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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爾不群】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 守住編輯桌傳遞書本溫度  
卓爾不群

 

【記者盧逸峰專訪】看著電腦、滑滑手機，瀏覽來自數位資訊世界的爆量資訊

，是現代人生活中再平常不過的，但你還記得上回閱讀實體書是在何時呢？當出版業

在數位時代中力拚轉型時，允晨文化發行人、中文系校友廖志峰逆著風，依然守著實

體書市場的火光，他以「像在石器時代守著洞穴和篝火的猿人」自許，延續著書本的

價值。他身兼創作、編輯、發行人的多重身分，為讀者發掘好書，每月精雕琢磨發行

2本，多年來陸續獲得各種獎項肯定，近期所出版的《荊棘中的探索：我的讀書札記

》、《作家的書房》分別獲得第39屆金鼎獎「圖書類出版獎：文學圖書獎」和「圖書

類個人獎：圖書設計獎」殊榮，他認為，書本有一種科技世界裡感受不到的知覺，名

為「溫度」。人有體溫，書本也有。

 

　搭乘臺鐵淡水線上下學是廖志峰珍貴的回憶，他利用通勤時間點校完一本厚厚的《

說文解字注》，對母校印象最深刻的是文學館六樓圖書館，在四庫全書環繞的安靜角

落度過屬於自己的時光，「因為圖書是開架式的，我可以很開心地在這裡閱讀，當然

還可以稍解通勤的疲累。」大三後，選擇租屋節省交通時間，他形容那段時間，「那

是我的山居歲月，有別於現在的公寓大廈，在現今水源街的校園後側門旁，當時僅是

簡單的農舍，在蟲鳴鳥叫環繞中閱讀，課後漫步在校園中、淡水河岸旁，雖然北淡線

、淡水戲院已經走入歷史，但是那段日子很是特別。」

 

　即使畢業多年，廖志峰聊起當時幾位令他印象深刻的老師，那傳道授業的身影仍然

歷歷在目，如中文系教授顏崑陽、前教授龔鵬程的「蘇詩」和榮譽教授施淑女的「小

說選」以及「文學批評」等大師親炙如沐春風，均讓他印象深刻。他談到，從「蘇詩

」中讀到宋詩以詩論事的多種樣貌，顛覆過去對古典詩的認知；而施淑女老師的小說

課則讓他更加認識當代的臺灣作家作品，「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還有多元的教師，讓

我們感受到母校的學風自由。」他笑著分享，當時打工時還曾賣過魯迅等禁書，差點

被警察抓走。這段講起來可能「被失蹤」的驚心動魄，成了他寶貴的體驗。

 

　1990年憑著中文系系刊經驗和涵養出的文字敏銳度進入允晨文化，一路擔任編輯、

經理、發行人，直至現在。在允晨文化的辦公室中，放眼望去，其出版書籍種類多元

、不但有文學類叢書，也有南北韓、印度、伊斯蘭國、反共民運人士等各種民族主義

的書籍外，國際關係、政治思想等各式各樣，讓整個書架如同展開了一幅視野遼闊的

世界地圖，廖志峰希望，能以拓展眼界和提供不同觀點為讀者出書，這也是目前的發

展方向之一。

 



　在他的一手帶領下，允晨文化出版的多本書籍獲得多項獎座和獎牌，例如為一位大

學畢業至泰緬邊境參與人道援助發展工作至今的年輕女性黃婷鈺出版《105號公路

：泰緬邊境故事》一書，該書除了入圍2015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也獲得

文化部第37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他認為，獲獎是對編輯、出版工作一

個很大的鼓勵。他以《荊棘中的探索：我的讀書札記》一書為例說明，「當初這本書

是作家的閱讀筆記，原先以為只是蒐集、整理之後便能出版，但我們往來修改之間花

了5年的時間來雕琢後出版成書，我們也成了忘年之交，成了在我編輯生涯中一個印

象深刻的回憶。」

 

　廖志峰被評為獨具慧眼的出版人，他表示，「編輯工作常常要面對的困難，在於怎

樣去判別手上書稿的價值和如何去發掘一位好的作家？我們在2010年出版法國青壯輩

重量級作家派屈克．蒙迪安諾（Patrick Modiano）的新作《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館》

，該書於201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聲名大噪，比大部分的人都更早發掘出經典名著

的價值，這就是身為編輯最快樂的事情。」

 

　廖志峰自身也從事文學創作和擔任文學獎評審，在大學時期曾獲得五虎崗文學獎的

肯定，經常以生活隨筆、介紹新發掘作家、出版新作等訊息在經營3年多來的臉書平

臺上與文學界同好及粉絲好友互動，近期出版的《書，記憶著時光》是收錄《文訊》

雜誌專欄、閱讀筆記與心得；廖志峰指出，生活中的觀察與經驗是很重要的創作題材

來源，也鼓勵想從事文字工作者的學弟妹，「要多加閱讀，藉由書籍打開視野、學會

去體驗書中的真摯情感，更要多加欣賞名家的作品來充實自己對於文學的認識。」他

強調，同時也要提升語言能力，因為在越來越多作品是來自國外作家，編輯自然要有

與外國作家交流的能力，身為一位投身編輯工作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從業人員，他說

：「工作中的自律很重要，但只要有興趣，就應該努力並且去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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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文系校友廖志峰，身兼創作、編輯、發行人等身分，為讀者發掘好書。（攝影／盧逸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