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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彙編 

徐復觀教授研究資料彙編--著作專書之部 

謝鶯興 、陳姵穎  

徐復觀教授，生於 1903 年(清光緒 29 年)，1955 年(民國 44 年)10 月應東

海首任校長曾約農先生之邀，執教於中文系，曾執長中文系，1969 年 7 月退

休，赴香港，執教於新亞研究所。1982 年(民國 71 年)年 4 月 1 日病逝台北臺

大醫院。其夫人及哲嗣將其藏書全部捐贈給執教 14 年的東海大學典藏。 

典藏單位肩負文獻整理與提供外界知悉的義務。對於這批珍貴書籍的整

理，肇始於將徐教授在《史記會註考證》的眉批迻錄出來，提供中文系吳福

助教授研究，以〈從《史記札記》看徐復觀先生的治學方法〉為題，於 1982

年 6 月 25 日至 27 日在東海大學圖書館良鑑廳舉行「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

國際研討會」上發表。 

圖書館並先後整理彙編〈徐復觀論著繫年目錄〉1、〈當代新儒家承先啟後

的重要人物--徐復觀〉2、《徐復觀先生紀念專輯》3、《徐復觀先生著作目錄》4、

《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徐復觀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錄•經部》 5等。 

彙編「紀念專輯」之際，曾提出永續經營的考量，一方面呈現東海整理

徐教授文物的珍貴性與成果，一方面應進行近人對徐教授學術的重視與研究

概況，建置「研究資料彙編」，每年更新，以為日後成立「徐復觀研究中心」

或「徐復觀研究網站」之準備。惜事未果行，僅在「紀念專輯」附錄〈徐復

觀先生研究資料彙編〉。 

2016 年 2 月，承蒙校長同意撥款，由中文系阮美慧主任、劉榮賢、黃繼

立等教授協助圖書館整理徐教授手稿，指派陳姵穎同學協助筆者處理需配合

的事宜。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東海中文系四年級 
1 黃文興撰，見《中國書目季刊》第 26 卷 3 期(1992 年 12 月)及 4 期(1993 年 3 月)。 
2 黃文興撰，見《東海大學校刊》278 期，1992 年 12 月 2 日。 
3 謝鶯興編訂，東海大學圖書館，1997 年 12 月 10 日。 
4 謝鶯興、高于婷合撰，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早期師長著作目錄彙編》，吳福助主

編，東海大學中文系，2005 年 10 月 29 日。 
5 陳惠美、謝鶯興合撰，東海大學圖書館，2010 年 10 月 25 日。史部之後的書目，陸續

在《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2016 年 1 月改名為《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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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隨即想到不如藉由這次的機會，請她進行「徐復觀先生研究資料彙

編」的資料蒐集工作，分為著作專書、期刊論文及近人研究等三種類型，從

東海館藏目錄、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台灣期刊論文索引、中國文化研究論

文目錄系統等資料庫，進行檢索蒐集，再藉由黎漢基先生〈徐復觀教授出版

著述繫年〉 6的成果進行核對後重新處理。 

彙編之際，發現近二十年來，近人對徐教授的著作，除了再版發行外，

另有以不同書名出版者，如汪宇編《中國文學精神》7，其〈編後記〉說：「讀

者現在所見到的《中國文學精神》一書，係由《中國文學論集》和《中國文

學論集續編》滙編而成，除了少數雜文和舊體詩以後會收入徐先生其他的文

集，本書完整地收錄了徐復觀先生的文學研究論著。徐復觀先生本人認為其

文學論集可以視為《中國藝術精神》的姊妹篇，故此，策劃者更擬書名，與

《中國藝術精神》相應。」這是值得我們留意的現象。 

亦有將其部份著作與他人合編者，如胡菊人編《生命的奮進四大思想家

的青少年時代》 8，收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梁漱溟等四位的作品，徐教

授的作品僅：〈我的讀書生活〉、〈有關熊十力先生鱗片隻爪〉、〈我的母親〉三

篇，暫不再分「與他人合著」的項目。 9 

另有「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著錄，如：《不思不想的時代》10、《中國文

學編纂》11、《游心太玄》12等書，因未能一一目睹確認，記之於 此 俟 後補記 。

現分：專著、譯著二類排列。 

各書依其出版的年代順序排列，若該書幾經出版，亦盡可能羅列所蒐集

的年代與出版社，以最早出版的單位開始編排，再依次排列第二家出版社的

出版時間。未能詳知者以按語說明所依據的出處。 

 

                                                 
6 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4 卷 4 期(1994 年 12 月)及第 5 卷 1 期(1995 年 3 月)。 
7 上海：上海書店，2004 年。 
8 台北：時報文化，1984 年 10 月。 
9 它如：《民主與自由》，徐復觀等著(台北：聯合報社，1954 年)；《知識份子與中國現

代化：知識分子與中國》，徐復觀等著(周陽山主編，台北：臺灣學生，1974 年)；《這

一代青年談臺灣社會》，徐復觀等著(出版社不詳，1972 年)。 
10 台北：萌芽，1970 年。未著錄收藏地。 
11 台北：台灣學生，1973 年。屏東大學收藏。 
12 劉桂榮編，北京：北京大學，2009 年。東吳、台大等校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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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著(依出版時代排序) 

1.《中共最新動態》，出版地與出版社不詳，1944 年 3 月 13。 

2.《論中共現階段之土地改革運動》，建國，1948 年。 14 

3.《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與新生》，台北：民主評論，1951 年 15。  

4.《象山學述》，台北：民主評論社，1954 年，1955 年 16。  

5.《學術與政治之間甲集：徐復觀文錄》，台中：中央書局，1956 年、1957 年。 

6.《學術與政治之間乙集：徐復觀文續錄》，台中：中央書局，1957 年、1963

年。  

7.《學術與政治之間》 (甲、乙合訂本二冊 )，香港：南山書屋，1976 年 17；台

北：臺灣學生，1980 年、1985 年 18；台中：中央書局，1980 年 19，1981 年；

華東師範大學，2009 年 20；北京：九州，2014 年 21。  

8.《中國思想史論集》，台中：東海大學，中央書局經銷，1959 年、1968 年 22；

台北：臺灣學生，1959 年、1974 年、1975 年、1979 年、1981 年、1983 年、

                                                 
13 據黎漢基〈徐復觀教授出版著述繫年(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4 卷第 4 期，

民國 83 年 12 月。按，是書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第 5 冊，頁 1 至頁 40，篇末題

「據油印本，1944 年 3 月初版，1982 年 5 月重印」。黎漢基、李明輝編，台北中研院

文哲籌備處，2001 年。 
14 是篇見《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篇名為：〈初論中共現階段之「土革」

運動〉、〈再論中共現階段之「土革」運動〉，分別刊於南京《中央日報》1947 年 8 月

6 日及 1948 年 1 月 30 日、31 日、2 月 2 日、4 日。聯合書目或據抽印本登錄。 
15 後收入《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蕭欣義編，台北：臺灣學生 1979 年及 1988

年。按，黎漢基〈徐復觀教授出版著述繫年(上)〉著錄在 1952 年 5 月 1 日，云：「於

《民評》副冊刊出《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與新生》。」《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 4 卷第 4 期，民國 83 年 12 月。 
16 後收入《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蕭欣義編，台北：臺灣學生 1979 年及 1988

年。按，黎漢基〈徐復觀教授出版著述繫年(上)〉著錄在 1952 年 5 月 1 日，云：「於

《民評》副冊刊出《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與新生》。」《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 4 卷第 4 期，民國 83 年 12 月。 
17 按，劉德漢〈中華民國文史界學人著作目錄：徐佛觀〉，云：「該二集於 1976 年由香

港南山書局會編刊行。現由台北學生書局印行台灣版」(《書目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民國 69 年 6 月)，但黎漢基〈徐復觀教授出版著述繫年(上)〉之「文集」題「1980

年學生書局」。 
18 書名加上「新版」二字。 
19 書名加上「新版」二字。 
20 按，華東師大出版之書有 12 篇列為「存目」，如第一篇「論政治的主流」即是。 
21 收入《徐復觀全集》，第 2 冊。 
22 按，書名加上「再版重編」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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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1988 年；上海：上海書店，2004 年；北京：九州，2014 年 23。  

9.《陰陽五行觀念之演變及若干有關文獻的成立時代與解譯的問題》，台北：

民主評論，1961 年。 24 

10.《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中：東海大學 1963 年出版，台中：中央書

局總經銷：台北：台灣商務，1969 年、1975 年、1977 年、1978 年、1979

年、1982 年、1984 年、1987 年、1988 年、1990 年、1993 年、1994 年、1996

年、1999 年；上海：三聯，2001 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5 年 11 月；

武漢：湖北人民，2009 年 25；北京：九州，2014 年 26。  

11.《環繞李義山錦瑟詩的諸問題》，香港：民主評論社，1963 年 27。  

12.《中國藝術精神》，台中：東海大學，1966 年 28；台北：臺灣學生，1966

年、1967 年、1972 年、1973 年、1974 年、1976 年、1979 年 29、1981 年、

1983 年、1984 年、1988 年、1992 年、1998 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1

年、2004 年；瀋陽，春風文藝，1987 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7 年；

商務印書館，2010 年、2011 年。  

13.《中國文學論集》，台中：民主評論，1966 年 30；台北：臺灣學生，1974

年、1976 年、1979 年 31、1980 年、1982 年、1990 年、2001 年；台北：正

中，1980 年；北京：九州，2014 年 32。  

                                                 
23 收入《徐復觀全集》，第 3 冊。 
24 後收入《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附錄二，篇名改為「陰陽五行及其有關文獻的研

究」，但〈目錄〉標示「陰陽五行觀念之演變，及若干有關文獻的成立時代與解譯的

問題」。 
25 收入《徐復觀文集(修訂本)》，第 3 冊。 
26 收入《徐復觀全集》，第 4 冊。 
27 是篇於 1963 年 7 月 1 日、15 日及 8 月 1 日分別在《民主評論》發表，後收入《中國

文學論集》，國立清華大學應是抽印本入庫典藏。 
28 黎漢基〈徐復觀教授出版著述繫年(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4 卷第 4 期，民

國 83 年 12 月)繫於 1966 年 2 月。 
29 是年書名加「增補」二字。 
30 按，東海館藏之版權頁標「民國 55 年 3 月」，黎漢基〈徐復觀教授出版著述繫年(上)〉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4 卷第 4 期，民國 83 年 12 月)繫於 1966 年 3 月，但在「文

集」之第 16 本「中國文學論集」卻標「1974 年學生書局」。劉德漢〈中華民國文史

界學人著作目錄：徐佛觀〉，作：「五四、一○初版，私立東海大學」(《書目季刊》，

第 14 卷第 1 期，民國 69 年 6 月)，或因知〈中國文學論集自序〉刊於 1965 年 12 月

22 日《徵信新聞》而有此一說。 
31 按，1979 年及 1982 年出版書名皆加「增補」二字。 
32 收入《徐復觀全集》，第 6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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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公孫龍子講疏》，台中：東海大學，1966 年；台北：民主評論，1970 年；

台北：臺灣學生，1976 年、1979 年 33、1982 年、1984 年、1993 年。  

15.《石濤之一研究》，台中：民主評論，1968 年 34；台北：臺灣學生，1973

年 35，1979 年 36、1982 年 37；北京：九州，2014 年 38。  

16.《徐復觀文錄》 (第一至二冊文化、第三冊文學與藝術、第四冊雜文 )，台

北：環宇，1971 年。  

17.《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 年；台北：臺

灣學生，1974 年、1975 年。  

18.《兩漢思想史》 (三卷，卷一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 39、卷二、卷三 )，

台北：臺灣學生，1974 年、1975 年、1976 年 40、1978 年、1979 年、1979

年、1980 年、1982 年、1984 年、1985 年、1989 年、1990 年、1999 年；香

港：中文大學，1975 年、1985 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1 年、2002

年；武漢：湖北人民，2009 年 41；北京：九州，2014 年 42。  

19.《鹽鐵論中的政治社會文化問題》，文史哲，1975 年 43。  

                                                 
33 東海館藏之學生書局版權頁標「民國 55 年 12 月初版」、「民國 68 年 4 月 4 版(學再版)」，

「民國 55 年 12 月初版」為東海大學版權頁上的日期，學生書局版所標應據以表示初

版於「民國 55 年 12 月」，而黎漢基〈徐復觀教授出版著述繫年(上)〉(《中國文哲研

究通訊》，第 4 卷第 4 期，民國 83 年 12 月)繫於 1966 年 12 月，但在「文集」之第

10 本「公孫龍子講疏」卻標為「1966 年學生書局」，應是誤植。 
34 黎漢基〈徐復觀教授出版著述繫年(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4 卷第 4 期，民

國 83 年 12 月)之「文集」之第 11 本「石濤之一研究」標為「1968 年學生書局」，然

「繫年」未見，而東海館藏之民主評論社版權頁標「民國 57 年 4 月初版」，黎先生應

是誤植。 
35 書名增「增補」二字。 
36 書名增「增補三版」二字。 
37 書名增「增補」二字。 
38 收入《徐復觀全集》，第 5 冊。 
39 按，《兩漢思想史第二卷》〈自序〉云：「我在一九七二年三月，出版了《周秦漢政治

社會結構之研究》一書，是作為計劃中的《兩漢思想史》的背景篇而寫的，所以應

稱為《兩漢思想史卷一》。此處所彙印的五篇專論，是企圖先寫出兩漢思想特性的骨

幹，便稱為《兩漢思想史卷二》。」但劉德漢<中華民國文史界學人著作目錄：徐佛

觀>，作：「五四、一一初版，香港新亞研究院」(《書目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民

國 69 年 6 月)。 
40 按，1976 年版，係《增訂兩漢思想史》(卷一、卷二共兩冊)。 
41 見李維武編《徐復觀文集(修訂本)》第 5 冊，係選錄本。  
42 收入《徐復觀全集》，第 7~9 冊。 
43 是篇為發表在《新亞學報》第十一卷下冊的抽印本，臺北：文史哲將其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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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台北：臺灣學生，1977 年。  

21.《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蕭欣義編，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

年；台北：臺灣學生，1988 年。  

22.《徐復觀文錄選粹》，蕭欣義編，台北：臺灣學生，1980 年，2013 年刷。  

23.《徐復觀雜文》 (分 (一 )論中共、 (二 )看世局、 (三 )記所思、 (四 )憶往事，四

冊 )，台北：時報文化，1980 年、1982 年、1984 年、1985 年。  

24.《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台北：臺灣學生，1980 年；北京：九

州，2014 年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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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8.《徐復觀家書集 (1963-1981)》，黎漢基、曹永洋編，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研究所，2001 年。  

39.《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52，上海：上海書店，2000 年、2002 年、2005 年。 

40.《徐復觀文集》(第一冊文化與人生，第二冊儒家思想與人文世界，第三冊

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四冊中國藝術精神，第五冊兩漢思想史 (選錄 ))，

李維武編，武漢：湖北人民，2002 年、2009 年。  

41.《中國人的生命精神》53，胡曉明、王守雪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4

年。  

42.《中國知識分子精神》54，陳克艱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3 年、2004

年。  

43.《中國的世界精神：徐復觀國際時評集》55，姚大力編，上海：華東師範大

學，2003 年、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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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徐復觀教授出版著述繫年(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4 卷第 4 期，民國 83

年 12 月)「文集」未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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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九州，2014 年 60。  

 

                                                                                                                              
是受了徐先生《中國藝術精神》一書的啟發，而有意識地向之看齊。我理解這個想

法裡未明言的意思是：各書雖屬若干單篇散在的外延集合，但其內涵須有某些整體

性，至少在一定程度的效果上，能與設若徐先生就同一題目寫一本書相同。達到這

一要求的客觀條件是具備的：徐先生的文章具在，筆鋒觸及的事相雖殊，內裡透出

的精神則一，所以，關鍵在於主觀的選與編，怎樣能與徐先生客觀的精神實存相應。」

又說：「我把選出的文章分為六個部份，每部分的標題是我自己加的。」 
57 按，汪宇〈編後記〉云：「讀者現在所見到的《中國文學精神》一書，係由《中國文

學論集》和《中國文學論集續編》滙編而成，除了少數雜文和舊體詩以後會收入徐

先生其他的文集，本書完整地收錄了徐復觀先生的文學研究論著。徐復觀先生本人

認為其文學論集可以視為《中國藝術精神》的姊妹篇，故此，策劃者更擬書名，與

《中國藝術精神》相應。」 
58 見《當代新儒學八大家集之八》。 
59 收入《徐復觀全集》，第 1 冊。 
60 收入《徐復觀全集》，第 9 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