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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臺北市區通往永和的中正橋引道

之前的通衢大道，是著名的書街──重慶南

路一段延伸下來的三段。但赫赫有名的重南

大道，到了二、三段，除了隆隆過往車聲之

外，卻呈現一片沒落、寂寥的氣息；二段算

是機關、行政區，少有逛街閒人，自是當

然；但南海路之後的三段，舊稱臺北「城

南」之區，近十多年來，卻讓人覺得少了許

多人氣了，兩旁的店面總不太容易開得起

來，許多門面，甚至於終年關閉著。除了

上、下班時的車潮，還顯得出重南三段的重

要外，這段不長的榕樹大道，幾乎很少被人

提起了，旅遊景點介紹，更乏有出現。

但文學的歷史應該除外。重慶南路三段

30號，現今是一棟不起眼的老式商家樓房，

樓房正面牆壁上鑲刻著「慶廬」，正是三、

四十年以前公寓或大廈常用來命名的「廬」

字，顯示這樓房已有一段的歲月。30號1樓，

現在沒有任何店招，隔壁32號，則是一家掛

著YAMAHA招牌的機車檢驗、修理店，任

誰也不會想到這大樓曾經是撫育臺灣文學

事業和生命達二十多年的一家出版社所在。

是的，這裡就是有「文學的引渡者」─

─林海音女士（1918-2001）開設的「純文學

出版社」的舊址。恰好是40年前成立的「純

文學出版社」，在1968年成立時，短暫在這

舊址附近的重慶南路三段14巷1號及9巷內一

棟公寓營運過，自1972年，重南大道拓寬整

建完成後，出版社即遷到此，直到1995年停

業為止，這裡都是我國近代文學史或出版史

上，一個具有意義的地方。若按照重視文學

或文化保存先進國家的標準，可能都會將其

列為歷史遺址了。

雖然我們政府沒有這樣做，但林海音

的影響力還是隱然存在。這一區是臺北城的

城南，恰好對照了林海音早期名著《城南舊

事》的書名，這一區也因林海音幾十年來的

居住和對文學事業的耕耘，而在國內文壇創

造了文學沙龍的傳奇。

林海音的好客和藉刊登／出版作為文人

間交際手段之一，並屢屢號召國內外文壇精

英投入純文學創作的陣營，她以自家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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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聯繫文壇族群，累積社群能量，形成

純文學的小場域，進行一種集團的整合，無

形的傳播、凝聚文學的風氣和文化的認同，

早已是文壇人士公認的文學傳奇故事。也由

於林海音之故，早年城南文風鼎盛，文人也

頗多居住於此，像林良就住於重慶南路上的

巷內、余光中也曾住於附近的廈門街、隱地

的爾雅出版社和另一家文學五小之一的洪範

出版社更曾在廈門街發光發熱。

如今，城南的純文學出版社已灰飛煙

滅，城南的一代文壇慧星──林海音女士也

仙逝六年（逝於 2001 年 12 月 1 日），但她文

學事業的身影，似乎仍然存在於城南地區，

現在，重慶南路三段即使已算沒落，但臺北

市文化局已計畫與城南水岸文化協會聯合，

以新店溪畔水岸為腹地，開闢包括市民文學

館、老樹公園在內的「臺北文學森林」，希

望將此地豐厚的文學遺產予以活化再利用。

或許，我們在這裡不會再看到舊日熱鬧的街

景，但倒期望能繼續看到林海音女士熱愛文

學的精神繼續在發揚罷！

對這位文學的引渡者，我們如何緬懷她

呢？今年也恰好是林海音90誕辰，但論及她

的傳記，當然以其女兒夏祖麗女士在海音女

士晚年的生前即已完成的《從城南走來：林

海音傳》（2000年10月出版）最為翔實和豐

富，但由於海音女士一生集編、寫文學作品

於一身，並致力於文學出版工作三十多年，

她對文學事業的影響範疇實在太寬廣，以致

於國內許多文學研究所學生，還是不斷的以

她的創作或文學事業為主題，來做為研究或

論文的主題，可說是繼張愛玲之後，又一位

深受重視的現代作家。

我在國家圖書館時的好同事汪淑珍女士

就是一位海音迷，她從唸大一時進來我們國

圖參考組工讀，因為接觸了參考組負責的一

套「當代文學史料全文影像」系統的建置工

作，對文學作家和史料的蒐集、整理皆有濃

厚的興趣和熱情。考上東吳中文研究所後，

她仍被聘為本組「當代文學史料全文影像」

系統的專案助理，在工作之餘，她也發現林

海音女士在生前就是海內外文學人士最為懷

念、歌頌和研究的作家，因此激發了她對

海音女士的興趣，並想研究她的熱情。1999

年，她的碩士論文寫的就是〈林海音小說敘

事技巧研究〉，我想她真是幸運，她撰寫論

文時，海音女士尚未罹患失智症，她還能拜

訪她，親炙海音女士的風采和熱情呢！

研究所畢業後，淑珍女士進入苗栗親民

技術學院擔任國文通識科目講師（現已升為

助理教授），但她對海音女士的志業，仍覺

研究不足，因此乃又投考中央大學中文研究

所博士班，這次她決定以海音女士的出版事

業為主題，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範圍。

歷經四、五年焚膏繼晷的苦讀，她的博

士論文〈林海音及其出版事業〉終於在2007

中完成了。但博士論文畢竟流通不廣，所以

半年後，著名文學史料工作者蔡登山先生，

再把這博士論文納入其主編的〈文史傳記〉

叢書中，以一般圖書形式上市，並增改書名

為《文學引渡者：林海音及其出版事業》，

讓一般讀者也能在市面上親炙海音女士對出



版事業的事蹟和貢獻。

淑珍女士在這本書中，著重在從林海

音的成長環境和教育背景所形塑的文化人

格，以後如何影響到她編《聯合報》副刊、

《純文學》月刊，以及最重要的──後來創

辦「純文學出版社」的風格和事業。對純文

學出版社出版品的特色、編輯表現和經營行

銷策略，以及海音女士個人的媒介表現，淑

珍小姐也多有著墨，特別是海音女士如何引

領文學人經營出版風潮，凝聚出版業力量，

建立出版人的風範，相信更是論文的核心所

在，也是海音女士創造出臺北城南文學傳奇

的主因所在。林海音女士對作家、朋友的真

誠相待，以及好客的性情，雖然在這本學術

著作中較不易顯現出來，但淑珍女士還是以

「敬重作家的創作尊嚴」、「維護作家著作

權益」、「維繫文學生存空間」等篇節，彰

顯海音女士為何她家的客廳，會有「臺灣半

個文壇」雅稱的前因後果。但筆者覺得，這

段內容應該是現在出版人或編輯人最應參考

的一個章節。

在閱讀這本書期間，恰好也接到小魯

出版社副總編鄭如瑤小姐寄來她們新出版的

《請到我的家鄉來》的童書繪本，這是林海

音女士二十多年前的作品，也是臺灣兒童文

學知識類寫作的典範。海音女士的作品（也

不只是兒童文學啦），就是這樣，經常被人

懷念，也就經常被出版社重新改版再印行

了。其實，更不僅是海音女士的作品，純文

學出版過的書，在結束營業後，也經常被其

他出版社重印，淑珍女士這本書，就細心地

提供一個目錄，列出純文學出版社後來又被

其他出版社重印的書單！這一方面顯示，林

海音女士生前的豁達和對待作家的真誠，她

在結束出版社時，就通知作家可以把版權拿

回，甚至於庫存的餘書都可免費帶回家。另

一方面，當然也顯示純文學出版的書，許多

都是亙久可存的優好文學書籍，怪不得其他

出版社在文學風氣不振的現代，仍然肯繼續

出版印行呢。

純文學出版社的確是臺灣文學出版事

業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讀淑珍女士的

書中，不時躍出我三十多年前讀大學時熟悉

的書名，像《人生的光明面》、《京都一

年》、《城南舊事》、《小太陽》、《望鄉

的牧神》、《滾滾遼河》⋯⋯等等，都是當

時大、中學生幾乎人手一本的課外讀物，可

見純文學出版社在那時的地位和影響力。我

個人是讀圖書館學的，當時有關圖書館學的

中文書籍稀少，感謝純文學出版社還能請彭

歌先生撰寫或翻譯一些與圖書館學有關的

書，如《知識的水庫》、《愛書的人》、

《改變歷史的書》、《改變美國的書》等⋯

⋯等，甚至於還有洪兆鉞先生的《圖書分類

與管理》等，讓我們也能開展一些課外的圖

書目錄學知識。

淑珍女士的書，深入淺出的勾勒出海

音女士在出版事業方面的經營和貢獻，海音

女士的理想和作為，事實上也足堪為出版人

的楷模。當今的出版品，能對出版社從其歷

史、出版品特色、作者群，以及出版的編輯

表現、行銷策略、及出版人的媒介表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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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如此詳盡的，並不多見；這本書對我國

的文學史和出版事業史，將是一本重要的參

考資料；淑珍女士的論文獲得出版社的青

睞，得以在市面上發行和流傳，不僅顯示文

壇和出版界人士對海音女士的懷念和對其志

業的重視，相對於現今的一般書籍，更會帶

給出版業者許多啟發才是。

這本書由博士論文化身為一般書籍，自

然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原博士論文引經

據典，每章節註釋腳注繁多，但讀者也從這

些註釋中多讀到一些文學史料或文壇逸聞，

而從註釋的整理和爬梳，我們也見到淑珍女

士的質性研究以及閱讀之勤，形成這本嚴謹

中又能有閱讀樂趣之書。但筆者認為的小缺

陷是，既已從博士論文化身為一般書籍，則

一般八股式的論文格式，如「研究動機與目

的」、「文獻考察」、「研究方法與論述架

構」等篇章，就可省去或改寫，不宜照章印

出，或許可增加一些親和性。各章也可不必

依嚴肅的論文分段及小結的方式呈現，畢竟

現在已不是一本博士論文了。

但瑕不掩瑜，這本書肯定了林海音女

士對臺灣出版事業和文壇的貢獻，就文學史

料和出版史料的保存而言，我們也肯定和推

崇淑珍女士的貢獻，我們更希望文訊雜誌社

近年來在刊載的老字號出版社的歷史訪問稿

件，也有人像淑珍女士這本書一樣，有如此

詳盡的分析和研究，並擴大成書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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