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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首闊步，幼獅文化50年

蘇惠昭 ◎ 文字工作者

◆	 幼獅五十載，源遠流長

2008年10月10日，「推廣書香，文化薪傳」的幼獅文化公司50歲了。

50年，半個世紀，像一條長長的河流，河流曲曲折折穿越時間以及時間帶來的前世與今

生，有時歡唱有時低吟，亦有時嗚咽，但從不停止向前奔流。50歲的幼獅現有臺北、臺中、高

雄三處業務中心，衡陽旗鑑店、松江展示中心、育達校園書城三家「幼獅藝文廣場」，行銷、

業務、財務暨管理部之外，有圖書編輯與教科書編輯兩大部門：教編部發行的高中國防通識

（軍訓）、健康與護理是同類型教科書中的領導品牌。圖編部則擁有《幼獅少年》、《幼獅文

藝》兩本月刊，同時也是少兒書專業出版社，出版類型含括親情小品、經典文學故事、感人動

物故事、語文學習智庫、作文學習法寶、人格教養、快樂成長、科學創造、自然科普冒險、

新high少年系列， 在一面倒向翻譯書的出版現實中，它逆風而行，堅持九成自製，開發本土作

家、本土插畫家作品，並以「樂活寶貝」、「地球寶貝」、「家有寶貝」三大系列繪本作為50

年獻禮，呼應大環境的變遷與家庭、個人新興趨勢，宣告進入定位為「橋樑書」的兒童繪本市

場，將閱讀年齡層從大學生、青少年、兒童往下延伸至學齡前幼兒。

圖編部與教編部，上百位員工，以及降到最低的救國團色彩，這是幼獅在不斷調整後呈現

的最新面貌，徹底揮別幼獅等於救國團的時代，用緊貼市場變化的階段性變革以及「積極、正

面、健康」的品牌形象作為存在的證明與價值，面對第二個五十年。

 於是幼獅50年的故事恰如滄海桑田，長青的《幼獅文藝》和《幼獅少年》也在三番兩次的

大改版後，舊貌不復可尋，1954年由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創刊的《幼獅文藝》，歷史甚至比幼獅

公司還長，而青年寫作協會則是救國團（按：1952年由蔣經國先生創立）輔導成立的團體。

1958年救國團出資二十萬元成立「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幼獅」還是由當

時的救國團主任蔣經國親自命名，整併旗下的《幼獅月刊》（註：1989年停刊）、《幼獅文

藝》、《幼獅通訊社》（1955年成立）、《幼獅電台》（1956年成立），同時增闢幼獅書店，

一個功能完備，擁有多元化特質的文化服務機構就此誕生，進一步說，幼獅是以呼應救國團

「我為青年服務，青年為國家服務」精神成立的文化單位，官方色彩濃厚，與校園關係緊密，

在反共復國的年代，這也成為它最大的優勢。為擴大影響層面，1962年幼獅再創辦學術性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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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獅學誌》（註：1989年停刊），1976年復又創辦《幼獅少年》，四刊合為期刊部，與圖書出

版部門（含教科書）平行。當看《幼獅少年》的孩子長大了，他可以閱讀《幼獅文藝》、《幼

獅月刊》以銜接，如果他日後成為文史哲學人，《幼獅學誌》正是發表論文的好所在。

然而時代的浪潮一點一點收回了幼獅的優勢，也一點一點改變了幼獅的戰鬥位置，1995年

幼獅正式與救國團分割，成為獨立公司，法人股東佔大多數股份，但最特別之處，在於它擁有

上萬名出自對救國團感情而入股的一群股東。除了總經理由救國團派任，分割後的幼獅人員都

不能再往救國團流動，也不能享有與救國團同等的福利。最大的衝擊更來自於1999年的教科書

開放，「獨家」的軍訓護理自此要面對十家以上的競爭者，三民主義也不再是必修。幼獅財務

一直由教科書部門支撐，幼獅理想的深化則透過圖書與兩刊，所以如何衝高圖書、月刊業績以

因應未來可能因為軍護學分數減少而限縮的教科書市場，正是幼獅行銷業務部門當前的挑戰。

轉型與挑戰便成了幼獅永恆的課題，唯「正面、積極、健康」是其不變的堅持。

◆	 《幼獅文藝》，傳遞文學聖火

文學史研究者楊樹清將《幼獅文藝》的歷史分為4期，1954-1964的青年寫作協會主編年代。

1965-1968的朱橋年代。1969-1980瘂弦（王慶麟）年代。1981 -1999段彩華、陳祖彥年代。1999年至

今則由小說家吳鈞堯主編。學者應鳳凰教授以「戰後以來，可說很少知名作家沒有在這裡投過

稿子，寫過文章」論定了《幼獅文藝》「可以串連成一部臺灣文學發展史」的文學傳承地位。

《幼獅文藝》的「企畫編輯」始於朱橋，朱橋也把文藝營、座談會辦得有聲有色，但他卻選擇

以自殺告別人生舞台，瘂弦以「照顧遺孤」心情接棒，除承續其風，又廣開向海外作家邀稿之

路，再回頭整理臺灣文學，亦親赴東海花園採訪楊逵，盡其可能降低刊物的官方色彩，並以

「華人文學中心」期許之，在兩報副刊尚未形成氣候的年代，《幼獅文藝》與《現代文學》、

《文星》並稱三大文學刊物。

1989年之後，從圖書到月刊，幼獅事業體的服務重心已逐漸往青年、青少年移動，《幼獅

文藝》也因此有了從「編輯導向」轉向「讀者導向」的大轉折，內容著重在反映青年人生活，

朝向「青年文學生活雜誌」的新定位發展，也開始扮演兩岸文學交流的窗口。1999年，吳鈞堯

接任主編，《幼獅文藝》一方面要因應流失中的校園優勢，一方面還得想方設法在文學的冬天

中找尋新的柴火，開闢「youth show」就是一例，這個單元以專版刊登大學生的新詩、小說、散

文，再邀請名家專文評論，儼然文學新秀搖籃，青年文化的觀察報導則一把拓寬「文學」面

向，使其多元多義。2002年起開辦「幼獅文藝寫作班」培養或發掘寫作人才，隔年再為高中生

增闢「高中生園區──明日之星」，「讀」與「寫」雙管齊下，終於成功的把21世紀的《幼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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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轉化成最有特色的校園發表園地，新世代文藝青年的文學競技場。

「辦一本刊物不容易，辦一本文藝刊物尤其困難，創刊《幼獅文藝》，明知是一件吃力不

討好的事，但正因為『吃力不討好』才符合我們的胃口」這段話出自《幼獅文藝》創刊號，54

年來文學刊物的命運未曾改變，只有更加風雨飄搖，「雖然《幼獅文藝》一直處在市場的臨界

點，但因為我們肯定它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願意盡一切努力捍衛，讓它存續」幼獅文化總經理

廖翰聲說。

如果不從市場角度，至今仍心懸幼獅的瘂弦認為，如今《幼獅文藝》正站在有史以來最好

的一刻，它終於徹底走出學校班刊角色的時代，擺脫教育的包袱和訓導任務，「變得明亮、大

開大闔，又有年輕人接棒，對青年文化的看法更寬大，這是文學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時代」。

◆	 《幼獅少年》，有《讀者文摘》味的水果拼盤

臺灣第一本為青少年量身打造的綜合月刊正是1976年誕生的《幼獅少年》，「一本給青少

年看的《讀者文摘》，像一碟新鮮多汁的水果拼盤，又像一塊吃了令人開心的糖」這是《幼獅

少年》的發想──如果教科書是正餐，《幼獅少年》正是飯後水果，或說像一位博學多聞、幽

默風趣的朋友，在父母和師長的信賴下，一路陪伴少年成長。它也是孫小英從政大中文研究所

畢業後的第一個正式工作，從《幼獅少年》編輯、主編到現任幼獅文化圖書部總編輯，孫小英

已經和幼獅共同走過了32年，上臺為《幼獅少年》領過十多次金鼎獎。而當年與她一起做出第

一本《幼獅少年》的正是日後成為出版界名人的周浩正、PC Home董事長詹宏志。

32年來，《幼獅少年》歷經多次改版，每一次的變身都代表它的「與時俱進」，最大的一

次變身，就在把目標讀者從原來鎖定的國中生往下調降，以小學中高年級生為服務對象，並配

合課綱，內容涵蓋語文、數學、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健康與體育及綜合活

動七大領域，讓小讀者得以輕鬆學習課本上硬梆梆的知識，同時呼應教育部的「全人生涯發

展」，透過藝術品介紹、親子及教育專家的訪談，讓孩子學習如何欣賞生活，安排人生。

除了陪伴兒童少年成長，《幼獅少年》最大的貢獻，在於它無心插柳，培育了一群兒童文

學家、攝影師、插畫家和漫畫家如李潼、管家琪、溫小平、王瑞琪、杜白（動物醫生）、吳惠

國（生物科技）、賴小禾等等，堪稱百花齊放，豐富了創作生態，如果沒有《幼獅少年》的長

期播種與耕耘，臺灣兒童文學這一塊將失去大片大片的顏色，以及自己的聲音。

◆	 圖書出版，從學術、成人到少兒專業

1968年幼獅成立編譯中心，譯介重量級套書或經典如《世界文明史》、《西洋藝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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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學經典名著》，也邀請各領域專家編纂《數學大辭典》、《三民主義大辭典》、《觀

念史大詞典》等等，並曾規畫《華夏之美叢書》、《中華古文物鑑賞系列》，羅青最著名的

詩集《吃西瓜的方法》也在1972年由幼獅出版，這些書都已經化為昨日歷史（註：《吃西瓜的

方法》麥田2003年新版），也很難從中找到與「少兒專業」相連的臍帶，除了《幼獅少年百

科》。《幼獅少年百科》是何寄澎擔任總編輯時代所規畫、出版，當年的文案「為孩子買一個

豐富美麗的人生」，彷彿預示了一條幼獅圖書日後將走上的路：做少兒專業出版。

教科書之外，緣於校園通路的優勢，加上家長老師對救國團的感情，以及之於幼獅出版品

的信賴，為國中小學生所量身訂做，邀請名家撰寫，採以量制價的「假期讀物」一直是幼獅的

主力產品。1993年，當時的總經理曾繁潛把陳信元從民間出版社延攬至幼獅擔任總編輯，即著

眼於民間出版人的市場競爭力，希望藉此衝高「假期讀物」銷量，幼獅面對的經營壓力與轉型

困境不言可喻。

幼獅於是逐漸轉型為全方位出版社，出版電影小說，引進大陸作家作品，也替家庭主婦

企畫食譜，為林美慧的《家常美食兩百道》舉辦發表會，現煮現吃現賣書，堪稱幼獅最大膽的

突破。針對青少年的出版系列則有以放鬆心情、紓解壓力為訴求的「智慧文庫」，「多寶槅」

則集情趣、文學、生活、科博四大類型，在青少年圖書可說是創新之舉，亦可視為「新high少

年」系列的前身。

從全方位出版、青少年圖書到精耕少兒書，再向下開發兒童繪本，年出版量從最高峰的

80冊調降到30冊，這一連串的轉型，可以看作幼獅對市場的回應，亦不忘善盡出版人的社會責

任。所以當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幼獅便出版了撫慰兒童心靈的《愛，沒有斷層》、《地

震完全求生手冊》，2008年四川大震則推出《震後兒童心理救助手冊》。

2001年行銷高手林麗娜加入幼獅，幼獅自此有了獨立的行銷部門，並開發電話行銷、學校

市場與組織行銷、團訂客戶、中盤商、直銷商⋯⋯，也積極參與政府機關標案、爭取境外版

權，開拓「看不見的市場」以取代下量低迷不振的實體通路。其中校園採購一向是幼獅最大通

路，以總量計，國小大於國中，低年級又大於中高年級，這正是幼獅圖書與兩刊「閱讀年齡層

逐年向下移轉」的依據，又由於主力不在零售市場，幼獅遂得以在2007年爆發的凌域事件中全

身而退。

「新High少年」、「新High兒童」系列應該是孫小英的代表作。論歲數，幼獅不再年輕，

精神上，幼獅必須永遠年輕向看，恆保新鮮好奇，「新High」就是在這樣的理念下誕生，它是

21世紀的多寶槅，由學有專精的中生代作家、專家學者帶領少年、兒童透過閱讀成為全方位的

新新人類，從《影迷的第一堂課》、《生命聚寶盆》、《沒有圍牆的美術館》到《搶救野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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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大進擊》，數量雖然不多，但本本圖文並茂，質量俱重。

2003年，幼獅以一套12冊，管家琪改寫的「中國故事寶盒」做為45週年獻禮，如今這套書

不但成為全國教師協會選用教材，版權也賣給香港、馬來西亞和中國大陸，「⋯⋯出版更多的

好書，終有一天，全球華人都有幼獅的書，都在讀幼獅的書，我等待這頭角崢嶸的日子」這是

幼獅前總經理馬大成對50幼獅的期許。

◆	 教科書出版：窮則變，變則通

2007年9月，幼獅將教科書正式從圖編部獨立出來，成立教科書編輯部，第一任總編輯劉淑

華，任職幼獅至今22年，1996年起便參與教科書編務，再升任教科書主編。

教科書一直是幼獅主力產品，也是支持幼獅「出版優質好書」的堅實臂膀，其中以國防通

識、健康與護理和生涯規畫為前三大。統編本時代，幼獅因為掌握軍訓課本的印刷與發行，市

占率高達九成，可以說是獨占，但「大樹底下好乘涼」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1999年教科書開

放後，幼獅必須面對強勢的競爭者，不過因為根柢深厚，至今仍是高中國防通識、健康與護理

的領導品牌，為了維續優勢，教科書部門有四分之三人力用在開發教具，藝能科教科書附贈教

具是行規，教具更具有教科書是否被採用的關鍵地位。教科書執照6年，但教具如果不能年年推

陳出新，符合教師需求，只有被淘汰的命運。

為因應教科書市場的劇烈變化，幼獅已著手開發高中職家政和生命教育用書，並努力提升

在大專通識教育課用書的占有率。

窮則變，變則通，《班級經營調色盤》、《當班級經營融入六大議題》、《體驗教育：帶

領內省指導手冊》、《當班級經營碰上綜合活動》⋯⋯，這一系列的「教師充電錦囊」正是經

營教科書所激盪出的副產品，已成為新進教師以及有志於教育者的必備的充電書。

◆	 結語

幼獅公司發行人李鍾桂為幼獅50寫了一段賀辭，她說得十分感性：「五十年來，幼獅公司

已繁衍成為一個大家庭，這個『家庭』沒有血緣，但是，文字就是永遠流傳的基因⋯⋯；這個

『家庭』不是血親，卻不斷地茁壯⋯⋯」

現任考試委員的何寄澎則給予幼獅一段發人深省的祝福：「出該出的書，走該走的路，用

精緻文化去補救生了病，而且病得不輕的學校教育，以及社會扭曲的價值觀」

廖翰聲兩年前從救國團派調至幼獅這個大家庭，擔任總經理，初上任，他就在當年的臺北

國際書展代表幼獅領了一座「老字號金招牌」獎。以在臺灣成立的出版社來說，50歲的幼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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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夠「老」，但「金招牌」意謂著「老而彌堅」、「老而創新」，老也可以返老還童，再一次

成長，再一次的青春，所以這個獎一直提醒廖翰聲，幼獅必須守住它美好的傳統，不需要譁眾

取寵，不需要追從流行，在傳統中修正與調適，徐徐注入新的養分，讓老樹結出新的果實，這

是幼獅的品牌策略，也是幼獅長久以來獲得老師與家長信任的基礎。

▲ 97年10月30日，幼獅跨過半世紀，歷久彌新，歡度50週年。

昂首闊步，幼獅文化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