,
!

∀

 & 元人民币∗
。

 ! ! ! 年台

湾出版的图书品种达到 ! ∃ +# 种
,

约为每月  &!! 种左右
,

相

对于中国大陆 # 万品种
,

约占 # ,(
,

可见其出版品种之巨
。

其

中
,

以少儿读物
、

教材和小说类图书的出版品种所 占的比例最

大
,

约为图书出版总量的 (! − ∋生活类
、

艺术类和经济管理类

约占 ! −
,

电脑类图书约占 环. + −
,

宗教
、

政治
、

法律类也

占
∀

一定的出版量
,

科技类出版量较小
。

在出版品内容多元化
、

引进作品 日益增多的同时
,

严肃作

品 的出版却进人了冬天
。

这在文史哲领域表现最为明显
。

过去

文学出版的统治地位不复存在
。

严肃人文作品的创作
、

出版与

销售数量都呈锐减趋势
,

各种畅销书排行榜上更是难觅其踪

迹
。

 
∀

( 两岸出版交流活跃
,

引进版权占了半壁江山
。

随着两岸

交流的深人
,

出版业迅速成为交流中最活跃的一环
。

与大陆的

版权贸易
、

合作出版成为诸多台湾出版业者的一项重要业务

内容
。

特别是 %! 年代以来
,

海峡两岸的出版发行业的交流与

合作 已经跨越了原有的障碍
,

在版权贸易
、

图书贸易
、

合作出

版
、

共同投资
,

以及互在彼岸举办书展
、

研讨会
、

组 团访问等方

面都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
,

频繁往来
,

进人一个有序发展的双向

交流阶段
。

外 国作品引进亦成为出版界的新热点
。

台湾每年出

晰况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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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新书
,

通过版权贸易引进 的书约 % ! ! !种
,

约为 # ,
,

在少儿

出版等领域引进作品已占一半
。

 
∀

& 传统的出版形态迅速发展变化
,

出版开始向网络化迈

进
。

顺应国际出版趋势
,

%! 年代前后
,

台湾出版业也开始热心

于多媒体出版
。

一些出版公司还做了较大的投人
。

随着网络的

快速发展
,

台湾出版业又开始向网络化方向转变
。

首先是出版

品销售的网络化
,

在一些网络公司开设网络书店的同时
,

又有

众多出版公司开始设立 自己的网络书店
。

其中像远流
、

三民等

出版公司的网络书店 已有一定的规模与影响
。

%! 年代后期
,

更有出版公司开始尝试出版
“

电纸书
”

—
授权读者直接从网

上 下载出版公司上 网的作品
。

 
∀

台湾出版业也存在相当多的问题
,

主要表现在
;

出版社

往往追求短期效益
,

要求投资快速 回收
,

缺乏长期打算 ∋ 重复

出书严重 ,竞争激烈
,

经营极为辛苦
,

尤以传统小出版社为甚
∀

台版 图书引进策略
∀

# 关注两岸出版交流动态和 台湾网络书店信息
,

获取最新

台版图书信息
。

在  ! ! ! 年举办的第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上
,

台湾方面计有
“

故宫博物院
” 、

联经出版公司
、

时报文化公

司
、

幼狮文化公 司 等 & 家书局
、

出版社参展
,

展 出图 书约

# &! 。种
∋  ! ! # 年 月由厦门对外图书交流中心和台湾图书发

行协进会共同举办的
“
 ! ! # 年台版图书订货会

” ,

组织了 & !!

种最新台版图书参展
,

并确定了通过金门海运台湾图书的新

的合作意向 ∋  ! ! # 年 ( 月由厦门市图书馆主 办的
“
海峡两岸

文献信息交流会
” ,

台湾著名图书馆学家
、

原中央图书馆长王

振鹊教授做了
“

台湾图书馆事业之发展
”
的报告

。

图书馆采访

人员可通过书展实地考察
、

获取有关资料来了解台湾出版发

行界和台版书的最新动态
。

网络书店方面
,

以下两家值得关注
。

台湾远 流出版公司将

旗下博识网独立成网络公司
,

跨足台湾
、

大陆两地 图书电子商

务市场后
,

建立不久的金石堂书店创下单周销售达 ! 万元的

佳绩 , 而台湾网上书店拓荒者
“

博客来书店
”
在成立 ( 年后

,

也

公开 了全新改版的成果
,

并宣告自己成为
“
全球华文的知识人

口 ”
的决心

。

∀

 台版图书引进必须遵循严格的预先审批程序
,

引进 品种

选择上须加慎重
。

目前
,

海峡两岸尚未统一
,

台独分裂反动言

论屡见不鲜
∋
加上台湾的出版自由化

,

宜扬邪教和心智迷信的

所谓
“

宗教
”
类台版书很多

∀

因此
,

在宗教
、

政治类图书的引进

中一定要严格选择
,

取其精华
,

去其糟粕
,

并遵循国家有关的

法律法规
。

∀

引进图书品种选择上要有重点和针对性
。

引进台版图

书
,

在引进范围和 品种选择上应重点考虑所在图书馆读者的

教学研究需要和服务要求选择优秀作品
,

在出版社的选择上

重点关注一些专业出版社和较有影响的出版社
。

品种选择上
,

首先是史哲作品
,

因为目前清代以前相当多

的历史资料和满文资料分布在台湾 ∋其次是法律 )民法
、

海商

法
、

经济法等 ∗研究方面的作品
、

文学作品和 经济管理方面的

作品 ∋ 再次是国外译著
。

宗教类作品一般不能引进
,

政治类作

品根据需要引进
,

但在馆藏保存和阅览方面需制定特别的政

策
。

台湾 出版社方面
,

影响较大的专业学术出版社有
;

九州图

书出版社
,

专营医学院及生命科学相关系所用书 ∋ 五南图书出

版有限公司
,

专门出版法律
、

政治飞社会
、

心理
、

教育
、

商科及中

国文学等领域的大专教科书 ∋ 台湾高等教育出版社
,

为大陆原

版 图书的代理商 ∋翰芦图书网络书局
,

出版经济管理
、

法学 和

政 治等大专教课 书为主 ∋ 资讯 与 电脑 出版社
,

专门介 绍

0 / <= / >
、

?=>
、

8≅ =
、

企业
3
化等最新科技内容 ,九章出版社

)台湾站 ∗
,

为数学专业出版社
,

等等
。

综合出版社如
;

联经出版公 司
,

出版文学
、

生活
、

励志
、

财

经
、

旅游
、

保健等书籍 ∋远东图书公司
,

出版英汉汉英字辞典
、

英语学 习丛书
、

中外文学作品等 ∋非常客家
·

龙阁传播
,

完全

从事客家文化出版品
∋

其它如时报文化
、

锦绣
、

皇冠
、

正中书局

等等
,

在出版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
。

文史类出版社如文津出版社
,

学生书局
、

龙文 出版社等
,

编辑出版的图书都各具特色
,

大家也较为熟悉
,

在此不一一列

举
。

∀

( 根据海峡两岸版权交流和合作方式引进图书
。

版权合作

主要有版权转让
、

合作编译
、

合作排印和合作出版四种形式
。

根据出版所在地
,

引进时要 区别对待以下三种情况
。

∀

(
∀

# 台湾引进大陆作品版权而在大陆未见出版
,

需引进或

补齐
。

例如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
,

这套丛书均为大陆作者所作
,

但绝大多数作品未见在大陆出

版
,

比如谢元鲁的《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
,

蔡崇榜的《宋代

修史制度研究 》
,

张建仁的《明代教育管理制度研究》
,

于化民

的《明中晚期理学的对峙与合流 》等等
,

而这些作品大多为我

国文史哲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

在引进时常常要重点关

注和买全品种
。

∀

(
∀

 台湾引进大陆作品版权
,

但这些作品在台湾
、

大陆均

有出版
,

不考虑引进台湾版本
。

如台湾锦绣出版社与大陆出版

社合作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
、

《中国大百科全书》! 册
、

《中

国现代美术全集 》(! 卷
、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 》 !。卷
、

《中国近

现代名家画集》 ! 册等作品
,

同时有台湾版和大陆版
,

在采购

上一定要注意版权合作信息和认真查重
,

以免产生重复购买
∀

特别要关注台湾引进版中最受欢迎的 四方面的图书
;

一是反

映大陆近来学术发展成果 的学术专著 ∋二是中外语言词典 ∋ 三

是大陆文化艺术历史和名胜风光 ∋ 四是中国的传统医学和 日

用医学著作
。

∀

(
∀

大陆 已引进台湾作品版权
,

首先考虑购买大陆引进

版
,

以节省采购经费
。

这些作品大多是文学类和学术研究类
,

其次是社会科学
、

美学和旅游方面的著作
,

政治和经济方面的

著作则极少
。

如柏杨的《丑陋 的中国人 》
,

龙应台的《野火集》
,

古龙的武侠小说系列
,

琼瑶的言情小说系列等等
。

∀

& 引进台版图书要注意查考书目信息
,

以避免重复采购
。

在台湾出版界
,

一段时期以来
,

翻印大陆 )解放前
、

后 ∗的各种

学术著作越来越多
。

一是市场需要 )供教学
、

研究之参考 ∗
,

二

是有利可图 )翻印书成本较低
,

而获利颇丰 ∗
。

但在台湾特定的

政治环境中
,

为应付当局的
“

审查
” ,

也为避
“

盗版
”
之嫌

,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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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商对所 印之书
,

常弄假作伪
,

采用各种手法
,

从
“

外
”
到

“

里
” ,

进行篡改
。

常见的方法分析如下
。

∀

&
∀

# 改
“

题名 ,’) 或同时改责任者 ∗
。

如语言学家王力的《汉

语音韵学 》被 )台 ∗春顺书局改名为《中华音韵学 》)作者也改署
“

王协 ,’∗ 八台 ∗文津出版社的《中国律诗研究》)署
“

王子武 ,’∗ 和

)台∗乐 天出版社的《诗词曲作法讲话》)署
“
本社编

” ,

都是王力

所著《汉语律诗学》的盗印本
。

∀

&
∀

 改
“

贵任者 ,’) 或同时改书名 ∗
。

这种情况较为常见
,

手

法主要有三
;

一是隐略去原责任者
,

成佚名书 ∋ 二是以新
“
名

目
” ,

如换署该出版社编辑部
、

换署原责任者未在原书使用的

名号或其它别称
、

换用另一人姓名或假托的人名
,

来替换原责

任者 ∋ 对原署名作字面上的改动
,

主要是
“
减字

” ,

即留
“
头

” 、

去
“

中
” 、

掐
“
尾

” 。

举例来说
,

台湾中华书局 # % ∃ ( 年版《西洋教育

史 》)本局编辑部著∗
,

原书为上海中华书局 # % ( # 年版
,

作者为
“
王克仁

” 。

∀

&
∀

删改内文
,

把不同的书任意
“

拼合
” 。

如台鼎文书局

# % + 年出版的《戊戌变法文献汇编》)杨家洛主编
,

共 & 册 ∗
,

原书为《戊戌变法 》)翁伯赞等主编
,

共四册
,
# % & 年版 ∗

。

台版

书除改题名主编者
、

删序言外
,

其所增的第五册实为大陆出版

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案》)中华书局 # % & ∃ 年版 ∗
。

以上列出的是台版书
“

作伪
”
的常见手段

,

图书馆采访人

员在台版书采购中可逐步积累工作经验
,

多途径检索书 目信

息
,

善用参考工具和请教专家进行考证
,

就可以避免
“

作伪书
”

冒作
“

新书
”
返销大陆 ∋否则如不识不辨

,

就会盲 目购进
,

浪费

经费
。

∀

外汇
、

引进渠道 和折扣问题
。

我国 目前外汇管制尚未完

全放开
,

国内图书馆尚无法直接从台湾出版社和书商购买图

书
,

需通过图书进出 口公司办理
。

国内进出口商一般通过香港

做转口业务
,

如北京外文局设在香港的分支机构—
香港和

平图书公司
,

 ! ! ! 年进 口台版图书达到( &!! 万元
。

随着两岸

文化交流的不断深人和两岸
“

三通
”
逐步放开

,

目前已逐步开

通金门至厦门的海运直航
,

台湾图书发行协进会和厦门对外

图书交流中心 已就有关海运直航进行合作
,

这将大大降低运

输成本
,

改变以往的台版图书在国内售价 比香港贵的局面
。

在折扣方面
,

台湾岛内店销渠道的折扣一般为
;

出版社与

零售 书店结算 折扣率为 “− 一 +& −
,

地 区经 销为 && − .

& −
,

总经销为 &! − . ! −
。

目前国内图书馆引进台版书的

折扣率一般为 %! 写
,

如采用海运直航
,

估计结算折扣率可 达

∃! −
,

这将大大降低图书馆的经费开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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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的登到
、

编 目
、

题录和专题文献数据加工工作
。

这样
,

不仅提

高了工作效率
,

而且在读者服务和信息服务的过程中
,

可以引

发期刊管理工作和题录
、

专题文献数据加工工作的新思路
,

从

而改善管理
,

调整专题
,

为读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
、

高质量的

服务工作
。

 
∀

( 应特别注意数据库的标准化
,

数据记录的字段应严格按

照《中国文献著录条例》和《中国机读 目录格式 》)=6 >2 / = ∗

的要求设计
∀

因为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是图书馆界长期追求的

目标
,

数据资源录人时是否规范
、

标准
、

统一
,

将直接影响数据

库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

所以软件设计时就应注意其数据记录

字段的标准化
、

规范化
。

 
∀

& 检索途径应该多样化
。

例如在查询期刊信息时
,

应该可

以从分类号
、

刊名
、

邮发代号
、

=6 号
、

Β1 ?6 号
、

主办单位等多

种途径检索
,

方便工作人员和读者查询
、

利用
。

对于其他数据

库亦应如此
,

尽可能多地提供检索人 口
,

方便使用
。

 
∀

软件的维护功能应保证该系统的安全
,

使其具有永久保

存性和防外来侵害能力
,

即使卡片
、

书本等形式的目录意外被

毁
,

电脑仍可提供所需内容
。

总之
,

期刊工作管理系统的开发应用
,

应该大大地简化期

刊管理工作程序
,

并使之更加科学
、

规范
、

合理 ∋ 同时把期刊工

作人员从繁重
、

复杂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

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进行题录数据库和专题文献数据库的加工
,

最大限度地发挥

期刊情报功能
,

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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