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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年表 

徐復觀先生學行年表初編 (一 ) 

流通組 謝鶯興編 

編輯緣由 

徐佛觀先生，原名秉常。筆名浮鷗、司托噶、斯圖噶、徐天行、徐天順、

髯翁、李實等。熊十力先生意「觀佛」不若「觀復」 1，為之改名為復觀，遂

以行之。1903 年(清光緒 29 年)農曆 1 月 3 日，生於湖北淆水縣黃泥嘴鳳形灣

徐家岰，1982 年 4 月 1 日，病逝於台北臺大醫院，享年 80。 

1920 年，先生就讀湖北武昌第一師範(武漢大學前身)，1925 年以榜首進

武昌國學館，1926 年投身國民革命軍，至 1946 年退役，從事長達二十年的軍

旅生涯。 

1949 年 5 月，渡海來臺，定居臺中達二十年。1955 年 7 月 12 日應東海大

學首任校長曾約農之邀，11 月起執教於中文系。1956 年 8 月，續創系主任戴

君仁先生之後，接長中文系。1958 年 7 月，卸下主任之職，專心於教學與研

究之事。1969 年 7 月，退休，轉赴香港，執教於新亞研究所。在東海中文系

執教前後 14 年。 

在東海期間，先後講授大一國文、中國思想史、論語、老子、老莊、史

記、目錄學、文心雕龍等課程 2，並多次參加課程規劃、國文教學座談會、文

史講授座談會等，對東海早期重視語文教學，將國文課程安排在大一與大二，

每年八個學分講授的做法，有相當大的貢獻。 

本「學行年表」參酌近人撰述之「年表」、「年譜」、「著作繫年」等文章 3，

及館藏校史文獻等資料，儘可能填補徐先生在東海長達 14 年的事蹟，配合他

                                                 
1 據牟宗三〈悼念徐復觀先生〉語，《書目季刊》，第 16 卷第 1 期，1982 年 6 月。 
2 參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 44-71〉，收入《東海中文學報》第 5 期，1986

年 6 月，頁 99~109。 
3 分別為：曹永洋編訂〈徐復觀教授年表〉(《中華雜誌》第 20 年，第 237 期，民國 71

年 6 月，以下簡稱「年表」)，〈徐復觀教授年譜〉(收入《論戰與譯述》，台北：志

文書局，1982 年)，黃文興〈徐復觀論著繫年目錄〉(以下簡稱「論著繫年」見《書

目季刊》第 26 卷第 3 期及第 4 期，民國 81 年 12 月及 82 年 3 月)，黎漢基〈徐復觀

教授出版著述繫年〉(以下簡稱「著述繫年」，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4 卷 4 期，

及第 5 卷第 1 期，頁 49~77，民國 83 年 12 月及 84 年 3 月)，李維武〈徐復觀著作編

年目錄〉(以下簡稱「著作編年」，見李維武編《徐復觀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

社，2002 年 4 月，頁 547-636)等篇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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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捐贈之線裝書目的持續整理，冀能呈現東海早期師長們在建構東海人文方

面的努力與用心。 

一、童年至軍旅生涯 

1903 年 (民國前 9 年 )，一歲 

1 月 31 日 (農曆一月三日 )亥時  

生於湖北省浠水縣黃泥嘴鳳形灣徐家岰的一個貧苦的農家。為次子

(兄弟共三人 )原名秉常。  

1911 年 (民國前 1 年)，八歲 

發蒙讀書，父親在鄉下教蒙館，收入微薄，

由家人苦撐，得以入學讀書，完成高小學

業。  

1915 年 (民國 4 年)，十二歲  

以第一名考入浠水縣立高等小學。  

1920 年 (民國 9 年)，十八歲  

考進湖北武昌第一師範 (武漢大學前身)。 

1923 年 (民國 12 年)，二十一歲  

畢業於武昌第一師範。曾在縣內第五模範小

學執教一段時間。  

1925 年 (民國 14 年)，二十三歲  

投考武昌國學館，在三千多名考生中名列第一，評卷人為國學大師黃季

剛先生。從發蒙到二十四歲為止，主要讀的是線裝書。  

1926 年 (民國 15 年)，二十四歲  

首次讀《孫文學說》，《三民主義》。參加國民革命軍第七軍。  

1927 年 (民國 16 年)，二十五歲  

由孫中山先生書而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唯物論等。受魯迅兄弟 (周樹人、

周作人 )文字影響，對線裝書產生厭棄心理。政治思想論著的閱讀，填

補了由青年到壯年的一段精神上的空虛。  

1928 年 (民國 17 年)，二十六歲  

得湖北清鄉會辦陶子欽先生資助，赴日留學。於明治大學攻讀經濟。潛

心研讀日本思想家河上肇的著作，拓展了思想的領域和視野。  

1930 年 (民國 19 年)，二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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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日本士官軍校步兵科二十三期。 4 

1931 年 (民國 20 年)，二十九歲  

九一八事變發生。在日本因反抗而入獄，遭退學，回到上海。  

1932 年 (民國 21 年)，三十歲  

先任軍職於廣西省，後輾轉至浙江任職於浙江省政府。  

1934 年 (民國 23 年)，三十二歲  

以新疆在盛世才、馬仲英爭雄不決之下，一片混亂之際，中央準備派一

支軍隊到新疆平亂，奉命從歸綏帶了四輛汽車縱貫內蒙古，以偵查到

新疆的路線。 5 

1935 年 (民國 24 年)，三十三歲  

與同鄉王世高小姐結婚，她是徐教授日後生活中最堅強的精神支柱。  

1937 年 (民國 26 年)，三十五歲  

任團長，駐防湖北老河口，清除地方流匪，年底參加娘子關戰役。  

11 月 25 日，長子武軍出生於杭州。 

1938 年 (民國 27 年)，三十六歲  

參加武漢防衛戰，駐防田家鎮。  

1940 年 (民國 29 年)，三十八歲  

任荊宜師管區司令。 

1942 年 (民國 31 年 )，四十歲  

荊宜師管區解散，至重慶復國團任教官，奉軍部之令到延安擔任連絡參

謀。研讀克勞塞維茲《戰爭論》及軍事學。  

是年，長女均琴在重慶出生。 

1943 年 (民國 32 年)，四十一歲  

在北碚金剛碑勉仁書院初次拜謁熊十力先生，埋下日後矢志以文化救國

的志願。  

第一次與蔣故總統見面，是為參與高階層工作的開始。 

1944 年(民國 33 年甲申 )四十二歲  

                                                 
4 按，曹永洋編《徐復觀教授年譜》(以下簡稱「年譜」)「一九二八年」條云：「得湖

北清鄉會辦陶子欽先生贊助赴日留學，原想攻讀經濟學，因恐得不到學費挹注，遂

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就讀。潛心研讀日本思想家河上肇的著作，拓展了思想的領

域和親野。」 
5 參見〈懷古與開來答友人書(一)〉，《民主評論》第 3 卷 18 期，1952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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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出版《中共最新動態》，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1945 年 (民國 34 年)，四十三歲  

孟春，在勉仁書院與熊十力先生話別，從此人天永隔。  

抗戰勝利。任聯合秘書處副秘書長。 

1946 年 (民國 35 年)，四十四歲  

是年，以陸軍少將呈請志願退役。  

5 月初  

由北平飛往漢口，返鄉住三、四天，有意隱居農村。目睹農村千瘡

百孔，又奔回南京。 

12 月 26 日   

發表〈一統與國防〉，見《中央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二、退役的開辦刊物與發表文章  

1947 年 (民國三十六年)，四十五歲  

是年，次女梓琴在南京出生。  

得蔣公之助，與商務印書館合辦純學術性刊物《學原月刊》。 6 

8 月 6 日   

發表〈中國人民的抉擇〉，見《中央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8 月   

發表〈科學政策之矛盾〉(譯作)7，見《學原》(1 卷 4 期)，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遺》。  

1948 年 (民國 37 年)，四十六歲  

                                                 
6 《年譜》「一九四六年」條云：「以陸車少將呈請志願退役，得蔣公之助，與商務印書

館合辦純學術性刊物《學原月刊》。三十五年五月初由北平飛往漢口，返鄉住三、四

天，有意隱居農村。目睹農村干瘡百孔，又奔回南京。」按，東海館藏《學原月刊》

第 1 卷第 12 期有版權頁，題：「民國 37 年 5 月初版」，前 11 期則未見，第 1 卷 1 期

書末「編餘」誌云：「編者 36 年 4 月」，知第 1 期應出刊於 1947 年 4 月。但第 1 卷

12 期與第 2 卷第 1 期版權頁皆題「民國 37 年 5 月初版」，而第 2 卷 3 期題「民國 37

年 6 月初版」，知第 1 期之月份為筆誤。「年譜」將「與商務印書館合辦純學術性刊

物《學原月刊》」繫於「一九四六年」，值得商榷。 
7 日人田邊元著，篇末標示：「譯者附誌 36 年 7 月」，及〈商務印書館初版新書 36 年 7

月份〉、〈商務印書館初版新書 36 年 8 月份〉兩篇，第 7 期編者附誌為「36 年 11 月」，

佐以譯者附誌，第 4 期應是 8 月出刊，但未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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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有「由救國民黨來救中國」的心願。  

初識香港華僑日報之岑維休、岑才生及歐陽百川諸先生。此一友誼持久

不變。三十年來。《華僑日報》提供了現實權勢之外的立足地。年底離

開廣州。 

3 月 14 日  

發表〈揭開中共土地政策之謎〉，見《中央周刊》(10 卷 11 期)，收

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5 月  

前曾去函請教熊十力先生有關「事物之理與天理分開之說」，熊先生

撰〈論事物之理與天理答覆徐佛觀〉8，見《學原》(1 卷 12 期)。 

1949 年 (民國 38 年)，四十七歲  

應蔣公之召，在溪口住四十天。  

在廣州與熊十力先生話別，自此人天永隔。 9 

5 月  

抵臺中。在臺中居住的時間長達二十年，與莊垂勝、張深切、楊逵、

葉榮鐘諸先生建立了真摯的友誼，完全脫離政界。 

6 月 16 日  

《民主評論》半月刊在香港創刊。 10 

發表〈現在應該是人類大反省的時代〉，見《民主評論》(1 卷 1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三)記所思》。  

7 月 1 日  

發表〈論政治的主流 --從「中」的政治路線看歷史的發展〉，見《民

主評論》(1 卷 2 期)，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集 )》、《學術與

政治之間 (甲、乙集 )》。  

8 月 1 日  

發表〈與李德鄰先生論改革〉，見《民主評論》(1 卷 4 期)，收入《論

戰與譯述》。  

                                                 
8 是篇首云：「來函問事物之理，與天理分開，此說諦否。吾於諸公文字尚少見，但就

來函度之，似未妥。天理豈與事物對立者乎。」 
9 按，《年表》「民國三十四年」條云：「孟春，在勉仁書院與熊十力先生話別，從此人

天永隔。」此處又在「民國三十八年」條云：「在廣州與熊十力先生話別，自此人天

永隔」，二者之中必有一誤，《年譜》僅見於「一九四五年」條。 
10按，版權頁題：「督印人：徐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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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6 日  

發表〈是誰擊潰了中國社會反共的力量〉，見《民主評論》 (1 卷 7

期)，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 (乙集 )》、《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乙

集 )》。  

10 月 16 日  

發表〈希臘的政治與蘇格拉底〉(譯述 )11，見《民主評論》(1 卷 9 期)，

收入《論戰與譯述》。 

11 月 16 日  

發表〈論自由主義與派生的自由主義〉，見《民主評論》(1 卷 11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1950 年 (民國 39 年)，四十八歲  

1 月 1 日 

發表〈文化精神與軍事精神 --湘軍新論〉，見《民主評論》(1 卷 14

期)，後見《新夏》(25 期，1971 年 11 月 30 日)，收入《學術與

政治之間 (甲集 )》、《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乙集 )》。  

2 月 1 日  

發表〈李德鄰先生是第三勢力嗎？〉，見《民主評論》(1 卷 16 期)，

收入《論戰與譯述》。  

2 月 16 日  

發表〈不能與不為 --閻百川先生應有的抉擇〉 12，見《民主評論》(1

卷 17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3 月 5 日  

發表，見〈第三勢力問題的剖析〉13，見《民主評論》(1 卷 18 期 )，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7 月 5 日  

發表〈一年來的變局〉 14，見《民主評論》(2 卷 1 期)，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遺》。  

                                                 
11篇前譯者誌云：「爰將日本出隆氏的《希臘人的政治與思想》一文，擇要譯出，以供

參證，而改了今名。」 
12按，作者署名「復觀」 
13按，「著述繫年」繫於「3 月 1 日」。《民主評論》為半月刊，前 3 卷各期的出刊日期，

有 1 日及 16 日出刊者，亦有 5 日及 20 日出刊者，儘可能核對原刊物的日期更正之。 
14按，「著述繫年」繫於「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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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  

發表〈美國在韓戰中應學取的教訓〉及〈盛世微言〉15，見《民主評

論》(2 卷 3 期)，前者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收入，後者《學

術與政治之間(甲集)》。  

9 月 5 日  

發表〈復性與復古〉 16，見《民主評論》(2 卷 5 期)，收入《徐復觀

文錄 (二 )文化》、《徐復觀文存》。 

9 月 20 日  

發表〈我們信賴民主主義〉17，見《民主評論》(2 卷 6 期 )「社 論 」，

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甲集)》、《學術與治之間(甲、乙集)》。  

10 月 5 日  

發表〈論中共政權〉 18，見《民主評論》(2 卷 7 期)，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遺》。  

11 月 20 日  

發表〈從中共看蘇俄的世界戰略〉 19，見《民主評論》(2 卷 10 期)

刊出，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1951 年 (民國 40 年)，四十九歲  

是年，次子帥軍在臺中出生。脫離現實政治。 

1 月 5 日  

發表〈一九五一年的考驗〉20，見《民主評論》(2 卷 13 期)，收入《徐

復觀最後雜文集》。  

1 月 23 日  

發表〈線裝書裏看團結 --答客問〉 21，見《新聞天地》，收入《徐復

                                                 
15按，篇末題：「此文原以〈臺灣在進步中的缺點〉為題用浮鷗的筆名刊出於 39 年 8 月

1 日，《民主評論》2 卷 3 期」。 
16按，《民主評論》2 卷 5 期封面題發刊日期為「9 月 5 日」，「論著繫年」及「著述繫年」

皆繫於「9 月 1 日」。 
17按，「著述繫年」繫於「9 月 16 日」，該期目錄未標示作者為「徐復觀」。 
18按，「著述繫年」繫於「10 月 1 日」。《民主評論》2 卷 13 期(1951 年 1 月 5 日)「中國

問題叢刊已出新書」，列出「徐復觀《論中共政權》台幣一元港幣四毫」，顯示該篇

文章發表後，曾被印製單行本發售。 
19按，收入該期「中共邁向大戰特輯」，「著述繫年」繫於「11 月 16 日」。 
20按，「著述繫年」繫於「1 月 1 日」。 
21按，「著述繫年」繫於「1954 年 1 月 23 日」。卷期待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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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雜文集(三)記所思》。  

3 月 20 日  

發表〈中國政治問題的兩個層次〉22，見《民主評論》(2 卷 18 期 )，

收入《學術與治之間(甲集)》、《學術與治之間(甲、乙集)》。  

4 月 30 日  

發表〈日政界元老古島訪問記〉 2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遺》。 24 

5 月 4 日  

發表〈何應欽在日本〉25，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5 月 8 日  

發表〈從平劇與歌舞伎座看中日兩國民族性〉 26，見《華僑日報》，

收入《學術與治之間(乙集)》、《學術與治之間(甲、乙集)》。  

5 月 12 日  

發表〈日本防衛的弱體及再軍備的構圖〉 27，見《華僑日報》，收入

《徐復觀雜文補遺》。  

5 月 22 日、23 日  

發表〈對日佔領政策的演變〉 28，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遺》。  

6 月 5 日  

發表〈共產黨的人性〉29，見《民主評論》(2 卷 23 期)，收入《徐復

觀最後雜文集》。  

                                                 
22按，「著述繫年」繫於「3 月 16 日」。 
2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24按，「著述繫年」註云：1957 年 7 月於東大記〈從平劇與歌舞伎座看中日兩國民族性〉：

「民國 40 年從 3 月到 9 月，曾以《華僑日報》駐東京特派員名義，住在東京，並以

司托噶的筆名為該報寫了若干通訊。茲錄存此篇以作紀念。」五十年代內有*者皆屬

於該通訊的文章，五十年代有*者皆署以「斯圖噶 j。 
2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26按，篇首題：「民國 40 年從 3 月至 9 月，曾以《華僑日報》駐東京特派員名義，住在

東京，並以司托噶的筆名為該報寫了若干通訊。茲錄存此篇以作紀念。」「著述繫年」

繫於「1951 年 6 月 2 日、3 日」。 
2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28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29按，篇末署「五月十日于東京」，「著述繫年」繫於「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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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6 日  

發表〈由對日和約看中日關係〉 30，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遺》。  

6 月 26 日、27 日  

發表〈日本社會的再編成〉 31，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遺》。  

7 月 9 日  

發表〈朝鮮戰爭面面觀〉 32，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遺》。  

7 月 21 日  

發表〈在日本守不住日本！〉 3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遺》。  

7 月 28 日  

發表〈日本面臨中日關係的歧途〉 34，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遺》。  

8 月 4 日  

發表〈日本向天國的悲訴〉 35，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遺》。  

8 月 5 日  

發表，見〈日本人對台灣的殘夢〉 36，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遺》。  

8 月 20 日  

發表〈日本民族性格雜談〉37，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

《徐復觀文錄選粹》。  

8 月 23 日  

                                                 
3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2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4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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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日本社會黨的一斷面〉 38，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遺》。  

9 月 6 日  

發表〈悼陳果夫先生〉，見《中央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遺 》。 

10 月 16 日  

發表〈從一個國家來看心、物、與非心、非物〉，見《自由中國》(5

卷 8 期)39，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三)記所思》。  

11 月 25 日  

發表〈辛亥革命精神之墜失痛悼居正先生〉 40，見《中央日報》，收

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12 月 16 日  

發表〈儒家政治思想的構造及其轉進〉，見《民主評論》(3 卷 1 期)41，

《學術與治之間(甲集)》、《學術與治之間(甲、乙集)》。刊出。  

1952 年 (民國 41 年)，五十歲  

是年，應臺中省立農學院林一民先生之邀，在該校任教，教授「國際組

織與國際現勢」。 

1 月 5 日  

發表刊出〈如何解決反共陣營中的政治危機〉42，見《民主評論》(3

卷 2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4 月 5 日、20 日  

發表〈索羅金論西方文化的再建〉(上、下，譯述 )43，見《民主評論》

(3 卷 8 期及 9 期)，收入《論戰與譯述》。  

5 月 1 日  

發表〈「計劃教育」質疑〉44，見《自由中國》，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38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9按，「論著繫年」僅標示 10 月，無日期。 
40按，「著述繫年」僅題「辛亥革命精神墜失」。 
41該期有〈復刊辭〉，敘述該刊停刊、復刊的過程及未來的展望。 
42按，「著述繫年」繫於「1 月 1 日」。 
43按，「著述繫年」繫於「4 月 1 日及 16 日」。上篇之譯者云：「此係節譯自索羅肯氏著

《人性之再建》一書中原第 6 第 7 第 83 章，由譯者冠以此名發表。……全書是節譯本，

將另加整理付印。而翻譯時所根據譯者是日本北聆吉氏的日譯本，附此申明。」 
44按，「論著繫年」未收錄。卷期待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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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  

5 月 5 日  

發表〈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與新生〉45，見《民主評論》(3

卷 10 期)副刊，收入《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 

7 月 7 日  

發表〈毛澤東「矛盾論」的現實背景〉46，見《中國一周》(115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7 月 12 日  

發表〈中國民族精神之墜落〉 47，見《自由人》，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遺》。  

7 月 20 日  

發表〈與程天放先生談道德教育〉48，見《民主評論》(3 卷 15 期 )，

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集 )》、《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乙集 )》。 

8 月 5 日  

發表〈誰賦豳風七月篇 --農村的記憶〉 49，見《民主評論》(3 卷 16

期)，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集 )》、《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乙

集 )》。  

9 月 5 日  

發表〈懷古與開來 --答友人書 (一 )〉50，見《民主評論》(3 卷 18 期)，

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集 )》、《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乙集 )》。 

9 月 13 日  

                                                 
45按，「論著繫年」先繫於「1951 年 3 月初版」，又繫於「1952 年 5 月 5 日」，標示：「單

行本」。「著述繫年」先繫於「5 月 1 日」。《民主評論》3 卷 10 期〈目錄〉列有該篇，

但在頁 3 的「啟事」說：「徐復觀先生著《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與新生》，印

成單冊，隨本刊奉贈，不另收費，讀者如發現遺漏，可向代售人索要。」應非已於「1951
年 3 月初版」了。 

46按，「論著繫年」僅標示「7 月」。 
4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卷期待補。 
48按，篇首云：「中央日報 6 月 29 日和 30 兩天，連載有教育部長程天放先生〈我們今

日所需要的教育〉的大文」，篇末署：「7 月 2 日于台中」「著述繫年」繫於「7 月 16
日」。 

49按，「著述繫年」繫於「8 月 1 日」。篇末署「6 月 20 日于台中」。 
50按，「著述繫年」繫於「9 月 1 日」。「論著繫年」篇名作「懷古與開來(與友人書之一)」。

作者署「復觀」，篇末署「8 月 11 日于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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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見〈反共應驅逐自由主義嗎？〉51，見《自由人》，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遺》。  

9 月 20 日  

發表〈文化的中與西 --答友人書 (二 )〉 52，見《民主評論》(3 卷 19

期)，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集 )》、《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乙

集 )》。  

9 月 28 日  

發表〈祀孔，是我們的光榮和安慰〉，見《中央日報》孔子誕辰暨教

師節紀念特刊第 7 版。  

10 月 5 日  

發表〈當前讀經問題之爭論〉53，見《民主評論》(3 卷 20 期)，收入

《徐復觀文錄 (二 )文化》、《徐復觀文錄選粹》。  

10 月 16 日  

發表〈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健全發展的商榷〉 54，見《自由中國》(7

卷 8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10 月 29 日  

發表〈兩種政治，兩種政黨〉 55，見《自由人》，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遺》。  

11 月 5 日  

發表〈在蔣總裁的偉大啟示下來檢討當前反共的政治問題〉56，見《民

主評論》(3 卷 22 期)，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集 )》。  

11 月 20 日  

發表〈儒教對法國的影響〉 (節譯 )57，見《民主評論》(3 卷 23 期)，

                                                 
5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卷期待補。 
52按，「著述繫年」繫於「9 月 16 日」。「論著繫年」篇名作「文化的中與西(與友人書之

二)」。作者署「復觀」。 
53按，「著述繫年」繫於「10 月 1 日」。「論著繫年」篇名多「為孔誕紀念而作」。篇末署

「附記：本文所說的經，是以十三經為範圍底。9 月 12 日夜於台中」。 
54按，「論著繫年」僅標示「10 月」。 
5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卷期待補。 
56按，「著述繫年」繫於「11 月 1 日」，註云：收入〈甲集〉時改名為〈一個錯覺〉。「論

著繫年」重復著錄，但第二條標題改為「蔣總『統』」而非「蔣總『裁』」。篇末署「10

月 12 日于台中」。 
57按，「著述繫年」繫於「11 月 16 日」，註云：筆名「徐天行」。篇首云：「日本文學博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11 期 

 94

收入《徐復觀文錄 (二 )文化》、《徐復觀文存》。  

1953 年 (民國 42 年癸巳 ) 五十一歲  

1 月 5 日  

發表〈從現實中守住人類平等自由的理想〉 58，見《民主評論》 (4

卷 1 期)，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 (乙集 )》、《徐復觀雜文集 (二 )

看世局》。  

1 月 16 日  

發表〈政治與人生〉，見《人生》 (4 卷 6 期 )，收入《學術與政治之

間 (甲集 )》、《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乙集 )》。  

2 月 20 日  

發表〈學問的方法〉59 (譯)，見《民主評論》(4 卷 4 期 )，收入《論

戰與譯述》。  

3 月 27 日  

發表〈史達林死後的世局〉 60，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遺》。  

4 月 5 日  

發表〈歷史哲學中的傳統問題〉，見《民主評論》 (4 卷 7 期 )，收入

《論戰與譯述》。  

4 月 21 日  

發表〈蘇俄和平攻勢下的韓戰問題〉61，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遺》。  

5 月  

出版《中國人之思維方法》 (譯著，中國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版 )。   

5 月 5 日  

                                                                                                                              
士後藤末雄氏，在 1953 年譯出法人布留格于 1784 年所著之《儒教大觀》，他為了說

明其所以譯此書的動機，特在前面加上一篇〈譯者的話〉，小標題為『儒教對日本及

法國的影響』，向讀者簡單扼要底敘述儒教傳入兩國的經過及其所發生的作用。友人

莊遂性先生見其可以證成吾輩平日對自己傳統文化之意見，……摘要譯出。前段關

于日本方面者全部割愛。僅譯有關法國之一部分，而亦稍有刪節，改用現標題刊出，

以供社會參考。」 
58按，「著述繫年」繫於「1 月 1 日」。 
59按，「著述繫年」繫於「2 月 16 日」，筆名「徐天順」。 
6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6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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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中國的治道 --讀陸宣公傳集書後〉62及，見《民主評論》(4 卷

9 期 )，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集 )》、《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

乙集 )》、《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中國文學論集續

篇》。  

6 月 20 日  

發表〈理與勢 --自由中國的信念〉(社論 )、〈會議的西方運動〉，見《民

主評論》 (4 卷 12 期 ) 63，前者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集 )》、

《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乙集 )》；後者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8 月 20 日  

發表〈認取蘇聯所給與人類的教訓〉及〈日本真正漢學家安岡正篤

先生〉，見《民主評論》(4 卷 16 期 ) 64，前者收入《徐復觀雜文

集(二)看世局》；後者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8 月 21 日  

發表〈藝術的若干基本問題 (一 )〉 65，《人生》，收入《詩的原理》。  

9 月 1 日  

發表〈藝術的若平基本問題 (二 )〉66，見《人生》，收入《詩的原理》。 

9 月 5 日  

發表〈史達林的笑話〉67，見《自由人》，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遺 》。 

9 月 21 日  

發表〈藝術的若干基本問題 (四 )〉68，見《人生》，收入《詩的原理》。 

                                                 
62按，「著述繫年」繫於「5 月 1 日」，並收錄〈愛因斯坦論自由〉，標示收入《論戰與譯

述》，東海館藏缺 4 卷 1 期至 12 期，未能核對，但《論戰與譯述》頁 240~241 收入

此篇，篇末署「四二、五、五」，未標出處(其餘諸篇皆標示出處)，暫記於附註，待

核。且李維武〈徐復觀著作編年目錄〉亦未收錄。 
63按，「著述繫年」繫於「6 月 16 日」。 
64按，「著述繫年」繫於「8 月 16 日」。 
6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著述繫年」註云：1953 年和 1954 年凡有@者皆徐復觀借

妻「王世高」之名刊於《人生》之譯稿，後全收入荻原朔太郎著《詩的原理》。卷期

待補。 
6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著述繫年」註云：1953 年和 1954 年凡有@者皆徐復觀借

妻「王世高」之名刊於《人生》之譯稿，後全收入荻原朔太郎著《詩的原理》。卷期

待補。 
6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卷期待補。 
68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著述繫年」註云：1953 年和 1954 年凡有@者皆徐復觀借

妻「王世高」之名刊於《人生》之譯稿，後全收入荻原朔太郎著《詩的原理》。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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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 日  

發表〈藝術的若干基本問題 (續 )〉69，見《人生》，收入《詩的原理》。 

10 月 5 日  

發表〈論組織〉70，見《民主評論》(4 卷 19 期 )，收入《學術與政治

之間 (甲集 )》、《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乙集 )》。  

10 月 20 日  

發表〈學術與政治之間〉71，見《民主評論》(4 卷 20 期 )，收入《學

術與政治之間 (甲集 )》、《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乙集 )》。  

11 月 17 日  

發表〈為菲律賓偉大的前途祝福〉 72，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遺》。  

12 月 5 日  

發表〈「民主政治價值之衡定」讀後感〉73，見《民主評論》(4 卷 23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三 )記所思》、  

12 月 7 日  

發表〈論李承晚〉 74，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三 )看

世局》、  

12 月 19 日  

發表〈是精神，還是驅殼？〉 75，見《自由人》，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遺》。  

1954 年 (民國 43 年甲午 )五十二歲  

1 月 5 日、2 月 5 日  

發表〈近代的精神與批判的精神〉(譯)76，見《民主評論》(5 卷 1 期

                                                                                                                              
待補。 

69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著述繫年」註云：1953 年和 1954 年凡有@者皆徐復觀借

妻「王世高」之名刊於《人生》之譯稿，後全收入荻原朔太郎著《詩的原理》。卷期

待補。 
70按，「著述繫年」繫於「10 月 1 日」。 
71按，「著述繫年」繫於「10 月 16 日」。 
72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73按，「著述繫年」繫於「12 月 1 日」。 
74按，「著述繫年」繫於「1954 年 12 月 7 日」。 
7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卷期待補。 
76按，「著述繫年」繫於「1 月 1 日及 2 月 1 日」，「論著繫年」僅標註「5 卷 1 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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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3 期 )，收入《論戰與譯述》。  

1 月 9 日  

發表〈為生民立命〉，見《人生》 (7 卷 2 期 )，收入《學術與政治之

間 (乙集 )》、《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乙集 )》、《儒家政治思想與民

主自由人權》 77。  

1 月 13 日  

發表〈吳稚暉先生的思想〉 78，見《自由人》，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遺》。  

2 月 5 日  

發表〈台灣的選舉戰〉79，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3 月 4 日  

發表〈從貪污事件看日本政治〉 80，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遺》。  

3 月 20 日  

發表〈自由的討論〉 81，見《民主評論》 (5 卷 6 期 )，收入《徐復觀

雜文集 (三 )記所思》。  

3 月 31 日  

發表〈論政治領導的藝術〉 82，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集 (三 )記所思》。  

4 月 11 日  

發表〈詩的原理 (一 )--詩的本質〉83，見《人生》，收入《詩的原理》。 

4 月 20 日  

發表〈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的命運〉84，見《民主評論》

(5 卷 8 期 )，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集 )》、《學術與政治之間

                                                                                                                              
月 5 日」。 

77按，「著述繫年」未標明是篇亦收入「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一書。 
78按，「論著繫年」未收錄。卷期待補。 
79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8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81按，「著述繫年」繫於「3 月 16 日」。 
82按，「著述繫年」繫於「1955 年 3 月 31 日」。 
8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卷期待補。 
84按，「著述繫年」繫於「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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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集 )》、《知識份子與中國》 85。 

發表〈自由中國政治新動向〉 86，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遺》。  

5 月 1 日  

發表〈詩的原理 (二 )--人生中的詩的概觀〉87，見《人生》，收入《詩

的原理》。  

5 月 15 日  

發表〈鎮邊府戰術的世界性〉 88，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遺》。  

5 月 23 日  

發表〈向日本人士的諍言〉，見《中央日報》第 3 版；再刊於《華僑

日報》(5 月 24 日及 25 日 )，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 (乙集 )》、《學

術與政治之間 (甲、乙集 )》。  

6 月 1 日  

發表〈準備反攻的「好人內閣」〉，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遺》。  

6 月 5 日  

發表〈懶惰才是妨礙中國科學化的最大原因〉89，見《民主評論》(5

卷 11 期 )「社論」，收入《徐復觀文錄 (三 )》、《徐復觀文存》。  

6 月 15 日  

發表〈日本德川時代之儒學與明治維新〉，見《三民主義半月刊》(28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7 月 15 日  

發表〈痛悼湯恩伯將軍〉，見《中央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7 月 25 日  

發表〈自由中國外交應有的反省〉 90，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85按，「著述繫年」未標明是篇亦收入「知識份子與中國」一書，且是書亦未見於「著

述繫年」所列 32 著作中。 
8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8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卷期待補。 
88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89按，「著述繫年」繫於「6 月 1 日」。 
9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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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雜文補遺》。  

7 月 30 日  

發表〈憂患之文化 --壽錢賓四先生〉，見《中央日報》第 3 版，收入

《學術與政治之間(乙集)》。  

7 月 31 日  

發表〈讀程滄波「歷史文化與人物」〉，見《自由人》91，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遺》。  

8 月 5 日  

發表〈陸象山的政治思想〉92，見《民主評論》(5 卷 15 期 )，收入《象

山學述》、《中國思想史論集》。 93 

8 月 8 日  

與台北文化界人士錢思亮、劉真、牟宗三郎維漢等人，在彭園舉行

宴會，為錢穆教授六秩壽誕補行慶祝。 94 

8 月 20 日  

發表〈給張佛泉先生的一封公開信 --環繞著自由與人權的諸問題〉

95，見《民主評論》 (5 卷 16 期 )，收入《論戰與譯述》。  

9 月 5 日  

發表〈科學哲學之展望〉96，見《民主評論》(5 卷 17 期 )，收入《論

戰與譯述》。  

9 月 11 日  

發表〈政治的軌範〉97，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遺 》。 

9 月 19 日  

參與聯合報社發行三週年的時論專集《民主與自由》選編，選定〈我

們面對的政治情勢〉，將我們生活時時所接觸到的現實，加以含

                                                 
91按，「論著繫年」標示為「自由報 356 民 43.7」。卷期待補。 
92按，「著述繫年」繫於「8 月 1 日」。 
93按，「著述繫年」標示收入「1959」及「1967」兩種的《中國思想史論集》中，並註

云：為〈象山學述〉(4-5)的最後一節。 
94參見《聯合報》1954 年 8 月 8 日第 3 版「藝文天地」。 
95按，「著述繫年」繫於「8 月 16 日」。 
96按，「著述繫年」繫於「9 月 1 日」。 
9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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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的批判 98。  

9 月 25 日  

發表〈從宣傳問題看我們的前途〉，見《新聞天地》 99，收入《徐復

觀雜文集(三)記所思》。  

發表〈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 100，見《中國政治思想與政治制度論

集》，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集)》、《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乙

集 )》、《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中國思想史論集續

篇》。 

9 月 28 日  

發表〈中國自由社會的創發〉，見《中央日報》「孔子誕辰紀念專號」，

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 (乙集)》、《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乙集 )》、

《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  

10 月 25 日  

發表〈中國人與美國人〉，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三)

記所思》。  

11 月 26 日  

發表〈祝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101，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遺》。  

12 月 5 日  

發表〈象山學述〉 102，見《民主評論》 (5 卷 23 期副刊 )，收入《中

國思想史論集》。  

發表〈象山思想的綱維 --辨志、義利之辨、復其本心〉103，見《民主

評論》(5 卷 23 期 )，收入《象山學述》第三節、《中國思想史論

集》、《中國哲學史論文集--宋明篇》(牧童版)。  

 

                                                 
98參見《聯合報》1954 年 9 月 16 日第 1 版、2 版，韓勉〈「民主與自由」簡介〉。 
99卷期待補。 
100按，「論著繫年」繫於「9 月 25 日」，「著述繫年」繫於「11 月」。出版日期待補。 
10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02按，「著述繫年」繫於「12 月 1 日」。 
103按，「著述繫年」未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