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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年表 

徐復觀教授年表 (八 ) 

謝鶯興編  

1981 年 (民國 70 年)，七十九歲  

1 月  

發表〈清洗毛澤東的遺毒〉，見《明報月刊》(181 期 )，收入《徐復

觀最後雜文集》。  

1 月 6 日  

發表〈海峽東西第一人 --讀陳映真的小說〉，見《華僑日報》，收入

《中國文學論集續篇》、《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1 月 13 日  

發表〈同時結束一黨專政？〉，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

雜文集》。  

1 月 20 日  

發表〈為中共提供一種可資反省的資料〉，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最後雜文集》。 

1 月 25 日至 27 日  

發表〈儒道兩家思想在文學中的人格修養問題〉1，見《中國時報》；

2 月，又見《海外學人》(103 期 )，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1 月 28 日  

發表〈正常即偉大 (之一 )〉，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

文集》。  

2 月 3 日、4 日  

發表〈正常即偉大 (之二 )〉，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

文集》。  

2 月 17 日  

發表〈正常即偉大 (之三 )〉，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

文集》。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1 按，《徐復觀最後雜文集》之篇末題：「一九八〇年十二月華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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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  

發表〈正常即偉大 (之四 )〉，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

文集》。  

3 月  

赴美探視兒女，並至休士頓作癌症檢查，每天仍勉工作三、四小時，

完成《西漢經學史》初稿。 2 

3 月 2 日  

發表〈君毅兄逝世三周年聚慈航清苑紀念〉，見《華僑日報》，收入

《徐復觀最後日記》。  

3 月 3 日、4 日  

發表〈世界共黨的蛻變與馬克思主義的解體〉 3，見《華僑日報》，

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3 月 11 日、12 日  

發表〈實踐體系與思辯體系 --答某君書〉，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最後雜文集》。 

3 月 18 日  

發表〈把良心放在秤盤上！〉，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

雜文集》。 

3 月 20 日  

接受《七十年代》李怡訪問 (陳培生記錄 )，以〈徐復觀談中共政局〉

4，刊登於《七十年代》，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2 據「小傳」記載，並說：「後再以二月時間重寫一次。」廖伯源〈徐復觀老師的治學

與教學〉(《中華雜誌》第 20 年 226 期，1982 年 5 月)說：「去年三月底到美國休士

頓作癌症檢查，停留二月，每天勉強工作三、四小時，寫成《西漢經學史》初稿，

後再用二個月時間重寫一次。」王梓良〈徐復觀先生的一生〉記載：「七十年五月十

日接旅美前東海大學教授孫克寬先生來信云；『徐復觀先生，來美療病，就醫於休士

頓其二少君處。三月間過洛，弟尚未遷，曾自斐趕來相會兩次，雖現龍鍾，亦顯清

瘦，而席次言談，仍鋒鋩銳利，或不致遽生意外也。』」 
3 按，「論著繫年」繫於「1981 年 3 月 3 日」。 
4 按，李怡〈前言〉云：「去年八月，七十八歲的徐先生患重病，在臺灣經手術後回港

休養，今年三月二十二日赴美治療。在徐先生離港前兩天，筆者獲一機會往九龍徐

先生寓所造訪，就有關中共政局問題向徐先生請教。徐先生坦誠耿直，侃侃而談了

約兩小時，就對中共的基本認識、大陸目前的局面如何突破、怎樣從傳統文化中汲

取精神文明、以及海外知識分子的責任等問題，作了深入淺出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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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  

上午十一時乘華航機離開香港，在臺北換機，二十二日上午九時四

十五分到達洛杉磯機場，由汪錫鈞夫婦、查石村夫婦及夏友平、

陳廷美夫婦接機。5其間曾與孫克寬先生相遇，孫先生口占一律

相贈，其中有「蒼天未死黃天暗，故國難歸異國逢」的名句，

概括了當前複雜的感情與窘境。 6 

3 月 24 日  

由夏友平、陳廷美夫婦陪同遊覽狄斯奈樂園。 7 

3 月 27 日  

出版《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 8(時報文化公司初版 )。 

                                                 
5 據徐先生〈域外瑣記之一〉記載。〈域外瑣記之六〉說：「這次來美的目的有二。一是

檢查胃癌切除後的身體，一是體認我到底應否移美居住」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6 據徐先生〈臺北瑣記〉記載，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7 據徐先生〈域外瑣記之一〉記載，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8 按，〈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自序〉云：「六十年代以後，積力於專書寫作，亦間或寫有

單篇論文，附錄於各專書之後，今已煩陳君淑女、曹君永洋彙編為《中國思想史論

集續篇》，其中所收孔學數文，乃寫於五十年代，收入以表余之所向」，篇末署「一

九八二年二月十四日口述於臺灣大學附屬醫院九〇七病室未上煩曹君永洋記錄」。楊

乃藩〈前言〉云：「去歲十一月間，復觀先生自港來函，……六十年代以後，擬再予

整理，以『續篇』為名付梓。囑詢時報出版公司意見。當商諸高信疆兄伉儷，即荷

承諾。……《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都六十萬言」。是書收：第一篇研究中國思想史

的方法與態度問題--中國思想史論集代序之一。第二篇中國思想史論集自序之三--我
的若干斷想。第三篇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序。第四篇中國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據問題--
兩漢思想史卷三代序。第五篇陰陽五行及其有關文獻的研究，分：1.從文字學上看陰

陽二字之原始意義，2.詩經中的陰陽觀念，3.春秋時代陰陽觀念之演變，4.春秋時代

的五行觀念，5.我對今文尚書在文獻上的一般看法，6.甘誓的成立時代及其中的五行

問題，7.洪範的成立時代及其中的五行問題，8.戰國時代陰陽觀念的演變與在易傳中

的發展，9.易傳與道家的關係，10.戰國時代五行觀念的演變與鄒衍，11.陰陽五行的

融合--從呂氏春秋到董仲舒。第六篇由尚書甘誓、洪範諸篇的考證，看有關治學的方

法和態度問題，分：1.治學的態度比方法更重要；歷史問題，應讓歷史自身有優先發

言權；3.批評應從對方立論的根據下手；4.由鐵及疆域，推斷禹貢成立的年代；5.有
根據的判斷，不能稱為「意必」之辭；6.我並沒誤會屈先生的說法；7.應實事求是，

多作反省的例證。第七篇與陳夢家、屈萬里兩先生商討周公旦曾否踐阼稱王的問題，

分：1.現代中國史學的反省；2.周公問題在歷史中的演變及其重新提出；3.武王、成

王的年齡問題；4.康誥的問題；5.尚書中康誥以外的有關文獻；6.尚書以外的兩點討

論。第八篇有關周公踐阼稱王問題的申復。第九篇有關周初若干史實之考證，分：

1.引言；2.西安半坡文化的啟發；3.兩個文化層的混亂；4.周太王接不上客省莊第二

期文化；5.因抄材料的錯誤，而迷失了周文化是殷文化的一支；6.因缺乏文獻史料的

了解而誤解了后稷；7.后稷到文王的世次問題；8.公劉問題；9.太王遷豳的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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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 日  

發表〈答覆「不具名」先生的信〉 9，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最後雜文集》。  

4 月 11 日  

發表〈域外瑣記 (之一 )〉 10，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

文集》。  

4 月 24 日  

發表〈試評中共愛國主義〉，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

文集》。  

4 月 27 日  

發表〈秦政 (秦始皇 )的歷史評價〉，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最後雜文集》。  

                                                                                                                              
10.姜、羌及周祖先居地問題；11.周與夏的關係問題；12.上帝與祖宗神的問題及對傅

斯年的評價；13.武王伐紂的年代、兵力及八族的問題；14.學術風氣的問題。第十篇

釋「版本」的「本」及士禮居本國語辨名。第十一篇有關老子其人其書的再檢討，

分：1.有關本問題材料批判上的若干基本觀點問題；2.重新檢討先秦有關資料；3.檢
討史記老子列傳；4.就現行老子一書以考查其作者及其傳承。第十二篇帛書老子所反

映出的若干問題。第十三篇先秦名學與名家，分：名的起源；2.名的特別意義及孔子

的正名思想；3.辯者與名家；4.公孫龍及公孫龍子；5.公孫龍的批判者；6.先秦正名

思想的完成；7.名家的價值。第十四篇釋公孫龍子指物論之「指」，分：1.各家的解

釋略評；2.指字的一般用法；3.指物論的指字意義；4.莊子與公孫龍的糾葛。第十五

篇釋論語的「仁」。第十六篇有關中國思想史中一個基題的考察--釋論語「五十而知

天命」，分：1.二千年無確解；2.哥白尼的迴轉；3.思想史中的夾雜與「心即天」。第

十七篇中國自由社會的創發。第十八篇釋論語「民無信不立」--儒家政治思想之一考

察。第十九篇儒家在修己與治人上的區別及其意義。第二十篇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

歸--為紀念民國六十八年孔子誕辰而作。第二十一篇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分：1.荀
子政治思想中的儒家通義；2.荀子政治思想的特徵；3.荀子政治思想對儒家精神之曲

折。第二十二篇中國的治道--讀陸宣公傳集書後。第二十三篇王陽明思想補論。第二

十四篇「清代漢學」衡論--這是為參加在美國加州所開「中國十八世紀學術討論會」

而寫的，分：1.「清代漢學」在時間上及精神上的界定；2.清代漢學家的治學方向；

3.漢代學術與清代漢學間之大疆界；4.漢代漢學家在完全不了解宋學中排斥宋學；5.
對宋學及清代漢學作「近代地」再評價。第二十五篇程朱異同平舖地人文世界與貫

通地人文世界，分：1.宋代理學的特徵；2.朱元晦對程伊川思想的傳承；3.二程的平

舖地人文世界；4.朱元晦的貫通地人文世界；5.程伊川的一重(平聲，下同)世界與朱

元晦的二重世界；6.朱元晦由實與窮理，對形而上性的消解。第二十六篇答陳勝長先

生「周官非古文質疑」。 
9 按，徐先生是在美國撰寫是篇，因為他已經在 3 月 22 日抵達美國洛杉磯。 
10按，「著述繫年」註云：收入《最後雜文》時改名為〈域外瑣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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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發表〈徐復觀談中共政局〉，見《七十年代》(148 期 )，收入《徐復

觀最後雜文集》。  

5 月 1 日  

出版《徐復觀雜文續集》 11(楊乃藩編，時報文化公司初版)。  

5 月 3 日  

發表〈中共解放軍的進路〉，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

文集》。  

5 月 11 日  

發表〈《中國文學論集續篇》自序〉，見《華僑日報》；1981 年 6 月，

再刊於《書目季刊》(15 卷 1 期)；收入《中國文學論集續篇 》。 

                                                 
11楊乃藩〈序〉云：「兩年前，我受命編次《徐復觀雜文》：論中共、看世局、記所思、

憶往事四帙，……返港後，先生又整理兩年來發表的雜文，凡六十餘篇，交時報出

版公司付印，作為《徐復觀雜文》的續集。」故續集亦分為四大類，各類諸篇收錄

如下：(一)記所思，收：1.五十年來的中國；2.天主教的集體智慧的表現；3.中文與

「中國人意識」；4.一個政治家的王陽明；5.書與人生--向有錢者進一言；6.孔子與馬

克斯；7.中國文學討論中的迷失；8.孔子思想的性格問題；9.向孔子的思想性格的回

歸；10.「亮起了紅燈」的呼喚；11.道德地因果報應觀念；12.八十年代的中國；13.
政治野心與自由選舉；14.讀艾青「新詩應該受到檢驗」；15.政治參與和社會生活自

由；16.文藝與政治。(二)論中共，收：1.「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2.四個現代

化以外的問題；3.中共面臨考驗；4.大陸問題漫談(之一--之七)；5.試談思想解放；6.
鄧麗君與華國鋒；7.劉邦與毛澤東；8.讀葉劍英講話的一些雜感(之一--之三)；9.響應

沙卡洛夫的呼籲；10.漫談中共第四屆文代大會；11.中共還是安定團結？抑是藏垢分

肥；12.鄧小平缺少了些什麼；13.劉少平反與人類的良知良識；14.大家應好好研讀陳

雲的兩篇講話；15.華國鋒何以還要「興無減資」；16.有感於胡耀邦的談話；17.一個

普通中國人眼裡的毛澤東；18.中共能不能改變研究「歷史文化」的態度與方法；19.
舊封建專制與新封建專制；20.毛思想、西藏及其他。(三)看世局，收：1.難民、越共、

日本；2.獵鹿者與南海血書；3.讀日本雜誌偶抄；4.從世界戰略形勢看中越是否再戰；

5.世界開始向河內報復；6.歷史是可以信賴的--聞朴正熙被槍殺；7.「神座觀念的災

禍」續篇；8.跨進八十年代的門限；9.蘇聯侵佔阿富汗後的天下大勢；10.蘇聯世界大

戰戰略的展開；11.伊朗巴列維與科米尼的比較觀；12.提多是怎樣會走出他自己的道

路；13.在競賽中來自越南的威脅；14.科米尼的「盡頭路」；15.驅向第三世界大戰途

程中的喘息機會。(四)敘交往，收：1.三友集序；2.感舊；3.末光碎影；4.平凡中的偉

大；5.悼念司馬長風先生；6.台灣瓜果；7.重來與重生。附錄一，收：1.燒在何公雪

竹墓前的一篇壽文；2.中國人的耻東方人的耻辱；3.春蠶篇。附錄二，收：1.道德的

光輝良知的勇力(胡菊人)；2.「徐復觀雜文」讀感(鄭學稼)；3.一部鮮活生動的歷史--
評徐復觀雜文「憶往事」(李震洲)；4.擎起這把香火(林鎮國、廖仁義、高大鵬聯合採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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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  

發表〈「精神參與者」之聲〉，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

文集》。 

5 月 24 日  

發表〈域外瑣記之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6 月 1 日、2 日  

發表〈懷念劉鳳章先生〉，見《華僑日報》；1981 年 10 月 1 日，再

刊於《傳記文學》 (39 卷 4 期 )，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6 月 12 日  

發表〈「精神文明」試探〉，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

集》。 

6 月 21 日  

發表〈答鄧文先生「論國是」書〉 12，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最後雜文集》。  

6 月 23 日  

發表〈我從文化上推崇宋慶齡女士〉，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最後雜文集》。  

6 月 28 日  

發表〈大局為重〉1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 集 》。 

7 月 1 日  

發表〈略論院派花鳥畫 --為唐鴻教授畫展而作〉，見《百姓》(3 期 )，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7 月 5 日  

發表〈學問的歷程 --臥雲山房文稿序〉14，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最後雜文集》。 

7 月 26 日  

發表〈域外瑣記之三〉，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12是篇乃因鄧文先生於 5 月 12 日寫信提問而撰之作。 
13按，是篇開端即說：「美國國務卿海格由六月十四日到十七日訪問北京的動機，是『大

局為重』。」 
14按，是篇乃為薛順雄《臥雲山房文稿》而撰，篇末署「一九八一年六徐復觀序於紐澤

西客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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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8 日至 30 日  

發表〈誰給毛澤東以這樣大的權力？ --答某某博士書〉15，見《華僑

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8 月  

發表〈解答了的，和沒有解答的〉，見《七十年代》 (139 期 )，收入

《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8 月 1 日  

發表〈我對何雪公性格的點滴瞭解〉，見《傳記文學》(39 卷 2 期 )，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8 月 5 日  

發表〈歷史曲折中的規律 --伊朗與中共的證言〉，見《華僑日報》，

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8 月 9 日  

發表〈思辯、實踐、良心等問題 --答某某博士書〉，見《華僑日報》，

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8 月 11 日  

由美國休士頓搭飛機到新墨西哥州克魯斯鎮，到其小女兒梓琴夫婦

家小住。23 日，全家乘車到馬斯卡尼諾印第安人保留地渡假 16。 

8 月 16 日、17 日  

發表〈不應當被泯沒的聲音 --域外瑣記之三〉 17，見《華僑日報》，

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8 月 28 日  

發表〈中共的新纏足運動〉 18，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

雜文集》。 

8 月 29 日  

道經洛杉磯準備返回香港時，在洛杉磯小住三天，又與孫克寬先生

                                                 
15按，是篇是因為 6 月 9 日在美國紐澤西州接到其友傅偉勳教授的學生來函而撰寫的。 
16據〈域外瑣記之五〉記載，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17按，「著述繫年」註云：收入《最後雜文》時改名為〈域外瑣記(之四)〉。 
18按，是篇是因為 7 月 22 日在美國接到對中國哲學很有研究的朋友的來函，有關四個

現代與自然辯證法連結在一起的問題而撰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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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東海大學的幾位老學生一起餐敘。 19 

9 月  

發表〈答陳勝長先生「周官非古文質疑」〉 20，見《明報月刊》(189

期 )，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  

9 月 1 日  

發表〈中國文化中人間像的探求〉 21，見《百姓》，收入《徐復觀最

後雜文集》。  

9 月 2 日  

從美國回香港途中，先在臺灣停留後返香港。 22 

9 月 6 日  

發表〈域外瑣記之五〉，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9 月 9 日  

接受《中國時報》記者李利國訪問，以〈徐復觀說：「有民主，中國

才有希望」〉為題，發表他的看法。 

9 月 10 日  

與李幼椿先生一起到中央新村拜訪胡秋原先生。23發表〈域外瑣記之

                                                 
19據〈臺北瑣記〉記載，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按，孫先生詩：「山飛海立斯何世，

故宋新周總不然。汐社(南宋遺民所結詩社)篇章寧可誦，淮南鷄犬已登仙。案頭著作

千秋定，眼底風花八月妍。強進一杯祝強健，伏生經學要君傳。」徐先生和詩：「苦

心蒿目真何用，雉雊狼曍勢則然。大地灰飛寧有脈，長空界破早無仙。白頭聚首非

人力，老樹當時發古妍。難是諸君篤風誼，天涯猶共話薪傳。」 
20按，「論著繫年」繫於「1981 年 7 月」。 
21按，是篇乃因 7 月 6 日美國 Temple 大學哲學教授傅偉勳先生寫信給徐先生，指出中

共必須放棄以辯證法唯物論為唯一真理的信仰，然後才能實踐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

由，信仰自由；然後能接受許多新觀念，以為現代化開路。等等所引起的啟發與思

考而撰寫的。 
22按，徐先生〈臺北瑣記〉說：「去年在臺大附屬醫院割治胃癌，承許多老朋友和老學

生的親切照顧，一直感念難忘。十月初離臺北返港時，來送別的都彼此心照不宣，

這是最後的一面。現時居然能由美返港，抱徼倖之心，於九月二日道經臺北，怎能

不停留幾天，與老友、老學生多見一面呢？雖然因停留九天，體重又減輕了六、七

磅，不感到後悔。」廖伯源〈徐復觀老師的治學與教學〉(《中華雜誌》第 20 年 226
期，1982 年 5 月)說：「去年 9 月，徐老師在美國作癌症檢查後返香港，身體衰弱，

但仍然指導學生。因不能到新亞研究所上課，改由研究所學生每週二次到老師家上

課。」 
23據〈臺北瑣記〉記載，《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18 期 

56 

六〉，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9 月 13 日  

發表〈域外瑣記之六〉，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9 月 20 日  

發表〈台北瑣記〉，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9 月 29 日、30 日、10 月 1 日  

發表〈孔子政治思想對現代中國的「照臨」〉24，見《華僑日報》，收

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10 月  

出版《中國文學論集續篇》 25(學生書局版)。  

在美國新澤西州，接受《新土雜誌》記者訪問，以〈徐復觀談學術

                                                 
24按，《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篇末題：「本文曾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第

二至第五部分多，有刪改因篇幅太多，故不以中黑體標示。」 
25按，〈中國文學論集續篇自序〉云：「這裏收錄的幾篇有關中國文學的文章，並不夠印

成一部書。……把未曾收印到《中國文學論集》中的幾篇文章，在養病中重閱一過，

有的稍作補充，另外為了紀念友人唐君毅先生，補寫了一篇，一並交給薛君順雄，

請為我編成《中國文學論集續篇》，並將幾篇用文言寫的文章和若干首詩，附錄在後

面。」篇末署「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徐復觀序於休士頓客次」。是書收：第一篇儒道

兩家思想在文學中的人格修養問題。第二篇宋詩特徵試論，分：1.問題的提出；2.宋
詩特徵基線的畫出者；3.黃山谷在宋詩中的地位及杜詩的影響；4.黃山谷的詩論；5.
前人對宋詩的批評；6.形成宋詩特徵的背景。第三篇王國維人間詞話境界說試評--中
國詩詞中的寫景問題，分：1.王氏「境界說」的確義；2.王氏應用「境界說」的效果；

3.傳統中的寫景與境界等問題；4.情與景的融合，及其融合的歷程、狀態。第四篇陸

機文賦疏釋。第五篇皎然詩式「明作用」試釋。第六篇中國文學討論中的迷失。第

七篇王夢鷗先生「劉勰論文的觀點試測」一文的商討，分：1.研究的方法問題；2.是
「把文學當語言來處理」嗎；3.文體觀念的出現及其重大意義；4.當時文學與語言的

界域；5.若干文義的澄清。第八篇從顏元叔教授評鑑杜甫的一首詩說起。第九篇敬答

顏元叔教授。第十篇答薛順雄教授商討「白日依山盡」詩。第十一篇簡答余光中先

生「三登鸛雀樓」。第十二篇海峽東西第一人--讀陳映真的小說。第十三篇學問的歷

程--臥雲山房論文稿序。附錄詩文舊稿，收：1.隨黃季寬先生赴北平，中途折赴石家

莊二首；2.由巴東坐船至重慶；3.退休二首；4.谷關雜詠；5.青草湖偶占；6.繭廬以近

作二首見示感嘆和之；7.三月二十九日余與繭廬衡之偕中文系應屆畢業生遊阿里山；

8.余寫「莊子藝術精神主體之呈現」一文，頗歷甘苦，四月二日寫成感賦；9.三月三

十日應潄菡伉儷邀於華僑聯合會小聚，座中有鑄秋、滄波、秋原、研田、紀忠諸君

子，事後却寄；10.新歲醇士先生以詩見貺依韻奉答；11.東行雜感；12.得今生自加拿

大沙城寄詩奉和，時大陸文化大革命正劇；13.山行；14.塞上雜詩；15.相憶；16.婚
後贈世高；17.憶內；18.當時；19.退休；20.林資修南疆詩集序；21.鶴亭詩集序；22.
邃加室詩文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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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治的關係〉 26為題，見《新土雜誌》，收入《徐復觀最後雜

文集》。  

自美國回到香港，接受胡菊人訪問，以〈你們應該反省！ --訪徐復

觀先生談辛亥革命〉 27為題，見《明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

文集》。  

發表〈從台灣警總兩大法寶解開陳文成慘死之謎〉28，見《七十年代》

(141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10 月 7、9 日  

發表〈胡耀邦的迷惘〉29，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10 月 10 日  

發表〈辛亥革命成功的兩大要素及其偉大地精神傳統〉30，見《華僑

日報》；1982 年 1 月，再刊於《湖北文獻》 (62 期 )；收入《徐

復觀最後雜文集》。 

10 月 21 日  

發表〈朱元晦的最後〉31，見《華僑日報》；1982 年 4 月，再刊於《鵝

湖》(7 卷 10 期)；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10 月 28 日  

發表〈「偷運聖經」的意義是什麼？〉；1982 年 3 月，再刊於《鵝湖》

(7 卷 9 期)，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11 月 3 日、4 日  

發表〈悼念唐乃建 (縱 )兄〉，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

文集》。 

                                                 
26按，館藏無《新土雜誌》刊物，「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及「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

統」皆未檢索到。是篇本文前小字記載：「徐復觀先生二度訪美，今年七月間在新澤

西州接受本刊記者訪問。現根據錄音帶整理成此文。訪問時間甚長，因此刪去若干

不相干部份。本文整理完後未經徐先生過目，若有錯誤，概由記者負責。」 
27按，是篇末署「一九八一年十月《明報》」，內容是胡菊人與徐先生的對話，則應是接

受胡先生的訪問，並且是在《明報》發表。編者識云：「徐復觀先生甫自美國回港，

行裝剛卸，即以養病之身，接受本刊兩小時的訪問。徐先生在海峽兩岸競相紀念辛

亥革命七十周年的今日，念及家國和人民的處境，激動之情，難於抑，我們都為徐

先生之正直敢言及對家國人民的深刻情感，感動不已。」 
28按，署名「蔣山青」。 
29按，《徐復觀最後雜文集》之篇末題：「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九日華僑日報」。 
30按，「著述繫年」繫於「1982 年 1 月 10 日」的「湖北文獻 62 期」。 
31按，「論著繫年」繫於「198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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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  

發表〈只有中國問題，沒有香港問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最後雜文集》。 

11 月 15 日  

發表〈我對葉劍英所提九點和平統一號召的若干想法〉，見《百姓》，

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11 月 21 日  

發表〈聽其「銜」而觀其言〉，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

雜文集》。 

11 月 22 日  

發表〈民主促成國民黨進步〉，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11 月 28 日  

發表〈孔子當然姓孔〉，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12 月及 1982 年 1 月  

發表〈讀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見《明報月刊》(16 卷 12 期總 192

期及 17 卷 1 期[193])，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12 月 4 日  

發表〈悼念唐乃建兄〉，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12 月 9 日、10 日  

發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性善說與民主政治〉，見《華僑日報》，收

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12 月 15 日  

發表〈港居碎語〉32，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 集 》。 

12 月 22 日、23 日  

發表〈最高的理想、最大的噩夢 --波蘭最近局勢的啟示〉，見《華僑

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1982 年 (民國 71 年)，八十歲  

1 月  

為七月將在檀島舉行的「國際朱子學術會議」撰寫論文〈程朱異同〉，

                                                 
32按，「著述繫年」註云；收入《最後雜文》時改名為〈港居瑣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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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約四、五萬字，附註多達一百六十二條。知道不能參加此次

會議，論文由劉述先教授農縮為一萬多字英譯稿發表。執筆期間

常感背部右上方疼痛難當。  

發表〈對中共修改憲法的意見〉及〈讀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下 )〉，

見《明報月刊》(193 期 )，前者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後

者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1 月 1 日、3 日  

發表〈文化上的代溝與異域 --給均琴女兒一封信的解答〉，見《華僑

日報》；1982 年 5 月，再刊於《七十年代》(155 期 )；收入《徐

復觀最後雜文集》。 

1 月 9 日  

發表〈同時結束一黨專政？ --答友人書〉，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最後雜文集》。 

1 月 11 日、12 日  

發表〈中共最缺乏的是什麼？〉 33，見《華僑日報》；1982 年 3 月，

再刊於《中華雜誌》(20 卷期 )；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1 月 16 日  

發表〈我與梁漱溟先生片面關連〉，見《百姓》(16 期 )，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2 月 2 日  

發表〈港居瑣談 (之二 )〉，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

集》。  

發表〈讀「魏源研究」〉，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2 月 8 日  

由香港飛往臺灣，住入臺大醫院九○七病室接受檢查，發現癌細胞

已擴散。  

發表〈文藝創作自由的聯想 --翟志成《中共文藝政策研究》序〉，見

《華僑日報》；3 月 1 日，又見《中國時報》，後見《明報月刊》

(195 期 )，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33按，是篇提到：「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的《百姓》半月刊，載有鄧、胡少數人的內部

談話。」《徐復觀最後雜文集》之篇末僅題：「一九八二年一月華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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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  

在照射「鈷六十」後，發現雙腿癱瘓，自此臥病不起。口述《中國

思想史論集續篇》一書未完稿的序文 34，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

集》。  

2 月 15 日  

賦〈臥病臺大醫院〉七律一章。 35 

發表〈程朱異同〉36，見《大陸雜誌》(64 卷 2 期 )，收入《中國思想

史論集續篇》。  

2 月 16 日  

發表〈梁漱溟先生小橫軸手跡〉，見《百姓》(18 期 )，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2 月 20 日  

接受《中國時報》記者王郁離以〈徐復觀，談治學論程朱，雖病不

疲，床榻上晤老友，悲喜交集〉為題，報導他自 2 月 8 日到臺

大醫院治病，18 日楊逵來訪，這段時間萃全力於「程朱異同」

及周以前中國文化的問題。  

2 月 21 日  

在病榻上寫下劄記，如：「惟沉心靜氣，不輕被浮名浮利浮□所擾動

者，乃能進入學問之門，步步開擴，步步上進」，「做學問不怕

慢，只怕不實」；「考據只是入門工具，做學問不怕錯，只怕不

肯認錯，更進而以誣掩錯」；「無真實國族社會之愛，即不可能

有人類之愛」等。 (〈病中劄記及詩作〉 )，見《中華雜誌》(第

20 年 5 期 )，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2 月 22 日  

在病榻上寫下劄記，如：「後漢書儒林傳之謬誤已大部澄清，惟列數

                                                 
34按，篇末題：「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日口述於臺灣大學附屬醫院九〇七病房受業生曹

永洋筆錄」。 
35據「小傳」記載，並記錄其內容：「中華片土盡含香，隔歲重來再病牀；春雨陰陰膏

草木，友情默默感時光。沉奇未死神醫力，志(二十四日改『志』為『聖』)學虛懸寸

管量；莫計平生傷往事，江湖煙霧好相忘！」又預立遺囑云：「余自四十五歲以後，

乃漸悟孔孟思想為中華文化命脈所寄，今以未能赴曲阜親謁孔陵為大恨也。死後立

即火化，決不開弔。骨灰移於何處，由世高及子女決定。望子女善養母也。」 
36按，「論著繫年」篇名題「程朱異同初稿--平舖地人文世界與貫通地人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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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未寫，可恨」，即：一是東漢節義的形成係由兩條線索，長期

培養而來；二為東漢的思想家群；三為道家思想的演變；四由

讖諱到道教的成立。(〈病中劄記及詩作〉)，《中華雜誌》(第

20 年 5 期)，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2 月 24 日  

在病榻上寫下劄記，如：「求知是為了了解自己，開闢自己，建立自

己，是為為己之學。求知必然是向外向客觀求」，「禪宗明心見

性，見性成佛；儒者明理見性，見性成人。儒家只要求『成人』。

成佛不成佛，乃個人之事」等。即：一是東漢節義的形成係由

兩條線索，長期培養而來；二為東漢的思想家群；三為道家思

想的演變；四由讖諱到道教的成立。(〈病中劄記及詩作〉)，《中

華雜誌》(第 20 年 5 期)，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3 月 10 日  

發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自序〉 37，見《華僑日報》；1982 年 4

月，再刊於《鵝湖》(7 卷 10 期 )，收入《中國經學 史 的基礎 》。 

4 月 1 日  

與病魔博鬪長達五十二天後，於當天下午五時五十分與世長辭。 38 

4 月 2 日  

發表〈《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自序〉 39，見《鵝湖》 (7 卷 10 期 )，

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4 月 5 日  

下午二時，大殮火化。靈骨暫厝台北善導寺，夫人王世高女士仙逝

後，骨灰由長子徐武軍帶回故鄉浠水墓園安葬。 40 

                                                 
37按，「論著繫年」據《鵝湖》7 卷 10 期，繫於「1982 年 4 月」。 
38參見《中央日報》1982 年 4 月 2 日第 4 版〈徐復觀病逝〉報導及同年 4 月 6 日第 4

版〈徐復觀之喪昨大殮〉報導。廖伯源〈徐復觀老師的治學與教學〉(《中華雜誌》

第 20 年 226 期，1982 年 5 月)說：「徐老師是 4 月 1 日逝世的。3 月中旬，有一位在

臺北某大學任教的學生來探病，老師知其因沒有學術論發表，多年沒有昇等，即在

病床上教授論文寫作的方法。師母以老師太累了，請少講話，老師仍斷斷續續講了

十幾分鐘，直到把寫論文的要訣講完為止。」 
39《中國時報》篇名實作：「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編，徐復觀先生最後遺作，自序」。 
40參見《中央日報》1982 年 4 月 6 日第 4 版〈徐復觀之喪昨大殮〉的報導。江山識〈(徐

復觀致柴曾愷)附記〉說：「1991 年 12 月間，我因事回浠水故里，順道去浠水城郊鳯

栖山復觀先生陵地拜祭。雖然陵墓錯置在村野雜墳之間，也總算遂了徐先生的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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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出版《中國經學史的基礎》 41(學生書局初版)。  

5 月 1 日  

發表〈徐復觀先生最後遺作及遺囑 (曹永洋記錄，包括病中劄記 )〉42，

見《傳記文學》 (40 卷 5 期 )，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徐

復觀最後日記》。  

發表〈病中劄記及詩作〉43，見《中華雜誌》(20 卷 5 期 )，收入《徐

復觀最後雜文集》、《徐復觀最後日記》。  

6 月  

出版《論戰與譯述》 44(志文出版社初版)。 

                                                                                                                              
心願--葬身桑梓。」 

41〈自序〉云：「一九八〇年五月初，發現胃部不適，……我趕忙寫成先漢經學之形成

一文，……曾在同年八月臺北中央研究院召開的國際漢學會議中提出。今年三月底

到美國休士頓小兒帥軍處住了兩個多月，……完成西漢經學史的初稿，……二次稿

成後，寄給私立東海大學薛順雄教授，煩他的夫人為我清繕並托薛君為我重看一遍。

這次把先漢經學的形成略加修改，和此文彙印在一起，僭稱為中國經學史的基礎，

由學生書局印行。」篇末署「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自序於九龍寓所」。第一篇先

漢經學之形成，分：1.周公及周室之史--經學的發端；2.春秋時代經學的發展；3.孔
子及孔門--經學基礎的奠定；4.孟子與經學；5.荀子--經學形式的發展；6.墨子中的經

學影響；7.莊子中的經學影響；8.管子、韓非子中的經學影響；9.呂氏春秋中的經學

影響；10.六經六藝的完成。第二篇西漢經學史，分：1.博士性格的演變，細分：(1)
博士成立的背景及其基本性格，(2)博士演變之第二階段及其性格，(3)博士演變之第

三階及其性格；2.西漢經學的傳承，細分：(1)史記儒林列傳與漢書儒林傳，(2)易的

傳承及其傳承中的問題，(3)書的傳承及其傳承中的問題，(4)詩的傳承及其傳承中的

問題，(5)禮的傳承及其傳承中的問題，(6)春秋的傳承及其傳承中的問題，(7)論語的

傳承，(8)孝經的傳承，(9)環繞漢書儒林傳所反映出的若干情況，(10)由古文到古學--
劉歆讓太常博士書；3.西漢的經學思想，細分：(1)漢初經學思想，(2)漢中期以後的

經學思想。附錄有關春秋左氏傳的補充材料(由原史一文中摘出略去附注)，分：1.春
秋左氏傳若干糾葛的澄清；2.左氏「以史傳經」的重大意義與成就。 

42按，預立遺囑如下：「余自四十五歲以後，乃漸悟孔孟思想為中華文化命脈所寄，今

日以未能赴曲阜親謁孔陵為大恨也。死後立即火化，決不開弔。骨灰移於何處，由

世高及子女決定。望子女善養其母也。」曹永洋「徐復觀教授年表」云；「徐教授曾

在〈舊夢‧明天〉一文中替自己死後的墓石預寫如下的三十個字：『這裏埋的，是曾

經嘗試過政治，卻萬分痛恨政治的一個農村的兒子--|徐復觀』。巨筆長埋悲天暮，哀

哉！1982 年 4 月 20 日清晨三時曹永洋整理編訂」。 
43按，「著述繫年」未分開收錄。 
44曹永洋〈悲情與良知/編後記〉云：「而《論戰與譯述》一書的文字也多半成稿於五〇、

六〇年代，論學的對象全是當代知名的學者。我想徐師所有的著作中，此書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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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夫人與哲嗣徐武博士遵其遺命，將其收藏於香港住宅的書籍文件

等，全部捐贈給台中的東海大學 45，圖書館特闢紀念室典藏之。 

 

12 月、1983 年 1 月、2 月、3 月  

發表〈蘭亭爭論的檢討〉，見《書畫家》 (12 卷 5 期、6 期，13 卷 1

期、2 期)，收入《中國藝術精神》。 

1983 年 (民國 72 年 ) 

4 月 1 日  

余紀忠先生撰〈徐復觀先生傳略〉，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遭受誤解最深的作品之一。……我深信塵埃落定，歷史將會給徐師一個確地的地位，

這是無庸置疑的。」是書分甲編論戰及乙編譯述兩大類，各篇名稱如下：(一)甲篇/
論戰，收：1.答李漁叔先生；2.論難不怕錯誤，只怕說謊--補答李漁叔先生；3.傲慢

與偏見--答徐復觀先生(李漁叔撰)；4.說謊與九家註杜詩的問題--再答李漁叔先生；5.
與李德鄰先生論改革；6.李德鄰先生是第三勢力嗎；7.給張佛泉先生的一封公開信；

8.為什麼把現代藝術劃給敵人--向徐復觀先生請教(劉國松撰)；9.現代藝術的歸趨--答
劉國松先生；10.答虞君質教授；11.有靦面目(附轉載文四篇)；12.文體觀念的復活--
再答虞君質教授；13.簡答毛子水先生；14.與梁嘉彬先生商討唐施肩吾的一首詩的解

釋；15.與梁嘉彬先生的再商榷；16.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17.希臘哲學以道

德抑以知識為主的探討(張君勱、徐復觀論學)。(二)乙編/譯述，收：1.希臘的政治與

蘇格拉底；2.歷史哲學中的傳統問題；3.科學哲學之展望；4.索羅金論西方文化的再

建；5.學問的方法；6.愛因斯坦論自由；7.近代的精神與批判的精神；8.對於訓詁的

思維形式。書末附曹永洋編訂〈徐復觀教授年譜〉。 
45涂壽眉〈我所知道的徐復觀先生〉記載：「日本投降，…時北平有大批線裝書出賣，

我託人代購二十五史兩套，他書亦多。徐先生去北平公幹，自己選購之書更多，以

後皆運來臺灣。……三十八年初，……徐先生的書籍，運至高雄，即售予高雄市政

府。……我兩人均以此所得，兌付房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