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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年表 

孫克寬先生學行年表(三) 

流通組 謝鶯興編 

1964 年 (甲辰 ) 

1 月 1 日，周棄子來訪，談論他代總統府撰寫許世英褒揚令的經過。  

1 月 6 日，送女兒奇女婿及兩外孫赴加拿大沙城，僅留下大外孫女誠美同

住，有詩作〈一月六日送奇女隨殷婿挈兩孩就聘加拿大〉，又有〈癸卯

歲除感賦〉 1。  

2 月，燈下讀華陽喬大壯《波外詩集》、夏敬觀《忍古樓詩》，有詩作。  

2 月 12 日，除夕夜，撰文憶雙溪老人許世英先生。  

2 月，集《大華晚報》珠林副刊所寫〈詩與詩人〉專欄文字 18 篇，赴台

北央請臺靜農撰序。  

春，與彭醇士、蔣榖生、臺靜農、張清徽、陳曉薔等人赴霧峰北溝遊憩，

作有〈北溝脩禊〉詩 2。  

4 月 2 日，撰寫〈詩與詩人自序〉，戴君仁、臺靜農兩先生亦分別撰〈序〉

誌之。 3 

4 月 10 日，撰寫〈新正陰雨晦冥，頃始開霽，山園桃花競開，喜為口號

四首 (詩 )〉、〈過達夫 4教授寓前小圃杜鵑怒發，亦有夭桃，得詩二絕

(詩 )〉、〈為故友某君勸捐賻贈小啟〉，見《東海文學》，第 7 期。  

4 月 26 日，出席在東海招待所舉行的宋史座談會第 5 次集會。5 

5 月，撰寫〈甲辰北溝修禊詩記〉，見《東風》，第 2 卷第 12 期。  

5 月 24 日，參加東海教會 53 年夏季退修會，並於當天下午 2 時 30 分主

                                                 
 本文以許建崑老師〈孫克寬先生行誼考述〉為底本，見《東海中文學報》第 18 期，

頁 79~112，東海大學中文系 2006 年 7 月。原於 2005 年 10 月 29、30 日東海大學中

文系舉辦之「緬懷與傳承--東海中文系五十年學術傳承」學術研討會中宣讀。 
1 按，〈癸卯歲除感賦二錄一〉詩句：「送罷嬌兒閉講堂」，雙行夾註云：「奇女隨婿携兩

外孫去加拿大」，收入《繭廬繭廬在臺詩續》「甲辰年詩」，頁 3。 
2 見〈甲辰北溝修禊詩記〉，見《東風》，第 2 卷第 12 期，1964 年。 
3 三篇〈序〉收入《詩與詩人》頁 1~7，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 54 年 4 月。孫先生

〈序〉末署「作者五十三年四月二日、於臺中大度山東海校園」，  
4 按，楊承祖老師補充云：「陳兼善先生字達夫，曾任東海生物系主任，先為台灣博物

館館長，黔江中學校長。」 
5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95 期，民國 53 年 5 月 1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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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禱告。6 

6 月，撰寫〈元儒蘇天爵學行述評〉，見《東海學報》，第 6 卷第 1 期。撰

寫〈談中國文史類論文的製作〉，見《東風》，第 3 卷第 1 期。  

9 月，撰寫〈元代北方之儒〉，見《孔孟學報》，第 8 期。  

9 月 1 日，參預東海大學「教員聘任升等資格審敘委員會議」，同意中文

系畢業生葉俊成先生擔任中文系研究助教，劉福增先生為人文學科試

用講師，接任劉述先先生的課程。  

秋，編選《海角閒雲》。  

10 月 19 日，撰寫〈蒙古興起前後的女性活動 --讀蒙札記〉7，見《中國時

報》第 5 版。  

11 月 2 日，東海創立 10 年，名列服務達 10 年者名單。兼任東海 53 學年

校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等委員。 8 

11 月 15 日，撰寫〈繭廬叢稾序文〉，收入《繭廬叢稿》。  

11 月 15 日，撰寫〈繭廬叢稿自序〉9、〈有作 (詩 )〉、〈變色木芙蓉一本盛

開 (詩 )〉，見《東海文學》，第 8 期。  

12 月，《繭廬叢稾》 10出版。  

是年，撰寫《杜詩欣賞》，由台北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本年度在中文系講授：「詩選」、「歷代文選」11、「六朝文」、「樂府詩」12。 

是年，撰詩多首：〈癸卯歲除感賦 (二錄一 )〉、〈寒谷書憤 (四律抄二 )〉、〈細

雨步園中一絕〉、〈一月六日送奇女隨殷婿挈兩孩就聘加拿大國沙大五

律〉、〈後寒谷書憤 (四律錄一 )〉、〈鐙下讀華陽喬大壯波外詩集、夏敬觀

忍古樓詩〉、〈夏日有作 (二絕錄一 )〉、〈晚步有感岑寂〉、〈觀清宮怨影片

(清初宮闈董小宛 )13〉、〈遊石門水庫路經鐵砧山鄭氏遺蹟〉。 14 

                                                 
6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96 期，民國 53 年 6 月 1 日第 2 版。 
7 見《「蒙古漢軍與漢文化」》「元史食貨志的賜賚」。 
8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01 期，民國 53 年 12 月 1 日第 1 版、第 4 版。 
9 按，篇末題：「民國第一甲辰秋日。」 
10 是書收〈繭廬叢稿自序〉、〈自序〉二篇序，扉葉題：「克寬今年農歷十月六十初度謹

選為詩文追懷母難獻於先考樹人府君

妣劉孺人 甲辰初冬自誌」。墨筆題「蘅之吾兄惠存 孫克寬五十

四年元月」。 
11 按，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記載，民國 60 學年則由江舉謙先生接替。 
12 按，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記載，民國 53 學年先生開始講授「樂府

詩」，但僅在民國 58 學年再開一次課而已。 
13 詩未分別雙行小註題：「編劇插入洪承疇多爾袞爭寵可笑」、「尤侗詞曲為世祖福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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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 (乙巳 ) 

1 月 1 日，挈家人遊八卦山，撰〈元日挈家人遊八卦山〉 15以紀事。  

2 月 28 日，撰寫〈中國道教初期的發展〉，見《大陸雜誌》第 30 卷第 4

期。  

是年，因曾紹杰、張劍勞請託，題字合肥李彌堪《佛日樓詩集》 16。  

3 月，《詩與詩人》17初版，由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民國 60 年再版 。 

3 月 20 日，撰寫〈忽必烈時代南中國人民的反抗〉，見《民主評論》，第

16 卷第 6 期。  

仲春，遊員林、永靖間諸園，見玫瑰繽紛，撰詩記之。18參觀鹿港，有詩。

遊台北，參觀呂佛庭新作〈長江萬里圖〉，作七古以賀。 19黃仲良邀集

詩友於悅賓樓，座中有許君武、李俠廬。 20 

4 月 30 日，因《繭廬叢稾》刊行，與詩友答作。因賦長句八章，懷念：

石埭徐鐵華、懷寧徐天民、望江廖壽泉、旌德江兆申、栩園李次貢、

黃仲良等人，撰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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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見《東海文學》9

期。  

5 月初，《宋元道教之發展》 22編成，由台中東海大學出版。  

                                                                                                                              
賞但終未見用」。 

14 「甲辰年詩」末題「左甲辰年詩共選十五首皆近體」，見頁 6。。 
15 收入《繭廬在臺詩續》「乙巳年詩」，頁 7。 
16 收入《繭廬在臺詩續》「乙巳年詩」，〈題合肥李彌堪佛日樓詩集(七古曾紹杰張劍勞

印贈)〉，頁 11~12。 
17 是書收：作詩四要、唐詩開派人物陳子昂、李太白的五言古詩、談「論詩詩」、劉長

卿其人與詩略論、大歷詩與十才子、韓偓詩及其生平、唐詩鼓吹與王荊公詩、王安

石的小詩、宋詩背景與黃山谷詩句法、北湖集雜識、楊誠齋詩、劉後村與四靈江湖、

元遺山其人其詩、元方回詩與其詩論、略談元詩、虞道園生平與其詩學、略談廣雅

暮年詩。 
18 收入《繭廬在臺詩續》「乙巳年詩」，〈玫槐行，仲春氣和，閒遊員林永靖間諸園

精植玫瑰，彌望繽紛，援筆成篇〉，頁 12~13。 
19 收入《繭廬在臺詩續》「乙巳年詩」，〈呂君佛庭展覽新作長江萬里圖題以七古〉，

頁 13~14。 
20 收入《繭廬在臺詩續》「乙巳年詩」，〈薄游行都，黃仲良祖漢前輩約集詩友悅賓

樓，先貺五古一首，歸山和三章〉，頁 15~16。 
21 後收入《繭廬在臺詩續》「乙巳年詩」，頁 7~8。 
22 按，〈目次〉題「宋元道教之發展上」。包含：中國道教導論、上篇北宋道教之流衍

兩部份。「中國道教導論」分：前言、原始道教、道教的初出現、魏晉文學界與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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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7 日，持贈徐復觀先生《繭廬叢稾》；撰詩云：「齋心入道吾何敢，捫

籥談天世應譏。惟有窗前藤影綠，拈毫聊一發沉思。」贈戴君仁先生，

則云：「蒙公招我入山來，十一年中百慮灰。只向羸殘埋鬢影，何曾杞

梓植良材。著書且當求田計，忘我幾無舊夢回。新自道經尋別解，昆

池歷劫漫生哀。」  

6 月 15 日，撰寫〈元代道教的特質〉，見《大陸雜誌》，第 30 卷第 11 期。 

6 月，撰寫〈劉後村詩學評述〉 23，見《東海學報》，第 7 卷第 1 期。又

見《東海文薈》，第 7 期，民國 54 年 6 月。  

7 月，撰寫〈梅伯言與柏峴山房集〉 24，見《圖書館學報》，第 7 期。  

8 月，撰寫〈孔門詩論〉 25，見《孔孟月刊》，第 3 卷第 12 期。  

11 月 28 日，帶「詩選」班上的 20 位同學，赴霧峰林家花園旅遊。主人

林培英擔任嚮導，參觀萊園五桂樓。歸來撰有〈萊園之行〉及〈萊園

攬勝詩〉。  

12 月 1 日，在中文系講授歷代文選、詩選、杜詩等課程。兼任 54 學年校

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教員資格聘審委員會等委員。 26 

12 月 12 日，撰寫〈萊園之行〉 27，見《中央日報》副刊。  

是年，撰寫〈我曾在海灘上〉 28，見《文林》9 期。  

                                                                                                                              
南方的道教活動、道教本身的傳說。「上篇北未道教之流衍」分為六章：第一章北宋

道教流衍之背景，分：第一節前蜀的道教、第二節江南的道教；第二章北宋初年之

道教，分：第一節太祖受命的傳說、第二節太宗朝之崇道；第三章道教之鼎盛時期，

分：第一節真宗受命之神話、第二節天書與封禪、第三節尊崇老子、第四節追尊聖

祖、第五節營建宮廟；第四章道教之一尊，分：第一節方士之運用、第二節建立道

教、第三節營建的繁興、第四節道教紀載及經籍的編訂；第五章經藏與道書；第六

章北宋士大夫的崇道風尚，分：第一節北宋初期士大夫崇道之風、第二節北宋中期

士大夫崇道之風、第三節名儒學者的崇道著述、第四節宋人說部中所見之士大夫崇

道紀載。 
23 後收入《詩文述評》，頁 172~201，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篇末署「原載東海學報

七卷一期」，列入「晚宋詩人劉克莊」之第二單元。 
24 後收入《詩文述評》，頁 210~239，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篇末署「原載東海大學

圖書館學報第五期」，列入「梅伯言與柏梘山房集」。按，實際是刊登在「東海大學

圖書館學報第七期」，此記載有誤。 
25 後收入《詩文述評》，頁 63~67，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篇末署「原載孔孟月刊三

卷十二期」，列入「謝靈運詩述評」之附錄的第一單元。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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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9 期，

民國 54 年 12 月 31 日第 2 版。 
27 後收入《山居集》，頁 1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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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在中文系講授：「詩選」、「歷代文選」、「宋詩選」。  

是年，撰詩多首：〈元日挈家人遊八卦山〉、〈感事 (三律錄一 )〉、〈所見一

絕〉、〈既刊小集，吟朋頗有贈章，偶遘春陰，書牕兀坐，展翫欣感，

輒成長句八章 (錄三 )〉、〈輓某鉅公 (五言三律錄一 )〉、〈感事一律仍為斯

人〉、〈偶吟五言長句以託微意，酒罷〉、〈謝客〉、〈牋生〉、〈山池〉、〈萬

里〉、〈相對〉、〈晚與諸生遊普濟寺露食〉、〈題合肥李彌堪佛日樓詩集 (七

古曾紹杰張劍勞印贈 )〉、〈玫槐行，仲春氣和，閒遊員林永靖間諸園精

植玫瑰，彌望繽紛，援筆成篇〉、〈呂君佛庭展覽新作長江萬里圖題以

七古〉、〈鹿港天后宮登眺懷古〉、〈鹿港懷古二律〉、〈薄游行都，黃仲

良祖漢前輩約集詩友悅賓樓，先貺五古一首，歸山和三章 (抄一 )〉、〈仲

老以莆中感舊詩見寄依韻答之 (六首錄三 )〉、〈觀國聯電影新片勾跋復國

記 (四絕抄二 )〉、〈寄屈萬里教授美國 (在普大圖書館理甲骨及舊版書 )五

律二首〉、〈哀詩人謝文凱 (四絕句抄三謝詩極清而落拓不羈窮而自

殺 )〉。 29 

1966 年 (丙午 ) 

1 月 1 日，周棄子來訪。 30 

1 月 25 日，發表〈宋元文集對史料的提供〉，見《葡萄園》第 23 期。  

2 月，撰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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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詩錄：黃祖漢、吳萬谷〉，見《東海文學》，第 10 期。  

3 月，與中文系畢業班同學同遊野柳、芝山 (住宿基督教衛理福音園 )、烏

來、石門水庫、獅頭山等地的三天之旅，途中領略雨中情調。撰有詩

詞文，分別刊於《中央日報》副刊、《東海文學》11 期 31。  

4 月 2 日發表〈煙雨行〉 32，見《中央日報》副刊。  

6 月，撰寫〈北游雜興十六首 (詩 )〉、〈踏沙行 --野柳海岸 (詞 )〉、〈齊天樂 --

                                                                                                                              
28 後收入《山居集》，頁 75-76。篇末署「民國五十四年 文林九期」。 
29 按，「乙巳年詩」末題「右乙巳年選抄卅一首古今體」。 
30 參見《繭廬在臺詩續》「丙午年詩」，〈丙午元旦棄子來山相視〉，頁 18。 
31 同期刊物上有鍾燕玲紀錄的漫談〈李白和詩人〉，係從孫老師讚美同學謝素碧在《文

苑》發表作品引起，兼談李白、杜甫人與作品，並及羅曼羅蘭名作《約翰克利斯朵

夫》。 
32 後收入《山居集》，頁 10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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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宿芝山岩衛理園 (詞 )〉、〈北遊紀行 (詩 )〉、〈李白和詩人〉(孫克寬漫

談，鍾燕玲記錄 )，《東海文學》，第 11 期。  

6 月 20 日，在東海大學第八屆畢業典禮上，代表教授會致詞。33 

7 月 31 日，著力於元代道教考述，撰寫〈元代道教茅山宗考 (上 )--元代道

教正一教考之一〉，見《大陸雜誌》，第 33 卷第 2 期。  

8 月 15 日，撰寫〈元代道教茅山宗考 -下 -〉，見《大陸雜誌》，第 33 卷第

3 期。  

8 月，撰寫〈元代南方之儒試論〉 34，見《孔孟月刊》，第 4 卷第 12 期。 

8 月，閱讀謝靈運詩，撰寫〈謝靈運再評價〉 35，見《現代學苑》3 卷 8

期。又見《東風》，第 3 卷第 9 期，民國 56 年 3 月。  

12 月，撰寫〈元道士吳全節事蹟考〉，見《幼獅學誌》，第 5 卷第 2 期。  

12 月 1 日，兼任東海 55 學年圖書館學報委員會委員。在中文系講授歷代

文選、詩選、昭明文選等課程。兼任 55 學年校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

等代表。36 

12 月 25 日，撰寫〈宋元文集對史料的提供〉，見《葡萄園》，第 23 期。  

12 月 31 日，發表〈謝靈運詩賞析〉 37，見《大陸雜誌》第 33 卷 10 期。

又見《夏聲》，第 136 期，民國 65 年 3 月。  

是年，作詩悼念公論報社長李萬居 38、香港伍椒教授 39。徐復觀赴香港講

學，有詩贈。 40 

本年度在中文系講授：「詩選」、「歷代文選」、「昭明文選」。  

是年，撰詩多首：〈丙午元旦棄子來山相視 (五律二首抄一 )〉、〈懷廖壽泉 (二

律抄一 )〉、〈和定山除日詩 (五律抄一 )〉、〈寄懷江絜生台北〉、〈感逝〉、

                                                 
33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12 期，民國 55 年 6 月 20 日第 1 版。 
34 後收入《元代金華學述》，頁 1~14，台中東海大學，民國 64 年 6 月。篇末署「孔孟

月刊第四卷十二期 五五年八月」。 
35 後收入《詩文述評》，頁 24~39，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篇末署「原載現代學苑第

三卷第八期」，列入「謝靈運詩述評」之第一篇。 
36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14、115 合期，民國 55 年 12 月 1 日第 2 版、第 5 版，第

116 期，民國 55 年 12 月 20 日第 2 版。 
37 後收入《詩文述評》，頁 40~62，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篇末署「原載大陸雜誌三

十三卷十期」，列入「謝靈運詩述評」之第二篇。 
38見《繭廬在臺詩續》「丙午年詩」，〈悼台籍論士李萬居君〉，頁 20~21。 
39見《繭廬在臺詩續》「丙午年詩」，〈輓香江伍俶教授〉，頁 22~23。 
40 見《繭廬在臺詩續》「丁未年詩」，〈送復觀香江講學〉，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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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泊四首 (湘人某鉅公偶發此題四律刊報棄子和之亦索予同作凡四

叠韻姑錄初作 )〉、〈北游雜詩 (中文系畢業旅行錄三首 )〉、〈悼台籍論士

李萬居君〉、〈獨坐〉、〈棄子屢函論詩，并寄廖壽泉吳萬谷諸詩皆佳絕，

輒戲作雜言一首調之，兼簡檀慈〉、〈寄調陳季碩 (四絕錄一 )〉、〈輓香江

伍俶教授 (君浙江永嘉人老於講誦詩工選體有暮遠樓集 )〉、〈初秋携家薄

游行京回山紀以五古五章 (抄一 )〉、〈颱風掠境山間有秋意 (五古 )〉、〈秋

日返自台北病足閒居用杜秋興詩韵 (八錄三 )〉、〈論詩 (題靜宜女子文理

學院中文系詩刊 )〉、〈絜生寄眎鶯啼序詞復以三絕句〉。 41 

1967 年 (丁未 ) 

1 月，撰寫〈江南訪賢與延祐儒治〉42，見《東海學報》，第 8 卷第 1 期。

又見《東海文薈》，第 8 期，民國 56 年 7 月。  

2 月 7 日，撰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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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拉颱風過境山間有秋意 --五言一章 (詩 )〉 43、〈七古

寄棄子并簡老潛學長慶體〉、〈醇士以和旅泊詩見眎因復和之已三續矣

--四律句〉、〈高陽臺 --秋意 (詞 )〉，見《東海文學》，第 12 期。  

3 月，撰寫〈昭明文選導讀〉 44，見《書目季刊》，第 1 卷第 3 期。  

5 月，撰寫〈元許有壬與其至正集〉，見《圖書館學報》，第 8 期。  

6 月 5 日，撰寫〈以賽列戴陽將軍歌〉45，因以阿第三次衝突，史稱「六

日戰爭」，戴陽將軍以閃電速度結束爭戰，並入閣為國防部長，對台灣

士氣有很大的鼓舞。因此而作，見《東海文學》第 13 期。  

6 月 19 日，撰寫〈略談基督教文學的建立〉，見《葡萄園》，第 26 期。  

夏，學生葉懿芝代為剪輯報刊上文章，分類篇次，楊玖、趙宜、蔣彭成

幾位同學抄寫完成《山居集》。  

7 月 31 日，撰寫〈我和東海大學圖書館〉 46，見《大華晚報》。又見《圖

書館學報》第 9 期，民國 57 年 5 月。  

                                                 
41 按，「丙午年詩」末題「右丙午年詩共抄卅二首」。 
42 篇末題「五六、五、四、稿成於臺中大度山園」。 
43 按，《繭廬在臺詩續》「丙午年詩」，有〈颱風掠境山間有秋意〉，頁 23。 
44 後收入《詩文述評》，頁 1~23，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按，是篇末署「原載書目季

刊第一卷第一期昭明文選導讀」，然是書中題「文選時代與文選學」，下分：文學史

上之文選時代、文選成書之背景、文選編者與註者及餘論等四單元。 
45 後收入《繭廬在臺詩續》「丁未年詩」，頁 30~31。 
46 後收入《山居集》，頁 85-87。篇末署「民國五十六年七月卅一日 大華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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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撰寫〈陶淵明詩中的儒家思想〉 47，見《孔孟月刊》，第 5 卷第 12

期。  

8 月，撰寫〈天師教淵源略述〉，見《景風》，第 14 期。  

9 月 22 日，撰寫〈故都的公寓生活〉 48，見《中央日報副刊》。  

9 月 30 日，撰寫〈白雲宗 --讀蒙小記〉，見《大陸雜誌》，第 35 卷第 6 期。 

11 月初冬，隨徐復觀邀集張煥珪、葉榮鐘、郭頂順、君石、林培英 49、

蔡惠郎、藍運登於台中近郊東山女詩人吳燕生之吳家花園小飲。徐復

觀有詩〈丁未初冬與煥珪、少奇、頂順、君石、培英、惠郎、運登、

今生諸君子聚東山吳家花園小飲卻賦〉，詩中有句「賴得文君堪賣酒」，

註云：「文君，女詩人吳燕生也，花園為其舊業。」  

11 月 30 日，兼任東海大學 56 學年圖書館學報委員會、校務委員會、教

務委員會等委員。在中文系講授歷代文選、詩選、杜詩等課程。50 

12 月 22 日，撰寫〈韓冬郎詩評彙〉 51，見《中央日報副刊》。  

12 月 28 日，撰〈《山居集》後記〉 52。  

是年，前往探視孫將軍大坑新種的梅林，有〈與仲叔話新營果園〉53：「白

髮將軍盡入山，灌畦種樹聽潺湲。不須更射南山虎，只許梅花共我閑」。 

本年度在中文系講授：「詩選」、「歷代文選」、「宋詩選」。  

是年，撰詩多首：〈送復觀香江講學 (五律二首 )〉、〈臘底書懷寄復觀香江

四律 (抄一 )〉、〈壽江絜生六十二 (抄一 )〉、〈與人談少年時事 (五絕抄

一 )〉、〈春日偶成 (二絕抄一 )〉、〈惆悵詞 (四律抄一 )〉、〈讀漁洋詩感舊有

作 (四絕抄二 )〉、〈候醇士 (五律三抄一 )〉、〈春寒一律〉、〈簡朝城王壽如

丈 (先人宰朝寬讀小學壽老執教曾見先人 )〉、〈題陳南士寄汪辟疆方類稿

(二律抄一 )〉、〈問醇士疾〉、〈以賽列戴陽將軍歌〉、〈詩人節戲作 (四絕

                                                 
47 後收入《詩文述評》，頁 68~75，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篇末署「原載孔孟月刊五

卷十二期」，列入「謝靈運詩述評」附錄之第二單元。 
48 後收入《山居集》，頁 44-46。 
49 按，《繭廬在臺詩續》「戊申年詩」，有〈林培英君來訪因下台中酒家買醉〉，可參

酌，頁 3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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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後收入《詩文述評》，頁 106~118，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篇末署「原載中副五十六

年十二月廿二日」，列入「韓偓簡譜」之附錄。 
52 見《山居集》，頁 185-186。篇末署「克寬 五六、十二、廿去」。 
53 後收入《繭廬在臺詩續》「丁未年詩」，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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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一 )〉、〈與仲叔話新營果園 (園在台中市郊大坑二抄一 )〉、〈題定山新

著留台新語〉、〈台中文友宴集鹿港夜歸二絕句〉54、〈入山 (此有慨於同

硯互相黨伐 )〉、〈有作 (兩絕抄一 )〉、〈廬江張佛千偕章鏡禮、啟民、及

楊祖植見訪二律〉、〈游日月潭早起坐賓館一絕〉、〈秋燕詞四首 (湖南王

伯函作此寄蕭繼宗兄眎予讀之覺用典雁燕不分亦鮮深寄因同此作 )〉。 55 

1968 年 (戊申 ) 

1 月，與學生同遊埔里日月潭。  

1 月，撰寫〈所思錄小言 --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杜甫秋興〉、

〈繭廬近詩：戴陽將軍歌、明潭短旅雜詩錄五、有作一絕〉，見《東海

文學》，第 13 期。  

2 月，完成《山居集》編訂記，由台中中央書局出版。  

2 月 28 日，為《元代道教之發展》自序，序中感謝顧敦鍒院長贈序，陳

永森借圖書，原稿為梁同季抄寫，助教謝光政、楊祖聿覆校。係《宋

元道教之發展》之下冊。  

4 月 6 日，撰寫〈 (元代漢文化之活動 )自序〉 56，4 月 23 日，發表於《中

央日報》第 9 版。自序中交待撰寫各篇的緣由 57。  

4 月，撰寫〈所見元人詩文別集中之道教資料 (上 )〉，見《國立中央圖書

館館刊》1 卷 4 期。  

4 月，編成《分體詩選》(附〈學詩淺說〉)，由柳作梅先生校訂，楊祖聿、

                                                 
54 篇末題「假宴辜宅日人取台辜顯榮迎降」。 
55 「丁未年詩」末題「右丁未年詩抄選二十六首(唯秋燕詞戴陽歌略有致)」。 
56 按，篇末署「舒城孫克寬自序 五七、四、六於中臺大度山園」。 
57 按，自序說：「於此沈酣史籍之中，我不覺地被金元時代一些俠士們、將軍們、黃冠

道士們、乃至寬衣博帶的儒士詩人們的『保種存文』的偉大事蹟而吸引住了。於是

我向南宋金元間史實從頭研討。我在宋史叛臣李全傳中，發現了金元之際南北紛爭

中那些草莽英雄，以孤臣孽子的心情，為漢民族効命。於是我著手寫了〈南宋金元

山東忠義軍的李全〉一文。從這個民兵集團，進而向全元史找尋貞祐崩潰後的那些

起陸龍蛇--金末九公，東平嚴實，和河朔史張，這些傳記一二跳入我的腦際；更因讀

詩的關係而飽讀元遺山集，發現了這位詩人而兼史家的那樣孜孜不息地游說諸侯，

保存文化，招集散亡的文士，向新朝推轂，與另一位漢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朝野配

合，保全氣息緜緜的儒學與文章。於是我寫了一篇東平興學考，來表彰這位軍大帥

的苦心；更進而探索元史儒臣各傳，而鉤勒出一篇元代儒學的淵源一文；又無意間

從宋元人筆記與元人文集中發現正一教與南宋儒生的因緣，而寫成〈元初正一教與

江南士大夫〉。這樣就寫成我第一冊這方面的著作--《元初儒學》。……這幾年又轉注

力於元代道教問題，才把元代漢軍，儒學與道教的共同趨向--傳衍漢文化，凝結為一

個觀念；斷斷續續地寫成研究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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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浴星、林文珠校寫，書交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  

5 月，撰寫〈程鉅夫與其雪樓集〉，見《圖書館學報》第 9 期。  

5 月 16 日，受邀在東海中文系學會以「道教與中國文學」為題，進行專

題演講。 58 

7 月，撰寫〈元代漢軍槀城董氏本末〉 59，見《東海學報》9 卷 2 期。又

見《東海文薈》，第 9 期，民國 57 年 7 月。  

7 月，撰寫〈所見元人詩文別集中之道教資料 (下 )〉  60，見《國立中央圖

書館館刊》，第 2 卷第 1 期。  

7 月 8 日，撰寫〈我編了一本詩選〉，見《大華晚報》。  

夏末，朱雲邀集，與徐復觀、江舉謙同往參加。 61  

7 月，《元代漢文化之活動》編定，藍文徵先生撰〈孫克寬先生元代漢文

化之活動序〉，冠於書前。由台北臺灣中華書局出版。  

10 月 9 日，兼任東海 57 學年圖書館學報委員會委員。62 

11 月 1 日，撰寫〈義山詩小論〉，見《東方雜誌》，第 2 卷第 5 期。  

11 月，撰寫〈道教茅山宗神話 (上 )〉，見《廣文月刊》1 卷 1 期  

11 月，《元代道教之發展》上、下冊同時再版。  

12 月，撰寫〈金元全真教創教述略〉，見《景風》19 期。  

12 月 16 日，兼任東海 57 學年度教員資格聘審委員會委員。在中文系講

授歷代文選、詩選、六朝文等課程。 63 

是年，送長外孫女誠美赴加拿大，撰〈送長外孫女誠美赴加拿大依其父

母〉、〈又成三絕句 (抄二 )〉二詩紀之。  

本年度在中文系講授：「詩選」、「歷代文選」、「六朝文」、「杜甫詩」。  

是年，撰詩多首：〈林培英君來訪因下台中酒家買醉 (五律三首抄一 )〉、〈苦

                                                 
58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23 期，民國 57 年 5 月 16 日第 2 版。 
59 篇末題「五七、四、二、脫稿於東海校園」。 
60 按，〈儒雅雍容之黃溍--金華之學述評之三〉(見《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第十一期，

頁 1~27)(頁 18)末段「就黃氏文章的性質」云：「明刻黃文獻集(張儉本)多付刪削，我

曾將他的篇目記入前撰〈元人文集中所見的道教資料〉文中」，雙行小字記「收入元

代道教發展」。 
61 按，江舉謙〈梧軒吟稿：集杜二首〉，註云：「戊申夏末龍庵先生招同人雅集，今生

先生即席賦二絕句，龍庵因詩意畫成幅，後日來索題，復觀已次原韻，遂集杜二章

以應。」見《東海文學》14 期，頁 1，1969 年。 
62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25 期，民國 57 年 10 月 9 日第 4 版。 
63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26 期，民國 57 年 12 月 16 日第 1 版、第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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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送長外孫女誠美赴加拿大依其父母〉、〈又成三絕句 (抄二 )〉、〈雙

十節感事 (五言排律 )〉、〈感秋〉、〈聽人講漁秋柳 (二絕 )〉。 64 

1969 年 (己酉 ) 

1 月，撰寫〈道教茅山宗神話 (下 )〉，見《廣文月刊》1 卷 3 期。  

2 月 1 日至 2 日，受邀在東海「哲學與宗教」研討會，以「關於中國道教

問題報告」為題，進行講演。65 

6 月 17 日，兼任東海 58 年暑期神學研究班籌備委員會委員。66 

6 月 24 日，完成〈清容居士集與袁桷 --元人別集小記〉。  

8 月，撰寫〈論義利〉、〈通鑑居危錄〉，見《孔孟月刊》2 卷 12 期。  

8 月 28 日，〈元代金華之學述評〉上篇完稿。  

9 月，撰寫〈金元全真教的初期活動〉，見《景風》23 期。  

9 月 16 日，殷海光去世，作〈挽殷海光教授〉 67詩悼之。  

9 月 28 日，受邀參加蔣總統在台北中山樓設宴款待全國教育文化界人士

餐會。68 

10 月 10 日，兼任東海 58 學年圖書館學報委員會委員。69 

11 月 28 日，兼任東海 58 學年聘審委員會委員。 70 

12 月，發表〈清容居士集與袁桷 --元人別集小記〉71，見《圖書館學報》，

第 10 期。  

12 月 31 日，發表〈元代金華之學評述 (上 )〉72，見《幼獅學誌》，第 8 卷

第 4 期。  

                                                 
64 按，「戊申年詩」末題「右戊申年詩共抄九首(是年作詩僅五十五首故只選此數)」。 
65 按，分：對道教的認識、道教的流派、天師道的發展、元代的全真教、今後研究方

向等五點。 
66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27 期，民國 58 年 6 月 17 日第 3 版。 
67 參見《繭廬在臺詩續》「己酉年詩」，頁 44。 
68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28 期，民國 58 年 10 月 10 日第 3 版。 
69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28 期，民國 58 年 10 月 10 日第 4 版。 
70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28 期，民國 58 年 10 月 10 日第 4 版。 
71 後收入《元代金華學述》頁 152~176，篇末署「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第十期五十四

年」，應是「五十八年十二月」。 
72 按，《元代金華學述》頁 5~48「上篇道學」，分「前言」和「金華道學人物」兩單元，

篇末署「幼獅學誌八三期，五十八年十二月」，即題為「元代金華之學述評(上)」，但

〈儒雅雍容之黃溍--金華之學述評之三〉(見《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第十一期，頁

1~27)之(頁 6)第一行「許謙」條云：「前篇白雲學行評述」，雙行小字記「幼獅學志八

卷四期」，應有一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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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小遊埔里，過醒靈寺、埔里酒廠、日月潭涵碧樓及孔雀園，撰〈埔

里遊程雜詩〉 73紀之。  

本年度在中文系講授：「詩選」、「歷代文選」、「樂府詩」、「宋詩選」。  

是年，撰詩多首：〈抒懷感舊 (五律四錄一 )〉、〈歲不盡二日有作〉、〈美太

陽神八號太空船探月歸 (絕句 )〉、〈答趙君士泰賀年柬 (一律 )〉、〈枕上成

詩一絕〉、〈初春見桃花已欲謝矣 (一絕 )〉、〈題味筍齋集 (姚琮辛撰寄 )〉、

〈春陰二律 (錄一 )〉、〈新柳〉、〈埔里遊程雜詩〉、〈和鍾鼎文西京感舊十

絕句 (錄三 )〉、〈謝詩社主者相邀 (渝中曾識此君 )〉、〈山間局面將變有感

成詩二律〉、〈抄去年詩稿有感一律〉、〈朱夏四律 (錄二 )〉 74、〈苦雨五

古一章寄懷周棄子〉、〈朱龍葊兄以簡廬山居圖為贈謝以五言古 (君紹興

人 )〉 75、〈舒衷正景衣來山相視行後寄懷二律 (抄一 )〉、〈挽殷海光教授

(湖北大冶人治邏輯學 )三絕錄二〉、〈雜詩三絕 (抄一 )〉、〈伯兄繩武先生

來視〉 76、〈歲暮寄曾履川香港〉、〈冬日有慨 (二抄一 )〉、〈雜興五古 (三

抄一 )〉、〈和曾克耑履川秋興八首 (用杜韻抄三 )〉。 77 

1970 年 (庚戌 ) 

1 月，撰寫〈當代詩錄：瑞安伍俶叔儻、武勝舒衷正景衣〉、〈鄞縣戴教授

靜山先生六秩晉九壽言〉 78、〈當代詩錄〉之六介紹瑞安伍俶叔儻、武

勝舒衷正景衣兩人詩作，見《東海文學》，第 15 期。  

1 月，撰寫〈淚的文學 --李義山詩中的淚〉、〈谷音詩錄 --繭廬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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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晚學詞摘：淒涼犯、金縷曲〉，

                                                 
73 參見《繭廬在臺詩續》「己酉年詩」，頁 40。 
74 按，篇末題「時美總統尼克森訪東南亞」，見《繭廬在臺詩續》「己酉年詩」，頁 42。 
75 按，篇末題「龍葊於一九七五年九月癌逝世竟不踐此言傷哉」，見《繭廬在臺詩續》

「己酉年詩」，頁 44。 
76 按，篇末題「與妻結褵四十周年西俗謂為寶石婚」，見《繭廬在臺詩續》「己酉年詩」，

頁 45。 
77 按，「己酉年詩」末題「右己酉年詩共選抄三十七首」。 
78 按，是篇在目錄及內文的標題皆作「大秩晉九壽言」，但內容云：「今年中秋，為先

生六十晉九攬揆」，先生篇未案語云：「戴先生本校創校時主中國文學系一年。今年生

日。予為此序。而先生堅以未滿六九，力辭稱觴，臺北諸友，擬留此為來年共祝，姑

略刪補，先付本刊，俾同學共仰碩德也。」未知是否因而題為「大秩晉九」，或植版

之誤？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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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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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東風》，第 3 卷第 12 期。  

2 月 4 日，除夕前夜，收〈文選時代與文選學〉、〈謝靈運詩評述〉、〈韓偓

簡譜〉、〈宋詩小論〉、〈晩宋詩人劉克莊〉、〈梅伯言與柏梘山房集〉六

篇作品為一書，題名《詩文述評》，撰〈後序〉80，云：「此一短書，乃

應廣文書局主人之徵，輯近數年來，偶論詩文之作」。交台北廣文書局

出版。  

是年，撰〈唐詩鼓吹與王荊公詩〉，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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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 日，撰寫〈義山詩的傷時與自傷〉，見《東方雜誌》，第 3 卷第 9

期。  

4 月 1 日，撰寫〈元代金華文人方鳳與柳貫〉81，見《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第 3 卷第 4 期。又見《宋史研究集》，第 6 期，民國 60 年 12 月。  

4 月 21 日，撰寫〈挽姚從吾先生〉，見《中央日報》9 版。  

4 月 25 日，撰寫〈不站罪人的道路〉，見《葡萄園》29 期。  

5 月，編定《詩文述評》，由台北廣文書局出版。  

6 月 19 日，贈《詩文述評》予東海大學圖書館典藏。 82 

6 月，撰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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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孱貓記〉，見《東海文學》，第 16 期。

此集尚有蘇寶順讀克寬先生《山居集》而寫下〈蠕動的山崗讀後〉。  

擬赴韓國講學，因簽證而未成。  

送杜蘅之母親歸葬大度山示範公墓，有感撰〈送杜母葬歸途愴然有作〉83

詩紀之。  

暑日，舒衷正、方遠堯等人來訪，招遊橫貫公路，撰〈橫貫公路紀遊詩〉、

〈蘇花公路放歌〉、〈看山觀海雜詩〉、〈下天祥至太魯閣寫所見 (律句 )〉、

                                                                                                                              
酬繭廬〉。 

80 後收入《詩文述評》，頁 240~241，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篇末署「繭廬孫克寬夏

歷己酉(民國 58 年)除夕前一日於中臺大度山園」。 
81 按，《元代金華學述》頁 50~108，「下篇金華文學」收方鳳、柳貫及吳萊三人，篇末

署「中華文化復興月刊三卷四期 五十九年四月」，〈元代金華文人方鳳與柳貫〉即是

其中之一部份。又，〈儒雅雍容之黃溍--金華之學述評之三〉(見《東海大學圖書館學

報》第十一期，頁 1~27)(頁 6)第一行「方鳳：方氏事蹟已見前篇」條，雙行小字記

「本文下篇之一中國文化復興月刊四卷」，為誤記。 
82 是書扉葉墨筆題「敬贈東海大學圖書館 孫克寬 一九七○、六、十九」。 
83 收入《繭廬在臺詩續》「庚戌年詩」，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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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山車中有作〉 84紀之。  

9 月 1 日，撰寫〈吳萊之才華與學藝 --元代金華之學下篇之二〉85，見《中

華文化復興月刊》，第 3 卷第 9 期。  

孫師母肺癌，入省立台中醫院診治。孫立人將軍曾攜天平、安平二子前

往探視。  

是年，《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再版，由台中東海大學出版組印行。  

本年度在中文系講授：「詩選」、「歷代文選」、「六朝文」、「杜甫詩」。  

是年，撰詩多首：〈舊歲除日得五古一首〉、〈中市一福堂九樓晚酌 (絕句 )〉、

〈口號一絕〉、〈初秋雨〉86、〈送杜母葬歸途愴然有作 (蘅之教授太夫人

何氏與吾妻雅相善 )〉、〈橫貫公路紀遊詩選錄 (暑日舒衷正兄與方遠堯教

授伉儷來山拉予同遊沿途有作不覺盈卷 )梨山紀行七古〉、〈蘇花公路放

歌〉、〈看山觀海雜詩 (二十首抄七絕句 )〉 87、〈下天祥至太魯閣寫所見 (律

句 )〉、〈還山車中有作〉、〈秋思 (二律錄一 )〉、〈輓詞人陳季碩 (寧波人隱

於闤闠詞律甚精詩工七絕 )〉 88。  

1971 年 (辛亥 ) 

是年，高陽招飲台北，因周棄子之介，在座者尚有臺靜農、戴君仁。  

1 月 8 日，完成〈儒雅雍容之黃溍 --金華之學述評下篇之三〉。  

6 月，撰寫〈元代漢人之保種存文活動〉，見《東海學報》第 12 卷  

6 月，發表〈儒雅雍容之黃溍 --金華之學述評下篇之三〉 89，見《圖書館

                                                 
84 收入《繭廬在臺詩續》「庚戌年詩」，頁 48~52。 
85 按，《元代金華學述》頁 50~108，「下篇金華文學」收方鳳、柳貫及吳萊三人，篇末

署「中華文化復興月刊三卷四期 五十九年四月」，〈吳萊之才華與學藝--元代金華之

學下篇之二〉即是其中之一部份，但未特別標識其原載的出處。 
86 詩末題「留美陳穎教授過山見訪」，「庚戌年詩」，頁 49。 
87 按，各首詩末分別題：「梨山,賓館一宿」、「梨山郵局前望雨」、「大禹嶺頂口號」、「太

魯閣附近澗石皆玉質」、「太魯閣峽門雙起」、「沿太平洋岸行車」、「遇顧敦鍒院長偕

夫人徐綺琴遊山夫人以畫家美教畫」，「庚戌年詩」，頁 50~52。 
88 按，詩中題：「與君同座悅賓樓蘇翁以『同光體』俊語閧座予以入詩為文友清河君掎

摘騰詩報章相譏刺不已予未之校」，「庚戌年詩」，頁 52~53。「庚戌年詩」末題：「右

庚戌年詩共選抄十八首又辛亥詩二首」。 
89 篇末署「一九七一、元、八完稿于大度山」，末段云：「本文屬草甚久，時作時輟，

幾於一年之久，始告蕆事。但仍未能將黃氏在金華之學中地位，及其文章風範鉤勒

明白」。後收入《元代金華學述》頁 109~151，但篇末署「一九七一、元、八完稿于

大度山 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第十一期六十年六月」。「前言」云：「我打算寫金華之

學，即以黃氏學術評述為 後一篇。」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10 期 

 106

學報》，第 11 期。  

6 月 21 日，東海吳德耀校長決定於 8 月初離校，賦詩一首以送別。90 

9 月，撰寫〈謝靈運詩評〉，見《中國詩》2 卷 3 期。 

11 月，夫人徐氏 (諱靜宜 )去世，安葬於大度山示範公墓，蕭繼宗先為撰

〈靜宜夫人墓志銘〉。 91 

11 月 8 日，孫師母去世。孫奇返臺奔喪，接孫先生往加拿大。克寬先生

作詩寄別戴君仁、臺靜農。 92徐復觀則前往台北機場相送 93。  

12 月，因夫人徐氏去逝，心灰意冷，藉女兒迎接至加拿大生活，在加國

開始以「離憂草」為名，後彙為《繭廬海外詩》，卷首題「中華民國六

十年壬子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起」，並云：「吾與亡妻結婚四十年餘，不

圖一旦，二豎膏肓，棄我而去，悲既難勝，衰尤可念，為奇女迎來加

拿大國，偶有吟作，命曰離憂草云」。 94 

是年，撰詩：〈高陽招飲即贈二律 (許君善演史為小說豪於飲棄子介相

見 )〉。 95《繭廬海外詩》收詩有：〈靜宜逝世二七，始為韻語，輒遣四

律〉、〈寄別臺北故人 (五言律四首 )〉、〈沙城藝術館見杜鵑花數叢於庭圃

中(二絕句)〉 96、〈寄懷徐復觀香江五排 (東海同硯 )〉、〈寄懷楊祖植舒衷

正兩兄皆初渡海時屏東中學同硯也五古一章〉、〈初覲薩斯克求溫大學

(三錄二絕 )〉、〈觀棋〉、〈得朱雲龍盦書用其贈別韻答謝 (五律二錄一 )〉 

97、〈夕陽〉、〈市肆飲咖啡有作 (七絕三錄一 )〉、〈夢與靜宜大度山居步月

(一絕 )〉 98、〈度山懷舊雜詩 (九絕句錄七 )〉 99、〈沙城人家門巷多種牡丹

                                                 
90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35 期，民國 60 年 6 月 21 日第 7 版。 
91 參見《繭廬詩續》「繭廬海外詩」之〈靜宜逝世二七，始為韻語，輒遣四律〉第四首

小註云：「葬大度山示範公墓」。頁 55~56 
92 參見《繭廬詩續》「繭廬海外詩」之〈寄別臺北故人〉，第三首末題「鄞縣戴靜山教

授」，第四首末題「霍邱臺靜農教授」，見頁 56~57。 
93 參見《繭廬詩續》「繭廬海外詩」之〈寄懷徐復觀香江五排〉，詩中小註云：「徐公相

送台北機場」，見頁 57~58。 
94 收入《繭廬詩續》，頁 55~112。 
95 按，是詩附於「庚戌年詩」末，題「附辛亥零縑」，詩末題「辛亥換歲，余妻靜宜夫

人即病惡瘤，荏苒呻吟至十一月初旬而撒手，相持病榻，送葬空山，淚盡心枯，不

堪回首，偶有所吟，皆不成句，只錄右題二律，羈居台海之詩止於此卷矣。」 
96 按，詩末題：「亡妻于山廬手植此花芳春盛開」，見頁 57。 
97 按，詩中小註題：「妻墓碑君篆書」、「君授東海書法」，見頁 60。 
98 按，詩中小註題：「大度山居十七年餘」，見頁 61。 
99 按，各首詩末分別題：「柳作梅湘鄉人」、「蕭繼宗主講東海中文系」、「承祖體肥人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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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成長句二首〉、〈徐道隣教授自西雅圖來書媵以近作即和〉 100。  

1972 年 (壬子 ) 

1 月 14 日深夜，飛抵加拿大沙斯頓市（Saskatoon），與女兒、女婿同住 101，

署居名為瑞玉行寓。作詩寄懷前往香港的徐復觀，以及老友舒衷正、

楊祖植。懷念東海師友：柳作梅、蕭繼宗、楊承祖、方師鐸，以及弟

子薛順雄、楊玖。回覆來自西雅圖徐道鄰的來信。 102在冰雪天中，每

週去一次英文補習班上課。長外孫女陪伴去附近的小型藝術館看西

畫。館中附帶出售美術叢書，偶爾也買幾本畫冊回家欣賞。  

3 月，寫信並懷舊詩九絕句，寄懷東海同仁，103詩文均見《東海文學》18

期。  

6 月，撰寫〈楊萬里詩〉，見《中國詩》，第 3 卷第 2 期。  

6 月 10 日，發表〈大度山懷舊詩九絕句〉 104及書信 (雜誌標題作〈孫克寬

老師來鴻〉 105)，見《東海文學》，第 18 期。   

7 月，是沙城花季，有白梨花、紫丁香、玫瑰、牡丹、冬季常青樹紅珠花，

依次開來。女婿、女兒都在沙城大學（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任

職，所以也可以進入該校圖書館觀覽。中文書不多，只有幾部道藏書

籍。利用週末，在華人教會裡奉獻，用國語講中國文史知識。本月，

隨婿家為美西之遊，撰有〈游美詩卷〉、〈西雅圖道中有感七律〉、「阿

勒岡海岸有海獅窟穴闢作遊觀七律」、〈猶他州為牟門教中心過之有慨

(此教苦行為基督教別派)〉 106。  

                                                                                                                              
如此」、「湖北楊承祖」、「方師鐸授語言學善謔亦有俠道」、「順雄從予治漁洋詩極敦

師門助予良多」、「女弟子郯城楊玖亦能古琴為五七言句」，見頁 61~62。 
100 按，詩末題：「與君共事東海君留德習法抗戰前以友乎敵乎一文振名今來美講授中

文非所樂也」，見頁 62~63。 
101 按，〈寒原道論自序〉云：「一九七二年一月，我隨女來在這近北極的西加拿大僑居。

時新失吾妻，情懷抑鬱。」 
102 參見《繭廬詩續》「繭廬海外詩」〈寄別臺北故人 (五言律四首 )〉、〈寄懷徐復觀

香江五排 (東海同硯 )〉、〈度山懷舊雜詩 (九絕句錄七 )〉 、〈徐道隣教授自西

雅圖來書媵以近作即和〉。  
103 後收入《繭廬詩續》「繭廬海外詩」，頁 61~62。  
104 按，篇末題：「壬子春仲繭廬未足草時客加拿大國沙城寓樓。」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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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收入《繭廬詩續》「繭廬海外詩」，詩題小註云：「一九七二年七月隨婿家為美西之

遊雜記所見得詩若干選錄之」，頁 63~67，各詩末分題：「出沙城」、「坎哥拉布植物園

所見兩首」、「班福公園山徑所見二首」、「卑詩省境始見楊柳」、「溫哥華市公園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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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 日，辦理退休。  

是年，得戴君仁信，知許世英猝死，作〈得靜山書告許詩瑛兄猝逝吾與

斯人雅好平生悼而成詩〉哀之。作詩懷江絜生 107、張佛千 108。  

11 月，為朱雲女公子玄撰述〈朱著姚惜抱學記序〉。  

12 月 6 日，完成〈張雨 --元代的一個文學道士〉，寄交《大陸雜誌》。  

12 月，聖誕節前夕，撰述〈沙城一年〉，寫下來加拿大將近一年的心情，

在華人教會中，依然感受到神的溫馨。  

是年，撰詩多首：〈得舒景衣書媵新作和二絕〉、〈臺靜農教授寄新著天問

箋論寄題詩二首〉、〈偶書一絕〉、〈懷詞人江絜生 (大華晚報詩欄主編合

肥世家子 )〉、〈得靜山書告許詩瑛兄猝逝吾與斯人雅好平生悼而成詩五

言古〉、〈憶金臺三首有序〉、〈壬子歲暮寄懷台北張佛千五律六首〉、〈歲

除二律寄李滌生王禮卿台中〉 109。  

1973 年 (癸丑 ) 

1 月 20 日，撰寫〈沙城一年〉110，見《中央日報》。又見《東海文學》19

期。  

2 月 28 日，發表〈張雨 --元代的一個文學道士〉 111，見《大陸雜誌》，第

46 卷第 4 期。  

是年，作詩輓壽春孫傳瑗 112。  

5 月，撰寫〈朱著姚惜抱學記序〉 113、〈沙城一年〉，見《東海文學》，第

                                                                                                                              
有感近事」、「維多利亞輪渡上口號兩首」、「玫瑰園三首」、「維多利亞島巷陌皆花圃」、

「阿勒岡州海岸」、「行近加州遙望二首」、「柏克萊市亦富花木」、「金門大橋」、「加

州大學圖書館觀華文典籍」、「夜抵落杉磯」、「夜遊好萊塢中國戲院前大明星多留手

掌印于此」、「過蒙大拿州境有小山峽」。〈猶他州為牟門教中心過之慨〉篇末題「以

上遊美西詩選如右，一九七二」。 
107 見《繭廬詩續》「繭廬海外詩」之〈懷詞人江絜生〉，頁 68~69。  
108 見《繭廬詩續》「繭廬海外詩」之〈壬子歲暮寄懷台北張佛千〉，頁 71~72。  
109 按，〈歲除二律寄李滌生王禮卿台中〉篇末題「以上一九七二年壬子詩摘選」，頁

72。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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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收入《寒原道論》頁 285~311，但篇名題「元代的一個文學道士--張雨」，篇末署「一

九七二年十二月六日燈下完稿」。 
112 參見《繭廬詩續》「繭廬海外詩」之〈挽壽春孫養癯世長〉，頁 7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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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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期。  

7 月，撰寫〈新「李、杜優劣論」〉，見《中華詩學》，第 9 卷第 1 期，民

國 62 年。又見《春來燕歸人未歸》，高上秦主編，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民國 64 年 9 月。  

夏日，遊美東，有〈遊美東紀行絕句〉114、〈多倫多中央島小遊七律〉、〈夜

觀美加邊界之尼瓜接大瀑布〉、〈初臨華府〉等作。  

9 月 20 日，撰寫〈在天之涯，河上秋風〉 115，興懷蕭繼宗、柳作梅，見

《聯合報副刊》。  

是年，悼李基鴻，撰〈悼應城李子寬丈〉 116詩以紀之。撰〈枯杖花歌贈

宇宙光主編嶺南劉翼凌同道〉 117，寄給《宇宙光》主編劉翼凌。  

是年，撰詩多首：〈雜興四律 (寄台灣中華詩苑吟侶 )〉、〈讀太白集忽憶舒

景衣 (五律二首 )〉、〈挽壽春孫養癯世長 (孫文正從侄同盟會耆宿舊為方

振武第四軍團政治主任 )〉、〈讀宋史二絕〉、〈謝興大舊友見招二絕〉、〈贈

行七古 (故人溫州金惠喪偶返台 )〉、〈應臺北詩社徵脩禊詩以蘭亭集序為

韻分得宙字五古一首〉、〈沙城初夏有作 (七律二首 )〉、〈夏日偶成得西

字〉、〈寄懷舒衷正 (景衣台北 )〉、〈遊美東紀行絕句〉 118。〈沙城秋意 (三

絕句選一 )〉、〈得祁樂同兄紐約來書有感二律即寄 (選一 )〉、〈漫步一

絕〉、〈初雪 (五律 )〉、〈秋仲遊沙城人工湖 (七律 )〉、〈雜興四章寄簡周棄

子張佛千 (選二 )〉、〈得故人書且喜且慨 (絕句 )〉 119、〈靜宜夫人逝世二

周年，夢之儼如平生展奠作 (五古 )〉、〈得楊承祖教授書却思東海舊侶寫

詩四律塵之 (君與予同事僅一年 )〉120、〈今年六十九，奇女購冠履為壽，

喜成一律〉、〈悼應城李子寬丈 (名基鴻曾任考核會主任修淨業四絕 )〉、

〈枯杖花歌贈宇宙光編嶺南劉翼凌同道〉、〈歲暮飲酒小肆輒成五言律

                                                 
114 收入《繭廬詩續》「繭廬海外詩」，頁 78~79。各詩末分別題：「蘇派利湖在奧大略省

小立湖濱」、「出韻奧大略堤拍照」、「蘇派利湖港口遙望」、「威尼派克旅舍」、「回沙

城口號此行經加國湖泊區入美好景皆在加境」。 
115 按，以筆名「萌」發表，篇末：「編按：作者孫克寬教授僑居加拿大 Saskatoon 市」。 
116 見《繭廬詩續》「繭廬海外詩」之〈挽壽春孫養癯世長〉，頁 84。  
117 見《繭廬詩續》「繭廬海外詩」之〈挽壽春孫養癯世長〉，頁 84~85。  
118 按，〈初臨華府〉篇末題「右自東遊零縑詩中選錄，一九七三」。 
119 按，篇末題「予於抗戰開始始有詩渡海後乃苦嗜日吟」，見頁 82。 
120 按，〈得楊承祖教授書却思東海舊侶寫詩四律塵之〉，第三首詩末小註云：「屬蕭繼

宗幹侯兄時仍主東海中文系」，第四首詩末小註云：「屬柳君作梅」，《繭廬詩續》「繭

廬海外詩」，頁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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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 (錄二 )〉121、〈農歷癸丑除夕前日有作寄女弟朱玄〉122、〈北溟春遲，

驅車大野，但有皓皓積雪。杳杳寒林，忽憶白石「萬里乾坤，百年身

世」句，惟此境足以當之，遂成二律〉 123。  

1974 年 (甲寅 ) 

1 月 15 日，撰寫〈唐以前老子的神話〉 124刊於《大陸雜誌》48 卷 1 期。 

3 月，撰寫〈吳梅村北行前後詩〉 125，見《中央圖書館館刊》7 卷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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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撰寫〈唐代道教之發展導論〉 126，見《 (中興 )文史學報》4 期。  

7 月，撰寫〈元初南宋遺民初述 --不和蒙古人合作的南方儒士〉，見《東

海學報》第 15 卷。  

8 月 1 日，撰寫〈吳漢槎與其詩〉，見《東方雜誌》8 卷 2 期。  

9 月 13 日，完成〈唐代道教與政治〉127初稿，刊於《大陸雜誌》第 51 卷

2 期，民國 64 年 7 月 31 日。  

10 月，《杜詩欣賞》再版，由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  

是年，撰詩多首，彙編為「域外寄情」 128，篇首題「一九七四年 (甲寅 )

起」，收錄：〈今日為來加兩周年，得同鄉章鏡智兄寄哲兄鏡禮先生遺

集「潛叟詩抄」，因書其後 (四錄二 )〉、〈得紅竝樓主 (李嘉有 )寄新印丁

註疑雨集 (四絕 )〉129、〈輓徐道隣教授 (蕭縣人徐樹錚之子歷官樞府同硯

                                                 
121 按，〈歲暮飲酒小肆輒成五言律四章錄二〉，第四首詩末小註云：「妻塚在度山自誓

焚骨歸瘞之」，《繭廬詩續》「繭廬海外詩」，頁 86。 
122 按，〈農歷癸丑除夕前日有作寄女弟朱玄〉，詩中小註云：「予生一九○五年乙巳明

年正七十」、「若習英語僅止於應對一二」，《繭廬詩續》「繭廬海外詩」，頁 86。 
123 按，〈北溟春遲，驅車大野，但有皓皓積雪。杳杳寒林，忽憶白石「萬里乾

坤，百年身世」句，惟此境足以當之，遂成二律〉篇末題「右癸丑一九七三年

詩」。 
124 收入《寒原道論》頁 21~57，篇末署「一九七三年十月完稿於加拿大國沙城 載臺北

大陸雜誌四十八卷一期」。 
125 按，〈得楊承祖教授書却思東海舊侶寫詩四律塵之〉，第二首詩末小註云：「近撰梅

村北行詩事一文」，《繭廬詩續》「繭廬海外詩」，頁 82~83。 
126 收入《寒原道論》頁 1~19，篇末署「載台中中興大學文史學報四期，一九七四年五

月」。 
127收入《寒原道論》頁 59~165，篇末署「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三日初稿整理完畢。時在

加拿大之 Saskatoon 城 載台北大陸雜誌五十一卷二期」。按，即 1975 年的 7 月 31 日

刊出。 
128 收入《繭廬詩續》「繭廬海外詩．域外寄情」，頁 88~110。 
129 按，第二首詩小字註云「予十四五時得此集石印本始偷吟詩」，《繭廬詩續》「繭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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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 )五古〉、〈燕歌行贈僑友嶺南朱嘉禮醫生 (北京協和出身時主此肺病

院 )〉、〈讀吳漢槎秋茄集二律 (吳兆騫吳江人清順治中戌寧古塔二十餘年

贖還 )〉、〈初有春意街頭候車有作 (三錄二 )〉、〈抄清初查初白 (慎行 )敬業

堂詩有感 (二錄一 )〉 130、〈雜憶五律 (錄三 )〉、〈日來人家園亭雜花盛開

漫賞即賦五古〉、〈所居百步內老樹十餘株時有鳥哢 (五律 )〉、〈班福 Banff

公園歌 (加國阿拉伯他省 Aberta 至卑詩省康南海經此詩 )〉、〈人山園用

東坡新城道中詩韻 (二律選一 )〉、〈近堪戈市八九十里書見〉、〈溫泉畔陽

台延眺 (二選一 )〉、〈自慨一律〉、〈靜宜夫人三週年忌 (五言四律 )奠之〉、

〈前一夕夢靜宜方話留客治餐悵然一覺〉、〈徐復觀寄汾酒，并介港居

羅君以西湖龍井遠贈存問，感而成詩〉、〈今年重陽將屆有感二律〉、〈奇

女生朝祝以二絕句〉、〈出國鮮得棄子書，閒中偶成七律四首，兼懷島

上吟侶〉、〈得台友書有作二律〉、〈七十生朝，殷婿奇女集沙城友人小

宴為壽，僑居北美姪輩亦有饋問，伯兄在台復遠寄嫂氏手製臘味見餉，

皆可感也，因成俚句四章述懷 (選二首 )〉、〈甲寅歲暮寄徐復觀香港〉131。 

1975 年 (乙卯 ) 

是年，得章鏡智寄來其兄章鏡禮遺集《潛叟詩抄》，李嘉亦寄來《新訂丁

註疑雨集》，均撰詩回贈。聞徐道鄰訃，作詩挽之。  

2 月 15 日，撰寫〈談遷與吳梅村〉，見《大陸雜誌》，第 50 卷第 3 期。  

3 月，撰寫〈查初白與其敬業堂詩〉，見《中央圖書館館刊》8 卷 1 期。  

○月，撰寫〈元代南儒與南道〉132，因牟復禮（Dr.Mote）、藍德彰（Langlois）

之邀，將赴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暑期元史研究社主講。  

5 月 21 日，完成《元代南儒與南道》 133初稿。  

6 月，撰寫〈元代金華學述後序〉134，《元代金華學述》135在台出版。此書

                                                                                                                              
海外詩．域外寄情」，頁 88~89。 

130 按，〈抄清初查初白慎行敬業堂詩有感〉雙行小註云：「渡海居屏東借書自抄今成結

集」，《繭廬詩續》「繭廬海外詩．域外寄情」，頁 91。 
131 按，〈甲寅歲暮寄徐復觀香港〉篇未題「以上甲寅一九七四年詩選錄」，見《繭廬詩

續》「繭廬海外詩．域外寄情」，頁 99。 
132 按，〈寒原道論自序〉(頁 1)云：「中間一篇〈元代南儒與南道〉是為一九七五年普林

斯敦大學元史研究社講的。綜合憂患時代的儒道人物的活動，加以分析，也許對中

國知識分子的歷;史的使命有所了解。」 
133收入《寒原道論》頁 167~253，篇末署「一九七五年五月廿一日初稿於加拿大沙城 右

係一九七五年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暑期元史研究社講稿，承許可迻入書」。 
134 收入《元代金華學述》頁 178，篇末署「一九七五年六月 孫克寬跋 時年七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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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 1968-1970 年間所寫元代南方儒生活動，包含：金華學派北山方

鳳、柳貫、吳萊、黃溍四先生對儒學存續努力等問題。書後附錄：〈清

容居士集與袁桷：元人別集小記〉。是書曾於三年前交東海大學出版

組，哈佛燕京學學社資助，杜蘅之院長力成，柳作梅先生題署，薛順

雄先生校編。  

赴普林斯頓大學壯思園演講廳演講，前後兩個月時間，撰詩數十篇，〈壯

思堂講會詩〉選十七首：「壯思堂，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東方系 Johnson 之

譯名也。予以牟復禮及藍德彰之約。」見《繭廬詩續》，頁 3。  

7 月 31 日，發表〈唐代道教與政治〉，見《大陸雜誌》，第 51 卷第 2 期。 

9 月 18 日，〈元虞集與南方道教〉修稿後，寄交《大陸雜誌》。  

12 月 25 日，《繭廬詩續》抄出，共收詩稿 360 首，分為〈在台詩續〉、〈海

外稿〉、〈老學長短句〉三部分。  

12 月 30 日，感冒未癒，抄稿完成，撰寫〈明初天師張宇初及其峴泉集〉

136，寄交台北《書目季刊》。  

是年，編定《元代金華學述》，由台中東海大學出版。  

是年，撰詩多首：〈得楊祖植書賞拙作輒成五古一章以寄〉、〈讀清初人詩〉

137、〈補錄甲寅歲除一律〉、〈續讀清初詩〉138、〈壯思堂講會選十七首 (壯

思堂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東方系 Johnson 之譯名也，予以牟復禮 Dr. Mote

教授及藍德彰 Langlois 之約，參與元史研究主講，往返兩月，得詩數

十篇，茲選存之 )〉  139、〈久廢詩章，秋光晴麗，與家人偶步河園，見

                                                                                                                              
135 是書分：導言、金華之學述評、上篇道學、下篇金華文學、附錄清容居士集與袁桷、

本書重要參考書目等單元。「上篇道學」分：前言，含：金華之地理環境、金華之道

學淵源、宋元學案中元代金華之學；金華道學人物，含：金華學統、隱居傳道之金

履祥、北來行道之張須、潛修講學之許謙。「下篇金華文學」分：前言，文學開山之

方鳳，道藝雙兼之柳貫，天才博學之吳萊，儒雅雍容之黃溍。 
136 收入《寒原道論》頁 313~347，篇末署「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卅日抄整完稿，時感冒

尚未痊癒，於加拿大國沙城行寓 載臺北書目季刊九卷四期」。 
137 按，〈讀清初人詩〉實收：〈趙執信秋谷飴山堂詩集(寄王禮卿教授八首選六)〉，見頁

102~103。 
138 按，〈續讀清初詩〉實收：〈錢牧齋有學集(三選一)〉、〈梅村集〉，見頁 103。 
139 按，〈壯思堂講會詩選〉實收：〈白門歌贈牟復禮(牟君讀書南京金陵大學治元明文史

時共宴傅宅即席書此)〉，〈普林斯敦校園逭暑閒詠絕句〉(各詩末分別題：「蓋斯特圖

書館見胡適之先生手書方幅有感」、「日讀書于蓋館藏明版書甚夥屈萬里兄新編目錄

印出」、「藝術館見元鮮于樞字御史箴及松雪妙嚴寺碑皆墨蹟」、「新希望鎮渡河即賓

州華盛頓於此勝英軍處」、「與牟公話南京」)，〈江夫人郭季萱壽康前輩女公子邂逅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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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黃柳澹，莎軟波平，不覺油然興慨，有作七古一章〉 140。  

1976 年 (丙辰 ) 

1 月，居加拿大沙城，為《寒原道論》撰序 141。  

3 月，發表〈明初天師張宇初及其峴泉集〉，見《書目季刊》9 卷 4 期。  

4 月，與周棄子 (學藩 )分別為朱雲《龍盦詩刊》撰序 142。  

6 月，住院割膽。原應美國緬因州 Bowdoin College 暑期元史研討會，撰

述〈元虞集與南方道教〉，由藍德彰博士（Dr. J. Langlois）與其夫人范

心怡 (東海中文系系友 )合譯為英文，因病無法與會，交請藍教授代為宣

讀。  

8 月 1 日，集昔日詞作二十闋，編為〈老學長短句〉 143一卷，收：〈江城

子 (個人生小愛多愁 )〉、〈南鄉子(鐙暗自偎人)〉、〈浣溪紗(角枕羅衾燦錦

星〉六闋、〈鷓鴣天 (老去羞將小令拈 )〉三闋、〈菩薩蠻(屏山曲曲珠鐙

暗)〉、〈蝶 花(中台文友雅集、遊員林玫瑰園、題紫貝殼小說贈人)〉

三闋、〈金縷曲 (答湖南詞人賓嘿園名振國棄子介見、送人携眷赴美教

書 )〉二闋、〈滿庭芳(復絜生鶯啼序感舊詞有寄、授詩諸生同遊霧峰萊

園)〉二闋、〈踏莎行(暑假中步校園有感)〉。卷末題：「右共二十闋，揀

盡泥沙，終無金粟，聊備遺忘耳」。  

                                                                                                                              
宴遇渝都舊人感成一律〉，〈普大書寮遇江夫人郭季萱治饌相款話舊興懷五古一首〉，

〈普大園林抒懷紀事五章(選三首)〉，〈喜逢劉子健先生昔來台海同研宋史今再相

逢〉，〈讀蔣彝重啞集(蔣贛人藝術史學甚深曾宦皖江)〉，〈將去普大早步校園惘然有

作〉，〈傅申大字歌，藍德彰伉儷晚宴，席罷申作大字多幅，喜作此歌，即席贈之〉，

見頁 103~108。 
140 按，《繭廬詩續》「繭廬海外詩．域外寄情」末題「一九七五年聖誔節抄畢，凡三百

六十首，吾前為後村詩論，嘗以古人七十後詩，多老筆頹唐不足存，大家如此，何

況陋學，今後即有塗抹，亦不足留稿，累人嗤點矣。」「狷翁自記，時年七十有一於

沙城行寓」，見頁 110。 
141 篇末署「一九七六年一月孫克寬序於加拿大國之沙城 Saskatoon」。 
142 見《龍盦詩刊》，篇名為〈敬題龍葊詩小集〉，篇末署「丙辰春仲時年七十有二」。

按，周學藩〈朱龍盦遺詩序〉末署：「丙辰清明前三日」，故繫於 4 月。 
143 按，篇首題：「繭翁風性不解聲律，雖好讀詞而於倚聲度曲則懵如也。一九六年在

台殷憂無俚，偶涉綺遊，酒闌曲罷，偶動詞心，姑以長短句寫其所托。友人合肥江

君絜生，陳翁季碩，皆精此道，偶有所作，絜生為之琢字就律，然而性終不近，乖

迕良多。老學無功，時用愧疚，雖得數十闋，合作究少，自適西土，講討無人，遂

廢茲事。顧此數年中泥痕雪印，成為異日追憶之資，用摘若干，以志心影云爾。一

九七六年八月一日割胆甫滿兩月，繭翁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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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 日，發表〈元虞集與南方道教〉144，見《大陸雜誌》，第 53 卷第

6 期。  

是年，撰〈繭廬在臺詩續序〉，篇首題「起中華民國五十四年甲辰一九六

五」、「迄中華民國五十九年辛亥一九七○」。篇末題「繭翁自記中華民

國六十五年丙辰一九七六時年七十有二」。篇云：「歲在癸卯 (一九六二 )

居台執教，持年五十有八，曾選錄渡海所為詩，為繭廬詩存。今又十

四年矣，衰病餘生，頹陽就舍，既錄出國詩若干篇為『海外稿』，復檢

篋中舊稿，摘抄此數年中之詩曰『繭廬在台詩續』。」  

1977 年 (丁巳 ) 

2 月 12 日，央請中興大學王禮卿教授為新書《繭廬詩續》撰序 145，王禮

卿為《繭廬詩續》作序，時在丙辰除夕前五日，即 1977 年 2 月 12 日。

書中尚有陳定山題詩、臺靜農、孔德成、李滌生、柳作梅題署。孔德

成先生等人題署各章篇名。有關出版事務，均委託楊祖聿先生負責。  

8 月，女婿殷光霖博士獲聘美國加州佛萊斯諾（Fresno）山谷兒童醫院，

創立研究室。隨同遷到美國加州，住在蒙特利公園區。  

8 月 31 日，撰寫〈小論厲樊榭詩詞〉，見《大陸雜誌》55 卷 4 期。  

9 月，編定《繭廬詩續》 146，自行出版。 

10 月 30 日，撰〈唐代道教之發展導論附記〉 147。  

12 月，《寒原道論》148編定，由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民國 70 年再版。 

1978 年 (戊午 ) 

(農曆 )歲暮，懷舊友王偉俠、鳳迪明丈、喻玉田，作〈懷舊詩〉三首。149 

                                                 
144 收入《寒原道論》頁 255~282，篇末署「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完稿」。 
145 序云：「良友者，孫君今生也。君少日筮仕為縣長，洊歷部曹，世遇多梗，不得展

所學。東渡後，為東海大學教授，幾二十年。垂老妻亡，依女遠居加國。」 
146 館藏之扉葉墨筆題「東海大學圖書館惠存 孫克寬敬贈」，鈐「67 年 9 月 11 日贈」、

「臺靜農」方型陰文硃印。〈繭廬詩續簡目〉著錄：「繭廬在臺詩續」、「繭廬海外稿」、

「附錄老學長短句」三類。 
147 見〈唐代道教之發展導論〉(收入《寒原道論》頁 1~19)頁 19，云：「我原擬著《唐

代道教之發展》與舊著《宋元道教之發展》銜接，老病廢書竟不能成，存此導論，

以待來茲」。 
148 是書收錄：自序、唐代道教之發展導論、唐以前老子的神話、唐代道教與政治、元

代南儒與南道、元虞集與南方道教、元代的一個文學道--張雨、明初天師張宇初及其

峴泉集。 
149 甘漢銓先生贈孫先生手稿掃描檔，有〈補抄戊午歲暮懷舊詩〉，詩末各署「王偉俠」、

「鳳迪明丈」、「荏平喻萱孫名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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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1 日，撰寫〈厲樊榭年譜初稿〉，見《大陸雜誌》，第 56 卷第 6 期。 

6 月，撰寫〈劉長卿其人其詩〉，見《中國詩》，第 9 卷第 2 期。  

9 月，撰寫〈作詩四要 (意境、辭采、錘鍊與識度 )〉 150，見《中國詩》，

第 9 卷第 3 期。又見《夏聲》，第 252 期，民國 74 年 11 月。  

1979 年 (己未 ) 

2 月 15 日，撰寫〈厲樊榭金石之交 --讀樊榭山房集雜記交遊考論之一〉，

見《大陸雜誌》，第 58 卷第 3 期。  

4 月 1 日，撰〈隨意成詩，以代吁嘆而已〉，中云：「昨夢台中大度山，文

窗霧閣見雲寰。門前玫瑰花如錦，只少伊人共倚欄。」末署「狷翁 1979.4

月 1 日」，見其思念大度山生活總總以及孫師母之情，仍然不減。  

6 月，撰寫〈小玲瓏山館與邗江吟社 --讀樊榭山房集雜識交游考論〉，見

《書目季刊》，第 13 卷第 1 期。  

7 月 15 日，撰寫〈查蓮坡與厲樊榭 --樊榭集雜識交游考論〉，見《大陸雜

誌》，第 59 卷第 1 期。  

9 月，撰寫〈劉後村與四靈、江湖〉151，見《中國詩》，第 10 卷第 3 期，

民國 68 年。  

9 月 30 日，撰寫〈厲樊榭學侶杭世駿 --讀樊榭集雜記〉，見《大陸雜誌》，

第 59 卷第 6 期。  

1980 年 (庚申 ) 

1 月 31 日，撰寫〈厲樊榭與杭州梁氏〉，見《大陸雜誌》，第 60 卷第 2 期。 

7 月，撰〈喜芳侄來美探訪〉，末署「於洛杉磯」。  

8 月 31 日，撰寫〈杭州詩社諸人與厲樊榭 --讀樊榭集雜記〉，見《大陸雜

誌》，第 61 卷第 4 期。  

12 月，撰寫〈陳迦陵詩詞小論〉，見《書目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  

                                                 
150 收入《詩與詩人》，頁 1~14，民國 54 年 3 月，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按，〈作詩四要〉

的「識度」說：「我在前三年，曾寫〈闚宋一鱗〉一篇詩論；就中提出『識度』一個

名詞，這是曾文正《十八家詩鈔》批阮籍詠懷詩用過評語，我却很愛它能提供作詩

的另一種境地。」因參見〈宋詩大要〉(《詩文述評》，頁 125，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云：「予對宋詩之衍變，過去亦有所論，拙著〈闚宋一鱗〉述及此點曰」，雙行小

註：「載四十五年份香港民主評論」，故繫於 1959 年。1978 年是篇應是重刊。 
151 按，〈後村補傳〉(《詩文述評．晚未詩人劉克莊》，頁 145~149，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頁 149 之註九，云：「江湖詩人余有〈劉後村與四靈江湖〉，載暢流雜誌二二卷三

期」，即 1960 年 9 月 16 日，故 1979 年應為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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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辛酉 ) 

7 月 31 日，撰寫〈朱竹垞詞與詩略論〉，見《大陸雜誌》，第 63 卷第 2

期。  

9 月，赴當地彭園，參加東海學生為徐復觀先生途經加州即將歸返香港的

宴會 152。撰〈賀新涼 秋 雨 〉，末署「1981.9」。  

12 月 1 日，撰寫〈病起行園〉五言古詩一首。自署「狷翁於借山廬」。153 

是年，〈虞集與元代江南的道教〉的英文譯稿，被收入蘭德璋（ John D. 

Langlois，Jr.）編輯《蒙古統治下的中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頁

212-253）  

1982 年 (壬戌 ) 

1 月 2 日，撰〈壬戌新春偶興三絕句一 九 八 二 年 元 旦 後 一 日 〉，第一首末署「讀

漁洋秦淮詩」，第三首末署「右讀杜集成都詩」。  

仲春，讀清人畫家金農（1687-1764）《冬心集》，作〈七古讀 金 農 冬 心 集 〉

一首，末署「狷翁壬戌春仲於借山廬」。撰〈讀沈祖棻女士《宋詞賞析》

七 古 〉，末署「狷翁 1982 年壬戌春仲於南加蒙園借山廬」。學填詞，作

〈過秦樓 春 雨 書 懷，未 依 清 真 四 聲 〉，末署「狷翁壬戌春仲學填，不足觀也」。 

3 月 17 日，撰寫〈滿庭芳 寄 懷 杜 教 授 蘅 之 台 北 〉，末署「狷翁 1982.3.17 於蒙

得利園借山廬」。  

4 月，聞徐復觀先生往生，作悼詩七律四首。第四首云：「消息流傳或未

真，昨宵夢裡尚相親。猶留病塌憂時語，獨賸僵蠶後死身。萬籟喑時

孤鳳邈，廿番風送落紅新。微吟記博先生賞，從此焦桐灶下薪。」 154 

1993 年 (癸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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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歲。 155 

                                                 
152 按，〈悼念徐復觀教授四律〉，自註云：「去年 1981 年 9 月，復觀返港過南加，東海

及門宴之於蒙特利市彭園。」見《孫今生先生詩詞遺稿》，頁 7。 
153 甘漢銓先生贈孫先生手稿掃描檔，有〈殘冬小病伏枕得句不加詮次〉四首，詩末各

署「夢亡妻」、「夢王偉俠兄」，〈病起頗思與述寰共遊七律〉一首，或亦此時所寫，暫

記於此，俟考。 
154 甘漢銓先生贈孫先生手稿掃描檔，有〈悼念徐復觀教授四律〉，第四首之註一云：「去

年十二月復觀答予書，仍論時事」。按，徐先生卒於 1982 年 4 月 1 日，故繫於 4 月。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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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