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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克寬先生著作目錄  

特藏組 謝鶯興 

先生，孫姓，字今生，諱克寬，別署繭廬 (一作簡廬 )，筆名萌，安徽

省舒城縣人。生於 1904 年 (清光緒 30 年 )10 月5，1993 年 5 月 9 日下午一時

四十分病逝於美國加州洛杉磯市嘉菲醫院，享年 886。 

先生少習法學，北平中國大學畢業，曾官內政部參事。1949 年渡海來

臺，先後在屏東中學、台北第一女中、師範大學及東吳大學執教。1955 年

8 月受東海大學中文系之聘7，講授大一國文、詩選、歷代文選、各體文選

及習作、《昭明文選》、六朝文、樂府詩、《杜甫詩》、宋詩選。1971 年 11

月，夫人徐氏(諱靜宜)之去逝，遂於 1972 年辦理退休8，隨女移居域外，先

至加拿大沙城，後遷美國加州，終長眠於斯地。 

先生著述宏富，除致力於元代之研究外，且為國內優異之詩人，集研

究與創作於一身，惟其著作散見於國內外各刊物，蒐羅頗為不易，茲據「東

海大學圖書館館藏目錄」、「全國圖書聯合目錄」、「中國文化研究論文目

錄」、「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影像系統」、「聯合知識庫」等資料庫，以及

特藏組典藏的校史文獻(如《東海文學》、《東風》、《葡萄園》、《東海大學校

刊》等)翻檢的結果，暫彙編於下： 

一、專書 

1.《元初儒學》，台北：孫克寬，1953 年。 

                                                 
5 據《繭廬叢稾》書末「本書作者」，扉葉題：「克寬今年農歷十月六十初度，謹選

錄詩文追懷母難，獻於先老樹人府君，先妣劉孺人。甲辰(民國 53年，1964)初冬

自誌。」孫克寬印，民國 53年 11 月。 
6 據<孫克寬教授病逝，後天安葬>，《聯合報》，民國 82年 5 月 15 日第 6版；及<

孫克寬教授蒙主恩召>，《東海大學校刊》，民國 82年 5 月 26 日第 4版。 
7 按，館藏戴君仁先生贈書之《宋元道教之發展》，扉葉題：「敬贈  靜山先生惠存  

孫克寬五四、六、七」，又題字云：「蒙公招我入山來，十一年中百慮灰，只向荒

殘埋鬢影，何曾杞梓植良材。著書且當朮田計，忘我幾無舊夢回，新自道經尋別

解，昆池歷劫漫生哀。小詩寫意，井朮教誨。寬又及」。知先生實受戴先生之邀

到東海任教。 
8 按，<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歷年課程表>(《東海中文學報》第 5期，民國 74 年 6
月)載先生授課到 59學年度，當年度講授詩選、歷代文選、六朝文、《杜甫詩》

等課程。60 學年度則未見先生之名，故先生或於民國 61年 2 月即辦理退休而離

開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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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角閒雲》，台北：孫克寬，1954 年；台南：興文齋書局，1954 年。 

3.《蒙古初期之軍略與金之崩潰》，台北：中央文物供應社，1955 年。 

4.《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台北：文星書店，1958；台中：東海大學，

1970 年。 

5.《杜詩欣賞》，台北：臺灣學生書局，1962 年、1974 年。 

6.《繭廬叢稾》，台中：孫克寬，1964 年。 

7.《宋元道教之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Taoism during the Sung and Yuan 

dynasties》，台中：東海大學，1965 年、1968 年。 

8.《詩與詩人》，台北：臺灣學生書局，1965 年、1971 年。 

9.《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年。 

10.《元代漢文化之活動》，台北：臺灣中華書局，1968 年。 

11.《分體詩選》(附<學詩淺說>)，台北：臺灣學生書局，1968 年、1969 年、

1977 年、1983 年、1992 年。 

12.《詩文述評》，台北：廣文書局，1970 年。 

13.《元代金華學述》，台中：東海大學，1975 年。 

14.《寒原道論》，台北：聯經出版公司，1977 年、1981 年。 

15.《繭廬詩續》，台北：孫克寬，1977 年。9 

二、論文 

1.<元初正一教與江南士大夫>，《大陸雜誌》，第 4 卷第 9 期，民國 41 年 5

月 15 日。  

2.<宋史彭義斌北伐事蹟補>，《大陸雜誌》，第 5 卷第 8 期，民國 41 年 10 月。 

3.<元史食貨志的「賜賚」>，《大陸雜誌》，第 6 卷第 11 期，民國 42 年 6 月。 

4.<蒙古上祖元皇帝之傳疑--讀蒙小記之一>，《大陸雜誌》，第 8 卷第 1 期，

民國 43 年 1 月。 

                                                 
9 按，「全國圖書聯合目錄」收錄：「《拓樸學》，孫克寬、郭駝英等編，武漢：華中

師範大學，2004年」，及「《招捕總錄》，孫克寬撰，台北：台灣商務，民 70年。

宛委別藏第 51 冊。影舊抄本」。按，孫先生於 1993 年 5月 8日病逝於美國，有
可能在 2004 年編《拓樸學》出版嗎？或是同姓名，抑是先生生前所編，而華中

師範大學若干年後始發行？因未見原書，姑記之俟考。又，翻檢館藏《宛委別藏》

第 51 冊《招捕總錄》，卻未見「孫克寬」三字，館藏另本江蘇古籍出版社之《招

捕總錄》，書前附<招捕總錄一卷提要>云：「不著撰人名氏，是編藏書家未著錄，

蓋佚己久矣，此從舊鈔依樣影寫。」則非先生之著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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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斡脫錢與西域人對華的經濟剝削>，《大陸雜誌》，第 8 卷第 9 期，民國

43 年 5 月 15 日。 

6.<全真教考略>，《大陸雜誌》，第 8 卷第 10 期，民國 43 年 5 月 31 日。 

7.<湛然居士集中的中原儒士初考>，《大陸雜誌》，第 12 卷第 6 期，民國

45 年 3 月。又見《中原文獻》，第 9 卷第 9 期，民國 66 年 9 月。 

8.<容甫述學讀後>，《東風》，第 1 期，民國 45 年 7 月。 

9.<元初李事變的分析>，《大陸雜誌》，第 13 卷第 8 期，民國 45 年 10 月。

又見《宋史研究集》，第 3 期，民國 55 年 4 月。 

10.<元儒劉靜脩學行述評>，《民主評論》，第 7 卷第 21 期，民國 45 年 11 月。 

11.<元代太一教考>，《大陸雜誌》，第 14 卷第 6 期，民國 46 年 3 月 31 日。 

12.<談舊詩的評論>，《文學雜誌》，第 2 卷第 4 期，民國 46 年 6 月。 

13.<「北湖」集雜識>，《中央日報》，民國 46 年 6 月 5 日第 6 版， 

14.<治元史的另一途徑--讀姚從吾著丘處機年譜>，《中央日報》，民國 46

年 7 月 23 日第 6 版。  

15.<元史百官志的工匠組織>，《大陸雜誌》，第 16 卷第 6 期，民國 47 年 3

月 31 日。 

16.<虞集>，《中國文學史論集》，第 3 期，民國 47 年 4 月。 

17.<唐詩開派人物陳子昂>，《幼獅月刊》，第 7 卷第 5 期，民國 47 年 5 月。 

18.<宋詩背景與黃山谷詩句法>，《暢流》，第 17 卷第 7 期，民國 47 年 5 月。

又見《中國詩》，第 9 卷第 4 期，民國 67 年 12 月。 

19.<元代神秘人物劉秉忠及其藏春集>，《中央日報》，民國 47 年 6 月 10 日

第 6 版。 

20.<蒙古漢軍與漢文化研究刊後記>，《暢流》，第 18 卷第 9 期，民國 47 年

12 月。 

21.<元方回詩與其詩論>，《東海學報》，第 1 卷第 1 期，民國 48 年 6 月。

又見《中國詩》，第 8 卷第 4 期，民國 66 年 12 月。 

22.<臺灣現存元人別集小錄>，《圖書館學報》，第 2 期至第 6 期，民國 49

年至 53 年。 

23.<簡介後村詩>，《東海文學》，第 2 期，民國 50 年 1 月。 

24.<劉後村大全集>，《圖書館學報》，第 3 期，民國 50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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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元代漢軍永清史氏本末--元代漢軍三世家考之一>，《大陸雜誌》，第 20

卷第 7 期，民國 49 年 4 月。 

26.<金將武仙本末考>，《東海學報》，第 2 卷第 1 期，民國 49 年 6 月。 

27.<晚宋詩人劉克莊補傳初稿>，《東海學報》，第 3 卷第 1 期，民國 50 年

6 月。 

28.<劉後村的家世與交遊--劉後村與晚宋政治之 1>，《大陸雜誌》，第 22 卷

第 11 期及第 12 期，民國 50 年 6 月。又見《宋史研究集》，第 4 期，

民國 58 年 6 月。 

29.<晚宋政爭中之劉後村--劉後村與晚宋政治之 1>，《大陸雜誌》，第 23 卷

第 7 期與第 8 期，民國 50 年 10 月。又見《宋史研究集》，第 2 期，民

國 53 年 10 月。 

30.<華籍傳道人的中國文化陶冶問題>，《葡萄園》，第 16 期，民國 50 年 12

月 25 日10。 

31.<元代漢軍人物表(并序)>，《大陸雜誌特刊》，第 2 期，民國 51 年 5 月。 

32.<元初漢軍張柔行實考>，《東海學報》，第 4 卷第 1 期，民國 51 年 6 月。 

33.<從「唐詩鼓吹」談到王荊公的詩及宋詩演變>，《新時代》，第 2 卷第 7

期，民國 51 年 7 月。 

34.<談「論詩詩」--「詩與詩人」之一>，《大華晚報》，民國 51 年 8 月 19

日第 6 版。 

35.<誠齋集與誠齋詩體>，《大華晚報》，民國 51 年 8 月 26 日第 6 版。 

36.<元王使宋事補>，《大陸雜誌》，第 25 卷第 6 期，民國 51 年 9 月。 

37.<王安石的小詩>，《大華晚報》，民國 51 年 9 月 9 日第 6 版。又見《詩

與詩人》，民國 60 年。 

38.<大歷與十才子(詩與詩人之四)>，《大華晚報》，民國 51 年 11 月 2 日第

2 版。 

39.<讀元遺山集>，《東海文學》，第 5 期，民國 52 年 3 月。 

40.<韓偓詩及其生平>，《新時代》，第 3 卷第 6 期，民國 52 年 6 月。又見

《東海文學》，第 6 期，民國 52 年 11 月。11又見《中國詩》第 12 卷第

                                                 
10 按，篇末題：「五○，十一，廿於大度山簡廬。」 
11 按，篇末編者註：「本文原載於《新時代雜誌》第 3卷第 6期，茲商得本文作者
孫教授之同意，轉載於本刊，俾有助於愛讀韓詩者之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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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民國 70 年 3 月。 

41.<入元宋將夏貴事輯>，《大陸雜誌》，第 27 卷第 2 期，民國 52 年 7 月。 

42.<韓偓簡譜初稿>，《圖書館學報》，第 5 期，民國 52 年 8 月。 

43.<國家不幸詩人幸--元遺山其人其詩>12，《東風》，第 2 卷第 11 期，民國

52 年 12 月。又見《中國詩》，第 9 卷第 1 期，民國 67 年 3 月。 

44.<探索基督教大學的形象>，《葡萄園》，第 19 期，民國 52 年 12 月 25 日。 

45.<元儒蘇天爵學行述評>，《東海學報》，第 6 卷第 1 期，民國 53 年 6 月。 

46.<談中國文史類論文的製作>，《東風》，第 3 卷第 1 期，民國 53 年 6 月。 

47.<元代北方之儒>《孔孟學報》，第 8 期，民國 53 年 9 月。 

48.<蒙古興起前後的女性活動--讀蒙札記(詳見自著「蒙古漢軍與漢文化」

書內「元史食貨志的賜賚」)>，《中國時報》，民國 53 年 10 月 19 日第

5 版。 

49.<繭廬叢稿自序>，《東海文學》，第 8 期，民國 53 年 11 月。13 

50.<中國道教初期的發展>，《大陸雜誌》，第 30 卷第 4 期，民國 54 年 2 月

28 日。 

51.<忽必烈時代南中國人民的反抗>，《民主評論》，第 16 卷第 6 期，民國

54 年 3 月。 

52.<劉後村詩學評述>，《東海學報》，第 7 卷第 1 期，民國 54 年 6 月。又

見《東海文薈》，第 7 期，民國 54 年 6 月。 

53.<元代道教的特質>，《大陸雜誌》，第 30 卷第 11 期，民國 54 年 6 月 15

日。 

54.<梅伯言與柏峴山房集>，《圖書館學報》，第 7 期，民國 54 年 7 月。 

55.<孔門詩論>，《孔孟月刊》，第 3 卷第 12 期，民國 54 年 8 月。 

56.<元代道教茅山宗(上、下)--元代道教正一教考之 1>，《大陸雜誌》，第

33 卷第 2 期及第 3 期，民國 55 年 7 月及 8 月。 

57.<元代南方之儒試論>，《孔孟月刊》，第 4 卷第 12 期，民國 55 年 8 月。 

58.<謝靈運再評價>，《現代學苑》，第 3 卷第 8 期，民國 55 年 8 月。又見

                                                 
12 按，篇末題：「此稿八九年前寫付《暢流》，亦不記為何期，偶翻敝篋忽見草稿，

遂略加修訂付《東風》重刊，以為詩選同學參考。《施注元詩》世界書局已景印，

可以購閱，因此文中引詩，未再加註，以省篇幅。」 
13 按，篇末題：「民國第一甲辰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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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風》，第 3 卷第 9 期，民國 56 年 3 月。 

59.<元代道教茅山宗考-下->，《大陸雜誌》，第 33 卷第 3 期，民國 55 年 8

月 15 日。 

60.<謝靈運詩賞析>，《大陸雜誌》，第 33 卷第 10 期，民國 55 年 11 月。又

見《夏聲》，第 136 期，民國 65 年 3 月。 

61.<元道士吳全節事蹟考>，《幼獅學誌》，第 5 卷第 2 期，民國 55 年 12 月。 

62.<宋元文集對史料的提供>，《葡萄園》，第 23 期，民國 55 年 12 月 25 日。 

63.<江南訪賢與延祐儒治>，《東海學報》，第 8 卷第 1 期，民國 56 年 1 月。

又見《東海文薈》，第 8 期，民國 56 年 7 月。 

64.<昭明文選導讀>，《書目季刊》，第 1 卷第 3 期，民國 56 年 3 月。 

65.<元許有壬與其至正集>，《圖書館學報》，第 8 期，民國 56 年 5 月。 

66.<我和東海大學圖書館>，《大華晚報》，民國 56 年 7 月 31 日。 

67.<陶淵明詩中的儒家思想>，《孔孟月刊》，第 5 卷第 12 期，民國 56 年 8

月。 

68.<天師教淵源略述>，《景風》，第 14 期，民國 56 年 8 月。 

69.<白雲宗--讀蒙小記>，《大陸雜誌》，第 35 卷第 6 期，民國 56 年 9 月 30

日。 

70.<所見元人詩文別集中之道教資料 (上、下)>，《國立中央圖書館館刊》，

第 1 卷第 4 期與第 2 卷第 1 期，民國 57 年 4 月及 7 月。 

71.<「元代漢文化之活動」自序>，《中央日報》，民國 57 年 4 月 23 日第 9

版。 

72.<程鉅夫與其雪樓集>，《圖書館學報》，第 9 期，民國 57 年 5 月。 

73.<元代漢軍　城董氏本末>，《東海學報》，第 9 卷第 2 期，民國 57 年 7

月。又見《東海文薈》，第 9 期，民國 57 年 7 月。 

74.<道教茅山宗神話>，《廣文月刊》，第 1 卷第 1 期及第 3 期，民國 57 年

11 月及民國 58 年 1 月。 

75.<金元全真教創教述略>，《景風》，第 19 期，民國 57 年 12 月。 

76.<論義利>，《孔孟月刊》，第 7 卷第 12 期，民國 58 年 8 月。 

77.<通鑑居危錄>，《孔孟月刊》，第 2 卷第 12 期，民國 58 年 8 月。 

78.<金元全真教的初期活動>，《景風》，第 23 期，民國 58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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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清容居士集與袁桷--元人別集小記>，《圖書館學報》，第 10 期，民國

58 年 12 月。 

80.<元代金華之學評述>，《幼獅學誌》，第 8 卷第 4 期，民國 58 年 12 月。 

81.<唐詩鼓吹與王荊公詩>，《詩文述評》，民國 59 年。又見《中國詩》，第

14 卷第 2 期，民國 72 年 6 月。 

82.<淚的文學--李義山詩中的淚>14，《東風》，第 3 卷第 12 期，民國 59 年 1

月。 

83.<義山詩的傷時與自傷>，《東方雜誌》，第 3 卷第 9 期，民國 59 年 3 月。 

84.<義山詩小論>，《東方雜誌》15，第 2 卷第 5 期，民國 59 年 4 月。 

85.<元代金華文人方鳳與柳貫>，《中華文化復興月刊》，第 3 卷第 4 期，民

國 59 年 4 月。又見《宋史研究集》，第 6 期，民國 60 年 12 月。 

86.<吳萊之才華與學藝--元代金華之學下篇之二>，《中華文化復興月刊》，

第 3 卷第 9 期，民國 59 年 9 月。 

87.<元代漢人之保種存文活動>，《東海學報》，第 12 卷，民國 60 年 6 月。 

88.<儒雅雍容之黃溍--金華之學述評下篇之三>，《圖書館學報》，第 11 期，

民國 60 年 6 月。 

89.<謝靈運詩評>，《中國詩》，第 2 卷第 3 期，民國 60 年 9 月。 

90.<楊萬里詩>，《中國詩》，第 3 卷第 2 期，民國 61 年 6 月。 

91.<張雨--元代的一個文學道士>，《大陸雜誌》，第 46 卷第 4 期，民國 62

年 4 月。 

92.<朱著姚惜抱學記序>，《東海文學》，第 19 期，民國 62 年 5 月。16 

93.<唐以前老子的神話>，《大陸雜誌》，第 48 卷第 1 期，民國 63 年 1 月。 

94.<吳梅村北行前後詩>，《中央圖書館館刊》，第 7 卷第 1 期，民國 63 年 3

月。又見《中華詩學》，第 11 卷第 2 期與第 3 期，民國 63 年 8 月及 9 月。 

95.<唐代道教之發展導論>，《文史學報(中興)》，第 4 期，民國 63 年 5 月。 

96.<元初南宋遺民初述--不和蒙古人合作的南方儒士>，《東海學報》，第 15

卷，民國 63 年 7 月。 

                                                 
14 按，以筆名「繭廬」發表。 
15 按，「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作「中華詩學」，其餘完全相同。 
16 按，篇末題：「時壬子冬暮，(西一九七二)舒城孫克寬序於加拿大國沙斯頓市

(Saskatoon)之瑞玉行寓，六十八歲生朝後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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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吳漢槎與其詩>，《東方雜誌》，第 8 卷第 2 期，民國 63 年 8 月。 

98.<查初白與其敬業堂詩>，《中央圖書館館刊》，第 8 卷第 1 期，民國 64

年 3 月。 

99.<談遷與吳梅村>，《大陸雜誌》，第 50 卷第 3 期，民國 64 年 3 月。 

100.<唐代道教與政治>，《大陸雜誌》，第 51 卷第 2 期，民國 64 年 8 月。 

101.<新「李、杜優劣論」>，《春來燕歸人未歸》，民國 65 年。 

102.<明初天師張宇清及其峴泉集>，《書目季刊》，第 9 卷第 4 期，民國 65

年 3 月。 

103.<元虞集與南方道教>，《大陸雜誌》，第 53 卷第 6 期，民國 65 年 12 月。 

104.<小論厲樊榭詩詞>，《大陸雜誌》，第 55 卷第 4 期，民國 66 年 10 月。 

105.<劉長卿其人其詩>，《中國詩》，第 9 卷第 2 期，民國 67 年 6 月。 

106.<厲樊榭年譜初稿>，《大陸雜誌》，第 56 卷第 6 期，民國 67 年 6 月。 

107.<作詩四要(意境、辭采、錘鍊與識度 )>，《中國詩》，第 9 卷第 3 期，民

國 67 年 9 月。又見《夏聲》，第 252 期，民國 74 年 11 月。 

108.<厲樊榭金石之交--讀樊榭山房集雜記交遊考論之一>，《大陸雜誌》，

第 58 卷第 3 期，民國 68 年 3 月。 

109.<小玲瓏山館與邗江吟社--讀樊榭山房集雜識交游考論>，《書目季

刊》，第 13 卷第 1 期，民國 68 年 6 月。 

110.<查蓮坡與厲樊榭--樊榭集雜識交游考論>，《大陸雜誌》，第 59 卷第 1

期，民國 68 年 7 月。 

111.<劉後村與四靈、江湖>，《中國詩》，第 10 卷第 3 期，民國 68 年 9 月。 

112.<厲樊榭學侶杭世駿--讀樊榭集雜記>，《大陸雜誌》，第 59 卷第 6 期，

民國 68 年 12 月。 

113.<厲樊榭與杭州梁氏>，《大陸雜誌》，第 60 卷第 2 期，民國 69 年 2 月。 

114.<杭州詩社諸人與厲樊榭--讀樊榭集雜記>，《大陸雜誌》，第 61 卷第 4

期，民國 69 年 10 月。 

115.<陳迦陵詩詞小論>，《書目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民國 69 年 12 月。 

116.<朱竹垞詞與詩略論>，《大陸雜誌》，第 63 卷第 2 期，民國 70 年 8 月。 

117.<李太白的五言古詩>17，《東風》，第 1 期，民國 45 年 7 月。又見《中

                                                 
17 按，用筆名「繭廬」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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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詩》，第 16 卷第 1 期，民國 74 年 3 月。 

三、文學創作 

1.<朋簪詩憶五首>18，《東風》，第 2 期，民國 45 年 11 月。 

2.<東大校園即事(詩)>，《東風》，第 2 期，民國 45 年 11 月。 

3.<敬悼陳含光先生>，《暢流》，第 15 卷第 6 期，民國 46 年 5 月。 

4.<孔達生先生越南講學序>，《中央日報》，民國 47 年 11 月 8 月第 3 版。 

5.<詩四首>19，《東風》，第 7 期，民國 48 年 3 月。 

6.<敦鍒先生惠詩章酹二絕(詩)>，《東風》，第 9 期，民國 48 年 12 月。 

7.<五律四章--己刻重九醇士定山伉儷與友紅主人梁孟徐道鄰顧敦鍒兩教

授小集山齋翌日紀之(詩)>，《東風》，第 10 期，民國 49 年 3 月。 

8.<授太白詩感成雜言一首(詩)>，《東風》，第 11 期，民國 49 年 6 月。 

9.<庚子春遊獅頭山(詩)>，《東海文學》，創刊號，民國 49 年 6 月。 

10.<雨遊獅頭山紀遊(詩)>，《東海文學》，創刊號，民國 49 年 6 月。 

11.<當代詩錄：于右任、彭醇士>20，《東海文學》，創刊號，民國 49 年 6 月。 

12.<無題--四十三年作四首錄二(詩)>21，《東海文學》，第 2 期，民國 50 年 1

月。 

13.<有感(詩)>，《東海文學》，第 2 期，民國 50 年 1 月。 

14.<讀莊書有感(詩)>，《東海文學》，第 2 期，民國 50 年 1 月。 

15.<當代詩錄：周棄子、俞大綱>22，《東海文學》，第 2 期，民國 50 年 1 月。 

16.<小簡二則：謝于右任先生見惠法書、謝彭醇士先生和詩>，《東海文學》，

                                                 
18 按，以筆名「繭廬」發表，云：「久欲作當代詩話，顧思之，以陳石遺之高名耆

壽，其所為之《石遺室詩話》，士林膾炙，身後纔幾年而異論已生；采風社諸老

迻錄之詩，俊爽深沉，千秋各具，而朝市邱墟，詩隨人降，人間評騭，又復何如？

如予檮昧，詎季緒之掎摭，招陳思之譏責，是又不如卷舌藏拙之為愈也。特以生

好吟哦，又爰朋侶，嚶鳴之什，既嘗以見詒；風雨之思，實久而彌篤！則伸嗜痂

之談，補師丹之忘，度風流之未沬，藉尚論夫平生，或亦通人之所許乎？」收：

<猛悔樓詩>、<拾翠詞>、<晨至上清寺買花>、<夏初>、<衙齋枯坐，庭花幾開落

矣，以解寂--七律>。 
19 按，用筆名「繭廬」發表，收：<初敢船>、<潭中碧山四插，了無波浪>、<登文
武廟>、<蕃社所見>。 

20 按，用筆名「繭廬」發表。 
21 按，用筆名「繭廬」發表。 
22 按，用筆名「繭廬」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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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民國 50 年 1 月。 

17.<繭廬詩抄：阿里山遊山詩、嘉南春旅紀事>，《東海文學》，第 3 期，民

國 50 年 11 月。 

18.<當代詩錄：陳定山、陳季碩>23，《東海文學》，第 3 期，民國 50 年 11 月。 

19.<簡廬說>，《東海文學》，第 3 期，民國 50 年 11 月。 

20.<記胡適之先生>，《大華晚報》，民國 51 年 3 月 4 日第 8 版。 

21.<繭廬近詩：題曾氏家學、暮雨、春日雜句、春心、元日謁醇士先生歸

途有作、過曉薔值其外子雲君留飲並讀新畫>，《東海文學》，第 4 期，

民國 51 年 6 月。 

22.<當代詩錄：曾克耑、廖壽泉>24，《東海文學》，第 4 期，民國 51 年 6 月。 

23.<大學中文教學不能不改進了>，《大華晚報》，民國 51 年 8 月 12 日第 5

版。 

24.<基督教和平進中國>，《葡萄園》，第 18 期，民國 51 年 12 月 25 日。 

25.<東海同仁臺南觀光車中有作(詩)>，《東海文學》，第 5 期，民國 52 年 3

月。 

26.<南遊追記(詩)>，《東海文學》，第 5 期，民國 52 年 3 月。 

27.<庭花小記>，《東海文學》，第 5 期，民國 52 年 3 月。 

28.<觀呂佛庭先生萬里長城圖不覺神遊河朔因成五絕句 (詩)>，《東海文

學》，第 6 期，民國 52 年 11 月。 

29.<憶王偉俠>，《傳記文學》，第 3 卷第 6 期，民國 52 年 12 月。 

30.<十月書事二首(詩)>25，《東風》，第 2 卷第 11 期，民國 52 年 12 月。 

31.<新正陰雨晦冥，頃始開霽，山園桃花競開，喜為口號四首(詩)>，《東

海文學》，第 7 期，民國 53 年 4 月。 

32.<過達夫教授寓前小圃杜鵑怒發，亦有夭桃，得詩二絕(詩)>，《東海文

學》，第 7 期，民國 53 年 4 月。 

33.<為故友某君勸捐賻贈小啟>，《東海文學》，第 7 期，民國 53 年 4 月。 

34.<甲辰北溝修禊詩記>26，《東風》，第 2 卷第 12 期，民國 53 年 5 月。 

                                                 
23 按，用筆名「繭廬」發表。 
24 按，用筆名「繭廬」發表。 
25 按，用筆名「繭廬」發表。 
26 按，內有<甲辰北溝禊集五言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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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有作(詩)>，《東海文學》，第 8 期，民國 53 年 11 月。 

36.<變色木芙蓉一本盛開(詩)>，《東海文學》，第 8 期，民國 53 年 11 月。 

37.<繭廬詩稿：既刊小集吟朋頗有贈章偶遘春陰書牕兀坐展翫忻感輒成長

句八首將與諸篇布諸藝林>，《東海文學》，第 9 期，民國 54 年 4 月。 

38.<萊園攬勝詩序：七律二首--是遊遍觀林氏故居，始憩萊園池館，復踰

嶺看村民園圃、五絕二首--池亭分詠、滿庭芳--池亭、七律一首--遊萊

園訪林培英君南彊詩人哲嗣今亦六十矣、懷二林先生--痴仙南彊>，《東

海文學》，第 10 期，民國 55 年 2 月。 

39.<當代詩錄：黃祖漢、吳萬谷>，《東海文學》，第 10 期，民國 55 年 2 月。 

40.<北游雜興十六首(詩)>27，《東海文學》，第 11 期，民國 55 年 6 月。 

41.<踏沙行 --野柳海岸(詞)>28，《東海文學》，第 11 期，民國 55 年 6 月。 

42.<齊天樂 --旅遊宿芝山岩衛理園(詞)>29，《東海文學》，第 11 期，民國 55

年 6 月。 

43.<北遊紀行 (詩)>30，《東海文學》，第 11 期，民國 55 年 6 月。 

44.<李白和詩人>，孫克寬漫談，鍾燕玲記錄，《東海文學》，第 11 期，民

國 55 年 6 月。 

45.<復觀教授講學香江詩課諸生學吟餞別余亦同作即塵莞政五律二首(詩)>，

《東海文學》，第 12 期，民國 56 年 2 月。 

46.<寇拉颱風過境山間有秋意--五言一章(詩)>，《東海文學》，第 12 期，民

國 56 年 2 月。 

47.<七古寄棄子并簡老潛學長慶體>，《東海文學》，第 12 期，民國 56 年 2 月。 

48.<醇士以和旅泊詩見眎因復和之已三續矣--四律句>，《東海文學》，第 12

期，民國 56 年 2 月。 

49.<高陽臺--秋意(詞)>，《東海文學》，第 12 期，民國 56 年 2 月。 

50.<略談基督教文學的建立>，《葡萄園》，第 26 期，民國 56 年 6 月 19 日31。 

51.<所思錄小言--魚龍寂寞秋江冷，故國平居有所思，杜甫秋興>，《東海

                                                 
27 按，以筆名「繭廬」發表。 
28 按，以筆名「繭廬」發表。 
29 按，以筆名「繭廬」發表。 
30 按，以筆名「繭廬」發表。 
31 按，篇末題：「五六、四、八、於大度山園。」 



著作目錄 

 45

文學》，第 13 期，未標年代。 

52.<繭廬近詩：戴陽將軍歌、明潭短旅雜詩錄五、有作一絕>，《東海文學》，

第 13 期，未標年代。 

53.<我編了一本詩選>，《大華晚報》，民國 57 年 7 月 8 日第 8 版。 

54.<當代詩錄：瑞安伍俶叔儻、武勝舒衷正景衣>，《東海文學》，第 15 期，

民國 59 年 1 月。 

55.<鄞縣戴教授靜山先生大秩晉九壽言>，《東海文學》，第 15 期，民國 59

年 1 月。 

56.<谷音詩錄 --繭廬詩>32，《東風》，第 3 卷第 12 期，民國 59 年 1 月。 

57.<晚學詞摘>33，《東風》，第 3 卷第 12 期，民國 59 年 1 月。 

58.<挽姚從吾先生>，《中央日報》，民國 59 年 4 月 21 日第 9 版。 

59.<不站罪人的道路>，《葡萄園》，第 29 期，民國 59 年 4 月 25 日。 

60.<繭廬近詩：還山二絕句、臺中一福堂九樓小飲口號、頃復晚飲一福堂

九樓有作、默坐有得>，《東海文學》，第 16 期，民國 59 年 6 月。 

61.<孱貓記>，《東海文學》，第 16 期，民國 59 年 6 月。 

62.<大度山懷舊詩九絕句>，《東海文學》，第 18 期，民國 61 年 6 月。34 

63.<孫克寬老師來鴻>，《東海文學》，第 18 期，民國 61 年 6 月。35 

64.<沙城一年>，《東海文學》，第 19 期，民國 62 年 5 月。36 

65.<在天之涯，河上秋風>37，《聯合報》，民國 62 年 9 月 20 日「聯合副刊」。 

                                                 
32 按，以筆名「繭廬」發表，收<龍盦繪山居圖見贈，詣彰化謝之，相左歸來，以

五古一章塵教>、<朱夏有作錄二律>、<悼故人二絕句>、<雜書二絕句>及朱雲呈
<五古酬繭廬>。 

33 按，以筆名「繭廬」發表，收<淒涼犯--國慶期會後，過徐園。門柳已薪，悽然

學白石此調>及<金縷曲--寄定山>。 
34 按，篇末題：「壬子春仲繭廬未足草時客加拿大國沙城寓樓。」 
35 按，篇末題：「六十年十二月四日」，文中云：「我到這兒，一貶眼就三個月了。」 
36 按，篇末題：「一九七二年十二月廿四日於沙城」、「轉載《中央日報》副刊六十

二年一月廿日。」文中提及：「我依然嘗到神的溫馨，和我十七年來在東海大學

一年一度的大聚會中，所沐浴的神光靈雨，琴韻歌聲，一樣地情景。」 
37 按，以筆名「萌」發表，篇末：「編按：作孫克寬教授僑居加拿大 Saskatoon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