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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年表 

徐復觀先生學行年表 (二 ) 

流通組 謝鶯興編 

三、執教大學時期 

1955 年(民國 44 年)，五十三歲 

是年 

開始在省立台中農學院教授大一國文。 

1 月 5 日 

發表〈東方的憂鬱〉1，見《民主評論》(6 卷 1 期)，收入《學術與政

治之間(甲集)》、《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集)》。 

1 月 18 日 

發表〈從人物方面看日本政治前途〉 2，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遺》。 

2 月 10 日 

接受中央日報記者訪問，評論馬林可夫下台事件的影響，標題為〈徐

復觀論俄政變，俄將回復史魔路線，世界危機將更嚴重〉。 

2 月 13 日 

發表〈大陳島的撤退〉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2 月 22 日 

發表〈共產主義的危機--論蘇俄政變〉 4，見《中央日報》第 2 版。 

3 月 6 日 

發表〈對南洋大學的期待〉 5，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遺》。 

3 月 14 日 

發表〈釋論語「民無信不立」--儒家政治思想之一考察〉 6，見《祖

國周刊》(9 卷 11 期)，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乙集)》、《學術與

                                                 
1 按，「著述繫年」繫於「1 月 1 日」。 
2 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 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4 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5 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6 按，「論著繫年」僅標示：「44 年 1 月」，篇名多出：「儒家政治思想之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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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之間(甲、乙集)》、《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 

3 月 20 日 

發表〈釋論語的「仁」--孔學新論〉 7，見《民主評論》(6 卷 6 期)，

9 月 2 日再刊於《華僑日報》，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乙集)》、

《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集)》、《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孔

子研究論集》8(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0 年 9 月)、《中國上古

史論文選集》 9(華世出版社，1979 年 11 月)。 

3 月 19 日 

發表〈低微的人性呼籲〉10，見《自由人》，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4 月 7 日 

發表〈現階段的世界局勢〉 11，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遺》。 

4 月 16 日 

發表〈尊重人格的政治〉 12，見《自由人》(○卷○期)，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遺》。 

5 月 4 日 

發表〈文化上的重開國運--讀「人文精神之重建」書後〉 13，見《華

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二)》、《徐復觀文存》。 

5 月 5 日 

發表〈如何復活「切中時弊的討論精神」--感謝凌空君的期待〉 14，

見《民主評論》(6 卷 9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6 月 2 日 

發表〈如何才能真正解除戰爭的恐怖〉15，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遺》。 

                                                 
7 按，「著述繫年」繫於「3 月 16 日」，篇名無「孔學新論」等字。 
8 按，「著述繫年」未標示。 
9 按，「著述繫年」未標示。 
1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2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3按，「著述繫年」繫於「5 月 5 日」，篇名僅題「文化上的重開國運」。 
14按，「著述繫年」繫於「5 月 1 日」，篇名無「感謝凌空君的期待」。 
1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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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 

發表〈錢大昕論梁武帝〉16，見《自由人》，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6 月 16 日 

發表〈蘇聯的企圖何在？〉，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遺》。 

6 月 20 日 

發表〈儒家在修己與治人上的區別及其意義〉17，見《民主評論》(6 卷

2 期)，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甲集)》、《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

集)》、《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中國思想史論集續集》。 

7 月 13 日 

東海大學創立，應曾約農校長之邀18，擔任該校中文系教授，從此

埋首學術研究。 

7 月 26 日 

發表〈人類的另一真正威脅〉 19，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遺》。 

9 月 12 日 

發表〈政治上的識與量〉20，見《華僑日報》刊出，收入《學術與政

治之間(乙集)》、《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集)》。 

10 月 16 日 

發表，見〈西漢政治與董仲舒--儒家對中國歷史命運的掙扎〉 21，見

《民主評論》(6 卷 20 期)，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乙集)》、《學

術與政治之間(甲、乙集)》。 

10 月 25 日 

                                                 
1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7按，「著述繫年」繫於「6 月 16 日」。 
18參見曾約農校長給徐先生的臨時聘書。按，曹永洋先生撰〈徐復觀教授年表〉(《中

華雜誌》第 20 年，第 237 期，民國 71 年 6 月，以下簡稱「年表」)與〈徐復觀教授

年譜〉(收入《論戰與譯述》，台北：志文書局，1982 年)，皆說「中文系教授兼系主

任」，實際上，中文系創系主任，為曾約農校長從台灣大學借聘到東海籌辦的戴君仁

先生，徐先生於民國 45 年 8 月 1 日才接任系主任。 
19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20按，「論著繫年」繫於「9 月 2 日」。 
21按，「著述繫年」繫於「10 月 10 日」，篇名無「儒家對中國歷史命運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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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古人在危險困難中的智慧〉22，見《華僑日報》；後改名為〈古

人在危難中的智慧〉再刊於《人生》(12 卷 1 期，1956 年 5 月

16 日)，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11 月 1 日 

發表〈董仲舒的志業--西漢政治與董仲舒之二〉 23，見《民主評論》

(6 卷 21 期)，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乙集)》、《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乙集)》。 

11 月 5 日 

發表〈袁紹與曹操〉 24，見《新聞天地》，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三)

記所思》。 

11 月 16 日 

發表〈中國知識份子精神的回向--壽張君勱先生〉25，見《人生》(11

卷 1 期)，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乙集)》、《張君勱七十文集》。 

11 月 20 日 

發表〈董仲舒後儒家對歷史之影響西漢政治與董仲舒之三〉26，見《民

主評論》(6 卷 22 期)27，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乙集)》、《學術

與政治之間(甲、乙集)》。 

1956 年(民國 45 年)，五十四歲 

1 月 1 日 

發表〈一九五五年國際政治的總結及其展望〉，見《華僑日報》，收

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1 月 28 日 

參加東海大學在台北中園舉行的「第一次國文教學座談會」，會中提

出個人經驗與見解。 28 

                                                 
22按，「論著繫年」繫於「1956 年 5 月」，篇名作「古人在危難中的智慧」。 
23按，「著述繫年」篇名無「西漢政治與董仲舒之二」。 
24按，「論著繫年」繫於「1966 年 11 月 5 日」。 
25按，「論著繫年」篇名無「壽張君勱先生」。 
26按，「著述繫年」繫於「11 月 16 日」。 
27按，「著述繫年」註云：〈西漢政治與董仲舒〉、〈董仲舒的志業〉、〈董仲舒後儒家對歷

史之影響〉合成〈儒家對中國歷史運命掙扎之一例〉。「論著繫年」則云：前此三文

結集後發予《學術與政治之間》並改題為〈儒家對中國歷史運命掙扎之一例--西漢政

治與董仲舒〉。 
28參見民國四十五年一月廿八日下午三時在台北中園舉行的「文史講授座談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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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 

發表〈中庸的地位問題--謹就正於錢賓四先生〉 29，見《民主評論》

(7 卷 5 期)，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乙集)》、《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乙集)》、《中國思想史論集》、《孟子研究論文集》(中華叢

書編審會，1963 年)。 

3 月 7 日 

發表〈史達林對人類的偉大啟示〉，見《自由人》(523 期)，收入《學

術與政治之間(乙集)》、《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集)》。 

4 月 

出版《詩的原理》(譯作，荻朔太郎著，台北正中書局版)。 

4 月 1 日 

發表〈我對「大學生活 j 的期望：多介紹聞名的國外大學〉30，見《大

學生活》，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4 月 7 日 

發表〈在中國最成功的一個美國人--蕭查禮博士〉，見《新聞天地》，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4 月 20 日 

發表〈沉痛的追念〉 31，見《民主評論》(7 卷 8 期)，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遺》。 

4 月 21、22 日 

發表〈蘇俄清算史達林連動的另一觀察〉 32，見《華僑日報》，收入

《徐復觀雜文補遺》。 

5 月 26 日 

發表〈王季薌先生事略〉，見《自由人》33，收入《徐復觀文錄(四)》、

《徐復觀文錄選粹》。 

6 月 1 日 

發表〈為學習而寫作〉34，見《大學生活》，收入《徐復觀文錄(四)》、

                                                 
29按，「著述繫年」繫於繫於「3 月 1 日」，篇名無「謹就正於錢賓四先生」。 
3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1按，「著述繫年」繫於「4 月 16 日」。 
32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3按，「論著繫年」標出處為「華僑日報」。 
34按，「論著繫年」繫於「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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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文存》。 

6 月 18 日 

發表〈三十年來中國的文化思想問題〉，見《祖國周刊》(14 卷 11 期)，

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乙集)》、《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集)》。 

7 月 

發表〈詩的本質〉 35，見《東風》(第 1 期)，收入《詩的原理》。 

8 月 1 日 

兼東海中文系主任。 

8 月 11 日 

發表〈介紹一部假期讀物〉 36，見《新聞天地》，收入《徐復觀雜文

集(二)看世局》。 

8 月 12 日 

發表《學術與政治之間》甲集〈自序〉37，見《自由人》；再刊於《人

生》(13 卷 1 期，1956 年 10 月 16 日)；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甲

集)》、《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集)》。 

8 月 20 日 

發表〈有關中國思想史中一個基題的考察--釋論語「五十而知天命」〉

38，見《民主評論》(7 卷 16 期)，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乙集)》、

《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集)》、《中國思想史論集續集》。 

10 月 

出版《學術與政治之間》甲集(莊垂勝主持的臺中中央書局出版)。 

10 月 4 日 

提出〈有關本校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三、四年級專修課目調整之意見〉39。 

11 月 1 日 

發表〈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 40，見《自由中國》(15 卷 9 期)，

                                                 
3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6按，「論著繫年」篇名題「介紹一部假期讀物--美國國家基本問題對話」，繫於「1976

年 8 月 11 日」。 
37按，「論著繫年」繫於「8 月 12 日」，出處標示「45 年 11 月」。「著述繫年」繫於「10

月 7 日」。 
38按，「著述繫年」繫於「8 月 16 日」。 
39按，文件之右側，由上至下，依序題「曾校長指正」、「爾康兄 煩轉告復光兄正」、「以

為然請照此計劃提會討論決定」、「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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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 

11 月 5 日 

發表〈為什麼要反對自由主義〉41，見《民主評論》(7 卷 21 期)，收

入《學術與政治之間(乙集)》、《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集)》、《儒

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 

1957 年(民國 46 年)，五十五歲 

1 月 1 日 

發表〈方望溪論清議〉，見《人生》(13 卷 4 期)，收入《徐復觀文錄

(四)》、《徐復觀文錄選粹》。 

1 月 5 日 

發表〈兩篇難懂的文章〉 42，見《民主評論》(8 卷 1 期)，收入《學

術與政治之間(乙集)》、《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集)》。 

1 月 29 日 

與牟宗三先生聯名推薦劉述先先生自民國 47 年 8 月起，在東海大學

人文學科擔任理則學課程，吳德耀校長於 4 月 16 日函覆同意。 

2 月 12 日、13 日 

發表〈悲憤的抗議〉43，見《華僑日報》，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乙

集)》、《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集)》、《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

由人權》。 

3 月 2 日 

發表〈春蠶篇〉 44，見《新聞天地》(13 卷 10 期)，收入《徐復觀雜

文續集》。 

3 月 13 日 

發表〈國史中人君尊嚴問題的商討〉，見《自由人》(628 期)，收入

《學術與政治之間(乙集)》、《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集)》、《儒

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 

                                                                                                                              
40按，「著述繫年」繫於「10 月 31 日」，篇名無「的一面」。 
41按，「著述繫年」繫於「11 月 1 日」。「論著繫年」標示 「10 月 17 日」，又據《民主

評論》出刊標示「11 月 5 日」。 
42按，「著述繫年」繫於「1 月 1 日」。註云：1957 年徐教授揭起考據與義理之爭，筆名

「李實」之文皆以^記。 
43按，「論著繫年」僅繫於「2 月 12 日」。 
44按，「著述繫年」註云：原文附有〈作者附函〉和〈關於春蠶篇〉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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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7 日 

發表〈徐復觀先生一封公開的信〉 45，見《自由人》，收入《學術與

政治之間(乙集)》、《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集)》。 

4 月 20 日 

發表〈答毛子水先生的「再論考據與義理」〉 46，見《民主評論》(8

卷 8 期)，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乙集)》、《學術與政治之間(甲、

乙集)》。 

5 月 20 日 

發表〈歷史文化與自由民主--對於辱罵我們者的答覆〉 47，見《民主

評論》(8 卷 10 期)，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乙集)》、《學術與政

治之間(甲、乙集)》。 

6 月 5 日 

發表〈有關大專畢業學生服兵役現役時期的一個建議〉48，見《民主

評論》(8 卷 11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7 月 

撰《學術與政治之間》甲集再版〈序〉 49(中央書局再版)。 

7 月 5 日 

發表〈中國文化的對外態度與義和團事件〉50，見《民主評論》(8 卷

13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7 月 13 日 

發表〈良心的呼籲〉 51，見《自由人》，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8 月 

再版《學術與政治之間》甲集(中央書局再版)。 

8 月 1 日 

發表〈反對黨最大的責任是在反對的言論〉 52，見《民主潮》，收入

                                                 
4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著述繫年」註云：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時改名為〈附

關於中國歷史中的人民自由問題另如陳克文先生的一封信〉。 
46按，「論述繫年」繫於「4 月 16 日」。是篇以「李實」筆名發表。 
47按，「論著繫年」繫於「5 月 15 日」。 
48按，「著述繫年」僅繫於「6 月 1 日」。 
49按，「論著繫年」僅繫於「2 月 12 日」。 
50按，「著述繫年」僅繫於「7 月 1 日」。 
51按，「著述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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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雜文補遺》。 

8 月 31 日 

發表〈知人不易--我現在才認識成舍我先生〉53，見《新聞天地》，收

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9 月 5 日、20 日 

發表〈考據與義理之爭的插曲〉(上、下)54，見《民主評論》(8 卷 17

期及 18 期)，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乙集)》、《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乙集)》。 

10 月 1 日 

下午三點，在東海大學招待所舉行中文系新舊同學聯歡會，以系主

任身份介紹全系新舊老師與同學晤談。 55 

兼任東海大學 46 學年度教職員資格審查委員會、獎學金委員會、圖

書委員會、教職員學術著作或譯著獎助委員會、學術演講計劃

委員會、校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等委員。 56 

住在東海路七十號宿舍，仍兼中文系主任，講授國文、專書及人文

學科。 57 

10 月 5 日 

發表〈關於「詩的原理」的翻譯問題--給李辰冬先生的一封公開信〉

58，見《民主評論》(8 卷 19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10 月 10 日 

發表〈農村的懷憶〉59，見《人生》，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甲集)》、

《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集)》。 

10 月 31 日 

擔任東海附中促進委員會委員。 60 

                                                                                                                              
52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5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54按，「著述繫年」繫於「9 月 1 日及 9 月 16 日」。 
55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 期，民國 46 年 10 月 1 日第 2 版。 
56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 期，民國 46 年 10 月 1 日第 1 版。 
57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4 期，民國 46 年 11 月 16 日第 2 版。 
58按，「著述繫年」繫於「10 月 1 日」。「論著繫年」篇名無「給李辰冬先生的一封公開

信」。 
59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著述繫年」註云：此文乃〈誰賦豳風七月篇〉之撮要。 
60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4 期，民國 46 年 11 月 16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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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學術與故治之間(乙集)》由中央書局出版。 61 

11 月 16 日 

發表〈從學術上搶救下一代〉 62，見《人生》(15 卷 1 期)。 

11 月 16 日、12 月 1 日 

發表〈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63，見《人生》(15 卷 1 至 2 期)，收

入《中國思想史論集》。 

11 月 20 日 

發表〈《學術與政治之間》乙集自序〉64，見《自由人》，再刊於《民

主評論》(8 卷 22 期，1957 年 11 月 20 日)65，收入《學術與政治

之間(乙集)》、《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集)》。 

11 月 22 日 

主持在文學院大教室孔德成先生敘述赴日講學觀感的演講會，強調

加強文化交流才可提高國家政治地位，簡介宋明思想影響日本

明治維新之史實。 66 

1958 年(民國 47 年)，五十六歲 

1 月 1 日 

出版《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

化前途之共同認識》 67，民主評論社初版。 

1 月 5 日 

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

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 68、〈什麼是美國今日的根本

                                                 
61按，《東海大學校刊》第 5 期(民國 46 年 12 月 1 日第 4 版)刊登「徐復觀教授著學術與

政治之間甲乙集均出版」訊息。 
62按，「著述繫年」繫於「1968 年 9 月 23 日」。 
63按，「論著繫年」僅標示「11 月/12 月」。 
64按，「著述繫年」繫於「11 月 13 日」。 
65按，「論著繫年」繫於「10 月 10 日」，《民主評論》8 卷 22 期標示「11 月 20 日」。 
66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5 期，民國 46 年 12 月 1 日第 2 版。 
67按，「著述繫年」未收錄。 
68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是篇與牟宗三、張君勱、唐君毅等三位先生一起署名。編

者按語說：「先以中文交民主評論及再生二雜誌之元旦號同時發表」，故「著述繫年」

列於 1 月 1 日出版之《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

前途之共同認識》，應是本篇的抽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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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69，見《民主評論》(9 卷 1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二)

看世局》、《徐復觀雜文補遺》。 

1 月 6 日 

參加東海大學在招待所舉行的「創設農場座談會」。 70 

1 月 13 日 

兼任中學(東大附中)指導委員會、教員資格審敘委員會、學報編輯

委員會等委員，並被推選為中學指導委員會立案小組委員，專

責辦理立案手續。 71 

1 月 20 日 

發表〈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感概〉，見《祖國周刊》(21 卷 4 期)，收入

《徐復觀雜文補遺》。 

1 月 31 日 

《東海大學校刊》刊登〈東海大學教職員著作一覽(一)〉，列出：儒

家的基本精神及其轉進與新生、象山學述、學術與政治之間甲

集、學術與政治之間乙集、中國人的思惟方法(譯)、詩的原理(譯)

等六種著作。 72 

4 月及 6 月 

發表〈怎樣當一個大學生〉，見《東風》(1 卷 3 期及 4 期)73，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遺》。 

4 月 5 日 

發表〈對於訓詁的思維形式〉(譯著，白川靜原著)74，見《民主評論》

(9 卷 7 期)，收入《論戰與譯述》。 

4 月 16 日 

                                                 
69按，「著述繫年」先繫於「1953 年 1 月 5 日」，見「《民主評論》4 卷 1 期」，又繫於「1958

年 1 月 1 日」。《徐復觀雜文集(二)看世局》是篇末署「四二、一、一，民主評論九

卷一期」，但《民主評論》的 3 卷 1 期已在「1951 年 12 月 16 日」，且 9 卷 1 期的版

權頁是在「1958 年 1 月 5 日」，故有誤。 
70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8 期，民國 47 年 1 月 16 日第 1 版。 
71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8 期，民國 47 年 1 月 16 日第 4 版。 
72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9 期，民國 47 年 1 月 31 日第 2 版。 
73按，館藏《東風》發行自第 1 期至 12 期未標卷數，1961 年 1 月發行第 2 卷 1 期時，

才有卷數。 
74按，「著述繫年」繫於「4 月 1 日」。徐先生於篇前說明翻譯的原由，並說：「想為兩國

的文化交流稍盡點責任，因字數過多，稍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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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圖書館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 75 

5 月 20 日 

發表〈一個歷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進--論孔子誅少正卯〉 76，見《民

主評論》(9 卷 10 期)，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儒家政治思

想與民主自由人權》。 

5 月 24 日 

接獲東海吳德耀校長函請繼續擔任中文系主任一職。 

6 月 16 日 

參加東海大學「教員聘任升等資格審敘委員會議」，建議先推選下會

議主席，以俾事前準備。 

6 月 27 日 

兼任《東海學報》人文學科委員會委員。 77 

7 月 1 日 

發表〈傳統中國文學思想中詩的個性與社會性問題〉 78，見《文星》

(2 卷 3 期)，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徐復觀文錄(二)》、《徐

復觀文錄選粹》、《中國文學論集》。 

7 月 12 日 

發表〈閒話舊聞〉 79，見《新聞天地》，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7 月 16 日 

發表《詩的原理》〈譯序〉 80，見《人生》，收入《詩的原理》。 

8 月 5 日 

發表〈釋詩的比興--重新奠定中國詩的欣賞基礎〉81，見《民主評論》

(9 卷 15 期)，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中國文學論集》、《詩

經研究論集》(學生書局，1983 年 11 月)。 

9 月 5 日 

參加東海大學「教職員資格審敘委員會」會議。 

                                                 
75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1 期，民國 47 年 4 月 16 日第 3 版。 
76按，「著述繫年」繫於「5 月 1 日」，篇名無「論孔子誅少正卯」。 
77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4 期，民國 47 年 6 月 27 日第 4 版。 
78按，「論著繫年」僅云「7 月」。 
79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8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已將《詩的原理》出版繫於「1956 年 4 月」。 
81按，「著述繫年」繫於「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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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 

兼任懷恩中學董事會董事，及財務委員會委員兼召集人。 82 

9 月 20 日 

發表〈反極權主義與反殖民主義〉 83，見《民主評論》(9 卷 18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三)記所思》。 

9 月 22 日 

兼任東海大學學年度獎學金委員會、圖書委員會、東海學報委員會

人文學科委員會(召集人)、教員資格審敘委員會、校務委員會、

教務委員會、教員學術研究委員會等委員。仍兼中文系主任，

講授國文、專書、理學，住在東海路七十一號。 84 

9 月 24 日 

發表〈我的歉疚和呼籲〉85，見《自由人》，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9 月 24 日 

發表〈我的歉疚和呼籲〉86，見《自由人》，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1959 年(民國 48 年)，五十七歲 

1 月 

發表〈應當如何讀書〉87，見《東風》(6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1 月 8 日 

發表〈劉備白帝城托孤〉 88，見《徵信新聞報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集(三)記所思》。 

3 月 

發表〈今日中國文化上的危機〉，見《東風》(7 期)，1959 年 6 月 1

日又刊於《人生》(18 卷 2 期)，收入《徐復觀文錄(二)》、《徐復

觀文存》。 

4 月 1 日 

                                                 
82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5 期，民國 47 年 9 月 22 日第 2 版。 
83按，「著述繫年」繫於「9 月 16 日」。 
84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5 期，民國 47 年 9 月 22 日第 3 版、第 6 版及第 16 期(民

國 47 年 10 月 16 日)第 2 版。 
8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8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87按，此期《東風》出版日期僅標「1 月」，無日期。 
88按，「著述繫年」繫於「1 月 23 日」，見《新聞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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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東海 47 學年度教員資格審叙委員會、圖書館學報編輯顧問委員

會等委員。 89 

5 月 5 日 

發表〈孟子知言養氣章試釋〉90，見《民主評論》(10 卷 9 期)收入《中

國思想史論集》。 

5 月 12 日 

參加東海大學「教員聘任升等資格審敘委員會議」，會中報告：中文

系系主任擬吚推蕭繼宗先生擔任。 

5 月 25 日 

發表〈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結構及人治與法治問題〉，見《祖國周刊》

(26 卷 8 期)，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

自由人權》。 

6 月 

發表〈主宰自己的命運--贈本校畢業諸生〉91，見《東風》(8 期)，收

入《徐復觀文錄(四)》、《徐復觀文存》。  

6 月 20 日 

發表〈詩詞的創造過程及其表現效果--有關詩詞的隔與不隔及其他〉

92，見《民主評論》(10 卷 12 期)，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中

國文學論集》。發表〈文心雕龍的文體論〉，見《東海學報》(1

卷 1 期)，收入《中國文學論集》。 

7 月 9 日 

擔任東海大學「教員聘任升等資格審敘委員會議」臨時主席主持會議。 

7 月 20 日 

發表〈賣文買畫記--故宮名畫三百種印行感念〉 93，見《民主評論》

(10 卷 14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8 月 1 日 

發表〈我的教書生活〉，見《自由談》(10 卷 8 期)，收入《徐復觀文

                                                 
89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23 期，民國 48 年 4 月 1 日第 1 版。 
90按，「著述繫年」繫於「5 月 1 日」。 
91按，「著述繫年」篇名作「贈東海大學首屆畢業諸生」，。 
92按，「著述繫年」繫於「6 月 16 日」。 
93按，「著述繫年」繫於「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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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四)》、《徐復觀文錄選粹》。 

發表〈陳立夫先生六十壽序〉94，見《自由人》，1959 年 8 月 16 日再

刊於《民主評論》(10 卷 16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獲准休假研究。 95 

8 月 20 日 

發表〈與梁嘉彬先生商討唐施肩吾的一首詩的解釋問題〉96，見《民

主評論》(10 卷 16 期)，收入《論戰與譯述》。 

9 月 15 日 

申請民國 48 學年全休研究，所授論孟課程擬請人代授，接獲由吳德

耀校長署名的「教員聘任升等資格審敘委員會」函請同意文。 

9 月 20 日、10 月 5 日 

發表〈中國孝道思想的形成演變及其在歷史中的諸問題〉(上、下) 97，

見《民主評論》(10 卷 18 期及 19 期)，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

《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 

10 月 1 日 

發表〈我的讀書生活〉98，見《文星》(4 卷 6 期)，1960 年 1 月 16 日

再刊於《人生》，收入《徐復觀文錄(三)》、《徐復觀文錄選粹--

自述懷念親友卷》。 

10 月 10 日 

發表〈哀唐生〉，見《新聞天地》，收入《徐復觀雜文集(四)憶往事》。 

10 月 16 日 

兼任東海 48 學年東海學報委員會、校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委員。99 

11 月 20 日 

當選東海大學教授會理事。 100 

                                                 
94按，「著述繫年」繫於「8 月 1 日」，見「《自由人》，註云：再刊於《民主評論》(1959.8.16)。

「論著繫年」則繫於「8 月 20 日」 
95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30 期，民國 48 年 10 月 16 日第 2 版。 
96按，「著述繫年」繫於「8 月 16 日」。篇名無「先生」及「問題」等字。 
97按，「著述繫年」繫於「9 月 16 日」及「10 月 1 日」。 
98按，「論著繫年」僅標示「10 月」。 
99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30 期，民國 48 年 10 月 16 日第 2 版；第 31 期，民國 48 年

11 月 1 日第 4 版；第 32 期，民國 48 年 11 月 16 日第 2 版。 
100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33 期，民國 48 年 12 月 1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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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出版《中國思想史論集》(東海大學版)。 101 

發表〈苦難時代的知識青年〉，見《東風》(9 期)，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遺》。 

在東海大學 12 月動員月會上以「我們的學校」為題講演。 102 

12 月 5 日 

發表〈與梁嘉彬先生的再商榷〉 103，見《民主評論》(10 卷 23 期)，

收入《論戰與譯述》。 

12 月 20 日 

發表〈這是「中國人要堂堂正正地做為一個中國人而存在」的象徵

--《民主評論》出刊十週年的感念〉 104，見《民主評論》(10 卷

24 期)，收入《徐復觀文錄(四)》、《徐復觀文存》。 

1960 年 (民國 49 年)，五十八歲  

1 月 5 日  

發表〈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與態度問題代序〉105，《民主評論》(11

卷 1 期 )，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

人權》、《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  

2 月 1 日  

東海大學休假一年，赴日。發表一系列「東京旅行通訊」，刊登於香

港《華僑日報》。 106 

4 月 2 日  

發表〈櫻花時節又逢君 --東京旅行通訊之一〉 107，見《華僑日報》，

                                                 
101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33 期，民國 48 年 12 月 1 日第 1 版。 
102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35 期，民國 48 年 12 月 31 日第 4 版，記載：「本校教員著

作，在哈佛燕京學社資助下，於本學期出版者有徐復觀先生之《中國思想史論集》」。 
103按，「著述繫年」繫於「12 月 1 日」。 
104按，「著述繫年」繫於「12 月 16 日」。 
105按，「著述繫年」繫於「1 月 1 日」，篇名無「代序」二字。「論著繫年」則繫於「1959

年 10 月 2 日」，另標示：《民主評論》11 卷 1 期，1960 年 1 月 5 日。 
106按，是年 4 月 2 日即在《華僑日報》發表〈櫻花時節又逢君--東京旅行通訊之一〉，

故繫於 2 月 1 日起休假。 
107按，「著述繫年」篇名無「東京旅行通訊之一」，註云：1960 年著作有*者皆為「東京

旅行通訊」系列，由「之一」到「之十」，惟缺「之七」，疑即是〈日本的天女〉，此

文於四月○日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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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 4 月 20 日再刊於《民主評論》 (11 卷 8 期 )，收入《徐

復觀文錄(四)雜文》、《徐復觀文錄選粹》。  

4 月 12 日、13 日  

發表〈不思不想的時代 --東京旅行通訊之二〉 108，見《華僑日報》，

1960 年 5 月 5 日再刊於《民主評論》 (11 卷 9 期 )，收入《徐復

觀文錄(四)雜文》、《徐復觀文錄選粹》。  

4 月 16 日  

發表〈如何開始文藝寫作〉，見《人生》 (19 卷 11 期 )，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遺》。  

4 月 22 日  

發表〈從生活看文化 --東京旅行通訊之三〉109，見《華僑日報》，1960

年 5 月 20 日再刊於《民主評論》 (11 卷 10 期)，收入《徐復觀

文錄(四)雜文》、《徐復觀文錄選粹》。  

5 月 5 日  

發表〈評章太炎對中國文化的認識〉(韋政通著 )之〈誌〉110，見《民

主評論》(11 卷 9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5 月 5 日、8 日  

發表〈從外來語看日本知識份子的性格 --東京旅行通訊之四〉111，見

《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5 日再刊於《民主評論》 (11 卷 11

期)，收入《徐復觀文錄(四)雜文》、《徐復觀文錄選粹》。  

5 月 20 日  

發表〈讀經示要 (熊十力著 )印行記〉 112，見《民主評論》(11 卷 10

期 )刊出，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5 月 18 日、19 日  

發表，見〈日本的鎮魂劑「京都」--東京旅行通訊之五〉113，見《華

僑日報》，1960 年 6 月 20 日再刊於《民主評論》(11 卷 12 期)，

                                                 
108按，「著述繫年」篇名無「東京旅行通訊之二」。 
109按，「著述繫年」篇名無「東京旅行通訊之三」。 
11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11按，「著述繫年」篇名無「東京旅行通訊之四」。 
112按，「論著繫年」篇名作「讀經示要重印序」，標示：廣文書局重印本，1969 年 5 月，

繫於 5 月 16 日。 
113按，「著述繫年」篇名無「東京旅行通訊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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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徐復觀文錄(四)雜文》、《徐復觀文錄選粹》。  

5 月 24 日、25 日  

發表〈毀滅的象徵 --現代美術的一瞥 (東京旅行通訊之六 )〉114，見《華

僑日報》，1960 年 7 月 5 日再刊於《民主評論》 (11 卷 13 期)，

收入《徐復觀文錄(三)》、《徐復觀文存》。  

5 月 31 日、6 月 2 日、3 日、4 日  

發表〈京都的山川人物 --東京旅行通訊之七〉 115，見《華僑日報》，

1960 年 8 月 1 日再刊於《民主評論》 (11 卷 15 期)，收入《徐

復觀文錄(三)》、《徐復觀文存》。  

6 月 17 日  

發表〈鋸齒型的日本進路 --東京旅行通訊之八〉116，見《華僑日報》，

1960 年 8 月 20 日再刊於《民主評論》 (11 卷 16 期)，收入《徐

復觀文錄(三)》、《徐復觀文存》。  

7 月 6 日  

發表〈對日本知識份子的期待 --東京旅行通訊之九〉117，見《華僑日

報》，1960 年 9 月 5 日再刊於《民主評論》 (11 卷 17 期)，收入

《徐復觀文錄(四)雜文》、《徐復觀文錄選粹》。  

7 月○日  

發表〈日本民族性格雜談 --東京旅行通訊之十〉118，收入《徐復觀文

錄(四)雜文》、《徐復觀文錄選粹》。 

7 月 20 日  

發表〈中國古代人文精神之成長〉119，見《民主評論》(11 卷 14 期 )，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7 月 26 日  

                                                 
114按，「著述繫年」篇名無「東京旅行通訊之六」。 
115按，「著述繫年」篇名無「東京旅行通訊之七」。 
116按，「著述繫年」篇名無「東京旅行通訊之八」。 
117按，「著述繫年」繫於「7 月 19 日」，篇名無「東京旅行通訊之九」。 
118按，是篇收入《徐復觀文錄(四)雜文》頁 84~88，篇目題「日本民族性格雜談--東京

通信」，篇末署「一九五○、八 華僑日報」，但〈「人」的日本--東京旅行通訊尾聲〉

是發表於 7 月 26 日的《華僑日報》，9 月 20 日再刊於《民主評論》，則應是「一九六

○年七月」之誤，且《民主評論》亦未見刊登，故僅以「7 月○日」代之。「著述繫

年」未收錄。 
119按，「著述繫年」繫於「7 月 16 日」。「論著繫年」標示：1960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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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的日本 --東京旅行通訊尾聲〉120，見《華僑日報》，1960

年 9 月 20 日再刊於《民主評論》 (11 卷 18 期 )，收入《徐復觀

文錄(四)雜文》、《徐復觀文錄選粹》。  

7 月 31 日  

《東海大學校刊》報導：「上學期前往日本研究中國人性論史及中國

經學發展史之本校中文系徐復觀教授，已於七月底回校。本學

期繼續授課。」 121 

8 月 20 日  

發表〈論國會議員之待遇〉(侯紹文著 )之〈謹誌〉122，見《民主評論》

(11 卷 16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9 月 20 日  

發表〈心靈發展之途徑〉 (牟宗三講 )之〈謹誌〉 123，見《民主評論》

(11 卷 18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10 月 16 日  

兼任東海 49 學年度東海學報委員會、校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等委

員。改住東海路五十三號，講授國文、專書、中國哲學思想史、

各體文習作。 124 

11 月 1 日  

受邀於文學院 203 教室，由學藝委員會舉行的學術演講，以「遊日

觀感」發表演講。 125 

11 月 5 日  

發表〈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 --中國人性論史初稿之一〉126，見

《民主評論》 (11 卷 21 期 )，收入《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 127。 

11 月 12 日  

發表〈一個新的希望 --祝堅尼第當選美國總統〉128，見《華僑日報》，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120按，「著述繫年」繫於「9 月 16 日」，篇名無「東京旅行通訊尾聲」。 
121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44 期，民國 49 年 10 月 1 日第 4 版。 
122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23按，「著述繫年」繫於「8 月 16 日」，「論著繫年」未收錄。 
124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45 期，民國 49 年 10 月 16 日第 2 版、第 5 版；第 47 期，

民國 47 年 11 月 16 日第 2 版。 
125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47 期，民國 49 年 11 月 16 日第 3 版。 
126按，「著述繫年」繫於「11 月 1 日」，註云：此乃《人性論史》初稿之一，改名為〈第

二章 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但《民主評論》刊登時即採用此篇名。 
12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28按，「論著繫年」皆將書名題為「中國先秦人性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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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  

發表〈道德地人文世紀之出現及宗教之人文化 (中國人性論史初稿之

二 )〉 129，見《民主評論》 (11 卷 22 期 )，收入《中國人性論史

先秦篇》。  

11 月 26 日  

發表〈越南政變的悲喜劇〉，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二)

看世局》。  

11 月 29 日  

發表〈日本民社黨的挫折〉130，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遺》。  

12 月 3 日  

發表〈亞洲之文藝復興 --評美國派克森教授的呼籲〉131，見《華僑日

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12 月 5 日  

發表〈孔子的性與天道 --人性論的建立者 --中國人性論史初稿之三〉

132，見《民主評論》(11 卷 23 期 )，收入《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 

12 月 20 日  

發表〈古代人性論的完成 (中國人性論史初稿之四 )--孟子道性善〉133

及〈拉克們！恐怕你們白白地焦急了〉 134，見《民主評論》(11

卷 24 期 )，前者收入《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後者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遺》。  

12 月 28 日  

發表〈工業江湖〉 135，見《自由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129按，「著述繫年」繫於「11 月 16 日」，註云：此乃《人性論史》初稿之二，改名為〈第

三章 以禮為中心的人文世紀之出現，及宗教之人文化〉。 
13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3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32按，「著述繫年」繫於「12 月 1 日」，註云：此乃《人性論史》初稿之三，改名為〈第

四章 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性與天道〉。 
133按，「著述繫年」繫於「12 月 16 日」，註云：此乃《人性論史》初稿之四，改名為〈第

六章 從性到心--孟子以心善言性善〉。 
134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3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