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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年表 

孫克寬教授學行年表初編 (二 ) 

流通組 謝鶯興編 

1956 年 (丙申 ) 

1 月 28 日，參加東海大學在台北中園舉行的「第一次國文教學座談會」。1 

3 月 31 日，撰寫〈湛然居士集中的中原儒士初考〉2，見《大陸雜誌》第

12 卷第 6 期，後見《中原文獻》第 9 卷 9 期，1977 年 9 月。  

4 月 5 日，撰寫〈窺宋一鱗〉 3，見《民主評論》第 7 卷 7 期。  

為同事蕭繼宗先生題《半屐集》4。與彭醇士、陳定山、孔德成、趙莪南、

楊祖植、王斌詩文往返。 5 

7 月，撰寫〈容甫述學讀後〉6及〈李太白的五言古詩〉，同見《東風》第

1 期。其中〈李太白的五言古詩〉，又見《中國詩》，第 16 卷第 1 期，

民國 74 年 3 月。  

10 月 31，撰寫〈元初李璮事變的分析〉 7，見《大陸雜誌》第 13 卷第 8

期，又見《宋史研究集》第 3 期，1966 年 4 月。  

11 月 2 日，撰寫〈朋簪詩憶五首〉 8(懷台北五詩友：許君武、周棄子、

江絜生、陳定山、張百成 )、〈東大校園即事 (詩 )〉，見《東風》第 2 期。 

11 月 5 日，撰寫〈元儒劉靜脩學行述評〉9，見《民主評論》第 7 卷 21 期。 

年末，因大度山颳北風，憶及舒城故鄉，寫下〈湖鄉小景〉 10。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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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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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參見民國四十五年一月廿八日下午三時在台北中園舉行的「文史講授座談會」紀錄。 
2 後收入《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頁 88~98，台北文星書店，民國 47 年。 
3 參見〈宋詩大要〉(《詩文述評》，頁 125，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 
4 參見《繭廬叢稿詩存》「丙申年詩」〈題半屐集(湘鄉蕭繼宗三絕句)〉，頁 53。 
5 參見《繭廬叢稿詩存》「丙申年詩」〈寄懷楊祖植屏東〉、〈壽江西彭醇士先六十用粲字

韻〉、〈喜孔達生彭醇士見過二律〉、〈寄懷趙莪南先生三絕句〉、〈寄懷偉俠五言二律〉，

頁 54~64。 
6 後收入《繭廬駢散文摘》，頁 142~144。 
7 後收入《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頁 44~65，台北文星書店，民國 47 年。 
8 按，以筆名「繭廬」發表。 
9 後收入《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頁 75~87，台北文星書店，民國 47 年。篇末署「原

載民主評論七卷廿一期」。 
10 參見〈湖鄉小景〉，《山居集》，頁 55-58。篇末署「民國四十五年 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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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在中文系講授：「歷代文選」 11。  

是年，撰詩多首：〈題半屐集(湘鄉蕭繼宗三絕句)〉、〈晚步山椒意有所會

得五 言古詩一首 用東坡粲字 詩韻 〉、〈寄 懷楊祖植 屏東 〉、〈壽 江西彭 醇

士先 六十用粲字 韻 〉、〈漫行 大度山外傍 山村落因附 車至沙鹿鎮 〉、〈乙

未歲不盡四日夜被酒有作〉、〈歲暮雜詩錄五首〉、〈夜雨孤坐有感〉、〈春

懷臺 北詩友五長 句 〉、〈李庚 生兄逝世周 年悼以五言 古一章〉、〈寄 懷定

山〉、〈簡故人〉、〈寄懷台司故人二律〉、〈薄暮與人小飲偶作二律〉、〈夜

望 〉、〈喜 孔達生 彭醇士見過 二律 〉、〈寄懷 趙莪南 先生三絕句 〉、〈台北

雜感 五絕句〉、〈山 居喜雨不 成飲却憶偉 俠台北〉、〈醇 士屬視某 公刪 我

少年 場詩因成長 句四章即用 原韻 〉、〈東 大校園即 事 〉、〈追和 陳含光前

輩納涼詩韻〉、〈送戴靜山先生北返一首〉、〈枕上得句二首不加詮次〉、

〈 寄 懷 偉 俠 五 言 二 律 〉、〈 九 日 將 屆 不 見 黃 華 讀 棄 子 礁 溪 紀 遊 因 為 二

詩 〉、〈再 和求字 韻寄醇老 〉、〈台 省光復 節齋居不出 抄詩讀稗海 〉、〈 落

葉四首〉12、〈有感〉、〈丙申生朝五言古二首〉、〈讀陶韓詩三絕句〉、〈寄

懷楊祖植鳳山并訊章鏡禮〉。 

1957 年 (丁酉 ) 

1 月 30 日，在台北女婿家過年，撰〈渡歲台北雜詠五絕句〉、〈台北奇女

家餞歲〉等詩。 13 

春初，與姚從吾先生見面，獲得姚著《丘處機年譜》一部 14。  

春季，與畢業生同遊日月潭、故宮博物院台中行館、霧峰萊園，均有詩

作：〈遊日月潭雜詩七絕句〉、〈故宮博物院臺中行館門前石獸歌〉、〈諸

生春季旅行遊臺中霧峰萊園五十年前新會梁任公遊臺曾下榻此樓今主

人亦下世矣園故有水石之勝頃亦荒寒可憐因作五古一章〉。 15 

                                                 
11 按，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記載，民國 45 學年開始講授「歷代文選」，

中間曾中斷過，從民國 53 學年才又講授，一直到民國 59 學年。這是目前可以見到的

先生開課最早記錄。 
12 篇末題「落葉詞曾重伯為珍妃作也」。 
13 參見《繭廬叢稿詩存》「丁酉年詩」，頁 69。 
14 按，〈研究元史的另一途徑--讀姚著丘處機年譜〉(收入《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頁

157~162，台北：文星書店，民國 47 年 10 月)(頁 160)第一段云：「今年春初，我去臺

北，很幸運地得到一部，不能自制地讀了兩遍」，是篇末署「原載臺北中央日報四十

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學人」，故繫於民國 46 年春初。 
15參見《繭廬叢稿詩存》「丁酉年詩」，頁 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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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撰寫〈詩的錘鍊〉，見《中央日報》副刊第 6 版。 16 

3 月 31 日，撰寫〈元代太一教考〉 17，見《大陸雜誌》第 14 卷第 6 期。 

5 月 1 日，撰〈敬悼陳含光先生〉 18，見《暢流》第 15 卷第 6 期。  

6 月 20 日，撰寫〈談舊詩的評論〉，見《文學雜誌》第 2 卷第 4 期。  

6 月 5 日，撰寫〈北湖集雜識〉，見《中央日報》學人版。  

7 月 23 日，撰寫〈治元史的另一途徑 --讀姚從吾著《丘處機年譜》〉 19，

見《中央日報》學人版。  

9 月 16 日，撰寫〈談舊詩的辭采〉 20，見《暢流》16 卷 3 期。  

10 月 13 日，撰寫〈蠕動的山崗〉，見《中央日報》副刊 21。  

10 月 16 日，住於東海大學的東海路七十三號宿舍。本學期作為基督徒青

年團契舊約故事乙組的集合地點。22擔任中文系副教授，講授歷代文選

及習作 23、國文課程。24並兼校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當選委員。25 

10 月 28 日，擔任東海大學在文學院 203 教室舉辦的祝壽國語演講比賽評

判。26 

12 月 6 日，撰寫〈山頭店〉，見《中央日報》副刊第 6 版 27。皆為大度山

系列之作。  

此年奉學校之命，草擬〈東海校歌〉歌詞，由李抱忱作曲。開始撰寫〈山

                                                 
16 按，以繭廬為筆名。 
17 後收入《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頁 1333~149，台北文星書店，民國 47 年。篇末署

「原載大陸雜誌十四卷六期」。 
18 後收入《繭廬駢散文摘》，頁 145~147。又撰〈輓陳含光先生二律〉，見《繭廬叢稿詩

存》「丁酉年詩」，頁 70。 
19 後收入《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頁 157~162，台北：文星書店，民國 47 年 10 月，

篇末署「原載臺北中央日報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學人」。 
20 後歸納成〈作詩四要〉，收入《詩與詩人》，頁 4~8。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 54 年

3 月。 
21 後收入《山居集》，頁 50-51。 
22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2 期，民國 46 年 10 月 16 日第 4 版。 
23 按，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記載，民國 46 學年，孫先生與蕭繼宗先

生分上、下學期輪流講授「各體文選及習作」，以後就由蕭先生獨自擔綱，民國 59 學

年起，柳作梅先生承接至民國 63 學年度。 
24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4 期，民國 46 年 11 月 16 日第 2 版，與〈東海大學中國文

學系歷年課程表〉記載有異。 
25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4 期，民國 46 年 11 月 16 日第 4 版。 
26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3 期，民國 46 年 11 月 1 日第 1 版。 
27 後收入《山居集》，頁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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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語〉。  

是年，撰寫〈庭花小記〉，見《暢流》 28。  

是年，撰詩多首：〈渡歲臺北雜詠五絕句〉、〈臺北奇女家餞歲〉、〈偉俠招

飲有巴壺天先生在座〉、〈五言古一首將送曾約農先生解東海大學校長

而未果仍存之〉、〈輓陳含光先生二律〉、〈懷周棄子〉、〈遊日月潭雜詩

七絕句〉、〈四月又滿梅雨漸多悵然有作五絕句〉、〈偶感縱筆〉、〈懷戴

靜山教授臺北〉、〈讀報英國艾登罷相〉、〈七夕有雨悵然有作三絕〉、〈偶

慨〉、〈信陵〉、〈北遊寓農場棄子見過〉、〈南返車中〉、〈寄懷棄子〉、〈夜

行校園〉、〈東海大學醫務室在大度山腰偶駐此望雨〉、〈秋日雜興(錄

二)〉、〈五古兩章寄棄子〉、〈奉和彭醇士讀晉書〉、〈簡彭醇士先生兼訊

孔達生(宣聖奉祀官將往東瀛五言律詩四首錄三首)〉、〈陪戴靜山先生遊

普濟寺〉、〈贈江西賴愷元軍界老宿〉、〈十二月十日有作〉、〈孤抱〉。  

1958 年 (戊戌 ) 

元月 10 日，撰寫〈元代神秘人物劉秉忠與其藏春集〉29，見《中央日報》

學人版。  

元月 16 日，兼任校歌校徽校訓委員會委員，提出校歌選擇之原則。30 

元月 31 日，《東海大學校刊》刊登〈東海大學教職員著作一覽 (一 )〉，列

出：《元初儒學》、《蒙古初期軍略及金之崩潰》、《海隅閒雲》散文集等

三種著作。31 

2 月，春節將至，自云歸主，不再集句寫春聯。 32 

春假，著手撰寫〈癸辛雜識記方回疏證〉 33，至暑假完成。 34 

3 月 31 日，撰寫〈元史百官志的工匠組織〉 35，見《大陸雜誌》第 16 卷

                                                 
28 後收入《山居集》，頁 72-74。篇末署「民國四十六年 暢流」。 
29 後收入《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頁 99~106，台北文星書店，民國 47 年。篇末署「原

載臺北中央日報四七年元月十日學人六十八期」。 
30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9 期，民國 47 年 1 月 16 日第 1 版。 
31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9 期，民國 47 年 1 月 16 日第 1 版。按，《海隅閒雲散文集》，

應是《海角閒雲(散文集)》之筆誤。 
32 參見〈丁酉歲盡五律〉二首，自註：「向來集成句為春聯，今以歸主而免」，《繭廬叢

稿、戊戌年詩》，頁 81。 
33 後收入《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頁 107~132，台北文星書店，民國 47 年。 
34 參見〈後記〉，《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台北：文星書店，1958 年 10 月），頁 199。 
35 後收入《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頁 66~74，台北文星書店，民國 47 年。篇末署「原

載大陸雜誌十六卷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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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期。  

4 月，撰寫〈虞集〉，見《中國文學史論集》第 3 冊 36。  

4 月 16 日，兼任《圖書館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37 

5 月，撰寫〈唐詩開派人物陳子昂〉，見《幼獅月刊》第 7 卷第 5 期。 

5 月 1 日，撰寫〈宋詩背景與黃山谷詩句法〉，見《暢流》第 17 卷第 7

期，後見《中國詩》第 9 卷第 4 期，1978 年 12 月。  

5 月 25 日，赴台北三軍俱樂部為孫樹模與司徒雅真主婚。  

6 月 21 日，端午節，周棄子來訪，作詩二首。 38 

6 月 23 日，兼任東海員工合作社理事主席。39 

7 月 16 日，編選舊作《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一書，指出〈湛然居士

集中的中原儒士初考〉一文，所謂「芳郭無名人」即「清人袁振業」，

自云：「積疑得釋，為之失喜。附記於此，以志吾陋。」 40 

8 月 8 日，撰寫〈傍晚的怡悅〉 41，見《中央日報》副刊第 7 版。  

8 月 22 日，為《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清稿，書分四篇 42，分別是：

漢軍制度與人物、儒士與儒臣、宗教禮俗、漢文化之側影。書名由彭

醇士先生題款。  

夏，孔德成將赴越南講學，撰〈孔達生先生越南講學序〉祝賀。43應中興

大學教務長兼歷史系主任王天民先生之請，在中興大學歷史兼課。  

8 月，撰寫〈山園月色〉，見《中央日報》副刊 44。  

8 月 16 日，撰寫〈晨風裡的白蓮〉，見《暢流》 4518 卷 1 期。  

                                                 
36 收入《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五輯，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37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1 期，民國 47 年 4 月 16 日第 3 版。 
38 參見〈戊戌重五喜棄子至〉二律，《繭廬叢稿》，頁 86。 
39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4 期，民國 47 年 6 月 27 日第 4 版。 
40 參見《蒙古漢軍與漢文化研究》（台北：文星書店，1958 年 10 月），頁 98。 
41 後收入《山居集》，頁 52-54。 
42 按，第一篇漢軍制度與人物，收：初期漢軍的建置、漢軍份子的分析、南宋金元間

的山東忠義軍與李全、元初李璮事變的分析、元史百官志的工匠組織。第二篇儒士

與儒臣，收：元儒劉靜脩學行述評、湛然居士集中的中原儒士、元代神秘人物劉秉

忠與其藏春集、癸辛雜識記方回事疏證。第三篇宗教禮俗，收：元代太一教考、元

史之國俗舊禮與蒙古珊蠻、研究元史的另一途徑。第四篇漢文化之側影，收：元史

食貨志的「賜賚」、斡脫錢與西域人的對華剝削、元代的和林城、元代上都略考。 
43參見〈孔達生先生越南講學序〉，《中央日報》，民國 47 年 11 月 8 日第 3 版。後收

入《繭廬駢散文摘》， 頁 160-163。 
44 後收入《山居集》，頁 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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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趁開學前兩天，作彰化八卦山之旅。 46 

9 月 22 日，住東海路七十三號，為副教授，講授國文、詩選 47、杜甫詩 48、

理學。 49 

10 月，完成《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 50，由台北文星書店出版，後由

台中東海大學於 1970 年再版。  

10 月 16 日，兼任 47 學年度校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當選委員。51 

11 月 8 日，撰寫〈送孔達生先生越南講學序〉，見《中央日報》第 3 版 52。 

11 月 16 日，撰寫〈綠的市鎮〉，見《暢流》 5318 卷 7 期。  

12 月 16 日，撰寫〈蒙古漢軍與漢文化研究刊後記〉54，見《暢流》第 18

卷第 9 期。  

12 月 31，撰寫散文〈十年〉，見《暢流》第 18 卷第 10 期。回想來台十

年總總，多所感慨。對於古典詩詞之再興運動，以及台灣年輕人等人

譯筆流利 (如《聯合報》副刊刊載〈輓歌〉譯者鄭清茂 )，有欣慰之情。 

                                                                                                                              
45 後收入《山居集》，頁 59-61。 
46 見〈綠的市鎮〉(《山居集》，頁 89-91)。  
47 按，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記載，孫先生講授「詩選」，是從民國 47
學年度，承戴君仁先生之後講授，一直到民國 59 學年度，民國 60 學年度蕭繼宗先生

承接一年，民國 61 學年度開始，由柳作梅先生接替。 
48 按，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記載，孫先生講授「杜甫詩」，是從民國

47 學年度開始，至民國 49 學年度，民國 52、54、56、57、59 等學年，幾乎是二年開

課一次，至民國 62 學年起，則由柳作梅先生接替至民國 65 學年止，但〈東海大學校

刊〉的課程表未列杜甫詩。 
49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5 期，民國 47 年 9 月 22 日第 6 版，  
50 按，第一篇漢軍制度與人物的〈南宋金元間的山東忠義見與李全〉(頁 25)「(二)彭義

斌方面」段末註云：「拙著蒙古初期軍略與金之崩潰詳紀紀彭事可參閱」，則是篇撰

寫應在民國 43 年 9 月《蒙古初期軍略與金之崩潰》成書之後。《東海大學校刊》第

15 期(民國 47 年 9 月 22 日第 2 版)刊登〈孫克寬近著，定月底出版〉，云：「孫克寬

先生近著《蒙古漢軍與漢文化研究》一書，在吳德耀校長贊助下，業已脫稿排校，

預計本月底出版。」《聯合報》1959 年 1 月 5 日第 5 版報導：「孫克寬君研究元代文

化史，寫作甚豐。新著《蒙古漢軍與漢文化研究》，由衡陽街文星書局出版，內容豐

富，對元代漢軍制度，與漢人保種存文活動，有深刻之探討。為研究金元史之有力

參考，全書約十四萬言，每冊定價二十元，聞出版後大中學校訂購頗多，師大一次

即訂購多冊。」 
51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6 期，民國 47 年 10 月 16 日第 2 版。 
52 按，該報索引標題作「送孔達生先生越南讀學記」。 
53 後收入《山居集》，頁 89-91。 
54 後收入《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頁 199，台北：文星書店，民國 47 年 10 月。篇末

署「孫克寬自記四七、八、廿二、於臺中東海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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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年尚與夏聿澤、姚蒸民、彭醇士、戴登、張百成、于景讓、陳定山、

鍾伯毅、張齡、原島鮮君、趙仕泰、曾克耑、許君武、成惕軒等人有

詩文往來。 55 

是年，撰詩多首：〈君武還國寄訊兩絕〉、〈高雄晤夏聿澤夜語〉、〈丁酉歲

盡五律二首錄一〉56、〈夜不寐〉、〈讀元初南士詩集有感〉、〈客至〉、〈寄

簡姚蒸民君〉、〈和彭醇士秋聲詩韻〉、〈有感一首〉、〈無題用醇士秋心

詩韻二律〉、〈東海圖書館前石橋口號二首〉、〈小圃雜花紀以八絕句〉、

〈懷戴月潭臺北(考曹同事名登江都人二首)〉、〈世態〉、〈北上車中三絕

句〉、〈和百成粘字韻一律〉、〈戊戌重五喜棄子至二律〉、〈贈于景讓教

授(治植物精考據)〉、〈棄子來山相視別後念之不已因誦其散木細流之句

惘然成詩二律錄一〉、〈和陳定山初夏詩二首〉、〈為鍾槐村前輩題芹香燕

喜圖(名伯毅湖南藍山人五古)〉、〈寄懷醇士二律〉、〈寄懷張劍芬(名齡湖

鄉人二絕)〉、〈贈日教授原島鮮君(來東海講物理學)〉、〈有感氛〉、〈失題

兩首效張劍芬〉、〈寄答趙仕泰(二絕壽州人年少多愁詩效溫李)〉、〈戊戌

中秋對月四律不加詮次〉、〈讀曾克耑先生頌橘廬詩題此即寄二律〉、〈讀

海藏詩二絕〉、〈君武來詩見憶荅之二律〉、〈戊戌生朝雜書今年五十四

歲矣(五言二首)〉、〈醇士座上遇成惕軒先生二首成君老詩人極工駢體〉、

〈休日暝坐窗前雲晦風淒宛然冬令披覽詩卷彌懷故人二律〉 57。 

1959 年 (己亥 ) 

1 月，因教學研究之需，開始撰寫〈台灣現存元人別集小錄〉58，刊於《 (東

海 )圖書館學報》創刊號。  

輓從叔伯亨，撰〈從叔伯亨先生輓詩二首〉 59。  

賀好友王斌六十壽誕，撰〈壽偉俠六十長歌一首〉。 60 

3 月，撰〈詩四首：初敢船、潭中碧山四插，了無波浪、登文武廟、蕃社

所見〉，以及〈略談同光體詩〉一文，刊登《東風》7 期。  

春，遊谷關一宿，轉埔里而返，撰〈春旅谷關〉61，小字題「中文系諸生

                                                 
55 參見《繭廬叢稿詩存》「戊戌年詩」，頁 81~93。 
56 篇末題「向來集成句為春聯今以歸主而免」。 
57 篇末題「許君武王公嶼皆同學」。 
58〈台灣現存元人別集小錄〉分為六篇，連載於《(東海)圖書館學報》1 至 6 期；1949

年元月至 1964 年 7 月。 
59 參見《繭廬叢稿詩存》「己亥年詩」，頁 94。 
60 參見《繭廬叢稿詩存》「己亥年詩」，頁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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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諸師同遊一宿轉埔里而返」。  

6 月 20 日，撰寫〈元方回詩與其詩論〉，見《東海學報》1 卷 1 期，後見

《中國詩》第 8 卷第 4 期，1977 年 12 月。  

10 月 10 日，重陽節，彭醇士、陳定山夫婦來訪，同事蕭繼宗夫婦、徐道

鄰、顧敦鍒兩教授亦來小聚。次日撰五律四首記之。 62 

10 月 16 日，兼任東海 48 學年圖書館學報編輯顧問委員會、校務委員會、

教務委員會等委員，仍住在東海路七十三號，已升等為教授，講授國

文、詩選及專書 (杜詩 )，並擔任中文系二年級導師。63 

11 月 20 日，當選為東海大學教授會候補監事。 64 

12 月，撰寫〈敦鍒先生惠詩章酹二絕 (詩 )〉，見《東風》第 9 期。  

12 月 24 日，聖誕節，撰寫〈四載山居〉，思索來東海的第五個聖誕節，

感謝主恩，山居中抄書、散歩、澆花，讀莊子外篇，自得其樂。發表

於次年的《暢流》 (1 月 16 日 )。  

12 月 25 日，擔任由基督徒學生團發行的《葡萄園》 (當期 )顧問。65 

是年，撰寫〈作詩四要 (意境、辭采、錘鍊、識度 )〉。 66 

是年，撰詩多首：〈元旦即事〉、〈愁心和棄子〉、〈寄懷張百成〉、〈短歌寄

百成〉、〈臺北遇俞君大綱贈詩二律二(時百成席上有絜生月潭)〉、〈初夏

偶吟二首〉、〈畫筵〉、〈棄子過山傾談別後即寄二律錄一〉、〈無題〉、〈壽

偉俠六十長歌一首〉、〈再酧寥音閣主俞大綱〉、〈中元前夕三絕句〉、〈讀

                                                                                                                              
61 見《繭廬叢稿詩存》「己亥年詩」，頁 99~101，詩中註云：「翌日遊埔里毗盧寺」。 
62 參見〈五律四首：己亥重九醇士定山伉儷與友紅主人梁孟徐道鄰顧敦鍒兩教授小集

山齋翌日紀之〉，刊於次年 3 月的《東風》10 期。許老師說：「友紅主人梁孟」，應為

蕭繼宗先生夫婦。此詩後來僅選入二首，收於《繭廬叢稿詩存》己亥年詩中，頁 103。 
63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30 期，民國 48 年 10 月 16 日第 2 版、第 5 版；第 31 期，

民國 48 年 11 月 1 日第 4 版；第 32 期，民國 48 年 11 月 16 日第 2 版；第 35 期，民

國 48 年 12 月 31 日第 3 版。 
64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33 期，民國 48 年 12 月 1 日第 1 版。 
65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35 期，民國 48 年 12 月 31 日第 1 版。《葡萄園》第 11 期

有伍智明〈我們的團契--孫克寬先生家〉。 
66 按，〈作詩四要〉的「識度」說：「我在前三年，曾寫〈闚宋一鱗〉一篇詩論；就中

提出『識度』一個名詞，這是曾文正《十八家詩鈔》批阮籍詠懷詩用過評語，我却

很愛它能提供作詩的另一種境地。」因參見〈宋詩大要〉(《詩文述評》，頁 125，廣

文書局，民國 59 年)云：「予對宋詩之衍變，過去亦有所論，拙著〈闚宋一鱗〉述及

此點曰」，雙行小註：「載四十五年份香港民主評論」，經查核知刊於《民主評論》第

7 卷第 7 期，1956 年 4 月 5 日，故繫於 1959 年。 



學人年表 

115 

後邨集五言二首〉、〈寄懷棄子(適有颱風)〉、〈五言古一首代柬寄定山兼

約醇士來作重陽〉、〈偉俠以六十自壽詩見寄〉、〈五律二首寄懷江絜生

臺北〉、〈怨吟二絕〉、〈重九山園小集(座有定山醇士繼宗及顧敦鍒徐道

隣)二首〉。  

1960 年 (庚子 ) 

1 月 16 日，發表〈老境〉67及〈四載山居〉68，均見《暢流》23 卷 11 期 。 

3 月 19 日，參加第一屆畢業班旅行，遊新竹獅頭山，一宿歸來。同行有

蕭繼宗先生、陳曉薔女士，並學生十人。克寬先生撰有〈庚子春遊獅

頭山〉文，又詩一首 69，刊於 6 月 1 日《東海文學》創刊號。  

4 月，撰寫〈五律四章 --己刻重九醇士定山伉儷與友紅主人梁孟徐道鄰顧

敦鍒兩教授小集山齋翌日紀之 (詩 )〉，見《東風》，第 10 期。  

4 月 1 日，兼任東海文化促進委員會委員。70 

4 月 15 日，撰寫〈元代漢軍永清史氏本末 --元代漢軍三世家考之一〉，見

《大陸雜誌》，第 20 卷第 7 期。  

6 月，撰寫〈授太白詩感成雜言一首 (詩 )〉，見《東風》，第 11 期。  

6 月 1 日，擔任《東海文學》創刊號指導71。《東海文學》由東海在學學

生發起，首任社長薛順雄、副社長張中芸、主編許文雄 (達然 )，克寬先

生擔任顧問之一，協助邀請彭醇士、陳定山、舒衷正、張百成  等人賜

稿。並開設〈當代詩錄〉專欄，首期介紹于右任、彭醇士生平及其詩

作，並發表〈庚子春遊獅頭山 (詩 )〉、〈雨遊獅頭山紀遊 (詩 )〉。  

6 月 20 日，撰寫〈金將武仙本末考〉72，見《東海學報》，第 2 卷第 1 期。 

7 月，撰寫〈臺灣現存元人別集小錄〉，見《圖書館學報》，第 2 期至第 6

期 (1960 年至 1964 年 )。 73 

遷入學校新造的 B 型宿舍 (東海路 10B 號 )。陳定山來訪 74。  

                                                 
67 後收入《山居集》，頁 66-68。篇末題「民國四十九年一月十六日 暢流」。 
68 後收入《山居集》，頁 80-84。篇末題「民國四十九年一月十六日 暢流」。 
69 見《繭廬叢稿詩存》「庚子年詩」〈庚子春遊新竹獅頭山(諸生畢業旅行)〉，頁 105。 
70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39 期，民國 49 年 4 月 1 日第 1 版。 
71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42 期，民國 49 年 6 月 1 日第 3 版。 
72 篇末題「四九、四、八、於臺中大度山園」，但《東海大學校刊》第 43 期(民國 49
年 6 月 20 日第 4 版)刊登「本校權威性刊東海學報二卷業於本日出版」，故繫之。 

73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44 期，民國 49 年 10 月 1 日第 4 版、第 5 版。 
74 見《繭廬叢稿詩存》「庚子年詩」〈定山以庚子春至漫興見柬時甫遷新居也〉，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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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寫完杜詩講稿，為日後《杜詩欣賞》的張本。 

9 月 16 日，撰寫〈劉後村與四靈江湖〉 75，見《暢流》22 卷 3 期。 

10 月 16 日，兼任東海 49 學年圖書口學報編輯顧問委員會、校務委員會、

教務委員會等委員。改住於東海路十號。76 

是年，讀《劉克莊集》有感，撰文〈簡介後村詩〉，並憶起去年春天谷關

遊的經驗。  

本年度在中文系講授：「大一國文」77、「詩選」、「文朝文」78、「杜甫詩」、

「宋詩選」 79。  

是年，撰詩多首：〈定山以庚子春至漫興見柬時甫遷新居也〉、〈農曆除夕

二首五言〉、〈除日與人閒話〉、〈北遊雜興〉、〈庚子春遊新竹獅頭山(諸

生畢業旅行)〉、〈雨遊獅山紀遊八絕句〉 80、〈讀後村詩集〉、〈和百成來

詩二首(謁陳含光墓)〉、〈用述懷韻〉 81、〈題後村集(效其體)〉、〈俞大綱

寄眎題日本伊藤畹芳女史富士峰畫五言即次其韻〉、〈和太湖廖壽泉君

暮望律句一首〉、〈落葉〉、〈冥鴻〉、〈後有感(疊落葉韻)〉、〈壽戴靜山教

授六十〉、〈棄子來山見訪題詩四律依韻和之〉、〈孤鳳(為績溪先生作)〉、

〈山廬雜興六首絕句〉、〈東林〉、〈偶感二絕〉、〈淮南趙仕泰兄以和張

壽平都講春興八首韻見寄因戲和八章以消永日不加詮次分寄吟朋錄

六〉、〈風雨懷棄子五古〉。 

1961 年 (辛丑 ) 

1 月 1 日，撰寫〈無題 --四十三年作四首錄二 (詩 )〉、〈讀莊書有感 (詩 )〉、

                                                 
75 見〈後村補傳〉(《詩文述評．晚未詩人劉克莊》，頁 145~149，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頁 149 之註九，云：「江湖詩人余有〈劉後村與四靈江湖〉，載暢流雜誌二二卷三

期。」 
76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45 期，民國 49 年 10 月 16 日第 2 版及第 47 期，民國 49

年 11 月 16 日第 2 版。 
77 按，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記載，民國 49 學年的「大一國文」，是

孫先生與高葆光先生輪流講授，此〈課程表〉註 2 云：「本表所列『大一國文』係專

指中文系一年級學生所修習(其他外系 60 年度以前除大一國文外，尚需修大二國文)」。 
78 按，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記載，孫先生講授「六朝文」，分別在民

國 49、53、57、59 等學年度。 
79 按，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記載，孫先生講授「宋詩選」，分別在民

國 49、52、54、56、58 等學年度，民國 65 學年，則由柳作梅先生承接。 
80 各首之末分別題：「竹南車中」、「登山遇雨鵑紅觸目」、「路傍槲茶微黃」、「宿元光寺」、

「清晨臨眺」、「桐花初見」、「水簾洞」、「長生橋下山」。 
81 詩末題「百成為洪蘭友舊人洪逝不再應新府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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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詩錄：周棄子、俞大綱〉、〈小簡二則：謝于右任先生見惠法書、

謝彭醇士先生和詩〉、〈簡介後村詩〉，見《東海文學》，第 2 期。  

1 月 3 日，與蕭繼宗、柳作梅赴大坑張永盛同學家看梅花。  

2 月 15 日，農曆新年，周棄子來訪。  

春，參加第二屆畢業學生嘉義烏山頭旅遊，撰〈嘉南春旅游詩〉82。並整

理東廂為書齋，題名曰「簡廬」 83。  

4 月 20 日，參加東海大學 4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84 

6 月，撰寫〈晚宋詩人劉克莊補傳初稿〉85，見《東海學報》，第 3 卷第 1

期。86 

6 月 15 日，撰寫〈劉後村的家世與交遊 --劉後村與晚宋政治之一〉87，見

《大陸雜誌》，第 22 卷第 11 期、12 期。又見《宋史研究集》，第 4 期，

民國 58 年 6 月。  

7 月，撰寫〈劉後村大全集〉 88、〈臺灣現存元人別集小錄 (二續 )〉，均見

《圖書館學報》，第 3 期。  

9 月 14 日，與徐復觀先生聯名推薦聶華苓小姐在東海中文系兼授現代文

藝課程。  

10 月 15 日，撰寫〈晚宋政爭中之劉後村 --劉後村與晚宋政治〉，連續刊

於《大陸雜誌》23 卷 7 期及 8 期。又見《宋史研究集》，第 2 期，民國

53 年 10 月。  

10 月 16 日，兼任東海大學 50 學年度校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等委員。

                                                 
82 各詩末有小字註云：「以上烏山頭」、「嘉義溶濟廠賓館」、「烏山頭蕩舟」。 
83 參見〈簡廬說〉，後收入《繭廬駢散文摘》，頁 164~165。 
84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55 期，民國 50 年 5 月 1 日第 2 版。 
85 後收入《詩文述評》，頁 145~171，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篇末署「原載東海學報

三卷一期」，列入「晚宋詩人劉克莊」之第一篇，題為「後村補傳」。 
86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55 期，民國 50 年 5 月 1 日第 1 版，記載：「東海學報第三

卷第一期，業已開始排印，第六月初旬出版，本期內容更為豐富，有……孫克寬〈南

宋詩人劉克莊補傳〉」。 
87 是篇抽印本封面題「中華民國五十年六月十五日大陸雜誌第二二卷第十一、十二期

抽印本」，題目為「劉後村的家世與交遊」，文章內容前標題多副標題「劉後村與晚

宋政治之一」。 
88 是篇末題「四九、七、於大度山東大校園」，後收入《詩文述評》，頁 202~209，廣

文書局，民國 59 年。篇末署「原載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第三期」，列入「晚宋詩人

劉克莊」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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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進東海路十號，講授國文 89、詩選、六朝文、宋詩選等課程。90 

11 月 6 日，東海同仁臧哲先過世，撰詩輓之。 91 

11 月 11 日，參加東海大學 50 學年第 1 學期校務會議，被推舉為校務發

展研究委員會委員。 92 

11 月 20 日，撰寫〈華籍傳道人的中國文化陶冶問題〉 93，見 12 月 25 日

的《葡萄園》16 期。  

11 月 15 日，撰寫〈繭廬詩抄：阿里山遊山詩、嘉南春旅紀事〉、〈當代詩

錄：陳定山、陳季碩〉、〈簡廬說〉 94，見《東海文學》，第 3 期。  

11 月 31 日，撰寫〈這一年〉，見 12 月 9 日《中央日報》副刊。  

12 月 25 日，發表〈華籍傳道人的中國文化陶冶問題〉，見《葡萄園》，第

16 期。  

是年，檢討兩年來愛讀莊子，取齋名「無事為福」，講求隨緣之樂。  

是年，撰詩多首：〈五言古一首塵戴靜山先生〉、〈輓臧哲先先生(北平中

大同學東海同事五律三首)〉 95、〈春寒有作〉、〈嘉南春旅游詩〉、〈農歷

元日棄子來山共話〉、〈舒景衣寄遊山詩答以五言古一首〉、〈和張百成

對月詩〉、〈絜生病起簡候一長句〉、〈百成過山未見枉來箋以詩復之〉、

〈望江廖壽泉錄詩見詒眼中無此才也寄二長句懷之錄一〉、〈南山秋詞

八首錄一〉、〈偶感〉、〈秋懷五首〉。  

1962 年 (壬寅 ) 

1 月 9 日，撰寫〈這一年〉 96，見《聯合報》副刊。  

2 月底，聞胡適噩耗，撰詩哀之：〈輓胡先生(適之二月廿四日逝於中研院

茶會上五律三首)〉 97。  

3 月 4 日，撰寫〈記胡適之先生〉，見《大華晚報》第 8 版。 

                                                 
89 按，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記載，民國 50 學年的「大一國文」，是

孫先生與徐復觀先生輪流講授。 
90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61 期，民國 50 年 11 月 1 日第 2 版及第 3 版。 
91 見《繭廬叢稿詩存》「辛丑年詩」〈輓臧哲先先(北平中大同學東海同事五律三首)〉，

頁 116。 
92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62 期，民國 50 年 11 月 16 日第 2 版。 
93 按，篇末題：「五○，十一，廿於大度山簡廬。」 
94 參見〈簡廬說〉，後收入《繭廬駢散文摘》，頁 164~165。 
95 第二首詩末題「塟公墓隣東海校園」。 
96 後收入《山居集》，頁 62-65。 
97 見《繭廬叢稿詩存》「壬寅年詩」，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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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9 日，完成〈元初漢軍張柔行實考〉。  

4 月 13 日，與徐復觀、梁容若、方師鐸、陳曉薔，並中文系四年級同學

十三人遊日月潭。 98 

5 月，撰寫〈元代漢軍人物表 (并序 )〉，見《大陸雜誌》特刊，第 2 期。  

6 月，發表〈元初漢軍張柔行實考〉(元漢軍之世家之二上 )，見《東海學

報》，第 4 卷第 1 期。99 

6 月，中文系第三屆同學畢業，東海文學社創社社長薛順雄亦在列。撰詩

贈曰：「百年國勢頹西山，文武墜地斯民殫。神州堂堂狐鼠殘，誰其健

者迴狂瀾？吾生胡為憂無端？飄搖江海逃天南。蕭然空谷雲往返，槁

梧獨處誰與譚？惟君寂寞情同甘，商量騷雅詩魔躭。三唐兩宋遊其間，

獨拈妙指維摩禪。漁洋天人神清寒，呼吸風露超塵凡。神韻論詩銓者

難，君今窺管豹一斑。排闔眾論如弄丸，萬言灑灑精勾玄。愧余寒水

青勝藍。壚中新有九轉丹。願君更換仙骨珊，恢閎詩教寧夷蠻。更追

巫陽四方瞻。國魂歸來甦痌瘝，豺虎屏迹鳴龍鸞。鈞天廣樂開心顏，

何須沾淚歌陽關？」 100 

6 月 15 日，撰寫〈繭廬近詩：題曾氏家學、暮雨、春日雜句、春心、元

日謁醇士先生歸途有作、過曉薔值其外子雲君留飲並讀新畫〉六首、〈當

代詩錄四：曾克耑、廖壽泉〉，見《東海文學》，第 4 期。 

7 月，撰寫〈從「唐詩鼓吹」談到王荊公的詩及宋詩演變〉，見《新時代》，

第 2 卷第 7 期。 

8 月 12 日，撰寫〈大學中文教學不能不改進了〉，《大華晚報》第 5 版。  

8 月 22 日，因申請年度研究計劃獲得通過，與高葆光先生聯名申請中文

系畢業生洪銘水先生為研究助教。 101 

8 月 19 日，撰寫〈談「論詩詩」--「詩與詩人」之一〉，見《大華晚報》

                                                 
98 參見梁容若〈日月潭放歌〉，註云：「壬寅四月十三日，偕今生、復觀、師鐸、曉薔，

並中文系四年級同學遊日月潭，歌以記事」，《東海文學》4 期，頁 2，1962 年 6 月。 
99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70 期，民國 51 年 5 月 1 日第 1 版，刊登：「本年度第 4 卷

第 1 期田海學報集稿工作業已告一段落，經分組審閱決定刊印者，有下列各文稿：……

孫克寬元初漢軍張柔行狀考」。 
100 見《繭廬叢稿詩存》「壬寅年詩」，詩題「送薛生順雄畢業東海大學中文系」，頁 124。 
101 按，吳校長以「耀字第 686 號」函覆同意見民國 51 年 8 月 1 日起，至民國 52 年 7

月 31 日止，聘任為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研究助教，協助高葆光、孫克寬兩位教授研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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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版。 

8 月 26 日，撰寫〈誠齋集與誠齋詩體〉，見《大華晚報》第 6 版。 

9 月 30 日，撰寫〈元王使宋事補〉，見《大陸雜誌》，第 25 卷第 6 期。 

9 月 9 日，撰寫〈王安石的小詩〉，見《大華晚報》第 6 版。又見《詩與

詩人》，民國 60 年。 

9 月 12 日，在台北永和作客，將《杜詩欣賞》交學生書局於 10 月出版。 

10 月 6 日，以我國代表團的代表身份，參加在台北省立博物館舉行「第

二屆亞洲歷史學家會議」。 102 

11 月 16 日，兼任東海大學 51 學年圖書館學報編輯顧問委員會、校務委

員會、教務委員會等委員。講授國文 103、詩選、昭明文選 104等課程。105 

11 月 2 日，撰寫〈大歷與十才子(詩與詩人之四)〉，見《大華晚報》第 2 版。 

12 月 25 日，撰寫〈基督教和平進中國〉，見《葡萄園》，第 18 期。又見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東海大學暑期神學研究班演講集 )》。  

是年，撰寫《繭廬叢稾》。  

是年，撰詩多首：〈元旦有作二章〉、〈漫步山園棟花香發〉、〈輓胡先生(適

之二月廿四日逝於中研院茶會上五律三首)〉、〈春雨有懷一絕〉、〈小飲

微寒五言一章〉、〈觀畫二絕句〉、〈問彭醇士疾一律〉、〈古井〉、〈偶慨〉、

〈送薛生順雄畢業東海大學中文系(生從余治詩)〉、〈初秋〉、〈棄子來山

惘然有作二律〉、〈中市車亭邂逅筠廬話舊〉、〈島上秋深始有寒意鐙前

獨坐嘗忘晷刻〉、〈讀史三絕句〉、〈題年卡寄詩人徐紆香港二絕〉、〈歲

不盡三日感賦兩長句〉。  

1963 年(癸卯) 

2 月 1 日，撰寫〈山居小言〉 106，見《文林》4 期。 

3 月，與東海師生等 11 人，有竹山台大實驗農場(位在溪頭)之旅。過草屯，

參觀國史館的開國史料。作有〈樹海行〉，〈車中有作(詩)〉，〈南遊追記

(詩)〉，〈庭花小記〉，〈讀元遺山集〉等，資助《東海文學》5 期出版。 

                                                 
102 參見《聯合報》1962 年 9 月 30 日第 2 版。 
103 按，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記載，民國 51 學年的「大一國文」，是

孫先生與高葆光先生輪流講授。 
104 按，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記載，孫先生講授「昭明文明」，分別

在民國 51、58 等學年度。 
105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77 期，民國 51 年 11 月 16 日第 4 版、第 5 版。 
106 後收入《山居集》，頁 77-79。篇末署「民國五十二年二月一日 文林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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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0 日，撰寫〈讀元遺山集〉107，〈東海同仁臺南觀光車中有作 (詩 )〉、

〈南遊追記 (詩 )〉、〈庭花小記〉，見《東海文學》，第 5 期。  

4 月 14 日，發表〈探索基督教大學的形象〉，見《葡萄園》第 19 期。 

4 月 16 日，擔任《葡萄園》顧問，指導文字內容及編排技巧。108 

4 月 19 日，撰寫〈樹海行〉 109，見《聯合報》副刊。 

4 月 8 日，閱讀韓偓詩作，並考述生平，〈韓偓簡譜初稿〉校畢。 

6 月，撰寫〈韓偓詩及其生平〉 110，見《新時代》3 卷 6 期。又見《東海

文學》，第 6 期，民國 52 年 11 月 10 日。又見《中國詩》第 12 卷第 1

期，民國 70 年 3 月。  

7 月 31 日，撰寫〈入元宋將夏貴事輯〉，見《大陸雜誌》，第 27 卷第 2 期。 

8 月，撰寫〈臺灣現存元人別集小錄(四續)〉、〈韓偓簡譜初稿〉111，見《圖

書館學報》，第 5 期。  

9 月 7 日，王斌去世。撰寫〈憶王偉俠〉 112。 

10 月 30 日，受東海訓導處暨團務指導委員會邀請，擔任祝壽國語演講比

賽的評判委員。113 

11 月 1 日，兼任東海大學 52 學年圖書館學報編輯顧問委員會、校務委員

會、教務委員會、教員資格聘審等委員。114 

11 月 10 日，撰寫〈觀呂佛庭先生萬里長城圖不覺神遊河朔因成五絕句

(詩 )〉、〈韓偓詩及其生平〉，見《東海文學》6 期。  

12 月，發表〈憶王偉俠〉 115，見《傳記文學》，第 3 卷第 6 期。  

12 月，影星凌波以梁祝傾倒市民，有感而作〈十月書事〉二首 116，〈國家

                                                 
107 後收入《繭廬駢散文摘》，頁 139-141。 
108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83 期，民國 52 年 4 月 16 日第 2 版。 
109 後收入《山居集》，頁 93-97。 
110 按，篇末編者註：「本文原載於《新時代雜誌》第 3 卷第 6 期，茲商得本文作者孫

教授之同意，轉載於本刊，俾有助於愛讀韓詩者之認識。」 
111 後收入《詩文述評》，頁 76~105，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篇末署「原載東海學圖書

館學報第五期」，篇名題「韓偓簡譜」。 
112 按，《繭廬駢散文摘》收〈復王偉俠書〉，未知其撰寫時間，暫記於此，頁 152~153。 
113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91 期，民國 52 年 12 月 1 日第 2 版。 
114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90 期，民國 52 年 11 月 1 日第 3 版及 91 期，民國 52 年

12 月 1 日第 2 版。 
115 後收入《山居集》，頁 36-43。但篇末署「民國五十三年 傳記文學」。 
116 其中一首收入《繭廬叢稿詩存》「癸卯年詩」，頁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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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詩人幸 --元遺山其人其詩〉117，見《東風》2 卷 11 期，又見《中國

詩》，第 9 卷第 1 期，民國 67 年 3 月。  

12 月 25 日，撰寫〈探索基督教大學的形象〉，見《葡萄園》，第 19 期。  

本年度在中文系講授：「大一國文」118、「詩選」、「杜甫詩」、「宋詩選」。119 

是年，撰詩多首：〈霧峰林培英君將刊先府君南彊集宴集此間旅寓文士余

亦與焉得詩三章紀之(錄一宴集醉月樓)〉、〈有作〉、〈歲不盡有作長句四

首錄三〉 120、〈元夕〉、〈報端見詩人徐訏見懷即寄〉、〈夜讀宋詩鈔小畜

集五言古〉、〈北溝脩禊七言古一首(得天字)〉121、〈讀義山錦瑟詩二絕(錄

一)〉、〈漫步山園忽如有感念來此八載諸生結業亦五度矣〉、〈觀顧夫人

徐綺琴與其門弟子畫展於東海藝術館漫題七絕句(錄四)〉、〈病中有感

(五律兩章錄一)〉、〈遼左王靜芝北上贐以二律(兼課東海中文二年就聘

輔仁)〉、〈陳季碩詞人贈新印散原精舍詩謝以七古一章〉、〈壽許靜仁先

生九秩晉一(七律二首錄一)〉、〈寄塵黃仲良先生(閩人石遺弟子贈余莆

田縣志二律)〉122、〈寄懷張百成〉、〈張壽平君寄詩集簡以三絕句〉、〈追

輓王偉俠教授四長句(名斌壽縣人三十年交誼非詩可盡)〉 123、〈十月書

事二律(錄一)〉 124、〈癸卯生朝小集親朋述懷五古一章〉、〈東海藝術館

時人水彩畫展取其可識者系以一絕(五首錄一)〉、〈題聖誕賀柬寄友雜詩

(錄一)〉、〈授陶詩口號二首〉。 

1964 年 (甲辰 ) 

1 月 1 日，周棄子來訪，談論他代總統府撰寫許世英褒揚令的經過。  

1 月 6 日，送女兒奇女婿及兩外孫赴加拿大沙城，僅留下大外孫女誠美同

住，有詩作〈一月六日送奇女隨殷婿挈兩孩就聘加拿大〉，又有〈癸卯

                                                 
117 按，篇末題：「此稿八九年前寫付《暢流》，亦不記為何期，偶翻敝篋忽見草稿，遂

略加修訂付《東風》重刊，以為詩選同學參考。《施注元詩》世界書局已景印，可以

購閱，因此文中引詩，未再加註，以省篇幅。」 
118 按，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記載，民國 52 學年的「大一國文」，是

孫先生與方師鐸先生輪流講授。 
119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89 期，民國 52 年 10 月 16 日第 3 版，但未列「宋詩選」。 
120 第一首末題「予家巢湖之濱」。 
121 詩句間有雙行夾註云：「臺靜農」、「張清徽陳曉薔兩女教授」。 
122 詩末題「余輯後村事料先生贈以莆志」。 
123 詩末題「君不喜宋格為詩雅取性靈」。 
124 詩末題「影生凌波以黃梅調傾倒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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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除感賦〉 125。  

2 月，燈下讀華陽喬大壯《波外詩集》、夏敬觀《忍古樓詩》，有詩作。  

2 月 12 日，除夕夜，撰文憶雙溪老人許世英先生。  

2 月，集《大華晚報》珠林副刊所寫〈詩與詩人〉專欄文字 18 篇，赴台

北央請臺靜農撰序。  

春，與彭醇士、蔣榖生、臺靜農、張清徽、陳曉薔等人赴霧峰北溝遊憩，

作有〈北溝脩禊〉詩 126。  

4 月 2 日，撰寫〈詩與詩人自序〉，戴君仁、臺靜農兩先生亦分別撰〈序〉

誌之。 127 

4 月 10 日，撰寫〈新正陰雨晦冥，頃始開霽，山園桃花競開，喜為口號

四首 (詩 )〉、〈過達夫 128教授寓前小圃杜鵑怒發，亦有夭桃，得詩二絕

(詩 )〉、〈為故友某君勸捐賻贈小啟〉，見《東海文學》，第 7 期。  

4 月 26 日，出席在東海招待所舉行的宋史座談會第 5 次集會。129 

5 月，撰寫〈甲辰北溝修禊詩記〉，見《東風》，第 2 卷第 12 期。  

5 月 24 日，參加東海教會 53 年夏季退修會，並於當天下午 2 時 30 分主

持禱告。130 

6 月，撰寫〈元儒蘇天爵學行述評〉，見《東海學報》，第 6 卷第 1 期。撰

寫〈談中國文史類論文的製作〉，見《東風》，第 3 卷第 1 期。  

9 月，撰寫〈元代北方之儒〉，見《孔孟學報》，第 8 期。  

9 月 1 日，參預東海大學「教員聘任升等資格審敘委員會議」，同意中文

系畢業生葉俊成先生擔任中文系研究助教，劉福增先生為人文學科試

用講師，接任劉述先先生的課程。  

秋，編選《海角閒雲》。  

                                                 
125 按，〈癸卯歲除感賦二錄一〉詩句：「送罷嬌兒閉講堂」，雙行夾註云：「奇女隨婿携

兩外孫去加拿大」，收入《繭廬繭廬在臺詩續》「甲辰年詩」，頁 3。 
126 見〈甲辰北溝修禊詩記〉，見《東風》，第 2 卷第 12 期，1964 年。 
127 三篇〈序〉收入《詩與詩人》頁 1~7，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 54 年 4 月。戴先生

〈序〉末署「五十三年四月」，臺先生〈序〉末署「甲辰穀雨後寫於臺北龍坡里歇腳

庵」，孫先生〈序〉末署「作者五十三年四月二日、於臺中大度山東海校園」。 
128 按，楊承祖老師補充云：「陳兼善先生字達夫，曾任東海生物系主任，先為台灣博

物館館長，黔江中學校長。」 
129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95 期，民國 53 年 5 月 1 日第 1 版。 
130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96 期，民國 53 年 6 月 1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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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日，撰寫〈蒙古興起前後的女性活動 --讀蒙札記〉 131，見《中國

時報》第 5 版。  

11 月 2 日，東海創立 10 年，名列服務達 10 年者名單。兼任東海 53 學年

校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等委員。 132 

11 月 15 日，撰寫〈繭廬叢稾序文〉，收入《繭廬叢稿》。  

11 月 15 日，撰寫〈繭廬叢稿自序〉 133、〈有作 (詩 )〉、〈變色木芙蓉一本

盛開 (詩 )〉，見《東海文學》，第 8 期。  

12 月，《繭廬叢稾》 134出版。  

是年，撰寫《杜詩欣賞》，由台北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本年度在中文系講授：「詩選」、「歷代文選」135、「六朝文」、「樂府詩」136。 

是年，撰詩多首：〈癸卯歲除感賦 (二錄一 )〉、〈寒谷書憤 (四律抄二 )〉、〈細

雨步園中一絕〉、〈一月六日送奇女隨殷婿挈兩孩就聘加拿大國沙大五

律〉、〈後寒谷書憤 (四律錄一 )〉、〈鐙下讀華陽喬大壯波外詩集、夏敬觀

忍古樓詩〉、〈夏日有作 (二絕錄一 )〉、〈晚步有感岑寂〉、〈觀清宮怨影片

(清初宮闈董小宛 )137〉、〈遊石門水庫路經鐵砧山鄭氏遺蹟〉。 138 

                                                 
131 見《「蒙古漢軍與漢文化」》「元史食貨志的賜賚」。 
132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01 期，民國 53 年 12 月 1 日第 1 版、第 4 版。 
133 篇末題：「民國第一甲辰秋日。」 
134 是書收〈繭廬叢稿自序〉、〈自序〉二篇序，扉葉題：「克寬今年農歷十月六十初度

謹選為詩文追懷母難獻於先考樹人府君

妣劉孺人 甲辰初冬自誌」。墨筆題「蘅之吾兄惠存 孫克寬五

十四年元月」。〈繭廬叢稿簡目〉記：「繭廬詩存古近體五百二十三首」、「繭廬駢散文

摘十首」、「山中人語」。〈自序〉云：「歲甲辰之秋，予既抄摘渡海以來所為詩篇約十

之一為繭廬詩存。」「詩存」收錄「己丑年詩」的〈初到屏東〉起，至 1963 年(癸卯)
「癸卯年詩」的〈授陶詩口號二首〉；「駢散文摘」雖未載明收錄年代的起迄，但有

1942 年(壬午)的〈送王偉俠視政中原詩序〉，至 1963 年(癸卯)3 月的〈讀元遺山集〉；

但「山中人語」似讀書札記，各條未繫日期，但內容皆指入住東海校園之後，「基督

徒生活」之說，當為「1958 年(戊戌)受洗」後事；「來此山三閱寒暑」與「三年來，

卒未能蔚為勝景」之說，當在「1958 年(戊戌)」之際；「來山倏已五度耶誕」、「渡海

忽復十年」則分別在「1959 年(己亥)」及「1960 年(庚子)」之時，以此觀之，「山中

人語」或寫於 1958 年至 1960 年間或更晚。 
135 按，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記載，民國 60 學年由江舉謙先生接替。 
136 按，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記載，民國 53 學年先生開始講授「樂

府詩」，但僅在民國 58 學年再開一次課而已。 
137 詩未分別雙行小註題：「編劇插入洪承疇多爾袞爭寵可笑」、「尤侗詞曲為世祖福臨

所賞但終未見用」。 
138 「甲辰年詩」末題「左甲辰年詩共選十五首皆近體」，見頁 6。。 



學人年表 

125 

1965 年 (乙巳 ) 

1 月 1 日，挈家人遊八卦山，撰〈元日挈家人遊八卦山〉 139以紀事。  

2 月 28 日，撰寫〈中國道教初期的發展〉，見《大陸雜誌》第 30 卷第 4 期。 

是年，因曾紹杰、張劍勞請託，題字合肥李彌堪《佛日樓詩集》 140。  

3 月，《詩與詩人》141初版，由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民國 60 年再版。 

3 月 20 日，撰寫〈忽必烈時代南中國人民的反抗〉，見《民主評論》，第

16 卷第 6 期。  

仲春，遊員林、永靖間諸園，見玫瑰繽紛，撰詩記之。 142參觀鹿港，有

詩。遊台北，參觀呂佛庭新作〈長江萬里圖〉，作七古以賀。 143黃仲良

邀集詩友於悅賓樓，座中有許君武、李俠廬。 144 

4 月 30 日，因《繭廬叢稾》刊行，與詩友答作。因賦長句八章，懷念：

石埭徐鐵華、懷寧徐天民、望江廖壽泉、旌德江兆申、栩園李次貢、黃

仲良等人，撰寫〈繭廬詩稿：既刊小集吟朋頗有贈章偶遘春陰書牕兀坐

展翫忻感輒成長句八首將與諸篇布諸藝林〉 145，見《東海文學》9 期。  

5 月初，《宋元道教之發展》 146編成，由台中東海大學出版。  

                                                 
139 收入《繭廬在臺詩續》「乙巳年詩」，頁 7。 
140 收入《繭廬在臺詩續》「乙巳年詩」，〈題合肥李彌堪佛日樓詩集(七古曾紹杰張劍勞

印贈)〉，頁 11~12。 
141 是書收：作詩四要、唐詩開派人物陳子昂、李太白的五言古詩、談「論詩詩」、劉

長卿其人與詩略論、大歷詩與十才子、韓偓詩及其生平、唐詩鼓吹與王荊公詩、王

安石的小詩、宋詩背景與黃山谷詩句法、北湖集雜識、楊誠齋詩、劉後村與四靈江

湖、元遺山其人其詩、元方回詩與其詩論、略談元詩、虞道園生平與其詩學、略談

廣雅暮年詩。惜各篇末皆未署原刊登於《大華晚報》的日期。 
142 收入《繭廬在臺詩續》「乙巳年詩」，〈玫槐行，仲春氣和，閒遊員林永靖間諸

園精植玫瑰，彌望繽紛，援筆成篇〉，頁 12~13。 
143 收入《繭廬在臺詩續》「乙巳年詩」，〈呂君佛庭展覽新作長江萬里圖題以七古〉，

頁 13~14。 
144 收入《繭廬在臺詩續》「乙巳年詩」，〈薄游行都，黃仲良祖漢前輩約集詩友悅

賓樓，先貺五古一首，歸山和三章〉，頁 15~16。 
145 後收入《繭廬在臺詩續》「乙巳年詩」，頁 7~8。 
146 按，〈目次〉題「宋元道教之發展上」。包含：中國道教導論、上篇北宋道教之流衍

兩部份。「中國道教導論」分：前言、原始道教、道教的初出現、魏晉文學界與道教、

南方的道教活動、道教本身的傳說。「上篇北未道教之流衍」分為六章：第一章北宋

道教流衍之背景，分：第一節前蜀的道教、第二節江南的道教；第二章北宋初年之

道教，分：第一節太祖受命的傳說、第二節太宗朝之崇道；第三章道教之鼎盛時期，

分：第一節真宗受命之神話、第二節天書與封禪、第三節尊崇老子、第四節追尊聖

祖、第五節營建宮廟；第四章道教之一尊，分：第一節方士之運用、第二節建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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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撰寫〈玫瑰行〉，見《中央日報》副刊第 6 版。  

6 月 7 日，持贈徐復觀先生《繭廬叢稾》；撰詩云：「齋心入道吾何敢，捫

籥談天世應譏。惟有窗前藤影綠，拈毫聊一發沉思。」贈戴君仁先生，

則云：「蒙公招我入山來，十一年中百慮灰。只向羸殘埋鬢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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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5 日，撰寫〈元代道教的特質〉，見《大陸雜誌》，第 30 卷第 11 期。 

6 月，撰寫〈劉後村詩學評述〉 147，見《東海學報》，第 7 卷第 1 期。又

見《東海文薈》，第 7 期，民國 54 年 6 月。  

7 月，撰寫〈梅伯言與柏峴山房集〉 148，見《圖書館學報》，第 7 期。  

8 月，撰寫〈孔門詩論〉 149，見《孔孟月刊》，第 3 卷第 12 期。  

11 月 28 日，帶「詩選」班上的 20 位同學，赴霧峰林家花園旅遊。主人

林培英擔任嚮導，參觀萊園五桂樓。歸來撰有〈萊園之行〉及〈萊園

攬勝詩〉。  

12 月 1 日，在中文系講授歷代文選、詩選、杜詩、宋詩選等課程。兼任

54 學年校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教員資格聘審委員會等委員。 150 

12 月 12 日，撰寫〈萊園之行〉 151，見《中央日報》副刊第 6 版。  

是年，撰寫〈我曾在海灘上〉 152，見《文林》9 期。  

是年，撰詩多首：〈元日挈家人遊八卦山〉、〈感事 (三律錄一 )〉、〈所見一

絕〉、〈既刊小集，吟朋頗有贈章，偶遘春陰，書牕兀坐，展翫欣感，

輒成長句八章 (錄三 )〉、〈輓某鉅公 (五言三律錄一 )〉、〈感事一律仍為斯

                                                                                                                              
教、第三節營建的繁興、第四節道教紀載及經籍的編訂；第五章經藏與道書；第六

章北宋士大夫的崇道風尚，分：第一節北宋初期士大夫崇道之風、第二節北宋中期

士大夫崇道之風、第三節名儒學者的崇道著述、第四節宋人說部中所見之士大夫崇

道紀載。 
147 後收入《詩文述評》，頁 172~201，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篇末署「原載東海學報

七卷一期」，列入「晚宋詩人劉克莊」之第二單元。 
148 後收入《詩文述評》，頁 210~239，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篇末署「原載東海大學

圖書館學報第五期」，列入「梅伯言與柏梘山房集」，但記載有誤。 
149 後收入《詩文述評》，頁 63~67，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篇末署「原載孔孟月刊三

卷十二期」，列入「謝靈運詩述評」之附錄的第一單元。 
150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08 期，民國 54 年 12 月 1 日第 4 版、第 6 版，第 109 期，

民國 54 年 12 月 31 日第 2 版。 
151 後收入《山居集》，頁 116-119。。 
152 後收入《山居集》，頁 75-76。篇末署「民國五十四年 文林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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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偶吟五言長句以託微意，酒罷〉、〈謝客〉、〈牋生〉、〈山池〉、〈萬

里〉、〈相對〉、〈晚與諸生遊普濟寺露食〉、〈題合肥李彌堪佛日樓詩集 (七

古曾紹杰張劍勞印贈 )〉、〈玫槐行，仲春氣和，閒遊員林永靖間諸園精

植玫瑰，彌望繽紛，援筆成篇〉、〈呂君佛庭展覽新作長江萬里圖題以七

古〉、〈鹿港天后宮登眺懷古〉、〈鹿港懷古二律〉、〈薄游行都，黃仲良祖

漢前輩約集詩友悅賓樓，先貺五古一首，歸山和三章 (抄一 )〉、〈仲老以

莆中感舊詩見寄依韻答之 (六首錄三 )〉、〈觀國聯電影新片勾跋復國記

(四絕抄二 )〉、〈寄屈萬里教授美國 (在普大圖書館理甲骨及舊版書 )五律

二首〉、〈哀詩人謝文凱(四絕句抄三謝詩極清而落拓不羈窮而自殺)〉。153 

1966 年 (丙午 ) 

1 月 1 日，周棄子來訪。 154 

1 月 25 日，發表〈宋元文集對史料的提供〉，見《葡萄園》第 23 期。  

2 月，撰寫〈萊園攬勝詩序：七律二首 --是遊遍觀林氏故居，始憩萊園池

館，復踰嶺看村民園圃、五絕二首 --池亭分詠、滿庭芳 --池亭、七律一

首 --遊萊園訪林培英君南彊詩人哲嗣今亦六十矣、懷二林先生 --痴仙南

彊〉、〈當代詩錄：黃祖漢、吳萬谷〉，見《東海文學》，第 10 期。  

3 月，與中文系畢業班同學同遊野柳、芝山 (住宿基督教衛理福音園 )、烏

來、石門水庫、獅頭山等地的三天之旅，途中領略雨中情調。撰有詩

詞文，分別刊於《中央日報》副刊、《東海文學》11 期 155。  

4 月 9 日，發表〈煙雨行〉 156，見《中央日報》副刊第 6 版。  

6 月，撰寫〈北游雜興十六首 (詩 )〉、〈踏沙行 --野柳海岸 (詞 )〉、〈齊天樂 --

旅遊宿芝山岩衛理園 (詞 )〉、〈北遊紀行 (詩 )〉、〈李白和詩人〉(孫克寬漫

談，鍾燕玲記錄 )，《東海文學》，第 11 期。  

6 月 20 日，在東海大學第八屆畢業典禮上，代表教授會致詞。157 

7 月 31 日，著力於元代道教考述，撰寫〈元代道教茅山宗考 (上 )--元代道

教正一教考之一〉，見《大陸雜誌》，第 33 卷第 2 期。  

8 月 15 日，撰寫〈元代道教茅山宗考(下)〉，見《大陸雜誌》，第 33 卷 3 期。 

                                                 
153 按，「乙巳年詩」末題「右乙巳年選抄卅一首古今體」。 
154 參見《繭廬在臺詩續》「丙午年詩」，〈丙午元旦棄子來山相視〉，頁 18。 
155同期刊物上有鍾燕玲紀錄的漫談〈李白和詩人〉，係從孫先生讚美同學謝素碧在《文

苑》發表作品引起，兼談李白、杜甫人與作品，並及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 
156 後收入《山居集》，頁 109-115。以繭廬為筆名。 
157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12 期，民國 55 年 6 月 20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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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撰寫〈元代南方之儒試論〉158，見《孔孟月刊》，第 4 卷 第 12 期 。 

8 月，閱讀謝靈運詩，撰寫〈謝靈運再評價〉 159，見《現代學苑》3 卷 8

期。又見《東風》，第 3 卷第 9 期，民國 56 年 3 月。  

11 月 24 日，撰寫〈善待從事中國文史者〉，見《中央日報》副刊第 6 版。 

12 月，撰寫〈元道士吳全節事蹟考〉，見《幼獅學誌》，第 5 卷第 2 期。  

12 月 1 日，兼任東海 55 學年圖書館學報委員會、校務委員會、教務委員

會等委員。在中文系講授歷代文選、詩選、昭明文選等課程。160 

12 月 25 日，撰寫〈宋元文集對史料的提供〉，見《葡萄園》，第 23 期。  

12 月 31 日，發表〈謝靈運詩賞析〉161，見《大陸雜誌》第 33 卷 10 期。

又見《夏聲》，第 136 期，民國 65 年 3 月。  

是年，作詩悼念公論報社長李萬居 162、香港伍椒教授 163。徐復觀赴香港講

學，有詩贈。 164 

是年，撰詩多首：〈丙午元旦棄子來山相視 (五律二首抄一 )〉、〈懷廖壽泉 (二

律抄一 )〉、〈和定山除日詩 (五律抄一 )〉、〈寄懷江絜生台北〉、〈感逝〉、

〈旅泊四首 (湘人某鉅公偶發此題四律刊報棄子和之亦索予同作凡四

叠韻姑錄初作 )〉、〈北游雜詩 (中文系畢業旅行錄三首 )〉、〈悼台籍論士

李萬居君〉、〈獨坐〉、〈棄子屢函論詩，并寄廖壽泉吳萬谷諸詩皆佳絕，

輒戲作雜言一首調之，兼簡檀慈〉、〈寄調陳季碩 (四絕錄一 )〉、〈輓香江

伍俶教授 (君浙江永嘉人老於講誦詩工選體有暮遠樓集 )〉、〈初秋携家薄

游行京回山紀以五古五章 (抄一 )〉、〈颱風掠境山間有秋意 (五古 )〉、〈秋

日返自台北病足閒居用杜秋興詩韵 (八錄三 )〉、〈論詩 (題靜宜女子文理

學院中文系詩刊 )〉、〈絜生寄眎鶯啼序詞復以三絕句〉。 165 

                                                 
158 後收入《元代金華學述》，頁 1~14，台中東海大學，民國 64 年 6 月。篇末署「孔孟

月刊第四卷十二期 五五年八月」。 
159 後收入《詩文述評》，頁 24~39，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篇末署「原載現代學苑第

三卷第八期」，列入「謝靈運詩述評」之第一篇。 
160 參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14、115 合期，民國 55 年 12 月 1 日第 2 版、第 5 版，第

116 期，民國 55 年 12 月 20 日第 2 版。 
161 後收入《詩文述評》，頁 40~62，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篇末署「原載大陸雜誌三

十三卷十期」，列入「謝靈運詩述評」之第二篇。 
162見《繭廬在臺詩續》「丙午年詩」，〈悼台籍論士李萬居君〉，頁 20~21。 
163見《繭廬在臺詩續》「丙午年詩」，〈輓香江伍俶教授〉，頁 22~23。 
164 見《繭廬在臺詩續》「丁未年詩」，〈送復觀香江講學〉，頁 27。 
165 按，「丙午年詩」末題「右丙午年詩共抄卅二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