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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克寬先生行誼考述 

許建崑* 

【提要】  

孫克寬先生（1905-1993）為孫立人將軍姪子，早年學法。壯年時，因緣

際會，出入公職，並熟諳古典詩詞。來台以後，隱於教職。1955 年東海大學

創立，因戴君仁之邀，前來擔任詩選等課程。與同儕徐復觀、戴君仁、彭醇

士、孔德成為莫逆，與同鄉王斌、詩友周棄子等人折節相從，與台籍民主人

士如葉榮鐘、林培英等人義氣相挺。敢於批評政壇、學界，對於學生晚輩則

鼓勵有加。1972 年退休，前往加拿大，仍研究不輟。 
他的研究著重在元代史、宋元道教、詩學三個範疇，同時投入古典詩詞

創作與新式散文寫作。 

本文研究重點，在於勾稽孫克寬先生隱晦不言的生平往事，建構孫先生

的生命史、學術研究史。也藉由考察孫先生及其交往的學者友人，呈顯光復

以來台灣大學教育的開拓，以及古典詩壇的盛況，也間接展現東海大學中文

系早期在古典詩詞教學的努力。 

 

 

關鍵字：傳記研究 元代史 宋元道教 詩學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本文曾於 2005 年 10 月 29、30 日東海大學中文系舉辦之「緬懷與傳承－東海中文系五十年學術傳承」學術研討

會中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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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  起  

孫 克 寬 先生 於 1955 年 東 海 創設 時 來 校，擔 任 詩選 等 課 程。1971 年 11
月 孫 師 母逝 世，在校 內 路 思義 教 堂 舉行 追 思 禮拜，葬大度 山 示 範公 墓，那

時 我 才 大二，跟 隨送 葬 隊 伍步 行 到 墓地。兩 個月 後，孫老 師 退 休離 職，前

往 加 拿 大。1991 年我在 麻 州 大學 交 換 教學 的 歸 程，途 經 洛 杉磯，奉學 長馮

以 堅 之 命，前往 拜訪。可 惜聯 絡 未 果，僅以 電話 留 言。與 孫 老 師緣 淺，輪

不 到 我 來寫 這 篇 緬懷 師 長 的文 章。在本 系 舉 行「 緬 懷 與傳 承 」研討 會，懷

想 東 海 五十 年 來 學術 傳 承 之際，最適合 撰 述 孫老 師 行 誼的 人，應該 親 澤 門

下 的 薛 順雄 老 師，以 及 學 長馮 以 堅、楊 祖 聿、李 金 星、甘 漢 銓 等人。楊 祖

聿 學 長 願意 竭 盡 所能 提 供 資料 來 協 助完 成，我只 有 當 仁不 讓 接 下任 務。我

不 曾 上 過孫 老 師 詩選 的 課，也 沒 有 好好 跟 隨 接課 的 柳 作梅 老 師 學習，對於

古 典 詩 詞是 個 道 地的 門 外 漢，如 何 接 近詩 人 孫 老師 呢 ？ 奉命 要 打 開孫 老師

的 「 生 命 寶 盒 」， 才 感 受 到 「 文 獻 不 足 」 之 憾 。 在 學 長 們 的 記 憶 裡 ， 孫 老

師 除 了 飲酒、寫 詩、講 學，以 及 幫 助學 生 解 決生 活 和 學習 的 問 題之 外，孫

老 師 來 台之 前 的 事蹟，毫 無 所悉。幸 好 今日 是 網 路時 代，我 從電 腦 中 搜尋，

在 蛛 絲 馬跡 之 間 繫聯 粗 淺 的輪 廓。繫聯 的 經 驗，最 先來自 於 方 師鐸 老 師 的

聲 韻 學，成 熟 於 楊承 祖 老 師的 文 學 史，尤 其是跟 隨 楊 老師 抄 寫 國科 會 報 告

《 唐 代 詩人 關 係 考》，培 養 了 排比 聯 結 的興 趣。後 來 因 為 論 文 寫 作 的 需 要 ，

增 補 了 央圖《 明 人 傳記 資 料 索引 》，也得到 台 大 歷 史 系 王 德 毅 教 授 的 指 導 ，

對 於 資 料對 比、判讀，有 比較 敏 銳 的能 力。訪尋 孫 老 師資 料 時，才 知道本

校 圖 書 館特 藏 組 謝鶯 興 先 生已 經 完 成〈 孫 克寬先 生 著 作目 錄 〉，從 數種

目 錄 索 引中 建 構 了基 本 資 料，給 我很大 的 方 便；而 前交通 銀 行 孫樹 模 先 生

發 表〈 將軍 與 詞 人：孫立 人與 孫 克 寬〉一 作 ，也提 供大 量 資 訊，補足 孫

老 師 在 大 陸 時 期 不 為 人 知 的 往 事 。  
我 書 寫 的 面 向 大 大 開 闊 起 來 。 本 擬 打 開 孫 老 師 的 「 生 命 寶 盒 」， 撰 寫

他 個 人 的生 平 事 蹟，卻 探 觸 了大 時 代 的洪 流。兵 馬倥 傯 之 際，有 多 少 英雄、

文 士 隱 姓埋 名 ， 流寓 他 所 ，偶 然 從 歷史 的 暗 影中 閃 現 ，忽 忽 又 歸於 塵 土，

                                                 
 謝鶯興大作發表於《東海大學圖書館通訊》2005 年 9 月號。 
 孫樹模大作分上下期，發表於《中外雜誌》57 卷 3 期，頁 49-52；58 卷 4 期，頁 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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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我 很 大的 震 撼。歲月 不 曾 停歇，個 人的得 失 禍 福，到 頭 來 又有 誰 能 理解 ？

孫 老 師 45 歲 履 台 ，51 歲 來東 海， 69 歲 遠赴 加 美 ，89 歲 往生 ，今 年 冥 誕

101 歲。死生 之 事，孫 老 師 在大 度 山 上早 已 經 了然 於 胸。1960 年 左 右，他

陸 續 撰 述 〈 山 中 人 語 〉， 述 說 人 生 苦 樂 。 他 說 ：「 天 下 最 苦 者 ， 莫 過 於

哀 樂 非 真，隨 人 啼 笑 」；試 觀 天 下 營 營 茍 茍 之 人 竟 以「 窮 變 通 達 」而 自 居 ，

哪 有 性 情可 言 ？ 他又 說 ：「 人之 最 苦 ，莫 如 標 榜名 義 」， 要以 破 執 、無 為、

無 名 為 宗風。這樣的 主 張 頗合 乎 東 海的 人 文 精神，但也可 能 導 致東 海 陷 於

「 閒 逸 鬆 散 」的 情 境，徒 使「 愚 者 頑、智 者 困 」。我 能 了 解「 仁 人 之 所 憂 ，

任 士 之 所 勞 」， 在 大 宇 宙 中 ， 所 執 著 的 恢 弘 大 業 也 只 是 雞 毛 蒜 皮 諸 事 。 然

則 孫 老 師 又 說 ：「 凡 一 切 用 盡 氣 力 之 施 為 ， 在 冷 眼 人 觀 之 ， 皆 屬 可 笑 。 雖

然 竟 一 切滅 歟。曰，是又 不然。」何以 不 然 ？他 認 為 莊子 所 以「著 論 明 彼

己 之 無 分 ， 天 地 之 無 終 始 ， 宇 宙 萬 物 之 無 際 」， 自 然 可 以 「 明 大 義 、 去 是

非 」。他又引 陶 淵 明之 詩：「縱浪 大 化 中，不 喜 亦 不懼 」（〈 形 影 神 ‧神 釋 〉），

說 明 生 命「 不 貪 執，不 幻 滅」的 境 界，才 是「了 生 死」。「 人 每慮 斯世 之 劫

難。吾謂生死大事，終不能改。病死，兵死，等亦死耳。復有何懼？如其

未 死 ， 且 盡 吾 生 之 分 ， 且 尋 現 在 之 樂 。 」 這 就 是 孫 老 師 的 生 命 之 學 吧 ！  
在 這 般 的生 命 情 懷之 下，我們 看 見 他戀 妻、懷友，以及愛 護 學 生的 特

質。他 對孫 師 母 百般 體 貼。師 母 過 世之 後，每年 都 有 悼詩，也 期許 夢中相

會 。 在 墓 園 中 ， 也 準 備 了 雙 穴 ， 期 盼 歸 葬 師 母 身 旁 。  
他 善 飲 酒、 作 詩 ，好 交 友 、旅 遊 。 與同 儕 徐 復觀 、 戴 君仁 、 彭 醇士、

孔 德 成 為莫 逆，與同 鄉 王 斌、詩 友周棄 子 等 人折 節 相 從，與 台籍民 主 人 士

如 葉 榮 鐘 、 林 培 英 等 人 義 氣 相 挺 。 他 敢 於 批 評 「 政 壇 鉅 公 」， 對 大 度 山 的

人 事 紛 爭也 有 微 言。 至 於 面 對 後 進晚 輩 則 鼓勵 有 加 。系 上 學 長杜 維 明，

是 徐 復 觀先 生 的 學生，治儒家 思 想，在 行 文 敘述 中，特別 指 出 孫老 師 教 導

他 唐 詩 的 課 程。 許 達 然 學 長 也 指 出 孫 老 師 鼓 勵 他 們 創 辦 《 東 海 文 學 》，

並 協 助 徵求 稿 源。現 任 中 研院 史 語 所研 究 員，名 聞 兩 岸的 宋 史 專家 黃 寬 重

，曾 為 中 興 大 學歷 史 系 三年 級 的 學生，撰文感 謝 孫 老師 在 他 大學 時 代 協

                                                 
 〈山中人語〉，收在《繭廬叢稾》書末，頁 167-215。有莊嚴題署。 
 〈入山〉：「入山猿鶴頓相驚，洗耳慵聞北鄙聲。兩部甘陵喧黨議，廿年退谷謝時名。玉璫緘札勞相問，夜雨繩

床夢獨成。政藉雕蟲銷日力，斜陽煙柳謝閑情。」自註：此有慨於同硯互相黨伐。見《繭廬詩續》頁 32。 
 杜維明〈剖析儒學傳統的問題性：答冷德熙評《人性與自我修養》〉，http：

//www.chinakongzi.net/2550/gb/text-du1.htm 
 黃寬重（1949-）蘇澳人。1972 年中興大學歷史系畢業，1974 年獲得台大歷史所碩士，論文指導老師為陶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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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投 稿《 大陸 雜 誌》，使 他 走 上了 學 術 道路。東海 清寒 獎 學 金中，有以「殷

孫 奇 」名義 捐 贈 的獎 項，許多 系 上 學生 曾 經 得到 這 筆 獎助 款 的 挹注，解決

註 冊 時 的 燃 眉 之 急 。「 孫 奇 」 不 就 是 孫 老 師 女 兒 的 名 字 嗎 ？ 這 筆 獎 學 金 ，

與 孫 老 師 、 女 婿 殷 光 霖 博 士 、 女 兒 孫 奇 ， 有 必 然 的 關 係 。  
孫 老 師 的豁 然 大 度與 努 力 付出，在搜尋 與 閱 讀資 料 之 中，如 黑夜薪 柴

中 暗 藏 的 星 火 ， 有 溫 暖 而 驚 喜 的 感 覺 ， 更 勾 起 了 我 們 對 他 的 懷 念 。  

二、孫克寬先生家世  

孫 克 寬 先生（1905-1993）原 名至 忠，號 靖生，改字 今生，號繭 廬，生

於 清 光 緒 31 年 乙 巳 10 月 14 日 巳 時 ， 安 徽 省 舒 城 縣 人。  
先 祖 萬 登，唐 懿 宗 咸通 年 間（ 860-873）官金 吾 上 將軍，征討 南詔 入 侵

邕 州，引軍 入 皖，屯 於 徽 州休 寧，名「 唐 里 」，尊 為「 忠義 孫 公」。清 雍 正

5 年 （1727）， 33 代孫 正 仁 公率 眷 扺 廬州 府 舒 城縣 三 河 鎮， 是 為 「龍 舒孫

氏 」之祖。子 有 榮 公經 商 致 富。生 3 子：序 爵、序 事、序 賢。序 爵 守 家 業 ，

序 賢 舉 嘉 慶 25 年 （ 1820） 進 士 ， 官 刑 部 雲 南 司 員 外 郎 兼 直 隸 司 主 稿 。  
序 爵 生 3 子：恆、謙、豫。長 子 恆，太 學 生，以 胞 弟 謙公 之 子 明詩 為

嗣 。 明 詩生 4 子 ：德 蕙 、 德薰 、 炳 焱、 德 蕃 。炳 焱 生 3 子 ： 浤 澤、 熙 澤、

春 澤。  
祖 父 浤 澤 （ 1855-1915）， 原 名 新 猷 ， 字 慎 餘 ， 號 春 濤 ， 又 號 紹 潭，

光 緒 3 年（ 1877）進 士 ， 官廣 西 賀 縣知 縣 ， 來台 擔 任 滬尾 海 關 監督 。 生 4
子 ： 偉 人 、 惠 人 、 樹 人 、 傳 人 。  

                                                                                                                                      
王德毅。1991 年起，赴美國普林斯頓、哈佛深造。為宋史研究專家。現任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兼所長，推動「漢

籍電子全文資料庫」、「數位典藏博物館」。參見廣島大學文學部名譽教授寺地遵原著，中研院史語所黃秀敏譯，

〈黃寬重南宋史述詳〉，《漢學研究通訊》23 卷 1 期，2004 年 2 月。黃 寬 重 說：「孫克寬教授的啟蒙，引領我

選擇以宋史為畢生致力的範疇，也形成我研究風格的重要基礎。」收在《給青年學子的六十七封信》，台北：天

下文化。轉引自，人間福報電子網 http://www.wfdn.com.tw/9206/030620/01-08/062006-4.htm。 
 見《龍舒孫氏宗譜》卷 3 頁 31；據《繭廬叢稾》書末「本書作者」自述：「孫克寬先生字今生別署繭廬，安徽

省舒城縣人。現年五十九歲，生於民國前七年。」書前扉頁則云：「克寬今年農歷(曆)十月六十初度，謹選錄詩

文追懷母難，獻於先老樹人府君，先妣劉孺人。甲辰(民國 53 年，1964)初冬自誌。」有詩〈農歷（曆）癸丑除

夕前日有作寄女弟朱玄〉，自註：予生一九 O 五乙巳，明年七十正。（《繭廬詩續》頁 86）謝鶯興、孫樹模作 1904
年生，受到古今歲數算法不同而差一年。 

 孫新俊〈孫立人先生的家世〉，《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 年 12 月），頁 5。
又見同書〈孫立人年表〉，頁 402。 

 見《龍舒孫氏宗譜》卷 2 頁 19 下；〈去台南伯兄留飯二律〉自註云：「從叔伯亨在座」；又云：「先祖紹潭公曾宦

台」，《繭廬叢稿存詩》，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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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親 樹 人 （ 1876-）， 字 君 貽 ， 號 恂 如 ， 又 號 壽 珉 。 娶 合 肥 台 灣 巡 撫 劉

銘 傳 孫 女 為 妻 ， 即 克 寬 先 生 的 母 親 （ 1876-1910 ）； 繼 娶 胡 榮 春 之 女

（ 1887-）。光 緒 年 間考 授 巡 典， 宣 統 3 年 （1911） 京 師 法政 學 堂 畢業 ，

在 北 京 警廳 服 務。 民 國 4 年 （ 1915）， 出 任 山東 朝 城 知縣 ， 1918 年 改 鄆

城 知 縣 ， 1920 年 謝 事 歸 濟 南。 大 伯 偉 人 （ 1874-1920） 縣 學 生 。 二 伯 惠

人（1886-1892），早 卒，以 克寬 先生 為 嗣。小叔 傳 人（ 1879-1921）縣 學 生 。 
二 叔 祖 熙澤（1870-1935），原 名 新 籜，字 師 竹，號 煥 廷，又 號 仲 潭 ，

光 緒 20 年（ 1894）舉人，授福 建龍 泉 教 諭，以 親 老 辭不 就，歸 來修 纂《舒

城 廬 江 二邑 縣 志》。30 年（ 1904），出任 警察 學 堂 學監，又 任山東 登 州 府知

府、山 東全省 審 判 廳廳 長。民國 5 年（1916）出 任北京 中 華 大學 校 長。1922
年 冬，因安 徽 省 主席 許 世 英之 請，擔任 安 徽 警務 處 長。生 3 子：同 人、立

人、衡 人。同 人（ 1897-1959）字長 民，號 伯亨，北 京 大 學 工 科畢 業，1919
年，也 是應席 許 世 英邀 請，擔任省 道 局 總工 程 師，1922 年 任副局 長。來台

後，家住 屏東。立人（1899-1990）字 撫民，號 仲 能。清華 大 學 土木 系 畢 業

後，考 取公 費 留 美。進 入 普渡 大 學 土木 工 程 系，再 轉 維吉 尼 亞 軍校。返國

後 服 務 軍旅，戰功 卓著。1947 年 代 理 陸軍 副 總 司令 兼 陸 軍訓 練 司 令，來 台

灣 鳳 山 設立 訓 練 基地。1955 年 牽 連 郭廷 亮 案，幽居 台 中。衡人（ 1902-1955）

字 牖 民 ， 號 叔 平 ， 北 京 大 學 法 本 科 肄 業 ， 留 在 大 陸。  
三 叔 祖 春 澤 （ 1874-）， 原 名 新 澤 ， 字 潤 澤 ， 號 膏 民 ， 又 號 幼 潭 ， 與 許

世 英 先 生為 清 末 同年 選 拔 的優 貢 生 。授 浙 江 餘杭 巡 檢 佐雜 官 ， 歸鄉 不 就，

經 商 為 業 。 生 子 雨 人 （ 1895-）， 克 寬 先 生 叔 父 ， 字 蒸 民 ， 號 傅 霖 ， 又 號 侔

天 ， 上 海復 旦 公 學畢 業 。 生女 五 人 ，克 寬 先 生姑 母 ， 菊人 、 寧 人、 璧 人、

後 人 、 怡 人。  

                                                 
 見《龍舒孫氏宗譜》卷 3 頁 26-27；《繭廬叢稾》書末「本書作者」題：「克寬今年農歷(曆)十月六十初度，謹選

錄詩文追懷母難，獻於先老樹人府君，先妣劉孺人。甲辰(民國 53 年，1964)初冬自誌。」 
 清光緒續修《舒城縣志》卷 31〈仕籍表一〉，光緒年最後一人：「孫樹人，考授巡典」，頁 786。 
 見〈追懷舊德話雙溪〉，《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27。 
 見《龍舒孫氏宗譜》卷 6〈仕宦志〉，頁 40。 
 《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 年 12 月），頁 438，全家合照照片，註記：「民

國十年春節京寓攝影，煥廷記，時年五十三歲」。生年、人名依此推算；卒年依〈孫立人將軍年表〉，同書，頁

405。「廷」作「庭」、「亭」，為誤寫。 
 孫立人將軍夫婦與兄嫂伯享（同人）先生伉儷合影，收在《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台北：台灣學生書

局，1992 年 12 月），附錄頁 53。「亨」作「享」，為誤寫。 
 〈敬悼從叔叔平先生〉，見《繭廬叢稿存詩》乙未年詩，頁 47。艾思明〈孫立人隱居台中〉，收在《名將孫立人》

（台北：群倫出版社，1988 年 2 月二版），頁 277，「衡人」誤作「恆人」。 
 根據〈孫立人將軍年表〉，《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 年 12 月），頁 402，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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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寬 先 生 兄 長 克 勤，弟 克 讓。克 勤（ 1899-1921）原 名 至 義，號 象 賢 ，

又 號 振 東，北 京 大 學預 科 畢 業，法 本 科 肄業。克讓（1914-）原名 至 藝，號

虛 古 。  
克 寬 先 生 從 兄 克 家 （ 1896-）， 大 伯 偉 人 之 長 子 ， 原 名 至 理 ， 號 壽 山 ，

又 號 靜 亭，又 號 繩武，北 京大 學 商 科畢 業，任職 山 東 鹽運 司 稽 核所。來台

後 住 在 新 竹。 從 弟 至 道 （ 1912-1967）， 小 叔 傳 人 之 次 子 ， 為 大 排 行 的 五

弟，字 克剛，號 養吾，又 號象 乾，北京 師 大 畢業，隨 同孫 將 軍 參加 滇 緬 作

戰，督 導《精 忠 報 》。1947 年前 來 鳳 山擔 任 陸 軍訓 練 司 令部 政 治 部副 主

任 。 年 底 ， 陸 訓 部 改 名 台 灣 防 衛 司 令 部 ， 克 剛 出 任 少 將 主 任 。  
從 弟 至 敏、 至 晶 、至 銳 ， 為雨 人 之 後。 從 弟 安平 、 天 平， 從 妹 中平、

太 平 ， 為 孫 將 軍 之 後 。 另 有 從 兄 弟 至 平 、 至 德 、 至 偉。  
克 寬 先 生 妻 徐 靜 宜 （ 1903-1971）， 為 徐 傳 友 先 生 之 次 女 。 徐 傳 友 ， 字

磊 生 ， 晚號 約 庵 ，曾 擔 任 繁昌 、 南 陵縣 長 。1927 年 改貴池 縣 長 。1929 年

主 持 安 徽 省 縣 長 甄 選 工 作 ， 舉 薦 孫 克 寬 ， 同 時 收 為 女 婿 。  
克 寬 夫 婦生 2 女。長 女，早夭；次女奇，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美

國 琵 琶 地大 學 碩 士。適 殷光霖 博 士，台 灣 大 學醫 學 院 畢業，主修細 胞 遺 傳

學，創立美 國 佛 萊斯 諾 山 谷兒 童 醫 院研 究 室，轉 南 加 州大 學 醫 學院 兒 童 醫

院 工 作 。 生 有 3 女 。  
長 外 孫 女 名 誠 美。  
從子善齊、善治、善 平、善維，為至道之子。至道去世後，妻盧惠如

撫 養 有 成 。 善 治 ， 主 持 台 灣 學 生 書 局 。  

三、孫克寬先生來台之前（1904-1949）事蹟考述  

    克 寬先 生 的 童年 故 鄉 距離 舒 城 縣治 約 五 六里，鄰 近 有巢 湖，生 產

                                                                                                                                      
5 人應為春澤之女。古習女方不入譜，線索失落。同書頁 252，敬婉撰〈追念二哥瑣事〉，應該也是克寬先生姑

母之一，備考。 
 〈故都的公寓生活〉：「上個月大家兄繩武先生從新竹來山園相視，民國八年秋天----二兄振東帶我到和大兄一塊

寄宿的安東公寓」，《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44。 
 孫國棟〈我的抗戰從軍行記實〉（下）：「孫將軍又派他的姪兒孫克剛來督導《精忠報》。」見

www.huanbhuangang.org/issue06/gb/25.htm 
 有關孫克寬先生從兄弟名字，見孫立人將軍輓幛題辭中的署名；《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台北：台灣

學生書局，1992 年 12 月），頁 92-94。 
 〈送長外孫女誠美赴加拿大依其父母〉，見《繭廬詩續》戊申年詩，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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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 魚，農人 圍 湖 為圩 田，生活 無 虞。族 群 繁 衍甚 眾，每到 冬 至 節令，遠 地

族 人 返 鄉祭 祖，酒席 豐 盛，孩 子 有 炒米 粑 丁 子、大 粑 粑可 食，甚至 還有麻

油 煎 荷 包蛋 。5 歲 時隨 父 親 在北 平 ，8 歲時 被 祖 父喚 回 豫 章。 10 歲 ， 曾

經 偷 喝 甜米 酒，醉得不 省 人 事。11 歲 跟 從 父 親在 朝 城 讀小 學，學習作 詩

吟 對。父親 宦 遊 北方，把家庭 安 置 在濟 南，因此 克 寬 先生 就 讀 大名 湖 畔 的

私 立 正 誼中 學、省 立第 一 中 學。14 歲，偶 得 韓 偓《 香 匲 集 》，揣 摩 學

習，寫 下〈 紀 遊 詩〉，云：「向日葵花滿路栽，秋風匹馬出城來。一聲長嘯

無 人 應，回首 青 山 暮色 開。」得到 父 親 的讚 賞。民 國 8 年（ 1919 年 己未 ），

15 歲，就讀 山 東 省一 中 三 年級 讀 書，因為 參 加 反日 遊 行，被濟 南 鎮 守使 馬

良 通 知 家長 押 回 鄆城 縣 署。得隨 二 兄 克勤（ 振 東 ）入 北 京，與大 兄 克 家（繩

武 ） 共 同 寄 宿 在 紹 九 胡 同 裡 的 東 安 公 寓 ， 認 識 廣 西 陸 徵 祺 與 四 川 杜 岑 兩

人。學 校在 西 城，又 與 二 兄遷 往 西 城報 子 胡 同。與 漢 陽劉 倣 夏 交往。1921
年 辛 酉，17 歲，入 私立 北 平 中國 大 學 就讀 法 學。住進 律 例 館公 寓，與贛榆

王 桂 芳、鉅 野 王 瑞梅 同 住 房。 次 年 暑 假，回濟 南，父親 謝 事 歸來，與 繼

母 遷 居 東門 后 公 界胡 同 裡。 1923 年癸 亥 ，19 歲 ， 畢 業離 京。 1924 年

甲 子 ，20 歲 ， 與 表叔 壽 春 孫則 顏 等 人酬 唱 。1928 年戊 辰 ，24 歲 ，春雨 時

節 自 北 方來 安 慶，住 協 和 客棧，新 識廬 江 孫 公明，同 往迎 江 寺 看雨，共

赴 安 徽 省縣 長 的 甄選。並與南 陵 張 和聲、涇縣鳳 文 祺、懷 寧舒鐵 等 人 交

遊，因此廣 開 了 詩學 門 徑。當 時 主 持安 徽 省 縣長 選 拔 事務 的 有 前貴 池 縣 長

徐 傳 友、江 寧 郭 壽康、武 進畢 茂 青。徐 傳 友 看中 孫 先 生才 華，為女 兒靜宜

訂 親 。 夏天 ， 隨 軍隊 再 入 北平。 1929 年 己巳春 ， 25 歲， 有 南 通之 行 。

                                                 
 見〈四海昇平園〉，《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168。  
 見〈湖鄉小景〉，《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55-58。 
 見〈晨風裡的白蓮〉，《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60。  
 〈得紅竝樓主寄新訂丁註疑雨集〉，見《繭廬詩續》甲寅年詩，域外寄情，頁 88。自註：「予十四五時得此集石

印本，始偷吟詩。」 
 〈詩存自序〉云：「余雖皖人而生長齊魯，髫齔即躭吟哦。十四歲有句紀遊……為先府君所許」，《繭廬叢稿存詩》，

頁 1。以下行誼或撰詩詩題，出於《繭廬叢稿》、《繭廬詩續》之中，非必要不再加註。 
 見〈故都的公寓生活〉，《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44-46。 
 見〈庭花小記〉，《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72。 
 同註 21。  
 孫公明（1906-1933）字亮儔，安徽廬江人。參見註 2。又〈春雨懷人〉，《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34，中云：「那時我剛從北國的平原打了個人生戰場上的敗仗回來」，其中有難言之事。 
 鳳文祺字迪明，涇縣人。好書法。友孫樹人。曾官臨邑縣長。參見〈臨邑〉，《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156。又見《繭廬叢稿》頁 15。 
 同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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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季，隨 山東 陳 鸞 書自 泰 安 南下，在上 海認 識 老 鄉長 許 世 英。1930 年 庚

午，26 歲，在 安 慶完婚，由 桐城姚 永 樸證 婚。同時在 省 府 裡認 識 了 好友

秘 書 兼 科長 的 王 斌。 是 年 下 季，奉派 石 埭 縣長，獲安徽 省 主 席吳 醒 亞

賞 識。次年安 徽 發 生大 水 災，調任 靈 璧 縣，辦 理 賑 災。1933 年 癸 酉，29
歲，因 為盜匪 猖 獗，奉命 代 理 宿松 縣 長。任務 解 除 後，回 安 慶 法 校 街 住 所 。

王 斌 邀 往南 京 閒 蕩一 個 月。後 來 兩 家人 分 別 在南 京 買 屋。王 斌房子 買 在 四

條 巷 ， 取 名 「 碧 梧 雙 棲 樓 」； 克 寬 先 生 的 房 子 則 座 落 在 竺 橋 桃 花 新 村 ， 兩

處 距 離 不 遠 。  
1937 年 丁丑 ， 對 日抗 戰 開 始。 次 年 ，34 歲 ，與王 斌 於 元月 棄 安 徽省

府 職 務，攜 帶 家 眷，買 了 協慶 輪 船 票，從 六 安上 溯 漢 口，同 行 尚有 省府委

員 李 運 啟。因 為孩子 生 病，遂 攜 家 人在 萬 縣 下船 找 醫 生。在 萬縣住 了 六 七

個 月 ， 自己 也 生 了一 場 大 病。 進 入 重慶 ， 再 與王 斌 歡 聚， 一 起 躲避 空 襲。

時 王 斌 任職 國 大 選舉 總 所 。克 寬 先 生轉 往 貴 州， 入 軍 幕， 有 許 多不 適 應。

經 王 斌 安排，1939 年 再 回 重慶，居 處也不 定，搬家七、八 次。起 初 寄 住連

襟 姜 毓 彭的 孟 園，搬往 曾 家 岩，再 遷 兩 涼支 路，也 曾寄 居 過 南紀 門 小 廟。

最 後 選 派為 鄭 震 宇先 生 第 一戰 區 經 委會 秘 書 ，卻 因 為 五三 、 五 四大 轟 炸，

無 法 上 路 。 王 斌 再 為 奔 走 ， 改 任 蔣 作 賓轄 下 黨 政 工 作 委 員 會 內 政 考 核

， 工 作 地 點 在 豐文 山， 遂 與 王 斌同 住 於 北碚 鎮 天 生橋 畔 的 岑樓，前後

八 年。1942 年壬 午，王 斌 奉 命考 核 各 省官 員，克寬先 生 為 作〈送 王 偉 俠視

                                                 
 見〈追懷舊德話雙溪〉，《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28。時序上有疑點，可能有誤差。許世

英（1873-1972）又稱詩瑛，號靜仁，安徽秋浦人。1989 年拔貢，入職刑部浙江司副主稿，1908 年為奉天高等

審判廳丞。1912 年擔任北京大理院院長，升司法部總長，改福建巡按史。歷任段祺瑞內閣內務總理，改交通總

長。1921 年主持安徽省政府，舉拔克寬家中長輩甚多。1936 年出任日本大使。1938 年主持賑濟委員會。1950
年來台，擔任總統府資政。《安徽采風》作：1964 年 10 月 13 日病卒，年 91。據克寬先生〈得靜山書告許詩瑛

兄猝死吾與詩人雅好平生悼而成詩〉，刊於《繭廬詩續》壬子年，頁 69，似應死於此年，100 歲。 
 桐城姚永樸（1861-1939）字仲實，與弟永慨字叔節於清光緒間以古文辭名。在安徽大學教授古文法與毛詩。為

孫克寬先生岳父徐傳友之師。見〈姚仲實與李範之〉，《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170。 
 見〈憶王偉俠〉，《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37-38。 
 吳醒亞（1891-）字炳國，中央政法大學畢業。曾任安徽省政府委員、代理主席兼民政廳長。民國 19 年 2 月調

任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20 年，調上海市社會局長。見〈湖北黃梅近現代吳氏名人〉，http：
//qdnyj.gov.cn/wu/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001 

 見〈追懷舊德話雙溪〉，《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28。 
 見〈夜雨何時對塌涼〉，《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31-32。 
 蔣作賓（1885-1942）字雨巖，湖北應城人，秀才出身。1903 年，19 歲入武昌文普通學堂。1905 年春留學日本，

加入同盟會。1908 年日本士官學校步兵科畢業，回國任保定軍官速成學校教官。調陸軍部軍衡司任職。升司長。

武昌起義後去九江，任軍政府參謀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陸軍部次長。歷任駐德國公使兼駐奧地利全權公

使、駐日公使和大使、內政部部長、安徽省政府主席，終黨政考核委員會政務主任，死於高血壓。見〈蔣作賓

二三事〉，《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140。 
 同註 32，頁 29。 
 見〈豐文山〉，《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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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中 原 詩序 〉。 克 寬 先 生也 曾 因 公務 入 眉 山。 公 暇 ，再 與 師執 輩 畢茂

青遊 ， 結 識 沈 寐 叟 、 馮 蒿 庵 等 幕 僚 ， 學 黃 山 谷 詩 ， 兼 同 光 句 法 。  
1945 年 乙酉 ， 抗 戰勝 利 ，41 歲 。 次 年春 ， 與 王斌 先 後 仍回 南 京 ，葺

修 舊 宅 ，比 鄰 而 居。 7 月， 撰〈 梧 棲 重葺 序 〉， 云：「 從此 碧梧 雙 影 ，圓 鷗

夢 於 天 涯。紅藥 一庭，伴 書城 而 割 據，少收 用世 之 才；平 章 花 草，會有 驚

人 之 句 ，無 負 江 山。 」（《 存詩 》 頁 151） 王 斌 仍在 國 大 選舉 總 所 內。 克寬

先 生 得 內政 部 長 張厲 生重 用，擔任部 內 參 事兼 主 任 秘書。閒暇時，在雜

誌 上 發 表 宏 文 讜 論 ， 並 撰 述 《 中 國 政 治 論 》 一 書 。  
1948 年戊子，44 歲。6 月，協助 孫 公 明之 子 樹 模前 來 台 灣投 靠 孫 克剛

。 時 局 已 亂 ， 乃 於 11 月 攜 家 眷 及 王 斌 妻 女 等 人 ， 在 上 海 候 船 渡 海 。  

四、孫克寬先生在台（1949-1972）事蹟考述  

1949 年 己丑 ， 45 歲。 元 旦 薄暮 ， 孫 先生 率 眾 在黃 浦 江 口登 上 海 天輪

， 來 到 高 雄 ， 輾轉 寄 身 於屏 東 。 因孫 立 人 邀請 ， 擔 任陸 訓 部 少將 參 議，

這 個 職 務是 個 閒 差，幫 忙 撰寫〈 新 軍軍 歌 〉歌詞。 克 寬 先 生 因此 來去台

南、高 雄一 帶，打聽 親 友 消息，或 託人 寄 信 給岳 父 徐 傳友。欣 見鍾 鼎文

來台，有詩贈。年底，因校長胡秉正邀 請 ， 也 就 離 開軍 職，前往 屏 東 中

                                                 
 見《繭廬叢稿存詩》，頁 148-149。  
 〈眉山之行〉：「民國紀元三十年左右，渝都新政，特重考覈，分區簡視，有同八使之出巡，而予得以有川南之

役，一瞻三蘇氏故里焉。」《繭廬叢稿存詩》頁 160。此事應在王斌使事同時或稍後，因此設定於民國 31 年（1942
年）。 

 見〈畢郭兩先生〉，《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164。畢茂青，《繭廬詩存》自序中作「畢茂

卿」。  
 張厲生（1901-1971）字少武，河北樂亭人。法國巴黎大學政治系畢業。1924 年擔任國民革命軍政治部主任，

歷任南京衛戍司令部秘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黨政考核委員會秘書長。抗戰勝利後，擔任內政部長，兼選

舉事務所所長，改行政院副院長。來台仍擔任行政院副院長、駐日大使等職。 
 同註 2。孫樹模回憶中有誤。譬如描述見面的房子「梧棲小築」，所指為王斌的住家。〈梧棲重葺序〉是孫先生

為王斌房子寫的文章。又，孫先生 25 歲尚未擔任靈璧縣長，也不是第一個官職。 
 見〈十年〉，《暢流》18 卷 10 期，1960 年，頁 50-51。 
 孫樹模〈將軍與詞人（上）〉云：「三十八年孫立人為鼓勵士氣，乃有創作「新軍軍歌」之舉----孫先生銜命一氣

呵城，並由黃自配曲 」，《中外雜誌》卷 57，頁 51。黃自（1904-1938）字今吾，江蘇川沙人。1930 年上海音

專理論作曲組教授兼主任。1938 年 5 月 9 日死於上海海格陸紅十字醫院。如果此曲為黃自所作，應是借用舊作，

而非為此歌譜曲。 
 鍾鼎文（1917-）筆名番草，三 O 年代成名，與艾青等人交遊。1949 年來台，與覃子豪共創《新詩周刊》、《藍

星周刊》，擔任《自立晚報》總主筆。推行台灣思想言論自由。孫先生有〈喜鍾鼎文至〉詩，見《繭廬叢稿》頁

4。 
 胡秉正（1904-1994）安徽合肥人。6 歲在父親裕墉的私塾讀書。1950 年 2 月出任屏東中學校長，1953 年離職。

任教政治大學心理學系。1969 年支持台北師範大學成立教育心理學系，擔任第二任系主任。又與同號成立「中



．東海中文學報． 

．88． 

學 任 教。憩 息 在 離開 市 區 不遠 的 東 山禪 寺，醞釀 了 散 文集《 海 角閒 雲》的

靈 感。他 寫下〈 初到 屏東 〉詩，云：「飄 零 是處 類 齊 優，渡 海 何 曾有 壯 謀 ？

天 意 偏 教秦 鹿 失 ，樵 歌 猶 弔漢 宮 秋 。覆 窗 蕉 綠書 初 展 ，側 帽 風 清客 自 由。

誰 信 隆 冬是 春 日 ，汴 京 雖 好怕 回 頭 。 51
1」 對 於 當時 局 勢 驟變 ， 徵 痛於 心，

決 心 不 再 進 入 宦 場 。  
1950 年庚寅，46 歲。2 月，正式 擔 任 高三 文 史 教員，與 舒衷正 52

2、楊

祖 植 53
3同 事 ， 有 酬 唱 之 作 。 閒 暇 時 ， 讀 《 元 史 》、《 建 元 以 來 繫 年 要 錄 》，

並 借 書 抄 寫 查 慎 行 《 敬 業 堂 詩 》 54
4。 暑 假 ， 女 兒 孫 奇 考 進 台 大 歷 史 系 。 9

月 26 日 ，中 秋 節 ，邀 請 孫 樹模 至 家 中月 下 聯 詩句 行 酒 令， 安 排 進入 屏東

中 學 人 事 室 擔 任 幹 事 ， 並 鼓 勵 考 大 學 55
5。  

1951 年 辛卯 ， 47 歲。 聽 聞 安徽 省 府 同僚 高 壽 恒 56
6死 訊 ， 作詩 哀 之；

也 作 詩 懷鳳 文 祺，以 及 在 台北 的 王 斌。秋，與欒 城 張 光濤 兩 家 人，並 雲夢

李 庚 生 駕車 同 遊 恆春、墾 丁。撰 有〈 遊 石門 嶺 記 〉、〈 鵝 鸞 鼻 望 海 記 〉二 文 。 
1952 年 壬辰 ， 48 歲。 同 事 舒衷 正 獲 聘政 治 大 學， 有 詩 送行 。 並 和周

棄 子 57
7重 陽 登 高 詩 。 在 《 大 陸 雜 誌 》 發 表 相 關 的 元 代 論 述 ：〈 元 初 正 一 教

與 江 南 士大 夫 〉（ 4 卷 9 期 ，5 月 15 日）、〈 宋史 彭義 斌 北 伐事 蹟 補〉（5 卷

8 期 ， 10 月 31）。  

                                                                                                                                      
國行為科學社」，1992 年 8 月擔任第六任社長。參見屏東中學網頁、政治大學心理系網頁，又見楊豫馨《一片

仁心照杏壇：胡秉正傳》，台北：遠流，1995 年 2 月。 
51 1 〈初到屏東〉，見己丑年詩，《繭廬叢稿存詩》頁 1。胡秉正擔任校長在 1950 年 2 月。則孫先生到屏東中學己亥

年冬，陽曆已進入 1950 年的時節最為可能。 
52 2 舒衷正（-1983）字景衣，武勝人。中央大學中文系畢業。1950 年在屏東中學任職，1952 年獲聘政大教授。1964

年赴菲律賓岷里拉中正學院講學。專精文心雕龍、杜詩。見張植珊〈南遊記趣〉，http：
//www.cdn.tw/diary/2002/10/13/text/911013el.htm；又見中央大學網頁，http：//www.ncu.edu.tw/〜
chi/news/scholarship-19th.htm。孫先生己丑詩有〈五君詠同舒景衣作〉，見《繭廬叢稿》頁 7。 

53 3 楊祖植，1968 年中興大學歷史系創設，聘為講師。1970 年陞副教授，1973 年退休，改聘兼任副教授。見中興

大學歷史系網頁大事紀。孫先生己亥詩有〈楊祖植君贈詩即捋其韻〉，見《繭廬叢稿》頁 4。 
54 4 作〈夜讀元史長歌〉、〈讀建元以來繫年要錄〉二詩，見《繭廬叢稿》頁 6、17。又借查慎行書自抄，見〈抄清

初查初白慎行敬業堂詩有感〉，《繭廬續稿》頁 91。 
55 5 同註 2。 
56 6 高壽恆（-1951）字鐵君，晩號鐵叟，又署疏園老人，安徽合肥人。清季拔貢，民國元年起先後任安徽和、桐、

廬江、無為、貴池等地縣長、蕪湖專員、四區首席縣長。抗戰勝利後，居蕪湖。1949 年為保護蕪湖人民，協調

國民軍第二十軍軍長楊剛才（幹材）棄守沿江防線。共軍渡江後，不遵協定，屠殺二十軍官兵。楊軍長因此全

家自殺殉難。高壽恆經紀其喪。在中共鎮反運動中被殺害，具保者數百人亦遇害。見葛振東〈鄉先賢高鐵君先

生生平事蹟紀要〉，又辛灝年〈不堪回首的土改和鎮反運動〉，明見網 http：
//xinsheng.net/xs/articles/gb/2004/4/18/26681.htm。 

57 7 周學藩（1912-1984），字棄子，別署藥廬，亦署未埋庵，湖北大冶人。湖北國學專修學校畢業，擔任湖北黃梅、

江蘇阜寧、清江等縣政府秘書，陞江蘇、湖北地區行政督察專員。抗戰中，許靜仁（世英）邀入賑濟委員會。

曾寫過：「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抗日名句。來台，擔任革命實踐研究院秘書，兼第一銀行秘書。

著有《未埋庵短書》。參見王開節撰行狀，附在許著先主編《周棄子先生集》，台北：合志文化，198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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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 癸巳 ， 49 歲。 春 末 ，作 詩 懷 廬江 張 佛 千 58
8、 舒 城 韋仲 殷 、鄂

城 周 棄 子、黃 梅 徐 實甫。4 月，自 費 出 版《元 初 儒 學》，包 含〈 元初 東 平 興

學 考 〉、〈元 初 儒 學淵 源 〉、〈元 初 正 一教 與 江 南士 大 夫 〉三 部 分 ，由 王 統、

尹 浩 然 協助 抄 謄，妹 丈 陳 昌棟 編 校，陸 總 部 印刷 所 印 刷，台 北藝文 印 書 館

發 行 。 出 版 後 ， 獲 次 年 省 教 育 廳 學 術 獎 金 。  
讀 龔 自 珍文 集，撰詩三 絕。與妻結 婚 二 十五 年 紀 念，撰 詩 八 絕。在《 大

陸 雜 誌 》 發 表 〈 元 史 食 貨 志 的 「 賜 賚 」〉（ 6 卷 11 期 ）。  
1954 年甲午，50 歲。2 月 3 日，新 正，攜妻 赴 台 北，遊 陽 明 山、板 橋

林 家 花 園， 撰 有 〈於 甲 午 新正 偕 內 子北 行 小 住〉 等 詩 。3 月 曾 訪 立法 委員

李 應 生 。5 月 ， 得 其惡 耗 ， 為治 喪 ， 撰寫 事 略 59
9。 暑 假 ， 移家 台 北 ，有 謝

別 屏 東 友人、學 生之 作。住中 崙 竹 屋，在 北 一女 擔 任 國文 教 師。因 王斌推

薦 在 師 範 學 院 （ 今 台 北 師 大 ） 兼 課 。 60
10自 費 出 版 《 海 角 閒 雲 》， 台 南 林 占

鰲（1900-1979）興 文齋 書 局 代為 經 銷。陸續 在《大 陸雜 誌 》發 表〈 蒙 古上

祖 元 皇 帝之 傳 疑：讀 蒙 小 記之 一 〉（8 卷 1 期，1 月 ），〈 斡脫 錢 與 西域 人對

華 的 經 濟剝 削 〉（8 卷 9 期，5 月 15 日 ）、〈 全 真教考 略 〉（8 卷 10 期，5 月

31 日）。9 月，輯 元史 諸 稿 成《 蒙 古 初期 之 軍 略與 金 之 崩潰 》，委 託樂 亭張

少 武 交 台 北 中 央 文 物 供 應 社 ， 於 次 年 元 月 出 版 。  
此 年 尚 在《 中 央 日報 》 副 刊載 〈 唐 代的 新 羅 才子 〉（3 月 15 日）、〈秋

風 〉（8 月 21 日）；《大 華 晚 報》副 刊 載〈 切 題〉（8 月 24 日 ）、〈 馬二 先生 〉

（ 9 月 20 日 ）。  
1955 年 乙 未，51 歲。與 周 棄 子、楊 祖 植、王 仲 文、許 君 武、江 絜 生 、

張 敬 原、成惕 軒 詩 作往 來 61
11。3 月 3 日，〈 詩人 老 去〉刊於《 中央 日報 》副

                                                 
58 8 張佛千（1907-2004）原籍安徽廬江，生於湖南常德，1933 年在北平辦《老實話》旬刊，改名《十日雜誌》，在

上海發行。在蘇州辦《陣中日報》。因黃杰的介紹，先後追隨胡宗南、孫立人將軍。1947 年應孫立人之請，來

台擔任新聞處長。因孫案自請退休，在大學教書。有報刊專欄《一燈小記》、《花下散記》。善聯詩，人稱「聯聖」

或「聯璧大師」。 
59 9 李應生（-1952）字運啟，合肥人。清末民初保陽軍官學肄業，赴日本就學士官學校。民國初年任陳英士之上海

光復軍。北伐成功後，出任安徽政委。來台後，仍任立法委員。見〈李應生〉附事略，《山居集》（台中：中央

書局，1968 年 2 月），頁 153-155。 
60 10 見〈憶王偉俠〉，《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42。《繭廬叢稿》有甲午詩〈衡陽街口雨中候

車〉、〈師範學院迴廊望雨口號〉，頁 40-41。 
61 11 金達凱〈兩岸三地傳統詩壇近況概述〉：「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國府遷台，來台人士除于右任、張默君、賈

景德等有詩名外；其他社會賢達、政府官吏、大專院校教師能詩者更不乏人。如陳定山、陳含光、溥心畬、彭

醇士、葉公超、袁企止、成舍我、孫克寬、成惕軒、程滄波、臺靜農、鄭百因、阮毅成、王家鴻、周棄子、李

漁叔、江絜生，乃至有軍人身份如黃杰、趙家驤、鄒鵬奇等，都能詩」。香港國際詩歌節論文特輯，《香港詩刊》

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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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時 東海即 將 創 校。曾 約 農 校長、戴 君仁 62
12主 任 親 自請 託，前來東 海 大

學 中 文 系任 教 63
13。11 月 2 日 開學，住紅 磚房 區 64

14（ 東海 D 型宿舍 ），為 北

風 所 苦。與 圖 書 館中 文 部 主持 人 張 増榮 比 鄰。陪 同 張 先生 赴 台 中市 收 購 古

籍 65
15。  
1956 年丙申，52 歲。為 同 事 蕭繼 宗 66

16先 生 題《 半 屐 集》。與 彭醇士 67
17、

陳 定 山 68
18、 孔 德 成 、趙 莪 南 、楊 祖 植 、王 斌 詩 文往 返 。7 月， 論 〈 李太白

的 五 言 古詩 〉，在《東 風 》創 刊號 發 表。10 月，〈 元初 李 璮 事變 的 分 析 〉見

刊 於 《 大陸 雜 誌 》13 卷 8 期。 11 月 ，作 詩 〈 朋簪 詩 憶 〉五 首 （ 懷台 北 五

詩 友 ： 許君 武 69
19、 周 棄 子 、 江絜 生 、 陳定 山 、 張百 成 ）、〈東 大 校 園即事〉

一 首，刊於《 東 風》2 期。又〈元 儒 劉 靜脩 學 行 述評 〉刊 於《民 主 評 論》7
卷 21 期。同月，大度山颳北風，憶及舒城故鄉，寫下〈湖鄉小景〉，在 次

年 春 《 暢 流 》 發 表 70
20。  

1957 年 丁酉 ， 53 歲。1 月 30 日 ， 在 台北 女 婿 家過 年 ， 著有 〈 渡 歲台

                                                 
62 12  戴君仁（1901-1978）字靜山，浙江鄞縣人。1917 年入北京大學預科，升中國文學系。天津南開中學教習，1929

年擔任杭州高中文科主任，兼授浙江大學課。轉北平女子文理學院文史系教授、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1955 年

來東海創設中文系。1957 年台大休假，又至東海教學。1963 年輔仁大學復校，又借調創設中文系。1973 年退

休。詳見楊承祖〈戴先生事略〉，收在《戴靜山全集》中。 
63 13 據薛老師說，當年台大歷史系夏德儀教授女兒就讀北一女。有天看見女兒作文簿上的批閱，驚嘆恆久，主動向

前來東海創系的戴君仁教授推薦，因成此美事。夏德儀教授（1901-1998），字卓如，晚號百吉老人，江蘇東台

人。北大歷史系畢業，1946 年來台，任職台大。主持台灣文獻叢刊的編輯。退休後，前往美國匹茲堡依親。見

傅月庵〈我的太老師百吉老人〉；又見《台大校友雙週刊》第 2 期。 
64 14 據柳作梅老師說，當年聘來的老師先住在山下模範新村，後來才陸續搬到山上來。 
65 15 見〈我和東海大學圖書館〉，《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85-87。張増榮先生字少典，後赴

新加坡南洋大學任職，病逝。 
66 16 蕭繼宗（1915-1996）字幹侯，自署友紅軒主人，湖南湘鄉人。中央政治學校法律系畢業。在安徽屯溪主辦《皖

報》。抗戰勝利後，前往青島擔任市政府新聞局長。轉蘇州東吳大學授課。1950 年自香港來台，任職陸軍總部

總司令辦公室。1955 年獲聘東海中文系，歷任系主任、所長、教務長。1975 年 6 月轉任國民黨黨史會主委、中

央委員會副秘書長、正中書局董事長。著有《興懷集》。 
67 17 彭醇士（1896-1976）譜名康祺，改名粹中，號素庵，一號素翁，江西高安人。北平中國大學畢業，師事姚永概。

執教正志中學，宦遊東北，返回江西擔任南昌教育圖書館長，任教省二中、心遠大學。北伐後，歷江西省政府

參事等職。抗戰勝利後，參與國民大會制憲，膺選立法委員。1949 年來台，歷任台灣大學、東海大學教授，靜

宜文理學院教授兼系主任，以及文化大學詩學研究所長。擅書法、水墨畫，人稱「詩、書、畫三絕」。見倪摶九

〈彭醇士先生傳略〉，收在杜三鑫主編《素翁詩書畫》，台北：何創時書法藝術文教基金會，1996 年。 
68 18 陳定山（1896-1989）原名蘧，字蝶野，又字小蝶，改字定山，浙江杭州人。曾任杭州修志館館長、上海書畫協

會創辦人、上海中國美術協會發起人。1948 年來台，先後任教中興大學、淡江文理學院、靜宜女子文理學院。

攻書法，初學黃庭堅，後學虞世南、褚遂良，有二王法度。60 歲居陽明山，稱蕭齋。遷居永和，署「七層樓」。

1958 年起，與李超哉、王壯為、陳子和、丁先念、張隆延、傅涓夫、曾紹杰、丁翼先共十人，在台北國立歷史

博物館舉行「十人書展」。亦曾移往美國聖若望大學展出。著有《明清五百年畫派概論》、《近百年名家畫傳》、《定

山居士詩文集》、《春申舊聞正續集》。  
69 19 許君武字筠廬 ，1944 年 8 月撰寫〈湖南人慚愧！湖南人奮起！〉，主編《中國青年》刊物。1963 年 6 月與星雲

法師等人組成中國佛教訪問團，赴東南亞各國訪問。同年，文化學院（大學）設立中國文學系，聘為教授。 
70 20 見〈湖鄉小景〉，《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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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雜 詠 五絕 句 〉、〈 台北 奇 女 家餞 歲 〉等 詩。王 斌 招 飲，巴 壺 天 先生 71
21在座。

不 久，又與高 笏 之 來訪 大 度 山 72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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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1 日，〈元代 太 一 教考 〉刊 於《大

陸 雜 誌 》14 卷 6 期。9 月 16 日，〈 談舊 詩的 辭 采 〉見 刊 於《暢 流 》16 卷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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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人語 〉，也 陸續 在 《 中央 日 報 》學 人 版 發表 〈 北 湖集 雜 識〉（6 月 5
日 ）、〈 研究元 史 的 另一 途 徑：讀姚 著 丘 處機 年 譜〉（7 月 23 日 ）；在 副 刊版

發 表〈 傍晚 的 怡 悅〉（8 月 8 日）、〈蠕 動的 山 崗〉（10 月 13 日）、〈山 頭店 〉

（ 12 月 6 日 ）， 為 大 度 山 系 列 之 作 。  
1958 年戊戌，54 歲。元月 10 日，〈 元 代神 秘 人 物劉 秉 忠 與其 藏 春 集〉

刊 於《 中央日 報 》學人版。2 月，春 節 將 至，自 云 歸 主，不 再 集 句寫 春 聯 73
23。

春 ， 撰 寫〈 癸 辛 雜識 記 方 回疏 證 〉， 至暑 假 完 成 7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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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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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振 業 」，自云：「 積 疑得 釋，為之 失 喜。附 記 於 此，以 志吾陋。 76
26」8 月 22

日 清 稿 ，書 分 四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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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台 北 文 星書 店 10 月出 版 。 書名 由 彭 醇士 先 生 題款 。年

底 ， 撰 寫 散 文 〈 十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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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鄭 清 茂 等 人 譯 筆 流 利 ， 有 欣 慰 之 情 77
27。  

夏，孔德 成將 赴 越 南講 學，撰 文祝 賀 78
28。應 中興 大 學 教務 長 兼 歷史 系

                                                 
71 21 巴壺天（1905-1987），名東瀛，以字行，安徽滁縣人。7 歲入家塾啟蒙，14 歲因家計輟學。1932 年獲聘為安徽

省府秘書，擢秘書長。1949 年來台，擔任教育部簡任秘書，主持國立編譯館開館事宜。改聘台北師大國文系教

授。1963 年赴新加坡擔任義安學院中文系教授兼主任。1970 年返回師大，並在東海兼課。衷年以後潛心佛學。

見 http：//www.buddhismcity.net/master/details/863。 
72 22 見〈憶王偉俠〉，《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42。  
7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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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 
74 24 見〈後記〉，《 蒙 古 漢 軍 及 漢 文 化 研 究 》（ 台 北 ： 文 星 書 店 ， 1 9 5 8 年 1 0 月 ）， 頁 1 9 9。  
75 25 〈戊戌重五喜棄子至〉二律，《 繭 廬 叢 稿 》， 頁 8 6。  
76 26 見《蒙古漢軍與漢文化研究》（台北：文星書店，1958 年 10 月）， 頁 9 8。  
77 27 〈十年〉刊於《暢流》18 卷 10 期，1949 年 1 月 1 日，頁 50-51。讚美《聯合報》副刊刊載〈輓歌〉譯者鄭清

茂譯筆生動。鄭清茂，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曾經隨同孔德成前往日本訪學，著有《中國文學在日本》。擔任麻

州州立大學亞洲語文學系教授，本校與麻大交換教學之人員，均受鄭清茂接待照料。返國後開創台灣大學日文

學系，轉任東華大學教授。 
7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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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見《 繭 廬 叢 稿 》，頁 16 0 - 1 6 3。

孔 德 成（ 1920-）字 達 生，山 東 曲 阜人，為 孔 子第 72 代 裔 孫。哥 倫比 亞 大 學博 士，曾 任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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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王 天民 先 生 79
29之 請 ， 在 中興 大 學 歷史 兼 課 80

30。 9 月 ， 趁 開學 前 兩天，

作 彰 化 八卦 山 之 旅。此 年 陸續 在《 中央 日 報 》副 刊 發 表大 度 山 手記〈山園

月 色 〉（ 8 月 ）；在 《暢 流 》 發表 〈 晨 風裡 的 白 蓮〉（ 8 月 18 日 ）、〈 綠的 市

鎮 〉（ 11 月 30 日 ）。  
此 年 尚 與 夏 聿 澤、姚 蒸 民 81

31、彭 醇 士、戴 登 82
32、張 百 成、于 景 讓 83

33、

陳 定 山 、鍾 伯 毅 84
34、張 齡 85

35、原 島 鮮 君 86
36、趙 仕 泰 87

37、曾 克 耑 88
38、許君

武 、 成 惕 軒 詩 文 往 來 。  
1959 年己亥，55 歲。1 月，因教 學 研 究之 需，開始撰 寫〈 台灣現 存 元

人 別 集 小錄 〉，刊 於《（東 海）圖 書 館 學報 》創刊 號 89
39。輓 從叔 伯亨 90

40。台

北 張 百 成席 上，遇 俞大 綱 91
41贈 詩，在 座 有 江絜 生、戴 登。撰 長歌 一首，賀

好 友 王 斌 六 十 壽 誕 。  
3 月，《 東風 》7 期出版，刊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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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春 ， 遊 谷

關 一 宿，轉 埔 里 而返。6 月，〈 元 方回 詩與 其 詩 論〉刊 於《東 海 學 報》1 卷

1 期。10 月 10 日，重 陽 節，彭 醇 士、陳 定 山 夫 婦 來 訪，同 事 蕭 繼 宗 夫 婦 、

                                                                                                                                      
國 耶 魯 大 學 研 究 員 ， 歷 任 大 成 至 聖 先 師 祭 祀 官 。 來 台 ， 擔 任 東 海 、 東 吳 等 各 大 學 研 究 所

教 授 。 1 9 7 8 年 赴 日 參 加 多 久 聖 廟 秋 季 釋 菜 ， 隨 行 者 尚 有 黃 得 時 、 鄭 清 茂 。 1 9 9 0 年 1 0 月

擔 任 考 試 院 長 。  
79 29 王天民（1911-1983），字季陶，遼寧遼中人。北平師範大學歷史系，美國奧勒岡大學碩士。擔任長白師院、長

春大學等職。1949 年來台，擔任省立台中農學院教授。美國講學歸來，1968 年擔任中興大學教務長，負責成立

歷史系。1971 年借調國立編譯館館長。1979 年返回中興任職。專攻西洋史，通曉英、日文。見中興大學歷史系

網站，緬懷先師。 
80 30 見中興大學歷史系大事紀五十八學年度條。 
81 31 姚蒸民（1923-2003），四川人。中央大學法律系畢業，曾任考試院委員，執教中央大學等校。著有《韓非子通

論》、《法家哲學》。見誠品網路書店資料。 
82 32 戴登，字月潭，江都人。為孫克寬考核委員會同僚。 
83 33 于景讓（1907-1977），字師竹，江蘇崑山人。日本京都大學農學博士，擔任廣西、四川、浙江、中山等大學教

授，1946 年來台灣大學，擔任圖書館館長兼植物系主任。1958 年在東海生物系，陳其寬先生曾經接受其建言，

種植陽光草坪等地的景觀植物。于先生對台灣山林水土保持，提出許多建言，可惜未獲採納。也成功培養無子

西瓜。專精植物學、遺傳學，兼及文史哲學。 
84 34 鍾伯毅，字槐村，湖南藍山人。著有《槐村詩草》。 
85 35 張齡字劍芬，號寬慧，湖南湖鄉人。全國高等考試榜首，19 歲擔任縣長。1949 年 9 月在廣州。來台後擔任台灣

銀行襄理。工詩詞藝文書法。1962 年與妻陸婷瑛（敏君）結婚。 
86 36 原島鮮君，日籍教授，來東海講授物理學。 
87 37 趙仕泰，壽州人。詩效溫李。 
88 38 曾克耑（1900-1975）字履川，號橘翁，齋堂為涵負樓。香港珠海學院、新亞書院教授。詩清艷瑰麗，書法擅瘦

金體，能論同光體詩。著有《頌橘廬叢稿》。 
89 39 〈台灣現存元人別集小錄〉，連載於《（東海）圖書館學報》1--6 期；1949 年元月至 1964 年。 
90 40 陰曆 12 月 19 日，同人在屏東病逝。見朱浤源等編〈孫立人將軍年表〉，《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1992 年 12 月），頁 424。 
91 41 俞大綱（1908-1978），浙江紹興人，台大教授，以傳統戲曲和古典詩詞。有《俞大綱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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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道 鄰 92
42、顧 敦 鍒 93

43兩 教 授 亦 來小 聚。次日 撰 五 律四 首 記 之 94
44。12 月 24

日，聖 誕 節，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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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刊 於 次 年的《 暢流 》

（ 1 月 16 日 ）。  
1960 年庚子 ， 56 歲。 遷 入 學校 新 造 的  B 型 宿 舍（ 東 海路 10B 號）。

陳 定 山 來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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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 。 克寬 先 生 撰有 〈庚

子 春 遊 獅頭 山 〉 文， 又 詩 一首 ， 刊 於 6 月 1 日《 東 海 文學 》 創 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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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5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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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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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刊以 後，得到 詩 壇 很大 的 迴 響。于 右任寄 贈 法 書

三 幅 ， 彭醇 士 撰 〈感 春 詩 次韻 繭 廬〉，均 有 謝 函。 4 月 8 日，〈 金將 武仙 本

末 考 〉 完稿 ， 刊 於《 東 海 學報 》 2 卷 1 期 （ 6 月）。 4 月 15 日 ，〈元 代漢 軍

永 清 史 氏本 末 --元 代漢 軍 三 世家 考 之 一〉， 刊 於 《大 陸 雜 誌》 20 卷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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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月 ， 作 詩 〈 授 太 白 詩 感 成 雜 言 〉 一 首 ， 在 《 東 風 》 第 11 期 發 表 。  
此 年 開 授詩 選 、 杜詩 等 課 程。 9 月 9 日， 寫 完 杜詩 講 稿 ，為 日 後 《杜

詩 欣 賞 》 的 張 本 。  
1961 年辛丑，57 歲。1 月，《 東海 文 學 》第 2 期 出 版，刊 出 詩〈 無 題 〉、

〈 有 感〉、〈 讀 莊書 有感 〉；小 簡二 則：〈 謝于 右 任 先生 見 惠 法書 〉、〈 謝彭 醇

士 先 生 和詩 〉；讀 書筆 記〈 簡介 後 村 詩〉；另 有〈當 代 詩 錄〉之 二，介 紹 周

                                                 
92 42  徐道鄰（-1974）為徐錚之子，乃錦之父，蔣孝文岳父。浙江大學畢業，留學德國。行政院政務處長，1947 年

擔任台灣省政府秘書長。著有《語言學概要》、《行為科學蓋論》、《中國法制史論集》等書。參考程滄波《徐道

鄰先生行述》。 
93 43 顧敦鍒（1898-1998）蘇州人。杭州之江大學畢業，北平燕京大學碩士。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兼文學院長。1972

年退休，1975 年赴美賓州匹茨堡。著有《中國議會史》、《李笠翁研究稿存》、《文苑闡幽》等書。 
94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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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刊於次年 3 月

《東風》10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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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45 許達然說：「我大四的時候，孫克寬老師希望我們辦個刊物。薛順雄（中文系）、張中芸（外文系）和我三個人

辦《東海文學》。1961 年，我大四的時候，是我編的，錢是我們三個人出的。薛順雄編古詩，張中芸負責翻譯，

我負責拉稿，拉不到就自己翻。」見莊紫蓉〈台灣文學家訪談錄：訪許達然〉，《台灣日報》副刊，2003 年 4 月

16-19 日。《東海文學》1960 年出版，許達然說的時間晚了一年。 
96 46 張百成，揚州人。陳定山之親戚。為國民大會秘書長洪蘭友的舊屬。洪自行政院長職下任之後，張氏不再應新

府主聘。作品常在《暢流》發表，若干詩作在《東風》、《東海文學》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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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 子、俞 大綱 二 人。3 日，與 蕭 繼宗、柳 作 梅赴 大 坑 張永 盛 同 學家 看 梅花 9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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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並整 理 東 廂為 書 齋 ，題 名 曰 「簡 廬 98
48」。6 月 ，〈晚 宋詩 人 劉 克莊補

傳 初 稿 〉刊 於 《 東海 學 報 》3 卷 1 期 。另 有 相 關文 章 〈 劉後 村 的 家世 與交

遊 --劉後 村與 晚 宋 政治 〉，連 續刊 於《 大陸雜 誌 》22 卷 11 期 及 12 期。7 月 ，

介 紹〈 劉 後村 大 全 集〉，刊 於《 圖書 館 學 報 》第 3 期。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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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月，《 東海 文 學 》第 3 期出版 ， 刊 出〈 繭 廬 詩抄 ： 阿 里山 遊 山 詩、 嘉 南

春 旅 紀 事〉；隨 筆〈簡 廬 說〉；另 有〈 當代詩錄〉之三，介紹陳定山、陳季

碩。6 日，東 海 同 仁臧 哲 先 99
49過 世，撰 詩輓 之。20 日，撰 述〈華 籍 傳 道人

的 中 國 文化 陶 冶 問題 〉，在 次月《 葡 萄園 》16 期發 表。31 日，撰 文〈 這 一

年 〉，在 次月 9 日 《中 央 日 報》 副 刊 發表 ， 檢 討兩 年 來 愛讀 莊 子 ，取 齋名

「 無 事 為 福 」， 講 求 隨 緣 之 樂 。  
1962 年 壬 寅，58 歲。1 月，王 斌 中 風，前 往 台 大 醫 院 探 視 001

50。2 月 ，

聞 胡 適 噩耗 ， 作 詩哀 之 。4 月 13 日 ，與 徐 復 觀 10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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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52。6 月 ， 中 文系 第 三 屆同 學

畢 業 ， 東 海 文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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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47 柳作梅〈元月三日陪孫克寬、蕭繼宗兩先生探梅大坑，主於張永盛同學家，賦此紀事兼以為贈〉，《東海文學》3

期，1961 年 11 月。 
98 48  簡廬之說，見《東海文學》3 期。克寬先生期許從「繭」脫出，因此改字號，中輟未成。 
99 49  臧啟芳（1894-1961），字哲先，又字哲軒，號蜇軒，遼寧蓋平人。曾入日本小學讀書，1912 年入南京國民大學，

次年轉北平國民大學（更名中國大學）商業預科。1916 年兼任該校附中英文教員。1919 年文官高等考試通過，

分發北京政府財政部菸酒事處所實習。赴美留學，習經濟學。1923 年返回，1926 年兼東北大學教授，1928 任

法學院院長，調東北特別區行政長官公署專員，歷任天津市社會局局長、市長、國立東北大學校長、江蘇保安

司令、國大代表、中央大學教授等。1949 年來台，擔任國立編譯館委員，並創辦《反攻》雜誌。1957 年 9 月任

東海經濟系教授兼主任。1961 年 2 月 28 日病逝。著有《經濟學》、《蜇軒詞草》、《臧哲先作品集》。 
001 50 見〈憶王偉俠〉，《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42。 
101 51 徐復觀（1903-1982）湖北俙水人。日本陸軍軍事學校畢業。1949 年在香港創辦《民主評論》。來台，任職省台

中農學院、東海大學。後赴香港講學。著有《學術與政治之間》、《中國思想史論集》、《中國藝術精神》、《中國

人性論史》。 
20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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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容若(1904-1997)參見《傳記名人堂》http://www.history.com.tw/ 
people.htm。 



．孫克寬先生行誼考述．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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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1
53」 3 月 29 日 完 成 〈元 初 漢 軍張柔

行 實 考〉，刊 於 《 東海 學 報 》4 卷 1 期（6 月 出 版）。5 月 ，〈 元代 漢 軍 人物

表 (并 序 )〉， 刊 於 《大 陸 雜 誌特 刊 》2 期。 6 月 15 日 ，《東 海文 學 》第 4 期

出版，刊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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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遊 山 詩、嘉 南 春 旅

紀事〉六首；另有〈當代詩錄〉之四，介紹曾克耑、廖壽泉。同期尚見戴

靜 山〈 奉 和醇 老 次 韻繭 廬 〉之 作。7 月，〈從「 唐 詩 鼓吹 」談 到 王荊 公 的詩

及 宋 詩 演變 〉刊 於《 新 時 代》2 卷 7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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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54。同 月，〈 元王使 宋 事 補 〉刊 於《大

陸 雜 誌 》25 卷 6 期。 12 月 25 日，〈基督 教 和 平進 中 國 〉刊 於 《 葡萄 園 》

第 18 期 。  
此 年 在 大華 晚 報 珠林 副 刊 撰稿 甚 多 501

55。計有〈 記胡 適之 先 生〉（3 月 4
日 ）、〈 大學 中 文 教學 不 能 不改 進 了〉（8 月 12 日）、〈 談 「論 詩 詩 」 --「 詩

與 詩 人 」之 一 〉（8 月 19 日）、〈 誠齋 集與 誠 齋 詩體 〉（8 月 26 日）、〈王 安

石 的 小 詩 〉（ 9 月 9 日 ）、〈 大 歷 與 十 才 子 (詩 與 詩 人 之 四 )〉（ 11 月 2 日 ）。  
1963 年 癸卯 ， 59 歲。 與 戴 君仁 先 生 同赴 霧 峰 林培 英 醉 月樓 之 宴 601

56。

因 徐 復 觀 的 引 介 ， 與 東 海 同 仁 陳 兼 善 701
57、 梁 容 若 等 人 赴 葉 榮 鐘 801

58所 組 餐

會 ， 與 林 培 英 、 郭 頂 順 901
59、 藍 運 登 011

60、 蔡 惠 郎 111
61、 林 雲 鵬 、 黃 天 縱 211

62、

                                                 
301 53 詩見《繭廬叢稿詩存》壬寅年詩中，頁 124。自註云：「生從余治詩。」全詩集為學生撰述詩作僅此一件，可見

孫先生對薛順雄老師的期許。 
401 54 坊間著錄《 杜 詩 欣 賞 》 版 本 以 1 9 6 3 年 、 1 9 7 4 年 為 多 。  
501 55 〈懷詞人江絜生〉：「自註云：大華晚報詩欄主編，合肥世家子，君曾編大華珠林副刊（《詩續》頁 68） 
601 56 〈霧峰林培英君將刊先府君（林幼春）《南疆集》宴集此間旅寓文士余亦與焉得詩三章紀之〉，詩見《繭廬叢稿

詩存》癸卯年詩，頁 128。詩句「渡江名德褚公多」下註云：「戴君山先生。」林培英為先父林資修幼春集詩稿

為《南強詩集》，邀請彭醇士、戴君仁撰序，書於 1964 年排印發行。現收於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中，1992
年 3 月影印。 

701 57  陳兼善（1898-1988）字達夫，浙江諸暨人。1921 年北京高等師範博物部畢業，赴法國巴黎大學、英國倫敦大

學留學，從事魚類分類學研究。擔任暨南大學教授。來台後，在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東海大學任教。赴

美。1982 年返回大陸，擔任中國魚類學會名譽會長。除本業以外，擅長詩詞、書法、金石。著有《魚類學》、《普

通動物學》、《台灣脊髓動物誌》。參考浙江省杭州高級中學網頁，百年星辰。 
801 58 葉榮鐘（1900-1978）字少奇，號凡夫，鹿港人。日據時期為櫟社成員。追隨林獻堂，曾參與台灣文化協會，推

行文化運動。任職彰化銀行董事會主席。2000 年晨星出版社出版《葉榮鐘全集》。生平資料詳見清華大學圖書

館數位資料館。 
901 59 郭頂順，台中名人，實業家，基督徒。先後成立台中商專、新民商校、台灣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向上兒童

福利基金會、藝林電影公司等。 
011 60 藍運登（1912-1997），苗栗人，居台中。畫家，日本東京美術學院畢業。1940 年曾任興南興聞社記者，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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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君 晰 311
63等 人 相 聚 。 並 贈 給 葉 榮 鐘 書 法 一 幅 411

64。 3 月 ， 與 東 海 師 生 等 11
人，有竹 山台 大 實 驗農 場 之 旅。過 草 屯，參觀 國 史 館史 料。作 有〈 樹 海行 〉

刊 於《 聯合報 》副 刊（4 月 19 日 ）；詩 作〈 車中 有 作〉、〈南 遊 追 記〉，文〈 庭

花 小 記〉，讀 書 筆 記〈讀 元 遺 山集 〉，刊 於《東 海 文 學》5 期，並 資助 出 版 511
65。 

閱 讀 韓 偓詩 作，並考述 生 平。4 月 8 日，〈韓 偓 簡 譜初 稿 〉校畢，刊 於

《 圖 書 館學 報 》5 期（ 8 月 ）。6 月，〈韓偓 詩 及 其生 平 〉 刊于 《 新 時代 》 3
卷 6 期 。7 月 ，〈入 元宋 將 夏 貴事 輯 〉， 刊於 《 大 陸雜 誌 》27 卷 2 期 。9 月

7 日，王 斌 去 世。撰 文〈 憶 王 偉 俠 〉，刊 於 12 月《 傳 記 文 學 》3 卷 6 期 611
66。

10 月，影星 凌 波 以梁 祝 傾 倒市 民，有感而 作〈 十月書 事 〉二首，在《 東風 》

2 卷 11 期發 表 。11 月 ，《東 海文 學 》 6 期出 版 ， 刊有 〈 觀 呂佛 庭 先 生萬 里

長 城 圖 不覺 神 遊 河朔 因 成 五絕 句 〉，重登〈 韓 偓 詩 及 其 生 平 〉一 文。12 月 ，

《 東 風》2 卷 11 期 出版，另刊 有〈 國 家不 幸詩 人 幸 --元遺 山 其 人其 詩 〉 711
67。

12 月 25 日 ，〈 探 索 基 督 教 大 學 的 形 象 〉 刊 於 《 葡 萄 園 》 19 期 。  
本 年 尚 有詩 作 贈 諸文 友：王 靜芝 811

68、陳季 碩、許 世英、黃 仲 良、張百

成 、 張 壽 平 911
69。  

1964 年甲辰，60 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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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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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71。

                                                                                                                                      
文化協會。 

111 61 蔡惠郎，1945 年發起台中醫師公會，1954 年參加第一屆中部美展。詳見林莊生〈時代先進：莊惠郎先生〉，《文

學台灣》25 期，1998 年 1 月，頁 14-26。 
211 62 黃天縱，台南人，台南市文獻委員黃天橫之兄。見詹伯望撰〈城市經典人物：黃天橫〉，《台南有藝術》16 期，

2000 年 7-9 月。 
311 63 李君晰（1906-），李崇禮之三子，彰化人。福建泉州培元中學、日本京都帝大經濟科畢業。戰後擔任彰化銀行

監察人，喜歡寫作，作品發表於《彰銀月刊》、《東方少年》。晚年參加王昶雄發起之益壯會。見王美雪撰《彰化

市志（下）》，1997。 
411 64 事見葉芸芸主編《葉榮鐘年表》西元 1963 年條，台中：晨星出版社，2002 年 3 月。克觀先生贈送葉榮鐘五言

古詩一幅（76*40.4cm），見清華大學圖書館，《葉榮鐘網路紀念館》，珍藏文物書法 9 號。 
511 65 〈後記〉中，編輯「感謝文學院、課外活動組、中文系各單位，以及孫克寬教授給予我們經費上的贊助，和精

神上的鼓勵。見《東海文學》5 期，頁 41。 
611 66  另見《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42。 
71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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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 68  王靜芝（1916-2002），原名大安，以字行，號菊農，合江省佳木斯人。生於瀋陽，長於北平。北平輔仁大學畢

業，跟從啟功學書畫。1943 年，又隨沈尹默學習書法。來台後，在東海兼課兩年。1963 年北上輔仁大學中文系

專任，歷主任、所長，桃李成蹊。組成「六修書畫會」。 
911 69 詩作均見《繭廬叢稿詩存》癸卯年詩，頁 128--137。王靜芝〈今生先生寄贈長句二章敬次原韻〉、舒衷正〈繭廬

病起後以新詩一束見寄誦之感動不能緘默〉等回覆的酬作詩，亦收在 12 月號《東風》2 卷 11 期。 
021 70 有詩作〈一月六日送奇女隨殷婿挈兩孩就聘加拿大〉，又有〈癸卯歲除感賦〉：「人間離別事尋常，送罷嬌兒閉講

堂……沙城西望雪茫茫。」自註云：奇女隨婿攜兩外孫去加拿大。《繭廬詩續》，頁 3、4。 
121 71 見〈追懷舊德話雙溪〉，《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2 月），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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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日 元 旦，周 棄 子 來訪，談 論 他代 總 統 府撰 寫 許 世英 褒 揚 令的 經 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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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陰雨 漸 開，過孔 德 成 住處，見 杜 鵑、桃 花 盛 開 221
72。春，與 彭 醇 士 、

蔣 榖 生、臺靜 農 321
73、張 清徽 421

74、陳曉 薔等 人 赴 霧峰 北 溝 遊憩，作有〈北溝

脩 禊 〉 521
75詩 。 4 月 2 日， 撰 述 《詩 與 詩 人》 自 序 ，並 戴 君 仁序 ， 交 學生書

局 印 行 。6 月 ，〈元 儒蘇 天 爵 學行 述 評 〉刊 於 《 東海 學 報 》6 卷 1 期 ；〈談

中 國 文 史類 論 文 的製 作 〉 刊於 《 東 風》 3 卷 1 期。 9 月 ，〈元 代 北 方之 儒〉

刊 於 《 孔 孟 學 報 》 8 期 。  
秋，編 選《海 角 閒 雲》。10 月，〈蒙 古 興 起前 後 的 女性 活 動 --讀蒙 札 記〉

刊 於《 中 國 時 報 》5 版；〈 晚 宋 政 爭 中 之 劉 後 村 --劉 後 村 與 晚 宋 政 治 之 1〉，

收 入 《 宋史 研 究 集》 2 期。 11 月 ，《 繭廬 叢 稾 》出 版 。 621
76同 月 15 日 ，《東

海 文 學 》8 期 出 版，刊有〈 有 作〉、〈 變色 木芙 蓉 一 本盛 開 〉詩二首，並〈繭

廬 叢 稾 序 文 〉。  
1965 年乙巳，61 歲。1 月 1 日，元 旦，挈家 人 遊 八卦 山。《 繭廬 叢 稾》

既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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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
77。因 曾紹 杰 821

78、張 劍芬

請 託 ， 題字 合 肥 李彌 堪 《 佛日 樓 詩 集》。 3 月，《詩 與 詩 人》 初 版 上市 。仲

春，遊員林、永靖間諸園，見玫瑰繽紛，撰詩記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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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 仲 良 邀 集 詩 友 於

悅 賓 樓 ，座 中 有 許君 武 、 李俠 廬 。5 月，《 宋元 道教 之 發 展》 新 書 出版 。6

                                                 
221 72 有詩〈新正陰雨晦冥，頃始開霽，山園桃花競開，喜為口號〉四首，〈過達夫教授寓前小圃杜鵑怒發，亦有夭桃，

得詩二絕〉，在《東海文學》第 7 期發表。 
321 73 臺靜農（1902-1990），原名傳嚴，學名靜六，安徽霍丘縣人。21 歲發表第一篇新詩〈寶刀〉，署名靜農。北大

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風俗調查會事務員。1925 年與魯迅等人組「未名社」。歷任北京中法、輔仁、郁文等大

學中文系講師。陞輔仁大學副教授兼校長秘書。再任北大女子文理學院副教授，廈門大學、山東大學等校教授，

以及國立編譯館職。1946 年來台，任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台大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以《龍坡雜文》獲 12
屆時報文學獎推薦獎。詳見〈臺靜農教授大事記〉，在 http：//140.112.113.4/taichino/event.htm 

421 74 張清徽（1912-1995），本名敬，貴州安順人。就讀北平女子文理學院、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畢業於西南聯大。

抗戰後曾任金陵女子大學、齊魯大學兼課。來台後，任職東港空軍參謀學校、教育廳編審。1951 年因臺靜農邀

請，任教台灣大學中文系。能結合案頭與劇場演出，開闢台灣戲曲學術研究之領域。著有《明清傳奇導論》等

書。參見王安祈〈張靜先生傳〉，http：//ccms.ntu.edu.tw/〜chinlit/ch/htmal/MA3d015.thm 
521 75 〈甲 辰 北 溝 修禊 詩 記〉，見《 東 風》 2 卷 12 期，書 目中 作 五 言古 詩。《繭廬叢稾》癸卯年作七言

古詩一首，中云：「東風搖搖吹人眠----山間春事亦足樂。」撰詩時當為甲辰春，農曆三月初為宜。 
621 76 《繭廬叢稾》書前扉葉題：「克寬今年農歷(曆)十月六十初度，謹選錄詩文追懷母難，獻於先考樹人府君，先妣

劉孺人。甲辰(民國 53 年，1964)初冬自誌。」孫克寬印，民國 53 年 11 月。 
721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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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東海

文學》9 期，1965 年 4 月。 
821 78 曾紹杰（1911-1988）本名昭拯，改名少杰，再改紹杰，湖南湘鄉人。上海大夏大學會計系畢業，來往京滬之間。

抗戰時入四川，服務於軍政部兵工署，與喬大壯、莊維崧結為莫逆。工書法、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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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 日，持贈 徐 復 觀 先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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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21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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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刊 於 《 中 央 日

報 》 副 刊 （ 12 月 12 日 ）。 詩 作 則 見 於 次 年 2 月 ，《 東 海 文 學 》 10 期 。  
1966 年丙午，62 歲。元 旦，周 棄 子 來訪。2 月，《 東 海文 學》10 期 出

版，刊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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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輯〈 當

代 詩 錄 〉之 5，介紹 黃 祖 漢、 吳 萬 谷兩 人 詩 作。 3 月，中 文 系 畢業 班 同 學

同遊野柳、芝山、烏來、石門水庫、獅頭山，領略雨中情調，撰有〈煙雨

行 〉，刊 於《 中 央 日報 》 副 刊（ 4 月 2 日）。〈 北 游雜 興 〉 詩、〈 北遊 紀行 〉

文 、〈 踏 沙 行 --野 柳 海 岸  〉 詞 、〈 齊 天 樂 --旅 遊 宿 芝 山 岩 衛 理 園  〉 詞 ， 則

刊 在 6 月號《 東海 文學 》11 期。同 期刊 物上 有 鍾 燕玲 紀 錄 的漫 談〈李 白和

詩 人 〉，係從 孫 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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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作 《 約 翰 克 利 斯 朵 夫 》。  
寫 信 給 廖壽 泉、陳定山、江 絜生，作 詩 悼念公 論 報 社長 李 萬 居 031

80、香

港 伍 椒 教 授 131
81。徐 復 觀 赴 香 港 講 學，有 詩 贈。此 年 仍 經 營 元 代 道 教 考 述 ，

7 月 、8 月撰 有 〈 元代 道 教 茅山 宗 ： 元代 道 教 正一 教 考 〉上 、 下 集， 分別

刊 於《大陸 雜 誌》33 卷 2 期、3 期。8 月，另 有〈 元代 南 方 之儒 試 論〉，刊

於 《 孔 孟月 刊 》 4 卷 12 期。12 月，〈元道 士 吳 全節 事 蹟 考〉， 刊 於 《幼 獅

學 誌 》5 卷 2 期。〈宋 元 文 集對 史 料 的提 供 〉，刊於《 葡 萄園 》23 期。閱 讀

謝 靈 運 詩，撰 有〈 謝 靈運 再 評 價〉，8 月刊 於《 現 代 學 苑 》3 卷 8 期。11 月 ，

                                                 
921 79 贈徐復觀、戴君仁之二書，均已轉贈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 
031 80 李萬居（1901-1966）號孟南，台灣雲林口湖鄉人。1924 年前往上海文治大學、國民大學，受教於章炳麟。赴

巴黎文學院，就讀社會學、政治學，並加入青年黨。1936 年任職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1939 年擔任港澳辦事處

主任。香港淪陷，入重慶。1945 年為《台灣民聲報》發行人。連震東主編，出版了 10 期。10 月 5 日，擔任台

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抵達松山機場，同任務者尚有黃朝琴、遊彌堅、林忠。1946 年當選省參議會議

員、制憲國大代表。1947 年，另籌 1963 年《公論報》等，發揚民主精神。5 次連任省議員。問政風格強烈，被

稱為「魯莽書生」。見楊錦麟《李萬居評傳》，台北：人間，1993 年 11 月；王文裕《李萬居傳》，台灣文獻委員

會，1997 年。 
131 81 伍俶（1896-1966）號叔儻，浙江溫州人。考入北京大學，受業於黃侃，工駢文。1938 年擔任中央大學師範學

院國文系主任。來台，任教於台灣大學中文系。1956 年赴香港中文大學。詩多五古，有《幕遠樓自選集》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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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 靈 運 詩 賞 析 〉 刊 於 《 大 陸 雜 誌 》 33 卷 10 期 。  
1967 年丁未，63 歲。2 月，《東 海 文 學》12 期出版，刊 出詩 作，分別

為 〈 復 觀 教 授 講 學 香 江 詩 課 諸 生 學 吟 餞 別 余 亦 同 作 即 塵 莞 政 五 律 二 首 〉、

〈 寇 拉 颱 風 過 境 山 間 有 秋 意 --五 言 一 章 〉、〈 七 古 寄 棄 子 并 簡 老 潛 學 長 慶

體 〉、〈醇 士以 和 旅 泊詩 見 眎 因復 和 之 已三 續 矣 --四律 句 〉，另有 詞〈高 陽臺

--秋 意〉一闕。孫 至道（ 克 剛 ）去 世，前 往 探 視 孫 將 軍 大 坑 新 種 的 梅 林 231
82。

張 佛 千 、 章 鏡 禮 、 章 啟 民 、 楊 祖 植 相 約 來 訪 。  
仲 春 ， 編 成 《 分 體 詩 選 》， 由 柳 作 梅 先 生 校 訂 ， 楊 祖 聿 、 楊 浴 星 、 林

文 珠 校 寫，書 交 學生 書 局 出版。夏，學 生 葉 懿芝 代 為 剪輯 報 刊 上文 章，分

類 篇 次，楊 玖、趙 宜、蔣 彭 成 幾 位 同 學 抄 寫 完 成《 山 居 集 》。12 月 28 日 ，

撰 寫 後 記 ， 書 交 台 中 市 中 央 書 局 於 次 年 2 月 出 版 。  
6 月 5 日，以 阿 第 三次 衝 突，史稱「 六 日戰爭 」，戴 陽將 軍 以 閃電 速 度

結 束 爭 戰，並 入 閣為 國 防 部長，對 台灣 士 氣 有很 大 的 鼓舞。因 作〈 以賽列

戴 陽 將 軍 歌 〉 331
83。  

11 月 初 冬 ， 隨 徐 復 觀 邀 集 張 煥 珪 431
84、 葉 榮 鐘 、 郭 頂 順 、 君 石 531

85、 林

培 英、蔡 惠 郎、藍 運 登 於 台 中 近 郊 東 山 女 詩 人 吳 燕 生 之 吳 家 花 園 小 飲 631
86。 

此 年 著 作頗 多：1 月，〈 江 南訪賢 與 延 祐儒 治〉刊於《東 海學 報》8 卷

1 期。3 月，〈 昭 明文選 導 讀 〉刊 於《 書目 季 刊 》1 卷 3 期。5 月，〈 元許有

壬 與 其 至正 集〉刊於《圖 書館 學 報》8 期。6 月〈略 談 基 督教 文 學 的建 立 〉

刊 於《 葡萄 園 》26 期。7 月 31 日，〈我和 東 海 大學 圖 書 館〉刊 於《大 華 晚

報 》副 刊。8 月，〈 陶 淵 明 詩 中 的 儒 家 思 想 〉刊 於《 孔 孟 月 刊 》5 卷 12 期 ，

又 有 〈 天師 教 淵 源略 述 〉 刊於 《 景 風》 14 期。9 月 30 日，〈 白雲 宗 --讀 蒙

                                                 
231 82 〈孫立人將軍年表〉民國 56 年條：「從侄孫克剛逝世，未獲准參加葬禮」，見《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 年 12 月），頁 424。〈與仲叔話新營果園〉：「白髮將軍盡入山，灌畦種樹聽潺湲。

不須更射南山虎，只許梅花共我閑。」見《在台詩續》頁 31。集中本年未見弔克剛詩，卻有訪將軍之作。 
331 83 見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或 http：//student.wtuc.edu.tw/88/s8813046/ 
431 84 張煥圭（1902-1980）字璜山，臺中大雅人，林烈堂之女婿。日本明治大學就讀。參加臺灣文化協會及臺灣地方

自治聯盟等活動。1925 年與其兄張濬哲、莊遂性等人在臺中市創辦中央書局。1933 年接任臺中興業組合（今臺

中一信）組合長，並任大雅庄協議會員等職。1936 年與其岳父霧峰林烈堂及郭頂順、林澄坡等創辦臺中商業專

修學校（今新民高級商工）。戰後，當選首屆臺中市參議員，並曾任臺泥公司監察人及臺中市文獻會副主任委員

等職。 
531 85 疑為李君晰，參見註 111 
631 86 徐復觀有詩〈丁未初冬與煥珪、少奇、頂順、君石、培英、惠郎、運登、今生諸君子聚東山吳家花園小飲卻賦〉，

詩中有句「賴得文君堪賣酒」，註云：「文君，女詩人吳燕生也，花園為其舊業。」刊於《東海文學》13 期，頁

22，1968 年初。按，吳燕生（-1976），東勢人，生於北平，名曰燕生。父親吳子瑜，櫟社社員，倡漢詩。燕生

每年於吳家花園召詩人雅集，死後成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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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記 〉 刊 於 《 大 陸 雜 誌 》 35 卷 6 期 。  
1968 年 戊申 ， 64 歲。 霧 峰 林培 英 來 訪， 赴 台 中小 宴 。 與學 生 同 遊埔

里 日 月 潭。《 東 海 文 學 》13 期 出 版，刊 有〈 所 思 錄 小 言 --魚 龍 寂 寞 秋 江 冷 ，

故 國 平 居有 所 思，杜 甫 秋 興〉，〈 繭廬 近詩：戴 陽將 軍 歌、明 潭 短 旅雜 詩錄

五 、 有 作一 絕 〉。2 月 28 日 ，為 《 元 代道 教 之 發展 》 自 序， 序 中 感謝 顧 敦

鍒 院 長 贈序，陳 永森 731
87借 圖，原稿為 梁 同 季抄 寫，助教謝 光 政、楊祖 聿 覆

校。此書為《 宋元道 教 之 發展 》之下冊。11 月，上 冊同時 再 版。又 有《 元

代 漢 文 化之 活 動》，臺 灣 中 華書 局 出 版。 4 月，〈所 見 元 人詩 文 別 集中 之道

教 資 料〉刊於《國 立 中央 圖 書 館館 刊 》1 卷 4 期（ 另 有 下 篇 刊 於 2 卷 1 期 ，

7 月）。4 月 23 日，〈元 代 漢 文化 之 活 動自 序 〉刊於《 中 央 日報》。5 月，〈程

鉅 夫 與 其雪 樓 集〉刊 於《 圖書 館 學 報》9 期。7 月，〈 元代漢 軍 槀 城董 氏 本

末 〉刊 於《 東 海 學報 》9 卷 2 期。7 月 8 日，〈 我編了 一 本 詩選 〉刊 於《 大

華 晚 報 》。  
夏 末 ， 朱雲 邀 集 ，與 徐 復 觀、 江 舉 謙同 往 831

88。 11 月 ，〈道 教茅 山 宗神

話 〉刊 於《廣 文 月 刊 》1 卷 1 期（又 有 下 篇刊 於 1 卷 3 期，次 年元 月 ）。12
月 ，〈 金 元 全 真 教 創 教 述 略 〉 刊 於 《 景 風 》 19 期 。  

1969 年己酉 ， 65 歲。 6 月 24 日 完 成 〈清 容 居 士集 與 袁 桷 --元 人 別 集

小 記 〉，在《 圖 書 館學 報 》10 期（ 12 月）發 表。8 月，〈論 義利 〉、〈 通鑑 居

危 錄 〉 二文 ， 刊 於《 孔 孟 月刊 》2 卷 12 期。 28 日 ，〈元 代金 華 之 學述 評〉

上 篇 完 稿， 刊 於 《幼 獅 學 誌》8 卷 4 期（ 12 月 ）。9 月 ，〈 金元 全 真 教的 初

期 活 動 〉 刊 於 《 景 風 》 23 期 。 9 月 16 日 殷 海 光 931
89去 世 ， 作 詩 悼 之 。   

1970 年庚戌，66 歲。1 月，《東 海 文 學》15 期出刊，有〈鄞縣戴教授

靜 山 先 生 六 秩 晉 九 壽 言 〉， 並 有 〈 當 代 詩 錄 〉 之 六 介 紹 瑞 安 伍 俶 叔 儻 、 武

勝 舒 衷 正景 衣 兩 人詩 作 。《 東風 》 3 卷 12 期 出刊 ，有 文 〈 淚的 文 學 --李義

山 詩 中 的 淚 〉； 有 詩 〈 谷 音 詩 錄 ： 龍 盦 041
90繪 山 居 圖 見 贈 ， 詣 彰 化 謝 之 ， 相

                                                 
731 87 陳永森（1913-1997），台南人，私立長老教會畢業。1935 年赴日，進東京美術學校學畫。1956 年第一次返台舉

行個展。1971 以後多次回國展覽。此圖應在第一次回國時過東海而作。 
831 88 江舉謙〈梧軒吟稿：集杜二首〉，註云：「戊申夏末龍庵先生招同人雅集，今生先生即席賦二絕句，龍庵因詩意

畫成幅，後日來索題，復觀已次原韻，遂集杜二章以應。」《東海文學》14 期，頁 1，1969 年。 
931 89 殷海光（1919-1969），本名福生，湖北黃岡人。受哲學大師金岳霖影響。1938 年進入西南聯大哲學系就讀，1942
年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1946 年擔任《中央日報》主筆。1949 年來台，擔任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1954
年赴美哈佛大學講學一年。為自由主義者，參與中西文化論戰，受到政府關切，被迫離職。1967 年胃癌。1969
年 9 月 16 日去世，年 51。 

041 90 朱雲（1906-1975），號龍盦，浙江紹興人。1941 年日軍犯福建，率義警奮戰，轉入敵後工作。來台擔任彰化警

察局秘書，居八卦山麓，兼東海大學書法、古琴教授。著有《乙未消夏集》、《龍盦書畫集》、《龍盦詩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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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歸 來，以五 古 一 章塵 教、朱 夏有 作 錄 二律、悼 故 人二 絕 句、雜書 二 絕 句〉，

並 附 朱 雲 〈 五 古 酬 繭 廬 〉； 又 有 詞 〈 晚 學 詞 摘 ： 淒 涼 犯 、 金 縷 曲 〉 二 闕 。  
2 月 4 日，除 夕 前 夜，收〈文 選 時代 與 文 選學 〉、〈 謝 靈運 詩 評 述〉、〈 韓

偓 簡 譜〉、〈 宋 詩小 論〉、〈 晩 宋詩 人 劉 克莊 〉、〈 梅伯 言 與 柏梘 山 房 集〉六篇

作 品 為 一書 ， 題 名《 詩 文 述評 》，交 台北 廣 文 書局 5 月 出版 。3 月 ，〈 義山

詩 的 傷 時與 自 傷〉，《 東 方雜 誌》3 卷 9 期。4 月，〈義 山 詩 小論 〉刊 於《 中

華 詩 學 》2 卷 5 期 ；又 有 〈 元代 金 華 文人 方 鳳 與柳 貫 --元 代金 華 之 學下 篇

之 一 〉，刊於《 中華 文化 復 興 月刊 》3 卷 4 期。4 月 21 日，〈 挽姚 從 吾 141
91先

生 〉 刊 於《 中 央 日報 》 9 版。4 月 25 日，〈 不站 罪人 的 道 路〉 刊 於 《葡 萄

園 》29 期。6 月，《東 海 文 學》16 期出版，有 文〈孱 貓 記〉，有 詩〈 繭廬 近

詩：還 山 241
92二 絕 句、臺 中一 福 堂 九樓 小 飲 口號、頃 復 晚飲 一 福 堂九 樓 有作、

默 坐 有 得 〉。 此 集 尚 有 蘇 寶 順 讀 克 寬 先 生 《 山 居 集 》 而 寫 下 〈 蠕 動 的 山 崗

讀 後 〉。 擬 赴 韓 國 講 學 ， 因 簽 證 而 未 成 。  
送 杜 蘅 之 341

93母 親 歸 葬 大 度 山 示 範 公 墓。暑 日，舒 衷 正、方 遠 堯 來 訪 ，

招 遊 橫 貫公 路 ，詩作 甚 多 。9 月 ，〈吳 萊之 才 華 與學 藝 --元 代金 華 之 學下 篇

之 二 〉 刊 於 《 中 華 文 化 復 興 月 刊 》 3 卷 9 期 。  
孫 師 母 肺癌，入省立 台 中 醫院 診 治。孫 立 人 將軍 曾 攜 天平、安平二 子

前 往 探 視 441
94。 此 年 ，《 蒙 古 漢 軍 及 漢 文 化 研 究 》 再 版 ， 東 海 大 學 出 版 組 印

行 。  
1971 年 辛亥 ， 67 歲。 高 陽 541

95招 飲 台 北 ，因 周 棄 子之 介 ， 在座 者 尚有

臺 靜 農 、戴 君 仁 。1 月 8 日 ，完 成 〈 儒雅 雍 容 之黃 溍 --金 華之 學 述 評下 篇

                                                                                                                                      
輩輯有《朱龍庵先生七秩華誕紀念詩文集》。 

141 91 姚從吾（1894-1970）河南襄城人。北京中華大學預科，升國立北京大學文科史學門，師張相文、陳漢章、姚永

樸、姚永概、胡適、葉澣、朱希祖。1920 年北大畢業，入柏林大學、杜波恩大學進修。1946 年擔任河南大學校

長，振興學風，端正士習。次年被教育團體國大代表。 
241 92 〈還山〉二絕：「去國無成計亦良，膽瓶聊供釗蘭芳，門前車馬休相過，自吐新吟出肺腸。歸來小圃簇鵑紅，三

月春風百事慵，更喜山妻能料理，文山荼勝霍山菘。」楊祖聿學長說，克寬先生原應韓國大學邀請講學，已經

在台中一福堂等地宴請有朋同僚多次，因簽證未過而中輟，懊喪之情可知。然而詩中讀來，頗見曠達。 
341 93 杜蘅之（1913-1994）浙江青田人。之江大學政治系畢業。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學碩士、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

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受聘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資深學人、奧斯汀大學客座教授。1972
年、1974 年擔任中國國際法學會理事，出席亞洲國語會議，被選為副會長。歸國以後擔任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兼文學院院長。著有《國際法大綱》等書。 
441 94 孫樹模〈將軍與詞人（下）〉，《中外雜誌》卷 58，頁 88。 
541 95 高陽（1926-1992），本名許晏駢，字雁水，筆名郡望、吏魚等，浙江杭州海寧人。大學肄業，轉空軍官校。1949
年來台，擔任參謀總長王叔銘的秘書。退伍後，擔任《中華日報》副刊主編，以及《中央日報》特約主筆。1951
年開始創作歷史小說。其中以《胡雪巖》、《慈禧全傳》為最有名。尚有學術著作《高陽說曹雪芹》、《高陽說紅

樓夢》、《高陽說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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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三 〉， 在《 圖 書 館學 報 》11 期 （ 6 月 ）發 表 。6 月，〈 元代 漢人 之 保 種存

文 活 動 〉發 表 於 《東 海 學 報》 第 12 卷。 9 月 ，〈謝 靈 運 詩評 〉 刊 於《 中 國

詩 》 2 卷 3 期 。《 詩 與 詩 人 》， 臺 灣 學 生 書 局 再 版 。  
11 月 8 日，孫 師母 去世 641

96。孫奇 返臺 奔 喪，接往 加 拿 大。克 寬 先 生作

詩 寄 別 戴 君 仁 、 臺 靜 農 。 徐 復 觀 則 前 往 台 北 機 場 相 送 。  

五、孫克寬先生離台之後（1972-1993）事蹟考述  

1972 年壬子，68 歲。1 月 14 日深 夜，飛 抵拿 大 沙 斯頓 市（ Saskatoon），

與 女 兒、女 婿 同 住，署 居 名為 瑞 玉 行寓。作 詩寄 懷 前 往香 港 的 徐復 觀，以

及老友舒衷正、楊祖植。懷念東海師友：柳作梅、蕭繼宗、楊承祖、方師

鐸，以 及弟子 薛 順 雄、楊 玖。回覆來 自 西 雅圖 徐 道 鄰的 來 信。在 冰 雪 天 中 ，

每 週 去 一次 英 文 補習 班 上 課。 長 外 孫女 陪 伴 去附 近 的 小型 藝 術 館看 西 畫。

館 中 附 帶出 售 美 術叢 書 ， 偶爾 也 買 幾本 畫 冊 回家 欣 賞 。3 月 ， 寫 信並 懷舊

詩 九 絕 句， 寄 懷 東海 同 仁 ，詩 文 均 刊於 6 月 出版 的 《 東海 文 學 》18 期。7
月 ， 是 沙城 花 季 ，有 白 梨 花、 紫 丁 香、 玫 瑰 、牡 丹 、 冬季 常 青 樹紅 珠 花，

依 次 開 來。女 婿、女 兒都 在 沙 城大 學（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任 職，

所 以 也 可以 進 入 該校 圖 書 館觀 覽。中文 書 不 多，只 有幾部 道 藏 書籍。利用

週 末，在華 人 教 會裡 奉 獻，用 國 語 講中 國 文 史知 識。本月，隨 婿家 為美西

之 遊 ， 撰 有 〈 游 美 詩 卷 〉。 得 臺 靜 農 、 舒 衷 正 寄 來 新 書 。 得 戴 君 仁 信 ， 知

許 世 英 猝死，作詩 哀之。作詩 懷江 絜 生、張佛 千。11 月，為朱 雲女 公 子 玄

撰 述〈 朱 著姚 惜 抱 學記 序 〉。12 月，聖 誕 節前 夕，撰 述〈 沙 城 一 年〉，寫下

來 加 拿 大將 近 一 年的 心 情，在華 人 教 會中，依 然 感受 到 神 的溫 馨。稿 寄《中

央 日 報》，次 年 1 月 20 日刊 登 。12 月 6 日，完 成〈張 雨 --元 代的 一 個 文學

道 士 〉， 寄 交 《 大 陸 雜 誌 》， 發 表 於 次 年 4 月 ， 46 卷 4 期 。  
1973 年癸丑，69 歲。作 詩輓 壽春 孫 傳 瑗 741

97。5 月，《 東海 文 學》19 期

                                                 
641 96 蕭繼宗〈孫母徐夫人墓碑〉：「以六十年十一月八日終于醫所，年六十九，卜厝于大度山之原。」碑額篆文與墓

碑文隸書均為朱雲老師書法。《繭廬在台詩續》頁 54：「辛亥換歲，余妻靜宜夫人即病悪瘤，荏苒呻吟至 11 月

初旬而撒手，相持病塌，送葬空山，淚盡心枯，不堪回首。偶有所吟，皆不成句。只錄右題二律。」與孫師母

結褵 41 年。 
741 97 孫傳瑗（-1973）號養癯，壽春人，孫文正公從侄，同盟會耆老，參加國民革命，擔任方振武營第四軍團政治主

任。曾任大學教授、教務長，孫傳芳秘書，國民黨安徽省常委。女多慈（1912-1975），徐悲鴻學生，師大、文

化美術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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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刊，轉 載了〈 朱著 姚惜 抱 學 記 序 〉與〈 沙 城 一 年 〉二 文。夏 日，遊 美 東 。

9 月 20 日，《 聯合 報》 副 刊 刊出 〈 在 天之 涯 ， 河上 秋 風 〉 841
98一 詩 。 得東海

舊 友 祁 樂同 自 紐 約來 信；得楊 承 祖 來信，興 懷蕭 繼 宗、柳 作 梅。悼 李基鴻

941
99。 寄 〈 枯 杖 花 歌 〉 給 《 宇 宙 光 》 主 編 劉 翼 凌 。  

1974 年甲寅，70 歲。得 章 鏡智 寄 來 其兄 章 鏡 禮遺 集《 潛叟 詩 抄》，李

嘉 亦 寄 來 《 新 訂 丁 註 疑 雨 集 》， 均 撰 詩 回 贈 。 聞 徐 道 鄰 訃 ， 作 詩 挽 之 。  
3 月，〈吳梅 村 北 行 前 後 詩 〉刊 於《 中 央 圖 書 館 館 刊 》7 卷 1 期。5 月 ，

〈 唐 代 道教 之 發 展導 論 〉刊於《（ 中興 ）文 史 學 報》。7 月，〈元 初 南 宋遺 民

初 述 --不 和蒙 古 人 合作 的 南 方儒 士 〉刊於《 東 海 學報》15 卷。8 月，〈吳 漢

槎 與 其 詩〉刊 於《東 方 雜 誌》8 卷 2 期。9 月 13 日，完 成〈 唐 代 道教 與 政

治 〉初 稿，刊 於《大 陸 雜 誌》51 卷 2 期。10 月，〈 唐 以前老 子 的 神話 〉刊

於 《 大 陸 雜 誌 》 48 卷 1 期 。 同 月 ，《 杜 詩 欣 賞 》 由 學 生 書 局 再 版 。  
1975 年乙卯 ， 71 歲。 3 月 ，〈查 初 白 與其 敬 業 堂詩 〉 刊 於《 中 央 圖書

館 館 刊 》8 卷 1 期 ；〈談 遷 與 吳梅 村 〉 刊於 《 大 陸雜 誌 》50 卷 3 期 。因 牟

復 禮（ Dr.Mote）、藍德 彰（Langlois）之 邀，將 赴美 國普 林 斯 敦大 學 暑 期元

史 研 究 社 主 講 。 5 月 21 日 ， 完 成 《 元 代 南 儒 與 南 道 》 初 稿 。  
6 月，《 元代 金 華 學述 》在台 出版。此書 收錄 1968-70 年 間 所 寫元 代 南

方 儒 生 活動，包 含金 華 學 派北 山 方 鳳、柳 貫、吳 萊、黃溍 四 先 生對 儒 學存

續 努 力 等問 題。書後 附 錄：〈清 容 居 士集 與 袁 桷：元 人 別集 小 記〉。三 年前

交 本 校 出版 組，哈 佛燕 京 學 學社 資 助，杜蘅 之 院 長力 成，柳 作梅 老 師 題署，

薛 順 雄 老 師 校 編 。  
赴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壯 思 園 演 講 廳 演 講 ， 前 後 兩 個 月 時 間 ， 撰 詩 數 十 篇

051
100，詩 興 風 發不 減，壯 才豪 宕，溫 麗多 情。牟 復禮 教 授 係南 京 舊 識，當時

專 治 「 元明 文 史」；會 中 又 與研 究 宋 史的 劉 子 健教 授 重 逢。 8 月，〈唐 代道

教 與 政 治〉 刊 於 《大 陸 雜 誌》 51 卷第 2 期。 12 月 25 日，《 繭 廬詩 續》 抄

出，共收 詩稿 360 首 151
101，分 為〈在 台詩 續 〉、〈 海外 稿 〉、〈 老學 長 短 句〉三

部 分。12 月 30 日，感 冒 未 癒，抄 稿 完 成〈 明 初 天 師 張 宇 清 及 其 峴 泉 集 〉，

                                                 
841 98 本文以筆名「萌」發表，篇末編者按：「作者孫克寬教授僑居加拿大 Saskatoon 市」。 
941 99 李基鴻（-1973），字子寬，應城人。考核會主任。著有《百年一夢錄》。 
051 100 〈壯思堂講會詩〉選十七首：「壯思堂，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東方系 Johnson 之譯名也。予以牟復禮及藍德彰之約。」 
見《繭廬詩續》，頁 3。 

151 101 《繭廬詩續》末云：一九七五年聖誕抄畢，凡三百六十首。吾前後為後村詩論，嘗以古人七十後詩，多老筆頹

唐不足存。大家如此，何況陋學。今後即有塗抹，亦不足留稿。累人嗤點矣。狷翁自記，時年七十有一於沙城

行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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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交 台 北 《 書 目 季 刊 》， 於 次 年 3 月 ， 9 卷 4 期 發 表 。  
1976 年丙辰 ， 72 歲。 1 月 ， 居加 拿 大 沙城 ， 為 《寒 原 道 論》 撰 序 。3

月，〈明 初天 師 張 宇清 及 其 峴泉 集 〉刊於《 書 目 季刊》9 卷 4 期。與 周 棄子

分 別 為 朱雲 《 龍 盦詩 刊 》 撰序 。6 月 住院 割 膽 。原 應 美 國緬 因 州 Bowdoin 
College 暑 期 元 史 研 討 會 ， 撰 述 〈 元 虞 集 與 南 方 道 教 〉， 由 藍 德 彰 博 士

（ Dr.J.Langlois）  與其 夫 人 范心 怡（ 東海 中 文 系學 姊 ）合譯 為 英 文，無 法

與 會 ， 交藍 教 授 代為 宣 讀 。8 月 1 日 ，集 昔 日 詞作 二 十 闋， 編 為 〈老 學長

短 句 〉 一卷 251
102。 9 月 18 日 〈 元虞集 與 南 方道 教 〉 修稿 後 ， 寄交 《 大陸雜

誌 》， 發 表 於 12 月 號 ， 53 卷 6 期 。  
1977 年 丁巳 ， 73 歲。 央 請 中興 大 學 王禮 卿 教 授為 新 書 《繭 廬 詩 續》

撰 序 351
103。孔 德成 老 師 等人 題 署 各章 篇 名。有關 出 版 事務，均 委託楊 祖 聿 先

生 負 責 。 8 月 ， 女 婿 殷 光 霖 博 士 獲 聘 美 國 加 州 佛 萊 斯 諾 （ Fresno） 山 谷 兒

童 醫 院 ， 創 立 研 究 室 。 隨 同 遷 來 美 國 加 州 ， 住 在 蒙 特 利 公 園 區 451
104。  

10 月，〈 小論 厲 樊 榭詩 詞 〉刊 於《 大 陸 雜 誌》55 卷 4 期。12 月《 寒 原

道 論 》， 台 北 聯 經 出 版 公 司 出 版 。  
1978 年 戊午 ， 74 歲。 歲 暮 ，懷 舊 友 王偉 俠 、 鳳迪 明 丈 、喻 玉 田 ，作

〈 懷 舊 詩 〉一 首 551
105。6 月，〈 劉 長 卿 其 人 其 詩 〉刊 於《 中 國 詩 》9 卷 2 期 ；

又 有〈厲 樊 榭 年 譜 初 稿 〉，《 大 陸 雜 誌 》56 卷 6 期 發 表。9 月，〈 作 詩 四 要 ：

意 境、辭 采、錘 鍊 與 識 度 〉刊 於《 中 國 詩 》9 卷 3 期，11 月《 夏 聲 》轉 載 。 
1979 年 ，75 歲 。3 月，〈 厲樊 榭金 石 之 交 --讀 樊 榭 山房 集 雜 記交 遊 考

論 之 一 〉在《 大 陸雜 誌 》58 卷 3 期 發表。4 月 1 日，自 言「 隨 意 成詩，以

代 吁 嘆」，中 云 ：「 昨夢 台 中 大度 山 ， 文窗 霧 閣 見雲 寰 。 門前 玫 瑰 花如 錦，

只 少 伊 人 共 倚 欄 。 」 思 念 大 度 山 生 活 總 總 以 及 孫 師 母 之 情 ， 仍 然 不 減 。 6
月，〈 小 玲瓏 山 館 與邗 江 吟 社 --讀 樊 榭 山房 集 雜 識交 游 考 論〉刊 於《書 目季

刊 》13 卷 1 期。7 月，〈 查蓮 坡與 厲 樊 榭 --樊 榭 集 雜識 交 游 考論 〉刊 於《大

陸 雜 誌 》59 卷 1 期 。9 月 ，〈 劉後 村 與 四靈 、 江 湖〉 刊 於 《中 國 詩 》10 卷

3 期 。 12 月 ，〈 厲 樊 榭 學 侶 杭 世 駿 --讀 樊 榭 集 雜 記 〉 刊 於 《 大 陸 雜 誌 》 59
                                                 
251 102 卷首，自記云：「1976 年 8 月 1 日割膽甫滿兩月。」 
351 103 王禮卿為《繭廬詩續》作序，時在丙辰除夕前五日，即 1977 年 2 月 12 日。書中尚有陳定山題詩、臺靜農、孔

德成、李滌生、柳作梅題署。李滌生（1903-1994），山東博山人，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國民大會第一屆

代表。1965 年創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在職二十年退休，隱居石門。著有《荀子集釋》。 
451 104 在美地址：1541Sunny Hill， Monterey Park， LA. CA91754 
551 105 〈 補 抄 戊 午 歲 暮 懷 舊 詩 〉，《 孫 今 生 先 生 詩 詞 遺 稿 》， 頁 5。 此 稿 未 刊 ， 甘 漢 銓 提 供 ， 漢 銓

姐 夫 劉 國 瑞 ， 係 克 寬 先 生 同 鄉 ， 赴 加 州 拜 訪 時 得 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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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6 期 。  
1980 年庚申 ， 76 歲。 2 月 ，〈厲 樊 榭 與杭 州 梁 氏〉 刊 於 《大 陸 雜 誌》

60 卷 2 期。 7 月 ， 喜芳 侄 來 美探 訪 。10 月 ，〈杭 州詩 社 諸 人與 厲 樊 榭 --讀

樊 榭 集 雜記 〉刊 於《 大 陸 雜誌 》61 卷 4 期。12 月，〈陳 迦陵 詩 詞 小論 〉刊

於 《 書 目 季 刊 》 14 卷 3 期 。  
1981 年辛酉 ， 77 歲。 8 月 ，〈朱 竹 垞 詞與 詩 略 論〉 刊 於 《大 陸 雜 誌》

63 卷 2 期。9 月，赴當 地 彭 園，參 加東海 學 生 為徐 復 觀 途經 加 州 即將 歸 返

香 港 的 宴 會 651
106。12 月 1 日，作〈 病 起 行 園 〉五 言 古 詩 一 首。自 署 借 山 廬 。 

此 年 ，《 寒 原 道 論 》 台 北 聯 經 出 版 公 司 再 版 。〈 虞 集 與 元 代 江 南 的 道

教 〉， 英 文譯 稿 被 收入 蘭 德 璋（ John D. Langlois， Jr.） 編 輯《 蒙 古 統治 下

的 中 國 》， 美 國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出 版 。（ 頁 212-253）  
1982 年 壬戌 ， 78 歲。 新 春 ，作 〈 偶 興〉 三 絕 句。 仲 春 ，讀 清 人 畫家

金 農（1687-1764）《 冬心 集 》，作七 古 一 首。讀 沈 祖 棻女 士《 宋詞賞 析 》 751
107，

作 七 古 一首 。 學 填詞 ， 作 〈過 秦 樓〉。3 月 17 日， 作 〈 滿庭 芳 〉 寄懷 杜蘅

之 。  
聞 徐 復 觀 先 生 往 生 ， 不 敢 置 信 ， 作 悼 詩 七 律 四 首 。 第 四 首 云 ：「 消 息

流 傳 或 未真，昨 宵夢 裡 尚 相親。猶 留病 塌 憂 時語，獨 賸僵 蠶 後 死身。萬籟

喑 時 孤 鳳 邈 ， 廿 番 風 送 落 紅 新 。 微 吟 記 博 先 生 賞 ， 從 此 焦 桐 灶 下 薪 。 」 3
月，〈李 太白 的 五 言古 詩 〉重刊於《 中 國詩》16 卷 1 期。此 作曾在 1956 年

7 月《 東 風》 創 刊 號第 一 頁 發表 851
108。 悼 徐復 觀 詩 作之 後 ， 未見 其 他 作品。

此 後 ， 由 於 身 體 日 漸 虛 弱 ， 須 人 照 顧 ， 而 移 居 加 州 洛 杉 磯 老 人 院 中 。  

七、終曲：克寬先生的學術成就與影響  

克 寬 先 生於 1993 年 5 月 9 日 下午 1 時 40 分 於 美 國加 州 洛 杉磯 市 嘉 菲

                                                 
651 106 〈悼念徐復觀教授四律〉，自註云：「去年 1981 年 9 月，復觀返港過南加，東海及門宴之於蒙特利市彭園。」《孫

今生先生詩詞遺稿》，頁 7。 
751 107 沈祖棻（1909-1977），筆名絳燕，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金陵大學國學研究所畢業。程千帆（1913-2000）之妻。

以《辯才禪師》、《微波辭》而成名，撰寫〈浣溪沙〉，充滿憂國情懷。尚著有《宋詞賞析》。在美國車禍身亡。

克寬先生詩作中作《宋詞析賞》，疑手誤。 
851 108 此則資料出於謝鶯興所輯著作目錄，1983 年至 1993 年 11 年間諸事，未見。據楊祖聿說晚年仍與加州李三寶教

授往來，或可請李三寶先生補綴。時間匆迫，目前考述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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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院 往 生 ， 享 年 88 歲 951
109。  

我 有 幸 因為 寫 作 而接 近 這 位詩 人 長 者，歷 時兩個 多 月。成 天 搜 逸、勾

勒 、 編 輯， 雖 然 倦累 ， 內 心卻 是 亢 奮不 已 。 一位 詩 人 的養 成 ， 性情 使 然。

也 因 為 性情，可以熠 燿 在 時光 的 暗 流中。當詩人 決 定 急流 勇 退，做 個 單 純

的 讀 書 人， 從 事 學術 研 究 ，擔 任 起 開發 研 究 課題 的 先 鋒。 在 學 校裡 教 書，

接 交 師 友，以 誠 相 待，對 於 後 進，鼓 勵 有 佳。與 社 會 賢 達 交 往，撰 文 述 志 ，

昂 然 為 民主 輿 論 的喉 舌。歸納 克 寬 先生 在 元 史、道 家與詩 學 三 方面 的 學 術

成 就。另外 在 古 典詩 詞 與 新式 散 文 的創 作 上，也 有 傑 出的 表 現。綜 合 論 述

如 下 ：  

(一) 元史研究  

克 寬 先 生在 大 學 裡學 的 是 法學，年輕時 後 擔 任過 縣 長、專 員、考核 委

員 、 參 事 、 參 議 等 職 ， 曾 經 撰 述 《 中 國 政 治 論 》。 來 台 以 後 ， 他 拋 棄 了 對

政 治 與 法學 的 本 業，開 始 從 事元 史 的 研究。克 寬先生 對《 元 史 》發 生 興 趣 ，

是 否 感 受到 亂 離 時節 對 於 和文 化 的 發揚 與 保 存，有 其 具 體意 義 ？ 他早 期的

著 作，「 是以 在 大 亂時 漢 人 士大 夫 的 生存 與 漢 學延 續 為 中心 」，因 此在《元

代 儒 學 》（ 1953.4） 出 版 時 ， 附 有 絕 句 一 首 ：「 孤 心 課 史 意 良 難 ， 欲 會 天 人

學 力 單；偶 向 金 元羅 放 失，數 行 清 淚為 儒 冠 ！」他 打 算在 歷 史 洪流 中，去

惕勵民族存亡的危機意識。這樣的居心，處處可見。接著，在《蒙古初期

之 軍 略 與金 之 崩 潰》（ 1955.1）、《 蒙古 漢軍 與 漢 文化 》（1958.10） 兩 書中 ，

不 斷 地 討論 漢 人 處於 異 族 統治 之 下，文 化 領 導人 如 何 宏揚 漢 文 化，續 存漢

民 族 ？ 他在 大 陸 時期 看 見 國民 黨 的 腐化，國會選 舉 的 醜態，以及來 台 之 後

軍 人 派 系的 傾 軋 鬥爭，都讓他 對 政 治表 示 失 望與 不 信 任，轉 而以「 文 化書

寫 」 來 替 代 早 年 投 身 政 治 的 努 力 。《 元 代 金 華 學 述 》（ 1974.6） 更 指 出 元 代

南 方 儒 學 的 三 種 典 範 ： 金 履 祥 （ 1232-1303）、 王 應 麟 （ 1232-1296）、 吳 澄

（ 1249-1333），他們「申 明 春 秋夷 夏 的 大義，才能 使豪 傑 興 起，光 復 故 物」。

克 寬 先 生 更 挑 明 的 說 ：「 今 天 又 是 晦 明 絕 續 的 時 代 了 ， 我 們 對 此 應 該 怎 樣

呢 ？ 061
110」他 跳 脫《 宋 元 學案 ‧北 山 四先 生 學 案 》的 論 述，試圖 以 金 履祥開

山 ， 詳 述 金 履 祥 、 張 須 、 許 謙 （ 1270-1337）、 張 樞 （ 1292-1348）、 吳 師 道

                                                 
951 109 據<孫克寬教授病逝，後天安葬>，《聯合報》，民國 82 年 5 月 15 日第 6 版；及<孫克寬教授蒙主恩召>，《東海

大學校刊》，民國 82 年 5 月 26 日第 4 版。 
061 110 〈元代南方之儒試論〉，《孔孟月刊》4 卷 12 期，1966 年 8 月。收於《元代金華學術》導言，（台北：台灣學生

書局），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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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3-1344）、柳貫（1270-1342）、黃 溍（1277-1357）、方 鳳（1241-1322）、

吳 萊（1296-1340）在道 學、文學上 的 志 業。而 這 樣 的學 術 承 繼的 論 述，正

好 是 開 啟明 代 早 期文 學 與 思想 之 鑰 。克 寬 先 生以 法 律 、政 治 的 研究 身 分，

間 好 古 典詩 詞，竟 然可 以 轉 變而 成 為 國內 早 期 研究 元 史 的先 鋒 大 纛 161
111，為

學 子 所 禮 敬 。  

(二)宋元道教研究  

文 人 處 於異 族 統 治下，救亡圖 存 的 方法，就是發 揚 中 華文 化。然而 克

寬 先 生 在文 化 信 仰中，試 圖找 尋「 宗教 寄 託 」的 可 行 性。師 母 生長 在基督

教 家 庭，相處 日 久，對基 督 教 自然 有 番 認識；來 到東海 任 職，1958 年 初已

自 云 歸 主 。 但 他 曾 說 ：「 基 督 徒 生 活 ， 只 是 當 下 受 用 。 主 基 督 有 言 ， 所 羅

門 王 在 日之 榮 華，曾 不 如 一枝 野 百 合開 花 之 燦爛。野草么 麼，神恩 尚 殷 勤

照 顧 ， 何 況 於 人 ？ ----造 物 者 均 有 安 排 261
112。 」  

他 同 時 浸淫 在 老 子、莊 子、佛 學的 理 論 中，堅 持 追 求生 命 中 的真 自 由。

〈 元 初 正一 教 與 江南 士 大 夫〉（ 1952.5），是 最早 有關 道 教 研究 的 文 章。《 宋

元 道 教 之發 展 》（1965.5）、《 元代 道 教 之發 展 》（1968.11）的出 版，是克 寬

先 生 接 近道 教 的 初期 成 果 。書 出 之 後， 成 為 學術 界 討 論道 教 思 想的 根 據，

也 是 研 究生 撰 寫 論文 時 的 參考 361
113。到了 加拿 大 寒 原之 地，在 薩克 斯 求溫大

學 裡 ， 克寬 先 生 繼續 探 討 唐、 宋 、 元、 明 初 的道 教 活 動與 道 教 人物 探 討，

而 成 為《寒 原 道 論》一書。「寒 原 」，一指 加 拿 大之 苦 寒，另 指 搜 尋道 教 思

想 隱 微 之發 端。此書 為 一 般學 者 所 輕視 的 道 教與《 道 藏》呼 冤，認 為 道教

攮 竊 偽 造經 典 的 習性 有 之，然 而 有 其歷 史 背 景，也 同時留 下 當 時代 的 文 化

現 象 ， 值 得 我 們 從 中 探 討 。 對 自 己 未 能 深 入 探 索 《 道 藏 》， 深 覺 遺 憾 ， 並

且 期 望「 天假 以 年，而老 健 不 死，今 後 能 對它 有 所 研討。 461
114」克 寬先 生的

學 術 態 度 與 努 力 精 神 ， 足 為 晚 輩 的 模 範 。  

(三)古典詩詞創作與詩學研究  
                                                 
161 111 國內元史學術研究以姚從吾為最著，近來則以蕭啟慶為首。蕭啟慶，哈佛大學畢業，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清

華大學歷史所講座教授。國內有關元史論著情形，見蕭啟慶〈近四十年台灣元史研究之回顧〉，新加坡大學中文

系《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會議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261 112 〈山中人語〉，《繭廬叢稿》頁 179。 
361 113 根據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林富士〈台灣地區的道教研究書目（1945-2000）〉論文中的統計數，光復以來克寬先

生為最早（1952），成書最早（1965），被引述的書目 18 條。55 年間，國內有關道教研究的學位論文共計 89 篇，

東海占 6 篇，約 1/15 而已。顯然克寬先生開拓的道教學術研究領域，東海學生也未能傳承。 
461 114 自序，《寒原道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 年 12 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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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寬 先 生對 於 古 典詩 詞 的 喜愛，來自於 童 年。他 獲 得 石印 本 的 韓偓 詩

集，開 啟了 對 寫 詩的 嗜 好，也 嘗 試 模仿「香 匲體 」華 麗富 瞻 的 特色。當 他

在 安 徽 任職 ， 與 同僚 酬 作 ，詩 友 漸 多， 閱 歷 漸廣 。 抗 戰期 間 ， 進入 四 川，

與 耆 老 交往，學 黃山 谷 詩，認 識「 同光 體 」書寫 風 格，在 用 典、隱 喻、寄

託 之 外，也嘗 試 把 握宋 詩 的 說理、自 然 的描 寫，而 使創 作 的 局幅 開 闊 起來。 
來 台 之 後，賦 詩吟誦 變 成 了他 個 人 寄託 性 情 的方 式。即席 賦 詩 的揮 灑

自 然，更讓 人 刮 目相 看。當時 來 台 人士，除 了克 寬 先 生之 外，于右 任、張

默 君、賈景 德 等 詩名 卓 著；其 他 社 會賢 達、政府 官 吏、大 專 院 校教 師能詩

者 ， 人 數亦 多 。 如陳 定 山 、陳 含 光 、溥 心 畬 、彭 醇 士 、葉 公 超 、袁 企 止、

成 舍 我 、成 惕 軒 、程 滄 波 、臺 靜 農 、鄭 百 因 、阮 毅 成 、王 家 鴻 、周 棄 子、

李 漁 叔 、江 絜 生 ，乃 至 有 軍人 身 份 如黃 杰 、 趙家 驤 、 鄒鵬 奇 等 ，都 能 詩；

台 灣 本 土的 古 典 詩人，如 林幼 春、陳逢 源 等 人，包 含 霧峰 林 家、櫟 詩社諸

君 ， 也 都 加 入 酬 唱 。 造 成 文 學 史 上 古 典 詩 詞 創 作 最 後 一 波 的 熱 潮 561
115。  

他 的 古 典 詩 詞 創 作 大 部 分 刊 在 《 東 海 文 學 》、《 東 風 》、《 暢 流 》， 以 及

《 大 華 晚 報 ‧珠 林 副 刊 》， 後 來 選 入 《 繭 廬 叢 稾 》（ 1964）、《 繭 廬 詩 續 》

（ 1977）， 由 於 汰 選 甚 嚴 ， 收 錄 的 作 品 不 及 三 分 之 一 。 大 部 分 的 遺 稿 ， 只

能 從 前 述 的 期 刊 之 中 蒐 逸 而 得 。 晚 年 作 品 也 僅 有 1980-1982 之 間 作 品 20
餘 首，由甘 漢 銓 學長 編 輯 抄出。我們沒 有 想 到早 期 的 中文 系 師 長對 古 典 詩

學 有 這 麼大 的 熱 情，也參 與了「中 國」古典 詩詞 創 作 的最 後 高 峰；而《 東

風 》、《 東 海 文 學 》， 在 系 上 師 生 耕 耘 中 ， 曾 經 扮 演 了 重 要 的 媒 介 。  
因 為 課 堂教 學 的 須要，克寬先 生 開 始有 系 統 的詩 學 研 究，編 寫《杜 詩

欣 賞 》（1962、1974）與《 分 體 詩 選 》（ 1968、1969、1977、1983、1992）。

他 最 初 使用 戴 君 仁編 選 的《歷 代 詩 選》為 教 本，由 於 購書 不 易，因 此自行

編 纂 了 兩 份 講 義 ： 一 為 《 學 詩 淺 說 》， 教 以 詩 道 入 門 的 常 識 ； 一 為 範 詩 ，

自 漢、魏以 迄 三 唐，分體 選入 350 餘首，以 篇幅 短 章，富 於 風 致，易於 誦

讀 之 作 為主。從出版 五 刷 的紀 錄 來 看，這 本詩選 的 範 本，除 了克寬 先 生 在

東海、中興兩校教授詩選之外，流傳頗廣，為一般初學者所愛用。對於杜

詩 的 喜 好，克 寬先生 認 為 讀杜 詩 是 為了 尋 訪 文本 的 真 面目，了解唐 代 詩 體

變 化 的 軌跡，學習寫 古 詩 的技 巧，但最 重 要 的還 是 認 識杜 甫「投擲 整 個 生

命 於 作 詩」 之 上 ，杜 甫 「 把生 命 與 詩融 合 ， 分不 出 藝 術與 人 生 的界 線 來。

                                                 
561 115 見金達凱〈兩岸三地傳統詩壇近況概述〉，香港國際詩歌節論文特輯，《香港詩刊》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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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人 說 他 『 每 飯 不 忘 君 國 』， 也 不 過 是 志 節 的 一 部 分 。 其 實 ， 杜 的 文 章 、

經 濟、修 養，整 個 生 命型 態，都 表現 在 他 的一 千 四 百餘 首 的 詩中 661
116。」這

也 是 東 海中 文 系 以「 文史 」研 究 起 家，以「 生命 與 詩 融合 」為 詩學 教 育的

核 心 吧 。 只 怕 時 至 今 日 ， 廣 陵 散 絕 矣 。  
克 寬 先 生既 以 杜 詩為 論 詩 骨幹，他並沒 有 排 斥韓 偓、溫庭 筠、李商 隱

等 香 豔 濃麗 的 詩 風，也 琢 磨江 西 詩 派「 奪 胎 換骨 」的 工夫，同 時研 究南宋

楊 萬 里、劉克 莊 的 詩論，講 求平易 淡 泊、清新 閒 雅 之趣。博 通 兼 納 的 結 果 ，

他 能 掌 握 詩 史 的 演 變 ， 也 使 自 己 的 詩 作 流 露 出 各 家 的 長 才 。  
克 寬 先 生 詞 作 不 多，附 在《 繭 廬 詩 續 》之 中，題 名 為《 老 學 長 短 句 》，

僅 收 入 20 闋。自謂：「 揀 盡泥 沙，終 無金 粟，聊 被遺 忘耳。 761
117」他在晚 年

時 ， 把 閱 讀 與 寫 作 的 焦 點 集 中 在 清 代 詞 人 身 上 ， 陳 維 崧 （ 1625-1682）、 朱

彝 尊 （ 1629-1709 ）、 厲 鶚 （ 1692-1752 ）、 查 為 仁 （ 1695-1749 ）、 杭 世 駿

（ 1695-1772）、梅 曾 亮（ 1786-1865）等 人的詩 詞 作 品與 行 誼，都是 他 讀 寫

研 究 的 對 象 。  
其 他 的 詩學 著 作，散 見 於 如《 暢流 》、《 大 陸雜 誌》、《東 海文 學 》、《東

風 》、《 中國 詩 》、《書 目 季 刊》、《 大華 晚報 》各 處，有 部 分的 稿 子 收在《詩

與 詩 人 》（ 1964、 1971） 與 《 詩 文 述 評 》（ 1970） 兩 書 。  

(四)新式散文寫作  

克 寬 先 生的 古 文 寫作，在《 繭廬 叢 稿 》中僅 留 有 數篇。許 多 應 酬 文 稿 ，

以 及 他 人請 託 而 代筆 的 碑 傳墓 銘，都湮 滅 不 存。可 能是中 學 時 代受 到 五 四

運 動 的 洗 禮 ， 他 以 撰 寫 白 話 文 為 要 務 。 寓 居 屏 東 時 ， 寫 了 《 海 角 閒 雲 》

（ 1954）；在 東 海 的生 活 經 驗，以 及 對 故鄉 與 友 朋的 回 憶，零散 刊 登 在《暢

流 》、《 東海 文 學 》或《 中 央日 報 》、《大 華 晚 報》、《 聯 合報》副 刊 之中，大

部 分 作 品收 入《山居 集 》（1968）。也 成了 本 文 建構 克 寬 先生 大 陸 以及 東 海

生 活 的 重 要 資 料 。 其 中 以 紀 念 王 斌 的 〈 憶 王 偉 俠 〉， 寫 青 年 興 發 、 戰 亂 流

離、真摯友誼、棄絕政務、詩壇唱酬、哀離死別之情，令人動容。克寬先

生 在 海 外生 活 所 見，也 曾經寫 過 幾 篇文 章，由於 尚 未 集結 出 版，又 有 山 海

遙 隔 之 憾，僅 以 電話 與 殷 光霖 博 士、孫 奇 女 士請 益，未能 詳 細 探知，只好

期 待 日 後 補 苴 再 敘 。  

                                                 
661 116 孫克寬《杜詩欣賞》（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2 年 10 月），頁 8。 
761 117 孫克寬《老學長短句》，《繭廬詩續》頁 1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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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對 克寬 老 師 行誼，作了初 步 考 述。從 生平事 蹟 與 作品 繫 年，展 現

克 寬 老 師生 活、交友 與 寫 作的 情 形，肯 定 其 學術 研 究 成就，更可以 因 此 鑑

照 生 命 情懷。克 寬老師 了 然 於 生 命 的 真 相，卻 又 樂 意「 置 之 死 地 而 後 生 」，

對 人 生 的價 值 與 責任，不 偏不 私，劍及 履 及，身 體 力 行。他 的 好友 周學藩

（ 棄 子）曾 經 開 玩笑 說，徐訏 有 次 寫信 給 棄 子說：「 不要 太 認 真，人生 好

比 翻 觔 斗，翻翻 就完 了。」棄 子 回 信說：「 你為 什 麼 不早 告 訴 我？ 害 我冤

枉翻了幾十年。」徐訏再回信說：「我也是觔斗翻完了才知道的，有什麼

辦 法 早 告 訴 你 ？ 861
118」  這 段 話 令 人 莞 爾 ， 想 當 年 克 寬 老 師 捧 讀 此 文 ， 也 必

然 為 之 失 笑 。  
對 於 克 寬老 師 接 交同 儕、詩友，以 及家 人、親戚 往 來，本 文 也 作了基

本 查 核，列於 附 註 中，期 待 日 後能 夠 繼 續撰 寫 交 遊考。也 希 望這 樣 的 考述，

能 夠 描 述五 ○、六○、七○年 代 台 灣古 典 詩 詞的 創 作 史，也 可以因 此 呈 現

徐 復 觀、戴 君 仁、陳 兼 善、徐 道 鄰 以及 克 寬 諸位 老 師，與 臺 籍 志士、作 家

相 酬 唱 砥 礪 的 情 景 ， 英 雄 相 惜 ， 肝 膽 相 照 ， 何 等 豪 邁 ！  
在 東 海 創校 50 週 年的 慶 典 之中 ， 僅 以此 篇 考 述， 證 明 「緬 懷 師 長」

文 章 可 以各 種 不 同的 書 寫 方式；更要作 為 我 對東 海 師 長的 一 份 禮敬。從他

們 以 前 的論 文 書 寫與 努 力 ，可 以 知 道東 海 學 術原 有 「 面向 社 會 」的 一 面，

而 不 曾 把 自 己 關 在 「 學 術 」 的 象 牙 塔 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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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 118 周棄子〈讀（徐訏）盲戀〉，《未埋庵短書》（台北：領導出版社，1978 年 1 月改版重刊），頁 82。網路上常有人

引述，見 http://andyli.officeisp.net/ViewPost.aspx?ID=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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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Sun Ke-kuan’s Life and Academic Career 
 

Hsu, Chien-kun＊ 

【Abstract】 

Sun K’e-kuan (孫克寬, 1905-1993), nephew of General Sun Li-jen (孫立人),  studied 
law during his early age of life, and then entered public services in his mid-age. He was 
well-trained in classical learning and poetry, and devoted himself to college teaching after 
coming to Taiwan. When Tunghai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1955, he was invited to teach 
classical poetry by Professor Tai Chun-jen (戴君仁).  Mr. Sun then became good friends 
with his colleagues such as Hsu Fu-kuan, Tai Chun-jen, Peng Ch’un-shih, Kung Te-ch’eng 
(徐復觀、戴君仁、彭醇士、孔德成), his townsmen Wang Pin (王斌), and poet Chou Ch’i-tsi 
(周棄子).  He also supported his Taiwanese friends Yeh Jung-chung, Lin P’ei-ying (葉榮

鐘、林培英), who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cause of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Professor 
Sun dared to criticize the politics and academia at the time; however, he encouraged his 
students and latecomers without any reservation. He retired from Tunghai University in 1972 
and stayed in Canada without giving up his studies. 

Professor Sun’s research areas are centered on Yuan history, Sung-Yuan Taoism, and 
classical poetry. He also composes classical poetry and is a well-known prose writer as well. 

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some hidden, untold stories and past events of Professor Sun, 
so as to constructing his life history and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meantime, this 
paper will also look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of Taiwan since the 
recovery from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flourishing of classical poetry writing in his time, and 
the education of classical poetry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Tunghai University. 

 

Keywords: Biographical study Yuan history Sung-Yuan Taoism Poetic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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