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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教授年表初編》編輯後記  

流通組 謝鶯興 

徐復觀先生，1982 年 4 月 1 日下午，不幸病逝於台北的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5 月，徐夫人世高女士與其長公子武軍先生表示願意將其藏書、手稿等文物捐

贈給東海大學圖書館典藏。這件事的進展之際，筆者尚未進入東海就讀，10

月開學之後，聽過學會的幾位幹部談起，他們曾利用暑假期間協助圖書館處

理這批文物；雖然頗為好奇地想要見識這些資料，却因甫入學即面臨學校校

慶活動的各種練習，以及負責承辦校慶園遊會的攤位籌備等瑣事纏身，不克

前往圖書館。事情忙完後，緊接著是期中考的到 臨，也逐漸地遺忘了這件事。 

當年梅校長應允成立的「徐復觀教授紀念室」，1985 年 4 月，遷至現今館

舍時，仍設置於四樓特藏室。筆者於畢業後蒙師長的介引，得以進入圖書館

服務，方始真正見識到徐先生捐贈的文物，也才開始留意於他的相關資料。 

回顧徐先生贈書至今，已逾 35 年了，漫長的歲月中，典藏這批文物的圖

書館，因屬文獻典藏的單位，並無進行研究的能力，只能就這些文獻從整理

者的立場，逐步地整理，以便讀者使用。如：謄錄他在《史記會注考證》的

眉批，提供中文系吳福助教授在 1992 年 6 月 25 日至 27 日，於本館良鑑廳舉

行的「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上，以〈從《史記札記》看徐

復觀先生的治學方法〉為題，在大會上發表。 

1997 年 12 月，承續「東海名人錄系列」編製的構思，將當時所見到的資

料：徐先生〈無慚尺布裹頭歸〉1自云：「並且『東海』的校名，也出自我一時

的構想。我將它取上東海的名稱，是滿懷著『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

理同。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推之南海北海，莫不皆然』的幻

想，為東西的文化，基督教與非基督教的文化，其基本目的與精神，本是相

同；因而通過高等教育的融合，應當可以互信互助的。」又說：「我曾為東海

大學作一首校歌，由李抱忱博士作譜，在各種典禮中由學生唱出，並印在畢

業同學錄的前面。」彙編為《東海校歌的原作者--徐復觀先生紀念專輯》，主

要是希望呈現「徐先生與東海關係」，「徐先生與學生間的互動關係」上。這

是第一件整理的成果。 

當時，以永續經營的心態看待徐先生的學術成果，思考著如何能持續呈

現他的成就，因此就在「紀念專輯」之末附上〈徐復觀先生研究資料彙編〉，

                                                 
1 見《徐復觀文錄選粹》，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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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想要藉由近人研究、討論徐先生的相關論述的蒐集，彙為「研究資料

彙編」，以備本校未來擬建置「徐復觀研究中心」的基礎，惜事未果行。 

2005 年 3 月，中文系吳福助教授蒞臨圖書館，表達有意彙編中文系早期

師長的著作目錄，以供「東海中文系五十年學術傳承研討會」展覽的資料之

用。當時商得張淑玲、高于婷兩位同學的同意，參與這項工作。〈徐復觀先生

著作目錄〉即是其中之一的成果。 2 

2009 年 12 月，獲得執教於僑光科大的陳惠美校友協助，參與徐先生捐贈

線裝古籍的整理，藉由《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的園地，逐期刊登。2010 年

10 月，配合本校建置 55 週年慶祝活動，將這些發表的目錄，彙編為徐先生贈

之線裝古籍「經部」的小冊子，參加展示。這是本館於相隔 10 餘年之第二件

文獻整理的成果。 

2015 年 10 月，本館籌劃將《館訊》升級為《館刊》，邀請諸多師長及在

外校執教的校友擔任「編審委員」，將原本是「館務工作」訊息發布為主的刊

物，轉型為學術性的刊物。編審委員吳福助教授建議，圖書館收藏許多珍貴

的文物，不妨藉由《館刊》的園地，逐期以「文物選粹」的專欄來介紹，不

僅可以豐富館刊的內容，更能藉以披露館藏特色。於是即選定徐先生的文物

為介紹的重點。 

慮及擬做為學術刊物的《館刊》，除了名稱上的更改之外，內容上也須進

行變動。以本館而言，能掌握的資料與稿件，還是取決於館藏文獻的整理與

披露。除了賡續《館訊》原有的「華文雜誌創刊號」、「線裝書整理」之外，

開始著手籌劃徐先生的「年表」以及「研究資料彙編」的編製。 

20 年前想要進行的「徐復觀研究資料彙編」的計畫，也因《館刊》的園

地，以及林副校長振東博士代理校長期間，特別撥款給予中文系，用來協助

本館整理徐先生手稿、眉批的機會，指派中文系陳姵穎同學參與，幫忙處理

計劃的相關事宜。 

秉持個人的初衷：典藏徐先生豐富文物的單位，紀念他的最好方式，還

是應該從「永續經營」的觀念思考，一方面可以呈現東海整理徐先生文物的

珍貴性與成果，一方面則應蒐集近人對徐先生學術的重視與研究的狀況，並

建置「研究資料彙編」，甚至是「徐復觀研究網站(資料庫)」，每年增補更新。 

                                                 
2 收入《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早期師長著作目錄彙編》，吳福助策劃及主編，謝鶯興執

行編輯，東海大學中文系，2005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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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從「東海館藏目錄」、「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台灣期刊論文索引

系統」、「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系統」、「Ceps 華藝電子期刊」、「中國期刊網」、

「台灣博碩士論文加值服務系統」等等的資料庫，先行檢索徐先生相關著作

與近人對他研究的篇目，再將蒐集結果從事「徐復觀先生研究資料彙編」的

整理，分為徐先生的著作專書、發表的期刊論文，以及近人對徐先生的研究

等三種類型。近人對他的研究，另依文章內容與主題再細分為若干類，仿「研

究綜述」的模式，在各類中逐一摘錄各篇重點，方便讀者瞭解學者們對於徐

先生的研究重心，以及本館建置「徐復觀研究網站」時，可以上傳到「資料

庫」，讀者可以透過網站所提供的資料，先有初步的認識後，再斟酌所欲研究

的主題以及相關資料的蒐集。 

同時，經由這些資料的蒐集與已整理之篇章的內容，對於「年表」的彙

編，也產生莫大的助益。佐以曹永洋先生〈徐復觀先生年譜〉(經徐夫人訂正)、

余紀忠先生〈徐復觀先生傳略〉兩篇的記載，參酌近人所建立的成果， 3以及

《徐復觀文錄選粹》的「自述、懷念親友」單元收錄〈舊夢•明天〉、〈賣屋〉、

〈我的教書生活〉、〈我的讀書生活〉、〈我的母親〉等篇，《徐復觀雜文補編•

思想文化卷下》的〈我的父親〉等，配合館藏學校各項文獻的記載，得以建

置為「年表初編」。 

「年表」略依其時間或所在地點，分為：童年至軍旅生涯(1903~1948)、

渡海來臺的生涯(1949~1954)、東海大學執教時期(1955~1969)、赴香港執教時

期 (1970~1982)、以及逝世後其著作仍持續出版等五個時期 (1983~2014)，以見

其著作受世人的重視，故持續地出版問世。 

原本考慮命名為「學術年表」，或「大事年表」，或稱為「在東海的年表」。

但以蒐集到的資料而言，已經不僅僅是在東海執教的 14 年而已；內容亦不僅

只是「學術性」，亦略涉及其個人生活；基於「為賢者諱」的考量，並未將所

有事件全部登錄，故以「大事」命名，又不甚符合實際；加上徐先生到東海

執教之前的各年間事件的闕如，只能仰賴其著作所述以及友朋文章的記載；

特別是他到香港執教期間的種種事蹟，雖其弟子於追思中略見敘述，但非全

                                                 
3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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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興〈徐復觀論著繫年目錄〉，劉紹唐〈民國人物小傳：徐復觀〉，

黎漢基〈徐復觀教授出版著述繫年〉(補正版收入黎漢基、李明輝編《徐復觀雜文補

編》第六冊《兩岸三地卷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 年)，
李維武〈徐復觀著作編年目錄〉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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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加上徐先生之著述，有數百萬言，友朋之作又蒐集不易，更因尚未全面

地瀏覽這些作品，無法以定稿的形式呈現，故命名為「初稿」，以待未來的持

續閱讀與資料蒐集後的增補或修訂。然因此一工程非短期之內可以完成，故

先行彙編成書後出版，期待有心人能提供相關資訊，或加入徐先生年表增補

的行列。 

 

為豐富「年表初編」的內容，特意加入徐先生於 1934 年間，奉命偵查到

新疆路線的過程中所撰寫的〈塞上雜詩〉(收在《中國文學論集續篇》)，是目

前所知現存的最早詩作；〈相憶〉、〈婚後贈世高〉(收在《中國文學論集續篇》)

二詩，藉以見其「鐵血」中帶有「柔情」的「兒女情長」的一面；考察的觀

察入微，而被層峰重用的延安考察報告--〈中共最近動態〉(《徐復觀雜文補

編•兩岸三地卷上》)；以及著作專書的封面掃描檔，以見其著作等身之豐碩。 

年表之末附目前已經發表的「研究資料彙編」，包含：徐先生的「著作專

書」、「近人評論專書之部」、「近人研究之論治學」、「與近人學術討論綜述」、

「傳記資料彙編傳記資料彙編」、「友朋弟子的追思」等單元，冀能呈現近人

對於徐先生重視與追思。 

「年表」彙編初就，6 月 9 日，頃獲館長轉寄徐帥軍先生信件，附上徐先

生「少將退役證」照片，表示願意捐給「徐復復教授紀念室」典藏，是證正

可證明少數人士對於徐教授「少將退役」的疑問，已置於民國 36 年 10 月 1

日。對於帥軍先生豐富紀念室文物的盛意，在此特致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