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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經三十年
文字工作者 ◎ 徐開塵

現在已少有人還記得或去討論「五月四日」

在歷史上的特殊意義。但今年的「五四」，聯經

出版公司卻舉辦了溫馨的茶會，紀念這特別的

日子。「五四」是民國初年知識分子發起的思

想啟蒙運動，更標記著聯經出版公司誕生的使命

感──架構東西文化交流的平臺，作為思想啟迪的

橋梁角色。

今年的五月四日，正是聯經三十歲生日。

倏忽三十年已過。聯經當年藉著「五四」的意

義做為精神標竿，以「會通中西文化，開拓知識領域」為創立宗旨，如今檢視其「執行力」，

真可謂半甲子不改初衷，早年栽下一株「文化傳承與創作」的小小種苗，今日已見綠蔭滿園。

出版事業的可貴，在於他與大時代脈動相互呼應。一個出版機構的成長歷程，正反映出大

歷史長河的一章一頁、一個片斷或一幅縮影。和臺灣共度三十年的聯經，已為大環境的發展變

遷留下明證。

1 9 7 0 年代臺灣全力打拼經濟的時候，明顯忽略了文化傳續和文化建設的重要。聯合報系創

辦人王惕吾有鑑於臺灣社會正處在失衡的狀態中，必需重新找到一個平衡的力量，才有助於未

來的成長。1 9 7 4 年 5 月，他決定以創建《聯合報》和《經濟日報》的理想為基礎，在稍縱即逝

的新聞之外，成立「聯經出版公司」，藉圖書出版延續和重新評估歷史文化，同時傳播新思

維。

以當時的臺灣出版界來看，聯經的創立，在某些類型出版品上，的確具有開風氣之先的指

標作用。王惕吾創立聯經之初，已強調自己的理念：「為學術界服務，出版有長遠價值的學術

著作，好書一本賣不掉也沒關係」。

由發行人劉國瑞帶領的聯經團隊，為落實王惕吾的理想，邀請學者專家組成編輯委員會，

審慎評選書稿。聯經總編輯林載爵說，至今聯經仍維持編委會評選學術論著的機制，「堅守出

書品質的努力，三十年不變。從提升文化的角度來看，聯經盡了心力，作了貢獻。」

劉國瑞對學者的尊敬，視如親人，早已在出版界傳為佳話。歷史小說家高陽一生行徑不

羈，平時財務問題，乃至晚年生病入院等生活中事物，幾乎都由劉國瑞協助打理。前中研院院

長吳大猷退休後生活陷入困境，牟宗三來臺講學及居住安排，也由劉國瑞負責。以至海內外重

要學者常將第一本書的出版權交給聯經，包括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林毓生《思想與人

▲林載爵（左）從劉國瑞手中接下發行人的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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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杜正勝《周代城邦》等。

這些年來，聯經出版了 3 2 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著作，如吳大猷的《理論物理學》、陳省身

的《微分幾何講義》、陳建仁的《流行病學》等，乃至錢賓四、楊聯陞、傅斯年、屈萬里、許

倬雲、曹永和、于宗先、李亦園、陳奇祿等人的學思論著，都在聯經書目中交會出絢麗的光

譜。

回顧這些作為，林載爵自信的說：「臺灣的大學出版社這些年一直沒有發揮應有的功能，

倒是聯經肩負了這個角色也展現它的功能。」

學術著作的出版為聯經樹立了品牌形象，在《天下》雜誌還沒創刊的那個年代，聯經也看

準了中小企業主必須填補經營管理知識的空白，以開拓新局，出版了各種經營企管書籍，「中

小企業叢刊」系列、《日本第一》、《第三波》和《經濟學百科全書》等，都被視為企管高層

閱讀的首選。

隨著八○年代末臺灣解嚴，社會朝向多元化發展，出版業跟著新浪潮邁入另一階段，聯經

第三個十年也全面開展。觀照面由社會菁英的需求逐步放大，增加了生活、保健、心靈、勵

志、旅遊、兒童、漫畫和繪本等各領域出版品，積極面向大眾市場。翻看三十年書目，你可以

蒐尋到的不只是普魯斯特的不朽名著，諾貝爾文學桂冠高行健的著作，劉興欽的漫畫，達賴喇

嘛的作品，蕭麗紅的長銷文學書，還有偶像團體 F 4 專輯，伶姬的心靈作品，熊衛太極養生系

列等，應有皆有。

架構起綜合出版社的平臺，劉國瑞堅守「學術與市場並重」的經營策略，使聯經累積出維

繫一個出版社營運不輟的長銷書單，也留下一則則有趣的故事。

1 9 9 8 年，聯經取大陸譯稿推出奇幻文學大師托爾金的《魔戒》，首印三千套上市，卻未能

帶動閱讀風氣，倉庫裡的存書，拖拖拉拉到2001 年 9 月才售罄。但同年年底，《魔戒》改編電

影堂堂全球上映，聯經再出版年輕奇幻文學迷朱學恆的新譯版本，並全力行銷，魔力發威，使

這套書命運翻轉，三年過去，已售出86 萬冊，朱學恆一書成名，拿到三千萬元版稅。

另一個故事發生在華人世界第一位諾貝爾文學桂冠高行健身上。1 9 8 9 年高行健離開大陸

後，曾多方探詢著作《靈山》在臺灣出版的可能，都被接觸的出版社以「可能乏人問津」為由

而婉拒。後來在馬森教授引荐下找上聯經，劉國瑞秉持「凡有價值的書籍我們都願意出版，不

管銷路如何」的初衷，慨然允諾出版，此書1990 年中文版問世後，更促成瑞典文和法文譯本的

印行，使高行健的作品被世界認識，進而獲推舉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由此看來，聯經等於間接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雙方合作愉快，以至後來續出高行健的

《八月雪》和《一個人的聖經》等書，成為華文世界最完整呈現他創作風格的出版者。也許有

人覺得聯經幸運，但成就一位作家，不正是出版社的責任嘛！

除了一炮而紅的特例，聯經也有可觀的暢銷書單，如高陽歷史小說《胡雪巖》2 6 冊，銷

售量已達115 萬本，是鎮社之寶。劉興欽漫畫《阿三哥與大嬸婆》共售出76 萬冊，陪伴四、五

年級讀者走過童年。李家同教授的人間故事《讓高牆倒下吧》、《陌生人》，蕭麗紅的長銷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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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千江有水千江月》和《桂花巷》，朱津寧「新厚黑學」系列，伶姬《如來小百合》系列

等，都是銷量上十餘萬至數十萬冊的書籍。

伴隨大環境的變遷，出版業競爭劇烈，聯經也積極的從上游的出版到中下游的發行物流和

零售，逐步擴展對外服務網絡。目前除了臺北市新生南路臺大校門對面的門市，及忠孝東路四

段的旗艦店，還有今年五四重新開放的聯經網路書店。同時，自本版圖書到外版書刊，拉長發

行物流作業鏈，讓更多好書透過這個系統發送海內外。

副總編輯王承惠更以聯經作為窗口，致力搭建臺灣出版業和大陸書業交流交易的另一平

臺，與廈門對外圖書交流中心合作，陸續將臺灣出版品推向廈門、上海、福州、廣州、杭州、

揚州、陝西、桂林等地，多少紓解了臺灣居高不下的退書率對出版社造成的財務壓力，也使兩

岸出版互動又向前跨進一步。

在聯經三十歲的時候，回顧走過的歲月，亦不免對其未來殷殷期許。說到這，一定要讚佩

上一代文人的胸襟和風骨，因為一手催生聯經的劉國瑞，在這個爭氣的孩子「三十而立」的重

要時刻，交出傳續薪火的棒子，由林載爵接任發行人，並兼任總編輯。

這段情義深重的故事，要從民國初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說起。

當時上海商務編譯所所長高夢旦為了延攬人才，專程去北京會晤胡適，胡在盛情邀請下，

到上海商務實習了三個月，後來覺得個性不適合而婉謝留任。但胡適向高夢旦引荐了王雲五，

以至高氏退出經營第一線時，由王雲五接下發揚商務精神的重任。

林載爵 1 9 7 7 年進入聯經擔任編輯，翌年並取得東海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教職，而在劉國

瑞首肯下，展開臺中臺北兩地奔走的日子。1 9 8 4 年更獲王惕吾資助，飛赴劍橋和哈佛大學深造

三年。學成返臺後，出任聯經總編輯，仍繼續兩地工作。劉國瑞因感出版業競爭日烈，連續三

年勸說他專職聯經，他為了報答提攜之恩，2 0 0 1 年辭去東海教職，成為專業出版人。這個決

定，讓他失去了還有六年退休即可領到的四百餘萬元退休金。

面向未來大華文區塊的競爭，聯經全方位發展的平臺已組建完成，下一個十年，將以大華

文市場為目標，在穩步中求進。接下重任的林載爵表示，將在過去積累基礎上，和整個團隊繼

續努力，讓聯經像商務一樣長年發光發亮，從「臺灣的聯經」推展成為「華文世界的聯

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