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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錄 

台灣楚辭研究論著目錄(1947-2016)(一) 

陳亮 、許應田  

本目錄著錄台灣地區《楚辭》研究相關論著，分為「論文目錄」和「專

著目錄」兩部分。「論文目錄」包括台灣地區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博碩士論

文，以及臺灣學者在大陸所發表的論文。「專著目錄」也包括臺灣學者在臺灣

與大陸出版的專著。著錄年代起訖為 1947 年至 2016 年，分類條目全部依據發

表年月先後排序。 

論文部分，按照論文的種類，分為三個單元：「期刊論文」、「會議論文」、

「碩博士論文」。其中博士論文前加號。為了方便檢索，論文部分的條目按

如下格式排列：作者，文章題目，所在期刊年卷和頁碼。例如：「陶光，《屈

原之死》，《大陸雜誌》第 1 卷第 8 期(1950 年 10 月)，頁 7-11。」論著部分的

條目排列格式是：書名，作者，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時間。例如：「《屈原》，

王世昭，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9 年。」 

本目錄的資料來源為臺北的「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查詢系統、臺灣書

目整合查詢系統、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臺灣人社引文資料庫、中國文化

研究論文目錄系統、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華藝線上圖書館、典藏

臺灣、中國知網、凌網等數據庫。 

搜集論著文獻，編纂論著目錄，從而得以全盤了解研究發展歷程詳情及

現況，是進行學術研究首先要做的奠基工程。真誠地希望本目錄能對楚辭學

的研究有所幫助。感謝東海大學中國文系退休教授吳福助先生對本目錄的製

作提出了寶貴意見。 

一、論文目錄 

(一)期刊論文 

1.臺靜農，〈屈原〈天問篇〉體制別解〉，《台灣文化》(1947 年 9 月)；又載臺

靜農，〈屈原〈天問篇〉體制別解〉，《臺靜農論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2002 年 1 月初版)，頁 544－548。 

2.陳健夫，〈屈原之死〉，《台灣新生報》(1948 年 4 月)，頁 8。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3&ZD112）、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5CZW012）、

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13ZWC014） 
 南通大學楚辭研究中心副教授 
 南通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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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忻甫，〈屈原論〉，《台灣新生報》(1948 年 8 月)。 

4.陶光，〈屈原之死〉，《大陸雜誌》第 1 卷第 8 期(1950 年 10 月)，頁 7-11。 

5.李家匯〈楚辭溯源〉，《清華週刊》(1950 年 11 月)。 

6.蘇雪林，〈楚辭國殤新解〉，《大陸雜誌》第 4 卷第 7 期(1952 年 4 月)，頁 1-5。 

7.賈景德，〈詩人節之意義與屈原之再估價〉，《暢流》第 5 卷第 10 期(1952 年 7

月)，頁 3-4；又載《中國世紀〉(1971 年 4 月)，頁 4-5。 

8.蘇雪林，〈端午與屈原〉，《暢流》第 7 卷第 9 期(1953 年 6 月)，頁 3-6。 

9.繆天華，〈哀郢淺釋〉，《中國語文》第 2 卷第 1 期(1953 年 1 月)，頁 20-22。 

10.蘇雪林，〈離騷淺論〉，《中國語文》第 2 卷第 5 期(1953 年 5 月)，頁 6-9；

第 2 卷第 6 期(1953 年 7 月)，頁 8-11。 

11.蘇雪林，〈司命的性質及其姓名的變化〉，《文藝創作》(1953 年 5 月)，頁

53-65。 

12.蘇雪林，〈屈原〉，《學術季刊》第 1 卷第 4 期(1953 年 6 月)，頁 41-50；又

載《中國文學史論集》(1958 年 4 月)，頁 11-28。 

13.蘇雪林，〈西亞中國死神的對照〉，《文藝創作》(1953 年 9 月)，頁 103-120。 

14.蘇雪林，〈大司命歌辭的解釋〉，《文藝創作》(1953 年 11 月)，頁 91-109。 

15.楊胤宗，〈揚子雲反離騷箋評〉，《建设》第 13 卷第 5 期(1954 年 1 月)，頁

45-47。 

16.凌純聲，〈銅鼓圖文與楚辭九歌〉，《中央研究院院刊》(1954 年 6 月)，頁

403-417。 

17.朱尚木，〈離騷所傾瀉的悲哀〉，《中興評論》第 1 卷第 6 期(1954 年 6 月)，

頁 29-30。 

18.溢灌，〈萬古辭宗仰屈原〉，《暢流》第 9 卷第 8 期(1954 年 6 月)，頁 3-4。 

19.虞君質，〈屈原思想及其詩歌的表象〉，《文藝月報》(1954 年 6 月)，頁 1-5。 

20.劉秋潮，〈離騷的修辭藝術〉，《大陸雜誌》第 9 卷第 11 期(1954 年 12 月)， 頁

11，17。 

21.蘇雪林，〈我怎樣開始研究屈賦〉，《大學生活》第 1 卷第 3 期(1955 年 6 月)，

頁 12-16。 

22.黃華表，〈關於屈原離騷的幾個問題〉，《人生》第 10 卷第 5 期(1955 年 7 月)，

頁 10-11。 

23.繆天華，〈談屈原的九章之一：哀郢〉，《大學生活》第 1 卷第 6 期(1955 年

10 月)，頁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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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劉秋潮，〈論離騷中朕吾余予等字的用法〉，《大陸雜誌》第 11 卷第 9 期(1955

年 11 月)，頁 19-21。 

25.劉秋潮，〈離騷奇句〉，《大陸雜誌》第 12 卷第 11 期(1956 年 2 月)，頁 34。 

26.劉秋潮，〈離騷奇句--楚辭文例零釋〉，《大陸雜誌》第 12 卷第 4 期(1956 年

2 月)，頁 34。 

27.糜文開，〈再談蘇雪林女士的屈賦研究〉，《教育與文化》第 11 卷第 6 期(1956

年 3 月)，頁 9-11。 

28.蘇雪林，〈論九歌少司命〉，《師大學報》第 1 期(1956 年 6 月)，頁 1-48。 

29.蘇雪林，〈說楚辭，兼介《楚辭九章淺釋》〉，《台灣新生報》(1957 年 2 月)，

頁 4。 

30.金達凱，〈楚辭探究〉，《民主評論》第 9 卷第 3 期(1958 年 2 月)，頁 16-20。 

31.耿蔚成，〈由翻譯離騷談離騷章句大義〉，《民主評論》第 9 卷第 4 期(1958

年 2 月)，頁 19-21 。 

32.蕭孟萍，〈屈原與離騷〉，《中興評論》第 5 卷第 4 期(1958 年 4 月)，頁

25-26。 

33.蘇雪林，〈屈原九歌乃整套神曲說〉，《學術季刊》第 6 卷第 4 期(1958 年 6

月)，頁 46-57。 

34.王世昭，〈屈原離騷是「南方文學」嗎?〉，《自由報》第 775 期/第 776 期(1958

年 8 月)，頁 3。 

35.張壽平，〈離騷名稱考釋上〉，《大陸雜誌》第 17 卷第 5 期(1958 年 9 月)，

頁 12-15。 

36.張壽平，〈離騷名稱考釋下〉，《大陸雜誌》第 17 卷第 6 期(1958 年 9 月)，

頁 21-25。 

37.阮廷卓，〈九章掇詁〉，《大陸雜誌》第 17 卷第 6 期(1958 年 9 月)，頁 26-27。 

38.劉秋潮，〈屈原作品的標題〉，《大陸雜誌》第 17 卷第 7 期(1958 年 10 月)，

頁 7。 

39.蘇雪林，〈龍馬(屈原九歌)〉，《大學生活》第 4 卷第 12 期(1959 年 4 月)，頁

46-57。 

40.張壽平，〈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解〉，《大陸雜誌》第 18 卷第 9 期

(1959 年 5 月)，頁 19，29。 

41.蘇雪林，〈「天問」是否為屈原所作〉，《臺灣新生報》(1959 年 5 月)，頁 6。 

42.孫陵，〈楚辭釋文考〉，《華岡學報》(195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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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蘇雪林，〈什麼是「天問」整理的途徑〉，《臺灣新生報》(1959 年 6 月)，頁

6。 

44.蘇雪林，〈怎樣是「天問」的題解及其體例〉，《臺灣新生報》(1959 年 7 月)，

頁 6。 

45.阮廷卓，〈離騷新詁〉，《大陸雜誌》第 19 卷第 4 期(1959 年 8 月)，頁 12-14。 

46.蘇雪林，〈河伯的形貌〉，《大學生活》第 5 卷第 6 期(1959 年 8 月)，頁 19-23。 

47.費海璣，〈離騷箋證稿〉，《大陸雜誌》第 19 卷第 5 期(1959 年 9 月)，頁 5-7。 

48.蘇雪林，〈天何所沓--天問問題懸解〉，《台灣新生報》(1959 年 9 月)，頁 8。 

49.繆天華，〈九歌「東皇太一」「雲中君」譯釋〉，《中國語文》第 5 卷第 5 期

(1959 年 11 月)，頁 30-35。 

50.蘇 雪 林 ，〈 九天 之際及 際隈 --天問 天文 問題懸 解 〉，《台灣 新生 報》 (1959 年

11 月)，頁 8。 

51.繆天華，〈九歌「湘君」譯釋〉，《中國語文》第 5 卷第 6 期(1959 年 12 月)，

頁 24-29。 

52.蘇雪林，〈賦的淵源與演變〉，《自由太平洋》第 4 卷第 7-8 期(1960 年 7

月)，共 8 頁。 

53.繆天華，〈九歌「湘夫人」譯釋〉，《中國語文》第 6 卷第 1 期(1960 年 1 月)，

頁 25-29。 

54.張十之，〈書米書離騷經後〉，《教育與文化》總第 227 期(1960 年 1 月)，頁

11-14。 

55.繆天華，〈九歌「大司命」譯釋〉，《中國語文》第 6 卷第 2 期(1960 年 2 月)，

頁 18-21。 

56.費海璣，〈離騷疏證稿〉，《大陸雜誌》第 20 卷第 4 期(1960 年 2 月)，頁 5-7。 

57.蘇雪林，〈天問懸解〉，《新亞學報》第 4 卷第 2 期(1960 年 2 月)，頁 101-126。 

58.蘇雪林，〈天問懸解三篇〉，《新亞學報》第 4 卷第 2 期(1960 年 2 月)，頁 101-126。 

59.蘇雪林，〈精研屈賦的蘇雪林教授〉，《自由青年》第 23 卷第 3 期(1960

年 2 月)，頁 6-7。 

60.凌純聲，〈國殤禮魂與馘首祭梟〉，《民族所集刊》第 9 期(1960 年 3 月)，頁

411-448。 

61.繆天華，〈九歌「少司命」譯釋〉，《中國語文》第 6 卷第 3 期(1960 年 3 月)，

頁 18-21。 

62.文崇一，〈九歌中河伯之研究〉，《民族所集刊》第 9 期(1960 年 3 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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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60。 

63.蘇雪林，〈東西南北之修衍--天問地理問題懸解〉，《昆侖》第 4 卷第 1 期(1960

年 3 月)，頁 7。 

64.繆天華，〈九歌「東君」譯釋〉，《中國語文》第 6 卷第 4 期(1960 年 4 月)，

頁 31-34。 

65.繆天華，〈九歌「河伯」譯釋〉，《中國語文》第 6 卷第 5 期(1960 年 5 月)，

頁 19-21。 

66.張壽平，〈離騷校釋上〉，《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1 期(1960 年 5 月)，頁

341-397。 

67.繆天華，〈九歌「山鬼」譯釋〉，《中國語文》第 6 卷第 6 期(1960 年 6 月)，

頁 37-41。 

68.劉秋潮，〈離騷使用之字的藝術〉，《建設》第 9 卷第 1 期(1960 年 6 月)，頁

27，32。 

69.繆天華，〈九歌「國觴」「禮魂」譯釋〉，《中國語文》第 7 卷第 1 期(1960 年

7 月)，頁 29-32。 

70.張壽平，〈離騷校釋中〉，《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2 期(1960 年 12 月)，頁

401-431。 

71.蘇 雪 林 ，〈 舜 的故 事與 印 度史 詩 --天 問 歷 史問題 (夏 代 部份)〉，《 成功 大學 學

報》第 2 期(1961 年 1 月)，頁 1-29。 

72.文崇一，〈九歌中的水神與華南的龍舟賽神〉，《民族所集刊》第 11 期(1961

年 3 月)，頁 51-118。 

73.劉維崇，〈屈原作品真偽考〉，《幼獅學報》第 3 卷第 2 期(1961 年 4 月)，頁

1-39。 

74.張壽平，〈離騷校釋下〉，《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3 期(1961 年 5 月)，頁

343-371。 

75.侯傳勛，〈屈原與楚辭〉，《建設》第 10 卷第 3 期(1961 年 8 月)，頁 23-24。 

76.蘇雪林，〈天問正簡及疏證引言〉，《成功大學學報》第 1 期(1961 年 10 月)，

頁 1-30。 

77.張壽平，〈九歌所祀之神考〉，《大陸雜誌》第 23 卷第 12 期(1961 年 12 月)，

頁 7-10。 

78.蘇雪林，〈東君與雲中君〉，國科會報告(1962 年)。 

79.楊胤宗，〈從九章考證屈原絕筆上〉，《大陸雜誌》第 24 卷第 1 期(1962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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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頁 22-26。 

80.楊胤宗，〈從九章考證屈原絕筆中〉，《大陸雜誌》第 24 卷第 2 期(1962 年 1

月)，頁 30-34。 

81.楊胤宗，〈從九章考證屈原絕筆下〉，《大陸雜誌》第 24 卷第 3 期(1962 年 2

月)，頁 24-25。 

82.蘇雪林，〈崑崙的層城、崑崙層城的四門〉，《文壇》總第 34 期(1962 年 4 月)，

頁 24-25。 

83.黃錦堂，〈楚辭淺說〉，《建設》第 10 卷第 12 期(1962 年 5 月)，頁 30-31，13。 

84.楊希枚，〈蘇雪林先生《天問研究》評介〉，《大陸雜誌》第 2 期(1962 年 5

月)，頁 413-421。 

85.蘇雪林，〈我研究屈賦的經過〉，《作品》第 3 卷第 7 期(1962 年 7 月)，頁 9-17。 

86.拙囂，〈也談楚辭淺說〉，《建設》第 11 卷的第 4 期(1962 年 9 月)，頁 31-35。 

87.微波，〈「西皇」解蔽〉，《大陸雜誌》第 25 卷第 12 期(1962 年 12 月)，頁 34-35。 

88.蘇雪林，〈離騷〉，國科會報告(1963 年)。 

89.楊胤宗，〈惜誓考〉，《建設》第 11 卷第 18 期(1963 年 1 月)，頁 34-35，44。 

90.趙丕承，〈「九天」之辯〉，《大陸雜誌》第 26 卷第 2 期(1963 年 1 月)；又載

趙丕承，〈九天之辯〉，《大華晚報》(1967 年 4 月)頁 5。 

91.蕭繼宗，〈湘君湘夫人及大司命少司命四篇結構之研究〉，《東海學報》第 5

卷第 1 期(1963 年 6 月)，頁 25-40。 

92.吳蕉山，〈屈原其人其辭〉，《暢流》第 27 卷第 9 期(1963 年 6 月)，頁 9-10。 

93.楊胤宗，〈宋玉賦考〉，《大陸雜誌》第 27 卷第 3/4 期(1963 年 8 月)，共 13

頁。 

94.楊胤宗，〈悲回風箋義--九章箋義之一〉，《人生》第 27 卷第 3 期(1963 年 12

月)，頁 26-30。 

95.楊胤宗，〈哀郢釋義--九章箋義之二〉，《人生》第 27 卷第 6 期(1964 年 2 月)，

頁 14-18。 

96.文崇一，〈九歌中的上帝與自然神〉，《民族所集刊》第 11 期(1964 年 3 月)，

頁 45-69。 

97.楊胤宗，〈楚辭大招箋考上〉，《建設》第 12 卷第 10 期(1964 年 3 月)，頁 37-39。 

98.楊胤宗，〈楚辭大招箋考下〉，《建設》第 12 卷第 11 期(1964 年 4 月)，頁 32-33。 

99.何錡章，〈離騷「不撫壯而棄穢兮」解〉，《大陸雜誌》第 28 卷第 8 期(1964

年 4 月)，頁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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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楊胤宗，〈九章哀郢東遷考〉，《建設》第 13 卷第 2 期(1964 年 7 月)，頁 31-32，

37。 

101.蘇雪林，〈我研究離騷的途徑〉，《現代學苑》第 1 卷第 4 期(1964 年 7 月)，

頁 11-15。 

102.蘇雪林，〈離騷新詁--三后〉，《中國一周》總第 749 期(1964 年 8 月)，頁 19-20。 

103.蘇雪林，〈離騷新詁--雷師告「未具」〉，《中國一周》總第 746 期(1964 年 8

月)，頁 10。 

104.蘇雪林，〈縣圃與靈瑣〉，《中國一周》總第 745 期(1964 年 8 月)，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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