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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彙編 

徐復觀研究資料彙編之友朋弟子的追思(一) 

謝鶯興 編 

徐復觀先生於 1982 年 4 月 1 日逝世之後，持續幾年皆見其家人、友朋與

諸弟子撰文以表追思，以曹永洋先生等人，彙編《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 1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1台北時報文化公司，1984 年 8 月出版。是書收錄其諸友朋與弟子們的追思，有：1.余

紀忠〈徐復觀先生傳略〉，2.徐王世高〈百日致亡夫徐復觀先生〉，3.徐均琴〈大地的

兒女〉，4.李璜〈保衛自由社會體制〉，5.牟宗三〈悼念徐復觀先生〉，6.胡秋原〈回憶

徐復觀先生〉，7.張研田〈憶佛觀兄〉，8.涂壽眉〈我所知道的徐復觀先生〉，9.黃金鰲

〈師範出身的徐復觀先生〉，10.朱淵明〈政論家徐復觀生平〉，11.李怡〈《七十年代》

怎麼樣呀〉，12.金達凱〈悲劇時代中一位歷史人物的安息〉，13.劉健〈破布衫‧群眾‧

根〉，14.孫淡寧〈徐復觀大哥〉，15.趙聰〈徐復觀先生周年忌〉，16.趙聰〈記徐復觀

二三事〉，17.趙聰〈再記徐復觀二三事〉，18.金耀基〈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巨筆〉，19.

余英時〈血淚凝成真精神〉，20.侯家駒〈復顯天地靈心，觀察古今大道〉，21.劉述先

〈經師與人師〉，22.末學〈敬念徐師〉，23.老權波〈悼念復公夫子〉，24.逯耀東〈今

年上元〉，25.胡菊人〈紅棉的啟示〉，26.陳修武〈一位沒有客氣的大人物〉，27.高希

均〈落葉歸根，根在臺灣〉，28.錢江潮〈悼念徐復觀先生演講會(主席的話)〉，29.鄭

學稼〈敬悼五四知識分子第二代之一傑出者〉，30.楊逵〈我的老友徐復觀先生〉，31.

楊逵〈海悲桑田〉，32.樂炳南〈徐師對秦漢專制政治的精解和對儒家思想的闡發〉，

33.王孝廉〈無慚尺布裹頭歸〉，34.廖伯源〈徐復觀老師的治學與教學〉，35.薛順雄〈徐

復觀老師在東海的教書生涯〉，36.陳映真〈無盡的哀思〉，37.陳亞南〈薪盡火傳〉，38.

蕭欣義〈良心和勇氣的典範〉，39.夏友平〈人去樓空音猶在〉，40.陳廷美〈憶徐師復

觀二三事〉，41.梅廣〈徐復觀先生的遺產〉，42.杜維明〈為往聖繼絕學〉，43.杜維明

〈徐復觀先生的胸懷〉，44.洪銘水〈一個「巨人」時代的終點〉，45.楊牧〈動亂風雲，

人文激盪〉，46.陳昭瑛〈儒家的整全人格〉，47.大荒〈一瓣馨香祭大儒〉，48.司馬文

武〈吾愛吾師〉，49.薛順雄〈寒夜懷師〉，50.曹永洋〈我景仰的徐復觀老師〉，51.曹

永洋〈悲情與良知〉，52.曾祥鐸〈新儒家的光輝典範〉，53.王曉波〈感念與哀思〉，54.

孟德聲〈懷念正氣浩然的徐復觀先生〉，55.翟志成〈俯首甘為孺子牛〉，56.君逸〈徐

復觀老師在紐約的時候〉，57.劉家駒〈徐復觀先生對研究中國思想史的看法〉，58.臥

雲〈徐復觀先生文學論著評介〉，59.蔡仁厚〈敬悼徐復觀先生〉，60.蔡仁厚〈徐復觀

先生對中國思想史的貢獻〉，61.岑溢成〈歷史精神之體現〉，62.梁燕城〈念復觀先生

一二事〉，63.劉黎兒〈先生去矣！香火存乎〉，64.劉黎兒〈徐復觀老師病中記事〉，65.

未言〈徐復觀先生二三事〉，66.盧蕙馨〈徐復觀先生抱憾天不假年〉，67.林振義〈一

個對得起自己的中國人〉，68.朱國能〈難忘的印象〉，69.鄭力為〈敬倬徐老師〉，70.

陳耀南〈悼念徐復觀先生〉，71.區結成〈徐復觀先生傳略〉，72.黎華標〈旁觀者的話〉，

73.張綺文〈記憶中的徐復觀老師〉，74.王延芝〈中國知識份子的典範〉，75.李逸飛〈殲

滅流氓氣〉，76.茫茫〈哲人其萎〉，77.翁文嫻〈君子曰終〉，78.胡菊人、陸鏗〈盡了

知識份子應盡的 大責任〉，79.孫國棟〈中國文化的大損失〉，80.金達凱主講〈湖山

留正氣，巨著貫丹心〉，81.劉述先演講〈研究程朱鞠躬盡瘁〉，82.朱淵明主講〈腹有

丘壑，胸無城府〉，83.〈新亞研究所隆重舉行徐復觀教授週年祭〉，84.高達〈裹傷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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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是書收錄余紀忠〈徐復觀先生傳略〉、徐王世高〈百日致亡夫徐復觀先生〉、

徐均琴〈大地的兒女〉及諸友朋、弟子們等紀念性的文章，總計近百篇之多，

頗能從中瞭解徐先生的生平點滴(尤其是生病期間的事)、治學、為人及對他的

追思。關於傳記部份，已彙編於〈徐復觀先生的傳記資料彙編〉2，其它諸篇(輓

詩及輓聯除外)略依發表之年代先後排序，藉以呈現諸人對他的懷念。  

1.〈悼念徐復觀先生〉，牟宗三，《鵝湖月刊》，第 82 期，1982 年 4 月，頁 0-1；

又見《書目季刊》，第 16 卷第 1 期，1982 年 6 月，頁 43-44。  

按：是篇首言於抗戰時期在熊十力先生家初識徐先生的印象。接著概述從

南京暫住藍家莊寓所，再到的民主評論社台北分社及台中的徐先生

家。再者讚揚其集中精力於思想史研究，篤信中國文化之不可泯，篤

信孔孟之道終必光暢於世，篤信自由民主為政治之常軌的生命之定

性。再後以輓語表達其悼念之意。  

2.〈敬悼徐復觀先生〉，蔡仁厚，《鵝湖月刊》，第 82 期，1982 年 4 月，頁 6-9。 

按：是篇第一單元先追述兩人初見的印象，再交待因徐先生請他在東海中

文系接替論孟課程，一直到徐先生住院期間與友朋前往探望的點滴。

第二單元略述徐先生表現出儒家對整個時代的不合理而發的抗議精

神，認為《中國人性論史》是關於中國文化中「道徳」的基本疏解。

《中國藝術精神》是對中國文化中「藝術」的深入探究。第三單元認

為徐先生在學術工作顯示的努力，應以《兩漢思想史》為代表，尤其

是在〈清代漢學〉的八點比較，是他對兩漢學術作過深入研究後所提

出的結論。第四單元引用徐先生自述的治學態度、遺言、絕筆詩，認

為才是他的深心意願。第五單元追憶從報紙得知徐先生辭世，東海哲

學系的反應，北上代牟宗三先生送輓聯及祭拜之事，以「徐先生對國

家民族和歷史文化獻出的耿耿忠藎，也將與民族文化生命通合為一，

                                                                                                                              
扶天傾--敬悼徐復觀先生〉(詩)，85.吳連芳〈 後的火車站〉(詩)，86.楊澤〈引航者〉

(詩)，87.王郁離〈徐復觀先生臥病臺大醫院〉(報導)，88.徐復觀口述〈臥病臺大醫院〉

(詩)，89.王驥〈徐氏藏書贈東海〉(報導)，90.郭實〈臺大研協會為徐復觀先生舉行紀

念會〉，91.吳壽彭〈中國文學教授徐復觀作古輓辭〉，92.明報社評〈香港二士、善積

善用--悼徐復觀、董浩雲兩位先生〉，93.談瀛〈悼徐復觀教授〉，94.小弟〈復觀兄臥

病臺大醫院〉(詩)，95.明允中〈輓徐復觀教授〉(詩)，96.臺靜農等〈輓聯集錄〉，97.

曹永洋編訂、徐王世高訂正〈徐復觀年譜〉，98.曹永洋編訂〈徐復觀教授著作/目錄〉，

99.徐王世高〈友情默默感時光〉。以下引用，不再標示出版日期。 
2 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14 期，2017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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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永垂不朽」為結語，以表悼念之意。 

3.〈大地的兒女：悼念我的父親徐復觀先生〉，徐均琴，《鵝湖月刊》，第 82 期，

1982 年 4 月，頁 3；又見《中華雜誌》，第 20 卷第 5 期，1982 年 5 月。  

按：是篇提及徐復觀「舉家在鄉土上辛勤求生的經歷」，在其「生命中留

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我們的人民，及人民所活動的河山歲月，才

是祖國的實體；而不限於某些權勢」。植下他「一生在現實社會的政

界，學界中，踽踽獨行的根源」，「立足於『天下為公』精神之上的民

主體制原是父親心中，筆下，延續民族命脈的唯一路途」，「『以百姓

之心為心』所呼喚出的歷史上的真是真非」。  

4.〈念徐復觀先生一二事〉，梁燕城，《鵝湖月刊》，第 82 期，1982 年 4 月，頁

10-12。  

按：是篇首云到台大醫院探望徐先生事。接著說明他所認知的「痛苦」與

死亡問題的反省。再接著回想與徐先生談孔子言「天」與「命」的觀

點，認為孔子的是「默現天」，不同於基督教的「朗現天」的示現方

式。第四則回想往年到徐家拜年的感受。第五提出其藏在心中認為有

虧欠徐先生的幾件事，一是關於信仰與中國文化圓融之道，二是被港

大刊物問及關於徐先生對於宗教哲學的問題，三是關於他對老子「道」

是心靈境界，與徐先生主長是外在的實體的相異觀點。 後以徐先生

是歷史文化鬪士，深信中國文化不離具體平實的生活，注重歷史時空

展現的具體世界來呈現對徐先生的追念。 

5.〈滄海悲桑田〉，楊逵，《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頁 167-169(原載《中國時報》

1982 年 4 月 2 日 )。  

按：是篇從徐先生寫的〈由一個座談會記錄所引起的一番懷念〉引起，該

文是回憶徐先生在東海教書時和作者的一段交往，所引起的感慨與回

憶：從民國五十二年在東海對面墓地買地種花的閑話家常，到《鵝媽

媽出嫁》中譯本序文提到其孫女參加學校演講的內容被徐先生讚賞有

加，到民國 70 年 9 月台大醫院開刀出院的探望，到民國 71 年 2 月 18

日的探望時徐先生的願望等， 後傳達出：「我們採用的表達形式不

同，但追求真理與理想的心意是相同的」看法。 

6.〈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巨筆〉，金耀基，《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頁 113-114(原

載《中國時報》1982 年 4 月 2 日 )。  

按：是篇認為徐先生為當代中國的一支巨筆，認為第一本著作《學術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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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之間》可以證明他直接對時代的問題照面。他六十歲將心力傾注於

學術性的研究，完成如《中國人性論史》之類巨著，完全都從「史」

的觀點落筆。他的感憤之心，憂患意識，深邃的洞察力，以及筆端帶

有的奇特魄力，使他成百年來 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 

7.〈血淚凝成真精神〉，余英時，《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頁 115-117(原載《中

國時報》1982 年 4 月 2 日 )。  

按：是篇認為徐先生一生的成就，可以用其著作《學術與政治之間》為象

徵。以民國三十八年為分界，以前的工作偏政治，以後則轉移在學術

研究。認為「徐先生的生涯是政治中有學術，用學術來指導政治生

活」，所以「在晚年學術研究的工作上，徐先生經常反映出早年的政

治經驗」，「以實際政治工作的經驗，反映了對歷史更深刻的認識」，

提出徐先生「追求的方向，基本上是一個『真』字，但是這種真理的

『真』，是有血有淚的，不是枯燥的理性或沒有內容的空洞形式」的

看法。 

8.〈悲劇時代中一位歷史人物的安息 --敬悼徐復觀教授〉，金達凱，《徐復觀教授

紀念文集》，頁 82-90(1982 年 4 月 2 日撰於香港 )。  

按：是篇第一單元敘述徐先生逝世消息，回想僅隔一天即接到噩耗的感

嘆，認為是海內外知識份子的一重大損失。第二單元追述逃難到香

港，於民國 39 年投稿到《民主評論》3，因而認識徐先生，而進入其

創辦的「中國問題研究所」工作後負責編輯《民主評論》等事的因緣，

到徐先生因故離開臺灣到香港任教之事。第三單元追憶徐先生從發現

胃癌，治療到去世間探望的印象。第四單元引用徐先生在病榻上寫下

的幾句話，認為他是沒有私心，不記仇恨，熱心幫助他人，人格與學

格皆完整，堅持真理，對中國歷史文化、孔孟儒、學自由民主始終具

有堅強的信念者。 後以徐先生臥病臺大醫院寫的七律及作者的和韻

為結尾，表示他個人沉痛的哀悼。  

9.〈先生去矣！香火存乎？〉，劉黎兒，《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頁 385-389(原

載《中國時報》1982 年 4 月 2 日 )。  

按：是篇從徐先生因感覺健康上有些困擾，進臺大醫院檢查，手術後的「重

                                                 
3 查《民主評論》第 2 卷第 4 期(民國 39 年 8 月 20 日)收錄金答凱〈中國青年的覺醒〉，

編者按語云：「這是因反抗共黨暴力而逃到香港難民營中一位青年的呼聲。因為這是

苦難時代中真切覺醒的流露，所以是可貴的。」或即金先生文章所說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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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談起，到民國 71 年 2 月 8 日再度入院的病情日益嚴重的情況下，

仍關心女壘賽的主辦與否問題。3 月 11 日在病痛中稍得喘息時，要在

旁照料的學生拿紙筆記錄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提出「保衛自由世界

體制」的口號，以 1966 年大陸的文革運動，在海外中國知識分子的

心態的變化說明他提出這個口號的用意。以胡適過世，徐先生撰文觸

及胡適內心時代性的落寞，反思「誰再來點出徐先生自己的落寞呢！」 

10.〈敬悼徐老師〉，鄭力為，《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頁 430-434(撰於 1982 年

4 月 2 日 )。  

按：是篇先說作者對徐先生學問的看法後，即談徐先生的一些近事。從手

術後回香港時，兩人偶一見面看到的印象，到他為參加夏威夷大學的

朱子學會議而撰的〈程朱異同〉，要請作者謄稿，交稿後他到作者住

家要其表示意見的過程，提出徐先生是要「化掉時人所說的形而上學

的部份」，是他「學問的根本性格」，亦是他「孜孜忘倦用其心致其誠

全力以赴之而成一家言的學問之特性」。憶及舊曆年底得知徐先生撰

寫「中國經學史」的計劃，是「要廓經學史中的迷霧，使後學者在治

經學方面有一條正確的途徑可遁」。 後談及徐先生的政論文章，引

其「有人以滿面羞慚的自卑心理來面對文化問題。在此種人的心目

中，覺得只有咒罵誣辱自己的歷史文化，才能減輕作為一個中國人的

罪孽感」，代表徐先生「對於中國文化的態度以及他自己所標示的文

化理想的方向」作結。 

11.〈徐復觀老師病中記事〉，劉黎兒，《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頁 390-395(原

載《中國時報》1982 年 4 月 3 日 )。  

按：是篇前言概述作者與徐先生的關係，於其住院期間，每次前往探望回

家隨手記下作者的見解，以及徐先生要他記下的話。以下即依日期順

序記事。3 月 10 日，記廖伯源先生的讀報，醫師進房作復健的久躺而

不適的疼痛，徐夫人的餵食，聽作者敘述 近的政治動態，作者覺得

徐先生會再好起來。3 月 11 日，記徐先生要他寫下一些話，認為目前

的口號應該是「保衛自由社會體制」，才能加強自由世界的責任感及

普遍性的認同等內容，徐夫人在旁協助翻譯。3 月 12 日，記帥軍先生

與作者的先後讀報，關於賄選與文化界的情況。3 月 13 日，記徐先生

的病體疼痛，與其夫人間的關心互動。3 月 18 日，記徐先生身體完全

癱瘓了，已經很少說話，大女兒均琴女士提起徐先生夜裡夢囈的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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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寒夜懷師〉，薛順雄，《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頁 275-277(原載《臺灣日

報》1982 年 4 月 10 日 )。  

按：是篇首先敘述徐先生住進臺大醫院當晚作者前去探望的事，徐先生表

示回臺灣治病原因，是因臺大醫院的醫術水準以及臺灣的親友學生的

協助，並表明有意搬回臺灣居住的意願，許多弟子都商談代尋房子的

事。憶及徐先生聽聞國立歷史博館展出「宋元明書畫」，有北未董源

的真迹，有意前往細讀却因雨及照鈷六十而擱延。病中表示為「中國

文化多寫一點有用的東西，想為整個苦難的民族，多說幾句該說的話」

的願望。  

13.〈中國文化的損失〉，孫國棟，《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頁 495-496(1982 年

4 月 10 日追悼會上 )。  

按：是篇是作者在香港新亞研究所舉辦的追悼會上的講話。他認為徐先生

的一生，「可謂與苦難的中國相結合」，記香港新亞研究所的同學到臺

北探望時，徐先生仍滔滔不紀地講述對朱子的心得。並以其遺囑所

說，對中國文化帶有一種非常莊嚴的使命感，他的逝世是整個中國文

化的損失。 

14.〈湖山留正氣，巨著貫丹心 --徐復觀先生追悼會上的講話〉，金達凱，《徐復

觀教授紀念文集》，頁 497-503(1982 年 4 月 10 日追悼會上 )。  

按：作者在香港新亞研究所辦的追悼會上，報告五十年代初期徐先生創辦

《民主評論》及回臺灣治病的經過。第一部份「創辦《民主評論》」，

是在 1949 年到香港時所為，宗旨是要從文化的角度來檢討中國的變

局，從文化上的努力開展新的道路。以及《民主評論》與新亞研究所、

香港文化界的關連性。認為徐先生早期的文章是以文化為基礎，結合

現實，觀察世局；後來轉向思想性的路線，包括義理、考據與詞章，

以《兩漢思想史》用力 深。第二單元「治病的經過」，提及 2 月 22

日在病榻中寫出計劃《兩漢思想史》第四卷的構想，一為「議對中的

政治、社會、邊疆問題」，一為「後漢書儒林傳之謬誤」中的「東漢

節義之形成」、「東漢的思想家群」、「道家思想之演變」、「由讖緯到道

教之成立」。到 3 月 29 日探望，4 月 5 日到臺北參加祭奠等。提出作

者所認識的徐先生之特點，做學問的態度認真，勤於寫作，樂於助人，

不念舊惡，愛護學生，提携後輩等。 後以作者自撰的兩首輓詩作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