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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標／志之知悟

⼤標／以⼀世守護台灣史料

副標／魏德文

副標／南天書局創辦⼈

文／許翔、陳志愷

前⾔／南天書局⾃1976年成立，以出版學術書籍聞名，是台灣文史資料的典藏寶庫。魏德文是
南天書局的創始⼈也是總經理，他的⼀⽣有⼤半時間都奉獻給書籍志業，為台灣出版許多經典書

籍。

 

 

內文／

出⽣於1943年的魏德文是新⽵縣關⻄⼈，同時也⾝為客家⼈，他的名字出現在台灣文史圈與出
版業，因為他個⼈不斷的堅持努⼒，南天書局⾄今也珍藏許多文獻、地圖與影像史料，成為台灣

文史⼯作者與國際學者定期造訪的知識庫，在當今向錢看⿑的商業化出版環境當中，保有文青的

傲骨，獨樹⼀格的經營風範令⼈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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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標／出版，是興趣更是志趣

 

魏德文的家族充滿著濃厚的書香氣息，如此的環境薰陶影響他；此外家鄉新⽵關⻄鎮上有相當成

功的教育典範，新⽵旺族范朝燈的⼗位兒⼦在戰爭結束前後均取得⼤學⾄博⼠以上的⾼學歷，他

教育的⽤⼼與成功不僅是地⽅上、甚⾄全台成為⼦女教育的典範，也是魏德文學習的榜樣。

南天書局位於台⼤旁邊的⼩巷弄中，魏德文經常利⽤周末不定期回到新⽵關⻄老家，與親朋好友

連絡感情。為完整保存眾多各類書籍，魏德文在鄉間購置倉庫，其中⼀個倉庫位於新⽵縣新埔鎮

新埔國⼩旁的⼩⼭丘上，同時也是魏德文週末在新⽵的住所，魏德文還養了兩隻活潑好動的⼤⿊

狗，⽽新⽵新埔靜謐幽清的環境，正適合魏德文。

從台北醫學⼤學藥學系畢業，魏德文曾在藥廠短期⼯作三年，但最終離開醫藥界，轉⽽投⾝符合

個⼈志趣的出版界。回想起當時的情況，魏德文表⽰，台灣在藥學的研究成果明顯落後歐美⽇先

進國家，因此藥學產業在研發創新投入較少，⼤多做國外藥廠的代⼯或進⼝代理，因此他覺得業

界發揮空間有限；他的⼤學同學們除了在藥廠發展，另⼀條主要的出路就是擔任醫院局職務或是

開業藥局，當時台灣的醫藥在分業的情況還不夠成熟，⼤多數藥業的資源與權⼒掌控在醫⽣⼿

裡，因此藥師被認為是⼀個附屬於醫⽣下的職位，不受到重視，發揮的空間不⼤，在藥廠短暫的

⼯作後，斷然決定把精⼒都投入出版與書籍的志業當中，且魏德文認為這項領域發揮空間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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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於文化部舉辦《李仙得台灣紀⾏》新書發表會，魏德文簡報新書內容。（魏德文提供）

段標／美國亞洲學會的啟蒙

 

魏德文對於書籍的熱愛與認識啟蒙於⼤學時期，就跟當今的⼤學⽣⼀樣，魏德文⼤學時期就有打

⼯的經驗，⽽他很幸運的在美國亞洲學會設置的中文資料中⼼打⼯，開始接觸與出版和書籍相關

的⼈事物。

由於第⼆次⼤戰結束、1949年國共分離後外國⼈難以理解中國現況，因此美國哈佛⼤學教授費
正清等知名學者認為要了解中國就必須進⾏「中國研究」，但1966年爆發文化⼤⾰命，中國⼤
陸正處於與世隔絕的鎖國狀態，⽽國⺠政府撤退來台時也運來龐⼤圖書與檔案資料，因此外國學

者輾轉來到相對開放的台灣，把台灣當成⼀個⼩型中國進⾏許多研究。費正清的學⽣Robert
Irick的博⼠論文題⽬是「清代的勞⼯問題研究」，他來到台灣蒐集相關文獻資料，不久後美國亞
洲學會隨即成立，在中華文史資料相當豐富的台灣設置中文資料中⼼，他即是該中⼼的主任。當

時出版界正掀起⼀股中文古籍經典的復刻風潮，魏德文在中文資料中⼼的三年期間，學習許多寶

貴的經驗，為他⽇後成立南天書局的⽬標奠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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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標／深耕台灣文史，放眼歷史價值

 

南天書局以出版學術書籍為主，沒有流⾏相關的暢銷書籍，魏德文從不把出版當作⼀項企業，他

把學術著作當成⼀⽣的志業來看待。他認為出版業存在的價值不應以營收上的損益，⽽應以學術

價值來評估，隨⼿拿起⼀本⽇治時期《原住⺠族影像誌》為例，裏頭紀錄許多⽇治時期台灣原住

⺠的⽣活影像，如此的⺠族學著作在當時或許沒有太⼤的商業價值，但是到今天可說是絕無僅

有，甚⾄百年後更能彰顯該著作的珍貴；還有古地圖、影像的蒐集都是⼈類智慧的結晶，常有⼈

問，「出版是密集的⼿⼯業，既無法謀⼤利，⼜如何能實現理想？」他總是簡單回答：「把獲利

的期望降低失望就少，經營是⾨藝術。」

秉持著這樣的精神，他經營南天書局四⼗年了從來沒有動搖過最初的經營理念，⽽他堅持的動

⼒，有⼀部分則來⾃讀者的⽀持。在他的顧客群中有世界各地的學者還有書籍中相關的族群，如

台灣原住⺠、客家⼈等等，這群⼈通常團體購買記錄他們的歷史書，每當有這樣的讀者，魏德文

就會受到無比的⿎舞，堅持對傳統的傳承，持續深耕台灣的文史研究與發展。

圖2：美國紐約⼤學20餘位師⽣與台灣⼤學交換教學，由魏德文帶隊體驗台灣客家文化，攝於新埔義⺠廟。（魏德文提供）

段標／堅守價值，不追求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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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不斷改變，出版界也不例外；隨著時間推移，魏德文感嘆現代⼈越來越不重視⾃⼰的本⼟

文化，此外閱讀習慣正在改變，不再像以前那樣重視書本，部分是受限於現代的⽣活型態，連他

⾃⼰都受到影響，部分的時間花在網路訊息的吸收，不過他盡量撥出時間閱讀，因為他相信⼤量

閱讀才能精進⾃我。

投入書籍事業四⼗年的魏德文對於閱讀有相當深刻的體悟，根據他的親⾝經驗⾒聞，閱讀⼀定要

廣博⽽精深，他以⽇治時期的⾼等學校為例，當時的⾼等學校擁有完整具有系統性的藏書，所以

學⽣有寬廣無比的國際視野，前總統李登輝就是其中之⼀，李登輝在⾼等學校時已經擁有七百本

的「文庫本」經典書，⾃然判斷與決策的能⼒⾼⼈⼀等。

他也提到，過往⼈們的刻苦奮讀是現代⼈無法比擬的，以外文書為例，以前書籍翻譯不如現代發

達，若是遇到尚未翻譯的外文書，往往靠個⼈不斷的語⾔學習與突破，如此做學問的精神在現代

⼗分罕⾒。但魏德文表⽰，閱讀習慣改變是時代的趨勢無法逆轉，⽽他已年過半百也無法扭轉⼤

時代潮流，但終究建構知識⽽閱讀仍是求知的主流，只求堅守本分，經歷的過程雖然辛苦，但對

個⼈⽽⾔，⼀輩⼦的閱讀習慣是無比的幸福，並以南天書局能「存在」就是價值⽽堅守。

對於近年學界興起的文創產業魏德文也提出嚴厲批判，他認為⽬前的文創產業相當表⾯與空虛，

只是政客為政治考量⽽不斷吹捧的政治訴求，⽽學術界的反應也令他質疑，「哪有學校在搞文創

來創造利益，以產值做為績效的標準，這是教育精神的本質嗎？」魏德文表⽰，真正的文創除了

要傳承傳統的文化資產，更重要的要掌握優質文化元素，同時迎合時尚的要素。魏德文覺得在進

⾏文化創新前還是得回到根本，⼤量的閱讀各種經典書⽬，因為要有相當深度的文化內涵才有⾜

夠功⼒去進⾏文化創新，⽽且研讀深厚的各種資料後才能找出⾃我文化的意涵，假如只是⼀昧的

學習⻄⽅主流文化最終還是難有突破性發展，甚⾄淪為「文化殖⺠」，畢竟⻄⽅文化屬於⻄⽅

⼈，唯有發展我們的東⽅文化，創新的內容才能使⼈⽿⽬⼀新，在世界當中才能有佔⼀席之地。

 

段標／以⺠間⼒量建立歷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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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書局四⼗年來遭遇過許多曲折困難，魏德文舉例，⽇治時期曾有⼀位任職於台灣總督府警務

局理番課囑託⼯作，經常活躍在台灣各原住⺠族地區，並拍攝上萬張原住⺠族各族群照片，將其

⽣活記錄下來。年邁的他在餘年前巧遇⼀位企業家，這位企業家看到這批珍貴資料時讚嘆如此龐

⼤的影像簡直是不可思議，必須要將這些珍貴資料出版成書，且⼀定要回饋給台灣，因為這是台

灣重要的文化資產。經歷數年努⼒終於在2000年出版了⼀本《鄒族⺠族圖誌》，這⼀年正巧是
該公司99週年慶，印製達上萬冊，每冊重達近2公⽄，除分贈給他全世界的客⼾外，另特別備妥
4000部要回饋給台灣。企業家尋求魏德文進⾏分配⼯作，魏德文則以教育部中經費較為拮据的
中⼩學圖書館及原住⺠族委員會的鄉鎮為主要分配對象。⽇本透過亞東協會⾏文到教育部，當時

教育部收到消息後卻以「沒有⼈⼒，沒有經費」婉拒處理，讓魏德文頓時愣住了，該企業立即回

應他們要贈書給台灣各單位，不會讓教育部造成負擔。經歷這次事件，魏德文表⽰公益單位的熱

誠與台灣公部⾨的冷漠對比實在令⼈難以置信，諸如此類的案例不勝枚舉；經過⼗年後，南天書

局⼜於2010年再度出版第2冊《布農族⺠族圖誌》，魏德文⾃豪的說著，好戲還在後頭，⽬前尚
有8冊⺠族圖誌未出版，但他略帶感嘆的表⽰，⼈的⽣涯有限，對他來說是不可能完成的艱鉅⼯
作。

圖：2014年原住⺠族委員會委託魏德文執⾏「原住⺠族歷史地圖」計畫案，赴⽇本國⼟地理院調查。（魏德文提供）

段標／保存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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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談中他批判⽬前的鄉⼟語⾔政策缺乏通盤考量，據他了解，現⾏鄉⼟語⾔政策⼤多是教學⽣

四縣腔客語，但他覺得處理事情要有輕重緩急，既然四縣腔客語還普遍流傳於台灣的客家聚落

中，那這種語⾔失傳的危機就比較⼩，政府應該優先搶救其他快瀕臨失傳的⼩眾客語。這樣錯誤

的政策不只出現在客語，台灣各族的語⾔也有相同危機，語⾔惟在⽣活中才能存活，在語⾔未消

失之前應做調查、記錄，才得以保存下來。有關客語史料的調查蒐集，徐兆泉老師利⽤退休⼗年

的⼯夫，積累並撰寫達⼆百餘萬字，編撰成《台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辭典》，達1854⾴，
2009年交由南天書局出版，這項重⼤語⾔⼯作，沒受任何公部⾨經費的⽀助，⽽⺠間實現，即
是具體語⾔保存的實例。南天書局保存的文史資料中諸如此類案例不勝枚舉，記錄台灣原住⺠、

客家⼈、新移⺠等族群的⽣活，⽽魏德文⾃⼰⼜是客家⼈，所以他對客家⼈的文化與歷史有許多

情感與關懷。因持續保存台灣文史資料⽽漸漸受到各界肯定，魏德文在2004年榮獲⾏政院新聞
局⾦鼎獎終⾝成就獎。

與其把魏德文視為⼀位書店經營者，倒不如把他看成台灣文史資料的守護者，魏德文引以為傲的

成就，是⾄今台灣各⼤學學者、教授、海外的東亞圖書館員等，只要來到台灣進⾏參訪或做研究

都⼀定會來南天書局⾛⾛逛逛。雖然南天出版的書籍離⺠眾⽇常⽣活較為遙遠，但魏德文相信這

些專業文史資料書籍的知識仍然需要被保存，衷⼼地希望顧客能在店裡找到需要的資料，發展出

對社會有貢獻的研究，他的堅持就會有所回報。

 

 

 

抽⾔／把獲利的期望降低失望就少，經營是⾨藝術。～魏德文

 

BOX／About

魏德文，新⽵縣關⻄⼈，畢業於台北醫學院藥學系。曾在美國亞洲學會設置的中文資料中⼼⼯

讀，畢業後曾任職於藥廠，後決定依照⾃⼰的興趣轉⽽進入文史領域，1976年創立南天書局，
進⾏文史書籍出版、研究和文獻保存。2004年榮獲⾏政院新聞局⾦鼎獎終⾝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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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015年「俯瞰清代台北城」⼾外導覽由魏德文帶隊，攝於清代急公好義坊。（魏德文提供）

 

BOX／採訪後記

出發前抱著⼗分緊張⼜尊敬的⼀顆⼼，畢竟對文化學者進⾏深度的⼈物訪談是第⼀次，深怕⾃⼰

肚⼦的墨⽔不夠外，更擔⼼訪談問題是否會太直接⽽冒犯受訪者。直到和魏德文先⽣⾒⾯後，⼼

中的疑慮放下許多，路途中不斷地與我們聊天，訪談中殷勤地招待茶⽔和熱情地分享許多他珍愛

的圖文典籍，迫不及待地想帶我們進入每張照片的情境背景，迅速地拉近我們之間的距離。

在訪談中不斷地透露出對於傳統文化保存的重要性，認為養成良好的讀書習慣來不斷充實⾃⼰是

必要的，同時在談話內容中不斷地論述中⻄洋的史學和社會思想觀點，並分析兩者的差異性所造

成現今不同本質的社會，這些知識和文化的研究史料對於社會學者和政治家是非常重要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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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許翔

以為直⽩無所堆砌的文字才能表達真誠的⼼，討厭過度包裝徒具形式的展現，實質內容的深廣度

遠比表現格式上的雕蟲⼩技重要，喜歡在⼀個⼈的獨處時光中進⾏天⾺⾏空的思考，衷⼼期望這

⼀堂課能平安的度過。

 

About陳志愷

⾃由奔放、喜愛藝術創作的⼤男孩，總是在⽣活中尋找創作的靈感。比起課本中的知識，更注重

實際的體驗，期待在之後的⼈⽣旅途中可以經歷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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