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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文庫 

張 佛 泉 教授 著 述 年表  

謝鶯興  

張 佛 泉 教 授，學 名 葆 桓，筆 名 張 抱 橫。據 東 海 政 治 系 張 玉 生 教 授 提 供

的 資 料 記 載 ， 1956 年 於 東 海 大 學 執 教 ， 政 治 學 系 教 授 兼 系 主 任 ， 繼 吳 德

耀 博 士 之 後 接 任 文 學 院 院 長。蔡 啟 清 教 授〈 編 後 語 〉記 載：「 張 佛 泉 教 授

是 東 海 大 學 政 治 系 第 二 任 系 主 任。張 老 師 在 系 裡 親 自 擔 任『 政 治 學 』、『 西

洋 政 治 思 想 史 』 等 課 程 。 」 1 

誠 如 蔡 教 授 所 說：「 張 老 師 的 早 期 短 篇 評 論 與 論 文，分 別 刊 登 於《 民

主 與 選 舉 》、《 東 海 學 報 》。」蒐 集 頗 為 不 易，茲 據「 中 國 文 化 研 究 論 文 目

錄 」、「 台 灣 期 刊 論 文 索 引 系 統 」檢 索 所 得，參 酌 張 洪 彬《 張 佛 泉 的 生 平 與

思 想 簡 述 》，王 進 文 編《 自 由 與 權 利：憲 政 的 中 國 言 說 》，及 張 玉 生 老 師 提

供 的 相 關 資 料 ， 彙 編 而 成 。  

1908 年 (清 光 緒 34 年 )， 1 歲  

出 生 於 河 北 省 寶 坻 縣 。 2學 名 葆 桓 ， 筆 名 張 抱 橫 。 3 

1923 年 (民 國 12 年 )， 16 歲  

進 潞 河 中 學 就 讀 。 4 

1928 年 (民 國 17 年 )， 21 歲  

夏 天 ， 高 中 畢 業 ， 保 送 私 立 燕 京 大 學 哲 學 系 。 5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務發展組組員 
1  以上資料均見《政治系創系主任張佛泉教授紀念特刊：張佛泉教授論文集》，台中：

東海大學政治系友會編印，1994 年 6 月。 
2  據《自由與人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3 年 12 月)封面摺葉記載。按，《政治系

創系主任張佛泉教授紀念特刊張佛泉教授論文集》之張玉生老師提供張教授資料記

載：「張佛泉(1907~1994)」(台中：東海大學政治系友會編印，1994 年 6 月)。〈私立東

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民國 44 年 8 月填寫)，年齡欄填為「48」，換算應為 1908

年出生。 
3  據張洪彬《張佛泉的生平與思想簡述》，見《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 3 期(總 3 期)，

2010 年 9 月。 
4  據〈私立東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感謝政治系退休教授張玉生老師提供相關資

料。按，張老師提供的資料夾中，有一份英文表格，其中一張信紙抬頭寫「一諤先生」，

內容為：「本表所填係假定『東海』將設政治學系(見第十五點)，如東海未確定將設政

治學系，此表格是否應以暫緩遞出為安？因佛泉亦願在哲學系開課也。謹請」，信末

署「學生張佛泉(葆恒)敬上元月十九」， 
5  據〈私立東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及《自由與人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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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 (民 國 20 年 )， 24 歲  

是 年 起 ， 至 1936 年 止 ，《 大 公 報 》 記 者 ， 擔 任 通 訊 及 寫 作 文 稿 。 6 

9 月 4 日 至 1932 年 8 月 27 日，為《 大 公 報 》編《 現 代 思 潮 》周 刊 (每

周 五 出 刊 )， 撰 〈 發 刊 詞 〉。 7 

9 月 11 日，撰〈 現 代 思 潮 之 趨 勢，近 人 怎 樣 看 科 學 --發 現「 錯 置 具 體

性 之 舛 誤 」〉， 見 《 大 公 報 •現 代 思 潮 》 第 2 期 。 8 

撰〈 現 代 思 潮 之 趨 勢，從 有 定 論 到 無 定 論 --從 因 果 律 到 概 然 率 〉(用 張

抱 橫 筆 名 )， 見 《 大 公 報 •現 代 思 潮 》 第 1 期 。 9 

1932 年 (民 國 21 年 )， 25 歲  

7 月 ， 在 燕 京 大 學 禮 拜 堂 受 洗 ， 為 基 督 徒 。  

7 月 2 日，撰〈 幾 條 必 經 之 路 〉，見《 大 公 報 •現 代 思 潮 》第 41 期。 10 

8 月 27 日，撰〈幾句結束的話〉，見《大公報 •現代思潮》第 49 期。11 

8 月 底，赴 美 國 約 翰 •霍 普 金 斯 大 學 研 究 院 哲 學 系 攻 讀，師 從 亞 瑟 •洛

夫 喬 伊 。 12 

1933 年 (民 國 22 年 )， 26 歲  

1 月 31 日 ， 撰 〈 杜 威 教 育 思 想 與 中 國 教 育 前 途 〉， 見 《 大 公 報 》。 13 

6 月 19 日，撰〈 中 國 教 育 基 本 問 題 --讀 國 聯 教 育 專 家 之《 中 國 教 育 改

造 》 書 後 〉， 見 《 國 聞 周 報 》 第 10 卷 24 期 。 14 

                                                       
年 12 月)封面摺葉記載。 

6  據〈私立東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記載。 
7  據張洪彬〈關於張佛泉的幾點史實〉，見《讀書》2013 年 4 期，2013 年 4 月 15 日。又

見張洪彬《張佛泉的生平與思想簡述》云：「1931 年 12 月 19 日開始移至周六出刊」，

見《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 3 期(總 3 期)，2010 年 9 月。 
8  據張洪彬《張佛泉的生平與思想簡述》，見《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 3 期(總 3 期)，

2010 年 9 月。 
9  據張洪彬《張佛泉的生平與思想簡述》，見《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 3 期(總 3 期)，

2010 年 9 月。 
10據張洪彬《張佛泉的生平與思想簡述》，見《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 3 期(總 3 期)，

2010 年 9 月。』 
11據張洪彬《張佛泉的生平與思想簡述》，見《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 3 期(總 3 期)，

2010 年 9 月。又據〈私立東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記載，張老師因《大公報》招

回工作，未參加博士班考試。 
12據〈私立東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及張洪彬〈關於張佛泉的幾點史實〉，見《讀

書》2013 年 4 期，2013 年 4 月 15 日。 
13據張洪彬〈關於張佛泉的幾點史實〉，見《讀書》2013 年 4 期，2013 年 4 月 15 日。 
14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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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1 日，撰〈論國民政治負擔〉，見《國聞周報》第 10 卷 33 期。15 

11 月 6 日，撰〈 民 元 以 來 我 國 在 政 制 上 的 傳 統 錯 誤 〉，見《 國 聞 周 報 》

第 10 卷 44 期 。 16 

1934 年 (民 國 23 年 )， 27 歲  

3 月 ， 出 版 《 哲 學 與 近 代 科 學 》， 〇 〇 ： 世 界 書 局 。 17 

3 月 26 日，撰〈批評憲法案以前〉，見《國聞周報》第 11 卷 12 期。18 

5 月 20 日，撰〈從立憲談到社會改造〉，見《獨立評論》第 101 號。19 

7 月 2 日，撰〈 建 國 與 政 制 問 題 〉，見《 國 聞 周 報 》第 11 卷 26 期。20 

8 月 20 日，撰〈 憲 草 修 正 案 中 之 中 央 體 制 〉，見《 國 聞 周 報 》第 11 卷

33 期 。 21 

9 月 10 日，撰〈 訓 政 與 專 政 --答 林 炳 康 先 生 〉，見《 國 聞 周 報 》第 11

卷 36 期 。 22 

初 秋，應 胡 適 之 先 生 之 邀 請，到 國 立 北 京 大 學 (受 聘 為 講 師，至 1936

年 )任 教 ， 結 識 張 翰 書 。 23 

10 月 8 日，撰〈邦國主義的檢討〉，見《國聞周報》第 11 卷 40 期。24 

10 月 15 日，撰〈 邦 國 主 義 的 檢 討 (續 )〉，見《 國 聞 周 報 》第 11 卷 41

                                                       
社，2010 年。 

15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16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17據張洪彬〈關於張佛泉的幾點史實〉，見《讀書》2013 年 4 期，2013 年 4 月 15 日。 
18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19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20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21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22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23參見〈私立東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1933 年至 1936 年，擔任講師)及〈讀張翰書

著《西洋政治思想史》〉，收入《自由與人權》附錄(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3 年 12

月)。 
24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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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25 

11 月 26 日 ， 撰 〈 考 銓 制 度 亟 應 樹 立 〉， 見 《 國 聞 周 報 》 第 11 卷 47

期 。 26 

12 月 16 日，撰〈 我 們 對 於 政 治 應 取 的 態 度 〉，見《 獨 立 評 論 》第 5 卷

131 號 。 27 

1935 年 (民 國 24 年 )， 28 歲  

1 月 4 日 ， 撰 〈 論 自 由 〉， 見 《 國 聞 周 報 》 第 12 卷 3 期 。 28 

3 月 11 日 ， 撰 〈 關 於 整 個 教 育 目 標 問 題 〉， 見 《 國 聞 周 報 》 第 12 卷

9 期 。 29 

4 月 1 日 ， 撰 〈 西 化 問 題 之 批 判 〉， 見 《 國 聞 週 報 》 第 12 卷 12 期 ，
30
1962 年 6 月，重 刊 於《 文 星 》

31
第 10 卷 2 期 (總 56 期 )，收 入《 無

法 出 讓 的 權 利 》， 台 北 ： 大 林 書 店 。  

5 月 27 日，撰〈 考 銓 制 度 與 行 政 效 率 〉，見《 國 聞 周 報 》第 12 卷 20

期 。 32 

7 月 22 日，撰〈 個 人 自 由 與 社 會 統 制 〉，見《 國 聞 周 報 》第 12 卷 28

                                                       
25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26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年)，按，

該篇名的附註記載為「11 卷 47 期，1935 年 5 月 27 日」，若「11 卷 47 期」正確的話，

依每七天出刊計算，應是「1934 年 11 月 26 日」；若「1935 年 5 月 27 日」正確的話，

則應為「12 卷 20 期」，但該期另見〈考銓制度與行政效率〉，故暫繫於「1934 年 11 月

26 日」。 
27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28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29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30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31按，《文星》重刊的篇名左側題「轉載自《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二期(民國二十四年四

月一日出版)」。本篇分五個單元討論，各單元未見名稱，第一單元云：「近來國人對

於西化問題頗多討論，尤以『「創造」「中國」本位的文化』的呼聲為最高。這問題的

確異常重要。我在這裏把自己的意見提出，不知能否供關心這問題的人的參考」。 
32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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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33 

8 月 5 日，撰〈西化問題的尾聲〉，見《國聞周報》第 12 卷 30 期。34 

8 月 19 日，撰〈論統制之宜審慎〉，見《國聞周報》第 12 卷 32 期。35 

9 月 2 日，撰〈政治改造的途徑〉，見《國聞周報》第 12 卷 34 期。36 

9 月 30 日，撰〈幾點批評與建議〉，見《國聞周報》第 12 卷 38 期。37 

11 月 11 日，撰〈 民 治「 氣 質 」之 養 成 〉，見《 國 聞 周 報 》第 12 卷 44

期 。 38 

12 月 9 日，撰〈 整 個 教 育 目 標 之 確 定 〉，見《 國 聞 周 報 》第 12 卷 48

期 。 39 

1936 年 (民 國 25 年 )， 29 歲  

1 月 1 日，撰〈「 民 族 主 義 」需 要 重 新 闡 釋 〉，見《 國 聞 周 報 》第 13 卷

1 期 。 40 

1 月 20 日 ， 撰 〈 學 生 與 政 治 〉， 見 《 國 聞 周 報 》 第 13 卷 4 期 。 41 

3 月 23 日， 撰〈 國 難 教 育 與 教 育 目 標 〉，見《 國 聞 周 報 》第 13 卷 11

期 。 42 

                                                       
33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34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35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36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37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38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39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年)。按，

篇名的附註記載云：「12 卷 18 期，1935 年 12 月 9 日」，依王進文〈編者說明〉云：

按照時間順利予以收錄。」則「12 卷 18 期」應為「12 卷 48 期」。 
40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41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年)，篇

名的附註記載云：「13 卷 4 期，1936 年 1 月 20 日」，但依週刊出版日期計算，應是

「1936 年 1 月 22 日」為是。 
42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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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撰〈 周 著《 國 家 論 》(書 評 )〉，見《 國 聞 周 報 》第 13 卷 12

期 。 43 

4 月 20 日 ， 撰 〈 關 於 國 民 大 會 〉， 見 《 國 聞 周 報 》 第 13 卷 15 期 。 44 

6 月 1 日 ， 撰 〈 政 治 現 狀 如 何 打 開 ？ 〉， 見 《 國 聞 周 報 》 第 13 卷 21

期 。 45 

7 月 5 日 ， 撰 〈 國 人 與 時 局 〉， 見 《 獨 立 評 論 》 第 9 卷 208 號 。 46 

7 月 26 日 ， 撰 〈 談 婦 女 競 選 〉， 見 《 獨 立 評 論 》 第 9 卷 211 號 。 47 

8 月 17 日，撰〈今後之中央政治〉，見《國聞周報》第 13 卷 32 期。48 

9 月 20 日，撰〈今後政治之展望〉，見《獨立評論》第 9 卷 219 號。49 

10 月 11 日，撰〈 義 務 教 育 與 民 族 力 量 〉，見《 獨 立 評 論 》第 9 卷 222

號 。 50 

11 月 15 日，撰〈 我 們 要 回 到 北 方 來 ！ 〉，見《 獨 立 評 論 》第 10 卷 227

號 。 51 

是 年 受 聘 為 北 京 大 學 副 教 授 (至 1938 年 )。 52 

1937 年 (民 國 26 年 )， 30 歲  

4 月 18 日 ， 撰 〈 我 們 為 甚 麼 要 說 長 道 短 〉， 見 《 獨 立 評 論 》 第 10 卷

                                                       
43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44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年)，篇

名的附註記載云：「13 卷 15 期，1936 年 6 月 1 日」，按，因為「1936 年 6 月 1 日」另

見〈政治現狀如何打開？〉一篇，卷期為「13 卷 21 期」，故依周刊性質計算，繫於

「1936 年 4 月 20 日」。 
45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46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47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48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49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50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51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52據〈私立東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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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號 。 53 

5 月 9 日，撰〈 從 政 治 觀 點 論 我 國 教 育 問 題 〉，見《 獨 立 評 論 》第 10

卷 233 號 。 54 

5 月 30 日，撰〈 我 們 究 竟 要 甚 麼 樣 的 憲 法 〉，見《 獨 立 評 論 》第 10 卷

236 號 。 55 

6 月 27 日，撰〈 我 們 要 怎 樣 開 始 憲 政 〉，見《 獨 立 評 論 》第 10 卷 240

號 。 56 

7 月 25 日 ， 撰 〈 我 們 沒 有 第 二 條 路 〉， 見 《 國 聞 周 報 》 第 10 卷 224

號 。 57 

是 年 起 至 1938 年，北 京 大 學 因 應 抗 日 戰 爭，遷 徙 至 昆 明，與 其 它 學

校 (指 清 華 大 學、南 開 大 學、燕 京 大 學 )合 併 為 西 南 聯 合 大 學。擔 任

教 授 兼 政 治 系 主 任 。 58 

1938 年 (民 國 27 年 )， 31 歲  

擔 任 西 南 聯 合 大 學 教 授 兼 政 治 系 主 任 (至 1940 年 )。 59 

1939 年 (民 國 28 年 )， 32 歲  

5 月 7 日 ， 撰 〈 論 政 治 之 制 度 化 〉， 見 《 今 日 評 論 》 第 1 卷 19 期 。 60 

1940 年 (民 國 29 年 )， 33 歲  

                                                       
53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

出版社，2010 年。 
54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55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56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57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年)，篇

名的附註記載云：「《國聞周報》10 卷 224 號，1937 年 7 月 25 日」。但依上列諸篇之

《國聞周報》卷期僅見「〇卷〇期」，未有「〇卷〇號」者；而《獨立評論》則有「〇

卷〇號」，若為「10 卷 224 號」，參考「10 卷 227 號」之出版日期為「1936 年 11 月 15

日」，則「1937 年 7 月 25 日」顯然有誤；若為「《國聞周報》」之「10 卷〇期」之誤，

上列諸期止於「13 卷 32 期，1936 年 8 月 17 日」。以未能確定，暫列於此，以待修正。 
58據〈私立東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記載。 
59據〈私立東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記載。 
60據張洪彬《張佛泉的生平與思想簡述》，見《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 3 期(總 3 期)，

201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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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 任 燕 京 大 學 導 師 (至 1942 年 )， 指 導 牛 津 導 師 制 學 生 。 61 

1945 年 (民 國 34 年 )， 38 歲  

擔任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至 1946 年)第三分班(法學院)教授兼主任。62 

1946 年 (民 國 35 年 )， 39 歲  

4 月 30 日 ， 撰 〈 民 主 政 治 的 途 徑 〉， 見 《 無 法 出 讓 的 權 利 》。
63
 

7 月 16 日，撰〈 第 一 次 大 戰 後 民 主 運 動 的 失 敗 經 驗 〉，見《 無 法 出 讓

的 權 利 》。
64
 

9 月 3 日，撰〈中國的民治應從城市開始〉，見《無法出讓的權利》。
65
 

1947 年 (民 國 36 年 )， 40 歲  

3 月 9 日 ， 撰 〈 城 市 是 行 憲 最 自 然 的 起 點 〉， 後 收 入 《 無 法 出 讓 的 權

利 》。
66
 

6 月 1 日 ， 撰 〈「 市 憲 章 」 解 〉， 後 收 入 《 無 法 出 讓 的 權 利 》。
67
 

7 月 19 日，與 崔 書 琴 等 人 在 北 平 成 立「 市 民 自 治 促 進 會 」，撰〈 選 舉

為 的 是 甚 麼 ？ --對 選 舉 人 談 選 舉 〉68、〈 論「 代 書 」與 秘 密 投 票 〉69、

〈 市 民 治 促 進 會 對 改 進 選 舉 技 術 的 建 議 〉70，見《 民 主 與 選 舉 》。71 

1948 年 (民 國 37 年 )， 41 歲  

9 月 17 日 ， 由 獨 立 時 論 社 發 表 與 毛 子 水 、 王 聿 修 、 朱 光 潛 、 崔 書 琴

等 16 人 聯 名 宣 言 〈 中 國 的 出 路 〉， 見 《 周 論 》 第 2 卷 10 期 。 72 

                                                       
61據〈私立東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記載。 
62據〈私立東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記載。 
63台北：大林書店，1963 年 7 月 31 日。 
64台北：大林書店，1963 年 7 月 31 日。 
65台北：大林書店，1963 年 7 月 31 日。 
66台北：大林書店，1963 年 7 月 31 日。 
67台北：大林書店，1963 年 7 月 31 日。 
68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年)，篇

名的附註記載：「1947 年 9 月 3 日」。 
69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年)，篇

名的附註記載：「1947 年 11 月 16 日」。 
70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年)，篇

名的附註記載：「1948 年夏」。 
71據張洪彬《張佛泉的生平與思想簡述》，見《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 3 期(總 3 期)，

2010 年 9 月。 
72據張洪彬《張佛泉的生平與思想簡述》，見《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 3 期(總 3 期)，

201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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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 日，與 胡 適、陳 寅 恪、毛 子 水、錢 思 亮、英 千 里 等 人 乘 坐 蔣

介 石 派 的 專 機 離 開 北 平 ， 飛 往 南 京 ， 73再 避 地 到 台 灣 。 74 

1949 年 (民 國 38 年 )， 42 歲  

是 年，與 崔 書 琴、毛 子 水、王 聿 修、雷 震、王 世 杰、杭 立 武 等 人，籌

辦 《 自 由 中 國 》 半 月 刊 。 75 

是 年 ， 擔 任 國 立 編 譯 館 編 譯 委 員 (至 1950 年 )。 76 

10 月 31 日 ， 撰 〈 馬 列 主 義 批 判 〉， 見 《 實 踐 》 第 3 期 。  

1950 年 (民 國 39 年 )， 43 歲  

年 底 ， 辭 去 國 立 編 譯 館 編 纂 ， 開 始 撰 寫 《 自 由 與 人 權 》。 77 

是 年 ， 擔 任 革 命 實 踐 研 究 院 講 座 (至 1951 年 )。 78 

是 年 ， 擔 任 《 自 由 中 國 》 半 月 刊 (至 1955 年 8 月 )編 輯 委 員 79。  

1951 年 (民 國 40 年 )， 44 歲  

1 月 ， 擔 任 行 攻 院 設 計 委 員 會 委 員 (至 1954 年 10 月 ， 負 責 研 究 及 設

計 )。 80 

冬 天，與 徐 道 鄰、殷 海 光、夏 道 平、雷 震 及 台 大 一 些 研 究 生，參 加 每

兩 週 在 周 德 偉 自 家 寓 所 討 論 相 關 議 題 。 81 

                                                       
73據張洪彬《張佛泉的生平與思想簡述》，見《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 3 期(總 3 期)，

2010 年 9 月。按，《聯合報》1953 年 1 月 5 日報導：「三十七年冬北平被共匪圍城後，

由中央政府接運南來教授劉崇鋐、黃金鰲、毛子水、英千里、錢思亮、張佛泉、候璠、

張起鈞等。」 
74據〈序言〉記載，見《自由與人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 12 月。按，《聯

合報》1953 年 1 月 5 日報導：「胡適原任北大校長，錢思亮原任北大化學系主任，劉

崇鋐原任清華大學教授，黃金鰲原任北平師大訓導長，毛子水原任北大圖書館長，張

佛泉原任北大教授，英千里原任輔仁大學教授，侯璠原任師大教授，張起鈞原任中國

大學教授，均係於卅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三十八年一月間北平被圍後政府用飛機接

運出來的。」  〈私立東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記載到台灣的日期已是 1949 年 1

月。 
75據張洪彬《張佛泉的生平與思想簡述》，見《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 3 期(總 3 期)，

2010 年 9 月。 
76據〈私立東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記載。 
77參見〈修訂版序〉，收入《自由與人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3 年 12 月)。 
78據〈私立東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記載。 
79據〈私立東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記載。 
80據〈私立東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記載。 
81據張洪彬《張佛泉的生平與思想簡述》，見《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 3 期(總 3 期)，

201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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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撰〈 從 民 權 初 步 論 精 誠 團 結 〉，見《 自 由 中 國 》第 5 卷 11

期 ， 收 入 《 無 法 出 讓 的 權 利 》。
82 

1952 年 (民 國 41 年 )， 45 歲  

10 月 16 日，撰〈 論 美 國 大 選 的 意 義 〉，見《 自 由 中 國 》第 7 卷 8 期，

收 入 《 張 佛 泉 教 授 論 文 集 》。  

11 月 ， 擔 任 總 統 府 設 計 委 員 會 委 員 (至 1955 年 8 月 ， 負 責 研 究 及 設

計 )。 83 

1953 年 (民 國 42 年 )， 46 歲  

1 月 4 日，與 劉 崇 鋐、黃 金 鰲、毛 子 水、英 千 里、錢 思 亮、候 璠、張

起 鈞 等 人，在 青 田 街 劉 崇 鋐 教 授 公 館 聚 餐，歡 迎 胡 適 博 士，餐 會 並

邀 請 當 時 主 持 接 運 事 宜 之 蔣 經 國 主 任，王 叔 銘 總 司 令，陳 雪 屏 廳 長

作 陪 ， 以 答 謝 當 時 政 府 籌 撥 飛 機 接 運 之 盛 意 。 84 

5 月 1 日，撰〈 自 由 與 國 際 和 平 〉，見《 自 由 中 國 》第 8 卷 9 期，85，

收 入 《 無 法 出 讓 的 權 利 》。
86 

5 月 16 日 ， 撰 〈 自 由 之 確 鑿 意 義 〉， 見 《 自 由 中 國 》 第 8 卷 10 期 。

又 見《 政 治 思 想 史 》2010 年 第 3 期 (2010 年 9 月 )。87收 入《 無 法 出

讓 的 權 利 》。
88 

6 月 20 日，撰〈自由觀念之演變〉，見《民主評論》第 4 卷 12 期。 89 

1954 年 (民 國 43 年 )， 47 歲  

1 月 16 日 ， 撰 〈 自 由 與 文 化 〉， 見 《 自 由 中 國 》 第 12 卷 2 期 ， 收 入

                                                       
82台北：大林書店，1963 年 7 月 31 日。 
83據〈私立東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記載。 
84據《聯合報》「北平脫險教授，昨午聚餐慶祝，同時歡迎胡適博士」報導，1953 年 1 月

5 日。   
85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篇名的附註記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 年。 
86台北：大林書店，1963 年 7 月 31 日。 
87按，篇末題：「原載(台灣)《自由中國》第 8 卷第 10 期(1953 年 5 月 16 日)，重印于《自

由中國選集 1：自由民主的基本概念》，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 年。」   
88台北：大林書店，1963 年 7 月 31 日。 
89據是篇分三節論述：一是中世紀的「自由」與「權利」；二是近代的自由觀念；三是當

代的自由觀念。又，蕭高彥〈五〇年代臺灣自由觀念的系譜：張佛泉《自由中國》與

新儒家〉之「參考資料」記載，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26 卷 3 期，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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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法 出 讓 的 權 利 》。
90
 

3 月 20 日，與 徐 復 觀、殷 海 光、雷 震 一 起 進 行〈 自 由 的 討 論 〉，見《 民

主 評 論 》 第 5 卷 6 期 。
91 

5 月 ， 撰 〈 (自 由 與 人 權 )序 言 〉， 收 入 《 自 由 與 人 權 》。 92 

7 月 ， 撰 〈 (民 主 與 選 舉 )序 言 〉， 收 入 《 民 主 與 選 舉 》。 93 

7 月 6 日，撰〈 亞 洲 人 民 反 共 的 最 終 目 的 〉，見《 自 由 中 國 》第 11 卷

2 期 。 94 

8 月 16 日 ， 撰 〈《 政 治 常 識 》〉， 見 《 自 由 中 國 》 第 11 卷 4 期 ， 收 入

收 入 《 無 法 出 讓 的 權 利 》。
95 

9 月，撰〈 自 由 主 義 與 政 治 〉96、〈 民 主 國 家 的 基 精 神 〉97，〈 選 舉 為 的

是 甚 麼 ？ 〉 98、〈 論 美 國 大 選 的 意 義 〉 99， 見 《 民 主 與 選 舉 》。 100 

9 月 ， 出 版 《 民 主 與 選 舉 》， 台 北 ： 中 央 文 物 供 應 社 。 101 

                                                       
90台北：大林書店，1963 年 7 月 31 日。 
91按，本文提出：「正將四人所用『自由』分析為兩個『指稱』，或兩國『意義系統』；一

指經政府保證的諸權利，一指『內心自由』(或『不自由』)。弟站在政治學立場祗著

重講解第一個指稱下自由之意義，決無抹煞第二個指稱下的自由之用意。」。 
9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 12 月。 
93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 年 9 月。 
94據蕭高彥〈五〇年代臺灣自由觀念的系譜：張佛泉《自由中國》與新儒家〉之「參考

資料」記載，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26 卷 3 期，2014 年 9 月。   
95台北：大林書店，1963 年 7 月 31 日。 
96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年)，篇

名的附註記載：「1948 年 8 月 6 日」。 
97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年)，篇

名的附註記載：「1950 年 3 月 6 日」。 
98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年)，篇

名的附註記載：「1947 年 9 月 3 日」。 
99據王進文編《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年)，篇

名的附註記載，但 1952 年 10 月 16 日，已在《自由中國》第 7 卷 8 期刊登。 
100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 年 9 月。 
101按，〈序言〉云：「下面所選的短文，差不多都是根據我自己對於民主理論與制度的瞭

解，針對著近年來的現實，所做的具體建議。」歸納了幾點建議：「(一)在民主化的過

程中，應該特別利用城市(大市及中市)作為開端；(二)各市應開始試制自己的『市憲

章』；(三)鼓勵地方性的政黨在選舉中活動；(四)為避免盲目投票與選舉舞弊，對選舉

權可加以教育的或識字的限制；(五)採用標準的秘密投票過程；(六)廣泛提倡『民權

初步』。」全書共收 18 篇文章：一、第一次大戰後民主運動的失敗經驗。二、民主政

治的途徑。三、中國的民治應從城市開始。四、城市是行憲最自然的起點。五、「市

憲章」解。六、由「國大」選舉看行憲前途。七、反共救國會議與民主前途。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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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4 日，參 加 在 台 北 市 省 立 女 子 師 範 學 校 召 開 的「 聯 合 國 中 國 同 志

會 第 102 次 座 談 會 」，約 定 講 演「 基 本 人 權 」102，並 在 會 中 進 行「 綜

合 解 答 」。 103 

11 月 15 日 ， 撰 〈 基 本 人 權 〉， 見 《 大 陸 雜 誌 》 第 9 卷 9 期 。  

是 年 ，《 民 主 與 選 舉 》、《 自 由 與 人 權 》 相 繼 出 版 。 104 

是 年 ， 擔 任 教 育 部 世 界 名 著 譯 述 委 員 會 委 員 (至 1955 年 8 月 )。 105 

從是年至 1955 年止，執教於台北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106 

1955 年 (民 國 44 年 ) 

1 月 ， 撰 〈 自 由 與 民 主 的 起 碼 意 義 〉， 見 《 祖 國 週 刊 》 第 9 卷 3 期 ，

                                                       
國現在應該行普選麼？九、選舉為的是甚麼？十、論「代書」與秘密投票。十一、市

民治促進會對改進選舉技術的建議。十二、兩種完全不同的選舉。十三、論美國大選

的意義。十四、自由主義與政治。十五、論共產黨的「民主」。十六、民主國家的基

本精神。十七、從民權初步論精誠團結。十八、自由與文化。 
102按，首先提出：「『基本人權』在近年來已成為一個很普通的名詞。……但很少有人試

圖為它的意義加以『界定』。」因此他要「在這裏『標列』幾項它的意義。」以下分

三個單元：一、基本人權亦即基本自由；二、基本人權的幾項重要涵義，分：(一)那

些權利是我們所說的基本權利呢？(二)基本人權乃是民主社會的立國之本，(三)基本

權利還是一切次要的權利與法律之準繩，(四)基本權利乃是人人的權利，(五)基本權

利也可說是自由權利；三、基本權利與國際組織。 
103參見《聯合報》1954 年 9 月 4 日報導；9 月 5 日「國家構成目的，保障基本人權，張

佛泉教授昨講演」報導云：「張佛泉教授主講「基本人權」。歷時一小時許。張氏首先

指出，「基本人權」一詞，在中國習慣上尚非固定名詞。所謂「基本人權」，亦即「自

由的爭奪」。中世紀的英國議會，即已提出「自由與權利」，聯合國憲章內，亦提出「人

權與基本自由」。張氏繼分別提出數點，解釋何謂基本人權。第一點，基本人權就是

人的權利，是每個人的權利，而不僅是公民的權利。極權政治是沒有人權的，共匪憲

章，規定公民應如何如何，這是他們一大偷巧。因公民權與人權不同，基本人權乃是

人人都有的權利。第二點，基本人權也是天賦的權利，自然的權利，如果認為這是國

家賦予的或法律賦予的，那就是極權的觀念了。因天賦的權利，是任何人都不能剝奪，

也不容剝奪的。第三點，基本人權乃是現代社會一切組合的基本的構成條件，政冶的

組合是國家，國家的構成的目的，就是用以保障人民基本人權」。 
104據張洪彬《張佛泉的生平與思想簡述》，見《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 3 期(總 3 期)，

2010 年 9 月。按，頁 169 之註云：「1949 年之後，張佛泉出版的著作主要包括：《民

權初步釋義》，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1 年；《民主與選舉》，台北：中央文物供

應社，1954 年；《自由與人權》，台北：台菁出版社，1954、1979 年，香港：亞洲出版

社，1955 年，台北：商務印書館，1993 年(修訂版)；《無法出讓的權利》，台北：仙人

掌出版社，1971 年，台北：大林出版社，1973、1974 年。」 
105據〈私立東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記載。 
106據〈私立東海大學教職員待聘登記表〉及張洪彬《張佛泉的生平與思想簡述》，見《政

治思想史》2010 年第 3 期(總 3 期)，2010 年 9 月。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48 期 

68 

收 入 《 無 法 出 讓 的 權 利 》。
107 

3 月 11 日， 參 加 教 育 部 學 術 審 議 委 員 會 的 全 體 委 員 會 議 。 108 

4 月 4 日 ， 撰 〈 邱 吉 爾 論 民 主 〉， 見 《 中 國 一 周 》 第 258 期 。  

7 月，以〈 聯 合 招 考 入 學 志 願 問 題 〉109為 名，投 書《 自 由 中 國 》第 13

卷 3 期 。  

8 月 ， 出 版 《 自 由 與 人 權 》， 香 港 ： 亞 洲 出 版 社 。 110 

 
10 月 17 日 ， 撰 〈 世 界 論 壇 ： 自 由 與 機 會 〉， 見 《 中 國 一 周 》 第 286

期 。  

11 月 ， 出 版 〈 民 權 初 步 釋 義 (附 ： 加 強 推 動 民 權 初 步 辦 法 )〉， 台 北 ：

中 央 文 物 供 應 社 。 111 

                                                       
107台北：大林書店，1963 年 7 月 31 日。 
108參見《聯合報》「中華學術獎金，共有六人獲獎，三項留學生考試，教部定七月舉行」

報導，1955 年 3 月 12 日。 
109按，是篇係就「上一期《自由中國》社論(二)論『大學聯合招考依系科志願分配新生

之不合理』」之說而言。提出「聯合招生的用意本在便利學生，現在所訂的報名手續

實已妨害了學生選系的自由。」認為「選校的自由乃是青年們的重要權利。聯考的五

校都是公立的。學生們應有充分的選擇此數校的自由。」 
110按，〈修訂版序〉云：「《自由與人權》是我在民國三十九年(1950)，先辭去國立編譯館

編纂，集中全部精力所寫的。寫作時間用十四個月，校對用十八個月，由吾妻張若環

女士校閱三次，我隨後又校閱三遍。出版後，書銷售多半在臺灣，共出多少本我至今

也不知道。」 
111按，是篇「前言」云：「幾十年來，孫中山先生遺教中最被忽略的部份恐怕即為『民

權初步』。我們似乎未能徹底了解『民權初步』的各種涵義，因之更未能發明如何推

動這偉大民主實踐教育的方法。現就個人對『民權初步』所能理解到的涵義，試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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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民 國 45 年 ) 

10 月 1 日，撰〈 言 論 自 由 與「 百 家 爭 鳴 」〉，見《 自 由 中 國 》，第 15 卷

7 期 ， 收 入 《 無 法 出 讓 的 權 利 》。
112 

從 是 年 至 1964 年 止，執 教 於 台 中 東 海 大 學 政 治 學 系，兼 文 學 院 院 長

及 政 治 系 主 任 。 113 

1957 年 (民 國 46 年 ) 

6 月 ， 撰〈 論 自 由 之 限 度 --答 殷 海 光 教 授 〉，見 《 祖 國 週 刊 》第 18 卷

11 期 。  

6 月 1 日，撰〈 讀 徐 (道 鄰 )著《 語 意 學 概 要 》〉，見《 自 由 中 國 》第 16

卷 11 期 。  

10 月 1 日，《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第 1 期 報 導，兼「 教 職 員 資 格 審 查 委 員

會 」、「 獎 學 金 委 員 會 」、「 編 制 章 則 委 員 會 」、「 圖 書 委 員 會 」、「 通 才

教 材 內 容 及 教 法 大 綱 編 纂 委 員 會 」、「 教 職 員 學 術 著 作 或 譯 著 獎 助

委 員 會 」 (兼 召 集 人 )等 委 員 。  

10 月 16 日 ，《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 第 2 期 報 導 ， 兼 「 校 刊 編 委 員 會 」 委

員 。  

11 月 16 日 ，《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 第 4 期 報 導 ， 兼 政 治 學 系 主 任 ， 講 授

「 政 治 學 」、「 西 洋 政 治 思 想 史 」等 課 程，並 兼「 校 務 委 員 會 」、「 行

政 委 員 會 」 委 員 。  

12 月 ， 撰 〈 悼 亡 友 崔 書 琴 先 生 〉， 見 《 政 論 周 刊 》 第 153 期 。  

是 年 ， 出 版 《 自 由 民 主 論 叢 》， 香 港 九 龍 ： 友 聯 出 版 社 。  

1958 年 (民 國 47 年 ) 

1 月 16 日，《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第 8 期 報 導，兼「 四 七 年 度 教 員 資 格 審

                                                       
闡釋。」全篇分：第一、我們應先指出「民權初步」在中山先生整個思想系統中佔有

如何重要的地位。第二、請闡明「社會建設」涵義。第三、讓我們指出「民權初步」

是最好的「實踐」教育。第四、請略釋：開會何以能團結人心。第五、請指出「民權

初步」的真正民主精神。第六、請說明「以漸而進」的意義。第七、請略論以民權對

抗專制或極權的道理。第八、請略釋「民權初步」與建國程序的關係。篇末附「加強

推動民權初步辦法」，提出：第一，我建議仿照英國「公民教育協會」的辦法，組織

一個「民權初步教導協會」，專為加強「民權初步」的推廣。第二、我建議徹底改革

公民教育方法。 
112台北：大林書店，1963 年 7 月 31 日。 
113據張洪彬《張佛泉的生平與思想簡述》，見《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 3 期(總 3 期)，

201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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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 委 員 會 」 委 員 。  

1 月 31 日，《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第 9 期 報 導，兼「 學 報 編 輯 委 員 會 」委

員 兼 召 集 人，並 在「 東 海 大 學 教 職 員 著 作 一 覽 」刊 登 目 前 已 出 版 的

著作：《民權初步釋義》(文物供應社 )、《民主與選舉》(文物供應社 )、

《自由與人權》 (亞洲出版社 )、《自由民主論叢》 (友聯出版社 )。  

7 月 17 日 ， 參 加 貴 陽 街 實 踐 堂 舉 行 崔 書 琴 博 士 逝 世 週 年 紀 念 會 ， 與

王 聿 修、浦 薛 鳳、薩 孟 武、李 祥 麟、陳 國 新、雷 崧 生 等 十 餘 人 合 撰

《 政 治 學 術 論 文 集 》。 114 

8 月 1 日，接 任 文 學 院 院 長 兼 政 治 系 主 任，講 授「 政 治 學 原 理 」、「 西

洋 政 治 思 想 史 」 等 課 程 ， 並 兼 懷 恩 中 學 董 事 會 之 副 董 事 長 。 115 

9 月 22 日 ，《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 第 15 期 報 導 ， 兼 「 行 政 委 員 會 」、「 獎

學 金 委 員 會 」、「 圖 書 委 員 會 」、「 編 製 章 則 委 員 會 」、「 教 職 員 研 究 及

進 修 委 員 會 」、「 東 海 學 報 委 員 會 」 (兼 召 集 人 )、「 第 一 屆 畢 業 典 禮

籌 備 委 員 會 」、「 教 員 資 格 審 敘 委 員 會 」 等 委 員 。  

10 月 16 日，《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第 16 期 報 導，兼「 校 務 委 員 會 」、「 教

務 委 員 會 」、「 訓 育 委 員 會 」 等 委 員 。  

11 月 1 日 ，《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 第 17 期 報 導 ， 兼 「 東 海 大 學 學 生 出 國

進 修 委 員 會 」 委 員 。  

12 月 8 日 ， 中 午 代 表 東 海 招 待 胡 適 博 士 、 孔 德 成 侍 奉 官 蒞 校 參 觀 ，  

12 月 22 日，《 聯 合 報 》報 導：「 私 立 東 海 大 學 現 正 籌 辦 一 種 純 學 術 性

的 刊 物，定 名 為《 東 海 學 報 》，並 已 開 始 徵 稿。創 刊 號 預 定 於 明 年

三 月 底 出 版 ， 編 輯 委 員 會 主 委 由 該 校 文 學 院 院 長 張 佛 泉 擔 任 」。 116 

12 月 16 日，《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第 19 期 報 導，兼「 四 七 學 年 度 教 員 學

術 研 究 委 員 會 」 委 員 。  

1959 年 (民 國 48 年 ) 

4 月 1 日 ，《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 第 23 期 報 導 ， 兼 「 通 才 教 育 委 員 會 」、

「 四 十 七 學 年 度 教 員 資 格 審 敘 委 員 會 」 委 員 。  

                                                       
114參見《聯合報》「崔書琴博士，逝世週年，友好今集會」報導，1958 年 7 月 17 日。 
115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5 期，1958 年 9 月 22 日。但，第 6 版「四十七學年度教員

名錄及擔任科目表一」的「教務」則標記為「代理院長」。 
116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9 期，1958 年 12 月 16 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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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 ，《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 第 24 期 報 導 ， 兼 「 四 十 七 學 年 度 教 員

學 術 研 究 審 敘 委 員 會 」 委 員 。  

5 月 16 日 ，《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 第 26 期 報 導 ， 兼 「 畢 業 生 就 業 輔 導 委

員 會 」 委 員 。  

7 月 17 日 ， 參 與 教 育 部 為 悼 念 為 已 故 崔 書 琴 博 士 逝 世 兩 週 年 紀 念 ，

由 中 華 叢 書 委 員 會 編 印 《 紀 念 崔 書 琴 先 生 政 治 學 術 論 文 集 》。 117 

9 月 5 日，參 加 在 教 育 部 第 一 會 議 室 舉 行 的「 教 育 部 學 術 審 議 委 員 會

第 七 屆 委 員 會 議 」。 118 

9 月 ， 辭 去 文 學 院 院 長 兼 職 。 119 

10 月 16 日 ，《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 第 30 期 報 導 ， 兼 「 獎 學 金 委 員 會 」、

「 圖 書 委 員 會 」、「 東 海 學 報 委 員 會 」 委 員 。  

11 月 1 日，《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第 31 期 報 導，兼「 校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11 月 16 日，《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第 32 期 報 導，兼「 四 十 八 學 年 教 務 委

員 會 」 委 員 。  

11 月 20 日 ， 參 加 東 海 大 學 新 成 立 的 教 授 會 ， 當 選 為 理 事 。 120 

12 月 31 日，《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第 35 期 報 導，擔 任 政 治 系 一 年 級 導 師。  

1960 年 (民 國 49 年 ) 

5 月 16 日 ，《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 第 41 期 報 導 ， 兼 「 司 徒 雷 登 獎 學 金 處

理 委 員 會 」 委 員 。  

6 月，撰〈 主 權 之 謎 〉 121，見《 東 海 學 報 》第 2 卷 1 期，收 入《 張 佛

泉 教 授 論 文 集 》。  

7 月初，與徐道鄰教授、林致平教授參加由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博士率

領，代表自由中國出席在美國芝加哥舉行的中美學術合作會議。122 

7 月 7 日，參 加 在 總 統 官 邸，總 統 暨 夫 人 以 午 宴 款 待 出 席 中 美 學 術 合

                                                       
117參見《聯合報》「喪祭，崔書琴兩年忌」報導，1959 年 7 月 17 日。 
118參見《聯合報》「教部學術審委會，委員百人聘定，明天舉行第一次會議」報導，1959

年 9 月 4 日。 
119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30 期「新學期新陣容，本年度人事已調整」報導，但第 5

版「四十八學年度教員名錄及任課一覽表(一)」的「職位」仍見「政治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講授「政治學原理」、「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課程，1959 年 10 月 16 日。 
120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33 期「本校教授會已正式成立」報導。 
121按，是篇分：(一)政治哲學之語文；(二)主權之謎；(三)結論等三節論述。 
122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42 期「本校教授張佛泉、徐道鄰等，將於本夏赴美，參加

學術會議」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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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會 議 的 學 者 代 表 。 123 

7 月 10 日 ， 赴 美 國 參 加 在 西 雅 圖 舉 行 ， 會 期 六 天 的 中 美 學 術 合 作 會

議，將 討 論 進 一 步 加 強 中 美 文 化 交 流，教 授 及 研 究 員 的 交 換，研 究

資 料 的 彼 此 供 應 與 技 術 協 助 等 問 題 ， 並 發 表 論 文 。 124 

9 月 中 旬 ， 由 美 國 返 校 ， 訪 美 期 間 曾 順 道 訪 問 東 海 旅 美 的 校 友 。 125 

10 月 16 日 ，《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 第 45 期 報 導 ， 兼 「 獎 學 金 委 員 會 」、

「 圖 書 委 員 會 」、「 東 海 學 報 委 員 會 」等 委 員，仍 兼 政 治 系 主 任，講

授 「 西 洋 政 治 思 想 史 」 課 程 。  

11 月 16 日 ，《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 第 47 期 報 導 ， 兼 「 校 務 委 員 會 」、 教

務 委 員 會 」 等 委 員 。  

12 月 1 日 ，《 東 海 大 學 校 刊 》 第 48 期 報 導 ， 兼 「 教 員 資 格 審 敘 委 員

會 」 委 員 。  

1961 年 (民 國 50 年 ) 

3 月 6 日，參加第十七次校務會議，被推舉為「發展校務小組」委員。126 

4 月 20 日 ， 參 加 四 十 九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一 次 教 務 會 議 。 127 

8 月，獲 美 國 福 特 基 金 獎 助，携 妻 女 至 美 國 哈 佛 大 學，擔 任 哈 佛 大 學

東 亞 研 究 所 研 究 員，研 究 題 目 為「 中 國 近 代 思 想 中 自 由 與 人 權 觀 念

之 發 生 與 演 變 」。 128 

1962 年 (民 國 51 年 ) 

5 月 7 日 ， 教 育 部 來 文 ，「 該 校 教 授 張 佛 泉 申 請 護 照 延 期 事 希 核 復 憑

                                                       
123參見《聯合報》「中美將開學術會議，總統伉儷設宴，款待我國代表」報導，1960 年

7 月 8 日。 
124參見《聯合報》「我學者廿二人，八日赴美，參加中美學術會議 胡適將在會中演說」

報導，1960 年 7 月 2 日。 
125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44 期「徐張兩教授已返校授課」報導。 
126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53 期「第十七次校務會議通過要案數起」報導。 
127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55 期「本期一次教務會議曾作多項重要決定」報導。 
128按，《東海大學校刊》第 57 期(1961 年 6 月 1 日)「人事動態」報導：「張佛泉教授應

福特基金會邀請，將於下期赴美，作為期一年之攷察研究。」又，〈讀張翰書著《西

洋政治思想史》〉云：「五十年八月，予偕眷來北美就業，遂將在台中東海大學所任西

洋政治思想史一課交給墨香講授。」收入《自由與人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3

年 12 月)，又見是書的封面摺葉記載。又參見張洪彬《張佛泉的生平與思想簡述》，

見《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 3 期(總 3 期)，2010 年 9 月。《東海大學校刊》第 59 期

(1961 年 10 月 1 日)「人事異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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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 之 事 由 。 129 

5 月 21 日 ， 由 東 海 大 學 代 發 給 教 育 部 「 為 本 校 張 佛 泉 教 授 申 請 延 長

護 照 效 期 覆 懇 賜 准 由 」公 文，說 明 云：「 本 校 政 治 系 教 授 張 佛 泉 於

民 國 五 十 年 八 月 應 美 國 福 特 基 金 會 之 邀 ， 前 往 美 國 作 為 期 一 年 之

訪 問 研 究，該 項 計 劃 並 包 括 其 夫 人 張 若 環 女 士 及 其 長 女 張 和 在 內，

至 本 年 七 月 止，必 要 時 得 延 長 一 年。若 蒙 鈞 部 台 50 文 字 第 8564 號

令 准 在 卷。頃 悉 張 佛 泉 教 教 授 因 須 繼 續 在 美 研 究 一 年，本 校 經 予 同

意，覆 懇 賜 察 准 函 外 交 部 准 予 延 長 張 教 授 暨 其 眷 屬 護 照 效 期，至 民

國 五 十 二 年 七 月 為 禱 。 」 130 

6 月 ， 撰 〈 政 治 哲 學 與 語 文 〉， 見 《 東 海 學 報 》 第 4 卷 1 期 ， 收 《 張

佛 泉 教 授 論 文 集 》。  

1965 年 (民 國 54 年 ) 

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擔任亞洲系教授，直至 1977 年退休。131 

1969 年 (民 國 54 年 ) 

8 月 18 日 ， 參 加 由 一 百 多 名 學 者 專 家 和 知 識 份 子 組 成 的 請 願 團 體 ，

聯 名 向 杜 魯 道 總 理 請 願 ， 反 對 加 拿 大 承 認 中 共 政 權 。 132 

1971 年 (民 國 60 年 ) 

9 月 ， 撰 〈 梁 啟 超 國 家 觀 念 之 形 成 〉 133， 見 《 政 治 學 報 》 第 1 期 。  

                                                       
129參見張玉生老師保存之「張佛泉教授文件夾」。 
130參見張玉生老師保存之「張佛泉教授文件夾」。 
131據張洪彬《張佛泉的生平與思想簡述》，見《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 3 期(總 3 期)，

2010 年 9 月。但《自由與人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3 年 12 月)封面摺葉記載

「卑詩大學任教授，至退休止。」 
132參見《聯合報》「旅加學人提請願書，反對加承認匪政權」報導，1969 年 8 月 20 日。 
133是篇先介紹所用的八種中英文材料，接著分：一、梁氏「無國」之感覺；二、梁氏「國

家」、「國民」觀念之形成，又分：(甲)梁氏於毫未遲疑中首先接納了「有機體的國家

論」(The Organismic Theory of the State)，(乙)「國民」觀念之引入中國思想，(丙)國家

主義、國民主義、民族主義、三民詞之提出；三、結語，提出四點結論：(甲)梁任公

國家觀念形成之步驟或層次，乃歷歷可指的；(乙)梁氏之有機體的國家論及國家主義，

一經確立之後，其他觀念均逐漸隨之而轉移；(丙)梁氏思想多變化流轉不定，惟有國

家觀，自一八九九年初，成立之後，獨屹然不移；(丁)梁任公對伯倫知理之國家學說，

何以獨有桴鼓之應？此正為值得研究之問題。篇末附註之後有「校後記」，云：「本文

成於六十年夏，稿寄出後，自日本借到平田東助譯伯氏《國家論》(明治十五年三月

出版)，及平田東助與平塚定二郎合譯伯氏《國家論》(明治二十二年十一月出版)二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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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 (民 國 62 年 ) 

7 月 31 日 ， 出 版 《 無 法 出 讓 的 權 利 》 134， 台 北 ： 大 林 書 店 。  

 

1977 年 (民 國 66 年 ) 

4 月 ， 撰 〈「 人 權 」 與 所 謂 「 公 民 權 利 」〉 135， 原 載 《 祖 國 週 刊 》 第 9

卷 第 12、 13 期 136， 又 見 《 共 黨 問 題 研 究 》 第 3 卷 4 期 ， 收 入 《 無

法 出 讓 的 權 利 》。
137 

1987 年 (民 國 76 年 ) 

1 月 1 日，致 函 張 翰 書，談 論《 自 由 與 人 權 》出 版 第 十 版 之 事，提 出

擬 改 為 「 增 訂 版 」， 但 對 於 出 版 日 期 則 不 能 定 期 交 稿 。 138 

                                                       
134是書無序跋，共收 15 篇：西化問題之批判、自由與文化、自由與民主的起碼意義、

政治常識、自由之確鑿意義、政黨政治的「預需條件」、言論自由與「百家爭鳴」、從

民權初步論精誠團結、第一次大戰後民主運動的失敗經驗、中國的民治應從城市開

始、城市是行憲最自然的起點、「市憲章」解、民主政治的途徑、「人權」與所謂「公

民權利」、自由與國際和平。 
135篇前有〈編者按語〉，云：「近代的極權主義，在基本理論上雖然否定自由與民主的價

值，但是鑒於自由民主思潮之不可抗，又不得不造設一套貌似自由與民主的意理和制

度來騙取人心。張佛泉教授在本文中，暢論人權的源流和意義，同時檢證極權國家所

謂『公民權利』的虛妄；指陳如果否定人的價值便絕無『公民權利』可言。所謂『人

當人的大前提』，肯定獨立的個人為人權的基源，尤具卓見。」全篇分：一、人權制

度的「理論造型」，又分：甲、「人當人」的大前提，乙、個人內心生活與社會生活，

丙、人權觀念之形成，丁、民主國之構成與人權之保障。二、評共黨所謂「公民權利」，

分：甲、否定了「人」，便無「公民權利」可言，乙、共黨根本不配談「權利」，丙、

中共早已粉碎了每一基本人權。三、結語。附錄：基本人權，收錄「人權宣言」的二

十八個要點。 
136按，《 祖 國 週 刊 》第 9 卷 3 期，是 1955 年 1 月 出 版，推 算 9 卷 12 期、13 期

亦 應 在 1955 年 4 月 出 刊 。  
137台北：大林書店，1963 年 7 月 31 日。 
138據張玉生老師保存之「張佛泉教授文件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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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民 國 77 年 ) 

12 月 28 日，撰〈 讀 張 翰 書 著《 西 洋 政 治 思 想 史 》〉139，見《 自 由 與 人

權 》。  

1990 年 (民 國 79 年 ) 

6 月，撰〈 讀 張 翰 書 著《 西 洋 政 治 思 想 史 》〉，見《 東 海 學 報 》第 31 卷，

又 見《 東 海 社 會 科 學 學 報 》第 9 期，收 入《 自 由 與 人 權 》之 附 錄。  

1993 年 (民 國 82 年 ) 

在 美 國 接 受 張 翰 書 教 授 建 議，台 北：台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自 由 與 人

權 》 改 正 版 。 140 

1994 年 (民 國 83 年 ) 

1 月 16 日 ， 在 加 拿 大 去 世 。 141 

6 月 ， 東 海 大 學 政 治 系 友 會 編 印 《 張 佛 泉 教 授 論 文 集 》 142。  

1998 年 (民 國 87 年 ) 

撰 〈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General Will”〉 143， 見

《 政 治 學 報 》 第 30 期 。  

2010 年 (民 國 99 年 ) 

出 版 《 自 由 與 權 利 ： 憲 政 的 中 國 言 說 》， 北 京 ： 清 華 大 學 出 版 社 。 144 

                                                       
139按，篇末署「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廿八日」。 
140參見〈修訂版序〉，收入《自由與人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3 年 12 月)封面

摺葉記載。 
141據張玉生〈Curriculum Vitae of Fo‐chuan Chang〉，見〈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General Will”〉，收入《政治學報》第 30 期。 
142蔡啟清〈編後語〉說：「張佛泉教授是東海大學政治系首任系主任。張老師在系裡親

自擔任『政治學』、『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課程。」又說：「張老師的早期短篇評論與

論文，分別刊登於《民主與選舉》、《東海學報》，內容包含『政治術語』的詮釋，語

意學的問題，以及『選舉』的過程與『民主』的真義。」除張玉生提供〈張佛泉簡歷〉、

〈編後語〉外，收入：〈主權之謎〉、〈政治哲學與語文〉、〈自由主義與政治〉、〈民主

國家的基本精神〉、〈政黨政治的「預需條件」〉、〈選舉為的是什麼〉、〈論美國大選的

意義〉等七篇。 
143是篇註 1：「Editor’s note: The article is published posthumously in memory of Professor 

Fo‐chuan Chang. We thank Professors Han‐shu Chang(張翰書)and Eugene Y. S. Chang(張

玉生)for brining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 A brief curriculum vitae of Professor Fo‐chuan 

Chang is provided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144按，館藏是書係電子書，王進文〈編者說明〉云：「本書將佛泉先生自 20 世紀 30 年

代開始，發表於《國聞週報》、《獨立評論》、《獨立時論集》立至《祖國》週刊、《自

由中國》社論上有關憲政問題的言說，以及《民主與選舉》、《無法出讓的權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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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與人權》等著述，按照時間順利予以收錄。」「內容簡介」云全書「分上、中、下

三篇，凡二十五章。」書末附〈索引〉。據〈目錄〉記載，上篇「憲政與時局」：第一

章收：〈中國教育基本問題--讀國聯教育專家之《中國教育改造》書後〉、〈論國民政治

負擔〉、〈民元以來我國在政制上的傳統錯誤〉、〈批評憲法草案以前〉；第二章收：〈建

國與政制問題〉、〈憲草修正案中之中央體制〉、〈訓政與專政--答林炳康先生〉、〈邦國

主義的檢討〉、〈邦國主義的檢討(續)〉；第三章收：〈考銓制度亟應樹立〉、〈論自由〉、

〈關於整教育目標問題〉、〈西化問題之批判〉、〈考銓制度與行政效率〉、〈個人自由與

社會統制〉、〈西化問題的尾聲〉；第四章收：〈論統制之宜審慎〉、〈政治改造的途徑〉、

〈幾點批評與建議--再談政治改造問題〉、〈民治「氣質」之養成〉；第五章收：〈整個

教育目標之確定〉、〈「民族主義」需要重新闡釋〉(存目)、〈學生與政治〉、〈國難教育

與教育目標〉；第六章收：〈周著《國家論》(書評)〉、〈關於國民大會〉、〈政治現狀如

何打？〉〈今後之中央政治〉、〈從立憲談到社會改造〉；第七章收：〈我們對於政治應

取的態度〉、〈國人時局〉、〈談婦女競選〉、〈今後政治之展望〉、〈義務教育與民族力

量〉、〈我們要回到北方來！〉；第八章收：〈從政治觀點論我國教育問題〉、〈我們究竟

要甚麼樣的憲法〉、〈我們要怎樣開始憲政〉、〈我們為甚麼要說長道短〉、〈我們沒有第

二條路〉。中篇「無法出讓的權利」，第一章收：〈從民權初步論精誠團結〉、〈論美國

大選的意義〉；第二章收：〈自由與國際和平〉(存目)、〈自由之確鑿意義〉(存目)；第

三章收：〈《政治常識》書評〉(存目)、〈自由與民主的起碼意義〉、〈政黨政治的「預需

條件」〉；第四章收：〈第一次大戰後民主運動的失敗經驗〉〉(附註標「1946 年 7 月 16
日」)、〈中國的民治應從城市開始〉〉(附註標「1950 年 3 月 16 日」)、〈城市是行憲

最自然的起點〉〉(附註標「1946 年 9 月 3 日」)、〈「市憲章」解〉〉(附註標「1947 年

6 月 1 日」)；第五章收：〈中國現在應該行普選麼？〉〈民主政治的途徑〉、〈由「國

大」選舉看行憲前途〉〉(附註標「1946 年 4 月 22 日」)；第六章收：〈選舉為的是甚

麼？--對選舉人談選舉〉、〈論「代書」與秘密投票〉、〈市民治促進會對改進選舉技術

的建議〉、〈兩種完全不同的選舉〉(存目) (附註標「1950 年 6 月 27 日」)；第七章收：

〈自由主義與政治〉(存目) (附註標「1948 年 8 月 6 日」)、〈民主國家的基本精神〉

(附註標「1950 年 3 月 16 日」)、〈讀張翰書著《西洋政治思想史》〉。下篇「自由與人

權」，收：〈凡例〉、第一章〈導論〉、第二章〈自由之確鑿意義〉、第三章〈自由觀念

之演變〉、第四章〈基本人權之性質〉、第五章〈權利之源與權利主體〉、第六章〈基

本人權與現代邦國〉、第七章〈自由與組合〉、第八章〈人權與人文〉、第九章〈自由

之路〉、第十章〈總結--有關方法論的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