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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約農校長年表 ∗ 

流通組 謝鶯興 

1893 年 (清光緒十九年 ) 

11 月 24 日 (農曆 10 月 17 日 )生於北平 1。時尊翁廣銓公奉清廷特賞主事 2，

派充駐英使館參賛，携眷赴任，先生方在襁褓。 3 

1899 年 (清光緒二十五年 ) 

隨尊翁廣銓公任滿返國，此時中英文字，已能成誦。  

1908 年 (清光緒三十四年 )4 

負笈英倫 5，由中學而遞入倫敦大學，主修礦冶，兼治教育文哲諸科。  

1916 年 (民國五年 )6 

畢後後，繼入劍橋皇家學院研究礦冶 7。  

1917 年 (民國六年 ) 

10 月，學成返國 8，時尊公廣銓公歸老家居，晨昏親舍。  

                                                 
∗ 按，曾約農先生，湖南湘鄉人，清代名臣曾國藩先生曾孫，祖父曾紀鴻，父親曾廣銓。

本年表主要參考<曾約農先生事略>，見《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料彙編．第一

輯》，頁 483~486，台北：國史館，1988 年。以下引用不一一說明。 
1 據李爾康<曾約農>(見《傳記文學》第 50 卷 5 期)記載。 
2 按，林叢董《百年家族--曾國藩》<「廣」字輩紀略>記載：「曾廣銓，幼承庭訓，也

是個聰明好學之人，不過他沒有像廣鈞那樣走通科舉之路，其作官，是靠了先輩的

餘蔭。曾紀澤去世時，恰在弱冠之年的這位過繼兒子，由兵部主事特賞員外郎補用。

廣銓受曾紀澤的影響，熱衷洋務，又會英語，曾被派充駐英公使館參贊，又曾以五

品京堂出使朝鮮。」頁 334，台北：立緒文化，1999 年 5 月。 
3 按，李爾康<敬悼曾約農先生>說：「約老於民前十九年出生於北平，幼年以伯祖紀澤

公使英，便在英國求學」，見《傳記文學》第 50 卷 2 期。 
4 李爾康<曾約農>說：「光緒三十四年(1908)，年十六，復赴英倫」(見《傳記文學》第

50 卷 5 期)。 
5 據「曾約農校長」(《東海風--東海大學創校四十週年特刊》，東海大學創校四十週年

特刊編輯委員會，台中：東海大學，民國 84 年)記載：「弱冠考取第一屆庚子賠款赴

英留學，在倫敦大學攻讀礦冶」。按，李爾康<敬悼曾約農先生>說：「民前二年，他

又二次赴英，攻習銀行與統計，後來却在倫敦大學鑛冶科畢業，並繼續研習了一段

時期，直到民國六年，他才回國」，見《傳記文學》第 50 卷 2 期。 
6 李爾康<曾約農>說：「民國六年，學成歸國」(見《傳記文學》第 50 卷 5 期)。 
7 按，<本校首任校長曾約農先生病逝台北榮總享壽九十五>說：「民國五年畢後後，繼

入劍橋皇家學院研究礦冶。」見《東海大學校刊》第 161 期第 1 版，民國 76 年 1 月

10 日。 
8 據「曾約農校長」(《東海風--東海大學創校四十週年特刊》)記載：「民國五年畢業後，

旋入劍橋皇家礦冶學院研究」。「敦聘校長」檔案(民國 44 年 3 月 26 日至 46 年 6 月

27 日)記載，民國五年取得倫敦大學理科學士，倫敦大學礦冶技師。按，<本校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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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年 (民國七年 ) 

是年，遘母氏李太夫人之喪。後與堂姊寶蓀女士 (適從英國倫敦大學得學

士歸 )9創建藝芳女校，身兼教務長，一直至 1950 年。 10 

1919 年 (民國八年 ) 

胡適先生聘羅素及杜威兩先生蒞長沙，時趙元任、楊端六兩教授同行，

以羅素講題涵蓋數哲，杜威講題多關教育，主事者慮傳譯難臻信達，

挽先生臨場口譯。  

1923 年 (民國十二年 ) 

前因擔任湖南省立湖南大學籌備委員，成立後兼教授。 11 

1927 年 (民國十六年 )  

是年，湖南赤禍蔓延，教育界亦為共黨脅持，藝芳師生，恥與同流，共

黨技窮，乃以武力解散藝芳。 12 

1937 年 (民國二十六年 ) 

抗戰軍興 13，長沙大火，先生倉皇侍廣銓公，護其先人曾國藩暨曾紀鴻兩

                                                                                                                              
校長曾約農先生病逝台北榮總享壽九十五>說：「民國五年畢後後，繼入劍橋皇家學

院研究礦冶。民國六年十月返國。」見《東海大學校刊》第 161 期第 1 版，民國 76
年 1 月 10 日。 

9 按，李爾康<曾約農>說：「民國六年，學成歸國，次年，丁母喪。」(見《傳記文學》

第 50 卷 5 期)。<曾約農先生事略>則云：「民國五年，學成返國，……越二年，遘母

氏李太夫人之喪」，時間一致，惟學成歸國之年，前者云「民國六年」，後者云「民

國五年」。 
10 據「敦聘校長」檔案記載。按，李爾康<敬悼曾約農先生>說：「民國七年，便在長沙

創辦藝芳女校，藝芳以紀念他們的祖母而取名」，見《傳記文學》第 50 卷 2 期。 
11 據「敦聘校長」檔案記載。 
12 按，許逖<親切平易而真正偉大的老師--曾約農先生>說：「民國十六年四月八日，藝

芳女校突然受到當時等於己佔領長沙的共黨梭鏢隊與槍兵的包圍。聲言接收學校。

時寶蓀先生臥病，約農先生在校辦。當即與全校師生據理力爭，不亦退讓。後經寶

蓀先生傳話，必須棄校，以免發生慘案。」見《東海校友》民國 76 年 2 月 15 日第 6
版。按，李爾康<敬悼曾約農先生>說：「民國十六年，湖南全省赤禍氾濫，教育界也

為共黨所把持。藝芳師生卻能在惡劣環境中恥與同流，共黨無法脅迫，最後只能以

武力解散藝芳」，見《傳記文學》第 50 卷 2 期。 
13 按，1937 年 7 月 7 日，日軍在北平附近挑起盧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暫繫

於是年。又，先生於<先文正惠敏兩公日記原本搶救紀略>(見《傳記文學》第 6 卷第

5 期)云：「民國二十六年，日本軍閥肇釁，明年，湖省局勢漸緊，舍下群議避地，約

農於文夕大火前一日，始獲自富圫首途，遄往桂林，轉赴南寗。既不得直達香港，

乃迂道出鎮南關，而達河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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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日記往桂林、南寗、鎮南關、河內等地避難。 14 

1938 年 (民國二十七年 ) 

因湖南大學西遷辰谿，而辭湖南大學教席。 15 

1939 年 (民國二十八年 ) 

先生與廣銓公抵香港避難。 16 

1940 年 (民國二十九年 ) 

先生尊翁廣銓公遽返道山。  

1941 年 (民國三十年 ) 

12 月 25 日，香港總督楊慕琦投降日軍，香港淪陷，先生與寶蓀女士變姓

名蟄伏避難，兼保護先人手澤，待機回鄉。 17 

1942 年 (民國三十一年 ) 

8 月，先生獲余六鐵、廖傅亞、鄭仲衡等先生協助，得以保存其先人手澤，

取道廣州灣，再由旱路回湖南。 18 

1945 年 (民國三十四年 ) 

日本投降，王東原先生出主湖南省政，決定將原農、工、商各專校合併，

擴組成立克強學院，先生出任克強學院院長，詳估實需，規劃章制，

釐訂課程，延攬師資，購置圖籍，首尾四年之久。 19 

1946 年 (民國三十五年 ) 

                                                 
14 據李爾康<曾約農> (見《傳記文學》第 50 卷 5 期)，及<先文正惠敏兩公日記原本搶

救紀略>(見《傳記文學》第 6 卷第 5 期)所載：「民國二十六年，日本軍閥肇釁，明年，

湖省局勢漸緊，舍下群議避地，約農於文夕大火前一日，始獲自富圫首途，遄往桂

林，轉赴南寗，既不得直達香港，乃迂道出鎮南關，而達河內。」。 
15 按，祁樂同<懷念曾約農校長>云：「其中陳子龍(世驤)先生(已故)是比較接近的一位。

子龍當時從北大畢業不久，在湖大教英文，偶爾和我談起，說系裏有一位知名教授

曾約農先生，英文造詣很高，是曾文正的後裔。二十七年底，湖大西遷辰谿，曾先

生也就離開了。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曾校長的大名。」見《東海大學校刊》民國 76 年

1 月 16 日第 4 版。 
16 按，先生於<先文正惠敏兩公日記原本搶救紀略>(見《傳記文學》第 6 卷第 5 期)云：

「二十八年，始達香港。此各原本日記，曁近支先輩其他手澤，幸均予携行。」 
17按，李爾康<曾約農>云：「繼而香港淪陷，約農備歷艱危，得返故廬」(見《傳記文學》

第 50 卷 5 期)。又，<先文正惠敏兩公日記原本搶救紀略>(見《傳記文學》第 6 卷第

5 期)云：「三十年，港九淪敵。祇得與家姊寶蓀等變姓名，蟄伏避禍，徐圖回鄉。」 
18按，<先文正惠敏兩公日記原本搶救紀略>(見《傳記文學》第 6 卷第 5 期)云：「農等

始能相機脫臉，取道廣州灣，旱路回湘。離港之時，已三十一年八月矣。」 
19李爾康<曾約農>云：「惜以中共倡亂，規畫設校，備著辛勞，先後僅四年耳」(見《傳

記文學》第 50 卷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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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湖南省立農工商三專科學校聯合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20 

1947 年 (民國三十六年 ) 

出任湖南省立克強學院院長，一直至 1949 年。 21 

1949 年 (民國三十八年 ) 

是年年底，先生與寶蓀女士應邀出席印度政府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 22，會

畢已屆翌年春末，因程潛舉湖南叛變，先生等未能返鄉，而避難於香

港 23。  

1950 年 (民國三十九年 ) 

春末，由印度歸經香港小憩，歲暮買棹抵臺灣。 24 

10 月，翻譯比領氏著《天職論》訂正本結集，瑞典教會中國差會董事部

出版。  

1951 年 (民國四十年 ) 

春，將其先人手澤運至臺灣，並蒙陳誠副總統撥借宿舍，暫居台北市。25 

是年，應臺灣大學之聘，執教於臺灣大學外文系 26。  

1953 年 (民國四十二年 ) 

11 月 30 日，發表<珍重精神文明>，見《中國一周》第 188 期。  

                                                 
20 據「敦聘校長」檔案記載。 
21 據「敦聘校長」檔案記載。 
22 參見<旅印雜感>，云「七年前不吝曾參加印度共和國正式成立大典，為觀禮來賓一

份子，得以接近其領導人物」，《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59~161，林景淵編選，台北：

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23 據「曾約農校長」條(《東海風--東海大學創校四十週年特刊》)記載：「卅八年避難

香港」。按，<先文正惠敏兩公日記原本搶救紀略>(見《傳記文學》第 6 卷第 5 期)云：

「三十八年，湘垣準備巷戰，街衢徧布工事。時程潛主湘政，方以為防共也。適甘

地之信徒，召開世界和平會議於印度，家姊寶蓀與約農回均被邀出席。方在港九辦

理出國手續，而程逆已叛變。聞訊驚駭，立即設法搶救先人手澤。幸十之八九，竟

於赴印前，護安抵九龍。會畢返港，不得回湘，流寓旅次者二年。」 
24 李爾康<曾約農>云：「三十八年，印度召開世界和平大會，約農應邀出席。次年春，

由港來臺」(見《傳記文學》第 50 卷 5 期)。 
25 按，<先文正惠敏兩公日記原本搶救紀略>(見《傳記文學》第 6 卷第 5 期)云：「四十

年春，遂將原本運臺。農等亦蒙故副總統辭公，撥借宿舍，暫寓北市。」 
26 按，<蘇聯在美國之滲透攻勢及其逆轉>(見《大陸雜誌》第 8 卷 2 期，1954 年 1 月

31 日)陶振譽於「開會講話」說：「曾教授早年負笈倫敦大學，在皇家學院先後研究

八年。回國後，曾在湖南創辦藝芳女子學校，並擔任該校大學部教授，後來又擔任

湖南大學教授，湖南省立克強學院院長，前後共三十餘年。現任台灣大學西洋文學

教授。」又，「敦聘校長」檔案記載「國立臺灣大學教授，民國四十一年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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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年 (民國四十三年 ) 

1 月 20 日，下午 7 時 30 分，參加在台北市貴陽街一段裝甲之家舉行的「聯

合國中國同志會第八十六次座談會」的約定講話，講題為「蘇聯在美

國之滲透攻勢及其逆轉」 27。  

1955 年 (民國四十四年 ) 

2 月 21 日，發表<中美聯防我們的課題>，見《中國一周》第 252 期。  

3 月 26 日，東海大學董事會邀請先生出任東海大學首任校長。先生致函

杭立武董事長，提出他個人的主張，如大學之主要目的，在於保存與

培養文化；課程之選訂，要能建立包括古風文化環境，培育職業與技

術專才，使東西文化交流；全校教職員生遵守基督教生活，但信仰應

予自由，授權校長負責處理；校長得以處理全權，並負起全部行政責

任等。 28 

4 月 7 日，杭立武董事長函覆先生信中所說各項，提出董事會八點決議，

原則上均予以同意，但希望曾先生能早日蒞事，並接受兩年聘約。 29 

4 月 8 日，先生函覆杭董事長，表達以「同樣誠摯之精神」，因「秋季開

學，轉瞬即屆」，在「考慮之餘，只得方命」，接長校長職。  

4 月 19 日，應東海大學董事會之聘，4 月 21 日接事 30。擘畫東海創校的

各項發展：校舍建築，課程選排，科系遴定，教席延聘等。  

5 月，前往美國基督教大學聯合董事會，吳德耀博士同行。 31 
                                                 
27 刊登於《大陸雜誌》第 8 卷 2 期，1954 年 1 月 31 日。 
28 據「敦聘校長」檔案記載。按，許逖<親切平易而真正偉大的老師--曾約農先生>說：

「民國四十二年，東海大學聯董會為籌建東海大學，特聘當時正在台灣大學外文系

任教的曾約農先生為首任校長。」見《東海校友》○期，民國 76 年 2 月 15 日第 6 版。 
29 據「敦聘校長」檔案記載。 
30 按「曾約農校長」條(《東海風--東海大學創校四十週年特刊》)記載：「曾校長接獲

聘書之時，即致函杭董事長，縷陳其對此一大學的構想。他認為大學主要的目的，

在於保存與培養文化，因此課程之選訂，務使能建立一種包括古風之文化環境，再

進一步地溝通東西、古今文化。其次，基督教育與其他性質之訓練皆有賴知識與經

驗，因此教職員生必須維持高度標準，校內團體生活應受基督教條管制，以及學校

當局應與政府合作。最後，並提出關於行政方面的諸項指導原則。」《首屆畢業紀念

冊》<曾前校長序>云：「約農以民國四十四年四月就職」。 
31 按練馬可<極有個性的曾校長>說：「第一次見到曾校長，倒不是在東海，而是在一九

五五年，春天的奧柏林。第一印象是他戴著圓圓的眼鏡，穿著一襲長袍，好是個儒

家人物。不料他的英文非常的好，如果不見其人，只聽其音，你會以為講話的是個

受過良好教育英國紳士。吳院長那時跟在他旁邊，西裝畢挺，好像個企業家，我以

為是這個中國老先生的翻譯員。」見《東海風--東海大學創校四十週年特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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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東海開始籌備招生事宜 32。  

8 月，先生與戴君仁先生 (東海中文系創系主任，從臺灣大學中文系借調 )

前往台北一女中教員宿舍，邀請祁樂同先生到東海 (歷史系，當時是副

教授 )教書。 33 

11 月 2 日，東海大學創校始業典禮，杭立武董事長代表董事會以東海大

學的行政責任託付先生。典禮後即實行勞作教育。 34 

11 月 9 日，先生發佈公告，需要全校師生共同參與學校活動，說：「本校

為發揚民主自治精神，建立現代一理想之學校計，舉凡措施，胥賴全

校師生之群策群力，始克有濟。當茲開創之際，百端待舉，尤冀全體

教職員與同學諸君，貢其所知，抒其所見，庶幾集思廣益，止於至善，

本校前途，實深利賴。」 35 

1956 年 (民國四十五年 ) 

1 月 5 日。致函予臺灣師範大學劉真校長，感謝劉校長「允循臺大件先例

借聘」王成椿「一學年」，因「學年瞬將過半，下學年自當遵約返回」

臺灣師範大學任教。 36 

1 月 28 日至 29 日，邀請臺大、師大及其他文史專家在台北舉行「國文教

學與歷史教學座談會」。 37 

3 月，撰寫<送蕭查禮博士序>38，表達蕭博士在東海四閱月間對勞作教育

                                                                                                                              
166—167，台中：東海大學出版社，民國 84 年 11 月。 

32 如，6 月，由鄭德安、張廣福、顧紹昌等三位先生規劃單獨招生事宜；7 月 15 日至

19 日，鄭德安與陳有忠等先生分別在台北、台中、台南辦理報名事宜；參見《鄭得

安館長紀念專輯》頁 2，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15 年 4 月 24 日。又如，曾

校長於 9 月 5 日，聘請時任文學院院長的吳德耀博士為「第一屆招生委員會新生入

學口試台中區委員兼主試人」，參見《吳德耀校長年表新編》頁 10，謝鶯興編，東海

大學圖書館，2014 年 10 月 31 日。 
33 見祁樂同<懷念曾約農校長>，《東海大學校刊》民國 76 年 1 月 16 日第 4 版。祁先生

說：「當時曾校長替東海大學請教員，總是先拜訪後送聘書，要真正做到『尊師重道』。」 
34 按，曾先生在<東海大學之勞作制度>說：「本校推行勞作制度，……爰就試行半年(四

十四年十一月初試行)之所得」，見《教育輔導月刊》第 6 卷第 7 期，1956 年 7 月。 
35 摘自《東海大學校史(民國四十四年至六十九年)》第二章「曾校長的貢獻」，頁

124~133。 
36 參見<曾約農先生致劉白如先生書>，收於《中國語文》第 81 卷 4 期，頁 7~10，1997

年 10 月。 
37 摘自《東海大學校史(民國四十四年至六十九年)》第二章「曾校長的貢獻」，頁

124~133。 
38 篇末題「時在中華民國四十五年三月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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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擘與貢獻，見《東風》第 1 卷第 2 期，1956 年 11 月 2 日。 

3 月 25 日，發表<勞作教育與時代青年>，見《中央日報》青年節特刊。 

4 月 5 日，發表<東海大學之勞作與工讀>，見《教育與文化》第 11 卷 7

期。  

7 月，發表<東海大學之勞作制度>，見《臺灣教育輔導月刊》第 6 卷 7

期。 

10 月，撰寫<宏通教育淺釋>，收入《中國學術史論集》(三)，中華文化

出版委員會。 

11 月 2 日，撰寫<贈賈爾信博士詩>，表達賈博士花三個月的時間為東海

設計課程，並已於 3 月 2 日離開台灣，見《東風》第一卷第二期。 

12 月，向東海大學董事會表示退休之意，董事會數度挽留。 39 

是年，出席聯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第九屆全體大會，重遊新德里，停

留一個月又一天。 40 

1957 年 (民國四十六年 ) 

1 月 1 日，撰寫<旅印雜感>41，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  

1 月 31 日，發表<吳伯卿編著「美國怎樣選舉總統」序>，見《教育與文

化》第 15 卷 2 期。  

3 月 16 日，以任滿為由，向東海大學董事會辭校長職。 42 

3 月 17 日，先生就學生以絕食要求先生打消辭意事，特發布新聞稿予以

解釋。 43 

4 月，東海大學董事會准先生自下學期起辭職。  

5 月 30 日，因 4 月 25 日有學生在英語考試中作弊，公告該生記兩大過，

                                                 
39 摘自《東海大學校史(民國四十四年至六十九年)》第二章「曾校長的貢獻」，頁

124~133。 
40 參見<旅印雜感>，《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59~161，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

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41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59~161，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按，文章說：「去歲(民四十五)因出席聯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第九屆全

體大會，重遊新德里。」 
42 摘自《東海大學校史(民國四十四年至六十九年)》第二章「曾校長的貢獻」，頁

124~133。 
43 摘自《東海大學校史(民國四十四年至六十九年)》第二章「曾校長的貢獻」，頁

12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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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親自擬稿公告表達其沈痛的心情。 44 

7 月，吳德耀先生以文學院院長兼代東海大學校長，董事會為感謝先生開

創之功，特聘為終身名譽校長。 45 

7 月 31 日，先生與吳德耀先生進行新舊任東海大學校長交接 46。先生離

開時，賦<留別東海>一詩以抒懷：「兩載桃畦手自栽，橫渠孤負叩鐘來。

武城弦誦慚宗緒，沂水風雩愜素懷。借得鶴寒耽落拓，非關雞肋委塵

埃。相期東海鯨吹浪，一為中原洗劫灰」 47。  

8 月，重返臺灣大學外文系執教。  

11 月，撰寫<聯教組織之東西文化互相欣賞計劃>48，見《曾約農先生言

論集》。  

1958 年 (民國四十七年 ) 

1 月，撰寫<青年對於治學應有的認識>，收入《為學篇》，台北自由青年

雜誌社。 

4 月，撰寫<青年問題和老朽廢話>49，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  

12 月 29 日，發表<中華民族性>50，見《中國一周》第 453 期。  

1959 年 (民國四十八年 ) 

4 月，撰寫<剝復之機>51，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  

                                                 
44 摘自《東海大學校史(民國四十四年至六十九年)》第二章「曾校長的貢獻」，頁

124~133。 
45 摘自《東海大學校史(民國四十四年至六十九年)》第二章「曾校長的貢獻」，頁

124~133。 
46 按，練馬可<極有個性的曾校長>說：「一九五七年六月，校長交接之前，曾校長有一

次介紹吳院長時，先用中文說：「他比我好。」接著自行翻譯時，卻說：『He is as good 
as I！』」。見《東海風--東海大學創校四十週年特刊》，頁 166—167，台中：東海大學

出版社，民國 84 年 11 月。 
47 按，詩見《東海大學校刊》第 1 期第 2 版，民國 46 年 10 月 1 日。 
48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55~158，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按，是篇記載民國四十五年十一月在印度新德里舉行的「聯合國教育科

學文化組織」授權秘書長籌辦「東西文化互相欣賞事宜」的理由、規模、辦法等，

該計劃的諮詢委員於民國四十六年四月一日至十日在法國巴黎召開，提出四大類的

建議。 
49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46~149，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50 收入《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5，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51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34~136，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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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 日，先生回東海，參加第一屆畢業典禮。 52 

6 月，為《首屆畢業紀念冊》撰<序>。  

1960 年 (民國四十九年 ) 

1 月 1 日，撰寫<今日中國青年之使命>53，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  

6 月，為應屆畢業生撰寫<贈言>，見《第二屆畢業紀念冊》。  

1961 年 (民國五十年 ) 

4 月，撰寫<為青少年陳情>54，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  

6 月，撰寫<祝賀畢業贈言>，見《第三屆畢業紀念冊》。  

11 月 10 日，投書《中國一周》 55，建議於留學考試之國文與史地命題，

能取材張其昀《中華五千年史》，藉以收了解本國文化之功效。  

1962 年 (民國五十一年 ) 

2 月，撰寫<青年與自律>56，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  

3 月，撰寫<謹防思想奪舍>57，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 

9 月，發表<原仁>58，見《孔孟學報》第 4 期。又見《湖南文獻季刊》第

9 卷 4 期，1981 年 10 月。 

9 月 28 日，撰寫<無極與太極之數理比喻>59，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 

                                                                                                                              
59 年 7 月。 

52 按，<拓荒者--曾約農校長--第一屆畢業典禮追記>說：「六月二十二日是一個東海大

學首屆畢業生的重要日子，……在典禮中，吳校長自然是眾人欣敬的對象，而曾前

校長約農更得了全體畢業同學和在校同學的歡呼鼓掌。他致詞中，曾稱我們是東海

的『拓荒者』」。見《東風》第 10 期，頁 16，民國 49 年 4 月。 
53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31~133，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54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40~145，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55 按，《中國一周》將信件刊登在第 604 期，1961 年 11 月 20 日，並附上該刊編委員會

之答覆。 
56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37~139，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57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00~112，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58 收入《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53~65，篇末「附註」云：「本稿係就本年三月四日在

教育電臺為本會廣播的原講稿增減潤色而成，比實際廣播，分量稿多，特此聲明。」

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59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44~52，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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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發表<立元以統天>60，見《中國一周》第 651 期。  

11 月，發表<無極與太極之數理比喻>，見《孔孟月刊》第 1 卷 3 月。 

12 月，撰寫<北崙先生八秩榮慶>61，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  

1963 年 (民國五十二年 ) 

4 月，撰寫<如何消弭兇殺風氣>62，收入《曾約農先生言論集》。  

6 月，撰寫<中西文化之比較>63，收入《曾約農先生言論集》。 

10 月，撰寫<漫談青年立志>64，收入《曾約農先生言論集》。  

1964 年 (民國五十三年 ) 

4 月 5 日，參加在台北中央圖書館騮先堂召開的「第十四次論語研究會」，

會中主講「論語與時代需要」65，後發表於《孔孟月刊》第 2 卷 9 期 。 

9 月 28 日，撰寫<至聖孔子與華夏精神>66，收入《曾約農先生言論集》。 

9 月，撰寫<研究孔道>67，收入《曾約農先生言論集》。又見《孔孟月刊》

第 3 卷 3 期。1964 年 11 月。 

10 月 31 日，撰寫<總統蔣公華誕應以體訓篤行為壽>68，收入《曾約農先

生言論集》。 

11 月，撰寫<中國國民黨黨慶獻言>69，收入《曾約農先生言論集》。  

                                                 
60 收入《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23~127，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

國 59 年 7 月。 
61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71，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62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62~164，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63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94~99，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64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50~154，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65 收入《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81~93，篇末「附註」云：「右稿據錄音帶整理補充而

成，與原講小有出入，敬布原宥，並求教正，至用盼禱。約農附啟。」林景淵編選，

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66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34~39，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67 收入《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66~80，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68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20~122，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69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28~130，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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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年 (民國五十四年 ) 

2 月，撰寫<溥心畬先生輓辭>70，收入《曾約農先生言論集》。  

5 月 1 日，發表<先文正惠敏兩公日記原本搶救紀略>71，見《傳記文學》

第 65 期；又見《湖南文獻季刊》 72第 1 期，1970 年 4 月。  

6 月，發表<學術講座 --青年思想問題>，見《訓育研究》第 4 卷 2 期。  

7 月，撰寫<讀蕭子昇教授「怪論」書後>73，收入《曾約農先生言論集》。

又見《建設》第 14 卷 7 期。  

12 月，發表<讀史信筆 --中西文化交流>，見《華岡學報》第 2 期；1966

年 5 月 2 日，又以<漫談中西文化交流>為名，刊於《中國一周》第 836

期。  

1966 年 (民國五十五年 ) 

1 月，榮膺好人好事代表，獲嚴副總統頒「德教及人」匾額，受聘為總統

府國策顧問。  

1 月 17 日，接受《中國一周》的記者訪問，以<老教育家曾約農教授的

風範>為題，刊於《中國一周》第 821 期。  

12 月，撰寫<中國文化談片>74，收入《曾約農先生言論集》。 

是年，因許逖先生贈《文星？問題？人物》書，讀後函覆說：「此書的批

評，雖然理路清楚、證據完備，但用語不宜過份尖刻，否則不免流為

相互詬罵，難得平正公允之結論。而況一人即使十分得理，如果態度

過份兇厲，也常使對方有理由也不能或不敢申訴，豈非造成更不當的

後果。」 75 

                                                 
70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70，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71 收入《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65~166，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

國 59 年 7 月。 
72 按，《湖南文獻季刊》題<先文正惠敏兩公日記搶救簡記>。 
73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69，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74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24~29，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75 見許逖<親切平易而真正偉大的老師--曾約農先生>，《東海校友》民國 76 年 2 月 15

日第 6 版。按，許逖<由一本小書重印所想起的人和事--「文星！問題！人物！」新

版代序>說：「台大老師曾約農先生看過『文星！問題！人物！』後，親筆賜書，告

訴我此書的批評雖然理路清楚，證據完備，但用語不宜過份尖刻，否則不免流為相

互詬罵，雖得平正公允之結論。而況一個人即使十分得理，如果態度過份兇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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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年 (民國五十六年 ) 

1 月，撰寫<中國傳統文化在修己安人天下為公>76，收入《曾約農先生言

論集》。  

2 月，發表<中西文化之比較>77，見《國魂》第 255 期。又見《公教智識》

第 463 期，1969 年 11 月。又見《新知雜誌》第 3 卷 6 期，1973 年 12

月。  

3 月，發表<華夏文明的背景>，見《國教月刊》第 14 卷 3 期。  

9 月，發表<中華文化的背景>78，見《國魂》第 262 期。  

12 月 7 日，參加中華學術院基督教研究所學術講演會，主講「信心、愛

心和蒙赦」，見《葡萄園》27 期，民國 57 年 3 月 10 日。又見《中國一

周》第 937 期，民國 57 年 4 月 8 日。  

1968 年 (民國五十七年 ) 

4 月，發表<中西文化之關係>79，見《中華文化復興月刊》第 1 卷 2 期。 

5 月，將蔣中正著《民生主義育樂兩篇補述》譯為英文版，台北台灣商務

印書館出版。  

6 月 2 日，在台北市自由之家博愛廳主持「史學與中華文化復興座談會」，

出席者有方豪、毛子水、蔣復璁、錢穆等二十五位先生。 80 

                                                                                                                              
常會使對方有理由也不能或不敢申訴，豈非造成更不當的後果。」見頁 12，台北：

雙喜圖書出版社，民國 72 年元月。 
76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30~33，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77 收入《中西文化之關係》頁 41~72，台北：新中國出版社，民國 57 年 10 月。 
78 收入《中西文化之關係》頁 1~10，台北：新中國出版社，民國 57 年 10 月。 
79 收入《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6~23，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又見《中西文化之關係》頁 73~89，台北：新中國出版社，民國 57 年 10 月。 
80 見《中華文化復興月刊》第 1 卷 4 期，頁 35~43，民國 57 年 6 月。按，曾先生一開

始說：「各位是歷史專家，對於歷史之重要性自然很清楚：在日據時代，只容許臺灣

同胞學農工，不許臺灣同胞學文史，可見文史對於國家民族之重要。我們從事史學

研究，為了借助歷史的教訓，發展我們的長處，克服我們的弱點。今天，諸位對史

學的意義內涵，史學在文化復興運動中的重要性，都可以自由發表高論。歷史的真

相是很不容易保存的，我記不清楚是那個學校的一群新聞系的同學，他們正在等待

一場考試，突然有幾個人闖入試場，大打大鬧。這批人走後，教授宣佈剛才的打鬧

便是考試題目，要他們將親眼所見的場面，寫一篇報導。結果，這批學生雖同時、

同地、同樣以目擊者寫同一件事，但所寫出來的報導却不相同，甚至完成相。可見

歷史的真相的確不易保存，這便是一個最好的例子。今天，全世界都在演變，我們

大家又都親眼目睹這場演變，我不能希望大家所看一樣，但却希望大家所得的結論



文稿 

 101

7 月，撰寫<陳立夫先生言論集序言>81，收入《曾約農先生言論集》。  

8 月，發表<中國文化之地理因素>82，見《中華文化復興月刊》第 1 卷 6

期。又見《新覺生》第 7 卷 7 期，1969 年 7 月。又見《中國文選》第

28 期，1969 年 8 月。又見《海外文摘》第 157 期，1970 年 2 月。  

10 月，《中西文化之關係》 83結集成書，由台北新中國出版社出版。  

1969 年 (民國五十八年 ) 

1 月，發表<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見《中央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1 月 26 日，回覆鄧益裕校友為《東海工作營通訊》的發行，寫信邀請先

生題字。  

1970 年 (民國五十九年 ) 

1 月，發表<漫談儒家的教育觀>84，見《東亞季刊》第 3 期。  

7 月，《曾約農先生言論集》結集，林景淵編選 85，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  

1971 年 (民國六十年 ) 

1 月，《漫談繙譯及寫作》結集，台北學生英語文摘社出版。  

11 月，在「中樞紀念孔子誕辰典禮中」講演「孔道管窺」，後發表於《中

美月刊》第十六卷第十一期，又刊登於 1972 年 9 月的《中國地方自治》

第二十五卷五期，但最後一段加上：「根據這個特殊意義，讓我們今日

因為總統提倡復興文化而倡導尊孔，由尊孔而保證仁者無敵，因之我

們有理由相敬祝蔣總統政躬康泰，福自天甲，也敬祝因有總統的提倡

                                                                                                                              
至少相同。」結論說：「依照大家的發言，我作出兩大結論：第一、我們對歷史的真

實性、完整性，應負責任：以審慎、客觀的研態度，記載我們的歷史，力求它的真

實性，並且兼顧各學派、時代、地區和歷史的完整性。第二、對歷史所代表之精神

價值，應負起責任。也就是說，以大倫理、大興亡、大機會等來評價歷史。用容易

懂的各種方式傳播中華文化，使中華文化貢獻世界。史學家能盡到這兩項責任，才

能算是對民族、對青年有了交待。」 
81 見《曾約農先生言論集》頁 167~168，林景淵編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年 7 月。 
82 收入《中西文化之關係》頁 90~101，台北：新中國出版社，民國 57 年 10 月。 
83 按，是書共收五篇文章，但<西洋文化及其精神>未知發表於哪個刊物，俟查。 
84 按，篇目下題「本所教授 曾約農」。 
85 按，林先生<編選後記>說：「民國五十一年元月二十八日曾約農先生在台中市自由路

基督教浸信會證道，這是我第一次見到仰慕已久的曾老先生。……幾年來，我一直

經常寫信請教約農老先生許多讀書以及為人處世的問題；而另一方面，自然也就特

別注意老先生在報刊上發表的文字，並加以蒐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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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而孔孟之教，其道大光。最後我們敬祝中華民國萬歲！萬歲！萬

萬歲！」  

1972 年 (民國六十一年 ) 

11 月 2 日，東海為崇念先生在創校初期的豐功偉蹟，特將自校門至升旗

台前的大道，定名「約農路」，先生以八十高齡之軀，前一日即返校，

當天並親臨典禮。  

 

12 月，發表<從大學中庸兩篇看孔門道統>，見《公教智識》第 587 期。 

1977 年 (民國六十六年 ) 

是年，因中風住進台北榮民總醫院。 86 

1986 年 (民國七十五年 ) 

12 月 31 日，上午二時三十分，溘然長逝於台北榮民總院。 87 

                                                 
86 按，許逖<親切平易而真正偉大的老師--曾約農先生>說：「民國六十六年先師方東美

之喪，約農師雖已因老衰性柏金遜症行動不便，仍由人扶持，親來參加治喪會議，

並一再為表彰故人的道德文章發言。」見《東海校友》民國 76 年 2 月 15 日第 6 版。

又，李爾康<敬悼曾約農先生>說：「我在民國六十七年到榮總醫院探望約農先生以

後，歸途口占的兩首絕句。」見《傳記文學》50 卷 2 期，頁 39-42，民國 76 年 2 月。

暫訂先生住進台北榮總時間在民國 66 年。 
87 按，李爾康<敬悼曾約農先生>說：「那個無可避免的惡耗，終於在七十五年最後一日

凌晨傳來，這位學貫中西的老校長，在榮總醫院住了八年，以九十五歲高齡，也從

此與世長辭了。」見《傳記文學》50 卷 2 期，頁 39-42，民國 76 年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