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目錄 

23 

研究目錄 

台灣楚辭研究論著目錄(1947-2016)(二) 

陳亮 、許應田  

(二)會議論文 

1.張壽平，〈論離騷之章節〉，《國立政治大學三十週年紀念論文集》(1957 年 5

月)，頁 383-396。 

2.蘇雪林，〈屈原〉，《中國文學史論集》第 1 期(1958 年 4 月)，頁 11-28。 

3.傅錫壬，〈從莊子思想析論屈原之死〉，《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1981 年 10 月)，頁 551-570。 

4.彭毅，〈析論《楚辭‧九歌》的特質〉，《臺靜農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1981

年 11 月)，頁 271-324。 

5.彭毅，〈在中國古代文學裡遊仙思想的形成--《楚辭》〈遠遊〉溯源〉，《鄭因

百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1985 年 6 月)，頁 559-602。 

6.傅錫壬，〈楚辭天問中周族神話解析〉，《第一屆先秦學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1993 年 4 月)，頁 43-63。 

7.廖棟樑，〈雙重旋律：論揚雄〈反離騷〉〉，《兩漢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5

年)，頁 359-353。 

8.廖棟樑，〈古代《楚辭》文化研究小史--以南北文化論爭為主據〉，《王夢鷗教

授九秩壽慶論文集》(1996 年)，頁 303-338。 

9.廖棟樑，〈接受美學與《楚辭》學史研究〉，《國文學史暨文學批評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1996 年)，頁 67-86。 

10.張清萱，〈楚文化田野考察的新成果--[林河(李鳴高)著]《九歌與沅湘民俗》

評介〉，《興大中文研究生論文集》第 1 期(1996 年 1 月)，頁 226-229。 

11.李亦園，〈端午與屈原--傳說與儀式的結構關係再探〉，《中國神話與傳說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1996 年 3 月)，頁 319-335。 

12.高大威，〈屈原及其作品蘊義之分析〉，《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1996 年 12 月)，頁 261-290。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3&ZD112）、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5CZW012）、

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13ZWC014） 
 南通大學楚辭研究中心副教授 
 南通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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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吳曉青，〈試論〈卜居〉和〈漁父〉〉，《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1996 年 12 月)，頁 583-605。 

14.高秋鳳，〈從宋玉神女賦到江淹水上神女賦--先秦至六朝神女賦之發展〉，《第

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6 年 12 月)，頁 845-868。 

15.陳怡良，〈屈賦之「變」與「不變〉，《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96 年 12 月)，頁 207-237。 

16.魯瑞菁，〈〈離騷〉「飛天」與「求女」母題析探〉，《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

文集》(1999 年)，頁 1045-1051。 

17.廖棟樑，〈以外化內：論王維的《楚辭》研究〉，《香港明清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0 年)，頁 1-46。 

18.魯瑞菁，〈〈離騷〉飛天遠遊的時間問題〉，《慶祝周一田先生七誕辰論文集》

(2001 年 3 月)，頁 253-297。 

19.彭毅，〈楚辭中運用神話的類型〉，《臺靜農先生百歲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1 年 12 月)。 

20.魯瑞菁，〈寫實與虛構的空間圖像--論屈原〈九章〉中的羈遊與昇遊〉，《第

三屆全國現代思潮學術研討會》(2002 年 6 月)。 

21.陳怡良，〈〈九章〉修辭藝術舉隅〉，《中國楚辭學(第二輯)--2002 年楚辭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輯》(2003 年 1 月)，頁 83-123。 

22.廖棟樑，〈寓情草木：〈離騷〉香草論及其所衍生的比興批評〉，《李毓善教

授任教輔大四十週年志慶論文集》(2004 年)，頁 321-351。 

23.高秋鳳，〈楚辭大招作者考辨〉，《許錟輝教授七秩祝壽論文集》(2004 年 9

月)，頁 575-600。 

24.廖棟樑，〈知人論世：論蔣驥《山帶閣注楚辭》〉，《第二屆文本與實在--人文

學中的詮釋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2004 年 12 月)，頁 1-37。 

25.廖棟樑，〈忠誠之情，懷不能已--論班固的屈原觀〉，《王靜芝教授九十冥誔

紀念學術研討會》(2005 年)，頁 245-268。 

26.魯瑞菁，〈運用聲韻學知識研究〈離騷〉舉隅〉，《第九屆國際暨二十三屆全

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2005 年 5 月)。 

27.魯瑞菁，〈屈莊太陽崇拜神話三則〉，《楚辭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 年 7 月)。 

28.彭毅，〈離騷眾芳的神話世界〉，《鄭因百先生百歲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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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7 月)。 

29.魯瑞菁，〈王逸《楚辭章句》與兩漢經學〉，《首屆中國經學學術研討會》(2005

年 11 月)。 

30.鐘宗憲，〈論《楚辭》神話的體系構建〉，《第四屆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

上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論文集》(2005 年 11 月)。 

31.高秋鳳，〈《楚辭‧九章》思想意識探析〉，《第四屆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

會：上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論文集》(2005 年 11 月)，

頁 183-199。又，高秋鳳，〈《楚辭‧九章》思想內涵探析〉，《先秦兩漢學術》

第 7 期(2007 年 3 月)，頁 17-54。 

32.許又方，〈《九歌》中的時間意象〉，《第四屆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上

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論文集》(2005 年 11 月)。 

33.李豐楙，〈遍招與安頓：招魂禮、俗中的巫、祝複合問題：一個文本在不同

詮釋下的「諷諭」問題〉，《第四屆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上下求索--

《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論文集》(2005 年 11 月)。 

34.李慶國，〈梁啟超的屈原與楚辭研究略析〉，《第四屆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

會：上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論文集》(2005 年 11 月)，

頁 463-470。 

35.齊曉楓，〈明清劇作家的屈子情懷與藝術表現〉，《第四屆先秦兩漢學術國際

研討會：上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論文集》( 2005 年 11

月)，頁 501-515。 

36.呂正惠，〈謝靈運與楚辭〉，《第四屆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上下求索--

《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論文集》(2005 年 11 月)，頁 459-462。 

37.柯品文，〈探究中國古代神話中「天、人、神」三者關係：以《詩經》的〈大

雅.生民〉、〈商頌.玄鳥〉和《楚辭》的〈離騷〉、〈天問〉為研究對象〉，《第

四屆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上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

論文集》(2005 年 11 月)，頁 319-344。 

38.宣釘奎，〈由〈離骚〉與〈天問〉的神性異同所做的作者考〉，《第四屆先秦

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上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論文集》

(2005 年 11 月)，頁 361-372。 

39.王學玲，〈非怨、哀弔與戲語--明代「以騷名篇」的擬作書窵〉，《第四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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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上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論文集》

( 2005 年 11 月)，頁 331-354。正式刊載《輔仁國文學報》第 22 期(2006 年 7

月)，頁 257-286。 

40.陳怡良，〈屈原的審美觀及〈離騷〉的「奇」、「豔」之美〉，《第四屆先秦兩

漢學術國際研討會：上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論文集》(2005

年 11 月)。正式刊載《先秦兩漢學術》第 5 期(2006 年 3 月)，頁 1 - 54。 

41.許朝陽，〈遍遊神國的曼荼羅脈絡--從屈賦到河圖、洛書〉，《第四屆先秦兩

漢學術國際研討會：上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論文集》(2005

年 11 月)。正式刊載《先秦兩漢學術》第 5 期(2006 年 3 月)，頁 99-126。 

42.吳旻旻，〈漢中葉賦家對屈原喻託手法的承繼與應用〉，《第四屆先秦兩漢學

術國際研討會：上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論文集》(2005

年 11 月)。正式刊載《先秦兩漢學術》第 5 期(2006 年 3 月)，頁 127-149。 

43.彭毅，〈楚辭中幾種信仰之隱現及其特質〉，《第四屆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

會：上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論文集》(2005 年 11 月)。

正式刊載《先秦兩漢學術》第 5 期(2006 年 3 月)，頁 217-259。 

44.廖棟樑，〈向死而生：論屈原的死亡與不朽〉，《第四屆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

討會：上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論文集》(2005 年 11 月)。

正式刊載《先秦兩漢學術》第 5 期(2006 年 3 月)，頁 55-82。 

45.朝陽，〈遍游神國的曼荼羅脈絡--從屈賦到河圖、洛書〉，《第四屆先秦兩漢

學術國際研討會：上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論文集》( 2005

年 11 月)。正式刊載《先秦兩漢學術》第 5 期(2006 年 3 月)，頁 99-126。 

46.包根弟，〈論劉熙載評屈原〉，《第四屆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上下求索

--《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論文集》(2005 年 11 月)。正式刊載《先

秦兩漢學術》第 5 期(2006 年 3 月)，頁 165-185。 

47.陳煒舜，〈高元之及其楚辭學考述〉，《宋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 年

8 月)。正式刊載《宋代文化研究》2009 年第 1 期，頁 523-547。 

48.魯瑞菁，〈論《毛詩‧傳、箋》與《楚辭章句》說「興」之異同〉，《第四屆

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上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論文

集》(2005 年 11 月)。正式刊載《先秦兩漢學術》第 6 期(2006 年 9 月)，頁 1-37。 

49.衣若芬，〈〈九歌〉、〈湘君〉、〈湘夫人〉之圖像表現及其歷史意義〉，《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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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上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論

文集》(2005 年 11 月)。正式刊載《先秦兩漢學術》第 6 期(2006 年 9 月)，

頁 45-88。 

50.許學仁，〈楚地出土文獻與《楚辭》研究之「宏觀」「微觀」考察〉，《第四

屆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上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論

文集》(2005 年 11 月)，頁 251-262。正式刊載《先秦兩漢學術》第 6 期，(2006

年 9 月)，頁 89-106。 

51.許又方，〈蘇雪林《屈原與九歌》述評〉，《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紀念蘇雪林

教授暨創立五十週年學術研討會》(2006 年 11 月)。 

52.羅文玲，〈美麗與哀愁--論屈賦的象徵與諷喻〉，《中國楚辭學(第八輯)--2007

年楚辭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輯(一)》(2007 年 3 月)，頁 112-128。 

53.黃維樑，〈委心逐辭，辭溺者傷亂--從《文心雕龍·熔裁》論〈離騷〉的結構〉，

《中國楚辭學(第八輯)--2007 年楚辭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輯(一)》(2007

年 3 月)，頁 191-204。 

54.蘇慧霜，〈以情悟道--屈原對游仙文學之影響論略〉，《中國楚辭學(第九輯)--2007

年楚辭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輯(二)》(2007 年 5 月)，頁 243-264。 

55.陳煒舜，〈何喬遠及其《釋騷》〉，《中國楚辭學(第九輯)--2007 年楚辭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輯(二)》(2007 年 5 月)，頁 200-217。 

56.廖棟樑，〈稽其道里：蔣驥《山帶閣注楚辭》的地理論述〉，《國科會中文學

門 90-94 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2007 年 6 月)。又載《臺灣學術新視野：

中國文學之部(一)》(2007 年 6 月)。 

57.廖棟樑，〈論詩詩：王逸《楚辭章句》的韻體釋文〉，《第六屆漢代文學與思

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8 年 3 月)，頁 93-120。 

58.魯瑞菁，〈屈原仕進、隱逸與水死情結研究--以皐陶、彭咸與伍子胥三組人

物為參照系的討論〉，《第七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會議--文學與神話國

際學術研討會》(2008 年 3 月)。又載《興大中文學報》第 23 期增刊(2008 年

11 月)，頁 193-249。 

59.蘇慧霜，〈放情詠〈離騷〉--唐人祖述屈騷探微〉，《中國楚辭學(第十三輯)--2007

年中國漵浦屈原及楚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 5 月)，頁 288-306。又

載《雲夢學刊》2008 年第 3 期(2008 年 5 月)，頁 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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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廖棟樑，〈檮杌說：楚辭的歷史學〉，《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2008 年 5 月)。 

61.高秋鳳，〈論《楚辭》二招之藝術成就與評價問題〉，《第九屆中國修辭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8 年 5 月)，頁 525-551。 

62.魯瑞菁，〈〈高唐賦〉的民俗神話底蘊析論〉，《古典與現代文化表現學術研

討會》(2009 年 5 月)。 

63.蘇慧霜，〈續離騷而賦遠遊--屈賦與紀行辭賦之遊觀〉，《第八屆國際辭賦學

學術研討會》(2009 年 11 月)。 

64.高秋鳳，〈〈九歌〉之藝術成就〉，第六屆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

語言文學的跨文化交流〉》(2010 年 2 月)，頁 117-123。 

65.高秋鳳，〈二招體製與內容之比較〉，第二屆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韻文學的欣賞與研究》(2010 年 4 月)，頁 67-88。 

66.魯瑞菁，〈宋玉〈高唐賦〉問題研究五題〉，宋玉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0 月)。 

67.廖棟樑，〈圖譜與文學批評：論「《楚辭》學史」研究視野中的圖像--以屈原

像為例〉，文化視野下的文學批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1 月)。 

68.陳煒舜，〈葉向高及其楚辭論探賾〉，《中國楚辭學(第十四輯)--2007 年浙江

杭州屈原及楚辭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 年 1 月)，頁 77-95。 

69.魯瑞菁，〈〈離騷〉韻腳出韻現象二則小論〉，《中國楚辭學(第十四輯)--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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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 

台灣地區《楚辭》研究論著目錄，前輩學者一直在編纂，最近發表的論

文有高秋鳳教授的〈楚辭研究在台灣(1947--2009)〉(《雲夢學刊》2010 年第 6

期)。我們是在繼承前賢成果的基礎上，編寫了這份目錄。在此對前輩們深表

感謝。同時，我們還通過關鍵詞檢索的方式，對相關文獻重新做了全面的調

查與統計。調查結果可能存在疏漏與錯誤之處，請學界同道多加批評指正，

以便我們進一步修訂。在此，特別感謝吳福助教授對本目錄制作的關心與寶

貴意見，以及謝鶯興主編的精心編輯。本目錄是對台灣《楚辭》研究者們的

一次致敬。願《楚辭》研究在台灣繼續絢爛多彩，碩果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