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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年表 

徐復觀先生學行年表 (三 ) 

流通組 謝鶯興編 

1961 年(民國 50 年)，五十九歲  

1 月  

發表〈動亂時代中的大學生〉，見《東風》 (2 卷 1 期 )，收入《徐復

觀文錄(四)》、《徐復觀文存》。  

1 月 1 日  

發表〈五十年來的中國學術文化〉1，見《聯合報》，再刊於《醒獅》

復刊 26 期，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 

1 月 5 日  

發表〈從一首詩看杜甫沉鬱的境界〉 (洪銘水著 )之〈跋〉，見《民主

評論》(12 卷 1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1 月 14 日  

發表〈關於「牢獄的邊緣」一文〉2，見《新聞天地》(第 17 年 2 期 )，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1 月 20 日  

發表〈荀子經驗主義的人性論〉3，見《民主評論》(12 卷 2 期 )，收

入《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  

1 月 25 日  

發表〈一個中國的人文主義所了解的當前宗教問題〉，見《葡萄園》

(16 期 )。  

2 月  

發表〈墨子的兼愛與天志〉4，見《人生》(21 卷 6 期 )，收入《中國

                                                 
1 標題有「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紀念特刊」等字，篇末署「四九、十二、二五於東海大

學」。 
2 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是篇包含徐先生兩封信及卜少夫一封信，是針對徐先生原

本答應要寫〈牢獄的邊緣〉給卜少夫，後卜先生寄送香港時，卻失踪未見，邀請再

從底稿抄付，以及徐先生的回覆。 
3 按，「著述繫年」繫於「1 月 16 日」，註云：此乃《人性論史》初稿之五，改名為〈第

八章 從心善向心知--荀子經驗主義的人性論〉。 
4 按，「著述繫年」註云：此乃《人性論史》初稿之六，改名為〈第十章 歷史的另一傳

承--墨子的兼愛與天志〉。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13 期 

 68

人性論史先秦篇》。  

2 月 8 日  

發表〈世界危機中的人類〉5，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存》。 

2 月 18 日  

發表〈人類未來的形像〉 6，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存》。 

2 月 25 日  

發表〈人口問題的憂鬱〉 7，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存》。 

2 月 26 日  

發表〈從一個大學校長的角逐，看我們的理性良心〉8，見《聯合報》，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3 月 6 日  

參加東海大學第十七次校務會議，被推舉為發展校務小組的委員。9 

3 月 14 日  

發表〈科學王國中的「後史人」〉10，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文存》。  

3 月 18 日  

因立法院張道藩院長伉儷蒞臨東海參觀，與徐道鄰、陳其寬兩人作

陪。 11 

從東海大學致信屈萬里，首先問候「病十二指腸」事，次則表示屈

先生「在《新時代》三期所發表之大作」，認為「吾人對於古代

之玄遠世界，所能了解者甚少」，「以自己所能了解者為真，未

曾了解者為假，而輕相排斥，影響自己與某一門學問方面之進

                                                 
5 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著述繫年」註云：1961 年著作有++者皆為「未來世界通

訊」系列。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

見是篇，暫記於此。 
6 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

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7 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

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8 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聯合報》1961 年 3 月 9 日，署名「友序」投書「大家談」，

標題為〈讀徐復觀先生的談論後〉， 
9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53 期，民國 50 年 3 月 16 日第 1 版。 
1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

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11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52 期，民國 50 年 3 月 1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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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指出屈先生之論點--「對以《洪範》所舉各條」，「殆全不

能成立」。表明他「暑假中將針對劉節及兄之立說，寫有關《洪

範》一文，並涉及《商書》及對先秦資料批判等問題。」以自

己「近寫成〈老子其人其書的考證〉一文，否定自己過去之觀

點，而與胡先之觀點極為接近。由此益知材料批判之難，立說

之不易」的看法。篇末提及魯實先之近著事。 12 

3 月 30 日  

發表〈一個歷史學家的迷惘〉1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存》。 

4 月 4 日  

從東海大學致信屈萬里，首先表示「欣悉貴恙已根治痊愈，誠屬大

幸」。次則提及「近數十年之考據工作」他感到「首先材料之批

判，多採取是則全是，非則全非之態度。此與歷史『傳說』之

性質不合。近年來因對神話研究之進步，知各民族之神話，歷

史悠久，然其中亦保留某一部份或某一性質之真實材料；不能

因其中雜有虛誕，及逐次增加之材料，而一概加以抹煞。由此

可以類推，對傳說材料之處理，特須慎太史公所謂『疑則傳疑，

蓋其慎也』，即指此類材料而言。其次，則常將傳說之發生、流

傳、演變、與由文字整理為某一定型等，混為一談。常執定其

中之某一段片，以論定其全般之時代與性質。簡言之，即缺乏

歷史的發展觀念。因上二因，故肯定傳統統者，只是籠統的肯

定；否定傳統者，亦係籠統的否定。」「適之先生曾提倡一『緩』

字，實中數十年學風之弊」。信末表示「暑假中擬寫〈陰陽五行

考〉一文 (內附論《甘誓》、《洪範》、《易傳》 )」事。 14 

4 月 5 日  

發表〈道家人性論的創始者 --老子的道與德〉15，見《民主評論》(12

卷 7 期)，收入《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  

4 月 13 日  

                                                 
12見「佚書十九封」之八。 
1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

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14見「佚書十九封」之九。 
15按，「著述繫年」繫於「4 月 1 日」，註云；此乃《人性論史》初稿之七，改名為〈第

十一章 文化新理念之開創--老子的道德思想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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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分屍案只有希望因果報應來解決〉16，見《聯合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4 月 15 日  

發表〈開幕乎？閉幕乎？〉17，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存》。 

4 月 20 日  

參加東海大學在會議室召開的 4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18 

5 月 6 日  

從東海大學致信屈萬里，說明打官司以及放棄《民主評論》所給予

之津貼，轉而增加在香港出刊的《天文臺》稿件，原擬在暑假

完成之工作，遂不能不放棄。 19 

5 月 5 日、20 日  

發表〈莊子的祈嚮精神自由王國的人性論〉 20，見《民主評論》 (12

卷 9 期及 10 期 )，收入《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  

5 月 22 日  

從東海大學致信屈萬里，說明中文系已有六位同事正式通知學校當

局，與魯實先斷絕關係。信末問候屈先生手術後的狀況，希望

他注重調養。 21 

5 月 25 日  

發表〈立言的態度問題〉，見《華僑日報》，1961 年 6 月 20 日再刊

於《民主評論》(12 卷 12 期)22，收入《徐復觀文錄(四)》。  

5 月 30 日、31 日  

                                                 
1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徐先生投書之後，《聯合報》繼於 1961 年 5 月 3 日報導〈空

軍總部檢察官 任兵亦提出控告〉、〈孕婦分屍案餘波激盪，柳哲生夫婦提出自訴 控

本報及徐復觀誹謗〉，5 月 4 日報導〈柳哲生自訴狀 昨日送達法院〉，5 月 5 日報導〈柳

哲生自訴案 梁仰芝承辦〉，5 月 19 日報導〈一天雲霧俱散盡，分屍案餘波靜止，柳

哲生任兵撤回訴訟，報界開酒會表示慰問〉等的後續消息。 
17按，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

暫記於此。 
18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55 期，民國 50 年 5 月 1 日第 2 版。 
19見「佚書十九封」之十。 
20按，「著述繫年」繫於「5 月 1 日、5 月 16 日」，註云：此乃《人性論史》初稿之八，

改名為〈第十二章 老子思想的發展與落實--莊子的「心」〉。 
21見「佚書十九封」之十一。 
22按，「著述繫年」註云：此文《文錄》所收不全，幸原文可於《華僑日報》中找回，

再刊於《民主評論》12 卷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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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一個原子物理學家論科學與藝術〉 23，見《華僑日報》，收入

《徐復觀文錄(三)》、《徐復觀文存》。  

6 月  

發表〈有關老子其人其書的再檢討〉24，見《東海學報》(3 卷 1 期)  25，

1961 年 9 月 5 日及 9 月 20 日又刊於《民主評論》(12 卷 17 期及

18 期)，收入《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 

6 月 5 日  

發表〈三月二十九日余與子美繭廬衡之偕中文系應屆畢業生遊阿里

山〉26，見《民主評論》(12 卷 11 期)，收入《中國文學論集續篇》。 

6 月 27 日  

發表〈看南韓變局〉 27，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

國際政治卷上》。  

7 月 5 日  

發表〈生與性 --作為中國人性論史的方法問題〉 28，見《民主評論》

(12 卷 13 期 )，收入《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  

7 月 17 日  

發表〈非人間的藝術與文學〉 29，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

錄(三)》、《徐復觀文存》。  

7 月 26 日  

發表〈政治的藝術與魔術 --談法國大革命前夕的三級會議〉30，見《自

由報》(151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8 月 3 日  

發表〈達達主義的時代信號〉，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

                                                 
23按，「論著繫年」僅繫於「5 月 30 日」。 
24按，「著述繫年」繫於「9 月 1 日及 9 月 16 日」。 
25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55 期，民國 50 年 5 月 1 日第 1 版，記載：「東海學報第三

卷第一期，業已開始排印，第六月初旬出版，本期內容更為豐富，有徐復觀〈老子

其人與書的再攷察〉」。 
26按，「著述繫年」繫於「6 月 1 日」，「論著繫年」標示：「1961 年 3 月 29 日」。 
2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28按，「著述繫年」繫於「7 月 1 日」，註云：收入《人性論史》時改名為〈生與性--中

國人性論史的一個方法上問題〉。 
29按，「著述繫年」註云：收入《文存》改名為〈非人的藝術與文學〉。 
3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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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徐復觀文錄選粹(文學藝術篇)》。  

8 月 14 日  

發表〈現代藝術的歸趨〉31，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三)》、

《徐復觀文存》。  

9 月 2 日、3 日  

發表〈現代藝術的歸趨 --答劉國松先生〉32，見《聯合報》，收入《論

戰與譯述》。  

9 月 3 日  

發表〈從藝術的變，來看人生的態度〉3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文錄(三)》、《徐復觀文錄選粹(文學藝術篇)》。  

9 月 8 日  

發表〈文化與政治〉 34，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存》。  

9 月 14 日  

與孫克寬先生聯名推薦聶華苓小姐在東海中文系兼任「現代文藝」

課程。  

9 月 23 日  

發表〈西方文化之重估〉35，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文 存 》。 

發表〈話鬼〉，見《新聞天地》(第 17 年 38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

集(四)憶往事》。  

                                                 
31是篇發表後，劉國松於《聯合報》1961 年 8 月 29 日至 30 日，發表〈為什麼把現代藝

術劃給敵人？--向徐復觀生先請教〉，係針對該文標題後方體黑字寫：「現代的抽象藝

術，到底會走到那裡去呢？現代藝術家自身，不會提出這種問題；並且可能認為凡

是提出此一問題的，即是不懂藝術，即是破壞藝術。」 
32按，「論著繫年」收錄有二，一為「8 月 14 日」發表於《華僑日報》的〈現代藝術的

趨歸〉，標示收入「《徐復文錄(三)》」；一為「8 月 30 日」未註明出處的〈現代藝術

的歸趨答劉國松先生〉。劉國松見到該篇後，隨即於《聯合報》1961 年 9 月 6 日至 7
日，發表〈自由世界的象徵--抽象藝術。抽象藝術是唯心的，是否定唯物論的；是積

極建設的，而非虛無的〉文章。9 月 9 日，《聯合報》登出謝愛之〈也談抽象畫的問

題〉；9 月 11 日登出陳錫勳〈關於抽象畫〉等人的見解。 
33按，「論著繫年」繫於「11 月 5 日」。「著述繫年」註云：收入《文錄》改名為〈從藝

術的變‧看人生的態度〉。 
34按，「論著繫年」未收錄，僅見篇名為「藝術與政治」。「著述繫年」註云：收入《文

存》之〈藝術與政治〉(12,14)僅為〈文化與政治〉之節錄。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

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3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

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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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 日  

發表〈愛與美〉，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三)》、《徐復

觀文存》。  

10 月 5 日、20 日、11 月 5 日  

發表〈陰陽五行觀念之演變及若干有關文獻的成立時代與解釋的問

題 (上、中、下 )〉36，見《民主評論》 (12 卷 19 期至 21 期 )，收

入《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  

10 月 10 日  

發表〈中國歷史運命的挫折〉 37，見《徵信新聞報》，收入《中國思

想史論集》。  

10 月 16 日  

發表〈當前思想家的任務〉 38，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集(三)記所思》。 

兼任東海大學 50 學年度東海學報委員會、校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

等委員。本學期請假。 39 

11 月 4 日  

發表〈給虞君質先生一封公開的信〉40，見《新聞天地》(第 17 年 44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三)記所思》、《論戰與譯述》。  

11 月 5 日  

發表〈現代藝術的反省〉41，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三)》、

《徐復觀文錄選粹(文學藝術篇)》。  

11 月 11 日  

參加東海大學 50 學年第 1 學期校務會議，被推舉為校務發展研究委

                                                 
36按，「著述繫年」繫於「10 月 1 日、10 月 16 日、11 月 1 日」篇名作「陰陽五行觀念

之演變及若干文獻的成立時代與解釋問題」。 
3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8按，「論著繫年」繫於「10 月 6 日」。 
39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60 期，民國 50 年 10 月 16 日第 2 版；第 61 期，民國 50 年

11 月 1 日第 2 版及第 3 版。 
4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是篇針對虞君質在 10 月 18 日《新生報》發表〈抽象平議〉

而發，認為「站在義理之學的立場，不應當把您與居浩然等量齊觀，所以應當給您

一個公開的答復。」 
41按，「論著繫年」篇名題「現代藝術對自然的叛逆」。「著述繫年」註云；收入《文錄》

改名為〈現代藝術對自然的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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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委員。 42 

11 月 14 日  

發表〈人類前途的新保證〉，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二)

看世局》。  

11 月 20 日  

發表〈現代藝術〉 (蕭欣義譯 )之〈附誌〉 43，見《民主評論》(12 卷

22 期 )刊出，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11 月 22 日  

應東海任賜瑞牧師邀請，在週會中以「一個中國的人文主義者所了

解的當前宗教問題」為題，說明宗教在當前所遭遇的危機與其

個人看法。 44 

12 月  

發表〈重印名相通釋序〉，見《佛家名相通釋》 (廣文書局重印本 )，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12 月 3 日  

發表〈論選文、註解與翻釋〉45，見《聯合報》刊出，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12 月 5 日  

發表〈有靦面目 --附轉載來文四篇〉46，見《民主評論》(12 卷 23 期 )，

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三)記所思》、《論戰與譯述》。  

12 月 20 日  

                                                 
42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62 期，民國 50 年 11 月 16 日第 2 版。 
4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44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63 期，民國 50 年 12 月 1 日第 1 版。 
45按，「著述繫年」註云：未收錄。再刊時改名〈中國文學的選、注、譯等問題--梁選「古

今文選」序〉，見《人生》23 卷 3 期(總 267)，1961 年 12 月 16 日。篇末署「五十年

十一月」是篇提及：「吾友梁先生容若，以十餘年精勤之力，選注了古今文四百多篇。

在體例方面，是綜合選文的性質；在內容方面，可以說是含有多方面的開發目標。

這對傳統的選文而言，實表示了一種時代的開放性。容若在〈我如何編注音詳解古

今文選〉一文中，舉出了六個動機，在我看，都可以算是完滿達成了；尤其是在注

音及注解方面的成就最大。」 
46按，「著述繫年」繫於「12 月 1 日」，篇名無「附轉載來文四篇」，註云：收入《記所思》

改名為〈虛偽地學術爭論--附轉載文四篇〉。「論著繫年」標示「1961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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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47，見《民主評論》(12 卷 24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論戰與譯述》。  

12 月 21 日  

發表〈科學與道德〉48，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選 粹 》。 

1962 年(民國 51 年)，六十歲  

1 月  

發表〈南強詩集序〉 49，見《東風》 (2 卷 5 期 )，收入《中國文學論

集續篇》。  

1 月 11 日  

參加東海大學在行政大樓會議室舉行的「東海學報編輯委員會」會

議。 50 

1 月 20 日  

發表〈答虞君質教授〉51，見《民主評論》(13 卷 2 期 )，收入《論戰

與譯述》。  

1 月 24 日、27 日、31 日  

發表〈當前的文化問題，答客問〉 52，見《自由報》(203~205 期 )，

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2 月 1 日  

                                                 
47「小傳」記載：「五十年，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在一次演講中說到『東方文化沒有靈

性』受到復觀鋒銳批評，其後『西化派』(殷海光等)、『傳統派』(徐復觀等)展開論戰。

五十一年，適因心臟病去世，論戰並未因此而結束。」按，《文星》(第 9 卷第 4 期)
〈編輯室報告〉說：「胡適之先生在『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的演講詞〈發展科學所

必需的社會改革〉譯文，發表在本刊第 50 期(50 年 12 月 1 日出版)。此文涉及到東

西方的文化問題，最重要的一點，是他指出東方--尤其是中國文化，已經失去了靈性，

否則不會容許婦女纒足的風氣延續了一千餘年。」「他說得不夠清楚，因此引起了海

內外文化界人士一片叱責之聲，駁斥他不該渺視中國文化，和不該倡導『全盤西化』

論。徐復觀先生在《民主評論》上斥胡先生之言是『中國人的耻辱，東方人的耻

辱』。……胡適這篇演講，居然把很多人從睡夢中吵醒，就憑這一點衝刺性，已經夠

瞧的了。……因此，對於最近發生的東西文化論辯，我們非常重視。」 
48按，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

暫記於此。 
49按，「著述繫年」註云：收入《中國文學論集續篇》時改名為〈林資修南強詩集序〉。 
50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66 期，民國 51 年 1 月 16 日第 1 版。 
51按，「著述繫年」繫於「1 月 16 日」。「諭著繫年」繫於「1961 年 12 月 25 日」，但刊

物的期數相同。 
52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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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一個中國人文主義者所了解的當前宗教 (基督教 )問題〉53，見

《人生》(23 卷 6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2 月 5 日  

發表〈易傳中的性命思想〉 54，《民主評論》 (13 卷 3 期 )，收入《中

國人性論史先秦篇》。 

2 月 9 日、10 日  

發表〈自由中國當前的文化爭論〉，見《華僑日報》，同年 6 月再刊

於《孔道季刊》六月號，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三)記所思》。  

2 月 20 日  

發表〈文體觀念的復活 --再答虞君質教授〉 55，見《民主評論》 (13

卷 4 期 )，收入《論戰與譯述》。  

2 月 17 日  

發表〈哀悼胡宗南先生〉 56，見《徵信新聞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3 月  

發表〈論傳統〉 57，見《東風》 (2 卷 6 期)；1962 年 4 月 1 日再刊於

《華僑日報》；1962 年 4 月 16 日再刊於《世界評論》 (第 10 年

3 期 )，收入《徐復觀文錄(二)》、《徐復觀文錄選粹》、《徐復觀

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3 月 1 日  

發表〈一個偉大書生的悲劇 --哀悼胡適之先生〉58及〈過分廉價的中

                                                 
5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是篇為徐先生受東海大學校牧之邀的演講，由蕭欣義筆記。 
54按，「著述繫年」繫於「2 月 1 日」，註云：此乃《人性論史》初稿之九，改名為〈第

七章 陰陽觀念的介入--易傳中的性命思想〉。涂壽眉〈我所知道的徐復觀先生〉記載：

「又有一次，我談伊川易傳的簡明，能使人不將易經視為玄學，望之卻步。他立即

將我的二程遺書借去詳細閱讀，並為文以闡述之。」 
55按，「著述繫年」繫於「2 月 16 日」。 
5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57按，「著述繫年」篇名題「甚麼是傳統」。「論著繫年」標註：「世界評論 10 卷 3 期改

題『論傳統』」。 
58按，2 月 24 日，胡適之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的酒會後，因心臟病發去世，撰是

文以悼念胡適之先生。《聯合報》於 1962 年 2 月 28 日〈出版〉報導：「當此間中西文

化論爭正趨高潮之際，胡適博士突然逝世，與此一論爭極具影響力之《文星》雜誌，

為此連夜趕排紀念性文字及有關中西文化問題的進一步論戰。胡適博士生前好友如

梁實秋、葉公超、毛子水、黎東方、蔣復璁等皆執筆；徐復觀、胡秋原、陳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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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化問題，答黃富三先生〉 59，見《文星》 (9 卷 5 期 )，前者

收入《徐復觀雜文集(四)憶往事》，後者收入《徐復觀文錄(二)》、

《徐復觀文錄選粹》。  

3 月 10 日  

發表〈歐洲人的人文教養〉 60，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

選粹》。  

3 月 16 日  

發表〈思想與時代〉 61，見《世界評論》 (第 10 年 1 期 )，收入《徐

復觀文錄選粹》。  

3 月 20 日  

發表〈簡答毛子水先生〉62，見《民主評論》(13 卷 6 期 )，收入《論

戰與譯述》。  

3 月 25 日  

發表〈有關秦始皇的劇本〉 63，見《徵信新聞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4 月 5 日  

發表〈燒在何公雪竹墓前的一篇壽文〉 64，見《民主評論》 (13 卷 7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 

4 月 6 日  

                                                                                                                              
王洪鈞、余光中、李敖等亦皆以不同角度追念胡適先生。本期中同時發表胡適最後

校訂之遺作--〈康南耳傳〉，全文為五十一年來首次問世，亦為胡博士最後搜得之佚

稿，極富史料價值。另有胡適未曾發表之詩詞八首，皆為有關胡博士之重要文獻。」 
59按，「徐復觀教授年表」繫於「1963 年」。 
60按，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

暫記於此。 
61是篇標題後楷字題：「假使人類有一天，只有工具的製造與使用，只有貨物的生產與

消費，而根本沒有在現實上看不出有任何實用價可言的『思想』，恐怕這個世界，在

本質上只算是一個大動物園的世界。因此多數的實用家，與少數的思想家的合作，

大概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依然會構成社會分工的一個重大環節。」「論著繫年」繫於

「5 月 1 日」。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

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62按，「著述繫年」繫於「3 月 16 日」。 
6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64按，「著述繫年」繫於「4 月 1 日」。「論著繫年」繫於「1961 年 9 月」，但標示「民主

評論 13 卷 7 期，1962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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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傳統與文化〉65，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選 粹 》。 

4 月 16 日  

發表〈弗諾特對現代文學的影響〉 66，見《人生》(第 23 卷 11 期 )，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4 月 19 日  

發表〈一個新的探索〉 67，《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  

4 月 20 日  

發表〈正告造謠誣衊之徒！〉68，見《民主評論》(13 卷 8 期 )，收入

《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4 月 30 日  

發表〈生物學家看人性問題〉69，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存》。 

5 月 13 日  

參加由「政治評論社」主辦，在台北中國文藝協會舉行「中西文化

問題座談會」，徐復觀先生在一項函件中說：近來社會流行「中

西文化論戰」之口頭語，但不知在研究中國文化者中，有誰人

曾毫無條件的反對接受西方文化？又不知在研究西方文化而足

有成就者中，有誰人公然不准人研究中國文化？他說：在一個

國家、社會之中，有人研究自己的傳統文化，也有人研究他民

族的文化，此乃文化研究上所必不可少之分工，這也是一個正

常的情況。但是，他反對中國文化全盤西化，他說：中國文化

自有其價值，每人皆可在古典及現實生活中，加以追求體認。

別人又何必漫罵侮蔑，而主張「全盤西化」？對胡適博士去年

11 月 6 日的那篇講詞，仍有嚴厲的批評。 70，收入《徐復觀雜

                                                 
65按，「論著繫年」繫於「4 月 8 日」。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

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6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67按，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

暫記於此。 
68按，「著述繫年」繫於「4 月 16 日」。「論著繫年」標示「1962 年 3 月 1 日」 
69按，「著述繫年」註云：收入《文存》改名為〈一個生物學家看人性問題〉。是篇曾收

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7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著述繫年」繫於「5 月 10 日」，但此座談會召開於 5 月 13

日，見《聯合報》1962 年 5 月 14 日報導，又，〈中西文化問題(座談會紀錄)〉，見《政

治評論》第 8 卷第 5 期，196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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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發表〈印度人看印度文化〉71，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存》。 

5 月 27 日  

發表〈強國與善國〉，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二)看

世局》。  

6 月  

發表〈我看大學的中文系〉，見《東風》 (2 卷 7 期 )，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發表〈中庸的再考察〉 72，見《東海學報》 (4 卷 1 期)  73；1962 年 8

月 5 日、20 日及 9 月 5 日，再刊於《民主評論》(13 卷 15 期至

17 期)；收入《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  

6 月 1 日  

發表〈對人民公社之另一觀察〉 74，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集(一)論中共》。  

6 月 5 日、20 日  

發表〈由尚書甘誓、洪範諸篇的考證，自有關治學的方法和態度問

題〉(上、下 ) 75，見《民主評論》(13 卷 11 期至 12 期 )，收入《中

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中國思想史論集編集》。  

6 月 9 日  

發表〈危機世紀的虛無主義〉76，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存》。 

6 月 19 日、23 日  

發表〈中國的虛無主義〉77，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二)》、

                                                 
71按，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

暫記於此。 
72按，「著述繫年」註云：此乃《人性論史》初稿，改名為〈第五章 從命到性--中庸的

性命思想〉。 
73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70 期，民國 51 年 5 月 1 日第 1 版，刊登：「本年度第 4 卷

第 1 期《東海學報》集稿工作業已告一段落，經分組審閱決定刊印者，有下列各文

稿：徐復觀〈中庸之再考察〉」。 
74按，「著述繫年」註云：收入《論中共》改名為〈對人民公社之觀察〉。 
75按，「著述繫年」繫於「6 月 1 日及 16 日」。 
76按，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

暫記於此。 
77按，「論著繫年」繫於「1961 年 6 月 19 日」，又繫於「1962 年 6 月 19 日及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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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文存》。  

7 月 12 日  

發表〈美國人與中國文化〉78，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存》。 

7 月 16 日  

接獲東海吳德耀校長通知，經「教員休假進修審核委員會」審查通

過，自民國 51 年 8 月 1 日至 52 年 7 月 31 日止，休假一年。  

7 月 23 日  

發表〈人類文化的啟發〉79，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文 存 》。 

8 月 1 日  

全學年休假。 80 

8 月 4 日  

發表〈今日大學教育問題〉81，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

選粹》。  

8 月 14 日  

發表〈中國文化的伏流〉，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二)》、

《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8 月 26 日  

發表〈泛論形體美〉，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徐

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9 月 1 日  

發表〈有關歷史教育的一封信〉 82，見《新天地》(1 卷 7 期 )，收入

《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9 月 12 日  

發表〈台灣的語文教育問題〉，見《徵信新聞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78按，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

暫記於此。 
79按，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

暫記於此。 
80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77 期，民國 51 年 11 月 16 日第 5 版。 
81按，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

暫記於此。 
82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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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10 月 5 日  

發表〈先秦儒家思想結構之完成 --大學之道〉(上、下 ) 83，見《民主

評論》 (13 卷 18 期及 19 期 )，收入《中國人性論文先秦篇》。  

9 月 22 日  

發表〈中國文化的層級性〉，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二)》、

《徐復觀文錄選粹》。  

10 月 6 日  

發表〈文化討論與政治清算〉，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10 月 28 日  

發表〈人類的三種戰線〉 84，見《華僑日報》；1962 年 11 月 16 日，

再刊於《世界評論》 (第 10 年 15 期 )。  

11 月 17 日  

發表〈欣聞國民黨革新之議〉，見《自由報》(882 期 )，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11 月 20 日、12 月 5 日  

發表〈道家支派及其末流的心性思想〉 (上、下 ) 85，見《民主評論》

(13 卷 22 期及 23 期 )，收入《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  

12 月 20 日  

發表〈一個偉大地中國地台灣人之死 --悼念莊垂勝先生〉86，見《民

主評論》(13 卷 24 期 )刊出，收入《徐復觀雜文集(四)憶往事》。 

12 月 22 日  

發表〈知識與道德問題〉87，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 

                                                 
83按，「著述繫年」繫於「9 月 16 日及 10 月 1 日」。 
84按，「著述繫年」記載，將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但《徐復觀雜文補編》三大類的

六冊之中皆未見是篇。 
85按，「著述繫年」繫於「11 月 16 日及 12 月 1 日」。 
86按，「著述繫年」繫於「12 月 16 日。「論著繫年」標示：「1962 年 11 月 9 日」。「年表」

繫於「1965 年」。 
87按，「著述繫年」篇名無「問題」，註云：收入《文錄選粹》改名為〈再談知識與道德

問題〉(「論著繫年」亦是)。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

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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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 (民國 52 年)，六十一歲  

1 月 1 日  

發表〈舊夢‧明天〉88，見《自由談》(14 卷 1 期 )，收入《徐復觀文

錄選粹》。  

1 月 4 日、5 日  

發表〈南行雜記〉 89，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

想文化卷下》。  

1 月 5 日  

發表〈如何發揚學術討論的精神 --由中西文化論戰談治學之道〉的

〈附跋〉90，見《民主評論》(14 卷 1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思想文化卷上》。  

2 月 14 日  

發表〈文化中產階級的沒落〉91，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存》。 

2 月 20 日  

發表〈從一個「試題」及其「說明」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並從文學史觀點及學詩方法試釋杜甫「戲為六絕句」〉92，見《民

主評論》 (14 卷 4 期 )，收入《中國文學史論集》。  

3 月 10 日  

發表〈南韓今後的道路〉 9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國際政治卷上》。  

3 月 18 日  

                                                 
88按，「論著繫年」標示：「1963 年 12 月 7 日」。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

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記於此。 
89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9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跋云：「我向民主評論社推荐這一篇文章時，引起了若干感

想。首先是許多人說台灣在這一年中，發生了『中西文化論戰』，這完全是受了騙的

說法。」 
91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

記於此。 
92按，「著述繫年」繫於「2 月 16 日」。該篇發表後，引發李漁叔連續幾篇的討論，如〈論

徐復觀先生對師大國文研究所試題指摘之不當，兼評其試釋杜甫戲為六絕句〉(見《新

天地》第 2 卷 4 期，1963 年 4 月)。 
9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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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褪了色的共產主義〉 94，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3 月 23 日至 24 日，  

偕同夫人參加東海中文系學生辦的畢業旅行，師生一行 95同遊位於竹

山的台大實驗農場。  

4 月  

出版《中國人性論史 --先秦篇》 96(東海大學版 )。  

4 月 8 日  

發表〈搶救中興大學〉，見《徵信新聞報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思想文化卷下》。  

4 月 10 日  

發表〈關於黃季剛先生〉，《政治評論》 (10 卷 3 期 )，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4 月 14 日  

發表〈泛論報紙小說〉97，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文

學藝術篇)》。  

4 月 23 日  

發表〈提倡一種新「正名」運動〉 98，見《徵信新聞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4 月 27 日  

發表〈一個小型的中西觀念的衝突〉，見《華僑日報》；1963 年 6 月

1 日，再刊於《新天地》 (2 卷 4 期)；1963 年 5 月 16 日，再刊

於《世界評論》(第 10 年 22 期 )。收入《徐復觀文錄(四)》、《徐

復觀文存》。  

5 月 5 日  

                                                 
94按，「論著繫年」繫於「3 月 17 日」。 
95按，孫克寬〈樹海行〉(見《聯合報》1963 年 4 月 19 日)篇末附記題：「樹海之行是三

月廿三、四兩天，四月十三日一個清閒的週末追記。」一行人包括：梁容若夫婦、

徐復觀夫婦、孫克寬夫婦等人。 
96按，「論著繫年」重複收錄於「1962 年 12 月」。 
97是篇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及第四冊，未見是篇，暫

記於此。 
98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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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自序〉99，見《民主評論》(14 卷 9 期 )；

1963 年 5 月，再刊於《人生》(25 卷 12 期 )；收入《中國人性論

史先秦篇》、《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5 月 9 日  

發表〈對學人的尊重〉100，見《徵信新聞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思想文化卷下》。  

5 月 12 日  

參加在台北市立法院第二會議室舉行，由孫麟生、張翰書、張起鈞等

人主持的「從蔣徐婚變談到當前的家與社會」座談會，這項辯論

學術研究性質，討論的大綱中，包括社會變遷老年人的痛苦，老

年人該不該結婚？蔣徐事件給予社會的影響。會中分別提出他的

婚姻觀念、中西婚姻比較、老人心情三點及兩點補充意見。101 

5 月 24 日  

發表〈台北的文藝爭論〉，見《華僑日報》刊出，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5 月 28 日  

發表〈看梁祝之後〉，見《徵信新聞報》刊出，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思想文化卷上》。  

6 月 1 日  

參加〈從蔣徐婚變談到當前的家庭與社會 (座談會記錄 )〉，見《新天

地》(2 卷 4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6 月 2 日  

發表〈人類需要思想上的和平共存〉，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集(三)記所思》。  

6 月 18 日  

發表〈宗教鬥爭與東南亞前途〉102，見《華僑日報》；1963 年 9 月 5

日，再刊於《民主評論》(14 卷 17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二)

                                                 
99按，「著述繫年」繫於「5 月 1 日」。 
10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01參見《新天地》第 2 卷 4 期，頁 2~14，1963 年 6 月 1 日。《聯合報》1963 年 5 月 13

日報導說，蔣徐婚變問題的座談會，係由張起鈞教授所主持的《新天地》雜誌社召

集，將在下期《新天地》」中發表。 
102按，「著述繫年」註云：《華僑日報》只刊出前半部， 此文再刊於《民主評論》(19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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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局》。  

6 月 25 日、27 日  

發表〈慎重編選中學國文課本〉(上、下 )，見《民族晚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6 月 30 日  

發表〈大學中文系的課程問題〉，見《華僑日報》；1963 年 7 月 16

日，再刊於《世界評論》(第 11 年 3 期)，收入《徐復觀文錄(四)》、

《徐復觀文存》。  

7 月 1 日  

發表〈希臘哲學以道德抑以知識為主問題之探討〉 103，見《民主中

國》(6 卷 7 期 )；1963 年 8 月 20 再刊於《民主評論》 (14 卷 16

期)；收入《論戰與譯述》。 

7 月 1 日  

發表〈答李漁叔先生〉104，見《新天地》(2 卷 5 期 )，收入《論戰與

譯述》。 

7 月 2 日  

發表〈梁祝片主角樂蒂凌波寄來彩照二幀詩張之〉 105，見《徵信新

聞報》。 

7 月 5 日、20 日、8 月 5 日  

發表〈環繞李義山 (商隱 )錦瑟詩的諸問題〉(上、中、下)  106，見《民

主評論》 (14 卷 13 期至 15 期 )，收入《中國文學論集》。  

7 月 14 日  

發表〈國際社會間的「友道」問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文錄(四)》、《徐復觀文存》。  

                                                 
103按，「論著繫年」篇名題「希臘哲學的道德抑以知識為主題之探討(與張君勱合著)《民

主評論》(14 卷 16 期)1963 年 8 月 20 日」。「著述繫年」註云「8 月 16 日」。實際上，

該篇「希臘哲學的道德抑以知識為主題之探討」，是收錄張君勱〈致徐復觀先生論希臘

哲學實以道德為主函〉及徐復觀〈復張君勱先生答希臘哲學有初中後三義函〉二篇。 
104按，「論著繫年」繫於「6 月 4 日」，但《新天地》第 2 卷 5 期於 1963 年 7 月 1 日出刊。 
105是篇現有徐復觀諸書未見，是否曾收入《徐復觀文錄》(環宇出版社)，但館藏僅第二冊

及第四冊，全詩錄下：天花真見下繽紛，飛向空山作彩雲。一笑漫憑參佛旨，萬緣猫

自繞歌裙。前朝往事何堪憶，故國鄉音尚可聞。從此書城春不盡，燈光星影共絪縕。 
106按，「著述繫年」繫於「7 月 1 日、16 日、8 月 1 日」。「論著繫年」繫於「1963 年 7

月至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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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0 日  

發表〈送郭生宣俊赴美〉，見《徵信新聞報》；又 9 月 20 日登《民主

評論》(14 卷 18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8 月 1 日  

發表〈論難不怕錯誤，只怕說慌 --補答李漁叔先生〉107，見《新天地》

(2 卷 6 期 )，收入《論戰與譯述》。  

8 月 10 日  

發表〈蔣夢麟先生自處之道〉108，見《新聞天地》(第十九年 32 期 )，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8 月 16 日  

發表〈在非常變局下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命運〉109，見《中華雜誌》

(1 卷 1 期 )，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 

發表〈毛澤東幻想的破滅〉，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兩岸三地卷上》。 

9 月 8 日  

發表〈觀念的貧困與混亂〉，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三)

記所思》。  

9 月 22 日  

發表〈文化的「進步」觀念問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集(三)記所思》。  

9 月 24 日  

發表〈大學教育中的國文英文問題〉，見《徵信新聞報》刊出，收入

《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10 月 1 日  

                                                 
107按，「著述繫年」篇名無「補答李漁叔先生」。「論著繫年」標示：「1963 年 7 月 16 日」。 
108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09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聯合報》1963 年 8 月 17 日報導：「胡秋原創辦之《中華

雜誌》，十六日創刊，係學術而兼政論性，本期除胡氏所撰之〈歷史學及其方法論〉

外並有徐復觀、鄭學稼、張益弘、瞿荊洲、高叔康、葉耐霜等有關國際政治、經濟

及科學、哲學等論文多篇。」篇首題：「本文原是應香港《星島日報》的邀請而寫的。

文章寫去後，不知他們是否利用？即使刊用，在臺的人士，能看到的機會也很少；

所以我便不要《中華雜誌》的一文稿費，借他們的園地刊了出來，以說明這並不同

於一稿兩投，而文字中略有異同之處，也以此文為正。」末署「七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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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說慌與九家詩註杜詩的問題 --再答李漁叔先生〉110，見《新天

地》 (2 卷 8 期)，收入《論戰與譯述》。  

10 月 16 日  

發表〈中庸政治領導人物的古典形相〉，見《中華雜誌》(1 卷 3 期 )，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是年，在東海中文系講授中國哲學思想史、老莊、論孟等課程。  

11 月 1 日 

兼任東海大學 52 學年校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等委員。 111 

11 月 5 日  

發表〈聰明、知識、思想〉112，見《民主評論》(14 卷 21 期 )，收入

《徐復觀雜文集(三)記所思》。  

11 月 10 日  

發表〈上帝、良心、南越〉，見《華僑日報》；1963 年 12 月 1 日，

再刊於《世界評論》；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二)看世局》。  

11 月 16 日  

發表〈論中國傳統文化與民主政治 --與白思都等博士書〉113，見《中

華雜誌》(1 卷 4 期 )；1963 年 11 月，並刊於《中美月刊》(8 卷

11 期 )，改名為〈中國文化與民主政治〉；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思想文化卷上》。  

11 月 20 日  

發表〈如何讀馬一浮先生的書？〉114，見《民主評論》(14 卷 22 期 )，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12 月 5 日  

發表〈良心、政治、東方人〉，見《民主評論》 (14 卷 23 期 )，收入

《徐復觀雜文集(二)看世局》。  

12 月 31 日  

兼任東海學報委員會委員。 115 

                                                 
110按，「著述繫年」篇名無「再答李漁叔先生」。「論著繫年」標示「1963 年 9 月 7 日」。 
111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90 期，民國 52 年 11 月 1 日第 3 版。 
112按，「著述繫年」繫於「11 月 1 日」。 
113按，「論著繫年」篇名題「論中國文化傳統與民主政治」。 
114按，「著述繫年」繫於「11 月 16 日」。篇名題「如何讀馬浮先生的書」。 
115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92 期，民國 52 年 12 月 31 日第 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