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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六十，永不停歇

 ◎ 三民書局編輯部

三民書局成立迄今，已經歷一甲子的歲月。從剛開始與人共用一間店面，逐漸擴張發展

到今日兩間大型自有店面、跨足網路書店的經營規模；工作人員也由原本的兩位股東、一位出

納，外加一個小店員，增加至今日的四百多位

同仁，儼然已成為一個大家庭。回首過往，期

間的胼手胝足、篳路藍縷，點滴在心頭。

三民書局之所以取名「三民」，是指「三

個小民」的意思，命名緣由和創辦時的規模一

樣都很卑微—因為公司創業的資金，是由劉

振強董事長和另外兩位朋友，三人各出五千元

湊起來的。不過這點資金，用在頂下書店及支

付店面押金，已經所剩無幾。幸虧得到沈咸恆

先生等兩位長者的幫忙，又湊了五千元，才能

勉強應付其他開銷。沈先生非常體恤創業的困

難，他告訴劉董事長，不要再到處招股了，借

貸的資金也有償還的壓力，萬一還不起很麻

煩，這些錢就算是他的投資，如果虧損也不必

償還。這份恩情，劉董事長至今不忘。

  奠基‧起步

民國四十二年七月十日，三民書局在臺北市衡陽路四十六號正式開張，面積僅二十坪左

右。起初店內另有虹橋書店以及幾個販售鋼筆、郵票及文具的攤位，三民的書架擺在最裡面，

除了衡陽路上有個招牌外，若從大馬路經過，很容易忽略它的存在。

由於資金很有限，進不了幾本書，剛開始只能將書平放在檯面上，還不夠插在架上，總是

賣了一本書才有資金再進一本書。幸好同行的陳兆恒先生慷慨地把書籍交給三民寄賣而不預收

貨款，等到賣出後再做結算，不好賣的則可以退還。

那段日子裡，最令劉董事長苦惱的，就是資金的調度。他一向認為信用至上，因此與同行

‧  民國四十二年七月十日，三民書局在臺北市衡陽路

四十六號正式開張，三位股東在門口合影。（照片提

供／三民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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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往來，都是以現金交易，不開支票。在當時，付款結清多是在月底，他常常在中旬因籌不

出錢而愁眉不展。開店初期，千頭萬緒，紛至沓來。除了要煩惱資金的調度外，還需妥善處理

門市經營、對外洽商與股東相處等大小問題，為此他常在夜間孤坐於新公園（二二八公園），望

月興歎。所幸幾個月後，書架逐漸充實，加上圖書館的大量採購，到了年底，三民已有足夠的

資金大量進貨，書架也插得滿滿的。

民國四十六年，三民開始跨足大學教科書的出版業務。在鄒文海等多位教授的提議下，決

定從法政方面的大學用書著手，希望藉由教育途徑改變、革新年輕人的法治觀念，促進民主的

發展，讓臺灣走上法治的道路，實行真正的民主，進而達到民富國強的目標。在當時這方面的

學者不多，只有臺大與行政專校（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前身）有這樣的師資。其中法政權威學者

鄒文海、薩孟武、林紀東、曾繁康、鄭玉波、張金鑑、戴炎輝等先生，相繼為三民著書，陶百

川先生並主編《最新綜合六法全書》。三民出版的法政大學用書，確立了三民出版品的方向與地

位；而大學用書鵝黃色的封面，不僅為當時臺灣的學術界增添幾許新意，也成為那個時代莘莘

學子的共同回憶。

後來，三民的生意略有基礎，需要較大的空間來經營，而衡陽路的店面原是向臺灣鳳梨公

司間接承租而來，臺鳳此時亦有意收回。三民遂在民國五十年的教師節當天，搬到重慶南路一

段七十七號。這間店面較之前寬敞，約有四十坪，當時租金是一個月兩千元，押金二十萬，其

中的十萬還是向長輩情商借來的。

這次搬遷對三民而言是一個轉捩點，且經過一番細心策劃。為避免同行的競爭手段，希望

來個出奇不意，新店面是在炎炎夏日關著門窗趕工而成，其酷熱可想而知；同時大量進貨，再

利用夜裡附近的書店都關門之後，與同事悄悄地將書籍搬到新址，稍做休息後，第二天繼續開

門營業，不露半點異狀。幸好那時三民與多間圖書館有生意往來，所以即便天天進貨而隔天未

見插在架上，也不易啟人疑竇。如此搬了十幾個晚上，總算大功告成。等到當天一早，新的店

面早已布置妥當，廣告招牌與紅布條也都事先做好，趁著開門前將之掛上，待時刻一到，順利

開幕營業，前來道賀的賓客相當多。

當時房東是臺北師範學校第一屆畢業的陳先生，為人溫文儒雅、謙恭有禮，雙方談妥訂

約，承租合約為期三年。陳先生是個好人，子女也都很優秀，可惜讀書人不懂如何做生意，

賠累甚多，經常向三民周轉。三年租約期滿，接著續約十年，押金改為三十萬元，但續約後不

久，陳先生便因退票的關係避債日本。到日本後，他寄來一封長信，說續約的押金可能無力歸

還，但希望店面的月租仍能照付，以供給他在臺的三個兒女讀書。照理來說，押金無法取回，

月租應可從已付的押金中扣除，無需再付款，但三民仍繼續按月照付，直到房子被拍賣，他的

孩子出國為止。

經歷此事，讓劉董事長感觸良深，租來的店面，終究是寄人籬下，絕非長久之計，於是他

三民六十，永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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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積極尋覓適當的店面，終於在民國五十六年間，找到重慶南路六十一號的門市現址。

購屋的過程，倒是相當機緣巧合。有一天劉董事長到菜市場的理髮店理髮，在武昌街的城

隍廟門口，看到房屋仲介掛出的招牌，便向他打聽附近合適的房子。一位韓籍仲介隨即引介劉

董事長去見屋主。

屋主打算出售的房子約三十幾坪，劉董事長嫌小了一些。屋主見他年紀輕輕，竟說這樣的

大話，以為尋他開心，便說他另有一房，有七十幾坪大，但只有建物，沒有土地所有權（土地

歸國有財產局所有），開價二百八十萬。其實以當時的行情，這樣的房子市值不過兩百萬元，這

個價錢可說是天價了，但劉董事長聽了之後，也不還價，一股牛勁，馬上簽了十萬元的支票下

訂。第二天屋主反悔了，因為六十一號現址他正住著，並沒有搬家的打算，希望返還訂金，取

消契約。劉董事長沒有答應，這筆買賣就這樣確定下來。購置後的一樓，出租給販售進口打字

機的商家，再用這筆租金分期付款向國有財產局承購土地；二樓以上，則是做為辦公處所與員

工宿舍。兩年多後，順利買下土地所有權。

有了自有店面後，三民更能專注出版優質好書。民國五十五年，三民推出廣受好評的「三

民文庫」，邀請各領域名家共襄盛舉，如琦君、張秀亞、彭歌、余光中、蓉子、白萩、錢穆、方

東美、唐君毅、牟宗三、薩孟武、陶百川、洪炎秋等文學大家與學術泰斗，都是「三民文庫」

的作者，留下許多傳唱一時的作品，其中數本回憶錄更成為珍貴的歷史見證。

緊接著，由謝冰瑩、邱燮友、劉正浩、李鍌四位先生合注的《新譯四書讀本》，開啟「古籍

今注新譯叢書」的開端。這套叢書中的注釋、解析、注音等設計，都是獨創體例，不僅對學子

有相當助益，對古籍的保存與現代化，更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因此即使必須投入龐大的精力與

成本，三民仍持續邀請兩岸學有專精的學者，共同為文化傳承付出心力，選題範圍甚至早已超

越市場考量，至今出版逾二百種重要古籍。

五○年代後期，政府獎勵興學，許多五年制專科學校因此設立。但推動之初既缺師資、又

無合適教材，劉董事長為了解決難題，親自研究專科學校的選課標準，並屢次向技職司請教、

反應相關問題，再邀集多位教授編撰工業類教材，總算讓五專學生有專屬的優質教材可用。

  發展‧擴張

民國六十年，《大辭典》開始編撰。從一開始四、五位中文系教授，到後來一百多位各類專

家學者加入；從原先中型辭典的規劃，到成為臺灣第一部民間自編的百科全書型大辭典，前後

耗費上億資金，歷經十四年才大功告成，三大冊《大辭典》對中華文化之貢獻有目共睹，民國

七十四年出版後，即獲得金鼎獎肯定。

編纂《大辭典》，同時也開啟三民造字的契機。當時臺灣市面上所通行的排版字體是日本漢

字，但日本漢字的筆畫並不完全正確，常常有少一筆或多一點的狀況，還有不同字體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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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缺字等大問題，這在編排中

文辭典的時候，更顯棘手。為了

避免《大辭典》有誤人子弟之

虞，為了將中文字全面而正確的

傳遞給使用者，劉董事長請人寫

字、刻銅模、鑄鉛字，以應印刷

出版之需要，並在多年感嘆「中

國人為什麼沒有自己的一套字，

而須向日本求取那既不標準、又

不美觀的字體」後，開始了艱辛

的造字工程。

一開始，三民聘請專屬的美

術人員，以傳統手寫的方式來造

字，人員編制為八十人，分為四組。這項工程看似簡單，實際進行後才發現困難重重。除了要

以正確性為前提，使每個字體都蘊含中國書法之美，還必須兼顧一致性，讓字體如同出自一人

之手，牽涉的問題十分複雜。若是每一字的組合安排不夠適切，劉董事長寧可廢棄重來。經過

二十多年、重寫十幾遍的努力與堅持下，三民終於建立了明體、黑體、楷體、長仿宋、方仿宋

和小篆六套字體，除小篆外，每套字體都超過七萬字，有的甚至高達九萬多字，並配合排版需

要，而各有四種粗細變化。如今這項工程已近尾聲，不久，中國人就有完全屬於自己的字體可

使用了。

除了前述的大學、五專用書，在高職用書方面，三民也有新創發。早年，中小學教科書的

出版印刷，是由商務、正中、開明等幾家書店所組成的「聯合供應處」所把持；至於經銷的部

份則由臺灣書店所統包。不過職業學校的教科書，並不在其經營的業務範圍之內。劉董事長敏

銳的嗅到了這個商機，因此在民國七十四年《大辭典》的編撰工作完成之後，他便從參與編撰

《大辭典》的教授中，敦聘了一二十位教授進行高職國文的編纂。隔年，便以東大圖書公司出版

了職校國文教科書。東大國文教材的內容與體例，特別針對職校生學習中文的需求而規劃，因

此甫一推出便廣受師生好評，尤其不以政治考量為選材的依據，是當時創新而大膽的作法。後

來東大國文的諸多特色，甚至被其他出版社爭相模仿，成為國文教材的通用範本。

民國七十八年，劉董事長有感於電腦作為出版工具的時代來臨，同時也記取編纂《大辭

典》在罕用字編排缺字問題的教訓，希望能有徹底解決的方案，因此指定幾位理工編輯同仁組

成專案小組，開始探討研發排版軟體的方向。最初希望能在已有的中文排版軟體中找到合適者

採用，但各廠家不是無意承擔此艱鉅工程，便是無法符合需求。懷抱著為中華文化盡一份力的

‧  民國七十五年，《大辭典》榮獲「金鼎獎優良圖書獎」，由考試院院

長孔德成先生頒獎。（照片提供／三民書局）

三民六十，永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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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願，劉董事長毅然決然決定成立排版軟體研發部門，自行研發可以提供支援 CCCII 編碼的排

版軟體。

多年來，歷經從無到有、完成第一代排版軟體、成立排版部門、移植工作站平臺等漫長

而艱辛的過程。民國九十年，三民的排版軟體已可在微軟個人電腦上排版工作，並持續研發改

進，完成第二代排版軟體。民國一 0 一年，功能完整的第三代排版軟體正式推出，除了支援各

種中文版式，數學公式與化學式的編排功能也相當強大又方便易學，古籍與童書的注音，當頁

註、雙頁註與旁註，頁面樣式變換、書眉、欄切換等功能都非常簡便，並可透過書籍檔管理，

讓多人同時編排同一本書籍，協助人力支援管理。此外，隨著出版趨勢的演進，還增加了電子

出版的功能，於編排紙本書外亦可同時輸出電子書檔案，完成電子書出版。二十多年來，三民

已利用自行開發的排版軟體編排出版多達六、七千本書籍，驗證了三民排版系統的實用價值，

後續仍將持續精進，使其符合現時與未來的出版所需。

與出版、造字等重要工程同時進行的，還有營業規模的擴充。為了因應日益繁重的稿務

與業務需要，民國六十四年，三民大樓落成啟用，營業面積大為增加；後來又在七十六年與

七十八年陸續買下重慶南路五十九號的建物與土地權，將之合併成一個店面，亦即今日重南門

市之規模。民國八十二年，復興北路門市落成，編輯部遷往新址，於是三民書局擴充到兩個門

市，每個門市都能容納二十萬以上的書種。至此，三民書局的遷徙遂告結束，不再為店面的事

而忙碌奔波，也為往後專心出版與經營立下更穩固的基礎。

  成長‧願景

在這六十年的歲月裡，三民

出版超過一萬種書籍，類別涵括文

學、法政、社會、科技、醫學與

藝術等各個領域，以叢書為名者

亦多達數十種，如「三民文庫」、

「古籍今注新譯叢書」、「中國古典

名著」、「科學技術叢書」、「世界哲

學家」、「三民叢刊」、「現代佛學叢

書」、「中國現代史叢書」、「生死

學叢書」、「國學大叢書」、「羅馬人

的故事」、「生活法律系列」、「文明

叢書」、「音樂，不一樣」、「宗教文

庫」、「國別史叢書」、「法學啟蒙叢

‧  民國一○二年七月十日，三民書局六十週年慶祝會，主持人錢復

先生與劉振強董事長共切蛋糕，活動圓滿落幕。（照片提供／三

民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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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哲學輕鬆讀」、「世紀文庫」、「Fun 心讀英語叢書」、「Life 系列」、「藝遊未盡」、「現代中

醫論叢」、「鸚鵡螺數學叢書」等書系，以及「小詩人」、「藝術家」、「文學家」、「童話小天地」、

「音樂家」、「影響世界的人」、

「世紀人物 100」、「我的蟲蟲寶

貝」、「小說新賞」等兒童讀物，

還有中文辭典九種、英文辭典

十三種，其他專業辭典六種。

許多叢書的發想，係肇因於

當時的社會背景與劉董事長的理

想而醞釀，在規劃之初，也都付

予它們深遠的社會使命，希望藉

由學術傳播的力量，達成改善社

會、提升文化素養的目標。

經過多年的奮鬥，有些叢書

幸能達成預想的成果，甚至獲得

廣大的迴響，超出原本的預期，全賴各界賢達的愛護與襄贊。尤其各位幫忙規劃、主編、邀約

與撰稿的學者教授們，有他們的熱心指教，三民書局才能夠成長茁壯、與時俱進，不斷推出最

嚴謹、最豐富的著作，以饗大眾。

過去，三民書局陪伴著許多讀者走過年輕歲月，也見證了臺灣各個時期的發展與演變。今

後，三民書局將一本初衷，堅守崗位，繼續為文化傳承而竭盡己力，更衷心企盼各位先進、同

仁與喜愛三民的朋友能繼續給予支持與呵護，攜手合作，共同為文化傳承而奮鬥不懈。

‧  三民書局六十週年慶祝會中，劉仲傑副總經理致贈「新譯四史」34

冊予國家圖書館典藏，由曾淑賢館長代表接受。（照片提供／三民書

局）

三民六十，永不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