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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年表 

徐復觀先生學行年表 (五 ) 

流通組 謝鶯興編 

四、赴香港執教時期  

1970 年 (民國 59 年)，六十八歲  

1 月 1 日  

發表〈有關熊十力先生的片鱗隻爪〉1，見《中華雜誌》(8 卷 1 期 )，

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  

1 月 3 日  

發表〈港居零記〉2，見《新聞天地》(第 26 年 1 期 )，收入《徐復觀

雜文集 (四 )憶往事》。  

1 月 23 日  

發表〈上下兩代之間的問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集 (四 )憶往事》。  

2 月 2 日  

發表〈悲魯迅〉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憶往事》。 

2 月 15 日  

發表〈對殷海光先生的憶念〉，見《人物與思想》(35 期 )，收入《徐

復觀雜文集 (四 )憶往事》。  

3 月  

發表〈我的母親〉 4，見《明報月刊》(51 期 )5；1972 年 7 月 25 日，

再刊於《新夏》 (29 期)；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  

3 月 1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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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涂壽眉〈我所知道的徐復觀先生〉記載：「徐先生離開東海來臺北。某日，徐先生來

告：『又有人阻隢，使我在臺北各校不能插足。』我笑說：『你不要神經過敏，你現

在是一尊大菩薩，非大廟宇，供奉不起』。恰好，唐君毅先生來臺，讀他至香港中大

學新亞研究所講課。於是徐先生舉家遷往香港。」知〈港居零記〉是受唐君毅之邀

到香港新亞研究所講課時，先行前往所記之事，後為客座教授，才舉家遷居香港。 
3 按，「論著繫年」繫於「2 月 23 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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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館藏《明報月刊》從 37 卷 3 期(2002 年)開始，是刊 1966 年元月創刊，據以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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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七十年代的國際三角關係〉，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4 月 7 日  

發表〈香港的高等教育問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4 月 11 日  

發表〈太平山上的漫步漫想〉，見《新聞天地》(第 26 年 15 期 )，收

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憶往事》。  

5 月 3 日  

發表〈再談香港的高等教育問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5 月 28 日  

發表〈美國人應當接受的三大教訓〉，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集 (二 )看世局》。  

6 月  

發表〈論蕭立聲的人物畫〉 6，見《明報月刊》(54 期 )，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6 月 1 日  

發表〈原人文〉 7，見《華僑日報》 (「人文雙週刊」 )，收入《中國

思想史論集》  

6 月 25 日  

發表〈蘇加諾之死〉 8，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

國際攻治卷上》。  

6 月 29 日  

發表〈談禮樂〉 9，見《華僑日報》 (「人文雙週刊」 )，收入《中國

思想史論集》。  

7 月 15 日  

                                                 
6 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7 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著述繫年」註云：以後凡以※記即代表出版於《華僑日報》

「人文雙週刊」之文章。 
8 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9 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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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蘭千閣藏褚臨蘭亭的有關問題〉 10，見《大陸雜誌》 (41 卷 1

期 )；1971 年 1 月，再刊於《藝壇》(34 期)；收入《中國藝術精

神》、《徐復觀文存》。 

發表〈張教授丕介墓誌〉11，見《人物與思想》；1970 年 9 月 28 日，

再刊於《人生》 12(34 卷 1/2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

文化卷下》。  

7 月 30 日  

發表〈台港之間〉 1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

岸三地卷下》。  

8 月 18 日  

發表，〈國際局勢發展的背景及歸趨〉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9 月  

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擔任客座教授。 14 

9 月 1 日  

發表〈李天甦徐復觀兩先生的信〉 15，見《中華雜誌》(8 卷 9 期 )，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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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2按，《人生》34 卷 1/2 期〈王道附啟〉說：「《人生》自去年六月暫告停刊以來，有不

少師友及讀者僉謂當世不可無此類注重道德理想、性情文教之刊物，甚盼能早日復

刊。……在此過渡期間，梁宜生、何冬青、柳建農諸兄願分任編輯經理業務，印行

不定期刊」。 
1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4據「年譜」記載，但劉德漢〈中華民國文史界學人著作目錄：徐佛觀〉(《書目季刊》

第 14 卷 1 期，1980 年 6 月。)「簡介」說：「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客座教授(1970 年

9 月至 1974 年 7 月)。」曹永洋〈徐復觀教授留下的兩本譯品《中國人之思維方法》、

《詩的原理》二書修訂本後記〉(《文訊》第 60 期，1990 年 10 月)記載：「徐師進入

東海大學教書之前曾在台中農學院(國立中興大學前身)教了三年書。」又說：「後來

遠赴香江，又在新亞書院研究所教了十二年。」「小傳」記載：「五十九年，年六十

八，任香港新亞研究所專任導師，先後講授『史記研究』、『漢書研究』、『經子導讀(禮

記、論語、老子、莊子)』、『中國文學批評史』等課程，並指導研究生撰寫論文；在

港時與唐君毅、牟宗三等提倡新儒學，又任《華僑日報》主筆。」廖伯源〈徐復觀

老師的治學與教學〉(《中華雜誌》第 20 年 226 期，1982 年 5 月)說：「1969 年到香港

後，即在新亞研究所擔任導師，授課與指導學生寫論文。」 
1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徐先生此信是因李天甦來信問及胡秋原與沈剛伯兩位之間

的事而寫。收入時篇名作「覆李天甦先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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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9 月 18 日  

發表〈我對劫機事件的憤怒〉，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0 月 12 日  

發表〈評江青的樣板藝術〉，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

論中共》。  

10 月 26 日  

發表〈釋詩的溫柔敦厚〉，見《華僑日報》 (「人文雙週刊」 )，收入

《中國文學論集》。  

11 月 12 日  

發表〈民主政治在考驗中〉，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國際政治卷上》。  

12 月 10 日  

發表〈英雄地現實主義〉，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

看世局》。  

12 月 15 日  

發表〈與許冠三談翻譯和中文法定〉16，見《人物與思想》，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1971 年 (民國 60 年)，六十九歲  

1 月  

發表〈《徐復觀文錄》序〉及〈由「董夫人」所引起的價值問題的反

省〉 17，見《大學雜誌》 (37 期 )，收入《徐復觀文錄(二)》、《徐

復觀文錄選粹》。  

1 月 1 日  

出版《徐復觀文錄》 18四冊 (柯步正、鄭臻主編，環宇書局初版)。  

                                                 
1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8按，是書共分四冊，但東海目前僅存第二冊(文化)及第四冊(雜文)兩本。〈文錄自序〉

末署「庚戌(民國五十九年，1970)十月三十日自序於九龍新亞書院」，第二冊收：1.

復性與復古，2.今日中國文化上的危機，3.當前讀經問題之爭論，4.儒教對法國之影

響，5.文化上的重開國運，6.中國的虛無主義，7.過份廉價的中西文化問題，8.論傳統，

9.中國文化的伏流，10.中國文化的層級性，11.我們在現代化中缺少了點什麼--職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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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談買辦〉 19，見《中華雜誌》(9 卷 1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

集 (三 )記所思》。  

1 月 9 日  

發表〈中國人對於國家問題的心態〉 20，見《華僑日報》；1971 年 5

月 15 日，再刊於《人物與思想》；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三 )記

所思》、《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1 月 15 日  

發表〈我的若干斷想 --代跋〉 21及〈研究思想史的方法與門徑〉 22，

                                                                                                                              
德，12.朱熹和南宋偏安，13.西化與色情，14.一個偉大知識份子的發現，15.成立中國

文化復興節感言，16.中國文化復興的若干觀念問題，17.生活環境與知識發展的性格，

18.保持人類正常的心理狀態，19.評陳著四書道貫，20.中國文化的研究與復興，21.

論語「一以貫之」語義的商討，22.中國文化中的罪惡感問題，23.由「董夫人」所引

起的價值問題的反省，等二十三篇。第四冊收：1.櫻花時節又逢君，2.不思不想的時

代，3.從生活看文化，4.從「外來語」看日本知識份子的性格，5.日本的鎮魂劑--京都，

6.毀滅的象徵，7.京都的山川人物，8.鋸齒型的日本進路，9.對日本知識份子的期待，

10.「人」的日本，11.日本民族性格雜談，12.懶惰才是妨礙中國科學化的最大原因，

13.為學習而寫作，14.主宰自己的命運，15.這是「中國人要堂堂正正地作為一個中國

人而存在」的象徵，16.動亂時代中的大學生，17.立言的態度問題，18.一個小型的中

西觀念的衝突，19.國際社會間的「友道」問題，20.言論的責任問題，21.社會將如何

返老還童，22.漫談國產影片，23.風景‧幽情，24.在蘇聯的人性的考驗，25.祝本屆國

民大會，26.永遠猜不透的謎底，27.黃豆案的調查問題，28.永恆的幻想，29.民主評論

束的話，30.「士有三賤」，31.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32.鄉邦的文獻工作即是復興中

華文化的工作，33.接受政治上的進步吧，34.學藝周刊發刊詞，35.王季薌先生事略，

36.方望溪論清議，37.西方聖人之死--對薛維茲的悼念，38.懷念溥心畬先生，39.吳大

猷先生對台灣的兩大貢獻，40.賈桂蓮再婚的若干聯想，41.如何讀馬浮先生的書，等

四十一篇。 
19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20按，「論著繫年」繫於「1 月 10 日」，篇名題「中國人對於國家心態的問題」。「著述繫

年」重繫於「5 月 15 日」，刊於「人物與思想」，收入「徐復觀雜文補遺」。 
21「論著繫年」繫於「1961 年 1 月 3 日」，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三)記所思》；又繫於「1971

年 1 月 3 日」，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三版代序》，但篇名都無「代跋」。「著述繫年」

註云：此文只是舊文選輯，由現代研究輔導中心輯。按，該篇兩見，收於《徐復觀

雜文集(三)記所思》之篇末署「1961 年 1 月 3 日於九龍寓所」，收於《中國思想史論

集三版代序》之篇末署「1971 年 1 月 3 日於九龍寓所」，篇前尚寫：「茲當此書發行

三版補編之際，以下面曾經在《人物與思想》上刊出過的一文，作為代序。七三、

十一、十五」。以 1961 年徐先生還是東海大學中文系的專任教授，1969 年 7 月 31 日

自東海退休，當時家還在台北，才赴香港新亞書院執教，才在九龍購置房屋。則應

以「1971 年 1 月 3 日於九龍寓所」為是，故繫於是年。 
22按，「著作繫年」註云：此文只是舊文節輯，所選者包括〈治思想史的方法問題〉、〈兩

篇難懂的文章〉、〈中國思想史論集代序〉、〈中國人性論文再版序〉、〈中國人性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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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人物與思想》，前者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後者收入《徐

復觀雜文 (三 )記所思》。  

2 月 25 日  

發表〈玩火的時代〉 2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

國際政治卷上》。  

3 月 3 日  

發表〈自然與文學的根源問題〉 24，見《華僑日報》 (「中國文學雙

周刊」)，收入《中國文學論集》。  

3 月 10 日  

發表〈文心雕龍「原道篇」釋略〉 25，見《華僑日報》，收入《中國

文學論集》。  

3 月 15 日  

發表〈從唐君毅先生論翻譯文章中的「厚古棄今」及「自相矛盾」

起說 --請教張裕民先生〉 26，見《人物與思想》，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3 月 24 日  

發表〈和策縱先生〈教棲詩〉〉27，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4 月 5 日至 7 日  

發表〈辛亥革命的意義與教訓〉 28，見《華僑日報》 (一、二、三 )；

1981 年 10 月，再刊於《七十年代》(15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

集 (三 )記所思》。  

4 月 21 日  

                                                                                                                              
第一章〉，一共五篇。 

2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24按，「著述繫年」註云；以後凡以*記即代表出版於《華僑日報》「中國文學雙周刊」

之文章。 
2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著述繫年」註云；收入《中國文學論集》時改名為〈文心

雕龍之二--原道篇通釋〉。 
2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2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28按，「論著繫年」又繫於「1972 年 4 月 5 日至 7 日」，篇名多「在聯合書院史學會辛亥

革命 60 周年紀念會上講辭」。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15 期 

 74

發表〈中國文學欣賞的一個基點〉 29，見《華僑日報》，收入《中國

文學論集》。  

5 月 2 日  

發表〈桌球賽的外交技巧〉，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兩岸三地卷上》。  

5 月 4 日  

發表〈請大家原諒這位「吹不響喇叭的號手吧」！〉30，見《中華雜

誌》(9 卷總 94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5 月 29 日  

發表〈軍隊與學校〉，見《新聞天地》(第 27 年 22 期 )，收入《徐復

觀雜文集 (四 )憶往事》。  

5 月 31 日  

發表〈讀周策縱教授「論李商隱的一首無題詩」書後〉，見《大陸雜

誌》 (42 卷 10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6 月 9 日  

發表〈是美國的中國通恢復正常體溫的時候〉，見《華僑日報》，收

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6 月 15 日  

發表〈讀儆寰 (雷震 )獄中詩感賦〉 31，見《人物與思想》，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6 月 16 日  

發表〈談抽象藝術〉32，見《自由報》(1172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發表〈夏曾兩公以詩見貺，依韻奉答〉3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6 月 28 日  

發表〈寫在萬一鵬畫展之前〉 34，見《中國時報》。  

                                                 
29按，「論著繫年」繫於「1970 年 3 月 17 日，中國語文學會演講會講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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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1971 年 7 月 14 日曾以「香港僑商萬一鵬 繪畫明在台展出」為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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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發表〈抗日往事〉，見《大學雜誌》(43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

憶往事》。  

7 月 1 日  

發表〈白話、白話文、白話文學〉，見《文學報》 35，收入《徐復觀

雜文集 (三 )記所思》。  

7 月 11 日  

發表〈個人主義的沒落〉，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三 )

記所思》。  

7 月 22 日  

發表〈美國外交轉變的外在因素〉 36，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8 月 15 日  

發表〈王充論考〉37，見《新亞學報》(10 卷 1 期 )，收入《兩漢思想

史卷二》。  

9 月  

發表〈西漢文學論略〉，見《新亞書院學術年刊》(13 期)；1972 年 3

月 4 日、9 日、18 日、21 日，再刊於《華僑日報》38；收入《中

國文學論集》。  

9 月、10 月  

發表〈趙岡「紅樓夢新探」的突破點〉 39，見《明報月刊》(69 期及

70 期 )，收入《中國文學論集》。  

                                                                                                                              
名教授徐復觀曾稱譽萬一鵬為「經濟長才」，并驚訝於他「經營工廠，業務紛拏，又

能精於筆墨若此」。徐教授還撰文指出：「我國繪事，本係農業社會文化的昇華，故

氣氛多以清和靜穆為主，這正是今日工商社會所需要的一副良藥，萬一鵬正以身作

則的，發揮這副良藥的功效」。但目前徐復觀諸書未見收錄是篇。 
35按，「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及「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皆未能查得《文學報》

刊物，該篇末署「《文學報》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這個時間徐先生已在香港教書，

究竟是漏字的刊名或是新亞書院的校內刊物，尚不得而知，暫記於此俟補。 
3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7按，「論著繫年」繫於「1971 年 12 月」，又繫於「1972 年 7 月至 1973 年 1 月，《國魂》

320~326」。「著述繫年」註云：再刊於《國魂》320-326，改名為〈王充論〉。 
38按，「論著繫年」重復收錄於「1972 年 3 月 4 日」。 
39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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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4 日  

發表〈由熱戀走向分居的日美關係〉 40，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9 月 21 日  

發表〈中共的文化問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

論中共》 41。  

9 月 27 日  

發表〈從赫魯曉夫時代，到布列茲涅夫時代〉，見《華僑日報》，收

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0 月 1 日  

發表〈由美國新經濟政策所蘊釀的國際關係之巨變〉，見《華僑日

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0 月 5 日  

發表〈尼克遜新經濟政策對美國經濟的極限〉，見《華僑日報》，收

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0 月 11 日  

發表〈紙黃金的構想及其難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0 月 20 日  

發表〈三角外交逐的新形勢〉，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0 月 24 日  

發表〈尼克遜外交的污點〉 42，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1 月  

發表〈論「抽樣」之不可靠〉43，見《明報月刊》(71 期 )，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12 月  

                                                 
4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41按，「論著繫年」標示收入：「徐復觀雜文(三)記所思」。 
42按，「論著繫年」繫於「12 月 9 日」。 
4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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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我希望不要造出無意味的考證問題 --敬答趙岡先生〉44及〈由

潘重規先生「紅樓夢的發端」略論學問的研究態度〉45，見《明

報月刊》(72 期 )，收入《中國文學論集》。  

12 月 2 日  

發表〈對岳王墳的懷念〉46，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

論中共》。  

12 月 3 日  

發表〈東南亞和平安定的基本問題〉 47，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2 月 9 日  

發表〈從國際政治看印巴之戰〉，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2 月 11 日  

發表〈印巴戰爭中的中、蘇、美的三角鬥爭〉，見《華僑日報》，收

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2 月 16 日  

發表〈人民決定一切 --印巴之戰應有的歸趨〉，見《華僑日報》，收

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2 月 18 日、19 日  

發表〈環繞孟加拉國誕生的若干斷想〉 (上、下 )，見《華僑日報》，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2 月 23 日  

發表〈美國軍事結構的改造〉，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2 月 25 日  

發表〈貨幣協定成立以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國際政治卷上》。  

12 月 30 日  

                                                 
44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著述繫年」註云：筆名「王世融」。 
4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著述繫年」註云：筆名「王世融」。 
4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4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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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尼克遜秘密外交的褪色〉，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2 月 31 日  

發表〈我們的第二條爭生存的戰線在那裡？〉48，見《華僑日報》刊

出，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1972 年 (民國 61 年)，七十歲  

1 月 8 日  

發表〈在考驗中的大韓民國〉，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 月 11 日  

發表〈中、美會談的前夕〉，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兩岸三地卷上》。  

1 月 12 日  

發表〈自由中國的國戲運動〉 49，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1 月 14 日  

發表〈「台獨」是什麼東西！〉，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1 月 15 日  

發表〈孟加拉國的前景〉，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

國際政治卷上》。  

1 月 25 日  

發表〈美日高峰會談的回顧〉，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 月 27 日  

發表〈看蘇聯國際外交戰略的進度〉，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2 月 2 日  

發表〈中、蘇鬥爭在日本〉，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48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49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著述繫年」註云：該作〈自由中國的國『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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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兩岸三地卷上》。  

2 月 9 日  

發表〈蘇聯與人性的搏鬥〉，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

看世局》。  

2 月 13 日  

發表〈美國大學學生的轉向〉，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集 (二 )看世局》。  

2 月 20 日  

發表〈台灣香蕉的命運〉 50，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兩岸三地卷下》。  

2 月 23 日  

發表〈毛、尼會談臆測〉，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

兩岸三地卷上》。  

2 月 26 日  

發表，〈毛、尼會談續測〉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

兩岸三地卷上》。  

2 月 29 日  

發表〈特異地中美聯合公報〉，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3 月  

出版《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 51(新亞研究所初版 )(後來改名

                                                 
5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51按，〈自序〉云：「寫了這裏所收集的幾篇文章；得新亞研究所之助，先把它印出來，

作為兩漢思想史的背景篇」。末署「舊曆辛亥(民國六十年，1971)十一月二十日徐復

觀自序於臺北市庽廬」。是書收錄：第一篇西周政治社會的結構性格問題，分：1.對

西周奴隸社會論者的檢討，2.周室宗法制度，3.周室之封建制度及其基本精神，4.「國

人」的性格、地位問題，5.土田制度與農民，6.農民的地位與生活狀況，等四個單元。

第二篇封建政治社會的崩潰及典型專制政治的成立，分：1.封建政治秩序的崩潰，2.

封建社會在賦稅重壓下的解體，3.在封建社會解體中國人階層的發展與轉變，4.封建

道德的傳承問題及宗法由政治向社會的移轉，5.開放的過渡時代，6.商鞅變法與秦之

統一及典型專制政治出現的關係，7.典型專制政體的成立，8.一人專制的五種特性，

9.專制政治的社會基礎問題，等九個單元。第三篇漢代專制政治下的封建問題，分：

1.問題的限定，2.封建與楚漢興亡之關係，3.漢代封建的三大演變，4.專制對付封建的

尅制過程，5.在尅制過程中對學術發展的重大影響，6.學術史中董仲舒的寃獄，7.東

漢專制政治的繼續壓迫，等七個單元。第四篇漢代一人專制政治下的官制演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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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漢思想史卷一》，由學生書局印行 )。  

3 月 3 日  

發表〈日本對中美聯合公報的了解〉，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3 月 9 日  

發表〈封建主義的復活〉，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三 )

記所思》。  

3 月 11 日  

發表〈暴力主義的去路〉，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三 )

記所思》。  

3 月 17 日  

發表〈一個原始中國人看中俄關係〉 52，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1.官制係以宰相制度為骨幹，2.三公九卿在歷史官制中的澄清，3.漢代官制的一般特

性，4.武帝在官制演變中的關鍵性的地位，5.武帝對宰相制度的破壞，6.尚書、中書

的問題，7.中(內)朝問題的澄清，8.尚書在漢非內朝臣，9.武帝以後的宰相地位與三公

在官制中之出現，10.光武對宰相制度進一步的破壞及爾後在專制下官制演變的格

局，11.光武對地方軍制的破壞及其嚴重後果，等十一個單元。第五篇兩漢知識分子

對專制政治的壓力感，分：1.前言，2.對專制政治壓力感憤的開端者，3.東方朔答客

難的特殊意義，4.結語，等四個單元。第六篇中國姓氏的演變與社會形式的形成，分：

1.引言，2.氏義探源，3.姓義探源，4.周初姓氏內容的演變，5.氏在春秋代的演變，6.

古代平民的姓氏問題，7.姓氏向平民的普及，8.姓氏普及後社會結構的變化，9.以孝

為中心的倫理觀念的普及與宗族的功能，10.專制政治對宗族勢力的摧殘，11.姓氏在

對異族同化中的加量，12.結論，等十二個單元。附錄一有關周初若干史實的問題。

附錄二釋「版本」的「本」及士禮居本《國語》辨名。是書後來由臺灣學生書局在

臺灣發行，〈有關中國殷周社會性格問題的補充意見--臺灣版代序〉提及：「我因為研

究工作的忙碌，了增入一篇附錄外，沒有把這本小著好好地重新細看一遍」，篇末署

「農曆癸丑年(民國六十二年，1973)十月四日於九龍寓所」。而〈三版改名自序〉說：

「兩漢政治社會結構的特色，需要安放在歷史的發展中始易著明；因材料及我研究

所及的限制，便從周代的政治社會結構開始，寫成了六篇文章，彙印為 1972 年 3 月

由新亞研究所出版的《周秦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現時重印則是第三版。學生

書局的朋友，當重印之際，提議乾脆改名為《兩漢思想史卷一》，我覺得這是很適當

的」，因此「論著繫年」書名標示：「後改名《兩漢思想史卷一》」。徐先生在《兩漢

思想史卷二‧自序》說：「我在 1972 年 3 月，由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了《周秦政治社

會結構之研究》」加了註，說：「此書增加了兩篇重要文章後，於 1974 年 5 月，由臺

灣學生書局出臺灣版。」可以知道，所謂的「臺灣版」，是增加了：附錄三與陳夢家、

屈萬里兩先生商討周公旦曾否踐阼稱王的問題，附錄四有關周公踐稱王問題的申

復，等兩篇。 
52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學人年表 

 81

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3 月 19 日  

發表〈在日本暴力主義的背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集 (二 )看世局》。  

3 月 21 日、22 日  

發表〈台灣經濟漫步〉 (一、二 )，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3 月 27 日、28 日  

發表〈我們的中央民意代表〉 5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集 (三 )記所思》。  

4 月  

發表〈敬答中文大學紅樓夢研究小組汪立穎女士〉54，見《明報月刊》

(76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4 月 6 日  

發表〈美國科學技術的問題及其對策〉，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集 (二 )看世局》。  

4 月 7 日  

發表〈周、尼會談後中南亞半島的現勢〉，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4 月 12 日、13 日  

發表〈論「古為今用」〉55，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

論中共》。  

4 月 19 日  

發表〈對現階段越戰的觀察〉，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4 月 21 日  

發表〈川端康成之死〉，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

看世局》。  

4 月 25 日  

                                                 
53按，「論著繫年」僅繫於「3 月 27 日」。 
54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55按，「論著繫年」繫於「4 月 21 日、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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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國際政治上日本又迎到了一陣神風嗎？〉，見《華僑日報》，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4 月 29 日  

發表〈尼克遜的苦惱〉，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

國際政治卷上》。  

5 月  

發表〈曹頫奏摺的諸問題〉56，見《明報月刊》(77 期 )，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5 月 2 日、3 日  

發表〈再論「古為今用」〉，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

論中共》。  

5 月 6 日  

發表〈從何寫起〉57，見《明報》(「集思錄」專欄 )，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5 月 9 日  

發表〈越戰漫談〉，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

政治卷上》。  

5 月 12 日  

發表〈日本三島由紀夫案件的判決〉，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集 (二 )看世局》。  

5 月 13 日  

發表〈爭祖墳的故事〉58，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

兩岸三地卷上》。  

5 月 16 日  

發表〈蘇聯在越南的冒險〉，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國際政治卷上》。  

5 月 16 日、17 日、18 日  

                                                 
5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收入時篇名多「附補記」。 
5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著述繫年」註云：1972 年 5 月 6 日，《明報》開設「集思

錄」專欄，由徐教授、司馬長風、胡菊人三位先生輪流執筆，徐教授署妻名「王世

高」為筆名，以下凡此專欄之徐文皆以@記。 
58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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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香港中文大學的國文試題〉 59，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5 月 21 日  

發表〈暴力與民主政治〉，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

看世局》。  

5 月 22 日  

發表〈深有感於毛澤東之言〉，見《明報》(「集思錄」專欄 )，收入

《徐復觀雜文集 (一 )論中共》。  

5 月 23 日  

發表〈蘇聯重視尼克遜的莫斯科之行〉60，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5 月 25 日  

發表〈不是結婚幾次的問題〉61，見《明報》(「集思錄」專欄 )，收

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5 月 30 日  

發表〈老覺淡粧差有味〉62，見《明報》(「集思錄」專欄 )，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5 月 31 日  

發表〈限制戰略武器的意義〉，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6 月  

發表〈東瀛漫憶〉63，見《明報月刊》(78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思想文化卷下》。  

6 月 1 日  

發表〈西和東緊局面的出現 --莫斯科高峰會談初結〉64，見《華僑日

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6 月 2 日  

                                                 
59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6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6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62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6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64按，「論著繫年」篇名無「西和東緊局面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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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三個站立的人像〉65，見《明報》(「集思錄」專欄 )，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6 月 3 日  

發表〈毛澤東與斯大林的同異之間〉，見《明報》(「集思錄」專欄 )，

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論中共》。  

6 月 5 日  

發表〈毛澤東與斯大林的同異之間〉，見《明報》(「集思錄」專欄 )，

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論中共》。  

6 月 7 日  

發表〈維護人類和平生存的權利〉，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6 月 8 日  

發表〈我看《白毛女》〉66，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

兩岸三地卷上》。  

6 月 11 日  

發表〈熊十力先生之志事〉，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

憶往事》。  

發表〈契可夫與魯迅〉67，見《明報》(「集思錄」專欄 )，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6 月 13 日  

發表〈民主政治危機的另一形態看美國麥高文的競選口號〉68，見《華

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看世局》。  

發表〈美國人在精神上走頭無路〉，見《明報》(「集思錄」專欄 )，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6 月 15 日  

發表〈日美之間的墜歡重拾〉，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6 月 21 日  

                                                 
6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6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6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68按，「論著繫年」繫於「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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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越南和平的曙光〉，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

國際政治卷上》。  

6 月 25 日  

發表〈為人類長久生存的祈嚮〉 69，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集 (二 )看世局》。  

發表〈傳統文化與現代中國：封建主義陰魂不散〉70，見《人物與思

想》，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6 月 29 日  

發表〈蘇聯的人權問題〉71，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

看世局》。  

7 月  

發表〈近頗有以余報上文字相稱道者，惘然賦此，兼寄繭廬〉，見《明

報月刊》 (79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7 月 2 日  

發表〈中共與越共之間的微妙關係〉，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7 月 5 日  

發表〈人民及大專學生的判斷能力問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集 (三 )記所思》。  

7 月 8 日  

發表〈人類的智慧來自東方〉，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集 (二 )看世局》。  

7 月 12 日、13 日  

發表〈南北韓初步和解的背景與難題〉 (上、下 )，見《華僑日報》，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7 月 18 日  

發表〈這是美國變的開端嗎？論麥高文在民主黨的勝利〉72，見《華

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69按，「論著繫年」繫於「6 月 24 日」。 
7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收入時篇名無「傳統文化與現代中國」。 
71按，「論著繫年」繫於「6 月 30 日」。 
72按，「論著繫年」篇名無「這是美國變的開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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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  

發表〈台灣二三事〉，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

岸三地卷下》。  

7 月 25 日  

發表〈從蘇聯的一個秘密文件說起〉，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7 月 26 日  

發表〈對埃及驅逐蘇聯顧問問題的分析〉，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7 月 31 日、8 月 1 日  

發表〈論林彪之死〉，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論

中期》。  

8 月 8 日、9 日  

發表〈中東問題與聯合國〉 (一、二 )，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8 月 18 日  

發表〈從波蘭現狀看蘇聯在東歐的前途〉，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8 月 19 日  

發表〈老人的問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

際政治卷上》。  

8 月 24 日  

發表〈毛澤東為中國人民出口氣吧！〉，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集 (一 )論中共》。  

8 月 25 日  

發表〈東與西的心的接觸〉，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三 )

記所思》。  

8 月 30 日  

發表〈能否解開文心雕龍的死結〉，見《華僑日報》，收入《中國文

學論集》。  

8 月 31 日  

發表〈運命的播弄〉，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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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局》。  

9 月  

發表〈呂氏春秋及其對漢代學術與政治的影響〉，見《新亞書院學術

年刊》(14 期 )；1972 年 9 月 15 日，再刊於《大陸雜誌》(45 卷

3 期 )；1976 年 11 月，再見《中國史學論文選集》第一輯；收

入《兩漢思想史卷二》。 

發表〈由精能向縱逸 --讀唐鴻先生的畫〉，見《明報月刊》(81 期 )，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9 月 2 日  

發表〈從日本人的良心說起〉，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集 (三 )記所思》。  

9 月 10 日  

發表〈擴大求真的精神吧〉，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三 )

記所思》。  

9 月 11 日  

發表〈外交神風下的美日新關係〉，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9 月 12 日  

發表〈文體的構成與實現〉，見《華僑日報》，收入《中國文學論集》。 

9 月 19 日  

發表〈維護人類可以共同生存的一條基線〉，見《華僑日報》，收入

《徐復觀雜文集 (二 )看世局》。  

9 月 20 日  

發表〈「政黨立場和國家立場不能完全一致」 (答問紀錄 )〉，見《新

亞學生報》 73，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9 月 22 日  

發表〈有感於一位日本人士之言 --外交神風的極限〉74，見《華僑日

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73按，「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及「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皆未能查得《新亞學生

報》刊物，為新亞書院的校內刊物，暫記於此俟補。 
74按，「論著繫年」篇名無「有感於一位日本人士之言」。收入書中篇名作「外交神風的

極限--有感於一位日本人士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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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日  

發表〈朝鮮勞動黨的「主體思想」〉，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集 (二 )看世局》。  

9 月 28 日  

發表〈呂氏春秋中的「師道」--為壬子教師節作〉，見《華僑日報》，

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三 )記所思》。  

10 月  

發表〈石濤生年問題補記〉75，見《明報月刊》(82 期 )，收入《石濤

之一研究》。  

10 月 1 日  

發表〈中共日本聯合聲明的分析〉，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10 月 9 日  

發表〈毛澤東太過份了〉，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

論中共》。  

10 月 10 日  

發表〈知音篇略釋〉 76，見《華僑日報》，收入《中國文學論集》。  

10 月 11 日  

發表〈成為中 (共 )日關係正常化槓桿的經濟問題〉，見《華僑日報》，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10 月 18 日  

發表〈周恩來的地位及其最近的發言〉，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集 (一 )論中共》。  

10 月 20 日  

發表〈索忍尼津的呼喚〉，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

看世局》。  

10 月 24 日  

發表〈埃及的窘境〉，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

際政治卷上》。  

                                                 
75按，「論著繫年」標示：1962 年 8 月 27 日。 
76按，「論著繫年」篇名多「文心雕龍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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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  

發表〈智利的考驗〉，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

際政治卷上》。  

11 月  

發表〈關於「生命閃光之美」〉，見《明報月刊》(83 期 )，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11 月 2 日  

發表〈日蘇的微妙關係〉，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

國際政治卷上》。  

11 月 4 日  

發表〈概念政治？人民政治？〉，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集 (三 )記所思》。  

11 月 8 日  

發表〈文之樞紐〉77、〈越南和平的展望〉，見《華僑日報》，前者收入

《中國文學論集》，後者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1 月 11 日  

發表〈中國藝術雜談〉，見《新亞學生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三 )

記所思》。  

發表，〈一個民族的衰老〉，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

國際政治卷上》。  

11 月 15 日  

發表〈美國大選中的人與社會〉，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1 月 19 日  

發表〈費正清對大陸的認識〉，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11 月 22 日  

發表〈甕中春意〉 78，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

際政治卷上》。  

                                                 
7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但收錄〈文心雕龍漫談之四〉，日期及刊物完全相同。 
78按，「論著繫年」篇名題「甕瓦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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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26 日  

發表〈布蘭德的勝利〉 (上、下 )，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1 月 30 日  

發表〈中日聯合公報中的戰爭賠償問題〉，見《中大學生報》 79，收

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  

發表〈論布蘭德的東方政策〉 (一、二 )，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2 月 5 日  

發表〈自力與他力 --悲南越〉，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2 月 8 日  

發表〈石濤之一研究增補版自序〉，收入《石濤之一研究增補版》。  

12 月 10 日  

發表〈蘇聯西方政策的演變〉，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2 月 19 日  

發表〈閒眺日本此次大選〉，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國際政治卷上》。  

12 月 24 日  

發表〈越戰中的人與武器的問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12 月 27 日  

發表〈大學教育的難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三 )

記所思》。  

12 月 30 日  

發表〈什麼因素促成尼克遜重炸北越的決定〉，見《華僑日報》刊出，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上》。 

                                                 
79按，「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及「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皆未能查得《中大學生

報》刊物，為新亞書院的校內刊物，暫記於此俟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