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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在出版工作中已有幾年經驗的人，

對於林訓民為臺灣出版界所創下的輝煌

榮景一定不陌生，民國 70 年到 83 年之間，林

訓民曾擔任臺灣英文雜誌社（以下簡稱臺英

社）執行副總經理、中華民國直銷協會秘書

長，經由他帶領的臺英社業務與出版團隊，

在當時不僅創下出版界一年最高二十五億的

營業紀錄，也豎立出版直銷專業的形象。

過去因臺灣面臨經濟起步與出版業開始進

入開拓的特殊性，林訓民以直銷帶動當時文

化經濟，並積其多年的經驗與企管的背景，

出版《推銷教戰守策》、《傳銷全方位指南》

等書，雖出版多年，至今仍是有志從事直銷

業者的必讀教材。他對於出版的推動也同樣

不遺餘力，過去由其創辦的《精湛》雜誌，

大力支持出版工作的創新與企劃經營，過去

是一份極具份量的出版雜誌，他同時居間為

臺灣出版界引進包括《E L L E》、《讀者文摘》

等國際知名雜誌，以及不下數十本的國外獲

獎童書。

8 3 年林訓民離開臺英社，獨立經營青林國

際出版公司，選擇兒童圖書作為公司的經營

項目。由於常流轉於國際出版市場，林總經

理對全球的出版動向洞察敏銳，特別是童書

出版的經營與銷售。

就出版社方面他觀察到這兩三年來的變

化，綜合出版社觸角向童書市場侵襲，如正

中、聯經、藝術、雄獅等出版社，這一兩年

都對圖書市場有推擠試探的動作。至於原有

童書出版的老兵雖不死，但業績明顯衰退，

以漢聲、臺英，信誼、光復來說，從前年可

達數億年營業額萎縮大約一成的業績；最後

是新出版社加入，就現在經濟環境與圖書消

費情形來看，新的加入者若要一出版就創造

出話題書不容易，成為主流更困難，兒童市

場是被認為最不受經濟影響的，因為兒童教

育問題不會因經濟不好而停頓，傳統思維上

兒童消費都是父母花大錢，且經營價位高，

自然容易引起新加入者共同競爭。

政府其實在童書推廣工作上扮演很重要的

角色，林訓民非常推崇歐美對童書出版的推

廣方式，他表示，歐美地區政府都編列有專

款，採行與業者合作內容，以相當的規模制

度與銷售管道臺推動。這是一種專業上尊重

市場正常的出版作業與銷售體系，但在架構

跟主題則由政府來主導。業者受限市場需求

規模不夠經濟無法出版，政府採以補助辦

法，使具有特殊意義的主題得以受到照顧。

而美國更以圖書館推薦為推廣導指標，一方

面政府參與了文化出版工作，也照顧到業者

做不到的或是因經濟問題無法執行的出版工

作，唯一的風險則是可能出現不專業的情

形。

雖然這些年在政府單位努力於鄉土教育與

環境保育的童書議題，林訓民認為國內業者

在議題上實際是無太多改變的。他表示童書

的出版更強調專業，重視內容經營特色，以

及對市場需求空間的瞭解。國內童書出版一

般選取的主題多為國外得獎作品和作者名

家，他覺得這雖是考慮到降低風險，但往往

造成市場上主題過分重疊，以情緒與親子關

係主題為例，市場童書出版品就一大堆，當

然與社會不斷強調自我成長與人際關係的原

因，但反觀國外，只要是感人的事物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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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內容，因此，主題可說是百花並呈。

林總經理特別指出國內市場其實還有一個

特殊的現象─「偏食症」。前一陣子因9 2 1地震

而強調的死亡教育，市場出版品一窩蜂過度

強調，讓兒童在這一段時間只能閱讀到這些

主題，就是一種偏食症。林訓民說，孩子在

這方面的閱讀有時是被動的，小孩子在飲食

上已經出現麥當勞偏食現象，在他的頭腦閱

讀思考上社會又這樣偏食；學校教育過於僵

化步調慢，媒體有其惡質性競爭，民間兒童

出版就要有一份社會責任與覺醒平衡教育上

的誤差，出版的策略也要從此觀點出發。林

訓民在童書經營上深深感受到，童書是第一

道教育，提供孩子第一次接觸文字與圖像，

其實是一種終身教育學習，童書出版應該扮

演重要角色與發揮影響性，也就是給予不同

及適當的導引。

藝術是包容教育內涵最多的主題，林訓民

去年參加波隆納兒童書展，該年主題「Arts for

C h i l d r e n」，他很慶幸自己在六年前就選擇以藝

術作為自己出版的主線，而日本與歐美則在

去年開始以藝術為題，強化了教育中的七大

領域。「教育競爭是國力競爭基礎」，林訓民

提醒大眾及出版人：沒有前面的人文教育的

基礎紮根是不會有科技這種成果，而在教育

年齡越來越早，藝術人文則是讓孩子接觸整

體生活概念的好主題，因為它包含了人文、

科技與新靈意含，也是未來出版的主流。

說到國內繪本創作狀況，林訓民提出他的

看法。他說圖畫書基本設定為「 children and

p i c t u r e」，是透過童書圖畫與文字的單純，在

閱讀中感受到愉悅和簡單，具備返童功能。

如果以國內最近十分暢銷的幾米為例，林總

經理以上述基礎來評論，他認為幾米是小說

插畫非兒童圖畫書創作者，但是由幾米成功

還是可以說明國內創作若要達到世界水準，

技術成熟是一個很必要的條件，進而再仿效

國外的風格或是走出自己的特性。不過林訓

民在接觸國內創作者時，對國內作者在創作

上的努力與自我要求，仍深感不足。

林訓民以「青林」所遇到的問題分析說：

國內插畫者較封閉，老一代成名而既有相當

影響力與地位的創作者，雖作品有特色，但

業務多，無自我突破的壓力，畫風與主題上

的進步很少，似乎有點媳婦熬成婆的意味，

相對也無法帶領新的後輩進入創作的新領

域。中生代中出現許多人非專業作者，原先

因興趣而從事創作，後來轉為工作，這些人

到了一定的程度時容易有瓶頸，主要是缺乏

科班教育或專業訓練過程，因此，不論是專

事創作或是業餘的，都有進修與自我要求的

必要。當然，這樣的問題牽涉到出版社與創

作者的互動關係，也揭示了藝術發展與供養

者的關係歷程。

林訓民切入歷史，提出國內童書創作上的

問題。文藝復興時期，商人是藝術贊助者，

臺灣插畫者在這轉變中有許多相似之處，在

過去臺灣社會與經濟互動中，以政府單位教

科書出版最有錢，書本的插畫者必須依限制

創作，不敢突破與創新，一方面在創作上須

需要時間，會造成收入縮緊，另一方面是沒

有信心，造成有有個自己的風格，卻失去經

濟來源。另外還有一種現象是，創作者對出

版溝通方式與遊戲規則不了解，過去有一些

被出版社騙的經驗，形成月暈效應，使 出版

社與創作者關係演變為緊張不想合作。林訓

民覺得國內在創作上亟需要建立師徒制度，

透過大師的學習引導與典範，來提昇國內創

作水準，就像達文西與其徒弟凡沙利的互動

一樣，從工作上一板一眼要求做起；而國內

目前並沒有這樣的大師，從學院系統的開始

是臺灣創作的一條途徑。

雖然林總經理過去經驗擅長行銷策略，有

創下不少傲人成績，但他一直認為那是在當

時經濟環境下所促成的，他回想過去 1 9 8 0 年

代臺灣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他在臺英社扮演

行銷與公司發展策略角色，主要就是以當時

行銷環境下用各種最好的行銷途徑作銷售，

也促成公司有責任與市場地位有選擇產品的

強勢，他自認這是一個主要開發臺灣市場用

童書世界的經營—訪青林文化總經理林訓民



專　
訪　
全
國
新
書
資
訊
月
刊
◆
民
國
90
年
4
月
號

42

新的行銷觀念與與途徑過程。銷售通路會用

盡，社會會改變，林訓民說：「行銷不能做

百分百的主要性，臺灣和全球都是相同。」

公司整體的策略與經營必須要落在行銷與產

品整合上，兒童書的內容功能比一般書籍更

強，更需要回到產品面，不論是以代理授權

或本土製作的出版，以前是選最最好的產品

行銷，現在是如何開發好的產品。

出版是累進不能速成的，要適當培育與因

勢利導。雖然在個人出版轉型開始之初，林

總經理仍選用專長管道以直銷進行銷售活

動，但他注意到社會上較缺乏的主題作為產

品內容，以其公司所設定藝術出發，就是考

慮到藝術相對科技是互相平衡的。面臨市場

傳銷的轉變、從一般店頭轉入賣場與網站的

銷售方式，喜歡觀察出版的林總經理，總抱

著必須確定自己可以掌握才願意以穩健、確

切的方向來嚐試各種行銷的可行性。

林訓民希望國內圖書館對童書推廣活動應

多加著力，他指出一個出版成熟的經營環境

圖書館應是主流，負責評鑑圖書好壞，但國

內圖書專業人才多流於行政人員，工作重點

放在標購程序與消化預算，以單價高的童書

採購，往往因經費限制，可採購的數量明顯

較少，為取量多就會買到便宜但品質差的童

書。其實圖書館在此方面應做好圖書選擇、

推動、鼓勵和收藏的角色，成為假日或家庭

閱讀指標，當然必須有專業人員對童書與心

理有深刻的瞭解，或請專家來協助。如果在

社會需求壓力、政府重視、專業與預算的配

合下，童書的推動自然會有一定的效果，如

每年舉辦小太陽獎，讓讀者有參考書目可供

選擇，圖書館小團體閱讀和說故事，更期待

圖書館未來扮演專業書評角色，對童書有導

引示範作用，就像國外圖書館受到社會信

賴，同時也是其職責中專業的具體表現。

媒體的影響可說無處不在，尤其是小孩。

近年童書的銷售與媒體的推波助瀾有些關

係，林總經理舉小鼠波波、小兔彼得的例

子，因電視媒體的出現，相關產品在市場大

受歡迎。小朋友對圖像偶像的認同度高，但

在「娛樂中也要學習」，所以林訓民提醒業者

在出版或是製播時，選擇的內容一定是取有

娛樂教育或是文學藝術質素，考慮孩子學習

需求，以塑造行為典範與藝術感。

只要是出版界似乎都會擔憂，傳媒經營角

色模糊與跨入，以及大財團以財力進行出版

市場的角逐，童書出版也不例外。林訓民對

此感到憂慮，他覺得大出版社從綜合出版進

入童書市場，不僅有排擠效應，其專業程度

也是問題，因為組織過大所要顧及的層面太

多，營業量不大的產品很容易被忽略照顧。

以國外 T I M E 集團與 WA N E R 先前的合併，再

與 A O L 形成的大媒體集團，在順位上是

A O L、T I M E、WA N E R，以兒童市場的華納公

司中的編輯，在公司決策者看不到你、不瞭

解你的企劃、再加上公司資源分配順序，許

多好的內容容易被犧牲。

就像所有的出版一樣，兒童書一直不斷需

要創新，且活潑度要高，如果真有心經營童

書世界，林訓民以其多年的經驗提出的三個

經營原則，一、專業、靈活的態度；第二要

注意發展大方向，同時不要逆流失去機會；

最後建議出版社固守自己專業的特色才會有

存活的空間。雖然傳媒力量不可忽視，但如

果可以比媒體跑快一點，與主流不脫軌，以

出版社的專長來突顯，仍容易受消費者注

意，未來在出版發展極端仍是極大或極小，

小出版在專業下一樣有一片天。

「青林」成立至今雖才六年，卻有許多出版

社稱羨的出版及行銷經歷，也因為專業，讓

該公司有機會與國際知名出版社合作授權或

是共同開發出版，在市場經營成果表現與風

評都十分不錯。儘管林總經理在公司經營上

有許多壓力與事務，但在出版推動或是後輩

提攜，林訓民總是盡其所能提供協助，從早

期出版刊物發行、行銷市場的擴展，並長期

在校園中教授出版經營的課程。生活多面向

就像他所經營的童書世界，也讓他在工作與

生活中擁有自我滿足與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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