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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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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來臺的出版社，由

大陸撤退到臺灣的公務員所開設的書局，或少數

作家自己辦的出版社」以及「三民書局，就像一

個『散兵收容所』，多半是新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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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地區

內最高軍事長官，得以禁止集會、結社、遊行、

請願並限制言論、講學、新聞、雜誌、攝影、標

語暨其他危害軍事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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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編譯館第二套全集性作品轉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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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年來一直期待有建識有魄力出版家

挺身而出」，編輯這套叢書的「這個出版單位（指

桂冠圖書），有感社會中功利主義的濃厚以及人

文精神的薄弱，決定這套叢書以出版人文學和社

會科學方面的書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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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辛廣偉著。《臺灣出版史》（石家莊市：河北教育出版社，2000），
頁 25。

2. 吳建民。〈正中書局創業半世紀〉，《出版界》（第 10期，12月號，
1983 年），頁 2-5。

3. 游淑靜等著。《出版社傳奇》（臺北市：爾雅，1981）。
4. 轉引自王瓊文，〈臺灣圖書出版業發展歷程與未來發展趨勢〉（臺

北市：國立政治大新聞研究所碩士論文，1995 年），頁 99。
5. 王榮文。〈臺灣出版事業產銷的歷史現況與前瞻—一個臺北出版

人的通路探索經驗〉，《出版界》（第 26 期，11 月號，1990 年），
頁 7-15。

6. 同注 1，頁 74。
7. 同注 1，頁 115-6。
8. 同注 1，頁 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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