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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年表 

徐復觀先生學行年表 (四 ) 

流通組 謝鶯興編 

1964 年 (民國 53 年)，六十二歲  

1 月 1 日  

發表〈在和平中戰鬥，對國際局勢之探索〉見《徵信新聞報》，收入

《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發表〈社會如何返老還童〉1，見《自由談》 (15 卷 1 期 )，收入《徐

復觀文錄選粹》。  

1 月 5 日、20 日  

發表〈孔子「為人生而藝術」的藝術精神初稿〉 2，見《民主評論》

(15 卷 1 期、2 期 )，收入《中國藝術精神》。  

1 月 7 日  

發表〈關於「一個藝術家的反抗」一文(來函)〉3，見《徵信新聞報》，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1 月 16 日  

發表〈答日本加藤常賢博士書〉 4，見《中華雜誌》 (2 卷 1 期 )，收

入《中國思想史論集》。 

上午九時與王惕吾、余紀忠等人參加在台北極樂殯儀館舉辦的世界

新聞專科學校校長成舍我夫人蕭宗讓女士之奠禮。  

2 月 20 日、3 月 5 日  

發表〈韓偓詩與香奩集論考〉 (上、下 ) 5，見《民主評論》 (15 卷 4

期、5 期 )，收入《中國文學論集》。  

3 月 14 日、15 日  

                                                 
1 按，「論著繫年」繫於「1963 年 12 月」，標示「1963 年 12 月 10 日」。是篇曾收入《徐

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2 按，「著述繫年」繫於「1964 年 1 月 1 日及 16 日」，註云：收入《中國藝術精神》時

改名〈由音樂探索孔子的藝術精神〉。 
3 按，是篇「編者按」云：「名學者徐復觀教授〈一個藝術家的反抗〉於元旦日在本刊

發表，引起廣大讀者注意，該文純以藝術觀點就事論事，不意該文刊出後，作者接

到很多匿名信，不僅作粗魯的無理謾罵，……」，但查該報元日的 12 個版面，僅見

〈在和平中戰鬥，對國際局勢之探索〉， 
4 按，「著述繫年」註云：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時改名〈評訓話學上的演繹法〉。 
5 按，「著述繫年」繫於「1964 年 2 月 16 日及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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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藝術的胎動，世界的胎動〉 6，見《華僑日報》；1964 年 4 月

5 日，再刊於《民主評論》 (15 卷 7 期 )7，收入《徐復觀文錄選

粹》。  

3 月 23 日  

發表〈漫談國產影片〉，見《徵信新聞報》，收入《徐復觀文錄(四)》、

《徐復觀文存》。  

3 月 28 日  

發表〈瑣談〉 8，見《新聞天地》(第 20 年 13 期 )，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3 月 30 日  

發表〈什麼是「中國友人」所追求的目標〉 9，見《華僑日報》，收

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4 月 1 日  

發表〈風景‧幽情〉，見《自由談》(15 卷 4 期 )，收入《徐復觀文錄

(四)》、《徐復觀文存》。  

4 月 20 日  

發表〈紀念吳稚暉先生的真實意義〉10，見《民主評論》(15 卷 8 期 )，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4 月 22 日  

發表〈國產電影的民族風格問題〉 11，見《自由報》(734 期 )，收入

《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4 月 23 日、25 日  

發表〈自由主義的變種〉(上、下 ) 12，見《華僑日報》；1964 年 5 月

20 日，再刊於《民主評論》 (15 卷 10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

                                                 
6 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

記於此。 
7 按，「著述繫年」註云：再刊於《民主評論》(1964 年 4 月 1 日)。 
8 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9 按，「著述繫年」註云：再刊於《民主評論》(1964 年 4 月 16 日)，作為〈紀念吳稚暉

先生的真實意義〉的附錄。 
10按，「著述繫年」繫於「4 月 16 日」。 
1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2按，「論著繫年」繫於「5 月 23 日及 25 日」。「著述繫年」註云：再刊於《民主評論》

(1964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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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三)記所思》。  

4 月 30 日  

發表〈從第五屆縣市長選舉念慮台灣政治的前途〉，見《徵信新聞

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5 月 2 日  

發表〈向教育部長的呼籲〉 13，見《新聞天地》(第 20 年 18 期 )，收

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5 月 24 日  

發表〈兒童成長與家庭〉，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三)

記所思》。  

5 月 29 日  

發表〈反科學的科學宣傳家〉 14，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6 月左右  

發表〈一個偉大軍人人格的面影〉 15，見《湯恩伯先生紀念集》，收

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6 月 5 日、20 日、7 月 5 日  

發表〈莊子藝術精神主體之呈現〉 (上、中、下 )16，見《民主評論》

(15 卷 11 期至 13 期 )，收入《中國藝術精神》。  

6 月 8 日  

發表〈對中共蘇聯鬥爭之一種觀察〉，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6 月 28 日  

發表〈面對傳統問題的思考〉 17，見《華僑日報》；1964 年 7 月 20

日，再刊於《民主評論》(15 卷 14 期)18；收入《徐復 觀 文存》。 

                                                 
1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4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6按，「著述繫年」繫於「6 月 1 日、16 日及 7 月 1 日」，註云：收入《中國藝術精神》

時改名〈中國藝術精神主體之呈現〉。「論著繫年」繫於「6 月 5 日、7 月 20 日」。 
17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

記於此。 
18按，「著述繫年」註云：再刊於《民主評論》(1964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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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  

發表〈參加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有感〉之〈謹誌〉 19，見《民主評論》

(15 卷 13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7 月 16 日  

發表〈反漢奸為當務之急〉 20及〈偶讀偶記〉，見《中華雜誌》(2 卷

7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8 月 5 日  

發表〈悼念新亞書院〉 21，見《民主評論》 (15 卷 15 期 )，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8 月 13 日  

發表〈我們在現代化中缺少了點什麼 --職業道德〉，見《華僑日報》；

1964 年 9 月 5 日，再刊於《民主評論》(15 卷 16 期 )22，收入《徐

復觀文錄(二)》、《徐復觀文錄選粹》。  

9 月 8 日  

發表〈一個自然科學家的悲願〉 2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文存》。  

9 月 16 日  

發表〈美國為什麼在世界碰壁〉，見《中華雜誌》 (2 卷 9 期 )，收入

《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9 月 20 日、10 月 5 日、20 日  

發表〈釋氣韻生動〉 (上、中、下 ) 24，見《民主評論》 (15 卷 17 期

至 19 期 )，收入《中國藝術精神》。  

9 月 26 日  

發表〈為馬來西亞的前途著想〉25，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19按，「著述繫年」繫於「7 月 1 日」。「論著繫年」未收錄。 
2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21按，「著述繫年」繫於「8 月 1 日」。 
22按，「著述繫年」註云：再刊於《民主評論》(1964 年 9 月 1 日)。 
2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

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24按，「著述繫年」繫於「9 月 16 日、10 月 1 日、10 月 16 日」。 
25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

記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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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錄選粹》。  

10 月 5 日  

發表〈《學藝周刊》發刊詞〉26及〈由一個國文試題 (知之者，不如好

知者；好知者，不如樂知者 )的爭論所引起的文化上的問題〉27，

見《徵信新聞報》28，收入《徐復觀文錄(四)》、《徐復觀文存》。 

10 月 10 日  

發表〈有關台灣大學一段往事的談話〉29，見《新聞天地》(第 20 年

41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10 月 21 日  

發表〈文化上的家與國〉，見《華僑日報》；1964 年 12 月 5 日，再

刊於《民主評論》(15 卷 22 期)30；收入《徐復觀文錄(四)》、《徐

復觀文存》。  

10 月 26 日  

受邀在東海慶祝校慶 10 月份學術演講，以「中國畫與詩的融合」為

題講演。 31 

11 月 2 日  

東海創立 10 年，名列服務達 10 年者名單中。兼任東海 53 學年校務

委員會、教務委員會等委員。 32 

11 月 15 日  

發表〈甲辰中系寄均琴兒〉33，見《東海文學》(8 期 )34，收入《徐復

觀家書精選》。  

11 月 18 日  

                                                 
26按，「著述繫年」註云：《學要周刊》是徐教授在《徵信新聞》主編的專欄，逢星期一

出版，迄至 1965 年 1 月 25 日，此後凡徐文刊於此欄者皆以~~記，此文 1968 年 9 月

25 日補誌。 
27按，「著述繫年」篇名無「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樂之者」。 
28按，「論著繫年」標示「中國時報」。 
29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0按，「著述繫年」註云；再刊於《民主評論》(1964 年 12 月 1 日)。 
31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98 期，民國 53 年 10 月 1 日第 3 版。 
32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01 期，民國 53 年 12 月 1 日第 1 版及第 4 版。 
3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4按，館藏《東海文學》缺第 8 期至 12 期，第 7 期為 1964 年 4 月 10 日出版，則 11 月

15 日出版應為第 8 期，暫繫之。 



學人年表 

 79

發表〈藝術的社會性問題〉 35，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11 月 20 

發表〈悼戴杜衡之喪輓聯〉 36，見《徵信新聞報》。  

12 月 7 日  

發表〈中國畫與詩的融合 (東海大學建校十周年紀念學術講演稿 )〉

37，見《徵信新聞報》；1965 年 2 月 5 日，再刊於《民主評論》

(16 卷 3 期 )38，收入《中國藝術精神》。  

12 月 13 日  

發表〈現代藝術的永恆性問題〉 39，見《華僑日報》；1965 年 1 月 5

日，再刊於《民主評論》(16 卷 1 期 )，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 

12 月 28 日  

發表〈回答我的一位學生的信並附記〉，見《徵信新聞報》 (學藝周

刊第 13 期 )，收入《徐復觀文錄(三)》、《徐復觀文存》。  

1965 年 (民國 54 年)，六十三歲  

1 月 16 日  

發表〈決定今後國際形勢的基本因素〉，見《華僑日報》；1965 年 2

月 13 日，再刊於《民眾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

政治卷上》。  

1 月 21 日  

發表〈對李敖所提控訴徐復觀提答辯書〉 40，見《徵信新聞報》，收

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1 月 25 日  

發表〈西方的一○二個大觀念〉(許文雄著 )之〈編者話〉，見《徵信

                                                 
3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6是篇見於《徵信新聞報》，現有徐復觀諸書未見，是否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

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全篇錄之於下：名政論家戴杜衡十七

日病逝台中，其生前知友徐復觀教授探喪愴痛，特撰一聯輓之如下：夜雨巴山離亂

廿年為客共，羈瑰員島文章千古與心仇。 
37按，「論著繫年」繫於「1965 年 2 月 5 日」。 
38按，「著述繫年」註云：再刊於《民主評論》(1965 年 2 月 1 日)。 
39按，「論著繫年」繫於「1965 年 1 月 5 日」。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

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4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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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2 月 13 日  

發表〈憶瘋狗‧念西化〉 41，見《新聞天地》(第 21 年 7 期 )，收入

《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3 月 5 日  

發表〈被期待的人間像的追求〉 42，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文錄選粹》。  

3 月 20 日  

發表〈中國山水畫的興起〉43，見《民主評論》(16 卷 6 期 )，收入《中

國藝術精神》。  

4 月 5 日  

發表〈歷史與民族〉 44，見《華僑日報》；1965 年 4 月 20 日，再刊

於《民主評論》 (16 卷 8 期 )，收入《徐復觀文存》。  

4 月 25 日  

發表〈壽任卓宣先生〉45，見《政治評論》(14 卷 4 期 )，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5 月 2 日  

發表〈文化人類學的新動向〉 46，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

存》。  

5 月 20 日  

發表〈唐代山水畫的發展及其畫論〉 47，見《民主評論》 (16 卷 10

期 )，收入《中國藝術精神》。  

                                                 
4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42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

記於此。 
43按，「著述繫年」繫於「3 月 16 日」，註云：收入《中國藝術精神》改名為〈魏晉玄學

與山水畫的興起〉。 
44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

記於此。 
45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

記於此。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時，篇名題「卓宣先生七旬大壽」。 
46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

記於此。 
47按，「著述繫年」。繫於「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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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8 日  

發表〈國家的兩重性格〉，見《華僑日報》；1965 年 8 月 5 日，再刊

於《民主評論》(16 卷 14 期)48，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三)記所思》。 

6 月  

發表〈故宮盧鴻草堂十志圖的根本問題〉，見《東海學報》 (7 卷 1

期 )及《東海文薈》 (7 期 )，收入《中國藝術精神》。  

6 月 9 日  

發表〈朱熹與南宋偏安〉，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二)》、

《徐復觀文錄選粹》。  

6 月 21 日  

代表東海大學教授會在第七屆畢業典禮中致詞。 49 

7 月 5 日  

發表〈張大千大風堂名蹟第四集王銑西塞漁社圖的作者問題〉50，見

《民主評論》 (16 卷 13 期 )51，收入《中國藝術精神》。  

7 月 8 日  

發表〈西化與色情〉 52，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二)》、

《徐復觀文存》。  

7 月 24 日  

李敖控訴徐先生毀謗案，曾於 2 月 25 日法院開庭審理，曾於 3 月 1

日判決徐先生無罪，經李先生上訴，又於台中高分院於今日宣

判無罪。 53 

7 月 31 日  

發表〈華僑與歷史意識〉，見《華僑日報》；1965 年 9 月 5 日，再刊

於《民主評論》 (16 卷 15 期)54；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

                                                 
48按，「著述繫年」註云：再刊於《民主評論》(1965 年 8 月 1 日)。 
49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07 期，民國 54 年 6 月 21 日第 1 版。 
50按，「著述繫年」繫於「7 月 1 日」。 
51按，《民主評論》從第 16 卷 13 期起，刊登「本刊啟事」，表示因人力和物力的限制，

改為月刊出版，第 16 卷 18 期起，即僅寫月份，不寫日期。 
52按，「論著繫年」繫於「7 月 9 日」。 
53按，參見《中央日報》2 月 26 日第 3 版，3 月 2 日第 3 版及 7 月 25 日第 3 版相關報

導。 
54按，「著述繫年」註云：再刊於《民主評論》(1965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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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卷下》。  

9 月 14 日  

發表〈西方聖人之死 --對薛維茲的悼念〉 55，見《華僑日報》，收入

《徐復觀文錄(四)》、《徐復觀文存》。  

10 月 2 日  

發表〈言論的責任問題〉 56，見《徵信新聞報》，收入《徐復觀文錄

(四)》、《徐復觀文存》。  

10 月 5 日  

發表〈趙松雪畫史地位的重估〉 57，見《民主評論》 (16 卷 16 期 )，

收入《中國藝術精神》。  

10 月 16 日  

發表〈林語堂的「蘇東坡與小二娘」〉，見《中華雜誌》(3 卷 10 期)；

1965 年 12 月，再刊於《民主評論》(16 卷 18 期 )58，收入《中國

文學論集》。  

發表〈最近國際局勢的四大演變〉 59，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1 月 5 日  

發表〈曾家岩的友誼〉 60，見《民主評論》 (16 卷 17 期 )，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11 月 12 日  

發表〈思想與人格 --再論中山先生思想的把握〉61，見《徵信新聞報》，

收入《徐復觀文存》。  

11 月 16 日  

發表〈愛國文章與文字賣國讀後感〉62，見《中華雜誌》(3 卷 11 期 )，

                                                 
55按，「著述繫年」註云：收入《文存》時改名為〈西方聖人之死--對史價哲的悼念〉。 
56按，「論著繫年」篇名題「言論的自由問題」，繫於「1963 年 10 月 2 日」。 
57按，「著述繫年」繫於「10 月 16 日」。 
58按，「著述繫年」註云：再刊於《民主評論》(1965 年 12 月 1 日)。但此期的《民主評

論》僅標「十二月」。 
59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60按，「著述繫年」繫於「11 月 1 日」。 
61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

記於此。 
62按，「著述繫年」註云：此後凡署##者，即後來收入周之鳴(編)：《費正清等對台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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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11 月 18 日  

發表〈從裸裸舞看美國文化的問題〉 6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文存》。  

12 月 1 日  

在中文系講授國文、中國哲學思想史、文心雕龍等課程。兼任 54 學

年的校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等委員。 64 

12 月 10 日  

致函與胡秋原，謂：「今日賣國之徒正在做明年聯合國的一票生意。

他們為過去的民敗類翻身，乃所以為即將大量出現的民族敗類

開路」。胡秋原將此函給予張大義，故張大義發表〈與徐復觀先

生論「X 勢力」書〉，見《中華雜誌》 (第 3 卷 12 期 )。  

12 月 11 日  

發表〈《中國藝術精神》自敘 --為創建中國美學重奠書史基礎而作〉，

見《徵信新聞報》；1965 年 12 月 16 日，再刊於《中華雜誌》(第

3 卷 12 期，總 29 期 )65；1966 年 1 月，再刊於《民主評論》(17

卷 1 期)66；1966 年 1 月 16 日，再刊於《人生》雜誌(第 30 卷 9

期)67；收入《中國藝術精神》。  

12 月 22 日  

發表〈 (《中國文學論集》)自序 --研究中國文學史的態度與方法問題〉

68，見《徵信新聞報》；1966 年 1 月，又見《民意測驗》 (創刊

號 )69；1966 年 2 月，見《民主評論》 (17 卷 2 期)；再刊於《東

                                                                                                                              
陰謀》，香港：海外新聞社，1970 年。 

63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

記於此。 
64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08 期，民國 54 年 12 月 1 日第 4 版、第 6 版。 
65在《中華雜誌》發表的篇名為〈《中國藝術精神》自序〉。 
66按，「論著繫年」標示：1965 年 8 月 16 日。《中華雜誌》3 卷 12 期，1965 年 12 月。《民

主評論》17 卷 1 期，1966 年 1 月。《人生》30 卷 9 期，1966 年 1 月。 
67《聯合報》1966 年 1 月 14 日報導：《人生》雜誌第三五七期出版，內容有：禚夢庵的

〈從一本書看中西文化〉，張壽平的〈儒學在德國的發展〉，徐復觀的〈中國藝術精

神自序〉，王道的〈與諸生講義利〉，及錢穆、陳榮捷等人的論學書簡。 
68按，「論著繫年」僅標示：「1965 年 10 月 4 日」。 
69《聯合報》1965 年 12 月 31 日報導：《民意測驗》月刊創刊號，定五十五年元旦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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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文學》10 期；收入《中國文學論集》。 

12 月 31 日  

發表〈一個「自由人」的形像的消失 --悼張深切先生〉，見《台灣風

物》 (15 卷 5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1966 年 (民國 55 年)，六十四歲  

1 月 17 日  

發表〈故宮盧鴻草堂十志圖的根本問題補誌〉70，見《中國藝術精神》

附錄四。  

1 月 28 日  

發表〈在蘇聯的人性的考驗〉，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

(四)》、《徐復觀文錄選粹》。  

2 月  

出版《中國藝術精神》 71(東海大學初版，中央書局經銷)  72。  

2 月 12 日  

發表〈新歲醇士先生以詩見貺依韻奉答〉，見《徵信新聞報》；同年

3 月，又見《民主評論》(17 卷 3 期 )，收入《中國文學論集續篇》。 

2 月 28 日  

發表〈永恆的幻想〉，見《華僑日報》；1955 年 4 月，再刊於《東風》

(3 卷 7 期 )，收入《徐復觀文錄(四)》、《徐復觀文錄選粹》。  

3 月  

出版《中國文學論集》 (民主評論社)。  

3 月 23 日  

發表〈祝本屆國民大會〉，見《自立晚報》，收入《徐復觀文錄(四)》、

《徐復觀文存》。  

                                                                                                                              
創刊號要目計有：曹德宣〈如何發動國民外交〉，胡秋原〈學問及其盛衰〉，任卓宣

〈儒家思想有階級嗎？〉徐復觀〈研究文學史的態度和方法問題〉，鄭震宇〈民意詮

釋〉等多篇。知是篇又刊於《民意測驗》，但東海未典藏，未能知其詳。 
70按，「著述繫年」未收錄。該篇開篇即說：「本書付印已到末校時，接友人傅光海兄元

月十六日來信，對此故宮圖卷的了解，甚有裨益，謹錄如後」，末署「五五、一、十

七、夜，復觀謹補誌於東海大學寓廬」。 
71按，「論著繫年」又出現於「1976 年 2 月」條，但日期為「1966 年 2 月」。 
72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11 期，民國 55 年 4 月 16 日第 4 版，刊載：「中國文學系

徐復觀教授最近完成《中國藝術精神》一書，由本校出版」。 



學人年表 

 85

4 月  

發表〈一個偉大知識份子的發現〉，見《民主評論》(17 卷 4 期 )，收

入《徐復觀文錄(二)》、《徐復觀文錄選粹》。  

4 月 11 日  

發表〈賣屋〉 73，見《徵信新聞報》，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  

4 月 13 日  

發表〈個人與社會〉74，見《華僑日報》；1966 年 5 月，再刊於《民

主評論》 (17 卷 5 期 )，收入《徐復觀文存》。  

4 月 16 日  

發表〈我要求有力地回答共匪的誣衊〉 75，見《中華雜誌》 (4 卷 4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4 月 18 日  

發表〈永遠猜不透的謎底〉，見《自立晚報》，收入《徐復觀文錄(四)》、

《徐復觀文存》。  

4 月 23 日  

發表〈黃豆案的調查問題〉，見《自立晚報》，收入《徐復觀文錄(四)》、

《徐復觀文存》。  

5 月 8 日  

發表〈極權政治與史學〉76，見《華僑日報》；1966 年 6 月，再刊於

《民主評論》(17 卷 6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看世局》。  

5 月 15 日  

發表〈日本科學技術發展的基本條件〉 77，見《徵信新聞報》，收入

《徐復觀文存》。  

6 月  

                                                 
73按，「論著繫年」繫於「1966 年 4 月 1 日」。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

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74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

記於此。 
75按，「論著繫年」篇名「回答」作「答復」。 
76按，「著述繫年」繫於「6 月」。「論著繫年」標示：「華僑日報，1966 年 5 月 8 日」 
7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

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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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摸索中的現代藝術〉於，見《東風》 (3 卷 8 期 )78，收入《徐

復觀文錄選粹》。  

6 月 4 日  

發表〈知識份子與共產黨〉，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

看世局》。  

6 月 9 日  

發表〈中共當前整風運動索隱〉，見《華僑日報》；1966 年 7 月，再

刊於《民主評論》 (17 卷 7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

三地卷上》。  

7 月 6 日  

發表〈毛澤東思想的最後掙扎〉，見《華僑日報》；1966 年 8 月，再

刊於《民主評論》 (17 卷 8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

三地卷上》。  

7 月 31 日  

發表〈毛澤東與中國傳統文化〉，見《華僑日報》；1966 年 12 月 1

日，再刊於《香港時報》79，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

卷上》。  

8 月  

發表〈明代內閣制度與張江陵 (居正 )的權奸問題〉，見《民主評論》

(17 卷 8 期 )；1966 年 10 月 10 日，再刊於《湖北文獻》(創刊號 )；

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  

發表〈東行雜感〉80，見《民主評論》(17 卷 8 期)，收入《中國文學

論集續篇》。  

8 月 27 日、28 日  

發表〈哀劉少奇〉 (上、下 )，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兩岸三地卷上》。  

8 月 28 日  

                                                 
78按，《東風》該期未見出版日期，但頁 22 有：「親愛的畢業同學們：願我們虔誠的祝

福帶給您們永恒的回憶」。暫繫於畢業季節的六月。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

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79按，「著述繫年」與「論著繫年」皆云再刊於《香港時報》：改名為〈論毛澤東與中國

傳統文化〉。 
8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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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孔子德治思想發微〉，見《孔孟月刊》(4 卷 12 期)；1966 年 9

月，再刊於《民主評論》(17 卷 9 期 )，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

《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  

9 月  

發表〈本刊結束的話〉 81，提出：「中國文化是在憂患意識中生長出

來的，在憂患意識最深最強的祖國鄉土上，重新得到發榮滋長；

葬送毛澤東思想的，必然是中國文化。」見《民主評論》(17 卷 9

期 )，收入《徐復觀文錄(四)》、《徐復觀文錄選粹》。  

9 月 3 日  

發表〈「三賤」與「三狗」〉 82，見《新聞天地》(第 22 年 36 期 )，收

入《徐復觀文錄(四)》、《徐復觀文存》、《徐復觀雜文集 (三 )記所

思》。  

9 月 16 日  

發表〈反傳統與反人性〉 83，見《中華雜誌》(4 卷 9 期 )，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10 月 5 日  

發表〈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崩潰〉，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10 月 25 日  

回覆王梓良撰《浙西抗戰紀略》出版的贈送與函件，敘及民主評論

停刊事。 84 

11 月 1 日  

發表〈釋公孫龍子「指物論」之「指」〉85，見《出版月刊》(17 期 )，

收入《公孫龍子講疏》、《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  

11 月 12 日  

發表〈三民主義思想的把握〉 86，見《國父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

                                                 
81按，《民主評論》從此停刊，原以半月刊型態，從 16 卷 13 期開始改為月刊，計出刊

17 卷 9 期。收入《徐復觀文錄》的篇名為「民主評論結束的話」。 
82按，「著述繫年」註云：收入《文錄》和《文存》時，改名為〈「士有三賤」〉。 
8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84據王梓良〈徐復觀先生的一生〉記載。 
85按，「論著繫年」繫於「1966 年 10 月」。 
8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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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徐復觀文存》。  

11 月 15 日  

發表，〈懷念溥心畬先生〉87，見《徵信新聞報》，收入《徐復觀文錄

(四)》、《徐復觀雜文集 (四 )憶往事》。  

11 月 19 日  

發表〈對共產思想的一大諷刺〉，《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兩岸三地卷上》。  

11 月 28 日  

發表〈評陳著《四書道貫》〉，見《徵信新聞報》；1966 年 12 月，再

刊於《國魂》(253 期)；收入《徐復觀文錄(二)》、《徐復觀文存》。 

12 月  

出版《公孫龍子講疏》 (東海大學版 )88。  

12 月 1 日  

發表〈成立中國文化復興節感言〉89，見《新天地》(5 卷 10 期 )，收

入《徐復觀文錄(二)》、《徐復觀文存》。 

是年，在東海大學中文系講授國文、論語、老子等課程。兼任 55 學

年校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等代表。 90 

12 月 10 日  

發表〈時代的悲怨 --悼白崇禧將軍〉 91，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1967 年 (民國 56 年)，六十五歲  

1 月 1 日  

發表〈中國文化復興的若干觀念問題〉，見《出版月刊》(20 期 )，收

入《徐復觀文錄(二)》、《徐復觀文存》。  

1 月 11 日  

                                                                                                                              
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8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88按，「年表」標示：「臺灣學生書局」。「論著繫年」另收錄〈《公孫龍子講疏》代序〉，

標示：「1966 年中秋前一日，《先秦名學與名家》」。 
89按，「論著繫年」繫於「11 月 12 日」。 
90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14、115 合期，民國 55 年 12 月 1 日第 5 版，第 116 期，

民國 55 年 12 月 20 日第 2 版。 
9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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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現在」與「未來」中的「人」的問題〉92，見《華 僑日 報 》，

收入《徐復觀文存》。  

2 月 16 日  

發表〈生活環境與知識發展的性格〉 9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文錄(二)》、《徐復觀文存》。  

3 月 18 日  

發表〈毛澤東的問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

兩岸三地卷上》。  

3 月 28 日  

兼任東海學報編輯委員會顧問。 94 

4 月 15 日  

發表〈論中共的修正主義〉，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

論中共》。  

發表〈祝《新天》出版千號〉 95，見《新聞天地》 (第 23 年 15 期，

總 1000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4 月 16 日  

發表〈先秦名學與名家〉，見《人生》 (31 卷 12 期 )，收入《公孫龍

子講疏》、《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徐復觀雜文集 (三 )

記所思》、《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哲學論集》。  

5 月 16 日  

發表〈致李濟之先生一封公開信〉 96，見《中華雜誌》(5 卷 5 期 )，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5 月 17 日  

發表〈保持人類正常的心理狀態〉，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文錄(二)》、《徐復觀文錄選粹》。  

6 月 11 日  

                                                 
92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

記於此。 
93按，「論著繫年」標示：「1967 年舊曆年元旦」。 
94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19 期，民國 56 年 4 月 30 日第 1 版。 
9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新天」即《新聞天地》的簡稱，此篇實為一首七絕詩。 
9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是篇末有「編輯部按語」，說：「對于徐先生公開信中所說

之事，我們要極坦白的說明我們的看法如下」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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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保障世界和平所不能缺少的一個基本原則〉，見《華僑日報》，

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看世局》。  

6 月 18 日  

發表〈論毛、江、林集團的偶像崇拜運動〉，見《華僑日報》，收入

《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發表〈徐復觀先生來函〉 97，見《中華雜誌》(5 卷 6 期 )，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8 月 22 日  

發表〈在歷史教訓中開闢中庸之道〉 98，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文錄選粹》。  

9 月 27 日  

發表〈中國文化的研究與復興〉，見《華僑日報》刊出，收入《徐復

觀文錄(二)》、《徐復觀文存》。  

11 月 1 日、12 月 1 日  

發表〈石濤畫語錄中的「一畫」研究〉 99，見《東方雜誌》 (復刊 1

卷 5 期至 6 期 )，收入《石濤之一研究》。  

11 月 8 日  

發表〈有感於蘇俄烏克倫佐夫之言〉，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集 (二 )看世局》。  

11 月 12 日  

受邀在東海中文系學會以「中國文化復興運動若干問題」為題，進

行專題演講。在中文系講授中國哲學思想史課程。兼任 56 學年

校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等委員。 100 

11 月 24 日  

發表〈略評台省「國文」與「國語」之爭〉，見《華僑日報》；1968

年 2 月 3 日，再刊於《自由報》(825 期，但篇名刪去「台省」)，

                                                 
9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是篇提出：「鄙人致李濟之先生一函，承蒙刊出，至感。惟

下述兩點，似經先生刪節」云云。 
98按，「論著繫年」繫於「1966 年 8 月 25 日」。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

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99按，「論著繫年」篇名題「石濤『畫語錄』中的所謂『一畫』的問題」。 
100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21 期，民國 56 年 11 月 30 日第 2 版、第 5 版，第 122，

期民國 56 年 12 月 31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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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11 月 30 日  

獲東海大學 56-59 各年度哈佛燕京學術研究補助。 101 

12 月 23 日  

發表〈反共與反漢奸〉102，見《新聞天地》(第 23 年 51 期 )；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12 月 28 日  

發表〈致胡秋原先生書並代答梁某的公開信〉 103，見《中華雜誌》

(5 卷 12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1968 年 (民國 57 年)，六十六歲  

1 月  

是年發表〈詩三首〉(〈九月十四日應漱菡約因挈眷登八卦山時金門

砲戰正急〉、〈舊曆十一月十六日五鼓上大度山頂回望中央山

脈〉、〈丁未 (民國五十六年 )初冬與煥珪少奇頂順君培英惠郎運

登今生諸君子聚東山吳家花園小飲却賦〉)，見《東海文學》(13

期 ) 104，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發表〈石濤晚年棄僧入道的若干問題〉 105，見《東海學報》 (9 卷 1

期)；再刊於《東海文薈》9 期；收入《石濤之一研究》。  

1 月 1 日  

發表〈回給王雲五先生的一封公開信〉106，見《新天地》(6 卷 12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三 )記所思》。  

                                                 
101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21 期，民國 56 年 11 月 30 日第 4 版。 
102按，「論著繫年」標示：文化漢奸得獎案(劉心皇編)，陽明雜誌社出版，1968 年 12

月 25 日出版。「著述繫年」註云：凡此起以**記者，皆後來收入劉心皇(編)：《文化

漢奸得獎案》，台北：陽明，1968 年 12 月 25 日版。 
103這一期的《中華雜誌》刊登梁容若、胡秋原、徐復觀、曾湘石、田膺等人對於同一

件事的討論。 
104按，許建崑〈孫克寬先生行誼考述〉將發表在《東海文學》第 13 期的〈明潭短旅雜

詩錄五〉繫於民國 57 年 1 月，館藏該書缺頁頗多，暫據以錄之。 
105按，「論著繫年」繫於「1967 年 4 月」。 
106按，「論著繫年」篇名題「回給王雲五先生的一封公開信--有關中山文化學術基金會

董事會的審查水準問題」，繫於「1967 年 12 月」，「《中華雜誌》6 卷 4 期」。「著述繫

年」註云：再刊於《中華雜誌》57(1968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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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石濤之一研究》自序〉 107，見，收入《石濤之一研究》。  

1 月 4 日  

發表〈有關台灣的留學政策問題〉108，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文存》。  

1 月 16 日  

發表〈以事實破謊言 --致「文壇」書〉，見《中華雜誌》(6 卷 1 期 )，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2 月 3 日  

發表〈抽象藝術的斷想〉 109，見《華僑日報》；1968 年 3 月，再刊

於《新天地》(7 卷 1 期 )；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  

2 月 12 日  

發表〈《石濤之一研究》自序補記〉 110，收入《石濤之一研究》。  

2 月 15 日  

發表〈與張大千先生的兩席談〉111，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2 月 20 日  

發表〈通信由 (三 )趙友培要封中華雜誌〉112，見《中華雜誌》(6 卷 2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3 月 31 日  

發表〈略評「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的編選計劃」〉，見《華僑日報》113，

收入《徐復觀文錄(三)》、《徐復觀文存》。  

4 月  

出版《石濤之一研究》(民主評論社初版)114。  

                                                 
107按，「論著繫年」標示：「1968 年舊正元旦」。「著述繫年」未收錄。 
108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

記於此。 
109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

記於此。 
110按，「論著繫年」標示：「1968 年 2 月 12 日」。「著述繫年」未收錄。 
11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12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13按，「著述繫年」註云：收入《文存》時改名為〈略評「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編選計

劃」〉。 
114按，「年表」云；學生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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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文學與政治〉，見《陽明雜誌》115，收入《徐 復 觀 雜文補 編 •

思想文化卷下》。  

4 月 10 日  

發表〈鄉邦的文獻工作即是復興中華文化的工作〉 116，見《湖北文

獻》 (第 7 期 )，收入《徐復觀文錄(四)》、《徐復觀文存》。  

5 月 3 日  

發表〈接受政治上的進步吧！〉，見《自立晚報》，收入《徐復觀文

錄(四)》、《徐復觀文存》。  

5 月 16 日  

受邀在東海中文系學會以「中國中的想像力問題」為題，進行專題

演講。 117 

5 月 18 日、19 日  

發表〈從迷幻藥的影響看中國文化 (上、下 )〉 118，見《華僑日報》，

收入《徐復觀文存》。  

5 月 19 日 119 

發表〈中日吸收外來文化之一比較〉 120，見《百年來中日關係論文

集》 (為張岳軍先生八十壽 )，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  

6 月  

發表〈《王充思想評論》徐序〉 121，見《王充思想評論》，收入《徐

                                                 
115館藏未典藏《陽明雜誌》，國家圖書館「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未能查到，國家圖

書館「臺灣記憶文學紀行」的陳建忠、沈芳序合編〈百年來臺灣文學雜誌特展〉記

載：「一月，《陽明》月刊創刊，由史紫忱任發行人，以雜文及批評為主，至一九六

九年三月發行第三十八期後停刊。」 
116按，「論著繫年」標示：1968 年 3 月 7 日，《湖北文獻》7 期，1968 年。篇末署「五

七、三、七誌」。 
117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23 期，民國 57 年 5 月 16 日第 2 版。 
118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

記於此。 
119按，5 月 19 日是張岳軍的生日，這本祝壽文集應是在此日期左右出版，佐證之一是

此書的〈張岳軍先生八十壽序〉(王雲五等攘)在 1968 年 5 月 9 日《徵信新聞報》刊

出。「論著繫年」僅標示：「1968 年 5 月」。 
120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

記於此。 
12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是篇篇末僅署「民國五十七年」，陳拱〈自序〉末署「民

國五十七年七月一日」，版權頁出版日期為「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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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6 月 24 日  

發表〈經濟保護與文化保護〉122，《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存》。 

6 月 5 日  

發表〈寫給中央研究王院長世杰先生的一封公開信〉123，見《陽明》，

收入《徐復觀文錄(三)》、《徐復觀文存》。  

7 月 11 日  

發表〈中國文化長城的崩潰：悼念熊十力先生〉124，見《華僑日報》，

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  

8 月  

發表〈論語「一以貫之」語義的商討〉，見《孔孟月刊》(6 卷 12 期 )，

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徐復觀文錄(二)》。  

8 月 20 日  

發表〈吳大猷先生對台灣的兩大貢獻〉 125，見《華僑日報》；1968

年 10 月，再刊於《陽明》；收入《徐復觀文錄(四)》、《徐復觀

文存》。  

8 月 31 日  

發表〈環繞石濤的僞造僞鑑問題〉，見《大陸雜誌》(37 卷 4 期 )，收

入《石濤之一研究》。  

9 月 19 日  

發表〈中國文化中的罪孽感問題〉126，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文錄選粹》。  

9 月 23 日  

                                                 
122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

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123按，「著述繫年」繫於「7 月」。 
124按，「年表」云：5 月 24 日，熊十力先生病逝於上海，發表〈悼念熊十力先生〉一文，

認為熊師之死，乃中國文化長城的崩壞。「小傳」記載：「五十七年五月，熊十力先

生病逝上海，發表〈悼念熊十力先生〉一文，認熊師之死，乃我中國文化長城的崩

壞。」「著述繫年」註云：收入《文錄》時只名〈悼念熊十力先生〉。是篇曾收入《徐

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12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26按，「著述繫年」註云：收入《文錄》時改名〈中國文化中的罪惡感問題〉。是篇曾

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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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從學術上搶救下一代 --以許君倬雲周初史實一文為例〉127，見

《中華雜誌》 (6 卷 9 期 )，收入《兩漢思想史卷一》。  

10 月 15 日  

發表〈石濤生年問題 --答李葉霜、王方宇各先生〉，見《大陸雜誌》

(37 卷 7 期 )，收入《石濤之一研究》三版。  

10 月 29 日  

發表〈賈桂琳再婚的若干聯想〉，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

錄(四)》、《徐復觀文存》。  

11 月  

發表〈為「報」字給中學生的一封短信〉，見《陽明》，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11 月 20 日  

受邀在中文系與中文學會舉辦之學術演講會，以「王漁洋秋柳詩欣

賞」為題，進行講演。在中文系講授史記等課程。 128 

11 月 25 日  

發表〈釋「版本」的「本」字及士禮居本國語辨名〉，見《中華雜誌》

(6 卷 11 期 )，收入《兩漢思想史卷一》、《中國思想論集續篇 》。 

發表〈略談民主社會主義〉129，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2 月  

發表〈中國知識份子的責任〉，見《大學雜誌》(12 期 )，收入《徐復

觀文錄(四)》、《徐復觀文錄選粹》。  

發表〈牟宗三的思想問題〉130，見《陽明》，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

思想文化卷下》。  

                                                 
127按，「論著繫年」繫於「1957 年 11 月」，刊於「《人生》15 卷 1 期」，但該期只見〈有

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讀錢賓四先生老子書晚出補証及莊老通辨自序書後〉及〈學術

與政治之間乙集自序〉兩篇，未見該篇，篇名皆無「以許君倬雲周初史實一文為例」。

「著述繫年」註云：收入《兩漢思想史》卷一時改名為〈有關周初的若干史實的問

題〉。查是書附錄一〈有關周初的若干史實的問題〉徐先生在「作者識」中說：「本

文原稱〈從學術上搶救下一代〉，刊於《中華雜誌》第六卷第九號。寫此文的目的，

是想對當代虛浮誠偽的學風，能稍有所補救。」 
128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26 期，民國 57 年 12 月 16 日第 6 版、第 9 版。 
129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3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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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  

發表〈西周政治社會的結構性格問題 (上 )〉 131，見《東方雜誌》 (2

卷 7 期 )，收入《兩漢思想史卷一》。  

12 月 11 日  

參加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東海大學分會籌備會議，兼任分

會委員。 132 

12 月 16 日  

兼任 57 學年度東海學報編輯顧問。 133 

12 月 23 日  

函請吳德耀校長同意他請辭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東海大學

分會委員，並推薦蕭繼宗先生接任。  

12 月 24 日  

懇辭東海學報編輯委員會顧問，函請吳德耀校長轉知東海學報編委

會召集人，勿將其名字刊在該期學報上。 134 

12 月 25 日  

發表〈讀旡鳳「清湘遺人的五瑞圖」書後〉，見《中華雜誌》(6 卷

12 期 )，收入《石濤之一研究》。  

12 月 27 日  

發表〈南越的命運〉，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

際政治卷上》。  

1969 年 (民國 58 年)，六十七歲  

1 月  

出版《中國人性論史》 (台灣商務版 )(7)。  

發表〈西方文化沒有陰影〉，見《大學雜誌》(13 期 )，收入《徐復觀

雜文集 (三 )記所思》。  

發表〈鶴亭詩集序〉 135，見《陽明》，收入《中國文學論集續編》。  

發表〈「宣傳小組」補記〉136，見《傳記文學》(14 卷 1 期 )，收入《徐

                                                 
13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下篇繫於「1969 年 1 月」。 
132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26 期，民國 57 年 12 月 16 日第 1 版。 
133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26 期，民國 57 年 12 月 16 日第 1 版。 
134按，吳德耀校長於民國 58 年 1 月 7 日函覆，請他延續匡襄共策發展為幸。 
13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3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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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1 月 1 日  

發表〈西周政治社會的結構性格問題 (下 )〉 137，見《東方雜誌》 (2

卷 7 期 )，收入《兩漢思想史卷一》。  

1 月 4 日  

發表〈沒有「精神屬籍」的人們〉 138，見《新聞天地》(第 25 年 1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1 月 15 日  

發表〈再答李葉霜先生〉139，見《大陸雜誌》(38 卷 1 期 )，收入《石

濤之一研究》三版。  

2 月 1 日  

發表〈一個中國人讀尼克遜的就職演說〉140，見《華僑日報》，收入

《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2 月 9 日  

發表〈蘇聯的兩條戰線〉，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

國際政治卷上》。  

2 月 23 日  

獲中華民國畫學會所設的五十七年度 (第六屆 )畫學金爵獎 --美術理

論家獎項， 141代表全體得獎人致謝詞，認為畫學會象徵高潔、

和平與淡泊。  

3 月  

發表〈西方的人文主義〉142，見《國魂》 (280 期 )，收入《徐復觀雜

                                                 
13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上篇。 
138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39按，「論著繫年」繫於「2 月 20 日」，篇名多「石濤生年問題」。 
14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41見《聯合報》1969 年 2 月 13 日報導：「第六屆畫學金爵獎，六位得主產生：美術理

論徐復觀、國畫林玉出、油畫胡奇中、水彩畫趙澤修、版畫楊英風、裝飾畫王楓」。

「作為獎品的金爵，是仿商代青銅品，上鑄華紋，標以『中華民國國畫學會主辦五

十七年度最優畫學家金爵獎』，另致贈紀念狀一紙，上有該會已故會友馬紹文所撰，

會友高拜石所書金文古辭：『藝苑蜚聲，萬與京焉、酌斯康爵，永保貞兮。』」 
142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著述繫年」題為「」註云：此譯稿連載了十二期，迄至

1970 年 3 月，期數分別是 278、280、281、282、283、284、285、286、289、290、

291、292。「臺灣期刊論文索引檢索系統」收錄《國魂》的第一篇是 280 期，實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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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3 月 10 日  

發表〈韓國的文化大革命〉，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國際政治卷上》。  

3 月 19 日  

發表〈我在畫學會金爵獎中的答詞〉143，見《自由報》(941 期 )，收

入《徐復觀文錄(三)》、《徐復觀文存》。  

4 月  

發表〈教會大學在中國的偉大貢獻〉144及〈答文化旗編者的信〉145，

見《文化旗》(18 期 )146，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

下》。  

4 月 1 日  

發表〈輓張君勱先生〉147，見《中華雜誌》(7 卷 4 期 )，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4 月 7 日  

發表〈中蘇對立的考察〉148，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兩岸三地卷上》。  

4 月 15 日  

發表〈漢代專制政治下的封建問題〉149，見《大陸雜誌》(38 卷 7 期 )，

收入《兩漢思想史卷一》。  

5 月 10 日  

                                                                                                                              
期篇末標示「(二)」，應是「臺灣期刊論文索引檢索系統」著錄有誤。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時，篇名題「西洋人文主義的發展」，篇末署「本文原著

者是日人三木清，原名〈人間主義概論〉，收入《廿年紀思想(第七卷)人間主義》，東

京河出書房，一九三八年」。出處則標示「《理想與文化》第九期，一九五○年五月

一日」，亦應有誤。 
143按，「論著繫年」繫於「1968 年 2 月」。 
144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4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46館藏未見《文化旗》，「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查得「文化旗 25，民 58.11」，據以

推知。 
14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48按，「論著繫年」繫於「4 月 6 日」。 
149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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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對中共九全大會的一考察〉，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集 (一 )論中共》。  

5 月 31 日  

發表〈我國繪畫中樹幹的顏色問題〉 150，見《大陸雜誌》(38 卷 10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6 月  

發表〈弔居瀛玖先生〉，見《文化旗》(20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思想文化卷下》。  

6 月 9 日、10 日  

發表〈世界共黨會議的破產〉，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6 月 30 日  

發表〈漢代一人專制政治下的官制演變〉151，見《大陸雜誌》(38 卷

12 期 )，收入《兩漢思想史卷一》。  

7 月 1 日  

發表〈兩漢知識份子的時代壓力感〉 152，見《東方雜誌》 (復刊 3 卷

1 期 )，收入《兩漢思想史卷一》。 

發表〈人文研究方面的兩大障蔽〉 153，見《中華雜誌》 (7 卷 7 期)，

收入《徐復觀文存》。  

7 月 21 日  

發表〈蘇聯當前的世界戰略〉154，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7 月 31 日  

從東海退休，發表〈無慚尺布裹頭歸〉以明志。 155隨即遷離東海宿

                                                 
15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51據〈徐復觀名字說〉「謹誌」提及：「此次移家北上」，末署「民國 58 年 9 月 8 日」，

故繫之。 
152按，「著述繫年」註云：收入《兩漢思想史》卷一時改名為〈西漢知識分子對專制政

治的壓力感〉。 
153按，「論著繫年」篇名多「以李霖燦先生一文為例」。 
154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著述繫年」註云：筆名「余復觀」。 
155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28 期，民國 57 年 10 月 10 日第 2 版，刊載：「徐復觀及梁

容若兩教授於今暑退休」。「小傳」記載：「五十八年，因揭發中山文學獎學金得主梁

容若之『漢奸問題』(其後梁於七十年六月由美投共，十一月任五屆『政協』新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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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移家北上。 156 

8 月 1 日  

發表〈陳布雷先生的一封信〉，見《傳記文學》(15 卷 2 期 )，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8 月 11 日  

發表〈鐵幕國家與孫行者〉，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國際政治卷上》。  

9 月  

發表〈封建政治社會的崩潰及典型專制政治的成立〉，見《新亞書院

學術年刊》 (11 期 )，收入《兩漢思想史卷一》。  

發表〈無慚尺布裹頭歸〉 157，見《文化旗》(23 期 )，收入《徐復觀

文錄選粹》。 

9 月 1 日  

發表〈敬謝胡秋原兄〉158，見《中華雜誌》(7 卷 9 期 )，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9 月 16 日  

殷海光教授病逝。撰寫〈痛悼吾敵，痛悼吾友〉，收入《徐復觀雜文

(四)憶往事》。  

9 月 22 日  

發表〈我與殷海光，兼以此文‧痛悼吾友〉159，見《自立晚報》；1969

年 10 月 1 日，再刊於《世界評論》(16 卷 10 期 )；1970 年 1 月

                                                                                                                              
國委員會委員)，被迫離開任教十四年之東大，有人不以復觀之口誅筆伐為然，復觀

不作任何辯解，寫下〈無慚尺布裹頭歸〉以明志。」劉德漢〈中華民國文史界學人

著作目錄：徐佛觀〉(《書目季刊》第 14 卷 1 期，1980 年 6 月。)「簡介」說：「私立

東海大學教授(1956 年 8 月至 1970 年 7 月)。」應是有誤。 
15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是篇置於「通訊」，因讀胡秋原〈賀徐復觀教授離職書〉(《中

華雜誌》第 7 卷第 8 期)而寫的補充。 
157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

記於此。 
158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是篇置於「通訊」，因讀胡秋原〈賀徐復觀教授離職書〉(《中

華雜誌》第 7 卷第 8 期)而寫的補充。 
159按，「論著繫年」篇名題「痛悼吾敵、痛悼吾友(悼殷海光)」。「著述繫年」註云：再

刊於《世界評論》，《人物與思想》，改名為〈痛悼吾敵痛悼吾友〉。 



學人年表 

 101

15 日，再刊於《人物與思想》 160，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憶

往事》、《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  

9 月 24 日  

發表〈徐復觀名字說〉之〈謹按〉 161，見《自由報》(995 期 )；1969

年 10 月，再刊於《中華雜誌》(7 卷 10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9 月 26 日 . 

發表〈美國世界戰略的轉換〉，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0 月  

發表〈哭高阮〉162，見《文化旗》(24 期)；1969 年 11 月 1 日，再刊

於《中華雜誌》(7 卷 11 期)；1969 年 11 月 7 日，再刊於《新夏》

(5 期 )；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  

10 月 13 日  

發表〈水都台北〉，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

三地卷下》。  

10 月 31 日  

發表〈石濤生年問題的餘波 --敬答王方宇先生〉 163，見《大陸雜誌》

(39 卷 7/8 期 )，收入《石濤之一研究》三版。  

11 月 12 日、13 日  

發表〈中蘇談判問題索隱〉 (上、下 )，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12 月 30 日  

發表〈歲尾年頭看世局〉，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

國際政治卷上》。 

                                                 
160按，館藏無《人物與思想》此一刊物，「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未收錄此刊物，目

前還未能查得見於哪一期，以下若出自此刊物者，皆不著錄其卷期。 
161按，「著述繫年」未收錄。註云：10 月 1 日《中華雜誌》刊出〈熊十力遺稿二篇〉，

亦收入此文。「謹誌」末署「民國 58 年 9 月 8 日徐復觀謹誌」，提及：「此次移家北

上，清出原稿，重讀一過，愧汗不已。」 
162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

記於此。 
163按，「論著繫年」繫於「1969 年 12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