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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目錄 

陳問梅先生著作目錄  

特藏組  謝鶯興 

先生諱問梅，一名拱，浙江省溫嶺縣人。民國 14 年 10 月 11 日生，民

國 94 年 11 月 2 日於美國舊金山逝世，享年 81。 

民國 35 年 8 月，渡海來臺，民國 36 年考入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中文系，

民國 40 年 7 月畢業，取得教育學士資格。畢業後，旋即進入台北縣淡水

中學任教。民國 41 年 8 月，轉往台北市立工業職業學校執教。民國 42 年

8 月，在台北第二工業職業補校執教，至民國 47 年 7 月。1 

民國 47 年 8 月，因徐復觀與牟宗三兩位先生之介紹2，應聘至東海大

學中文系，擔任講師3，主授「大二國文」課程4；民國 51 年 8 月升等為副

教授5，兼授「荀子」6；民國 57 年 8 月，升等為教授，於 58 學年起，接替

徐復觀先生主講「中國思想史」7課程。民國 64 年 8 月，接替蕭繼宗先生

長中文系，民國 70 年 7 月因休假而辭系主任職；民國 85 年 1 月屆齡退休，

始遷離東海，到美國依附兒子。 

先生在東海執教，前後長達三十八年，先後講授的課程有：國文、中

國思想史、論語8、孟子9、老子10、荀子、墨子11、學庸12、文心雕龍 13、漢魏

                                                 
1 按，書目季刊資料室<當代文史學人著作目錄--陳拱>(《書目季刊》第 21 卷第 3
期，民國 76年 12 月)云：「陳拱，字問梅」，「歷任淡水中學、台北市立工職等校

教師(民國 40-47 年)」。先生於民國 43 年間，與戴華輝小姐締結連理，育有二子：

大受、宣。陳師母前任教於台中曉明女子中學。參「私立東海大學教職員人事資

料表」。 
2 據「私立東海大學教職員人事資料表」「介紹人」欄記載。 
3 按，「私立東海大學四十七學年度教職員名單」，中國文學系已見先生大名；《私

立東海大學教職員錄》載先生到校期間為民國 47年 8 月；「私立東海大學教職員

人事資料表」所載亦同。 
4 按，先生進入東海即主講大二國文，張端穗<陳問梅教授之學術>云：「東海當年

之大二國文實即中國哲學史基本資料選讀。」 
5 見 51 年 7月 12日教員聘任升等資格審敘委員會會議紀錄。 
6 於 55~57、61~62、64~65、67及 69等學年度講授。按，先生授課的相關資料，

參閱<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正年課程表>(《東海中文學報》，第 5期，民國 74年 6
月)，以下不再一一交待出處。 

7 續徐復觀先生之後講授，自 58學年至退休，70學年因休假而由朱維煥先生代之。 
8 於 62學年起講授至退休，70學年因休假而由王淮先生代之。 
9 於 62學年起講授至退休，70學年因休假而由王淮先生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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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朝文學理論 14等。先後指導何鏡聰15、王素瑛16、張德麟 17、吳淑瑜18、張性

集19、吳碧玲 20等人，作育英才，貢獻良多。 

先生之事蹟及著作，今據<當代文史學人著作目錄 --陳拱>21、張端穗

<陳問梅教授之學術>及中文系與特藏組所藏的文獻(檔案)，佐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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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資料庫，暫彙編於下： 

一、專書 

1.《撿煤屑的孩子》22，陳拱撰，臺北，廣文書局，民國 51 年。 

2.《墨學研究》23，陳拱著，《東海大學研究叢書》，臺中，東海大學，民國

53 年、民國 67 年。 

3.《儒墨平議》，陳拱著，《人人文庫》，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5

年、民國 56 年、民國 58 年、民國 64 年、民國 77 年。 

4.《人之本質與真理》，陳拱著，《人人文庫》，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

國 56 年、民國 57 年、民國 61 年、民國 73 年。 

5.《王充思想評論》24，陳拱著，臺中，東海大學，民國 57 年、民國 67 年；

                                                                                                                         
10 先後於 61、62、64等三個學年講授。 
11 於 67及 69學年度講授。 
12 僅於 62學年講授。 
13 於 65~66、68及 70學年續巴壺天先生講授。 
14 於 71學年講授。 
15 民國 59 年 6月東海大學中文系學士論文，題目為《荀子天論思想之考察》。 
16 民國 59 年 6月東海大學中文系學士論文，題目為《荀子之心性及其為學》。 
17 民國 65 年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題目為《周濂溪研究》。其博士論文《程

伊川心性學之研究》，民國 82年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亦為先生指導。 
18 民國 76 年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題目為《墨學問題之研究》。 
19 民國 77 年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題目為《荀學研究》。 
20 民國 83 年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題目為《通書思想研究》。 
21 書目季刊資料室編，《書目季刊》第 21 卷第 3期，民國 76年 12 月。 
22 按，「全國圖書聯合目錄」著錄是書藏於國家圖書館，與先生的其他著作對照，

性質完全不同，據《文心雕龍本義》<序>所載，知先生有此作。 
23 按，「全國圖書聯合目錄」著錄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書名作「墨子研究」，出版

項與本館典藏完全相同。是書分上編「墨學綜述」及下編「墨學省察」，先生<自
序>云：「《墨學研究》，分上、下兩編，本為東海大學之研究而作」，佐以先生檔

案資料「著作欄」亦題「墨學研究」觀之，臺大圖書館的著錄有誤。 
24 是書送審之題目為「王充思想研究」，民國 57 年 4月 12日先生簽請吳校長印行

並改名為「王充思想評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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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85 年。 

6.《墨學之省察》25，陳問梅著，臺北，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77 年。 

7.《文心雕龍本義》，南朝宋劉勰原著，陳拱本義，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 88 年。  

8.《初職國文教學手冊》，阮廷瑜、陳問梅合撰，臺北，復興書局，民國

44 年。 

二、論文 

1.<人物之別及真理之創造與接受>，陳拱，《民主評論》，第 7 卷第 12 期至

第 14 期，民國 45 年 6 月至 7 月，頁 9。 

2.<關於義理之學--讀毛子水「再論考據和義理」後>，陳拱，《民主評論》，

第 8 卷第 8 期至第 9 期，民國 46 年 4 月至 5 月，頁 8。 

3.<論考據與義理的關係以及義理之驗證>，陳拱，《民主評論》，第 8 卷第

22 期至第 23 期，民國 46 年 11 月至 12 月，頁 7。 

4.<人性善惡述論>，陳拱，《人生》，第 15 卷第 5 期，民國 47 年 1 月，頁

5-7。 

5.<中國現代史上兩大青年運動之反省 (三二九、五四)>，陳拱，《人生》，

第 15 卷第 10 期，民國 47 年 4 月，頁 3-9。 

6.<道德與實踐>，陳拱，《民主評論》，第 10 卷第 22 期至第 23 期，民國 48

年 11 月至 12 月，共 8 頁。 

7.<禮運篇大同與小康疏論>，陳拱，《民主評論》，第 11 卷第 2 期，民國

49 年 1 月，頁 2-6。 

8.<老子「無」與「有」之解析>，陳拱，《東海學報》，第 2 卷第 1 期，民

                                                 
25 按，「全國圖書聯合目錄」著錄海洋大學圖書館典藏，書名作「墨子之省察」，出

版項與本館典藏完全相同。是書分上編「緒論」、中編「墨學之系統申述」、下編

「墨學之疏導與評定」、附錄「墨子人格闡微」，先生<增訂本自序>云：「本書中
編與下編寫成後，即由東海大學先生印出，當時原名是《墨學研究》，並以中編

為上編，稱之為『墨學綜述』，下編則本名為『墨學省察』。出版至今，不覺已二

十餘年。」又云：「除《儒墨平議》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行外，茲將上述<墨

子和墨子書>、<墨學之所以形成>合為一編，增入原初之《墨學研究》中，列為

上編，稱之為『緒論』，而將原列之上編改為中編，並改稱之為『墨學之系統申

述』，原列之下編仍舊，唯改稱為『墨學之疏導與評定』，至於<比論墨子宗教意

識之型態>及<墨子人格闡微>二者，則均列為附錄。編定之後，即對全書詳加修

訂，並改為『墨學之省察』。」故海洋大學圖書館著錄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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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49 年 6 月，頁 225-252。 

9.<老子「無」與「有」之解析>，陳拱，《人生》，第 20 卷第 9 期，民國

49 年 9 月，頁 12-18。  

10.<墨子兼愛--觀念之研究>，陳拱，《東海學報》，第 3 卷第 1 期，民國 50

年 6 月，頁 157-180。 

11.<比論墨子宗教意識之型態及其所以未成宗教的原因>，陳拱，《人生》，

第 24 卷第 9 期，民國 51 年 9 月，頁 2-6。 

12.<孔子的仁與心性>，陳拱，《人生》，第 26 卷第 8 期，民國 52 年 6 月，

頁 11-13。又見《孔孟月刊》，第 1 卷第 10 期，民 52 年 6 月，頁 11-13。 

13.<論孟子之不動心與養氣>，陳拱，《東海學報》，第 5 卷第 1 期，民國

52 年 6 月，頁 41-54。 

14.<墨學綜述>，陳問梅，《民主評論》，第 14 卷第 11 期，民國 52 年 6 月，

頁 5-10。 

15.<墨學綜述之二--賢人政治與天人交通>，陳問梅，《民主評論》，第 14

卷第 12 期至第 13 期，民國 52 年 6 月至 7 月，頁 10。 

16.<墨學綜述之三--愛的社會之實現原則>，陳問梅，《民主評論》，第 14

卷第 14 期，民國 52 年 7 月，頁 13-19。 

17.<墨學綜述之四--勤勉從事與節約生產>，陳問梅，《民主評論》，第 14

卷第 15 期至第 17 期，民國 52 年 8 月至 9 月，頁 12 頁。 

18.<墨學根本觀念之解析>，陳問梅，《民主評論》，第 15 卷第 6 期至第 8

期，民國 53 年 3 月至 4 月，頁 12。 

19.<仁愛與兼愛問題疏導>，陳拱，《東海學報》，第 6 卷第 1 期，民國 53

年 6 月，頁 67-78。 

20.<儒家之理想主義的樂觀>，陳拱，《孔孟月刊》，第 2 卷第 12 期，民國

53 年 8 月，頁 1-4。 

21.<儒墨所肯定的天及其義理層次>，陳拱，《人生》，第 29 卷第 11 期與第

12 期合刊，民國 54 年 4 月，頁 2-8。 

22.<儒家肯定命與墨子否定命之義理疏導>，陳拱，《東海學報》，第 7 卷第

1 期，民國 54 年 6 月，頁 41-56。又見《東海文薈》，第 7 期，民國 54

年 6 月，頁 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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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孔子德性人格之造詣(自由與合理底融一)>，陳拱，《孔孟月刊》，第 3

卷第 12 期，民國 54 年 8 月，頁 10-12。 

24.<儒墨所肯定神鬼之所以神>，陳拱，《人生》，第 30 卷第 8 期，民國 54

年 12 月，頁 6-9。 

25.<論王充其人>，陳拱，《書和人》，第 23 期，民國 55 年 1 月 15 日，頁

5-8。 

26.<論語首章試繹>，陳拱，《孔孟月刊》，第 5 卷第 1 期，民國 55 年 9 月，

頁 18-19。 

27.<「人之本質與真理」自序>，陳拱，《人生》，第 32 卷第 2 期，民國 56

年 6 月，頁 17-20。 

28.<孔子的救世精神與文化理想>，陳拱，《孔孟月刊》，第 6 卷第 12 期，

民國 57 年 8 月。 

29.<「王充思想評論」自序>，陳拱，《人生》，第 33 卷第 5 期，民國 57 年

10 月，頁 14-19。 

30.<墨子人格闡微>，陳拱，《東海學報》，第 10 卷第 1 期，民國 58 年 1 月，

頁 31-45。又見《東海文薈》，第 10 期，民國 58 年 7 月，頁 31-45。 

31.<墨子和墨子書>，陳拱，《書和人》，第 188 期至第 189 期，民國 61 年 6

月 10 日至 24 日，頁 16。 

32.<孔子德性人格之最高造詣--自由與合理融一>，陳拱，《孔孟月刊》，第

11 卷第 4 期，民國 61 年 12 月，頁 1-4。 

33.<文心雕龍風骨篇疏釋>，陳拱，《學術論文集刊》，第 2 期，民國 62 年

12 月，頁 127-141。 

34.<文心雕龍鎔裁篇疏釋>，陳拱，《宇宙》，第 5 卷第 7 期、第 8 期及第

10 期，民國 64 年 7 月，頁 22 至 23；8 月，頁 22 至 23；及 10 月，頁

22 至 23。 

35.<文心雕龍聲律篇疏釋>，陳拱，《宇宙》，第 5 卷第 12 期、第 6 卷第 1

期與第 2 期，民國 64 年 12 月，頁 20 至 23；65 年 1 月，頁 22 至 23；

及 65 年 2 月，頁 21 至 23。 

36.<文心雕龍神思篇疏釋>，陳拱，《再生》，第 6 卷第 3 期、第 4 期、第 6

期，民國 65 年 3 月、4 月、6 月，頁 22 至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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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文心雕龍體性篇疏釋>，陳拱，《宇宙》，第 6 卷第 4 期及第 7 期，民國

65 年 4 月及 7 月，頁 21 至 23，頁 20 至 23。 

38.<文心雕龍原道篇疏釋>，陳拱，《學術論文集刊》，第 3 期，民國 65 年

6 月，頁 27-50。 

39.<文心雕龍原道篇闡要>，陳拱，《東海文學》，第 22 期，民國 65 年 6 月，

頁 4-9。 

40.<孔子的具體之仁及其體會之道>，陳問梅講授，廖美玉筆錄，《東海文

學》，第 22 期，民國 65 年 6 月，頁 40-45。 

41.<文心雕龍隱秀篇疏釋>，陳拱，《宇宙》，第 7 卷第 2 期至第 4 期，民國

66 年 2 月至 4 月，頁 6。 

42.<孟子的仁政思想與民主觀念>，陳拱，《臺灣新生報》，民國 66 年 3 月

21 日，頁 2。 

43.<文心雕龍麗辭篇疏釋>，陳拱，《學術論文集刊》，第 4 期，民國 66 年

6 月，頁 15-31。 

44.<文心雕龍養氣篇疏釋>，陳拱，《宇宙》，第 7 卷第 10 期至第 12 期，民

國 66 年 10 月至 12 月，頁 6。 

45.<中國文化的問題及中國文化之過去與未來>，陳拱，《幼獅月刊》，第

48 卷第 3 期，民國 67 年 9 月，頁 3-12。 

46.<道德的理想主義闡要>，陳拱，《牟宗三先生的哲學與著作》(牟宗三先

生七十壽慶論文集編輯組編)，臺北，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67 年 9 月，

頁 99-244。 

47.<詩話詞話中的難辭與風格或意境問題>，陳拱，《臺灣日報》，民國 67

年 11 月 20 日，頁 12。 

48.<文心雕龍比興篇疏釋>，陳拱，《東海文學》，第 25 期，民國 68 年 7 月，

頁 4-20。 

49.<從養氣篇大旨論文心雕龍文學思想之純正性及其缺陷>，陳拱，《東海

中文學報》，第 1 期，民國 68 年 11 月，頁 53-69。 

50.<論儒家義利之辨>，陳問梅，《中國文化月刊》，第 6 期，民國 69 年 4

月，頁 59-84。 

51.<文心雕龍論文本於道與文以載道>，陳問梅，《中國文化月刊》，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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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69 年 7 月，頁 41-70。 

52.<文心雕龍徵聖篇疏釋>，陳拱，《東海文學》，第 26 期，民國 69 年 7 月，

頁 7-16。 

53.<墨學之淵源>，陳拱，《東海中文學報》，第 2 期，民國 70 年 4 月，頁

9-21。 

54.<文心雕龍序志篇疏解>，陳拱，《東海中文學報》，第 3 期，民國 71 年

6 月，頁 115-136。 

55.<墨學與周文罷敝>，陳問梅，《中國文化月刊》，第 34 期，民國 71 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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