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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特別提起，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對國內學術出版貢獻頗多的學生書局與

國民政府其實有著極深的淵源。在國民政府

遷臺後，一群當時曾追隨孫立人將軍在軍中

精忠報服役的軍人，因為熟悉編務、對文化

有興趣，於是投資了一點錢，希望成立個出

版社，以便在業餘或退役後有個可以貢獻所

學的地方，因此在劉國瑞、馬全忠、沈克勤

的發起下，又有馮愛群、丁文治、楊邦畿、羅

奉來、王啟宗、盧惠如、盧成信等加入，共十

幾個股東，大部分都是同鄉或是熟識的人。

從兒童讀物起步

顧名思義其實「學生書局」在最創業之初

就有計劃要出版兒童讀物，所謂「學生」指

的正是國小學生，而所以明明要創辦一個出

版社，卻以「書局」為名，則是因為當時的

國語日報已經有個「學生出版社」，在登記時

需要避免混淆，且在創業之初，由於資金募

集困難，創業時股本只有五萬元，且其中還

有一萬元是在之後的一年內才陸陸續續湊齊

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書局」初期確

實只有賣書，而沒有直接加入出版的行列，

因此名為「書局」其實也是名正言順。

談到「學生書局」創立時的艱辛，馮愛群

先生在〈學生書局二十年〉的文章曾提及，

開幕時也是股東之一的羅奉來，特地到他家

搬書到書店充場面的趣事，而劉國瑞先生更

是向「聯合書店」的唐賢龍先生借來很多

書，才能把店面襯得稍微像樣，可見當時的

景況確實不佳。但無論如何，憑著大家對文化

事業的熱情，「學生書局」依舊於民國 4 9 年3

月 6 日，在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50 號，一個

簡陋的違章建築中創業了，之後「書局」雖曾

遷移到羅斯福路三段，後仍又遷回和平東路，

「書局」的現址是和平東路一段 1 9 8 號，與創

業的基地相隔甚近，想來也是一種緣分。

「學生書局」就這樣開始了，但賣書沒多

久，就發現如果要生存光靠賣書實在是不行

的，非得趕緊出版自己的書不可。在幾個股

東的商討後，認為兒童讀物確實是一個當時

尚未被注意到的出版市場，加上首任董事長

馬全忠的英文很好，教育部那時又正在提倡

科學教育，於是「學生書局」就從英國引進

了一部《兒童百科》，全套共 1 0 冊，售價4 0

元，推出後深受各界好評，短期內就賣了五

萬多部，另有《科學天地》也有不錯的銷

路，就這樣「學生書局」為自己奠定了初步

的經濟基礎，之後在民國 5 1、5 2 年，又由具

有深厚國學底子，也是當時國防部一處處長

的劉垕撰寫了《兒童修身故事》，內容主要是

在提倡中國傳統文化，書內並有繪圖，也在

市場上得到不錯的反應。

走上學術出版的道路

民國 5 3 年已從軍中除役在臺大任教的史學

家吳相湘教授，憑著其對當時圖書市場的敏

銳觀察，有了編輯《中國史學叢書》的計

畫，一口氣就開出五十種書，共兩百零六冊

的出版計畫，當時書局根本是無力承接，但

值此之際，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

突然一躍成為全世界舉足輕重的國家，但由

於美國對亞洲的了解向來較為生疏，為了解

亞洲地區，於是在民國 5 3 年間成立了「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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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由美國國防部撥款，開始大量收購與

中國相關的文獻，那時「亞洲學會」一下就

訂了 1 0 0 套，且先付5 0套現款，就是因為有了

這筆經費，這套書才能繼續出下去，最後共

出了精裝本 2 0 6 冊（後又有續編 5 0 種，1 8 9

冊），其中包括特地向曾國藩後裔所取得的

「曾文正公手寫日記」6 冊、「曾惠敏公（曾

紀澤）手寫日記」8 冊等珍貴史料，加上所選

的版本都有極高的評價，又對照像、製版、

印刷、裝訂等要求極為嚴格，書籍製作品質

精良，因此在市場上的反應也十分熱烈，也

因為這樣的時局，當時的「文海」、「成文」

出版社都紛紛加入翻印古書的行列，一時間

國內的出版業旋即掀起了一股翻印古書的熱

潮。「學生書局」就在吳相湘的引導下，走

出了「學生」的階段，開始學術出版的道

路，而書局原本兒童書的出版路線也至此宣

告中斷。

回顧「學生書局」在學術出版的歷史，概

略可分為兩個階段，最初是偏重於整理和影

印古籍，除了奠定學術出版基礎的《中國史

學叢書》，書局又在民國 5 6 年間，接受費海

璣、周開慶教授等的建議出版《新修方志叢

刊》（2 2 9 種，精裝 7 2 5 冊），之後又有昌彼得

教授主編《歷代畫家詩文集》（5 0 種，精裝 7 6

冊）、屈萬里教授主編《明代史籍彙刊》（2 6

種，精裝80冊）和《雜著秘笈叢刊》（16種，

精裝 36 冊），劉兆祐主編《中國史學叢書》三

編（4輯，50種，精裝138冊），由於這些書在

當時大部分都是外銷海外，為書局賺進大量

的外匯，馮愛群先生在〈學生書局二十年〉

的文章中還特別記得，當時書局的兩句口

號：「文化輸出，外匯輸入」。此外，書局還

翻印民國一、二十年間的一些重要的學術刊

物，如：北京大學國學季刊（1 9 2 3.1~1 9 3 7.6，6

冊）、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1 9 2 8.5~1 9 3 7.2，1 0

冊）、圖書館學季刊（1 9 2 6.1~1 9 3 7.6，1 0 冊）、

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 9 3 0.4~1 9 4 2.1 0，1 2

冊）、學衡（1 9 2 2.1~ 1 9 3 3.7，1 0 冊）、山東省立

圖書館季刊（1 9 3 1.3 與 1 9 3 6.1 2，1 冊）、中法

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1 9 4 5.3~1 9 4 6.1 0，1

冊）、學文（1 9 2 0.1 1~ 1 9 3 2.5，1 冊）、中國學報

（1 9 4 4.3~1 9 4 5.4，2 冊）等，除了這些學術性的

刊物，書局也翻印著名的《申報》，共 40 冊，

收在《中國史學叢書》初編，這些資料在圖

書館和學術界都獲得良好的反應。

由上可知，在「學生書局」從事學術出版

的第一階段，對於古籍的整理和出版確實有

著不小的貢獻，關於這點國家圖書館編審張

錦郎先生在〈臺灣四十年來古籍整理的發展

與成就〉論文中，也曾特別提到幾個「學生

書局」在整理出版中國古籍方面的特色：1.底

本屬於善本、孤本或是稿本。如：1 9 8 7 年出

版的《善本戲曲叢刊》，所選 22 種大部分是歐

美各大學圖書館僅存孤本或善本，1 9 8 9 年出

版的《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收歷代神仙

資料近二十種，大部分也是僅存孤本於國內

外圖書館或私人藏書家，1 9 7 0 年出版的《歷

代畫家詩文集》，有些屬於稿本，一如《東洲

草堂詩鈔》、《耿菴詩稿》。2. 底本屬於罕見、

傳本極少或「四庫」未收者，如 1 9 7 1 年出版

的《雜著秘笈叢刊》和 1 9 7 0 年出版的《明代

史籍彙刊》，就有收很多這類書籍。3. 正文前

有出版前言或序言，收錄各書均附有敘錄或

提要，由各大學教授執筆，如《明代史籍彙

刊》和《明代史籍彙刊》第二輯，有劉兆祐

教授撰寫的敘錄 2 4 篇。《中國史學叢書》收

錄各書則有蔣復璁、姚從吾、黃彰健、毛子

水、包遵彭的序文，又如《天主教東傳文獻

續編》乙書收有二十餘篇，每篇均有方豪教

授的提要。由此，更能明白，雖然當時翻印

古籍的出版社不在少數，但「學生書局」確

實能掌握住自己的出版特色與原則。

「學生書局」學術出版第二階段的開啟，是

在越戰後，當時任中華日報副總編輯，也是

學生書局總經理的馮愛群，於民國 6 1 年冬，

因赴越南參加一項國際會議歸國時入境香港

停留了幾天，覺得可以在香港當地找一些知

名的學者，於是找到了他在大陸一起求學的

同學，也是當時在文章做法上學有所專的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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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生先生，梁先生立刻介紹唐君毅給馮先

生，當時在國內的文化復興運動正在開展，

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但思想分歧、瑣碎，

未形成一股主流，而從事新儒家運動的國際

知名人士，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

羅光教授等，關於中國思想方面的著作，卻

因國內出版社始終站在生意人的立場，而無

人敢出版，少數的幾本也多被擱置在書架的

最上層，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但馮先生在

和唐先生晤談過後，立刻就決定要出版唐先

生的一部重要著作《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

並決定即使因銷路不好，虧個八萬、十萬也

要認真出版這部好書，也因此唐君毅決定把

他日後的學術著作都交由「學生書局」出

版，原因就是喜歡「學生書局」是站在推廣

文化工作的立場在和他交談，而不是在和他

談生意，也就在出版唐君毅先生的作品後，

「學生書局」的名氣愈來愈大，之後牟宗三、

徐復觀等哲學大師，及當時的輔大校長羅光

等開始紛紛慕名而來，當時「學生書局」可

說是一口氣就出版了，唐君毅的著作1 6種、牟

宗三的8種、徐復觀的9種、錢穆的4種、羅光

的1 1種，這也使得書局一躍成為出版中國文化

與學術鉅著的重鎮，至此「學生書局」算是

正式走上了學術出版的道路。至今，由「學

生書局」所出版的，《唐君毅全集》（精裝3 0

冊）；牟宗三的《中國哲學特質》、《中國哲

學十九講》，以及《康德：「純粹理性之批判」》

（上、下冊）、《康德：判斷力之批判》（上、

下冊）；徐復觀的《中國藝術精神》、《兩漢

思想史》（共三卷）《羅光全書》（精裝 4 2

冊），都是這些大師頗具代表性的重要著作。

沒有熱情就不要做學術出版

在出版的企劃方面，由於學術的範圍廣大，

每個領域又有很細的分項，要能通盤了解並不

容易，因此在書籍的企劃多半不會由出版社主

動提出企畫，而是由一些學者主動提出一些研

究計畫或出版建議，大家再針對計劃做更具體

的溝通，如果計畫可行，就會請教授執行，如

果計畫很龐大，就會請教授擔任主編帶領一個

小組或是幾位教授一起執行計畫，「學生書局」

倚靠的是在學術界長期建立的良好關係，儘

量利用外援來做事，內部其實只有一名編

輯，主要是負責行政和聯繫的工作，編制極

為簡單。而如果是個別的來稿，書局內會有

一個審查制度，目的是為平衡出版的水準，

和預估市場的狀況，通常只要是夠水準的

書，原則是只要不賠錢，書局就會出版。

但有時學術書的出版並不能只看單本的效

應，現任學生書局總經理鮑邦瑞就特別提到

在屈萬里擔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的時候，

想要將停刊二十年的《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在臺復刊，但限於政府的預算和編制，無法

如願，就求助於當時也仍基礎脆弱的學生書

局，結果在民國5 6年6月間，透過與中央圖書

館的合作，真的使《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在臺復刊了，這是學生書局對中國圖書館界

首次無私的貢獻，雖然賠了不少錢，但也為

學生書局和圖館界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得以

陸續出版許多銷售狀況不錯的圖書館學方面

的書籍。

從事學術出版多年，主事者當然也明白學

術界中其實也有所謂的流行風潮或知名教

授，能在流行時搶到這些受歡迎的書或教

授，對出版社的收益自然是大有幫助，對此

鮑邦瑞表示，書局很少會去搶這些流行，原

因是書局的財力實在不若三民、五南等財力

雄厚的出版社，因此只能在穩定中求進步，

書局傾向和一些比較努力治學的教授保持長

期而良好的關係，不少教授在還未成名時就

已經在書局出過不少書，成名後自然多半也

會繼續在書局出書，也正由於不跟隨流行，

學生書局反倒是常常扮演創造風潮的角色，

如在圖書館學、新聞學、語言學等領域，當

時的書局都是走在最前端的。一本由中國圖

館學會主編的《圖書館學》，結合了十二位當

時全國圖書館界的精英集體創作，成為當時

大學圖書館系普遍採用的教材；一套由中華

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主編的《報學叢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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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最具權威性的新聞叢書；語言學方面的

《現代語言學論叢》，更是成為中國現代語言

學的「前衛」；其中又以民國 55 年 9 月 16 日

創刊，到 8 9 年 1 2 月已出版了 3 4 卷第 3 期的

《書目季刊》最為人稱道，但由於《書目季刊》

所收內容皆為圖書文獻學或版本學等專業學

術論文，雖頗受海內外學術界重視，發行量

必竟有限，創刊至今每年總要虧損個十幾、

二十萬元，但書局把這方面的開銷當做廣告

費用，仍是想辦法持續經營下來，想來所謂

「出版家」和「出版商」的分別正在於此，書

局在求取自身成長的同時，也不計成本的為

學術界貢獻了不少心力。

鮑邦瑞表示：「做學術書的出版需要一點

熱情，如果沒有熱情就不要做學術書的出

版。」曾經有一本《武進劉逢祿年譜》，這是

一本由林慶彰教授的高足張廣慶的論文改寫

的書，內容十分嚴謹深受林老師的推崇，但

顯然的這是一本冷門的書，但學生書局決定

要出這本書，而且比照一般作者的條件，並

不要求作者做任何的補貼，當時作者已經罹

患癌症，鮑邦瑞描述出版這本書的心情：

「我要讓世界上的人知道曾經臺灣有過這麼一

位治學嚴謹的作者，我要讓他在學術界留

名，這是一個出版者的良心。」

就在學生書局滿四十年時，鮑邦瑞更主動

提出了一個出版計畫，這個計畫結合了學界中

生代的人，共分為文學、哲學與宗教、語言文

字學、經學、圖書文獻學五冊，內容是整理

從 1950 到 2000 年這 50年間，臺灣在學術上的

貢獻，目前已陸續出版，鮑邦瑞表示，這個出

版計畫主要是想對學界做些回饋，他認為這樣

遠比花大錢辦個社慶饗宴有意義得多，由此更

能看出「學生書局」對學術界的用心支持。

行銷全球，服務第一

四十幾年來，「學生書局」已經累積了不

少的出版品，對學術界有著不小的貢獻，但

學術書籍多半的銷售都較為緩慢，加上銷售

對象較為固定，多登廣告其實也起不了什麼

作用，有時反到會因廣告費的增加，使經營

的財務狀況發生困難，因此「學生書局」除

了在自己印行的《書目季刊》上刊登廣告，

就很少在報章雜誌上刊登廣告，多半是透過

固定的銷售地點進行書籍的販售。

在國內，「學生書局」會在每所大學周

邊，找一家固定的合作書店，一有新書就會

將樣書寄去，如果有人訂書，才會出貨，並

無特別的推廣活動。而很難想像在國內一般

消費者心中知名度不大的學生書局，在國外

卻擁有廣大的國際市場，據估計平日國外市

場的營業額約佔總營業額的七成以上，全年

度平均下來也會佔到年度總營業額的一半，

替國家賺進大量的外匯，這樣的比例確實讓

人覺得有些意外，但其實早在馬全忠在聯合

報擔任編譯主任，又在中央社國外部兼差的

時候，就已經開始為「學生書局」奠定打開國

際市場的基礎，馬全忠搜集了很多國外研究

漢學的學校和機構的資料，並每天不斷的對

這些單位或個人採取攻勢，寄送新出版的圖

書目錄，就這樣慢慢建立起「學生書局」國外

的行銷網，現在每一月或每兩個月，書局就會

從電腦中選出一份學術性的書訊，持續寄發給

國外與漢學研究相關的單位。過去書局的海

外市場主要是在美國，而後轉移至香港，近

來則以日本市場為主，其他如西德、法國、

荷蘭、英國、加拿大、韓國等也都有銷售據

點，共計約有三十餘處，如此看來「學生書局」

反倒是國內在國際間知名度最大的書局。

除了在國內外特別的地點設置銷售據點，

「學生書局」向來以自己的服務品質自豪，書

局十分重視自己的服務品質，即使是一、兩本

書，也會立即處理，如果真的是一時沒有書，

也會立即以傳真回覆，先讓讀者知道現在的狀

況，在今年臺北國際書展期間，有一家日本出

版社就曾親自向鮑邦瑞稱讚「學生書局」處理

訂單的速度，這樣的效率，並不是來自「學生

書局」有特別優異的電腦軟體可以輔助，而是

來至於顧客至上的服務精神，王熙元教授在

〈為學生服務的學生書局〉一文中，也特別提

學生書局四十一年專題報導–訪學生書局總經理鮑邦瑞



專　
訪　
全
國
新
書
資
訊
月
刊
◆
民
國
90
年
5
月
號

41

及書局接到電話時客氣、迅速的服務態度，

甚至有時需要其他的教科書，又一時間不方

便，書局也會幫他代勞，而當時書局為學生

做研究生論文手抄本照相、製版、印刷、裝

訂的業務，也因效率高、價格便宜，而頗受

各校師生歡迎，且通常在圖書的價格上，

「學生書局」也往往會盡量給予學生特別的優

惠，是一個真正為學生服務的書局。

對未來的期許

現今「學生書局」每月都有新書兩、三本

問世，因此若連重印的舊書一起計算，每年

也有五、六十本，目前圖書累計書種約1 7 0 0

種，共2 7 0 0冊，一般書以文學、哲學類的書種

最多，善本書則以史學書為主，這與當年創

業時還需借書充門面的景況，早已不可同日

而語。而回首成長歲月，由於學術出版積壓

的資金十分龐大，書局也曾面臨幾次生存的

挑戰，曾經嘗試往其他的出版領域發展，以

求突破困境，但成效反而不是很理想，這多

少是因為學術界對「學生書局」有著很高的

期望，希望書局能多出些高水準的書，有了

幾次的經驗，民國 8 8 年在現任總經理鮑邦瑞

上任後，就正式確立「學生書局」未來走向

純學術出版的路線，而為了容納一些較為實

用導向或一般性的書籍，於民國 8 9 年特另成

立了「學思出版社」，以區隔出版風格。

這些年來，除了書局本身的逐漸壯大，書

局也開枝散葉轉投資了一些事業，像是與林

海音女士合作出版的《純文學月刊》，與唐達

聰、趙堡夫婦合作創刊《王子雜誌》，都曾有

不錯的成績。此外，更有一些書局的同仁，

出外打拼，也獲致很好的發展，如至聯經出

版公司出任總經理的劉國瑞、由印務起家，

到自創「文史哲出版社」的彭正雄先生、創

立「東昇文化事業公司」的顏高昇先生等、

「樂學書局」的黃新新小姐等，大家都對國內

的出版做出不少貢獻。

至於，「學生書局」未來的走向，鮑邦瑞

以自己的觀察表示，臺灣學術界哲學的熱

潮，在牟宗三老師過世後，已經漸漸褪去，

而自己覺得臺灣的經學向來沒有受到重視，

但經學其實是一切學問的根本，應該加強，

因此目前書局已經與林慶彰教授密切合作，

未來期望將出版重點放在經學上，此外，在

戲劇方面，也借重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

學研究所楊振良教授的專長，召集兩岸這方

面的學者一起合作，希望也能在戲劇領域的

學術出版上有所貢獻。除了出版，目前來至

書店門市的收入約可佔總營業收入的百分之

二十以上，以專業學術書店的方式經營，除

了賣自己的書也有賣別家出版的學術書籍，

目前只有一家門市，未來並不會考慮擴大經

營書店的部分，發展重心仍會是出版。

打開「學生書局」的歷史，彷彿看到了臺

灣在過去的四十年間學術研究的發展脈絡，

如果每個出版社存在的目的都只為賺錢，臺

灣就沒有今日豐富的學術著作可以問世，

「學生書局」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為臺灣四十

年的學術發展留下了最直接的見證，回顧四

十一年的成長歲月，身為現任「學生書局」

的總經理鮑邦瑞先生十分感恩的表示：「感謝

學生書局歷任的董事長、總經理和所有曾經

對書局貢獻心力的員工，更感謝學界許多教

授、學者與讀者的支持，學生書局才能有今

天的小小成就」。未來只要臺灣的學術研究能

繼續蓬勃發展，相信「學生書局」也將繼續

以出版替臺灣的學術研究留下歷史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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