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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參考書目及文獻資料 

 

 

 

 

 

◎壹．論主 

 

《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清 阮元校勘（台北：大化書局，1989）。 

《論語集釋》                        程樹德撰（北京：中華書局，1990）。 

《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清 阮元校勘（台北：大化書局，1989）。 

《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清 阮元校勘（台北：大化書局，1989）。 

《帛書老子校注》                      高明撰（北京：中華書局，1998）。 

《莊子集釋》                       清 郭慶藩（台北：貫雅文化，1991）。 

《老子四種》                              （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 

 

 

◎貳．歷代古人著作（依朝代及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漢〕司馬遷：  《史記》。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漢〕班固：    《漢書》。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漢〕許慎：    《說文解字》（台北：黎明文化，1996）。 

〔魏〕王弼：    《老子王弼注》。日 石田羊一郎 刊誤 （台北：河洛圖書出 

                 版社，1974）。 

〔魏〕何晏：     《論語集解》。王雲五 主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 

〔唐〕陸德明：  《經典釋文》。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編輯（濟南：山東友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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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1990）。 

〔宋〕朱熹：    《四書集註》（台南：大孚書局，1991）。 

〔宋〕黎靖德：  《朱子語類》。黎靖德 編（北京：中華書局，1999）。 

〔宋〕蘇轍：    《老子解》。明萬曆中繡水沈氏尚白齋刊本 嚴一萍 選輯（板 

                 橋：藝文印書館影印，1965）。 

〔明〕方以智：  《東西均》（上海：中華書局，1962）。 

〔明〕釋憨山：  《莊子內篇憨山註》收錄於《老子道德經憨山註；莊子內篇憨 

                 山註（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6）。 

〔清〕王先謙：  《荀子集解（上）（下）》。沈嘯寰 王星賢 點校（北京：中華 

                 書局，1997）。 

〔清〕王船山：  《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出版，1991）。 

〔清〕王船山：  《老子衍》。收錄於《船山全書》第十三冊（長沙：嶽麓書社 

                 出版，1991）。 

〔清〕王船山：  《莊子解》。收錄於《船山全書》第十三冊（長沙：嶽麓書社 

                 出版，1991）。 

〔清〕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文化，1996）。 

〔清〕黃式三：  《論語後案》。張涅 韓嵐 點校（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清〕黃宗羲：  《宋元學案》。全祖望 補修（北京：中華書局，2007）。 

〔清〕劉寶楠：  《論語正義》。清人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 

                 3）。 

 

 

◎參．近人著作（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于省吾主編：            《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9）。 

王淮：                  《老子探義》（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 

﹝日﹞中元村：          《中國人之思維方法》徐復觀 譯 （台北：學生書 

                         局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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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本杰明．史華慈：  《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程綱 譯 劉東 校（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法﹞弗朗索瓦．于連：  《聖人無意：或哲學的他者》蘭素偉 譯（北京：商 

                         務印書館，2004）。 

﹝美﹞休斯頓．史密士：  《人的宗教》劉述先 校訂 劉安雲 譯（台北：立緒 

                         出版社 2003）。 

﹝美﹞安樂哲．羅思文：  《自我的圓成：中西互鏡下的古典儒學與道家》彭 

                         國翔 編譯（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美﹞安樂哲．羅思文：    《《論語》的哲學詮釋》（北京：中國社科出版：2003）。 

牟宗三：                《才性與玄理》收錄於《牟宗三先生全集（二）》（ 

                         台北：聯經出版社，2003）。 

牟宗三：                《中國哲學十九講：中國哲學之簡述及其所涵蘊之 

                         問題》（台北：學生書局：1997）。 

牟宗三：                《中國哲學的特質》（台北：學生書局 1998）。 

﹝美﹞余紀元：          《德性之境—孔子與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余英時：                《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台北：時報文化，20 

                         07）。 

余英時：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社，1998）。 

余英時：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台北；聯經出版社 

                         ，1978）。 

余英時：                《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社，1976）。 

余英時：                《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生活．讀書．新 

                         知 三聯書店，2004）。 

吳怡：                  《新譯庄子內篇解義》（台北：三民書局，2004）。 

吳怡：                  《中庸誠的哲學》（台北：東大圖書，1976）。 

吳怡：                  《新譯老子解義》（台北：三民書局，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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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怡：                  《逍遙的莊子》（台北：東大書局出版，1984）。 

杜維明：                《杜維明文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 

杜維明：                《論儒學的宗教性：對中庸的現代詮釋》（武漢：武 

                         漢大學出版社，1999）。 

杜維明：                《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台北：東大 

                         書局出版，1997）。 

杜維明：                《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 

                         版社，1992）。 

杜維明：                《儒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杜保瑞：                 《莊周夢蝶—莊子新說》（北京：華文出版社，1997）。 

沈善增：              《還吾老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沈善增：                《還吾莊子：《逍遙遊》《齊物論》新解》（上海：學 

                         林出版，2001）。 

胡適：                  《胡適作品集》（台北：遠流出版社，1994）。 

韋政通：                《中國哲學詞典》（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9）。 

﹝美﹞倪德衛：          《儒家之道：中國哲學之探討》周熾成 譯（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徐復觀：                《中國人性論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 

徐復觀：                《中國思想史論集》（上海：上海書店，2004）。 

徐儒宗：                《中庸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 

﹝美﹞郝大維  安樂哲：  《通過孔子而思》何金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高柏圍：                 《莊子內七篇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 

許文倬：                《宗周禮樂文明考論》（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 

                         9）。 

崔大華：                《莊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張光直：                《中國青銅時代（第二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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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亨：                  《思文之際論集—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台北：允 

                         晨文化，1997）。 

張默生：                《莊子新譯》（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 

陳來：                   《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生活． 

                         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 

陳滿銘：                《中庸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 

陳鼓應：                《老莊新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陳鼓應：                《老子註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2007）。 

陳鼓應：                《莊子今注今譯》（北京：中華書局，2001）。 

陳鼓應：                《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陳鼓應 編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1999）。 

陳鼓應：                《莊子哲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7）。 

陳榮捷：                《王陽明與禪》（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 

陳榮捷：                《中國哲學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 

                         所，1994）。 

陳榮捷：                《中國哲學文獻選編（上）（下）》楊儒賓 譯 （台北 

                         ：巨流圖書，1993）。 

傅偉勳：                《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哲學與宗教」四 

                         集》（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9）。 

勞思光：                《中國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1981）。 

〔德〕雅斯貝斯：        《歷史的起源與目標》（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馮友蘭：                《三松堂全集》（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美﹞愛蓮心：          《向往心靈轉化的庄子—內篇分析》周熾成 譯（南 

                         京：江蘇人民，2004）。 

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楊伯俊 編著（北京：中華書局，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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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祖漢：                《中庸義理疏解》（台北：鵝湖，1986）。 

楊儒賓：                《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楊儒賓 編（台 

                         北巿：巨流出版，1993）。 

楊儒賓  黃俊傑：        《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楊儒賓 黃俊傑 編（台 

                         北：正中書局，1996）。 

楊儒賓：                《莊周風貌》（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91）。 

楊儒賓：                《儒家身體觀》（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發行，1996）。 

楊樹達：                《論語疏證》（上海：上海股及出版社，2007）。 

葛兆光：                《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 

                         想與信仰世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英﹞葛瑞漢：          《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03）。 

廖名春：                《郭店楚簡老子校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 

03）。 

﹝美﹞赫伯特．芬格萊特：  《孔子－即凡而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劉笑敢：                《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上）（下）》（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劉笑敢：                 《莊子哲學及其演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8）。 

劉長林：                《中國系統思維：文化基因的透視》（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1997）。 

劉長林：                《中國智慧與系統思維》（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9 

                         2）。 

蔡仁厚：                《儒學的常與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 

鄭紅蕾：                《從混沌到和諧—儒道理想與文化流變》（武漢：湖 

                         北人民出版社，1998）。 

鄭開：                  《德禮之間—前諸子時期的思想史》（北京：生活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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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新知，2009）。 

錢穆：                  《錢賓四先生全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 

錢穆：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台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 

                         2001）。 

錢穆：                  《孔子與論語》收錄《錢賓四先生全集（四）》（台北 

                         ：聯經出版社，1998）。 

錢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錢穆：                  《莊子纂箋》（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 

錢穆：                  《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龐樸：                  《東西均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 

 

 

◎肆．專文與期刊（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專文） 

﹝美﹞本杰明．史華慈：  〈孔子：《論語》的通見〉《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牟宗三：                〈向、郭之注莊〉《才性與玄理》收錄於《牟宗三先 

                         生全集（二）》（台北：聯經出版社，2003）。 

余英時：                〈儒家「君子」的理想〉收錄於《中國思想傳統的 

                         現代詮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余英時：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收錄於《知 

                         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 

                         業，2007）。 

杜保瑞：                〈中庸哲學體系探究〉收錄於《孔學與二十一世紀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 

杜維明：                〈東亞思想觀念中的「道德共範」〉收錄於《儒家思 

                         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台北：東大書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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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杜維明：                〈儒家論做人〉收錄於《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 

                         自我認同》（台北：東大圖書，1997）。 

杜維明：                〈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人的價值〉收錄於《儒家思想 

                         －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台北：東大書局，19 

                         97）。 

杜維明：                〈仁：《論語》中一個充滿活力的隱喻〉收錄於《儒 

                         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台北：東大書局 

                         ，1997）。 

杜維明：                〈仁與禮之間的創造性張力〉收錄於《杜維明文集》 

                         第四卷（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 

杜維明：                〈仁與修身〉收錄於《杜維明文集》第四卷（武漢 

                         ：武漢出版社，2002）。 

杜維明：                 論著選譯：〈修身〉。收錄於《杜維明文集》第四卷 

                        （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 

狐安南：                〈《莊子》中的經驗形態：感應與反應〉收錄於楊儒 

                         賓 黃俊傑 編：《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台北： 

                         正中書局，1996）。 

胡適：                  〈說儒〉收錄於《胡適作品集 15》（台北：遠流出版 

                         社，1994）。 

徐復觀：                  〈以禮為中心的人文世紀之出現，及宗教之人文化〉 

                        《中國人性論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 

徐復觀：                〈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性與天道〉《中國 

                         人性論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 

徐復觀：                 〈從命到性—中庸的性命思想〉《中國人性論史》（台 

                         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 

徐復觀：                〈文化新理念之開創—老子的道德思想之成立〉《中 

                         國人性論史》（台北：台灣商務書局，1999）。 



  重要參考書目及文獻資料 

 
 
 
 
 
 

527 
 

徐復觀：                〈老子思想的發展與落實—莊子的心〉《中國人性論 

                         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 

許文倬：                〈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寫〉《宗周禮 

                         樂文明考論》（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張光直：                〈談「琮」及其在中國古史上的意義〉《中國青銅時 

                         代（第二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90）。 

張亨：                  〈先秦思想中兩種對語言的省察〉收錄於《思文之際 

                         論集—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台北：允晨文化，199 

                         7）。 

張亨：                  〈《論語》中的一首詩〉收錄於《思文之際論集—儒 

                         道思想的現代詮釋》（台北：允晨文化，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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