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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年表 

孫克寬教授學行年表初編 (一 ) 

謝鶯興 編 

編輯緣由 

孫克寬先生，字今生，號繭廬，1905 年(清光緒 31 年)10 月 14 日，生於

安徽省舒城縣。故著作多署「舒城孫克寬今生氏」(如《繭廬叢稿》)。1993

年 5 月 9 日，病逝於美國加州洛杉磯市嘉菲醫院。 1 

1921 年進私立北平中國大學攻讀法學。1928 年參加

安徽省縣長的甄選。為主持安徽省縣長選拔事務之一的

前貴池縣長徐傳友，看中其才華，為女兒靜宜訂下親事。

1928 年夏天，隨軍隊入北平。1930 年奉派奉派石埭縣長，

從此展開公職(軍職)生涯。 

1949 年元旦，攜家眷及友人王斌妻女等人渡船到高

雄，輾轉寄身於屏東，因校長胡秉正邀請，離開軍職，前往屏東中學任教。 

1955 年 8 月，受東海大學中文系創系主任戴君仁教授之邀，前來擔任詩

選等課程，1971 年 12 月，因其夫人去世而遠赴加拿大與女兒同住，1972 年 7

月 31 日正式辦理退休，結束其長達 16 年東海執教的生涯，先後講授大一國文、

詩選、歷代文選、各體文選及習作、《昭明文選》、六朝文、樂府詩、《杜甫詩》、

宋詩選等課程。 

本「學行年表」以許建崑老師〈孫克寬先生行誼考述〉(以下簡稱「行誼」)

為底本 2，以下引用不一一說明。參考其它資料者，逐一標示出處；為節省篇

幅，各出處之內容不加以摘錄。承蒙中文系吳福助、許建崑、甘漢銓三位老

師提供眾多資料，惟他在東海執教的資料仍待蒐集補充、修正，故暫訂為「初

編」，以俟彙編「紀念集」前持續訂補。 

本館為配合孫克寬教授冥誕，以「孫克寬教授學行年表暨著作展」為題，

於一樓「主題展示區」，陳列其著作、「學行年表初編」及「紀念集初稿」，以

為追思之意。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1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1993 年 5 月 26 日第 4 版「孫克寬教授蒙主恩召」。 
2 見《東海中文學報》第 18 期，頁 79~112，東海大學中文系 2006 年 7 月。原於 2005

年 10 月 29、30 日東海大學中文系舉辦之「緬懷與傳承--東海中文系五十年學術傳承」

學術研討會中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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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 年 (乙巳，清光緒 31 年 ) 

10 月 14 日，生於安徽省舒城縣 3。  

1910 年 (庚戌，清宣統二年 ) 

隨父親在北平。  

1913 年 (癸丑，民國二年 ) 

被祖父喚回豫章。  

1916 年 (丙辰 ) 

跟從父親在朝城讀小學，學習作詩吟對。  

1917 年 (丁巳 ) 

因父親宦遊北方，把家庭安置在濟南，就讀大名湖畔的私立正誼中學、

省立第一中學。  

1918 年 (戊午 ) 

偶得韓偓《香匲集》 4，揣摩學習，寫下〈紀遊詩〉，云：「向日葵花滿路

栽，秋風匹馬出城來。一聲長嘯無人應，回首青山暮色開。」得到父

親的讚賞。  

1919 年 (己未 ) 

就讀山東省一中三年級，因為參加反日遊行，被濟南鎮守使馬良通知家

長押回鄆城縣署。 5 

1921 年 (辛酉 ) 

入私立北平中國大學就讀法學。住進律例館公寓，與贛榆王桂芳、鉅野

王瑞梅同住房。  

1922 年 (壬戌 ) 

暑假，回濟南，父親謝事歸來，與繼母遷居東門后公界胡同裡。  

1923 年 (癸亥 ) 

畢業離京。  

1924 年 (甲子 ) 

與表叔壽春孫則顏等人酬唱。  

1928 年 (戊辰 ) 

                                                 
3「行誼」記載：克寬先生(1905-1993)原名至忠，號靖生，改字今生，號繭廬，生於清

光緒 31 年乙巳 10 月 14 日巳時，安徽省舒城縣人。 
4 參見〈得紅竝樓主寄新印丁註疑雨集〉，見《繭廬海外詩．域外寄情》。 
5 參見〈故都的生活〉，見《山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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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時節自北方來安慶 6，住協和客棧，新識廬江孫公明，同往迎江寺看

雨，共赴安徽省縣長的甄選。當時主持安徽省縣長選拔事務的有前貴

池縣長徐傳友，徐先生看中孫先生才華，為女兒靜宜訂親。 7 

夏天，隨軍隊再入北平。  

1929 年 (己巳 ) 

第一次到江南，經過鎮江，忽發遊興，扁舟上焦山，留宿海若庵。 8 

有南通之行。  

冬季，隨山東陳鸞書自泰安南下，在上海認識老鄉長許世英。 9 

1930 年 (庚午 ) 

在安慶完婚 10，由桐城姚永樸證婚 11。  

下季，奉派石埭縣長，獲安徽省主席吳醒亞賞識。  

1931 年 (辛未 ) 

安徽發生大水災，調任靈璧縣，辦理賑災。 12 

1933 年 (癸酉 ) 

因為盜匪猖獗，奉命代理宿松縣長。任務解除後，回安慶法校街住所。  

1937 年 (丁丑 ) 

與王斌於元月棄安徽省府職務，攜帶家眷，買了協慶輪船票，從六安上

溯漢口，同行尚有省府委員李運啟。13因為孩子生病，遂攜家人在萬縣

下船找醫生。在萬縣住了六、七個月，自己也生了一場大病。  

1939 年 (己卯 ) 

再回重慶 14，居處不定，搬家七、八次。起初寄住連襟姜毓彭的孟園，搬

                                                 
6 參〈憶王偉俠--「只有安仁能作誄，何曾宗玉解招魂」--義山哭劉蕢詩〉，見《山居集》。 
7 參〈追懷舊德話雙溪〉，見。 
8 參〈聽雨〉，見《海角閒雲》「風物篇」。 
9 參〈追懷舊德話雙溪〉，見《山居集》。 
10 按，〈靜宜逝世二七，始為韻語，輒遣四律〉之第二首，雙行夾註云：「一九二九年

訂婚安慶」及「結褵日共讀馮沅君春痕劫灰說部劫灰扉頁題飛卿詞『搏麝成塵』兩

句」；第三首小註云：「戰前予置屋南京竺橋」、「妻遇予有患難輒相規勉」；第四首小

註云：「葬大度山示範公墓」。見《繭廬詩續》「繭廬海外詩」。 
11 參〈得楊祖植書賞拙作輒成五古一章以寄〉，見《繭廬詩續．域外寄情》。 
12 參〈追懷舊德話雙溪〉，見《山居集》。 
13 參〈憶王偉俠--「只有安仁能作誄，何曾宗玉解招魂」--義山哭劉蕢詩〉，見《山居

集》。 
14 參〈追懷舊德話雙溪〉，見《山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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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曾家岩，再遷兩涼支路，也曾寄居過南紀門小廟。 15 

被選派為鄭震宇先生第一戰區經委會秘書，卻因為五三、五四大轟炸，

無法上路。 

改任蔣作賓轄下黨政工作委員會內政考核，工作地點在豐文山，住於北

碚鎮天生橋畔的岑樓。 16 

1940 年 (庚辰 ) 

出差成都，於四川省糧食局遇見杜岑先生。 17 

1942 年(壬午) 

王斌奉命考核各省官員，克寬先生為作〈送王偉俠視政中原詩序〉 18。 

是年也曾因公務入眉山。 19 

1943 年(癸未) 

1 月 27 日，撰寫〈濟南的山水人物〉 20，見《中央日報》副刊。 

1946 年(丙戌)  

春，與王斌先後仍回南京，葺修舊宅，比鄰而居。 21 

得內政部長張厲生重用，擔任部內參事兼主任秘書。閒暇時，在雜誌上

發表宏文讜論，並撰述《中國政治論》一書。 

1947 年(丁亥) 

7 月，在南京，撰〈梧棲重葺序〉云：「從此碧梧雙影，圓鷗夢於天涯。

紅藥一庭，伴書城而割據，少收用世之才；平章花草，會有驚人之句，

無負江山。」 22。 

1948 年(戊子) 

6 月，協助孫公明之子樹模前來台灣投靠孫克剛。此際時局已亂。 

11 月，攜家眷及王斌妻女等人，在上海候船渡海。 23 

                                                 
15 參〈夜雨何時對榻〉，《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31~33。 
16 參〈豐文山〉，《山居集》。 
17 參〈故都公寓的生活〉，見《山居集》。 
18 參《繭廬叢稿存詩》。 
19 參〈眉山之行〉，《繭廬叢稿存詩》。 
20 見《海角閒雲》。 
21 參〈憶王偉俠--「只有安仁能作誄，何曾宗玉解招魂」--義山哭劉蕢詩〉，見《山居

集》。 
22 參《繭廬駢散文摘》。 
23 參〈憶王偉俠--「只有安仁能作誄，何曾宗玉解招魂」--義山哭劉蕢詩〉，見《山居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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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己丑) 

元旦，薄暮，孫先生率眾在黃浦江口登上海天輪，來到高雄，輾轉寄身

於屏東。因孫立人邀請，擔任陸訓部少將參議，撰寫〈新軍軍歌〉歌

詞。 

因校長胡秉正邀請，也就離開軍職，前往屏東中學任教。憩息在離開市

區不遠的東山禪寺。寫下〈初到屏東〉詩，云：「飄零是處類齊優，渡

海何曾有壯謀？天意偏教秦鹿失，樵歌猶弔漢宮秋。覆窗蕉綠書初展，

側帽風清客自由。誰信隆冬是春日，汴京雖好怕回頭。」 24  

任教屏東中學間，與舒衷正 25、楊祖植 26同事，有酬唱之作。 

是年，開始著手撰寫《元初儒學》27。並撰詩多首：〈瞻謁台南鄭成功祠〉、

〈讀報有感〉、〈守宮啼〉、〈讀書無俚有作兩首〉、〈有傷〉、〈又有作〉、

〈德夫自穗來書述省曹舊人流落之況〉、〈去台南伯兄留飯二律〉28、〈喜

鍾鼎文至〉 29、〈初翫秋蘭〉、〈除夕〉、〈楊祖植君贈詩即酧其韵〉、〈詠

史三絕〉、〈秦皇坑儒行〉、〈寄外舅約庵先生至德鄉間四絕句公諱傳友

徐氏〉、〈夜讀元史長歌一首〉、〈五君(松竹菊蘭梅)詠同舒景衣作〉、〈感

事五首(七言律)〉、〈苦雨〉、〈風雨寄懷偉俠臺北〉、〈無題〉、〈秋感七章

(五言古)〉 30、〈鬱鬱行〉。 

1950 年(庚寅) 

1 月 15 日，撰寫〈待見鍾山白髮翁〉 31，見《自由談》第 1 卷第 1 期。  

2 月，正式擔任高三文史教員，與舒衷正、楊祖植同事，有酬唱之作 32。

閒暇時，讀《元史》、《建元以來繫年要錄》33，並借書抄寫查慎行《敬

                                                 
24 見《繭廬叢稿存詩》。 
25 見〈五君(松竹菊蘭梅)詠同舒景衣作〉，《繭廬叢稿存詩》。  
26 見〈五君(松竹菊蘭梅)詠同舒景衣作〉及〈楊祖植君贈詩即酧其韵〉，《繭廬

叢稿存詩》。  
27 據〈癸辛雜識記方回事疏證〉，《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 
28 按，第二首篇末題「先祖紹潭公曾宦臺」。 
29 按，鍾鼎文(1917-)筆名番草，三○年代成名，與艾青等人交遊。1949 年來台，與覃

子豪共創《新詩周刊》、《藍星周刊》，擔任《自立晚報》總主筆。推行台灣思想言論

自由。 
30 按，第三章篇末題「是時族祖山甫先生新逝」。 
31 收入《海角閒雲》。 
32 按，〈行誼考述〉云：「1950 年庚寅，46 歲。2 月，正式擔任高三文史教員，與舒衷

正、楊祖植同事，有酬唱之作」，但《繭廬叢稿詩存》置於「己丑年詩」。 
33 參〈夜讀元史長歌〉、〈讀建元以來繫年要錄〉二詩，見《繭廬叢稿詩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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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堂詩》。 34 

暑假，女兒孫奇考進台大歷史系。  

9 月 26 日，中秋節，邀請孫樹模至家中月下聯詩句行酒令，安排他進入

屏東中學人事室擔任幹事，並鼓勵考大學。  

是年，撰寫〈南宋金元間山東忠義軍〉 35。  

1951 年 (辛卯 ) 

1 月 15 日，撰寫〈吟嘯誤江山〉 36，見《自由談》第 2 卷第 1 期。  

聽聞安徽省府同僚高壽恒死訊，作詩哀之 37。也作詩懷鳳文祺 38，以及在

台北的王斌 39。  

秋，與欒城張光濤兩家人，並雲夢李庚生駕車同遊恆春、墾丁。撰有〈遊

石門嶺記〉、〈鵝鸞鼻望海記〉二文 40。  

5 月 1 日，撰寫〈春陰〉 41，見《自由談》2 卷第 5 期。  

9 月 5 日，撰寫〈蛙〉 42，見《公論報》日月潭。  

9 月 11 日，撰寫〈蛙聲〉 43，見《公論報》日月潭。  

10 月，撰寫〈桂花樹〉 44。  

12 月 1 日，撰寫〈煙〉 45，見《自由談》2 卷第 12 期。  

12 月，撰寫〈擠與閒〉 46，見《中央日報》副刊。  

是年，撰詩數首：〈惆悵吟(七絕四首)〉、〈聞高鐵君先生死訊(名壽恒皖中

老吏)〉、〈夢回〉、〈偶懷鳳廸丈五言古一首丈尚留內地(名文祺涇縣

人)〉、〈懷王偉俠台北〉、〈病中〉、〈遊四重溪三絕句〉、〈鵝鸞鼻眺海〉、

〈恒春一首(五言長句)〉、〈辛卯生朝時年四十七矣(五言古)〉、〈讀建炎

                                                 
34 參〈抄清初查初白慎行敬業堂詩有感〉，《繭廬續稿詩存》頁 91。 
35 參〈元初李璮事變的分析〉。 
36 收入《海角閒雲》。 
37 參〈聞高鐵君先生死訊(名壽恒皖中老吏)〉，《繭廬叢稿詩存》「辛卯年詩」。 
38 參〈偶懷鳳廸丈五言古一首丈尚留內地(名文祺涇縣人)〉，《繭廬叢稿詩存》「辛卯年

詩」。 
39 參〈懷王偉俠台北〉《繭廬叢稿詩存》「辛卯年詩」。 
40 收入《繭廬駢散文摘》。 
41 收入《海角閒雲》「風物篇」。 
42 收入《海角閒雲》。 
43 收入《海角閒雲》。 
44 收入《海角閒雲》。 
45 收入《海角閒雲》「風物篇」。 
46 收入《海角閒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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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繫年要錄(七律)〉、〈晨起偶成一絕〉、〈寄上許靜仁太世丈時新自香

港來臺(二律)〉、〈歲除日自賦〉、〈抒意〉。  

1952 年 (壬辰 ) 

2 月 2 日，撰寫〈飲酒篇〉 47，見《公論報》日月潭。  

2 月 12 日，撰寫〈初冬的怡悅〉 48，見《中央日報》副刊。  

2 月 18 日，撰寫〈颱風夜〉 49，見《中央日報》副刊。  

4 月 16 日，撰寫〈車廂中〉 50，見《中央日報》副刊。  

4 月 22 日，撰寫〈黃昏〉 51，見《中央日報》副刊。  

5 月 15 日，撰寫〈元初正一教與江南士大夫〉 52，見《大陸雜誌》第 4

卷第 9 期。  

7 月 4 日，撰寫〈石埭城〉 53，見《中央日報》副刊。  

7 月，撰寫〈張天師〉 54，見《中央日報》副刊。  

8 月，撰寫〈王靈官〉 55，見《中央日報》副刊。  

9 月 9 日，改寫〈元初儒學之淵源〉 56。  

9 月 30 日，撰寫〈劉海蟾與八仙〉 57，見《中央日報》副刊。  

9 月，撰寫〈白雲觀〉 58，見《中央日報》副刊。  

同事舒衷正獲聘政治大學，有詩送行 59。並和周棄子重陽登高詩 60。  

10 月 31 日，撰寫〈宋史彭義斌北伐事蹟補〉，見《大陸雜誌》第 5 卷第

8 期。  

12 月 23 日，撰寫〈湖上的雲〉 61，見《中央日報》副刊。  

                                                 
47 收入《海角閒雲》。 
48 收入《海角閒雲》。 
49 收入《海角閒雲》。 
50 收入《海角閒雲》。 
51 收入《海角閒雲》。 
52 收入《元初儒學》及《元代漢文化之活動》。 
53 收入《海角閒雲》。 
54 收入《海角閒雲》。 
55 收入《海角閒雲》。 
56 收入《元初儒學》。 
57 收入《海角閒雲》。 
58 收入《海角閒雲》。 
59 見〈送舒衷正君北上〉，《繭廬叢稿詩存》「壬辰年詩」。 
60 見〈和棄子壬辰九日登高詩五古二章〉，《繭廬叢稿詩存》「辛卯年詩」。 
61 收入《海角閒雲》。文章說：「我參加一個不平凡的短程旅行。目的地是嘉圳烏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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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撰寫〈蹓躂〉 62，見《民力雜誌》第 2 卷第 2 期。  

是年，撰詩多首：〈游仙四絕〉、〈春日雜詠三首〉、〈憶王偉俠〉、〈謝友人

寄佛經〉、〈鳳凰花〉、〈燕(故識番禺李仙根曾為燕雁蟬三首閒訪之)〉、〈送

舒衷正君北上〉、〈偶成三絕句〉、〈同人遊珊瑚潭二律〉、〈市橋〉、〈感

事三絕〉、〈得友人論詩書感題二絕〉、〈無題二絕〉、〈和棄子壬辰九日

登高詩五古二章〉。  

1953 年 (癸巳 ) 

春末，作詩懷廬江張佛千、舒城韋仲殷、鄂城周棄子、黃梅徐實甫。 63 

2 月 7 日，撰寫〈巢湖之憶〉 64，見《中央日報》副刊。  

3 月 9 日，撰寫〈櫻魂蝶夢〉 65，見《中央日報》副刊。  

4 月，自費出版《元初儒學》 66，收錄：〈元初東平興學考〉 67、〈元初儒

學淵源〉、〈元初正一教與江南士大夫〉三部分，由王統、尹浩然協助

抄謄，妹丈陳昌棟編校，陸總部印刷所印刷，台北藝文印書館發行。  

讀龔自珍文集，撰詩三絕 68。  

5 月 4 日，撰寫〈無題詩〉 69，見《中央日報》副刊。  

5 月 16 日，撰寫〈記南宋詞人姜堯章〉 70，見《暢流》第 7 卷 7 期。  

                                                                                                                              
水源地的珊瑚潭」。 

62 收入《海角閒雲》。 
63 參〈春末懷人五言律四首〉，《繭廬叢稿詩存》「癸巳年詩」。 
64 收入《海角閒雲》。 
65 收入《海角閒雲》，。 
66 按，是書〈跋尾〉說：「在三十八年的夏季，偶然對蒙古史，發生了興趣。遂盡可能

的在島上搜集有關的載籍讀之。悠忽三年，仍未能成功有系統的研究。在讀書時，

隨時札記，略加整理，成為各個獨立的文章，約有一二十篇。本冊所收三篇，是以

大亂時漢人士大夫的生存與漢學延續為中心的。本來打算把它和關於漢軍，暨經襖

賊的研究放在一起，因為印刷不易，并且所研究的，仍多闕陋，便先以這樣一本小

冊子，和讀者相見。元初正一教一文載於大陸雜誌第四卷九期。承編者的同意，允

許收在這裡，應當對之感謝！又承王統、尹浩然兩加為之抄謄，妹丈陳昌棟君，為

之編校，并予致謝」。 
67 按，〈漢軍份子的分析〉(收入《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頁 6~10，台北：文星書店，

民國 47 年 10 月)末段「東魯是嚴氏防地」末註云：「關於論述東平嚴氏之功方面，拙

著元初儒學東平興學考，考證較詳，可以參閱。」 
68 見〈讀定庵集三絕〉，《繭廬叢稿詩存》「癸巳年詩」。 
69 收入《海角閒雲》。 
70 收入《海角閒雲》，頁 91~95。篇末署「暢流七卷七期」。文章從姜夔相關資料進行

其生卒年的考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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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撰寫〈玉街行〉 71，見《中央日報》副刊。  

6 月，撰寫〈陳三立的悲憤詩〉 72，見《中央日報》副刊。  

6 月 15 日，撰寫〈元史食貨志的「賜賚」〉 73，見《大陸雜誌》第 6 卷第

11 期。  

夏天，改寫〈貓〉 74。  

8 月 16 日，撰寫〈再讀定盦詩〉 75，見《暢流》第 8 卷 1 期。  

9 月，撰寫〈朱樓哀怨〉 76，見《台北新生報》副刊。  

9 月，與姚從吾先生見面，姚先生表示關於蒙古進入中原初建漢軍三萬戶

事，曾有考證，但因行篋未携，亦不記發表的地方。 77 

9 月 10 日，撰寫〈老張〉 78，見《中央日報》副刊。  

9 月 15 日，撰寫〈我愛青溪〉 79，見《中央日報》副刊。  

12 月 31 日，撰寫〈歲尾鄉心〉 80，見《中央日報》副刊。  

是與其夫人結婚二十五年紀念，撰詩八絕 81。  

是年，撰寫〈聽雨抄書記〉 82。  

是年，完成《元初儒學》，得到朋友們的推薦，獲得臺灣教育廳四二年度

著作獎助 83。 

是年，撰〈元代和林城〉 84，見《中國內政》第 7 卷 1 期。  

是年，撰寫〈元史之國俗舊禮與蒙古珊蠻〉 85，見《中國內政》第 7 卷 1

期 86。  

                                                 
71 收入《海角閒雲》。 
72 收入《海角閒雲》。 
73 收入《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 
74 收入《海角閒雲》。 
75 收入《海角閒雲》。 
76 收入《海角閒雲》。 
77 見〈蒙古帝國初期漢軍的建置〉，收入《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 
78 收入《海角閒雲》。 
79 收入《海角閒雲》。 
80 收入《海角閒雲》。 
81 見〈與靜宜結褵二十五年因紀以詩成八絕〉，《繭廬叢稿詩存》「癸巳年詩」。 
82 收入《海角閒雲》。 
83 見〈元代漢文化之活動自序〉，收入《元代漢文化之活動》。 
84 收入《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 
85 收入《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 
86 收入《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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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撰詩多首：〈世途和棄子韵〉、〈臺北實圃席上〉、〈寄周棄子長句一

首〉、〈寄懷舊識某公二律〉、〈北行車過高雄倚窗有作〉、〈鄰人送小食

五言長句〉、〈偶感〉、〈遣興四絕句(錄一)〉、〈春末懷人五言律四首〉87、

〈高會〉、〈所思〉、〈讀定庵集三絕〉、〈臥床〉、〈漫成二絕〉、〈浮家〉、

〈感懷〉、〈落花四首〉、〈與靜宜結褵二十五年因紀以詩成八絕句(錄

六)〉。  

1954 年 (甲午 ) 

新正，攜妻赴台北，遊陽明山、板橋林家花園，撰有〈於甲午新正偕內

子北行小住有感二長句〉、〈北遊漫興四絕〉、〈遊陽明山公園〉、〈遊板

橋林氏廢園長句兩首〉等詩。 88 

1 月 15 日，撰寫〈蒙古上祖元皇帝之傳疑 --讀蒙小記之一〉，見《大陸雜

誌》第 8 卷第 1 期。 

3 月，曾訪立法委員李應生。5 月，得其惡耗，為治喪，撰寫事略。 89 

3 月 15 日，發表〈唐代的新羅才子〉，見《中央日報》副刊。 90 

4 月，撰寫〈海角閒雲自序〉 91。 

5 月 15 日，撰寫〈斡脫錢與西域人對華的經濟剝削〉 92，見《大陸雜誌》

第 8 卷第 9 期。 

5 月 31 日，撰寫〈全真教考略〉 93，見《大陸雜誌》第 8 卷第 10 期。 

暑假，移家台北，有謝別屏東友人、學生之作。94住中崙竹屋，在北一女

擔任國文教師。因王斌推薦在師範學院(今台北師大)兼課。 95  

8 月 21 日，撰寫〈秋風〉，見《中央日報》副刊。 96 

8 月 24 日，撰寫〈切題〉，見《大華晚報》副刊。 97 

                                                 
87 按，各首篇末分別題：「廬江張佛千」、「舒城韋仲殷」、「鄂城周棄子」、「黃梅徐實圃」。 
88 見《繭廬叢稿詩存》「甲午年詩」，頁 32~33。 
89 參〈李應生〉附事略，《山居集》。 
90 收入《山居集》。 
91 見《海角閒雲》。 
92 收入《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 
93 參〈元代太一教考〉，見《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 
94 見〈去屏東謝友生送別〉、〈屏東行前贈鄉友某君〉，《繭廬叢稿詩存》「甲午年詩」，

頁 37~38，。 
95 參〈憶王偉俠〉，《山居集》，《繭廬叢稿詩存》「甲午年詩」〈有衡陽街口雨中候車〉、

〈師範學院迴廊望雨口號〉。 
96 收入《山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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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輯元史諸稿成《蒙古初期之軍略與金之崩潰》，委託樂亭張少武交

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於次年元月出版。  

9 月 20 日，撰寫〈馬二先生〉，見《大華晚報》副刊。 98 

是年自費出版《海角閒雲》，台南林占鰲興文齋書局再版經銷。  

是年，完成《蒙古初期軍略與金之崩潰》 99。撰詩多首：〈於甲午新正偕

內子北行小住有感二長句〉、〈北遊漫興四絕句〉、〈遊陽明山公園〉、〈遊

板橋林氏廢園長句兩首〉、〈臺北喜晤李庚生留飯即成長句〉、〈君武臺

北來送之高雄成長句〉、〈與君武茗飲〉、〈棄子來詩多苦語亦成五言長

句兩首〉、〈春遊關子嶺雲海〉、〈閒中偶感二長句〉、〈北上車中夜不成

眠得兩長句〉、〈無題四首〉、〈去屏東謝友生送別〉、〈車中有感用詩人

江絜生醒字韻〉、〈報端見成惕軒拙宦詩和一律〉、〈屏東行前贈鄉友某

君〉、〈之台南與伯兄小聚別以一詩〉、〈竹舍〉、〈五弟克剛家有曇花四

度開放時新丁艱對花均有餘痛因為七言古一章〉、〈謝閩中李次貢先生

見贈所箸愉園詩集(棄子轉來)〉、〈北投校句〉、〈衡陽街口雨中候車四絕

句〉、〈偶成〉、〈初寒〉、〈候車即事〉、〈師範學院迴廊望雨口號兩絕句

之一〉。  

1955 年 (乙未 ) 

1 月，出版《蒙古初期之軍略與金之崩潰》100，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 

3 月 3 日，撰寫〈詩人老去〉 101，見《中央日報》副刊。  

8 月，受東海大學曾約農校長及中文系戴君仁主任之邀 102，前來擔任詩選

                                                                                                                              
97 後收入《山居集》，頁 3-4。 
98 後收入《山居集》，頁 1-2。 
99 見〈元代漢文化之活動自序〉，收入《元代漢文化之活動》。 
100 按，是篇分：第一章蒙古初期之軍事組織、第二章金之崩潰與北方大亂、第三章紅

襖賊與南北軍事等三章，又收入《元代漢文化之活動》。 
101 後收入《山居集》，頁 14-16。 
102 按，〈我和東海大學圖書館〉(見《山居集》，頁 85)記載：「我於四十四年十一月東海

大學在臺中大度山創校時被聘來此。」又，〈四載山居〉(見《山居集》，頁 80)記載：

「當四十四年東大成立，曾約農先生到我家約我教書的那一剎那」。館藏戴君仁先生

贈書之《宋元道教之發展》，扉葉題：「敬贈  靜山先生惠存  孫克寬五四、六、七」，

又題字云：「蒙公招我入山來，十一年中百慮灰，只向荒殘埋鬢影，何曾杞梓植良材。

著書且當求田計，忘我幾無舊夢回，新自道經尋別解，昆池歷劫漫生哀。小詩寫意，

並求教誨。寬又及」。又，〈元代漢文化之活動自序〉說：「四十四年東海大學成立，

我被戴靜山先生延攬在中文系教書，把興趣與時間擘一大半給中國詩方面。」知先

生實受戴先生之邀到東海任教，應是 8 月受聘，11 月 2 日首屆開學時才到東海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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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課程。任教東海期間，先後講授大一國文、詩選、歷代文選、各體

文選及習作、《昭明文選》、六朝文、樂府詩、《杜甫詩》、宋詩選等課

程 103。  

11 月 2 開學，住紅磚房區 (東海 D 型宿舍)。為北風所苦 104。與東海圖書

館張増榮先生比鄰。曾陪同張先生赴台中市收購線裝古籍 105。  

是年，與周棄子、楊祖植、王仲文、許君武、江絜生、張敬原、成惕軒

詩作往來。 106 

是年，撰寫〈元代上都略考〉 107，見《中國內政》九卷三期。  

是年，撰寫〈騰格里〉 108，見《中央日報》副刊。  

是年，撰詩多首：〈斜陽〉、〈歲不盡七日寒威驟凜儼有朔方風候矣讀棄子

送王仲友五言古風惻然有作即用其韻兼懷王仲文(名家鴻考曹同官)〉、

〈偶感〉、〈有懷楊祖植〉、〈有感〉、

〈乙未春感四絕〉、〈棄子過話二

律〉、〈謝許君武贈思玄堂集〉、〈看

花詩四章同江絜生〉、〈棄子敬原枉

過作竟夕談記以長句並簡惕軒〉、

〈再疊前韻柬棄子二律〉、〈敬悼從

叔叔平先生二律〉、〈同待雁詞(某

公有待雁詞四章聊復同作)〉、〈川

端橋茗坐同江絜生〉、〈涼露〉、〈迴

腸〉、〈秋感四首〉、〈乙未中秋〉、〈與

友人茗坐步月而歸〉、〈初應東大之

聘來居大度山校園登陟頗苦風

沙〉、〈五古一首寄懷舒景衣〉、〈山

中懷周棄子五言長句二首〉。 

                                                 
103 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東海中文學報》第 5 期，民國 74 年 6 月)

載先生授課到 59 學年度，當年度講授詩選、歷代文選、六朝文、《杜甫詩》等課程。 
104 參《〈初應東之聘來居大度山校園登陟頗苦風沙〉，繭廬叢稿詩存》「乙未年詩」。 
105 參〈我和東海大學圖書館〉，《山居集》，頁 85-87。 
106 參《繭廬叢稿詩存》「乙未年詩」頁 42~48。 
107 收入《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 
108 按，〈唐代道教之發展導論〉(收入《寒原道論》頁 1~19)頁 16「『天』是他們的信仰

中心」，註云：「舊寫〈騰格里〉一文刊於一九五五年中央日報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