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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過台灣最老書店「瑞成書局」

後，對於「傳家之寶」這四個字有

另一番體悟，創辦人許克綏留給子孫的是

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五字傳家寶「勤、

儉、誠、信、慈」。

　出生在彰化縣線西鄉的許克綏，21歲時

跟父親要了40元到台中第一市場創業(現

今的第一廣場)，20元買攤位及搭攤子，

10元當周轉金，剩下的10元批種子，當時

一趟火車票要價三塊錢，為了省交通費，

許克綏從台中徙步到彰化進貨，回程肩上

多了兩擔種子，不得已才搭火車。賣種子

有淡、旺季之分，曾在私塾念書的許克

綏，有感於漢學有益世道人心，民國元年

開始兼賣漢文書籍，當時的日據時代推廣

皇民化運動，賣漢書實在是唱反調，即使

警察上門找麻煩，許克綏仍然堅持只賣漢

書，不賣日文書籍。

　提起節儉的阿公，現任書店的董事長許

欽鐘印象深刻，「那時候在第一市場的店

面兼住家有26坪，共三層樓，第三層樓是

加蓋的，除了囤貨，住了20幾個人，阿公

睡在一樓樓梯下面不到一坪的小空間，前

面就是櫃台。」

　嫁進許家的第二代媳婦趙麗真還珍藏著

公公用到千瘡百孔的毛巾、東補西補的褲

子，藉以提醒子孫惜福感恩，前人的精神

對後人產生潛移默化的功效，許家曾轉投

資旅社，搜集客人用剩的肥皂，打濕後再

壓成一塊自家人留著用。

　「勤、儉、誠、信、慈」的家訓，許克

綏在事業上軌道後，讓「慈」這個字化為

實際的行動回饋社會，發放冬令救濟米、

捐八百多坪土地蓋育幼院、與友人朱炎煌

共同出資協助李炳男老師創辦佛教蓮社，

及成立慈光圖書館，並請大師講經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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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成書店  珍藏百年記憶

許欽鐘 現任瑞成書店董事長

民國50年(1961年) 許克綏膺選好人好事代表，在成
功路瑞成書局前全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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弔大伯許金波，對著大海抛出一支支的菊

花，深深感謝大伯的貢獻，為書局打下紮

實的根基。　

　看著一幅又一幅的老照片，想起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這句話，許氏家族開枝散葉，

能人輩出。以種子店萌芽，堅持漢學文化

繼而弘揚佛法、濟世扶貧，第三代的兄弟

妯娌共治，書店內以販售「心靈、保健、

宗教、五術、人文」五大專業書籍為主。

　許克綏雖已遠去，家族卻幸運的保存著

「阿公唸冊呼咱聽」的台語錄音，包括

《人生必讀》、《三字經》、《昔時賢

文》、《千金譜》，聽著來自舊時代的聲

音，依然美好感動。

民國49年，獲總統蔣中正贈匾

「好人好事」，隔年許克綏當選

全國好人好事代表，從台北回到

台中火車站時，市長邱欽洲率隊

歡迎，隨後在市區遊行。

　民國67年瑞成面臨嚴峻的考

驗，第一市場一把大火燒掉書局，然而第

二代接班人許鑽源在短短15天後，原址重

建；之後為了加速現金周轉，許鑽源起會

卻遭倒會，負債上千萬，利息錢五分照

算，相當於現在的18%，五年內還清所有

債務沒欠一毛錢，許欽鐘說父親承襲祖父

的教誨，非常注重信用。

　成就百年書局的路上，家族曾經發生一

件憾事，讓第一代女主人許蕭玉下令許家

人不准出國。隨著生意越來越繁忙，許克

綏一時沒空親自到上海進貨，19歲的大兒

子許金波有了幾次批貨經驗，獨自前往上

海，順道到杭州旅行，當時台灣人穿著較

像日本人，大陸仇日情緒高漲，當地公安

誤認許金波為日本人加以恐嚇，受到驚嚇

後回程靠岸福州馬尾港，船醫判斷他狀況

不佳不適合離船，許金波執意上岸，下水

游到半途就溺斃了。

　三年前，瑞成書局拍攝百年紀錄片，到

上海踏尋創辦人批書足跡，瑞成的總經理

許欽福，手捧一束鮮花，親自到馬尾港憑

瑞成書局

台中總店

地址：台中市東區雙十路一段4-33號
營業時間：10:00~22:00

高雄店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678號
營業時間：10:0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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