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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年表 

徐復觀教授年表 (七 ) 

謝鶯興編  

1977 年 (民國 66 年)，七十五歲  

1 月 4 日  

發表〈年頭絮語〉，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三 )記所

思》。  

1 月 11 日  

發表〈日本福田赳夫的「經濟年」〉1，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下》。  

1 月 18 日  

發表〈立國精神與現實利益〉 2，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集 (二 )看世局》。  

1 月 26 日  

發表〈人自身能力的恢復與解放〉，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集 (二 )看世局》。  

2 月 1 日  

發表〈在蘇聯魔爪下的人權抗爭〉，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集 (二 )看世局》。  

2 月 10 日  

發表〈漢字在日本的考驗〉，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

看世局》。  

2 月 17 日  

發表〈四人幫的主要毒害是在文化學術〉，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集 (一 )論中共》。  

3 月 1 日  

發表〈中東和平問題的展望〉，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國際政治卷下》。  

3 月 8 日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1 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2 按，「論著繫年」繫於「1971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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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大陸政情管窺〉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

論中共》。  

3 月 19 日  

發表〈一段往事〉，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論中

共》。  

3 月 22 日  

發表〈人權外交的光輝與困惑〉，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集 (二 )看世局》。  

3 月 29 日  

發表〈為印度前途祝福〉，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

國際政治卷下》。  

4 月  

發表〈《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自序〉 4，見《中華雜誌》

(15 卷 4 期 )，收入《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  

4 月 6 日  

發表〈兩個和尚的「話頭」〉，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三 )記所思》。  

4 月 13 日  

發表〈由國際政黨走向血緣政黨的歷程〉，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集 (二 )看世局》。  

4 月 15 日  

發表〈「清代漢學」衡論〉5，見《大陸雜誌》(54 卷 4 期 )，收入《兩

漢思想史卷三》。  

4 月 19 日  

發表〈柬埔賽可驚的實驗〉，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國際政治卷下》。  

5 月  

                                                 
3 按，「論著繫年」繫於「1977 年 3 月 9 日」。 
4 按，「論著繫年」標示：「1976 年 5 月 5 日」及「中華雜誌 15 卷 4 期，1977 年 4 月」。 
5 按，「論著繫年」繫於「1957 年 4 月 15 日」，篇名下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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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繫於「1977 年 4 月 15 日」。曹永洋「徐復

觀教授年表」記徐先生於「1977 年第一次赴美參加清代學術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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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 6(學生書局版)。 

發表〈台灣書商的道德問題〉，見《中華雜誌》(15 卷 5 期 )，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5 月 3 日  

發表〈越南鱗爪〉，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國際

政治卷下》。  

5 月 9 日  

發表〈讀毛選集五卷雜感之一〉，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集 (一 )論中共》。  

5 月 17 日  

發表〈讀毛選集五卷雜感之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集 (一 )論中共》。  

5 月 26 日  

發表〈讀毛選集五卷雜感之三〉，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集 (一 )論中共》。  

6 月 2 日  

發表〈讀毛選集五卷雜感之四〉，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集 (一 )論中共》。  

6 月 7 日  

發表〈蘇聯的新憲法草案〉，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

看世局》。  

6 月 14 日  

發表〈再論蘇聯新憲法草案〉，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集 (二 )看世局》。  

7 月  

發表〈「求真」與「行詐」〉 7，見《明報月刊》(139 期 )，收入《黃

                                                 
6 按，〈自序〉云：「這裡彙印的四篇文章，是年來為了討論黃大癡(名公望，字子久，

又號一峰道人)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而寫的。……我在彙印此一小冊時，未曾把其

他各位先生的論文收在一起，這是一種缺憾。」篇末署「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徐復

觀自序於九龍寓所」。各篇名稱如下：第一篇中國畫史上最大的疑案--黃大癡兩山水

長卷的真偽問題。第二篇中國畫史上最大的疑案補論--並答饒宗頤先生。第三篇由疑

案向定案--兼對疑難者的總答覆。第四篇定案還是定案。另有九個附件，共二十六個

附圖。 



學人年表 

67 

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僞問題》。  

發表〈關於漢宋學之討論〉 8，見《中華雜誌》(15 卷 7 期 )。  

7 月 12 日、13 日  

發表〈瞎遊雜記之一〉9，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

憶往事》。  

7 月 15 日  

發表〈瞎遊雜記之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

憶往事》。  

7 月 18 日至 20 日  

發表〈瞎遊雜記之三〉，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

憶往事》。  

7 月 23 日  

發表〈瞎遊雜記之四〉，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

憶往事》。  

7 月 27 日  

發表〈瞎遊雜記之五〉，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

憶往事》。  

7 月 30 日  

發表〈瞎遊雜記之六〉，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

憶往事》。  

8 月  

                                                                                                                              
7 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著述繫年」註云：此乃《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

之〈自序〉。 
8 按，「著述繫年」未收錄。〈關於漢學、宋學之討論〉，收入徐復觀、楊家駱、胡哲齊

三人的信。徐先生指出胡秋原於《中華雜誌》167 期(即同年 6 期)的答覆而發，故胡

秋原在 168 期(即本期)又有〈再答徐復觀先生〉一文。《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編》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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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漢學」在時間上及精神上的界定，清代漢學家的治學方向，漢代學術與清

代漢學間之大疆界，清代漢學家在完全不了解宋學中排斥宋學，對宋學及清代漢學

作「近代地」再評價等五個單元，與此篇文章應有關連性。 
9 「年表」記載：「第一次赴美，參加「清初學術討論會」，順便探視兒女及昔日門生。

發表「瞎遊雜記」十二篇。」「小傳」記載；「六十六年，赴美出席『清初學術研討

會』，成〈瞎遊雜記〉十二篇。」均未記載赴美日期，以「7 月 12 日」在《華僑日報》

刊登來看，或於 6 月底或 7 月初赴美參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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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赴美國參加清初學術討論會後賦此以誌涯略〉10，見《明報月

刊》(140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憶往事》。  

8 月 3 日、8 日、10 日  

發表〈瞎遊雜記之七〉，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

憶往事》。  

8 月 12 日  

發表〈瞎遊雜記之八〉，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

憶往事》。  

8 月 15 日  

發表〈劉向新序說苑的研究〉，見《大陸雜誌》(55 卷 2 期 )，收入《兩

漢思想史卷三》。  

8 月 18 日  

發表〈瞎遊雜記之九〉，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

憶往事》。  

8 月 22 日  

發表〈瞎遊雜記之十〉，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

憶往事》。  

8 月 25 日  

發表〈瞎遊雜記之十一〉，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

憶往事》。  

8 月 26 日  

發表〈瞎遊雜記之十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

憶往事》。  

9 月 21 日、22 日  

發表〈從「瞎遊」向「眯遊」〉，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集 (四 )憶往事》。  

9 月 28 日至 30 日  

發表〈孔子與論語 --為紀念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孔子誕辰而作〉11，見

《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論中共》。  

                                                 
1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著述繫年」註云：原詩並刊於〈瞎遊雜記之三〉，此《明

報月刊》之稿增附註釋。 
11按，「論著繫年」篇名多「為紀念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孔子誕辰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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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發表〈評台北有關「鄉土文學」之爭〉12，見《中華雜誌》(15 卷 10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 (四 )憶往事》。  

10 月 11 日、12 日  

發表〈中共目前的困擾 --陳雲一篇文章所反映出的問題〉，見《華僑

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論中共》。  

10 月 18 日  

發表〈沙卡諾夫的孤獨〉，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

看世局》。  

10 月 25 日  

發表〈最近處理劫機事件中日本的民族性〉 13，見《華僑日報》，收

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看世局》。  

11 月  

發表〈王國維人間詞話境界說試評 --中國詩詞中的寫景問題〉14，見

《明報月刊》 (12 卷 11 期 )，收入《中國文學論集續篇》。  

11 月 1 日  

發表〈十月二十八日的警察事件〉，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11 月 8 日  

發表〈布里茲涅夫的伎倆〉，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

看世局》。  

11 月 15 日、12 月 15 日  

發表〈論史記〉 (上、下 )，見《大陸雜誌》 (55 卷 5 期及 6 期 )，收

入《兩漢思想史卷三》。  

11 月 16 日  

發表〈天氣預報與思想領導〉，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12按，「論著繫年」未收錄。該刊編者案語說：「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之徐復觀教授，今

年暑假曾應邀赴美出席漢學會議，會後返臺小住，並將此行觀感，為文連載於香港

《華僑日報》，題為〈『瞎遊』與『眯遊』〉。本誌轉載此文，係錄自該文之四，即對

臺北最近有關『鄉土文學』之爭所作之深刻評論。」 
13按，「論著繫年」篇名題「從劫機事件看日本的民族性」。「著述繫年」註云：收入《看

世局》時改名〈從劫機事件看日本的民族性〉。 
14按，「論著繫年」篇名無：「中國詩詞中的寫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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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二 )看世局》。  

11 月 22 日  

發表〈沙達特的英雄地行動〉，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國際政治卷下》。  

11 月 30 日  

發表〈沙達特訪問耶路撒冷以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下》。  

12 月 1 日  

發表〈原史〉15，見《新亞學報》(12 期 )，收入《兩漢思想史卷三》。 

12 月 4 日  

發表〈和妻在一起〉，見《星島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憶

往事》。  

12 月 6 日  

發表〈王船山的歷史睿智〉 16，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12 月 14 日  

發表〈「明朗化」是走向和平的第一步〉，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下》。  

12 月 20 日、23 日  

發表〈感逝〉，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憶往事》。 

1978 年 (民國 67 年)，七十六歲  

1 月 10 日  

發表〈柬、戰爭中所蘊含的複雜問題〉17，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下》。  

1 月 17 日  

發表〈悼魯實先教授〉，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

憶往事》。  

1 月 24 日  

發表〈中共文化界中的「風派人物」〉，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15按，「論著繫年」篇名多「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學的成立」，繫於「1977 年 8 月」。 
1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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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雜文集 (三 )記所思》。  

1 月 31 日、2 月 1 日  

發表〈毛澤東能夠跳出歷史的巨流嗎？〉 18，見《華僑日報》，收入

《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2 月 10 日  

發表〈悼唐君毅先生〉19，見《華僑日報》；1978 年 3 月，再刊於《明

報月刊》(146 期 )、《鵝湖》(3 卷 9 期)；1978 年 5 月，再刊於《中

華雜誌》(16 卷 5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2 月 14 日  

發表〈政治藝術與政治現實〉，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集 (二 )看世局》。  

2 月 22 日  

發表〈中共還沒有承認孔子的能力！〉，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集 (一 )論中共》。  

3 月 1 日  

發表〈再論中共對孔子地位的承認問題〉，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集 (一 )論中共》。  

3 月 7 日、21 日  

發表〈讀馮至「論洋為中用」〉，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集 (一 )論中共》。  

3 月 12 日  

發表〈對中共五屆人代會之一觀察〉 20，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3 月 29 日  

發表〈小市民的精神自衛〉 21，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4 月 6 日  

                                                 
18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9按，「論著繫年」依《鵝湖》3 卷 9 期，繫於「1978 年 3 月」。「小傳」記載：「六十七

年，唐君毅病逝。」 
2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2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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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鄧小平的挫折〉，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

論中共》。  

4 月 11 日  

發表〈禮貌，禮教〉 22，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

兩岸三地卷下》。  

4 月 15 日  

發表〈讀「論史記駁議」 --敬答施之勉先生〉，見《大陸雜誌》 (56

卷 3 期至 4 期 )，收入《兩漢思想史卷三》。  

4 月 18 日  

發表〈中共的外交形勢〉 2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兩岸三地卷上》。  

4 月 26 日、27 日  

發表〈由「秦俑」的聯想〉，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三)

記所思》。  

5 月 3 日  

發表〈歐洲共產主義與列寧主義〉，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集 (二 )看世局》。  

5 月 10 日至 11 日  

發表〈由「楊門女將」的聯想〉，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集(三)記所思》。  

5 月 16 日  

發表〈香港的政治氣候〉 24，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兩岸三地卷下》。  

5 月 23 日  

發表〈孔門師弟〉 25，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論

中共》。  

5 月 30 日  

發表〈逝者如斯夫不舍 (捨 )晝夜！〉，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22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2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24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25按，「論著繫年」篇名多「本文係為香港封閉金禧中學事件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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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雜文集(三)記所思》。  

6 月 7 日  

發表〈不僅是「葛伯仇餉」故事的重演〉，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集 (二 )看世局》。  

6 月 13 日  

發表〈「超同盟地世界戰略」的形成〉，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下》。  

6 月 21 日、22 日  

發表〈多為國家學術前途著想〉，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集 (三 )記所思》。  

6 月 28 日  

發表〈面對我們國家若干問題的思考〉，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集 (三 )記所思》。  

7 月 4 日  

發表〈「遠東古巴」的出現〉，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看世局》。  

7 月 18 日  

發表〈悼念蕭一山、彭醇士兩先生〉，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集 (四 )憶往事》。  

7 月 21 日  

發表〈評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見《華僑日

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論中共》。  

7 月 25 日、26 日  

發表〈只有「國交主義」，沒有「國際主義」〉，見《華僑日報》，收

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看世局》。  

8 月 1 日  

發表〈中共越共應增加歷史的了解〉，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集 (二 )看世局》。  

8 月 11 日  

發表〈所聞！所思！〉，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

論中共》。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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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港事瑣談〉 26，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

岸三地卷下》。  

8 月 22 日  

發表〈中 (共 )日和平友好條約成立的背景與前景〉27，見《華僑日報》，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8 月 31 日  

發表〈卡特可能是被沙達特牽著鼻子走〉，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下》。  

9 月  

發表〈《石濤之一研究》第三版自序〉，見《中華雜誌》(16 卷 9 期 )，

收入《石濤之一研究》。  

發表〈《兩漢思想史卷一》三版改名自序〉 28，見《書目季刊》 (12

卷 1~2 期 )，收入《兩漢思想史卷一》。 

任香港珠海文史研究所兼任教授，為博士班講授「周秦漢政治社會

結構研究」。 29 

9 月 7 日  

發表〈讀鄭學稼教授著日本史〉30，見《華僑日報》；1978 年 11 月，

再刊於《中華雜誌》(16 卷 11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看

世局》。  

9 月 14 日  

發表〈中 (共 )蘇現階段的外交戰〉 31，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上》。  

9 月 22 日  

發表〈「極左派」的本質〉，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

看世局》。  

9 月 28 日至 30 日  

                                                 
2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27按，「論著繫年」篇名題「中(共)日和平友好條約成立的背景與前『題』」。 
28按，「著述繫年」未收錄。 
29據「小傳」記載。 
30按，「論著繫年」又據《中華雜誌》16 卷 11 期出版日期，繫於「1978 年 11 月」。 
3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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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孔子思想的性格問題〉 (上、中、下 )，見《華僑日報》，收入

《徐復觀雜文續集》。  

10 月  

出版《兩漢思想史卷一》 32(台北學生書局四版 )。  

10 月 7 日  

發表〈八十年代的蘇聯戰略〉，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國際政治卷下》。  

10 月 10 日、20 日、21 日  

發表〈國族無窮願無極•江山遼闊立多時〉33，見《華僑日報》；1978

年 12 月，再刊於《明報月刊》(156 期 )；收入《儒家政治思想

與民主自由人權》、《徐復觀雜文集 (一 )論中共》。  

10 月 15 日  

發表〈史漢比較研究之一例〉，見《大陸雜誌》 (57 卷 4 期 )；1980

年 6 月，再刊於《新亞學報》(13 期)；收入《兩漢思想史卷三》。 

發表〈宋詩特徵試論〉 34，見《中國文化復興月刊》 (11 卷 10 期)；

1979 年 5 月，再刊於《明報月刊》(161 期 )；收入《中國文學論

集續篇》。  

11 月 1 日  

發表〈天主教的集體智慧的表現〉，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續集》。  

11 月 7 日  

發表〈從北方燃起的烽火〉 35，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國際政治卷下》。  

11 月 17 日  

                                                 
32按，「著述繫年」未收錄。 
33按，「論著繫年」篇名多「答覆翟君志成書」。 
34涂壽眉〈我所知道的徐復觀先生〉記載：「當時他的書賣光了，我的書尚留有一大部

份。某日我說：在江西時，我函王館長論學詩的門徑，王館長函示謂：學詩宜從宋

詩入手，宋詩優點在真切，比較學盛唐不成，徒得其空腔高調為優。我選讀宋詩，

酷愛陳簡齋、陳后山兩家；尤愛簡齋之詩。徐先生立將我所藏的陳簡齋、陳后山詩

集借去評閱，常聞其高聲吟哦。徐先生近年為文討論宋詩，其中有若干處，即係當

年彼此所談述者。」 
3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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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一席話〉 36，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

三地卷下》。  

11 月 22 日  

發表〈「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37，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續集》。 

11 月 27 日  

發表〈虛、靈、不昧！〉，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

論中共》。  

12 月 5 日  

發表〈中文與「中國人意識」〉，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續集》。  

12 月 11 日  

發表〈悼念葉榮鐘先生〉，見《中國時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

憶往事》。  

12 月 16 日、18 至 20 日  

發表〈良知的迷惘 --錢穆先生的史學〉，見《華僑日報》；1979 年 1

月 6 日，再刊於《新聞天地》 (第 35 年 1 期)；收入《徐復觀雜

文集 (三 )記所思》、《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  

12 月 26 日  

發表〈試論中共之變〉38，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

兩岸三地卷上》。 

1979 年 (民國 68 年)，七十七歲  

1 月 5 日  

發表〈日共黨內的民主爭論〉 39，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下》。  

1 月 9 日  

發表〈四個現代化以外的問題之一〉 40，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3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8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39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40按，「著述繫年」註云：收入《雜文續集》時改名〈四個現代化以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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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觀雜文集 (一 )論中共》、《徐復觀雜文續集》。 

1 月 17 日  

發表〈悼念戴君仁教授〉，見〈中國時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

憶往事》。  

1 月 19 日  

發表〈看畫雜綴〉 41，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

想文化卷上》。  

1 月 24 日  

發表〈東南亞地區的「九一八事變」〉42，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下》。  

2 月 2 日  

發表〈「破日」文章「渾漫與」〉 4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2 月 11 至 16 日  

發表〈文化賣國賊 --看上海四人幫餘孽〉 44，見《華僑日報》，收入

《徐復觀雜文集 (一 )論中共》。  

2 月 19 日  

發表〈終於要打這一仗！〉，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二 )

看世局》。  

2 月 25 日  

發表〈烈士暮年憂國之心〉 45，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集 (三 )記所思》。  

3 月  

發表〈邃加室詩文集序〉 46，見《邃加室詩文集》，收入《中國文學

論集續篇》。  

3 月 6 日  

                                                 
4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42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4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44按，「論著繫年」繫於「1979 年 2 月 11 日至 14 日」。 
45按，是序篇末署「戊午(民國 67 年，1978)冬」，「論著繫年」繫於「1979 年 2 月 15 日」。 
46按，「論著繫年」未收錄。篇末署「戊午(1967 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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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保持這顆「不容自己之心」--對另一位老友的答覆〉，見《華

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論中共》、《儒家政治思想與

民主自由人權》。  

3 月 12 日、13 日  

發表〈從顏元叔教授評鑑杜甫的一首詩說起〉 47，見《中國時報》，

收入《中國文學論集續篇》。  

3 月 13 日至 15 日  

發表〈「死而後已」的民主鬥士〉48，見《華僑日報》；1979 年 4 月，

再刊於《明報月刊》(160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憶往事》、

《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  

3 月 20 日  

發表〈中越之戰的回顧〉 49，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兩岸三地卷上》。  

3 月 27 日  

發表〈遠奠熊十力〉，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四 )憶

往事》。  

4 月  

出版《中國思想史論集》 50(台北學生書局第五版 )。  

4 月 3 日  

發表〈以埃和約的背景與前瞻〉 51，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下》。  

4 月 12 日、13 日  

發表〈中共面臨考驗！〉 52，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續

集》。  

4 月 17 日、18 日  

發表〈國族與政權 --答老壯士先生及其他讀者〉，見《華僑日報》，

                                                 
4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顏元叔以〈敬覆徐復觀老先生〉為題，從 1979 年 6 月 13

日至 16 日，發表在《中國時報》。 
48按，「論著繫年」篇名多「敬悼雷儆寰(震)先生」。 
49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50按，「著述繫年」未收錄。 
5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52按，「論著繫年」僅繫於「1979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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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徐復觀雜文集 (一 )論中共》、《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

人權》。  

4 月 24 日  

發表〈蘇聯在遠東的政治突襲！〉 5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下》。  

5 月  

發表〈一個政治家的王陽明〉 54，見《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12 卷 5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餘姚史料(五)》。  

發表〈宋詩特徵基線的畫出者：宋詩特徵試論之一 )〉 55，見《明報

月刊》(161 期 )，收入《中國文學論集續篇》。  

5 月 3 日  

發表〈大陸問題漫談之一〉 56，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續集》。  

5 月 8 日  

發表〈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與新生重新彙印序〉57，收入《儒

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  

5 月 16 日  

發表，見《華僑日報》刊出〈大陸問題漫談之二〉，收入《徐復觀雜

文續集》。  

5 月 22 日  

發表〈答薛順雄商討「白日依山盡」詩〉 58，見《中國時報》，收入

《中國文筟論集續篇》。  

5 月 26 日  

發表〈大陸問題漫談之三〉 59，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續集》。  

                                                 
5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54按，「論著繫年」繫於「1979 年 2 月 10 日」，又繫於「1979 年 5 月」，同為《中華文

化復興月刊》12 卷 5 期。 
5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56按，「論著繫年」繫於「1979 年 5 月 2 日」。 
57按，「論著繫年」繫於「1979 年 5 月 2 日」。 
58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59按，「論著繫年」繫於「1979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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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發表〈三友集序〉 60，見《三友集》，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  

6 月 8 日  

發表〈大陸問題漫談之四〉，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續

集》。 

6 月 16 日  

發表〈大陸問題漫談之五〉，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續

集》。  

6 月 20 日  

發表〈大陸問題漫談之六〉，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續

集》。 

6 月 23 日  

致函柴曾愷，提及收到「五月十二日」信件，「望多寫些故鄉風物掌

故，求其詳備可信，不必太求文采」。並打聽聞惕生是否健在？

蔡養源是否有篇什流傳於世。收入《徐復觀與中國文化》。 61 

6 月 26 日  

發表〈大陸問題漫談之七〉，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續

集》。  

7 月  

發表〈黃山谷在宋詩中的地位：(宋詩特徵試論之二 )〉62，見《明報

月刊》(163 期 )，收入《中國文學論集續篇》。  

7 月 4 日、17 日  

發表〈試論思想解放〉6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 

7 月 16 日、17 日  

發表〈敬答顏元叔教授〉 64，見《中國時報》，收入《中國文學論集

續篇》。  

                                                 
60按，「論著繫年」標示：1979 年 2 月 5 日，《三友集》，中央書局出版，1979 年 6 月。 
61按，江山識〈(徐復觀致柴曾愷)附記〉說：「據柴先生云，自 1979 年至徐先生病逝，

他們之間有過較多通信」，又說：「徐先生有一外甥名姚府侯，原在浠水一中執教，

已於 1991 年 11 月病逝，他家也有很多徐先生信函、手迹。」 
62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63按，「論著繫年」僅繫於「1979 年 7 月 4 日」。 
64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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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  

發表〈難民、越共、日本！〉，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續集》。  

7 月 31 日  

發表〈獵鹿者與南海血書〉，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續

集》。  

8 月  

出版《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 65(蕭欣義編，八十年代出版

社版)。  

8 月 7 日  

發表〈讀日本雜誌偶抄〉 66，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續

集》。  

8 月 8 日  

發表與牟宗三等人在香港參加朋友們為李璜餞行，並暢談了他對台

灣的觀感，還有許多的中國事。 67 

                                                 
65按，曹永洋〈徐師三書重刊後記〉說：「任教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遠東研究所的蕭學

長，曾於一九七八年夏季在香港與睽違近二十年的徐師歡敘。他利用休假的半年期

間整理了這本《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當時交由八○年代出版」。蕭欣義

〈一位不畏權勢的當代儒者對自由的探索--「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編序〉

說：「本書所收錄的廿二篇文章，其中心主題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和民主政治及

自由人權的關係。」館藏僅一九八八年九月學生書局版，其各篇篇名如下：1.研究中

國思想史的方法與態度問題；2.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與新生；3.孔子德治思

想發微；4.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結構及人治與法治問題；5.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6.

先秦名學與名家--公孫龍子講疏代序(節錄)；7.國史中人君尊嚴問題的商討；8.良知的

迷惘--錢穆先生的史學；9.為生民立命；10.釋論語「民無信不立」；11.儒家在修己與

治人上的區別及其意義；12.中國的治道；13.明代內閣制度與張江陵(居正)的權、奸

問題；14.一個歷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進--論孔子誅少正卯；15.為什麼要反對自由主

義；16.悲憤的抗議；17.我所瞭解的蔣總的一面；18.「死而後已」的民主鬪士--敬悼

雷儆寰(震)先生；19.痛悼吾敵，痛悼吾友；20.國族無窮願無極，江山遼濶立多時；

21.保持這顆「不容自己的心」；22.國族與政權；23.佛觀先生書札(楊牧輯，署「一九

八三年十一月二三日」)；24.人的文化‧愛的文化--懷念我的父親徐復觀先生(徐均琴，

篇末署「一九八七年八月八日中國時報人間版」)；25.無敵無友(亮軒，篇末署「轉載

自《文訊》月刊二十九期一九八七年四月號」)；26.徐師三書重刊後記(曹永洋，篇末

署「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及著作年表，年譜兩篇。自第 23 篇以後所署的時

間，可以知道係學生取得版權後再增補的內容。 
66按，「論著繫年」繫於「1979 年 8 月 17 日」。 
67《聯合報》1979 年 9 月 24 日轉引香港《中國人》雜誌〈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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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  

發表〈從世界戰略形勢看中越是否再戰〉，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續集》。  

8 月 21 日  

發表〈書與人生〉 68，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 

8 月 28 日  

發表〈孔子與馬克思〉69，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 

9 月  

                                                                                                                              
璜、徐復觀、牟宗三把酒共話「中國事」〉。提及：「坐在旁邊的徐復觀先生接著說：

『我看最近台灣有一種好現象。這種好現象，因為中共公開承認台灣的經濟發展有

成就，比大陸好，比大陸強。這一來反而把台灣的勁兒鼓起來了。最近我看台灣的

中央日報上，有許多討論經濟設施的言論和文章，比過去積極，這是很好的現

象。』……徐復觀先生說：『他現在不丟掉兩個東西，就沒有辦法。一個是毛思想，

一個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兩個東西非丟掉不可。』……徐復觀先生說：『我腦筋裡常

是想這問題，就是國家到底怎麼樣？這是我常想的問題。但是我想不出來。雖然想

不出來，但這問題就不能不想呀！』……徐復觀先生接著分析說：『有朋友告訴我，

在文化大革命時，按照階級成份吸收了八百萬至一千二百萬黨員。這些黨員壞得不

知有多麼厲害。所以說這個階級卻發生了相反的作用。他們現在想：如何清除這八

百萬到一千二百萬的黨員。』……徐復觀先生解釋說：『現在並不是四個現代化，現

在是在整理、調整。鄧小平提出四個現代化的野心，我想，他是根據兩個東西：一

個東西是鄧小平以為他的黨組織還可以發生力量，他不曉得他的組織已經腐爛了，

不能從組織上發揮力量。第二個，鄧小平想以已經建設好的經濟部門，當成一個本

錢，一個基礎。在這基礎上前進。以後發現這些東西一半以上都不能算數。這是他

對毛思想所發生的破壞性，估計不夠。現在他們提出八個字，是想把不能操作的就

淘汰，如果能整理的就整理，使它上軌道。這大體是對的。裡面最大的問題是風氣

之壞。前年有一位年輕人對我說：徐伯伯，你只知道你們國民黨當年的腐化，現在

共產黨的情形，跟你們國民黨一樣。當時我不大相信。……但這些都是真的。』……

徐復觀先生說：『大陸上的思想方法正在變。怎麼能不變呢？最近摘富農的帽子，有

一億人受到好處。現在大陸畢竟有鄧小平在支撐住，鄧小平一死怎麼樣？』……徐

復觀先生說：『最近有剛從大陸出來的人告訴我，目前大陸的最大絆腳石是葉劍英，

他是凡是派的保鑣。大陸人民很討厭葉劍英。因為他拉後腿嘛。』……徐復觀先生

說：『這個很難講。鄧小平一死了，華國鋒除了毛語錄之外，他再知道什麼呢？他是

從《毛語錄》來的，同時，三千多萬幹部，只念得《毛語錄》。他拿得《毛語錄》，

什麼東西都會有；丟了《毛語錄》，什麼東西都沒有。將來一翻說，鄧小平你完全反

動嘛，你承認是毛思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都是反對

毛思想。如此一翻就翻了。大陸會重新走向黑暗之中。大陸最可憐的是沒有一個力

量可以代替共產黨。』 
68按，「論著繫年」篇名多「向有錢者進一言」。 
69按，「論著繫年」篇名多「為紀念 1979 年孔子誕辰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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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歷史的曲折〉，見《明報月刊》(165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思想文化卷下》。 

出版《兩漢思想史卷二》 70(台北學生書局再版)。 

出版《兩漢思想史卷三》 71(台北學生書局初版)。  

出版《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 72(台灣商務印書館再版)。 

9 月 4 日  

發表〈鄧麗君與華國鋒〉 7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續

集》。 

9 月 12 日  

發表〈劉邦與毛澤東〉，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續 集 》。 

9 月 18 日  

                                                 
70按，「著述繫年」未收錄。 
71按，是書初版的〈中國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據問題(代序)〉篇末沒署日期，1993 年 9 月

的初版第四刷則署「一九七九年四月浠水徐復觀於九龍寓所」。收錄各篇名稱如下：

第一篇韓詩外傳的研究，分：1.中國思想表達的另一方式，2.韓嬰及詩教與詩傳的問

題，3.由韓詩傳考查各家詩說的根據，4.韓詩傳所關涉到的其他典籍，5.韓詩傳中的

基本思想及其與諸家的關涉，6.韓詩傳中特出的問題。第二篇劉向新序、說苑研究，

分：1.劉向的家世、時代與生平，2.新序、說苑的問題，3.新序、說苑與韓詩外傳，

4.與其他典籍之關連，5.劉向的政治思想，6.以士為中心的各種問題。第三篇鹽鐵論

中的政治社會文化問題，分：1.背景，2.辯論的歷程、態度及所反映出的社會地位，

3.鹽鐵專賣政策的形成，4.兩方的政治原則問題，5.現實上的利害比較，6.邊疆政策的

歧見，7.辯論中所反映出的社會問題，8.文化背景問題。第四篇原史--由宗教通向人

文的史學的成立，分：1.有關字形正誤，2.由史的原始職務以釋史字的原形原義，3.

史職由宗教向人文的演進，4.宗教精神與人文精神的交織與交融，5.古代史官的特出

人物，6.孔子的學問與史的關係，7.孔子修春秋的意義，8.孔子學問的性格及對史學

的貢獻，9.春秋左氏傳若干糾葛的澄清，10.左氏「以史傳經」的重大意義與成就，11.

從史學觀點評估左氏傳，12.左氏晚年作國語，乃所以補左氏傳所受的限制。第五篇

論史記，分：1.前言，2.太史公行年考的補正，3.史公的家世、時代與思想，4.史公的

史學精神及其作史的目的，5.史記構造之一--本紀、世家，6.史記構造之二--表，7.史

記構造之三--書及其中的存缺問題，8.史記構造之四--列傳中的若干問題，9.史記構造

之五--立傳的選擇，10.史記構造之六--表現方法上的若干特點。第六篇讀論史記駁議

--敬答施之勉先生。第七篇史漢比較研究之一例，分：1.問題的回顧，2.班氏父子的

家世、思想及其著書的目的，3.班氏父子對史記的批評，4.漢書之成立歷程，5.史漢

比較之一--紀，6.史漢比較之二--表，7.史漢比較之三--書、志，8.史漢比較之四--傳，

9.史漢比較之五--文字的比較。附錄一帛書老子所反映出的若干問題，附錄二「清代

漢學」衡論。「論著繫年」未收錄。 
72按，「著述繫年」未收錄。 
73按，「論著繫年」繫於「1979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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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世界開始向河內報復！〉，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續集》。  

9 月 25 日、10 月 2 日  

發表〈中國文學討論中的迷失〉74，見《華僑日報》；1979 年 11 月，

再刊於《中外文學》(8 卷 6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中

國文學論集續篇》。  

9 月 28 日  

發表〈向孔子思想性格的回歸〉 75，見《中國人月刊》 (1 卷 8 期 )，

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  

10 月 8 日  

發表〈感舊〉，見《中國時報》，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 

10 月 10 日  

發表〈讀葉劍英講話的一些雜感之一〉，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續集》。  

10 月 16 日  

發表〈讀葉劍英講話的一些雜感之二〉76，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續集》。  

10 月 23 日、24 日  

發表〈響應沙卡洛夫的呼籲〉，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續集》。  

10 月 30 日  

發表〈歷史是可以信賴的 --聞朴正熙被槍殺〉，見《華僑日報》，收

入《徐復觀雜文續集》。  

11 月 6 日  

發表〈讀葉劍英講話的一些雜感之三〉，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續集》。  

11 月 14 日  

                                                 
74按，「論著繫年」繫於「1979 年 9 月 28 日」，標示：1979 年 9 月 22 日在新亞研究文

化講座講辭，重繫於「1979 年 10 月 2 日」。 
75按，「論著繫年」篇名多「為紀念民國 66 年孔子誕辰而作」。 
76按，「論著繫年」繫於「1979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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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神座觀念的災禍〉 77，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國際政治卷下》。  

11 月 20 日  

發表〈漫談中共第四屆文化大會〉，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續集》。  

11 月 27 日  

發表〈雜文自序〉 78，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一)論

中共》、《徐復觀雜文集(二)看世局》、《徐復觀雜文集(三)記所

思》、《徐復觀雜文集(四)憶往事》。 79 

12 月 4 日  

發表〈「亮起了紅燈」的呼喚〉，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續集》。  

12 月 11 日  

發表〈安定團結？藏垢分肥！〉 80，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續集》。 

12 月 18 日  

發表〈「神座觀念的災禍」續篇〉，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續集》。  

12 月 20 日  

致函柴曾愷，追述 1934 年春追隨黃紹竑駐歸綏，籌劃平定之策事。

後言各自子女的成就，表達思鄉之情，希望「一兩年內，極欲

返鄂一行」，「萬一在港隨草露以俱化，如得政府許可，亦當埋

骨灰於桑梓之地」。收入《徐復觀與中國文化》。  

12 月 28 日  

發表〈道德地因果報應觀念〉，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續集》。 

                                                 
77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78按，「論著繫年」篇名題「徐復觀雜自序」，繫於「1979 年 11 月 30 日」。 
79按，此「著述繫年」註云：即時報出版社所出《徐復觀雜文》四卷之〈自序〉，唯刊

於《華僑日報》者內容有所出入。 
80按，「論著繫年」篇名題「中共是安定團結，抑是藏垢分肥」。「著述繫年」註云：收

入《雜文續篇》時改名〈中共還是安定團結？抑是藏垢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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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民國 69 年)，七十八歲  

1 月  

發表〈展望八十年代〉 81，見《七十年代》(131 期 )，收入《徐復觀

雜文補編•國際政治卷下》。  

1 月 4 日  

發表〈跨進八十年代的門限〉，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續集》。  

1 月 12 日  

發表〈港事趣談〉 82，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兩

岸三地卷下》。  

1 月 17 日、18 日  

發表〈《周官的成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自序〉83，見《華僑日報 》，

收入《中國文學論集》、《周官的成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徐

復觀最後雜文集》。  

1 月 20 日  

致函柴曾愷，提及「奉元月九日手教」，一則表示「但願一兩 年 內 ，

我們有聚首的機會」。一則說到因「寫文章批評了蔣經國的『青

年反共救國團』」，怕連累到高小同班同學周召南而不方便前往

拜訪事。一則感嘆子女皆學科技，無人可繼承家學。一則抄錄

〈1960 年 9 月，雷震以言論被捕下獄，和孫克寬教授感事詩一

首〉、〈奉和彭醇士先生見貺之作〉及彭醇士贈詩。 

1 月 23 日、24 日  

發表〈蘇聯侵佔阿富汗後的天下大勢〉84，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續集》。 

2 月 1 日  

發表〈八十年代的中國〉85，見《中報月刊》(創刊號 )，收入《徐復

觀雜文續集》。  

                                                 
8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82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8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84按，「論著繫年」繫於「1980 年 2 月 23 日」。 
85按，「論著繫年」標示：「198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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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6 日  

發表〈政治野心與自由選擇〉 86，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續集》。  

2 月 12 日  

發表〈蘇聯世界大戰戰略的展開〉，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續集》。  

2 月 27 日  

發表〈讀艾青「新詩應該受到檢驗」〉，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雜文續集》。  

3 月 4 日  

發表〈劉少奇平反與人類的良知良識！〉，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續集》。 87 

3 月 11 日、18 日  

發表，見《華僑日報》刊出〈缺少了些什麼〉88，收入《徐復觀雜文

續集》。  

3 月 25 日  

發表，見《華僑日報》刊出〈我又一次不是「丈夫」了！〉89，收入

《徐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4 月  

出版《新版學術與政治之間》 90(學生書局版)。  

4 月 1 日  

發表〈悼念孫立人將軍〉 91，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補

編•思想文化卷下》。  

4 月 4 日  

                                                 
86按，「論著繫年」繫於「1980 年 2 月 7 日」。 
87按，「著述繫年」註云：收入《雜文續篇》時改名沒有感嘆號。 
88按，「論著繫年」繫於「1980 年 3 月 1 日」，篇名多「鄧小平」。「著述繫年」註云：收

入《雜文續篇》時改名〈鄧小平缺少了些什麼〉。 
89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90〈新版自序〉云：「經過二十多年，這部雜文，又由學生書局在臺灣重新版印行，主

要是來自馮愛群先生和我三十五六年的深厚友誼。……裡面的文章，都是住在臺中

時寫的，也是由臺中的朋友彙印成書的。」 
9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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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末光碎影〉 92，見《中國時報》；1981 年 1 月 10 日，再刊於

《湖北文獻》 (58 期 )；1982 年 5 月，再刊於《傳記文學》 (40

卷 5 期)，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  

4 月 10 日  

發表〈平凡中的偉大 --永憶洪炎秋先生〉，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續集》。  

4 月 14 日  

發表〈《學術與政治之間新版》自序〉93，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學

生書局新版)。  

4 月 15 日  

發表〈伊朗巴列維與科米尼的比較觀〉，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續集》。  

4 月 17 日至 20 日  

發表〈王夢鷗先生「劉勰論文的觀點試測」一文的商討〉94，見《中

國時報》，收入《中國文學論集續篇》。  

4 月 23 日  

發表〈政治參與和社會生活自由〉，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續集》。  

4 月 30 日  

出版《徐復觀雜文集》 95(四冊：論中共 96、看世局 97、記所思 98、憶

                                                 
92按，「論著繫年」繫於「1980 年 4 月 5 日」。 
93按，「著述繫年」未收錄。 
94按，王夢鷗〈劉勰論文的觀點試測〉，發表於《中外文學》第 8 卷 8 期，1980 年 1 月，

頁 6-19。 
95按，〈雜文自序〉云：「蕭君欣義，……去年夏季，他利用休假時期，在香港大學及香

港中文大學，收集研究資料。……我偶然向他說，『這些年來在報刊上刊出的一些雜

文，你有沒有時間為我看一篇？把其中太無聊的淘汰掉，把你覺得還有些意味的彙

印出來，作為生命歷程中的紀念』。他於是放下自己的工作，……再按年月分次序，

按性質分類別，殘缺的還想方法搜補，再把整理好的影印一全份，連同抽出的，交

我自己保存，他帶著可以付印的到臺北，又由大學時代同期同學的陳君淑女重閱一

遍，……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是我四十年的老友。偶然在他給我的長途電

話中我問他，是否方印這些雜文？他慨然允諾。」楊乃藩〈跋〉云：「我在將題材瀏

覽一過之後，建議把全部文字分為四大類，即：(一)論中共、(二)看世局、(三)記所思、

(四)憶往事。大體上把各文容納進去，分為四冊，而各冊的篇幅又不致相差過巨。當

蒙復觀先生及蕭博士首肯。」「論著繫年」繫於「1980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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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一)論中共收錄的篇名如下：1.對人民公社之觀察；2.論中共的修正主義；3.對中共九

全大會的一考察；4.評江青的樣板藝術；5.中共的文化問題；6.對岳王墳的懷念；7.

論「古為今用」；8.再論「古為今用」；9.深有感於毛澤東之言；10.毛澤東與斯大林的

同異之間；11.論林彪之死；12.毛澤東為中國人民出口氣吧；13.毛澤東太過份了；14.

周恩來的地位及其最近的發言；15.一九七三年的待望；16.反什麼潮流；17.一番沉重

的良心話；18.誰是中國的皇帝；19.古今同「病」；20.身後是非誰管得；21.鄧小平的

嘴臉；22.愚、鬪之國；23.周恩來逝世以後；24.對大陸政局的一探測；25.國事雜談；

26.用三句話作判斷；27.冀東大地震的聯想；28.秦始皇與毛澤東之死；29.毛澤東死後

的「毛思想」問題；30.事有必至、理有固然；31.我能說點什麼；32.一個「政權的基

礎」問題；33.中共問題斷想；34.華國鋒們的突破與難題；35.四人幫的主要毒害是在

文化學術；36.大陸政情管窺；37.讀毛選集五卷雜感之一；38.讀毛選集五卷雜感之二；

39.讀毛選集五卷雜感之三；40.讀毛選集五卷雜感之四；41.中共目前的困擾；42.讀馮

至「論洋為中用」；43.鄧小平的挫折；44.評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45.所聞！所思；46.國族無窮願無極，江山遼濶立多時；47.虛、靈、不昧；48.文化賣

國賊；49.四個現代化以外的問題之一；50.保持這顆「不容自己的心」；51.國族與政

權；52.不可否定人類的基本「認知」能力；53.孔子與柏拉圖；54.孔子在中國的命運；

55.孔子的「華夷之辨」；56.日本一位現代知識份子對論語的反省；57.為孔子作證的

一位外國學者；58.孔子歷史地位的形成；59.人類之寶的古典--論語；60.韓非心目中

的孔子；61.面對時代淺談孔子思想；62.一段往事；63.孔子與論語；64.中共還沒有承

認孔子的能力；65.再論中共對孔子地位的承認問題；66.孔門師弟；等 66 篇，及四冊

都有收錄的楊乃藩〈跋〉。 
97(二)看世局收錄的篇名如下：1.強國與善國；2.保障世界和平所不能缺少的一個基本原

則；3.為人類長久生存的新嚮；4.運命的播弄；5.維護人類可以共同生存的一條基線；

6.「暴力世界化」中的典型人物；7.西歐文明的顛倒；8.和平與民生；9.天氣預報與思

領導；10.只有「國交主義」，沒有「國際主義」；11.人類的智慧來自東方；12.論李承

晚；13.朝鮮勞動黨的「主體思想」；14.由國際政黨走向血緣政黨的歷程；15.在日本

暴力主義的背後；16.川端康成之死；17.日本三島由紀夫案件的判決；18.觀念、良心

--森恆夫的自殺；19.日本社會黨的前途；20.日本文學的一動態；21.壹是皆以修身為

本；22.日共的和平革命路線；23.日本社會黨左派的「大腦麻痺症」；24.日共在大選

中慘敗的教訓；25.漢字在日本的考驗；26.從劫機事件看日本的民族性；27.讀鄭學稼

教授著日本史；28.越南政變的悲喜劇；29.宗教鬪爭與東南亞前途；30.上帝、良心、

南越；31.良心、政治、東方人；32.生活的意識、型態，決定生存的權利；33.南越兩

次軍事侵略行動所引起的問題；34.不僅是「葛伯仇餉」故事的重演；35.「遠東古巴」

的出現；36.中共越共應增加歷史了解；37.終於要打這一仗；38.落後國家實行社會主

義的難題；39.阿拉伯人今後的選擇；40.政治藝術與政治現實；41.英雄地現實主義；

42.從法國此次大選看民主政治；43.立國精神與現實利益；44.英國正向「吃光主義」

邁進；45.概念偶像崇拜的災害；46.英國撒切爾夫人的旋風與迷惘；47.介紹一部假期

讀物；48.什麼是美國今日的根本問題；49.美國人應當接受的三大教訓；50.美國大學

學生的轉向；51.美國科學技術的問題及其對策；52.暴力與民主政治；53.民主政治危

機的另一形態；54.一種文化沒落的信號；55.何年何月，我們才能出現水門事件；56.

美國政治的夢魘；57.美國水門事件的歸結；58.民主政治的另一角度；59.人自身能力

的恢復與解放；60.人權外交的光輝與困惑；61.知識份子與共產黨；62.什麼原因造成

阿倫第的悲劇；63.另一形態的共產黨；64.製共與反共；65.意共的「歷史妥協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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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99，時報文化初版 ) 

                                                                                                                              
66.世界在「變」；67.在歐共會議中，蘇聯的讓步與收穫；68.歐洲共產主義與列寧主

義；69.「極左派」的本質；70.認取蘇聯所給與人類的教訓；71.人類前途的新保證；

72.極權政治與史學；73.有感於蘇俄為烏克倫佐夫之言；74.蘇聯與人性的博鬪；75.

蘇聯的人權問題；76.抑制蘇聯，是國際政治上的中心任務；77.索忍尼津的呼喚；78.

蘇聯經濟危機所牽涉的根本問題；79.深為索忍尼津慶幸；80.由索忍尼津事件所引起

思考；81.蘇聯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與謊言；82.日蘇間，雜誌與廣播的對話；83.蘇聯史

達林統治體制的反動本質；84.蘇共的無恥；85.蘇聯「有限主權論」的擴張與貫徹；

86.在蘇聯魔爪下的人權抗爭；87.蘇聯的新憲法草案；88.再論蘇聯新憲法草案；89.

沙卡諾夫的孤獨；90.布里茲湼夫的伎倆；等 90 篇。 
98(三)記所思收錄的篇名如下：1.答輔仁大學歷史學會問治古代思想史方法書；2.我的若

干斷想；3.「辨偽」之不易的一例；4.先秦名學與名家；5.當前思想家的任務；6.自由

中國當前的文化爭論；7.觀念的貧困與混亂；8.文化的「進步」觀念問題；9.西方文

化沒有陰影；10.一位法國人士心目中的中日文化異同；11.一個中國人在文化上的反

抗；12.多為國家學術前途著想；13.徐復觀先生談中國文化；14.良知的迷惘；15.虛偽

地學術爭論；16.回給王雲五先生的一封公開信；17.白話、白話文、白話文學；18.中

國藝術雜談；19.畢加索的時代；20.再論畢加索；21.附錄：藝術不可有大同(胡菊人)；

22.一顆原始藝術心靈的出現；23.中共文化界中的「風派人物」；24.由秦俑的聯想；

25.由「楊門女將」的聯想；26.「民主政治價值之衡定」讀後感；27.自由的討論；28.

論政治領導的藝術；29.反極權主義與反殖民主義；30.自由主義的變種；31.國家的兩

重性格；32.個人主義的沒落；33.封建主義的復活；34.暴力主義的去路；35.概念政治？

人民政治；36.西方文化中的「平等」問題；37.迷幻藥下的狂想曲；38.現在應該是人

類大反省的時代；39.從一個國家來看心、物、與非心非物；40.線裝書裏看團結--答

客問；41.從宣傳問題看我們的前途；42.中國人與美國人；43.袁紹與曹操；44.劉備白

帝城托孤；45.人類需要思想上的和平共存；46.聰明、知識、思想；47.兒童的成長與

家庭；48.「三賤」與「三狗」；49.中國人對於國家問題的心態；50.中國人可以不紀

念七七嗎；51.辛亥革命的意義與教訓；52.我們的中央民意代表；53.人民及大專學生

的判斷能力問題；54.東與西的心的接觸；55.從日本人的艮心說起；56.擴大求真的精

神吧；57.呂氏春秋中的「師道」；58.大學教育的難題；59.老猶栽竹與人看；60.談買

辦；61.滄海遺珠；62.新年雜感--混亂中的探求；63.從怪異小說看時代；64.由兩封書

信所引起的一點感想；65.中國古代婦女的地位問題；66.什麼是人生究極的意義；67.

「社會規範」問題；68.辯證法下的人類前途；69.湯恩比對中國的待望；70.知識良心

的歸結--以湯恩比為例；70.讀顧亭林「生員論」及其他；71.年頭絮語；72.兩個和尚

的「話頭」；73.逝者如斯夫不舍(捨)晝夜；74.面對我們國家若干問題的思考；75.烈士

暮年憂國之心；等 75 篇。 
99(四)憶往事各書收錄的篇名如下：1.軍隊與學校；2.抗日往事；3.垃圾箱外；4.娘子關

戰役的回憶；5.瞎遊雜記之一；6.瞎遊雜記之二；7.瞎遊雜記之三；8.瞎遊雜記之四；

9.瞎遊雜記之五；10.瞎遊雜記之六；11.瞎遊雜記之七；12.瞎遊雜記之八；13.瞎遊雜

記之九；15.瞎遊雜記之十；15.瞎遊雜記之十一；16.瞎遊雜記之十二；17.從「瞎遊」

向「眯遊」；18.和妻在一起；19.一個偉大書生的悲劇；20.一個偉大地中國地臺灣人

之死；21.懷念溥心畬先生；22.溥心畬先生畫冊序；23.痛悼吾敵，痛悼吾友；24.附錄；

殷海光「病中語錄」；25.對殷海光先生的憶念；26.悲魯迅；27.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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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出版《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 100(學生書局版 )。  

發表〈人生道上突破中的友誼 --祝

胡秋原先生七旬大慶〉101，見

《中華雜誌》(18 卷 5 期 )，收

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

化卷下》。  

5 月 8 日  

發表〈中國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據問

題〉 102，見《華僑日報》，收

入《兩漢思想史卷三》、《中國

思想史論集續篇》。  

5 月 13 日、14 日  

發表，〈提多是怎樣會走出他自己

的道路〉 103見《華僑日報》，

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  

5 月 20 日、21 日  

發表〈大家應好好研讀陳雲的兩篇講話〉，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特性；28.感逝；29.悼念魯實先教授；30.悼念蕭一山、彭醇士兩先生；31.悼念葉榮鐘

先生；32.悼念戴君仁教授；33.「死而後已」的民主鬪士；34.熊十力先生之志事；35.

遠奠熊師十力；36.哀唐生；37.話鬼；38.港居零記；39.上下兩代之間的問題；40.太平

山上的漫步漫想；41.春節懷舊；等 41 篇。 
100按，〈自序〉云：「周官的成立年代及其思想性格，是爭論了約兩千年之久，而尚未

獲得解決的問題。……我這篇長約十萬字的文章，是為了解決此一問題而寫出

的。……本文動筆於一九七九年四月之末，至九月初始寫成初稿；又花了一個多月

的整理時間。」篇末署「一九八○年一月十日於九龍寓所」，版權頁出版日期為「民

國六十九年五月初版」，但「論著繫年」繫於「1980 年 6 月」。是書共分為十七個單

元，名稱如下：1.引言；2.以官制表達政治理想的思想線索；3.思想線索在漢代的演

進；4.思想線索發展的結果--周官的成立；5.文獻線索的考查；6.王莽、劉歆制作周

官歷程的探索；7.周官在文字結構中所反映出的時代背景；8.周官在思想構成中所反

映出的時代背景；9.周官成立的文獻背景；10.周官組織體的形成與管仲；11.讀法--
以吏為師；12.周官中的土田制度與生產觀念；13.周官中的賦役制度；14.周官中的商

業與商稅；15.周官中的刑罰制度；16.周官中的教化(教育)思想；17.雜考。 
10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02按，「論著繫年」繫於「1979 年 9 月」，篇名多「《兩漢思想史卷三》代序」。 
103按，「論著繫年」繫於「1980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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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觀雜文續集》。  

5 月 22 日  

發表〈答薛順雄教授商討「白日依山盡」詩 〉104，見《中 國時 報 》，

收入《中國文學論集續篇》。  

5 月 27 日  

發表〈華國鋒何以還要「興無滅資」？〉，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續集》。  

6 月 1 日  

發表〈陸機文賦疏釋初稿〉，見《中外文學》 (9 卷 1 期 )，收入《中

國文學論集續篇》。  

6 月 3 日  

發表〈在競賽中來自越南的威脅〉，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續集》。  

6 月 10 日  

發表〈文藝與政治 --由「七十年代」兩篇文章所引起的思考〉，見《華

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  

6 月 18 日  

發表〈我所經驗到的香港醫療問題〉105，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補編•兩岸三地卷下》。  

6 月 26 日  

發表〈科米尼的「盡頭路」〉 106，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續集》。  

7 月 1 日  

發表〈悼念司馬長風先生〉，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續

集》。  

7 月 8 日  

發表〈驅向第三次世界大戰途程中的喘息機會〉，見《華僑日報》，

                                                 
104按，是篇「前言」是答覆薛順雄的文字，提及：「當收到你四月二十五日來信，及余

光中、吳宏一兩先生和你自己商討『白日依山盡』一詩的三篇文章，……你的文章，

是由余光中先生『重登鸛雀樓』，及吳宏一先生『讀重登鸛雀樓』兩文所引起的」。 
105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06按，「論著繫年」繫於「1980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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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  

7 月 15 日  

發表〈有感於胡耀邦的談話〉107，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續集》。  

7 月 22 日  

發表〈一個普通中國人眼裡的毛澤東〉，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觀雜文續集》。  

7 月 29 日  

發表〈中共能不能改變研究「歷史文化」的態度與方法〉，見《華僑

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  

8 月  

發表〈熊十力大師未完成的最後著作 --《先世述要》按語〉108，見《明

報月刊》(176 期 )，收入《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8 月 6 日  

發表〈毛思想、西藏及其他〉109，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

文續集》。  

8 月 12 日  

發表〈簡答余光中先生「三登鶴雀樓」〉 110，見《中國時報》，收入

《中國文學論集續篇》。  

8 月 13 日  

發表〈香港二三事〉111，見《華僑日報》，收入《徐 復 觀 雜文補 編 •

兩岸三地卷下》。  

8 月 17 日  

接受《中國時報》記者林鎮國、廖仁義、高大鵬三位聯合專訪，以

〈擎起這把香火〉為大標題 112，暢談其「學思過程與人文前途」，

                                                 
107按，「論著繫年」繫於「1980 年 7 月 5 日」。 
108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09按，「論著繫年」繫於「1980 年 8 月 5 日」。 
11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余光中〈三登鸛雀樓〉於 1980 年 7 月 15 日在《中國時報》

發表。 
111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12按，「論著繫年」篇名多「當代思想的俯視」，標示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王鎮

國、廖仁義、高大鵬聯合採訪」，篇末僅署「一九八○年八月中國時報」。實則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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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 

《中國時報》以「清理漢代經學史，待破除兩項迷信。徐復觀指『而

易為之原』非是，各經一線單傳之說謬不可信」為標，刊登他

於 16 日在「國際漢學會議哲學思想組」討論會上的論點。  

8 月 24 日  

下午 3 時，參加台北市湖北同鄉會在台北市延平南路三軍軍官俱樂

部至善軒，舉行歡迎回國參加「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的同鄉

漢學家的茶會，由同鄉會理事長雷法章主持。  

9 月  

出版《徐復觀文錄選粹》 113(蕭欣義編，學生書局初版) 114。 

                                                                                                                              
的篇名大字「擎起這把香火」，另有小字「當代思想的俯視--訪徐復觀教授談學思過

程與人文前途」。 
113按，〈文錄自序(補記)〉云：「此文錄是何步正先生擔任環宇出版社主編時，為我編印

的。一共分成四冊。編印尚未完成，何先生即離開臺北，所以錯落很多。……蕭君

欣義編的選粹，是從這四冊文錄中選出來的。其中的文章，多寫於六十年代的初期。」

篇末署「一九八○年六月八日徐復觀」。蕭欣義〈一位創新主義的傳統觀--《徐復觀

文錄選粹》編序〉云：「六十年化雜文(包括五十年代末期)，多收錄在《徐復觀文錄》

(一九七一年由臺北環宇出版社印行)。《文錄》有四冊，收錄雜文一百三十八篇，徐

師囑咐我選錄精華，定名《徐復觀文錄選粹》。《選粹》收文四十六篇，編幅約為《文

錄》之三分之一。這四十六篇粗略分成三類：一、文化類，二十七篇；二、文學，

藝術類，十一篇；三、自述及懷念親友類，八篇。」篇末署「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

日蕭欣義敬序於臺灣臺北」，又補誌云：「承學生書局董事長馮愛群先生厚意，慨允

增加篇幅，茲再補上十二篇(文化類九篇，文學藝術類二篇，自述類一篇)。」各類收

錄的篇名如下：(一)文化類，收：1.當前讀經問題之爭論；2.方望溪論清議；3.櫻花時

節又逢君；4.不思不想的時代；5.從生活自文化；6.從外來語看日本知識份子的性格；

7.日本的鎮魂劑--京都；8.京都的山川人物；9.鋸齒型的日本進路；10.對日本知識份

子的期待；11.日本民族性格雜談；12.「人」的日本；13.科學與道德；14.思想與時代；

15.歐洲人的人文教養；16.傳統與文化；17.一個新的探索；18.論傳統；19.中國文化的

層級性；20.今日大學教育問題；21.再談知識與道德問題；22.過份廉價的中西文化問

題；23.社會將如何返老還童；24.為馬來西亞的前途著想；25.我們在現代化中缺少了

點什麼--職業道德；26.被期待的人間像的追求；27.朱熹與南宋偏安；28.在蘇聯的人

性的考驗；29.一個偉大知識份子的發現；30.民主評論結束的話；31.在歷史教訓中開

闢中庸之道；32.保持人類正常的心理狀態；33.中日吸收外來文化之一比較；34.中國

知識份子的責任；35.中國文化中的罪惡感問題；36.由「董夫人」所引起的價值問題

的反省。(二)文學、藝術類，收：1.中國文學中的想像問題；2.中國文學中的想像與

真實；3.達達主義的時代信號；4.從藝術的變，看人生的態度；5.現代藝術對自然的

叛逆；6.泛論形體美；7.泛論報紙小說；8.藝術的胎動，世界的胎動；9.現代藝術的永

恒性問題；10.永恒的幻想；11.摸索中的現代藝術；12.抽象藝術的斷想；13.詩的個性

與社會性問題。(三)自述、懷念親友，收：1.舊夢‧明天；2.賣屋；3.我的教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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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10 月至 12 月  

發表〈先漢經學的形成〉 115，見《明報月刊》 (15 卷 9 期、10 期至

12 期)；1980 年 10 月，再刊於《中

國文化月刊》(12 期 )，收入《中

國經學史的基礎》、《中國史學論

文選集》(幼獅文化公司，1988

年 3 月)。  

9 月中旬  

應錢思亮院長之邀請，回台灣參加

「國際漢學會議」。因身體不適，

到臺大醫院進行健康檢查，發現胃

癌，接受手術，短期療養後返香

港。 116 

9 月 28 日  

發表〈重來與重生〉117，見《中國時報》，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 

10 月 20 日  

撰〈詩文舊稿序〉，自云：「余愧不能詩，有所作，亦隨即棄去，現

                                                                                                                              
4.我的讀書生活；5.我的母親；6.無慚尺布裹頭歸；7.王季薌先生事略；8.悼念熊十力

先生；9.有關熊十力先生片鱗隻爪；10.哭高阮。 
114按，曹永洋〈悲情與良知/編後記〉云：「1978 年 8 月闊別十多年，學有所成的學長蕭

欣義兄遠從執教的加拿大第一次返鄉，他在香港見到了恩師徐復觀教授，並且利用

休假的期間替徐師理了下列幾部著作：《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徐復觀雜

文》(論中共、看世局、記所思、憶往事)四冊、《徐復觀文錄選粹》及重閱《學術與

政治之間》(甲、乙集)，並由他和陳淑女擔任校對工作，其中《文錄選粹》一書是從

1971 年環宇出版社印行的四冊《徐復觀文錄》選出六十一篇文字編輯成書的，此書

印行時錯落甚多，且已絕版多年(我在《文錄選粹》序文徐師的補誌上發現該社自印

出後，未曾支付作者分文版稅)。」 
115「小傳」記載：「六十九年五月，病中勉力寫成〈先漢經學之形成〉一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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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5 月，老師罹病，飲食不順，精神疲困，卻強自振作寫成〈先漢經學之形成〉一

文，並在這一年夏天於中央研究院主辦的漢學會議中提出。會後到臺大醫院檢查，

知是胃癌，即動割除手術。」 
116「小傳」記載：「九月，回國出席由中央研究院主辦之『國際漢學會議』，並提出前

撰(指〈先漢經學之形成〉)之論文，會後至臺大醫院檢查，知係胃癌，即動割除手術，

稍事療養後返回香港，自此體力日衰。」 
117按，「論著繫年」繫於「1980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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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記憶所及，及友人開示者二十餘首，附錄於此，蓋十不存一

矣。」 118收入《中國文學論集續篇》。  

11 月 14 日至 16 日、18 日  

發表〈舊封建專制與新封建專制〉，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

雜文續集》。  

11 月 16 日  

發表〈台灣瓜果〉 119，見《中國時報》，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  

12 月  

發表〈皎然詩式「明作用」試釋〉，見《中外文學》 (9 卷 7 期 )，收

入《中國文學論集續篇》。  

12 月 9 日  

發表〈張佛千先生文集序〉120，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雜文

補編•思想文化卷上》。  

12 月 16 日  

發表〈民主是可以走得的一條路 --看台灣這次補選〉121，見《華僑日

報》，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12 月 23 日  

發表〈假定華國鋒真正完蛋〉122，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觀最

後雜文集》。  

12 月 31 日  

發表〈來的是哪一位「王先生」〉 123，見《華僑日報》，收入《徐復

觀最後雜文集》。  

                                                 
118按，《聯合報》1960 年 11 月 1 日刊載東方望〈多「詩」之秋〉，引錄「〈落葉〉二首」，

一為「飄風乍過萬林瘖，霧繞千峰夕照沉。一葉墮階驚殺氣，微霜接地感重陰。知

無來日甘遺臭，好甜殘羹漫黑心。辜負詩人悱惻意，空山苦作候蟲吟。」一為「蕭

肥蘭瘦鳳鸞瘖，夕落朝榮一例沉。也自蔥龍霑雨露，何堪憔悴變晴陰。辭枝信有回

春日，墜地元無惜死心。月冷山空勞悵望，飄零合付白頭吟。」註云：「〈落葉〉二

首為徐復觀、張百成二先生近作，寄託遙深，不同凡響。錄自《華晚》之『瀛海同

聲』。」 
119按，「論著繫年」繫於「1980 年 10 月 24 日」。 
120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21按，「論著繫年」篇名無「看台灣這次補選」。 
122按，「論著繫年」未收錄。 
123按，「論著繫年」未收錄。但有「徐復觀先生談中國文化」，標示；文化大革命後 7、

8 年，收入「徐復觀雜文集(三)記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