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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載爵表示：無論是本土人文學術，還是西方思潮、文學，都是聯

經在現階段與未來所要堅持的工作。

台灣文學風華錄：專訪
聯經、爾雅、印刻三家出版人
文／盧柏儒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攝影／黃佳慧、盧柏儒

聯經出版公司，是身為兩大報之一的《聯合

報》集團中，專責出版業務的獨立公司，第一任發

行人為劉國瑞先生，現任發行人是林載爵先生。聯

經在台灣出版界中具有相當代表性，歷時既久，又

出版了甚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對台灣的人文、社會

貢獻十分卓越；爾雅出版社，則是「文學五小」之

一，在隱地先生的帶領下，至今依然堅持著純文學

出版理念，每年為台灣出版廿本文學作品，持續不

斷地在為文學耕耘；印刻出版公司，有別於兩大五

小，是台灣年輕的文學出版公司，在初安民先生的

主持下，以《印刻文學生活誌》雜誌，在2003年異

軍突起，成為文學出版的新秀代表。這三家出版公

司，通過出版，為台灣文學耕耘，將文學作品推薦

給閱讀者，他們有各自的堅持、篩選標準與出版視

野，唯一一致的，就是對文學推廣的熱愛。

一、林載爵談聯經出版

聯經出版公司，自1974年5月4日成立後，至

今已有38年的光陰，它隸屬台灣兩大報的《聯合

報》體系，當年創辦人王惕吾先生因體悟「報紙銷

量再怎麼大，生命畢竟只一天。但是，圖書出版則

不同，一經出版後，它的生命是永遠存在的」，在

聯經、爾雅，作為台灣老招牌的出版公司，早已為文學出版繳出相當亮麗的成績單，在文學不

景氣的年代裡，我們可看到林載爵領導下的聯經，採取內外並重的人文耕耘，也可看到隱地

如何嚴守文學花園；而年輕的印刻，即將邁入十年有成的歲月，在初安民的擘劃下，打造屬於

印刻的文學景觀。三位資深出版人在各自的崗位上，希望為台灣讀者打開眼界，為台灣出版好

書，始終如一且無悔地為人文出版奉獻心力。

《聯合報》、《經濟日報》的穩固基礎下，各取兩

報首字，再創辦聯經出版公司，其目的即是為了通

過好書的出版，替台灣留下重要的文化資產。

聯經現任的發行人兼任總編為林載爵先生，他

自1978年便與聯經維持著緊密的關係，退伍後的

第一年即擔任聯經的編輯，1979年轉任東海大學

教職，在教研之外，每星期還維持著一天或兩天參

與聯經的編務，直到1984年，王惕吾先生為栽培

人材，送林載爵先生前往英國劍橋大學與美國哈佛

大學留學，1987年回國後，改兼任聯經的總編輯；

隨著聯經的編務發展，出版的成長、擴大，終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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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接受了聯經長輩們的建議，放棄教職，成為

專職的總編輯，更在2004年後接下第一任發行人劉

國瑞先生的棒子，成為第二任的發行人。

聯經在人文、社會出版的經營上，可分為文學

與學術兩大區塊。自1974年成立後，聯經與《聯

合報》副刊緊密結合，一方面提供報紙版面供作者

發表，另一方面也主動積極與作者邀稿，兼之後來

《聯合報》開風氣之先，舉辦報紙副刊文學獎，遂

成作家發表的重要園地。現在回顧起來，可以發現

當前文壇很多重量級作家，青春歲月都是以聯副為

起點，而聯經則為他們出版了第一本文學作品，這

是聯經在台灣文學出版史中，深具意義的事。

後來，《聯合文學》成立後，聯經與《聯合文

學》進一步分工，文學創作的出版大部分由《聯合

文學》進行，因為如此，聯經才有精力開拓翻譯出

版的事務，這可以算是聯經在文學出版的大躍進。

2004年以後，由於華人文學的勃興，聯經又恢復邀

稿業務，企圖將全世界重要的華人作家都納入聯經

的出版中，比如香港作家董啟章、馬華作家黎紫書

等海外華人作家作品。另一方面，聯經長期翻譯西

方經典與新知，累積了豐富翻譯經驗，為此，聯經

亦開始翻譯非中文書寫的海外華人作家作品，陸續

推薦給台灣讀者。

至於人文學術方面，聯經投入台灣人文工程的

心力，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公司，比如1979年開始出

版的「台灣研究叢刊」一系列叢書。對於有學術意

義的人文研究，聯經一向願意投注心力，將它們推

薦給讀者；其他像古籍重刊、史料整理，皆是聯經

耕耘的對象。在翻譯工作上，西方經典文學與西方

思潮的譯介，聯經花費甚多氣力，也將之推薦到讀

者眼前。無論是本土人文學術，還是西方思潮、文

學，都是聯經在現階段與未來所要堅持的工作。

對於出版，從解嚴報禁解除、到現今媒體發

達、網路的勃興，都讓出版界掀起巨大的變化，林

載爵認為這些條件，反倒促使閱讀人口的增加，90

年代以後，不僅是台灣的作品如雨後春筍的出現，

翻譯作品，不再局限在商業、勵志、生活三大類

上，翻譯文學有了長足的進步，若從通路商的暢銷

書排行榜來觀察，翻譯小說幾乎佔領了整個台灣閱

讀市場，這一狀況在兩千年以後更為明顯。

在聯經的規劃中，主要以文學小說為主，羅曼

史、輕小說聯經則是不碰觸的。文學小說是否為暢

銷書，這需要時間的考驗，比如《魔戒》這部奇幻

小說，聯經1993年取得版權，直到1998年問世，

都是領先台灣出版界的獨到眼光，也在後來電影的

推波助瀾下，大賣72萬冊。類似的情況還有諾貝爾

文學獎作品，高行健、秘魯作家尤薩，都是在桂冠

未加身前聯經已為他們出版了作品，這也證明了聯

經選書的獨到處，足以讓讀者所信賴。    

聯經即將邁入40年，在文學出版的領域中，未

來希望能網羅全世界優秀的華人作家，加強海外非

中文寫作的作品出版，使台灣讀者能夠看見華人作

家創作的豐富度與多樣性。第二個部分則是希望能

夠打破以英美翻譯小說的主流市場，強化出版其他

語系的翻譯小說，讓台灣讀者能夠接觸多元的文學

景觀。第三則是強化人文、社會的通識作品，這一

方面台灣作品數量還不夠多，希望可以通過聯經的

出版提升台灣人文素養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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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隱地談爾雅出版

本名柯青華的隱地先生，於1975年因為對純

文學的愛好，創辦了「爾雅出版社」。由於隱地的

擘劃與眼光，讓爾雅成為台灣純文學出版中的「五

小」之一，至今仍是出版界津津樂道的話題。從70

年代開始，爾雅走過80年代、90年代，來到21世

紀，一路走來始終堅持「純文學」的道路，經歷過

台灣最輝煌的出版歲月，也見證了台灣純文學出版

市場的興變。

爾雅出版社的出版史中，隱地認為王鼎鈞《開

放的人生》與琦君《三更有夢書當枕》是爾雅最堅

實的支柱，為爾雅奠下穩健的基礎，這兩位作家是

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作家，除此之外，像是白先勇

《臺北人》等經典作品都在爾雅出版。

除了經典作品出版之外，「年度選集」是隱

地青春歲月的夢想，在《書評書目》編輯時代，

他就已經著手進行，1968年先獨立編小說選集，

1970年成立編委會，後創立了爾雅，就把這夢想

轉移到爾雅出版社來，陸續編輯出「年度短篇小說

選集」、「年度詩選集」、「年度文學批評選」。

年度選集是希望能將老中青寫作者的優秀作品結集

成冊，並賦予文學桂冠的榮譽，是相當有意義的工

作。至於今年，隱地目前正積極投入九歌出版社

「年度散文選」的編輯，這將是明年初的一個出版

話題。

70年代的台灣，文學閱讀是台灣最重要的精神

糧食，除了兩大報副刊文學的刊載，重要作家的文

學圖書出版，是眾人關注的焦點，這股風潮一直持續

到80年代；90年代以後，台灣出版來到戰國時代，

出版社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一時眾聲喧嘩，但也面

臨讀者關注重心轉移的困境，當時爾雅的純文學出

版，也遇到相同問題，但持續至今，爾雅依然維持

著每年發行20種純文學的出版數量，初衷未變。

對於文學的位移，隱地其實頗為感嘆，面對時

代的變化，解嚴、網路、手機世代，他認為這樣的

時代更需要人文精神的涵養。社會前進得太快，人

們追逐著物質文明，但人文精神卻相對被忽略了，

較之70年代那段時光，正好相反，那時人文精神是

豐沛的，而物質文明卻是薄弱的，才剛要起飛，而

文學正好發揮了重要的調劑功能，人們通過閱讀，

克服了物質匱乏的困境。而今書籍富足的台灣社

會，人文卻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因此，當出版社紛

紛轉型，爾雅反而堅持下來，走以往所走的文學路，

儘管文學不再像過往那麼耀眼，但爾雅還是相信文

學能淨化心靈，提升人文精神，甚至更為堅持。

隱地認為，文學需要專業的經紀人，台灣的

出版社林立，行銷通路健全，但卻沒有專職的發行

業務人為出版的作品推銷。在現在資訊發達的台灣

社會裡，出版的作品，往往容易因大量的資訊流通

隱地認為文學需要懂得行銷的專業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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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淹沒其中，不為人知。因此，發行業務人專職

的工作，即是要推廣文學出版品給社會大眾，這份

工作的難度甚高，除了需要對文學作品有深刻認識

外，還需要懂得行銷等等，才能將文學的美好推介

給大眾。這也是目前文學出版的最大困境，因為從

編輯、到出版、再到通路，出版人已將心力全部放

在出版品的誕生上了，對於推廣工作已是心有餘而

力不足，所以，隱地很希望有這樣的人才出現，來

為文學把脈，更進一步推介作品到眾人眼前。正因

為如此，爾雅書房的誕生，或可說是隱地企圖推廣

文學的起步，藉由文藝沙龍的空間布置，在主持人

林貴真女士的巧思下，結合爾雅文學家，舉辦演

講、閱讀、甚至閒聊文學，希望能為來訪的客人們

打開文學的窗，或重溫、或發現閱讀的樂趣，進而

喜歡上文學的耕耘。

對於隱地而言，文學出版是他的志業，自70年

代走來，經歷過台灣出版的風雲變化，他的擇善固

執，讓他在出版中看見不一樣的風景，他在文學出

版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快樂。在商業利潤與文學使命

兩者間，隱地選擇以後者為重，取捨後，所肩負的

責任自然有所不同。未來，他還是希望爾雅能繼續

耕耘純文學這塊領域，為讀者出版值得一讀的優秀

作品。

三、初安民談印刻出版

初安民先生，台灣著名的現代詩人，早年作品

在聯副發表，後任《聯合文學》總編輯，現為印刻

出版公司社長兼總編輯。他用青春歲月寫詩，中年

以後將心力完全投入編輯、出版的行伍中，他極力

反對政治干預文學，主張大花園式的文學場域，眾

聲喧嘩的文學盛景，是他在編輯、出版工作中，企

圖達成的願景。

因為「用這一代的作品改變這一代的氣質。」

這一句話在當年深深打動了初安民的心弦，激發起

他的憧憬，兼對文學的信仰與愛好，義無反顧地投

身編輯、出版。印刻文學出版公司是相當年輕的公

司，自2003年投入出版界，即以《印刻文學生活

誌》異軍突起，獲得文壇重視與讀者青睞，這自然

不能不歸功於初安民的籌劃與耕耘。

當時的文學出版市場正面臨巨大的變化，普遍

認為前景並不樂觀，因此，台灣是否需要多一份文

學雜誌，是需要深思的問題。初安民以「作家」為

編輯專題，將他心目中重要的作家逐月刊登，經年

累月後，形成複音多調的文學景觀，印刻風格由此

成形。以作家作品為關注視野的文學雜誌即將邁進

第十年，已然在文學雜誌的出版中站穩腳步。

在出版的各環節中，「作者」是初安民最

關注的元素，開發作者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與精

力。在新世代寫手的培育上，印刻投入相當的氣

在出版的各環節中，「作者」是初安民最關注的元素。



│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2.12  NO.37  │ 45

度，別期待文學出版能立竿見影，而是認清它的邊

緣性，一步一步努力地播種、耕耘。特別是印刻已

即將迎接第一個十年，他計畫為印刻初十年做些什

麼，或許來個回顧，也或許用其他方式來為印刻體

檢一番，這部分還包括印刻努力經營的文藝營隊、

文學獎。至於印刻對台灣文學出版有什麼貢獻，他

謙虛地說，這就留給其他人來討論。

對於未來的印刻，初安民想把握職場生涯黃金

五年的時間，以月為單位，按部就班地完成印刻的

出版計畫，將印刻所關注的作家推上更高的文壇位

置。同時，他也在思考，十年印刻在這巨烈變動中

的社會裡該扮演什麼的角色？究竟文學是奢侈品？

還是必需品？他希望能繼續在編輯、出版的過程中

去探尋。

四、結語：三位無怨無悔的人文耕耘者

聯經、爾雅，作為台灣老招牌的出版公司，

早已為文學出版繳出相當亮麗的成績單，在文學

不景氣的年代裡，兩家有著各自的規劃與堅持，

我們可看到林載爵領導下的聯經，採取內外並重

的人文耕耘，也可看到隱地嚴守文學花園，不為

其他出版品所動的出版理念；而年輕的印刻，即

將邁入十年有成的歲月，在初安民的擘劃下，打

造屬於印刻的文學景觀。三位出版人共同的特

質，就是以人文出版為志業，既希望為台灣讀者

打開眼界，又希望能夠為台灣出版好書。三人在

各自的崗位上為提升台灣的人文景觀，始終如一

且無悔地為人文出版奉獻心力。

力舉辦文藝營、文學獎來栽植新人，有時會發現

一些具有潛力的寫手，甚至一鳴驚人的創作者。

但是，在這個資源豐富的社會裡，他發現到新世

代寫手面臨的困境是，成長在過於喧囂的環境，

在不缺乏文學獎項與發表園地的文學場域中，要

面對的反而是自我的要求；如何持續不斷地筆耕

與精進，直到成為中堅作家、優秀作家，這個過

程較之過往是加倍辛苦的。同時，印刻也在能力

所及的範圍內，為卓然成家的寫作者出版作家全

集，但這樣的工作，以民間團隊的力量是艱辛

的，成效有限。初安民認為這一項任務，還是需

要國家力量的支持，但相對地，政治干預的克服

是首要的難關，唯有克服意識形態的枷鎖，才能

讓台灣的文學朝向多元多音的發展。    

對於寫作者是否能夠成一家之言，初安民認為

至少要以「十年」為一個週期來把脈。年輕作者第

一個十年光陰能否成為優秀作家，或是中堅作家，

是寫作之路的第一個難關，要能跨越過去才稱得上

是作家；爾後，還須讓自己成為文壇不可缺的一員

才行，要達成這樣的任務，唯有持續不斷地寫作。

至於出版商的任務，就是不斷地關注作家、推動作

家；出版無法取巧，無法假設讀者群以及利潤，只

能取捨作品本身是否值得推薦給讀者，出版之後，

最後都交由時間來仲裁。

在初安民的心中，有一張以華人作家為中心

所編織成的出版地圖，希望自己能為華人作家盡心

力，也為讀者費心思，出版華人作家作品。但是他

也強調從事文學出版，需要抱持「無用之用」的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