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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山下經師業，渡船頭邊百年功 * 
─國立政治大學在臺復校初始階段

(1954-1982) 的經學教育

車行健 **

一、序　言

民國四十三年 (1954) 六月九日，中華民國教育部長張其昀 (1901-1985)向行政

院長陳誠 (1898-1965)提出「建設臺灣，光復大陸，必須儲備各項專才，而政治幹

部，尤為復國建國之中堅份子，擬先在臺恢復設置國立政治大學，以應急需」的簽

呈。經陳誠院長批示，提交行政院院會通過核准政大在臺復校，擇定臺北近郊指南

山麓為校址，並成立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會決議先恢復研究部，設行政、公民教

育、新聞三研究所，後又增設國際關係研究所，十月正式招生。十一月二十日，陳

大齊 (1886-1983)奉命出任政大在臺復校後第一任校長。民國四十四年秋，增設大

學部，設立教育、政治、新聞、外交、邊政五學系。與此同時，也將研究部原有

之公民教育、行政、國際關係研究所之名稱，改為教育、政治和外交研究所，以求

與有關學系名稱相符合。民國四十五年八月，大學部奉令增設中國文學、東方語文

本文原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於 2016 年 7 月 14 日主辦之「戰後臺灣經學研究（1945- 現

在）第三次學術研討會」。後又於 2016 年 12 月 9 日在政大中文系經常性學術討論會中宣讀，適逢

政大中文系籌辦 60 周年系慶，系主任曾守正教授特將此場列為系慶講座，邀陳逢源教授為主持兼討

論人。又此稿完成後，曾先後呈送李威熊、黃景進、董金裕及呂凱諸位前輩教授指正，教益良多，

特誌於此，用申謝悃。

* 景美溪流經政大校園，溪畔古有渡船頭。

** 車行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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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洋語文三學系 1，是為政大中國文學系在臺創設之始 2，首任系主任為高明 (1909-

1992)教授 3。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奉教育部令，夜間部增設中文系與西洋語文學系各

一班 4。民國五十三年，復增設中國文學研究所，由熊公哲 (1894-1990)教授兼代所

主任 5。民國五十八年中文系奉准招收雙班，而中文所亦奉准成立博士班 6。至此政治

大學中文系的系所結構完全成型，一甲子來，肩負著弘揚中華文化、傳承中文學

術與培育臺灣中文人才的神聖使命，在教育、學術研究和社會參與等方面，貢獻卓

著。

傳統國學可說是臺灣中文學門的核心，占據著中文學門教學與研究的極大比

重。而在大學中文系（包含中國文學系、中國語文學系及師範系統的國文系）的實

際教學中，居於四部之首的經學之相關課程（包含經書、經學整體和經學史），即

1 
以上敘述參民國 44學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55年），頁 5，再

次徵引同年分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時，以《概況（學年度）》方式標示，或徑簡稱《概況》， 

以省篇幅；民國 45學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56年），頁 5；《國

立政治大學在臺復校校務發展概況資料彙編（初稿）》（以下簡稱《彙編》）（臺北：國立政治大

學校長室，1973年），上冊，頁 1a-b；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編撰：《國立政治大學校史

稿》（以下簡稱《校史稿》）（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89年），頁 217-218、220。案：陳大齊先

是於民國 43年 11月 20日奉命擔任政大代理校長，直至民國 44年 4月 1日才被正式任命為政大

校長。見〈本校六十年大事紀要〉，《校史稿》，頁 561-562。
2 
政大在臺復校後的中文系究竟是「創立」還是「恢復」？這是頗耐人尋味的問題。政大中文系網

頁中的「系所簡介」明確地寫道：「本系創立於民國四十五年，招生大學部新生一班，由高明先

生擔任首屆系主任。」（http://www.chinese.nccu.edu.tw/introduction/pages.php?ID=demo101）如此

算來，成立已逾一甲子了。然而早在民國 35年 8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決議將中央政治學校

與中央幹部學校合併，改制為國立政治大學，歸入國家教育體系後，當時為因應改制，即已新增

設有中文系，研究部亦設有文史哲學研究所。這個階段一直延續至民國 38年，政大隨國民政府

播遷至西南，最終參與川西戰役為止（參《校史稿》，頁 203-204）。如此，則政大中文系的系史

應是從民國 35年開始，至今當已有 70年的歷史。其實在民國 62年出版的《彙編》中，其中關

於中文系概況即已明言：「本系在大陸期間，即已創設，畢業學生計十有九期。民國四十三年，

本校在台復校，越三年，即恢復本系。首由教授高明先生任系主任。」（上冊，頁 139a）可見在

當時的認知中，仍是持「恢復」而非「創立」的概念。因此，政大中文系應是隨著政大在臺復校

而重新「恢復」，且高明也並非「首屆」系主任。
3 
《校史稿》，頁 220。

4 
同前註，頁 265。

5 
同前註，頁 267。

6 
同前註，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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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不能在數量上呈現四部之首的重要性，但仍然占有一席之地。相對於久已廢棄，

但近年來頗思恢復的中國大陸中文系（或由中文系擴大升格的文學院）及其他相關

系所學院（如部分高校的歷史系、哲學系、古籍所，以及近年紛紛設立的國學院和

與孔子或儒學有關的學院、研究院等），保留傳統經學而不替的臺灣高校中文系，

無疑與之形成一極有意義的對比，對大陸高校的經學教育產生了燈塔般的效應。臺

灣高校中文系重視經學（以及與經學關係密切的小學）的課程架構與理念，實是延

續著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臺前的民國學術傳統，這個現象正好印證了楊儒賓所謂

「這一甲子的臺灣學術可以說是民國學術的延伸」之觀察 7。然而，臺灣高校中文系

的經學教育之內涵為何？其課程結構、施教成果如何？其整體的特色又為何？欲對

這些問題做有效的回答，須建立在較完整且全面考察與研究之基礎上，目前條件似

乎尚未成熟。不過，若對已有六十年歷史，且系所結構完整，辦學成效卓著的政大

中文系之經學教育的施行做些回顧性的考察，或許可以對上述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

前行研究式的參考。

本文對政大中文系經學教育的研究對象，包括施教者（師資）、施教內容（課

程）及施教對象（學生）等三個面向。在施教者方面，主要是涉及到教授經學的師

資；施教內容則是以經學相關課程，包含通論性的經學概論、經學史，或斷代及專

題式的經學課程及經學專書等為主要考察對象；施教對象則將重點放在指導教授對

研究生的學位論文之指導及實際表現方面。研究的範圍則以第一代學人之教學與辦

學活動為主，考察與經學相關的第一代專任教師，在系所創設的早期階段所奠定的

基礎與規模，主要包括高明、熊公哲與王夢鷗 (1907-2002)這三位先生 8。因此本文

7 
楊儒賓：《1949禮讚》（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年），頁 171 。

8 
龔鵬程在〈年輕一代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文中嘗謂：「以社會科學界的研究來說，最早到臺灣

來的第一批，算是第一代學者。」（見氏著：《經典與現代生活》〔臺北：新未來出版社，1989

年〕，頁 181）。以這個標準來看，高明、熊公哲、王夢鷗三先生無疑是政大經學領域的第一代

學人；而受業於此三先生且又曾長期任教政大中文系的呂凱、李威熊、李振興、簡宗梧與董金裕

等諸先生則為第二代學人；目前任教政大中文系且師承於第二代學人者，如劉又銘、陳逢源、陳

睿宏等人當為第三代學人。龔鵬程觀察臺灣的古典文學的研究，認為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代

是林尹 (1910-1983)、高明、潘重規 (1908-2003)、臺靜農 (1902-1990)、鄭騫 (1906-1991)和李辰

冬 (1907-1983)等渡海來臺的諸先生，直接延續大陸學風，在臺灣傳播文學研究的種籽。第二代

則是如王熙元 (1935-1996)、于大成 (1934-2001)、黃永武、羅宗濤、吳宏一等人，直接受業於來

臺的大老。龔鵬程這輩的學人，係第二代學人的學生輩，應屬第三代學人，而第三代的學生輩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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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斷限就從政大在臺復校的民國四十三年起始，直至高明於民國七十一年自政大退

休為止 9，首尾共二十八年，而這段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時期，也正是政大在臺復校

最重要的奠基肇始階段。撫今追昔，述往思來，或許可讓吾人對經學在臺灣的持續

傳承與未來發展，有更多切合於歷史經驗與現實情境的省察 10。

二、經學相關課程實施概況：科目與任課教師

政大在臺復校後的經學教育，主要由中文系（包括夜間部）與中文所碩博士

班所承擔，雖然中文系所之外的其他系所，也曾開設過與儒學或經書相關的課程，

如最早創立的政治研究所和教育研究所皆開設過「孔子思想研究」、「孟子思想研

已是第四代了（同前書，頁 181；又見氏撰：〈學會運作概況〉，《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研究》〔臺

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頁 363。相關討論亦可見楊晉龍：〈張以仁先生與臺灣傳統學術研

究：以學位論文為對象的考徵〉，《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5卷第 4期〔2015年 12月〕，頁 138-

140）。若以古典文學領域學人的傳承情況來衡量經學或其他領域學人的傳承，則不免都會有些參

差不齊的地方。這種學人世代參差不齊的現象是很常見的，蓋由於學者從年輕到晚年，一生教書

的時間很長，授業弟子也有早年與中晚年之分。且現代大學體制，學生不須拜入門下即可自由

選課，所以世代與世代之間的界限往往就會變得很模糊，於是就會發生同輩學人甲師承第一代學

人，而乙則師承第二或第三代學人，致使二者輩分不相侔的情況。甚至亦有同一人在碩士階段由

第二或第三代學人指導，博士論文則由第一代大老指導的現象。所以在看待學人世代的問題時，

師承關係、求學時間與實際年齡固然皆是須加以考量的因素，但三者又並非絕對的，中間仍存在

不小的彈性空間。
9 
據高明於民國 64年所作的〈自述〉謂：「今年，余滿六十五歲，依新大學法之規定，已屆退休年

齡，不能再兼公立大學學術行政職務；⋯⋯曉峯先生聞余之將退休也，遂錫以『華岡教授』之

名。」（見氏著：《高明文輯》〔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下冊，頁 699、701）。然

據游淑靜所編〈高明教授年表〉，卻記載高明於民國 71年退休（見氏撰：〈他編了第一套國文教

科書─訪高明教授〉，《國文天地》第 11期〔1986年 4月〕，頁 15）。兩相比對可知，高明於

〈自述〉中自謂其於民國 64年 66歲時，已屆退休年齡，故依新大學法規定，「不能再兼公立大學

學術行政職務」， 但他直至 73歲時，方才真正自政大退休。又案：三人中以熊公哲最年長，王夢

鷗次之，高明最幼。王夢鷗於民國 68年自政大退休（參林明德：〈涵蓋古今中外的學人─王夢

鷗教授〉，《文訊雜誌》2002年 10月號，頁 90；《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臺北：文史

哲出版社，1999年〕，頁 1）。因而高明於民國 71年在政大的退休，當可視為一個時代的結束。
10 
蒙呂凱教授提醒，盧元駿 (1911-1977)教授亦應與三先生並列研究。其實第一代學人亦多有經學

背景，盧元駿外，祁述祖、張立齋、馬小梅等人亦皆有其成就和貢獻，然因囿於篇幅和作者的疏

漏，無法於本文中詳論，當俟他文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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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課程 11。此外，政治所還曾另開有「儒家政治思想」，教育所亦曾另開設「孔

孟思想研究」12。成立於民國五十八年的哲學系，則曾開設過「孔孟荀哲學」與「易

經哲學」等課程 13。但一來，這些系所所開設的與儒學或經書相關的課程，其教授

的方向不必然是「經學的」取向；二來，這些課程的穩定度亦不夠，並沒有持久開

設下去，如民國五十六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以下簡稱《概況》）所載的政

治研究所的科目表中，雖曾載有「孔子思想研究」、「孟子思想研究」與「儒家政

治思想」這三門課程，且前二者還被列為必修課 14，但在五十九年度的《概況》所載

的政研所科目表中，這三門課就與「中國政治思想史」一塊被併入到「中國政治思

想研究」和「中國近代政治思想研究」這兩門選修課，且學分數從總共十學分大幅

縮減至四學分 15。此後在可寓目的《概況》及今日政治系的課程中，皆未見有這三

門課。教育所的情況亦類似，在五十一、五十二、五十四和五十六年度的《概況》

所載的課表中，雖列有「孔子思想研究」、「孟子思想研究」二門課 16，但在五十九

年度《概況》中的課表則只見「孔孟思想研究」，而不見「孔子思想研究」、「孟子

思想研究」，疑是將此二門課併為一門課 17。但在六十六年度的《概況》中的科目表

11 
如民國 49學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60年）載政治研究所高級研

究生必修科目表和政治研究所科目表中均有「孔子思想研究」2學分的課程（頁 21、23）。民國
51學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62年）則在政治研究所高級研究生

必修科目表、政治研究所科目表和教育研究所科目表中均列有「孔子思想研究」和「孟子思想研

究」2學分的課程（頁 31-33）。民國 52、54、56學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臺北：國立政

治大學，1963、1965、1967年）亦同（分別見頁 32-34、頁 41-42、頁 43-44）。
12 
《概況 (56)》所載的政治研究所科目表除「孔子思想研究」和「孟子思想研究」外，尚見有「儒

家政治思想」2學分的課程（頁 44-45）。而在民國 59學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臺北：國

立政治大學，1970年）所載的教育研究所科目表中，不見分列的「孔子思想研究」和「孟子思想

研究」，只見「孔孟思想研究」2學分的課程（頁 43）。民國 61學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72年）亦同（頁 43）。
13 
《概況 (59)、(61)》所載的哲學系科目配置表中均見有「孔孟荀哲學」必修 4學分（皆見頁 71）。

民國 66學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77年）所載的哲學系科目表

不見「孔孟荀哲學」，似以「先秦儒家哲學」代之。然另見有「易經哲學」選修 3學分（頁 73-

74）。民國 69學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80年）亦同（頁 77-78）。
14 
參見註 11。

15 
《概況 (59)》，頁 44。

16 
參見註 10。

17 
參見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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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則渾不見孔孟的蹤影，取而代之的是「中國教育思想研究」之類的課程 18。可

見，與儒學或經書相關的課程，並非政治所與教育所的長期發展方向。早年之所以

有這方面的課程，合理的推測應該還是與復校初期第一代學人的辦學理念與學術專

長有關，而陳大齊應是其中較具關鍵性的人物 19。隨著第一代學人的凋零，本就深受

西方學術主宰的政治與教育學門，其課程逐漸淡化傳統中國學術的色彩，也是自然

的趨勢 20。哲學系雖仍保有相關課程，但其方向與理念亦是哲學，而非傳統經學。因

此，在政大校園內傳授經學相關課程之重責大任，乃理所當然地由以傳承傳統學術

為使命的中文系全盤承擔起來。

然而，今日若欲對政大在臺復校頭二十八年的課程，做一全面詳細地回顧與

檢視，首先，須依賴完整的原始課程檔案，如：每學期與每學年的課程科目表、課

程大綱、課程說明或課程手冊等。今日所能掌握的課程資料並不是很完整，科目表

18 
見《概況 (66)》，頁 22-23；《概況 (69)》所載亦同（頁 26-27）。案：雖在民國 77年的《概況》

可見教育所博士班有「中國儒家教育思想專題」選修 2-4學分的課，碩士班亦有「儒家教育思

想」選修 2學分的課（頁 33、35），但檢視今日教育系網頁，無論系所課程和教師專長領域，皆

已不見有和儒學孔孟相關的痕跡。
19 
陳大齊自民國 49年起即擔任政治研究所的專任教授，直至 56年退休。在 49、50、51、54和
56學年度的《概況》中，均見其列名政治所的專任教授，開設課程有「因明學研究」（《概況
(49)》，頁 9）、「孟子思想研究」（《概況 (50)》，頁 11；《概況 (51)》，頁 13；《概況 (52)》，頁
13；《概況 (56)》，頁 24）、「孔孟學說研究」（《概況 (54)》，頁 23；《概況 (56)》，頁 24）。此

外，在民國 51年出版的《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概覽》和 53年出版的《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

明》皆在政治研究所的課程中載有「孔子思想研究」和「孟子思想研究」的完整課程說明，授

課教師當為陳大齊（見〈政治研究所課程說明〉，《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概覽》〔臺北：國立政

治大學，1962年〕，頁 6b；〈政治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1964年〕，頁 2-3）。

20 
從這個現象可以看出，在深受傳統學術與文化薰陶的第一代學人心目中，傳統經學或儒學還是具

有相當開物成務與參天化育的功能和價值，因而可持之與從西方傳入的政治學和教育學等社會科

學相對話，甚至從中開發中國傳統的學術資源，並試圖建構立基於中國傳統學術與文化土壤中的

政治學理與教育學理。他們的理念是否可行，努力是否成功，姑且不論，但至少他們積極地將經

學儒學與現代西方社會科學進行對話，賦予經學儒學更多的時代能量，而非只圈禁在傳統學術或

所謂國學的牢籠中，這種企圖與視野是值得肯定的。但自此之後，傳統經學儒學逐漸淡出這些社

會科學體國經野的視域中，回到文學院獨見南山的孤芳自賞中，任憑其自開自謝，皆無與於社會

的脈動與時代的變遷。然而這究竟是經學的損失，還是這些社會科學的損失，抑或是兩敗俱傷？

今日重溫前輩學人當年架構這些課程的理想，令人不勝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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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見於歷年編印的《概況》中，裏面載有各系所詳細的科目表，包括課名（科

目）、學分數、必選修、修業年級及相關規定等資訊。此外，又列有各系所任課教

師的名單，包括姓名字號、職級、專兼任及任課科目等。因此，從中就可獲得一較

全面的課程實施概況。但今日政治大學圖書館及校史室留存的《概況》並不完全，

僅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四、五十

六、五十九、六十一、六十六和六十九年度的，缺了四十六、四十七、五十三、五

十五、五十七、五十八、六十、六十二至六十五、六十七、六十八、七十和七十一

年度的，因此無法將這二十八年的課程做一地毯式的全面整理與編年式的詳盡考

察。至於對課程內容做進一步說明介紹的課程大綱，或課程說明等資料，目前能掌

握到的也僅有民國五十一年出版的《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概覽》和五十三年出版

的《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此外，民國六十二年出版的《國立政治大學在臺復

校校務發展概況資料彙編（初稿）》（以下簡稱《彙編》）提供了各系所與課程及師

資截至六十二學年度相關的資料，亦可資參考。以下就利用這些並不完整的材料，

嘗試將政大中文系所在復校肇始階段的經學相關課程，做一鳥瞰式的回顧。由於夜

間部的課程內容不出中文系的規模，故以下敘述從略。

中文系經學課程，主要是以經學專書的方式來授課的，這些專書包括傳統的

《五經》，即《易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以及《論語》、《孟

子》這二部儒家重要的經典，總共七部經典。但此七部經典在整體課程結構中的重

要性卻並不相同，「論語」、「孟子」、「毛詩」和「禮記」是必修課，「周易」、「尚

書」為選修課；「左傳」則頗有變化，剛開始是列在必修，後又改為選修，並不固

定。在中文系創始的四十五學年，全系僅有八門課時，當時即已設有「孟子」四

學分的課，任課教師為熊公哲 21。可以說，「孟子」是政大經學教育的開端。在此後

可見的課程資料中，「孟子」一直持續開設下去，且被列為中文系一年級的必修科

目，學分數亦由一開始的上下學期二學分，到五十一年時調為上下學期三學分。而

在五十六年的《概況》中，則改列在中文系選修科目表中，學分數為六，但備註欄

註明為「部定必修」。在五十九年的《概況》中，又回復到上下學期二學分的必修

課，六十一年和六十六年《概況》所記亦同。教授「孟子」的教師除熊公哲（45、

48、51、52學年）外，尚有張立齋（49學年）、祁述祖（50、54、56、59、61學

21 
《概況 (45)》，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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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馬小梅（50、51、52學年）、華仲麐（51、52學年）、應裕康（51學年）、

張相（52學年）和王先漢（59學年）等教師 22。

「論語」的情況與「孟子」相類似，在四十八、四十九年的《概況》中，被列

為二年級的必修科目，亦為上下學期二學分，均由熊公哲講授，五十一年調為上

下學期三學分。在五十六年的《概況》中，改列在中文系選修科目表中，學分數

為六，但備註欄註明為「部定必修」。在五十九年的《概況》中，又回復到上下學

期二學分，六十一年和六十六年《概況》所記亦同。其他講授此課的教師有張立

齋（50、51、52、54學年）、潘光晟（51、52學年）、韋日春（54學年）、馬小梅

（59、61學年）23。

「禮記」在四十八年度的《概況》中，見列於三年級的必修課中，由王夢鷗講

授。學分數一開始是上下學期二學分，直至五十六學年才改為上下學期三學分，但

此時卻由必修改為必選。五十九年的《概況》將其列為必修，但學分卻調為上下學

期二學分，六十一年和六十六年《概況》所記亦同。授課教師除王夢鷗外，尚可見

有馬小梅（54學年）24。

「毛詩」在四十八年度《概況》見列於四年級上下二學分的必修課，但四十九

學年卻改為上下學期三學分，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四年俱同。五十六學年

改為必選，五十九年的《概況》改列為上下學期二學分的必修課，六十一年和六十

六年的《概況》所記亦同。授課教師有祁述祖（49、50、51、52、54、56、59、61

學年）、賴炎元 (1930-1995)（54學年）25。

22 
《概況 (48)》，頁 29、107；《概況 (49)》，頁 10、30；《概況 (50)》，頁 12、35；《概況 (51)》，頁

14-15、38；《概況 (52)》，頁 14、39；《概況 (54)》，頁 24、52；《概況 (56)》，頁 26、57；《概況
(59)》，頁 26、58；《概況 (61)》，頁 28、58；《概況 (66)》，頁 51。

23 
《概況 (48)》，頁 29、107；《概況 (49)》，頁 10、30；《概況 (50)》，頁 12、35；《概況 (51)》，

頁 14、38；《概況 (52)》，頁 14、39；《概況 (54)》，頁 24-25、52；《概況 (56)》，頁 57；《概況
(59)》，頁 26、58；《概況 (61)》，頁 28、58；《概況 (66)》，頁 51。

24 
《概況 (48)》，頁 29、107；《概況 (49)》，頁 10、30；《概況 (50)》，頁 12、35；《概況 (51)》，

頁 14、38；《概況 (52)》，頁 14、39；《概況 (54)》，頁 24、52；《概況 (56)》，頁 57；《概況
(59)》，頁 58；《概況 (61)》，頁 58；《概況 (66)》，頁 51。

25 
《概況 (48)》，頁 29；《概況 (49)》，頁 10、30；《概況 (50)》，頁 12、35；《概況 (51)》，頁 14、

38；《概況 (52)》，頁 14、39；《概況 (54)》，頁 24-25、52；《概況 (56)》，頁 26、57；《概  況
(59)》，頁 26、58；《概況 (61)》，頁 28、58；《概況 (66)》，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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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在四十八年度《概況》見列於四年級上下二學分的必修課，但四十九

學年卻改為上下學期三學分，五十年亦同。但五十一年改列為與「楚辭」、「老莊

選讀」和「新文藝習作」等四科中必選一科的情況，惟學分數仍為六學分，五十二

年亦同。五十四、五十六學年仍為選修六學分，五十九年的《概況》改列為上下學

期二學分的選修課，六十一年和六十六年《概況》所記亦同，惟未清楚標示修課年

級。授課教師有傅隸樸（49、50學年）、程發軔 (1894-1975)（52學年）、盧元駿

（54、56學年）、馬小梅（54學年）、劉太希 (1899-1989)（59、61學年）26。

「周易」和「尚書」從在四十八年度《概況》見列於四年級上下二學分的選修

課始，一直都是選修。但五十六年度的《概況》卻未見列於科目表中，五十九年度

的課表又重新見到，調整為四年級上下二學分的選修課，六十一年和六十六年《概

況》所記亦同，惟未清楚標示修課年級。曾擔任「周易」的教師僅在六十一年的

《概況》中見有兼任教授章斗航。曾擔任「尚書」的教師則無記載 27。

政大中文系經學課程僅以經書教授的授課方式，嚴格說來，並不能算是政大

中文系經學教育的特色。因為這七部儒家經籍的教授在教育部於民國二十八年八月

十二日頒行、三十三年八月修訂、同年九月二十七日公布的《修訂大學文理法師範

各學院分系必修及選修科目表》中，就被列為中國文學系必修科目中的五類「專

書選讀」的經典類，經典類中所規定的書目正是《論語》、《孟子》、《周易》、《尚

書》、《詩經》、《禮記》和《春秋左氏傳》（附《國語》）28。這個做法大體一直延續至

民國六十年初的第六次大學課程修訂 29。而大約也在這個時代，政大中文系的經學

26 
《概況 (48)》，頁 29；《概況 (49)》，頁 10、30；《概況 (50)》，頁 12、35；《概況 (51)》，頁 39；

《概況 (52)》，頁 14、40；《概況 (54)》，頁 24、53；《概況 (56)》，頁 26、57；《概況 (59)》，頁
26、59；《概況 (61)》，頁 28、59；《概況 (66)》，頁 52。

27 
《概況 (48)》，頁 30；《概況 (49)》，頁 31；《概況 (50)》，頁 36；《概況 (51)》，頁 39；《概

況 (52)》，頁 40；《概況 (54)》，頁 53；《概況 (56)》，頁 56-58；《概況 (59)》，頁 59；《概況
(61)》，頁 28、59；《概況 (66)》，頁 52。

28 
《修訂大學科目表》（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55年重印），頁 74、78-80。案：「專書選讀」

中規定的五類為經典、諸子、史籍（諸史）、文翰及文史評（同前書，頁 79-80）。
29 
民國 44年重印的《修訂大學科目表》、47年編印的《修訂大學科目表》、54年初版、59年再

版的《修訂大學科目表》皆大致相同（分見《修訂大學科目表》，頁 6；《修訂大學科目表》〔臺

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58年〕，頁 10-11；《修訂大學科目表》〔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1970年再版〕，頁 4-5）。反映第六次大學課程修訂精神的《修訂大學課程報告書》則於必修課

中的「專書選讀」將《四書》和五類專書分開。且規定《四書》「或單開《論語》、《孟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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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開始有了不一樣的做法。在六十六年《概況》中的中文系科目表中，經學課程

除專書七經外，尚增加了「學庸選讀」和通論性質的「經學概論」，均為選修四學

分的課 30。六十九年《概況》又略加調整，將「論語」、「孟子」和「學庸選讀」合

併為「四書」；「經學概論」改稱作「經學通論」31。由於缺了六十二至六十五年間的

《概況》，因而無法確切查考此二課程出現在中文系科目表中的實際學年，且六十

六年度的《概況》亦不載有教師任教科目的資訊，因而也不容易知悉此二科目的授

課教師由何人擔任。「經學概論」的課程在政大中文系的課表中出現，其最大的意

義是在大學部的教育中，「重新」重視作為整體的經學，而非只是作為專書選讀的

經典或經書；也可以說，至此階段，在大學部的教育中才真正有以經學為完整主體

的經學課程，而非僅止於儒家經典的課程 32。

中文研究所在民國五十三年開辦，五十四年的《概況》記載與經學相關的課

程有：「孔孟學說研究」、「經學史」和「爾雅研究」，皆為必修，四學分。五十六

年《概況》所記與經學相關課程則為「孔孟學說」（必修，4學分）、「經學史」（與

「周秦諸子」二科必選一科）、「詩經研究」、「爾雅研究」等選修課（2-4學分）。

民國五十八年成立博士班，但五十九年《概況》所列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科目，

卻沒有專門經學的課，碩士班科目則有「經學史」（必修，4學分）、「孔孟學說」

（選修，4學分）、「詩經研究」（選修，2-4學分）、「經學專書研究」（分「周易研

究」、「尚書研究」、「春秋研究」⋯⋯，選修，2-4學分）、「爾雅研究」（選修，2-4

學》、《中庸》其中一至二種」（《修訂大學課程報告書》〔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73年〕，

頁 33-34）。
30 
見《概況 (66)》，頁 52。

31 
見《概況 (69)》，頁 56-57。

32 
在 1949年之前的中國大陸高校中文系中，本多設有經學概論（或通論）及經學史的課程，但自
1930年代之後，似有呈現江河日下，無以為繼之勢。錢穆 (1895-1990)以為是他為文批判康有為
(1858-1927)所代表的今文經學學風所致。鄙意這種影響固然存在，但應不足以會對這類課程的

存續帶來根本性的撼動。問題還是要從經學這門學問在當時學術、教育和社會日益受到漠視的整

體處境來看，而教育部於 1938年開始推動的大學課程及設備標準化的工作，所進行的課程之整

理修訂，應更是從制度面上給予以經學為整體和主體的課程之徹底地釜底抽薪。試想，既被一般

學界和社會視為不合時宜的落伍學問，且又失去制度性的保障，幾何不為大學高校相關科系所排

拒或遺忘？因而，儒家經典的教授方是數十年來高校中文系經學教育的主流，這個狀況自也有其

一定的合理性。相關討論參拙著：〈現代中國大學中的經學課程〉，《現代學術視域中的民國經學

─以課程、學風與機制為主要觀照點》（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1年），頁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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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六十一年《概況》所記與五十九年略同。六十六年《概況》所見課程仍有

「經學史」（必修，4學分）、「孔孟學說」（選修，4學分）、「詩經研究」（選修，

2-4學分）和「爾雅研究」（選修，2-4學分），但已不見「經學專書研究」，而改分

列為「周易研究」、「尚書研究」、「春秋研究」和「三禮研究」（皆為選修，2-4學

分）33。負責教授這些科目的教師，目前從民國六十二年出版的《彙編》中所載，僅

可查考如下：高明曾教授「周易研究」、「尚書研究」、「爾雅研究」等科目，熊公

哲曾教授「經學史」、「孔孟學說」和「詩經研究」。又，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的胡

自逢 (1912-2004)教授亦曾於高明出國講學期間，代理其原有課程 34。

整體來說，政大中文系所的經學課程包含經書類的《周易》、《尚書》、《詩

經》、《禮記》及《三禮》、《左傳》及《春秋》、《論語》、《孟子》與《爾雅》之講

授，和通論類的「經學概論」與「經學史」，尚未見專題與斷代經學史（如現有的

「兩漢經學」）的課程，專家課程則亦僅有「孔孟學說研究」。課程的多樣化和專精

化顯然在當時還不太時興。任課師資除熊公哲、高明和王夢鷗創系三元老外，尚有

傅隸樸、程發軔、華仲麐、潘光晟、張立齋、祁述祖、馬小梅、盧元駿、張相、王

先漢、胡自逢、應裕康、韋日春、賴炎元、劉太希和章斗航等專兼任教師。其中，

馬小梅曾教授過「孟子」、「論語」、「禮記」和「左傳」這四門課程，角色顯得頗

為吃重。張立齋和祁述祖也各曾教授過兩門課程（前者是「孟子」和「論語」，後

者是「孟子」和「毛詩」）。

此外，政大中文所當時存在著濃厚的小學和文獻學的學風，若只單從經學課程

本身來看，這個特色並不容易察覺出來，但若把小學領域和文獻領域的課程放在一

起來看的話，這個學風就很容易呈現出來了。事實上，其時的經學課程在中研所整

體的課程結構中，無論是課程數量和所占比重都並沒有十分突顯，反倒是小學和文

獻領域的課程，才是中文所的重頭戲。以五十六年的課程來說，中文所的科目表中

共有三十二門課（不一定皆有開出），寛泛認定的經學課程只有「孔孟學說」、「經

學史」、「詩經研究」和「爾雅研究」等四門，但小學課程則有「說文研究」、「甲

骨學」、「金石學」、「漢簡文字」、「廣韻研究」、「等韻研究」、「語言學概要」等

33 
《概況 (54)》，頁 47；《概況 (56)》，頁 50-51；《概況 (59)》，頁 48-49；《概況 (61)》，頁 48-49；  

《概況 (66)》，頁 30-31。
34 
《彙編》，上冊，頁 70b、71a；又，熊公哲在 56、59和 61學年《概況》所載教師任課科目中有

列「經學史」和「詩經研究」（分別見頁 26、頁 23和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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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門；文獻領域的則有「目錄學」、「版本學」、「校讎學」三門課，再加上小學和

文獻色彩濃厚的「治學方法概要」，這些課全部加起來有十五門課，占所有課程的

46%，將近一半。若只單獨計算小學和文獻的課程，則原有小學的七門課還要加上

「爾雅研究」一門，共十二門，也有 37%的分量。這種「盛況」在今日臺灣的中文

研究所是再難看到的。五十九年度的情況略同，但又更變本加厲，在全部的三十三

門課中，經學、小學和文獻的課程共有十九門，更高達 57%，其中小學領域又增開

「方言研究」、「俗文字學」，文獻領域甚至開出了「辨偽學」、「輯佚學」的課程 35，

小學和文獻學所形成的古籍文獻考據學風，儼然成了政大中文所的最大特色，經學

在其中倒反成了陪襯。但或應如此看：即從傳統治經的角度來看，二者實際上都是

研治經學的輔助性及工具性學問，只不過是延續清代乾嘉考據學的學風。固然這些

工具性的學問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附庸蔚成大國」，逐漸形成獨立性的學問；

但這種治學方法和風格，仍然深刻地影響著研治經學的方向。因此，當時政大中文

所排出的課表，看上去雖似是眾多的小學和文獻學領域的課程分別獨立開設，但實

又扮演著夾輔經學課程的作用，猶如周代封建諸侯之於周天子的關係。在這種情況

下，經學學風朝文獻考據的方向傾斜，應也是極自然的發展趨勢。因此，經學、小

學和文獻學三者似應放在一起看待，三者共同體現出當時中文研究所重視文獻考證

的主流學風。研治經學須重視小學和文獻學，而不少小學和文獻學的課程實際上仍

是與經學相關，經學和小學、文獻學，或是猶如一體的兩面（經學與小學、經學與

文獻學），或時亦表現出三位一體的關係 36。

附帶一提的是，政大中文所曾於民國六十一年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合作，招收目

錄學組碩士研究生五名 37。但這個目錄學組卻宛如曇花一現，只招收了兩屆十名左右

35 
《概況 (56)》，頁 49-51；《概況 (59)》，頁 48-49。

36 
以筆者粗略的觀察，現今臺灣撰寫經學領域的論文，相較其他領域，更多地表現出重視文獻考察

與運用的傾向，以字詞訓釋為主的小學，所扮演的輔助性或支援性的功能反而並不明顯。由此或

可見戴震 (1724-1777)所倡，最能體現乾嘉考據學治經精神的所謂「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

道」之「訓詁明則古經明」的訴求，似頗不適應於今日臺灣研治經學之學風。
37 
《彙編》，上冊，頁 68a。關於設立目錄學組的背景，據已故的喬衍琯 (1929-2012)教授敘述，蓋

因民國 46年，時任教育部長的張其昀有鑒於圖書、博物館人才缺乏，因而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

國文研究所增設圖書館等組，除修習學科外，並在中央圖書館實習。然僅辦一期，招生六人。民

國 61、62年，因圖書館高級館員端賴留學生歸國服務，而留學生歸國意願不高，再加上國內設

圖書館研究所的條件尚未成熟，因援前例，於政大中文所增設目錄學組，惟不再實習（以上見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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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 38，就停辦未再賡續下去，甚為可惜。但從當時課表來看，與文獻學有關的課

程依然充實，直至民國七十年代底，除辨偽學外，目錄學、校讎學、板本學、輯佚

學、文獻學、四庫學等，均曾定期輪開 39。但時移世易，今日與文獻相關的課程在政

大中文系所，卻幾乎已杳無蹤跡，系所學風陵夷之快速與劇烈，令人吃驚。

三、經學課程施教內容舉隅

政大校方曾於民國四十九年秋天開始研議編製課程說明書，但因課程種類繁

多，各方撰擬先後不一，所以遲至民國五十三年，都仍未告竣。因而在五十一年

時，為適應各方需要，並且依照第四次校務會議決議，將已收到的課程說明，先行

油印，以供運用參考，於是編輯成《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概覽》。又於五十三年

加以打字排印，編印成《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40。就中文系的部分，二者內容大

體相同，只不過一為油印，一為打字排印。於其中體現了中文系在臺恢復設置後頭

幾年的課程講授綱要。但類似的課程說明在後來很長的時間似都未再編印，直到民

國七十六年，方由各學系編製課程手冊 41。但之後似也未見繼續這樣的工作。隨著電

腦網路化的普及，編製紙本的「課程說明」或「課程手冊」已成絕響。

《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編製時，中文所尚未成立，而民國七十六年的《課

程手冊》則只有中文系的課程說明，且亦超出本文的時間範限，因而只能從有限的

衍琯：〈政治大學設圖書館系芻議〉，《古籍整理自選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頁
248）。

38 
喬衍琯在〈培育板本鑑定人才〉文中提及「共招兩屆十一人」，但在〈政治大學設圖書館系芻

議〉中又說是「兩年共招生約十人」，以每屆招收研究生五名來看，似當以後說為是。二文均收

錄於氏撰：《古籍整理自選集》，分見頁 241、248。
39 
此據喬衍琯〈政治大學設圖書館系芻議〉一文所述（頁 250）。喬氏此文原刊載於 1990年 8月出

刊的《中華學苑》第 40期，當能反映民國 70年代後期的教學實況。
40 
參《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概覽》之〈課程說明書例言〉；《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之〈課程說

明書例言〉。
41 
中文系的《課程手冊》，由政大中文系編印，出版於民國 76年元月，由其「編輯凡例」可知，該

手冊係依 75學年度開設課程編定，編寫的體例則為：「每一課程分『旨趣與目標』、『內容與進

度』、『授課方式與指定作業』、『教科書』、『重要參考書』及『其他』等項，由該課程任課教師

撰文介紹之。」（頁 1）比早年的《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更加規範化。此《課程手冊》由劉又

銘教授借覽，特申謝忱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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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對政大早期曾經施行過的大學部經學課程施教內容，略做一舉隅式之泛覽

概觀。今僅見「孟子」、「論語」、「禮記」、「毛詩」和「左傳」五種經學科目之課

程說明，「周易」和「尚書」則不見收錄，只得付之闕如。以下依次從必修選修與

修業年級的順序，將經學相關課程之課程綱要加以引錄。

（一）「孟子」，大一必修，上下學期六學分。

孟子之志，在學孔子，戰國時諸侯放恣，邪說橫行。孟子毅然以中國道統自

任，排斥楊墨，宣揚儒教，使孔子之道，永垂於後世，故言中國文化者，莫

不孔孟並稱。自南宋朱子將《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合為《四

書》，以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貫之道統。於是《孟子》一書，更為

學者所尊崇。今日研究《孟子》，不僅讀其章句，尤須明其義理。孟子在政

治方面：提倡仁義，反對功利；提倡王道，反對霸道；提倡和平，反對戰

爭；提倡民主，反對專制。在教育方面，提倡孔學，反對異端；提倡性善，

反對義外；提倡養氣，反對小勇；提倡自得，反對助長。其思想之博大精

深，雖傳至二十世紀之今日，亦大可採取，以救世之急。故歐美學者，對於

孔孟學說，頗多崇拜。而我全國上下，亦知精神文明之重要。觀最近孔孟學

會之組織，可見學術思潮之轉變矣。

（一）選授〈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

子〉、〈盡心〉等七篇中之精要各章。

（二）宏揚孟子之思想、學說。簡述如下：Ⅰ孟子之中心思想：性善主義。

Ⅱ孟子之人生觀：1. 服務人生觀；2. 排斥功利之人生觀。Ⅲ孟子之教育論：

1. 原則―順其本性，自動自發；2. 方法―存心養性，寡欲有恒；3. 信條

―端正趨向，堅強意志。Ⅳ孟子之政治主張：1. 民貴主義；2. 保民政策；

3. 賢能政府；4. 法治精神。42

（二）「論語」，大二必修，上下學期六學分。

《論語》一經，辛亥以前為讀書之士必讀之書，為不讀書之人皆知之書；辛

42 
〈文學院中國文學系課程說明〉，《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概覽》，頁 5a-b；《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

明》，頁中 -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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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以後，廢經，公家廢，而私人不輟。五四新潮起，文學革命作，於是《論

語》之書，乃由必讀之書，一變而為不屑一顧之作。然鄉曲開發，猶有吟哦

而習知之者，再後邪說暴行，暗長潛派，數千載私家傳授之風泯，均公家所

不倡者乃漸絕，甚烈於漢武之黜百家，而同工於秦政之坑儒士，舉國風靡，

習俗漸野，《論語》一書，蓋關係極重也。近大學課程雖有《論語》一科，

〔固僅二時，〕業限一載，其能收效至於何種程度乎？況此書如儒家之金科，

草草竟之，是雖設而等於無，故愚意〔宜定《論語》為必修之外，且延長其

修業期間，〕凡中文系學生不熟讀而精曉者不得畢業，一方監其品行，佐以

分數而後準其及格，若是其庶幾乎。43

（三）「禮記選讀」，大三必修，上下學期四學分。

本課程以選讀《小戴禮記》為主，講授大要如下：（一）示範研讀，著重訓

詁考證；（二）課外指導，參考書評選。44

（四）「毛詩」，大四必修，上下學期六學分。

《詩》有興觀群怨之效，感人深切。故治中國文學者，首須熟讀三百篇，陶

冶其性情，培養其志氣，以奠定文藝創作之基礎。例如〈六月〉、〈采芑〉、

〈車攻〉、〈崧高〉、〈烝民〉、〈江漢〉、〈常武〉諸詩，可以啟發青年之民族

思想；〈瞻卬〉、〈召旻〉、〈節南山〉、〈正月〉、〈大東〉、〈北山〉諸詩，可

以啟發青年之民權思想；〈碩鼠〉、〈伐檀〉、〈葛屨〉、〈苕之華〉、〈杕杜〉

諸詩，可以啟發青年之民生思想。不但此也，讀〈凱風〉、〈蓼莪〉，當知孝

於父母；讀〈小戎〉、〈無衣〉，當知忠於國家。必若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

悟琢磨之句，而後可與言《詩》也。茲為配合教學時數，選授八十篇如左：

一、〈國風〉五十篇：1. 〈周南〉四篇：〈關睢〉、〈卷耳〉、〈漢廣〉、〈汝

墳〉；2.〈召南〉四篇：〈鵲巢〉、〈行露〉、〈小星〉、〈何彼穠矣〉；3.〈邶

風〉四篇：〈柏舟〉、〈凱風〉、〈谷風〉、〈北門〉；4.〈鄘風〉三篇：〈桑

43 
同前註，頁 8b；同前註，頁中 - 15、16。方括號內文字為《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概覽》有，而

《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刪除的文字，下同此。
44 
同前註，頁 9a；同前註，頁中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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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相鼠〉、〈載馳〉；5.〈衛風〉三篇：〈碩人〉、〈氓〉、〈伯兮〉；6.〈王

風〉三篇：〈黍離〉、〈兔爰〉、〈葛藟〉；7.〈鄭風〉四篇：〈蘀兮〉、〈褰

裳〉、〈揚之水〉、〈溱洧〉；8.〈齊風〉二篇：〈雞鳴〉、〈敝笱〉；9.〈魏風〉

五篇：〈葛屨〉、〈園有桃〉、〈陟岵〉、〈伐檀〉、〈碩鼠〉；10.〈唐風〉二篇：

〈鴇羽〉、〈葛生〉；11.〈秦風〉四篇：〈小戎〉、〈黃鳥〉、〈晨風〉、〈無衣〉；

12.〈陳風〉三篇：〈宛丘〉、〈衡門〉、〈墓門〉；13.〈檜風〉二篇：〈隰有萇

楚〉、〈匪風〉；14.〈曹風〉三篇：〈蜉蝣〉、〈鳲鳩〉、〈下泉〉；15.〈豳風〉

三篇：〈七月〉、〈鴟鴞〉、〈東山〉。

二、〈小雅〉十五篇：〈鹿鳴〉、〈常棣〉、〈采薇〉、〈六月〉、〈采芑〉、〈車

攻〉、〈吉日〉、〈小弁〉、〈蓼莪〉、〈大東〉、〈北山〉、〈都人士〉、〈漸漸之

石〉、〈苕之華〉、〈何草不黃〉。

三、〈大雅〉十五篇：〈文王〉、〈大明〉、〈緜〉、〈皇矣〉、〈生民〉、〈公

劉〉、〈民勞〉、〈板〉、〈蕩〉、〈崧高〉、〈烝民〉、〈江漢〉、〈常武〉、〈瞻

卬〉、〈召旻〉。45

（五）「左傳」，大四選修，上下學期六學分。

《左傳》，一名《左氏春秋》，或曰《春秋左氏傳》，傳家之義與列傳之傳

有異，而同於注釋，所謂《左傳》者，即《春秋》左氏注釋之省稱也。《春

秋》一經，為孔子撥亂反正之工具，亦為其政治思想之結晶，唯其文微，其

旨遠，而史實又多不相屬，末儒嘗有斷爛朝報之譏，其得以流傳不泯者，全

賴左氏之傳之推挽。左丘明世為魯史官，習於掌故，《春秋經》之底本即為

魯史資料多出其助，故得接聞夫子之微言大義。其釋經也，雖亦重單辭隻字

之筆削，而尤要在史實紀述之詳贍。讀其傳，則經中人物之肺肝如見，經中

事理之黑白自分，有羚羊掛角，不著形迹之妙。然此特就其解經之功而言

耳；其在解經之外，實兼具中國文化史之用，如樂舞之制，章服之度，民族

之源流，名字之意義，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官銜〔之〕沿革，曆算之系

統，婚娶之俗，宴會之禮，星相之術，醫卜之技，無不標綱絜領，賅舉無

遺，如登崑岡而窺瑤府；如之帝所而聞廣樂，使人耳目不給焉。至其所載當

45 
同前註，頁 6a-b；同前註，頁中 -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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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國際交涉慣例，前國立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氏曾撮舉其符合近代國際法者

編為《古代國際法》一書，流布中外，蓋其不僅有徵於古，亦有驗於今也。

若夫文辭爛然，為文章不祧之祖，猶其餘技耳。46

這五個科目的課程說明皆未註明撰者的姓名，只能從負責授課的教師中去推測。在

民國五十一年以前教授「孟子」者除熊公哲外，尚有張立齋、祁述祖和馬小梅，但

熊公哲講授此課最早，次數也較多，此課程說明出自他手筆的可能性還是最大。熊

公哲講授「論語」的情況雖類似「孟子」，但「論語」的課程說明風格與「孟子」

大不相同，並無具體講授的計畫，只在強調《論語》的重要，語多憤慨，不敢斷

然確定為熊公哲所撰。查張立齋曾在五十、五十一、五十二等學年講授「論語」，

此課程說明或亦有可能出自其手。「禮記」長期由王夢鷗講授，此課程說明當可確

定由其執筆。祁述祖曾在四十九、五十、五十一等學年負責教授「毛詩」，則「毛

詩」之課程說明應是由其負責撰寫。傅隸樸則在四十九、五十學年間任「左傳」之

授課教師，「左傳」之課程說明由其撰寫的可能性當亦不低。

這五個經學科目的課程說明，除「禮記」外，大體都很詳盡。惟涉於具體講

授內容者，只有「孟子」和「毛詩」，「論語」和「左傳」比較偏重在對該書的內

容和價值加以闡述。且從「孟子」、「毛詩」和「左傳」三科之課程說明中可以看

到，執筆者（當亦為其時該科目之授課者）不但嘗試將經書之內涵理董出一有機之

系統（如「孟子」、「毛詩」），或闡發其豐富的價值（如「左傳」），更重要且讓他

們心心念念的是，如何將經書之義理智慧運用至現今之社會，或發掘其現代之意

義，使其為現代人所用。故而《孟子》之思想「傳至二十世紀之今日，亦可採取，

以救世之急」，讀《毛詩》可以啟發青年之民族、民權與民生思想，甚至讀《左

傳》可以既徵於古又驗於今，顯見當時講授經學之教師固善於運用通經致用之教

也。

四、系所課程規畫與相關規定

民國六十二年出版的《彙編》對中文系的成立宗旨及發展方向有詳盡的闡述，

其云：

46 
同前註，頁 10a-b；同前註，頁中 -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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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乃以發揚我國固有學術與培植中國文學人才為宗旨，故所開設之課程，

向以古典文學為主，而以現代文學為輔，庶使學生在國文方面之修養，能

新舊相融，古今參合，以達成本系設立之目的，此其一。本系對於學生之研

習，理論與寫作並重，期能同時養成其欣賞與創作能力，如聲韻學、文字學

則須常作筆記。如歷代文選、詩選、詞選、曲選、小說選等則須經常寫作，

教師尤樂於精細批改，俾使學生獲致實益，此其二。本系為配合時代之需

求，對學生外文之培養，特加顧及。故本系開有大二英文、大三英文，以及

即將增設之日文等選修科目，至於所開之文藝概論，則尤著重中西文藝之比

較研究，俾使學生具有多種語文能力與學識，以適應未來之需要，此其三。

此外，為增進學生之學識，對學生課外閱讀，包括在校與寒假時期，作有計

劃之規定，並制定測驗辦法，庶使與正課配合發展，以增益其學業，此其

四。47

《彙編》中關於中文系的成立宗旨與發展方向的文字敘述，在《國立政治大學概

況》中也可見到，然而遲至六十一年度的《概況》，皆僅有系所課程科目的展列，

並無系所概況的說明，直至現今可見及的六十六、六十九及七十七年度的《概

況》，方有關於系所設立宗旨與發展方向之說明。而從中可看到，《彙編》所載中

文系的辦學理念，大體上一直延續保留下來，沒有太大的改變 48。

至於中文所的辦學理念，《彙編》中並沒有太多著墨，相關敘述亦僅見於六十

六、六十九及七十七年度的《概況》，其云：

本所設立宗旨，在培養研究我國文學專門人才，發揚中國文化之人文精神，

促進文化復興，喚醒民族靈魂、建立民族自信，以研究中國人文科學之成

果，貢獻於復國建國工作，並謀全人類福祉。分設碩士班與博士班，碩士班

教學重在基礎之奠立，方法之傳授及專長之培養；博士班教學重在基礎之加

厚，視野之擴大及術業之專精。49

在上述關於中文系所設立宗旨和辦學理念的自我回顧和定位中，並沒有太突出經學

教育的色彩，反倒是文學和語言文字學的部分，有被著意強調。其實這也不難理

47 
《彙編》，上冊，頁 139b-140a。

48 
《概況 (66)》，頁 50；《概況 (69)》，頁 55；《概況 (77)》，頁 52。

49 
《概況 (66)》，頁 29；《概況 (69)》，頁 33-34；《概況 (77)》，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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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因為在現代中文系和中文學門的形成過程中，文學（古典、現代）和語言文字

學（即傳統的小學）本就是最核心的領域。經書和經學的課程，或者依附隸屬於文

學或語言文字學，如《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即如此描述在民國四十年代復校初期

時的中文系之教學特色：

在古典文學方面，有「國學概論」、「孟子」、「史記」、「左傳」等典籍導

讀，計有十餘門，是為該系教學的重點。50

又或者隸屬文學和語言文字學之外的其他關於中國文化或國學的領域（如義理，現

今政大中文系將經學相關課程皆歸屬於義理領域）。中文所強調「發揚中國文化之

人文精神」、「研究中國人文科學之成果」，打破一般中文系或中文學門所謂文學、

小學、文獻、義理等領域區分的方式，而以整體之「中國文化之人文精神」、「中

國人文科學」為研治重點，似乎更能對應中國傳統學術渾淪一體之特色，其中居於

四部之首的經學，或因此較能突顯其價值與意義。

此外，中文研究所施行的點書規定，亦頗能彰顯其對經學教育的重視，《彙

編》述此曰：

本所於規定課程之外，為奠定研究生治學基礎，並定博士研究生須將《十

三經注疏》圈點一遍，餘則閱讀唐晏《兩漢三國學案》、黃宗羲《宋元學

案》、《明儒學案》、徐世昌《清儒學案》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分別作

禮〔謹案：當作札〕記。碩士研究生須圈點國學要籍八部，如《論語》、

《孟子》、《荀子》、《禮記》、《毛詩》、《昭明文選》、《說文解字》及《左

傳》、《史記》等。《論語》、《孟子》、《禮記》、《毛詩》、《左傳》皆用注疏

本、《荀子》用王先謙集解本、《昭明文選》用李善注本、《說文解字》用段

玉裁注本、《史記》用斐〔謹案：當作裴〕駰、司馬貞、張守節三家注本。51

規定圈點的古籍以經籍及經學相關者為重，由此所呈現出的對經學之重視，遠超乎

表現在中文所實際開設的經學課程之數量及學分數 52。但嚴格來說，類似的點書規定

50 
《校史稿》，頁 235。

51 
《彙編》，上冊，頁 70a-70b。

52 
政大中文系目前仍舊保留圈讀古籍的制度，並為此制定「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博士班學

生古籍圈讀書目及考核辦法」，圈讀的書目除《十三經注疏》外，還包括系上開列的書目：《戰

國策》、《國語》、《史記》、《漢書》、《後漢書》、《老子》、《莊子》（二者合為一部）、《管子》、

《荀子》、《墨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世說新語》、《宋元學案》、《明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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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大多數中文所的教育中，皆曾普遍施行很長久的時間，並不能算是政大的特

色 53。

政大中文系所的系所理念與課程規畫究竟是由誰所主導的呢？就中文系的部

分，《校史稿》明確地說道：

中文系在大陸時期即已創設，民國四十五年，在本校恢復設置，首由高明教

授擔任系主任，主持編訂課程，延聘教師等工作。54

《彙編》說得更清楚：

民國四十三年，本校在台復校，越三年，即恢復本系。首由教授高明先生任

系主任，編訂課程，延攬教師。規畫既定，遂於四十五年夏招收一年級學生

一班，九月開學，大體就緒。高主任復從而釐定各項規章，充實圖書設備，

篳路藍褸，丕啟規模，其後每年招收一年級新生一班，至四十八年夏，遂完

成四年建制。55

可知高明在中文系初創時期，主導中文系的系務與課程規畫。但四十八年八月，高

案》、《清儒學案》、《楚辭》、《昭明文選》、《文心雕龍》。規定碩士班學生須圈讀《十三經注

疏》中的大經一部或小經（《論語》、《孟子》、《孝經》、《爾雅》）二部，與系上開列書目中之一

部。博士班學生須圈讀《十三經注疏》中的大經二部與系上開列書目中之一部。圈讀《十三經注

疏》時，應圈讀本文及古注；圈讀《十三經注疏》以外書目時，則應全書句讀（見政大中文系網

頁之「課程資訊」中「碩士部修業規定」與「博士部修業規定」）。
53 
古籍圈點制度的推行，可說構成了臺灣中文人的普遍記憶，輔仁大學中文系更將圈點的規定提前

至大學部一年級施行。在大一必修上下學期各 2學分的「史記」課中，修課學生須將《史記》全

書（通常仍以本紀、世家與列傳為主）圈點完畢，並經授課老師的檢查或考核。但這種記憶對許

多人來說，卻似乎變成夢魘般的存在。龔鵬程就曾對此有許多尖刻的批評，如其云：「點書，本

是好事。然凡好事，成了規矩就惹人厭。譬如吃飯，自是美事，人也不能不吃飯。但是若規定

必須吃、不淮不吃、而且有幾樣菜非吃不可，那胃口可就倒盡了。」（見氏撰：《四十自述》〔臺

北：印刻出版公司，2002年〕，頁 139）不過龔鵬程這種觀感，對早年曾就讀於臺師大國文研究

所的朱守亮教授而言，卻有完全不同的認知，他在民國 49年 9月 4日的日記中記道：「雖也有人

反對圈點書；但經驗告訴我，功夫沒白費，應是作學問最笨、最基礎的訓練。經此訓練，我敢

說，現在任何沒有句讀的書或文章給我，我都可斷開句子後，再探尋其真正涵意，這是無此訓練

的人所不能做到的。讀書真的要『笨』，要『下基本苦功夫』，沒甚麼方法技巧！但誰能瞭解到

這些？」（氏撰：《心靈深處：亦圃齋主人日記摘要》〔臺北：知識系統出版公司，2010年〕，下

冊，頁 1221）。關於古籍圈點的相關討論又見註 82。
54 
《校史稿》，頁 235。

55 
《彙編》，上冊，頁 13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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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榮聘政大教務長，系主任便改由熊公哲接任 56。熊公哲繼任後，系務續有開展，

《彙編》說道：

熊主任復鑒於政府倡行國民教育，今後國民中學師資必感缺乏，為備將來需

要，因建議將本系成立雙班制，五十八年秋，開始招收一年級學生兩班，於

是本系規模，益見擴充，而教學內容、研習精神，亦愈充沛。57

民國五十八年秋天，熊公哲因年齡限制，奉准辭去中文系主任之職，復由擔任中文

所主任的高明兼任。直至六十一年，高明因赴新加坡南洋大學講學，辭去系主任兼

職，改由盧元駿接任 58。總計高明共擔任六年中文系主任，熊公哲亦擔任十年主任的

職務，二人合計主持系務長達十六年，中文系的系務規畫與課程安排應皆主要是在

他們任上完成的。或許可做如此論斷：精研傳統經學的熊、高二先生，聯手擘畫了

政大中文系的經學教育，而政大中文系的經學教育也自然深深烙上了二人學問的印

記 59。

中文所的部分，則是初成立時，熊公哲的貢獻較大，《彙編》有云：

民國五十三年，本所成立，先設碩士班，每年招收碩士研究生十名；五十八

年，增設博士班，每年招收博士研究生三名；六十一年，本所與國立中央圖

56 
《校史稿》，頁 235。

57 
《彙編》，上冊，頁 139a。

58 
同前註，頁 139a-b。

59 
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高明（或所謂「高師仲華」）幾乎就等同於政大中文系的招牌，看到高

明就使人聯想到政大中文系，反之亦然，這完全是因為他在政大及整個臺灣中文學界所散發出的

影響力所使然。當然，這也不可避免地會給他帶來一些負面的評語與閒話。如著名的政治犯雷

震 (1897-1979)與高明頗有來往，在他的日記中就曾寫到一則來自政大內部不利於高明的閒話，

其謂：「下午三時去政大，李易均謂高明要造派系，政大研究所畢業生不給他們教課，反請師大

研究所畢業生來教課，政大研究生甚不滿。」（氏著：《雷震日記 (1959-1960)》，收入《雷震全

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年〕，第 40冊，頁 182）。雷震此則日記是記於 1959年 10月
26日，當時政大中文系連畢業生都沒有，更遑論中文所畢業生。雷震日記提到的政大研究所畢業

生，當是政大在臺復校最早成立的教育、政治、外交與新聞研究所的畢業生，截至 48學年度，

這四所的研究生共畢業一二六人，結業五人（《概況 (49)》，頁 67）。這些無法在政大教課的政大

研究生，將不滿的矛頭針對擔任教務長的高明，若他們希望教授的是國文之類的課程，則他們並

無此專業或學歷；若是國文之外的課，則又事關各領域的專業屬性，亦並非高明所能完全主導。

由此或可推知，很多類似的批評與攻訐，未必都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多半只是一些情緒的發洩

與立場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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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合作，招收目錄學組碩士研究生五名。初成立時，所主任由當時本校中

國文學系主任熊公哲先生兼代，籌備擘劃，開創的功勞最大。60

廖作埼〈我所知國學大師─熊公哲〉更有如此描述：

一九五四年政治大學在臺復校，先後創設中國文學系及中國文學研究所，公

哲姻伯曾為此致力催生。尤其對中國文學研究所的設立，更竭盡所能奔走呼

號，〔甚至上書最高當局，在所不惜，〕終獲有關部門核准，立下了不可磨滅

的功勞。其後任該所首任所長，並任中文系主任達十年之久，對於所務及系

務之策畫推行，更是殫精竭慮，時常為之寢食俱廢。61

不過熊公哲只是兼代，當時政大校長劉季洪 (1904-1989)似屬意由高明擔任所主任

之職。然高明於民國四十九年擔任政大教務長兼文學院院長任內，應香港中文大學

聯合書院之聘，任高級講師兼系主任。民國五十三年返臺後，復應張其昀之聘，擔

任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系主任及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政大中文所成立後，據高明自

述，劉校長「以所長一職懸以待余二年」62。因此，他在得到張其昀的諒解後，於民

國五十五年時返回政大擔任中文所主任，直至民國六十四年因屆齡而自行政職務上

退下來為止，中間只有在民國六十一年時因赴新加坡講學一年，由王夢鷗兼代 63。因

此，中文所也與中文系一樣，其所務規畫和課程安排皆主要由熊、高二人主導。

然而，同屬中文系所創立元老 64，且與高明和熊公哲同為「政校舊人」的王夢

60 
《彙編》，上冊，頁 68a。

61 
原文載於《傳記文學》第 72卷第 1期（1998年 1月），頁 109。此文經熊公哲哲嗣熊琬教授補

充，刊載於果庭書院網站：http://blog.xuite.net/guoting_academy/GTA/124819637。方括號內「甚至

上書最高當局，在所不惜」的文字，即為熊琬所補充。
62 
以上參高明：〈自述〉，《高明文輯》，下冊，頁 698-699；〈自序〉，《高明文輯》，上冊，頁 1；董

金裕：〈高仲華師的待人與處事〉，《高明教授百歲冥誕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

大學中文系，2009年），頁 3。然董文將高明赴港講學之事，記為民國 45年，當屬筆誤。
63 
《彙編》，上冊，頁 68a。

64 
三人中，熊公哲最早進入在臺復校後的國立政治大學服務，他於政大復校後的隔年（民國 44年
8月）即獲聘兼任教授，與成惕軒 (1911-1989)、梁容若 (1904-1997)、杜學知 (1913-?)、丁宣孝
(1896-?)等人共同擔任教育、政治、外交、新聞、邊政等五系之國文課程（《概況 (44)》，頁 10、
34）當於中文系成立後的次年轉任專任教授。高明則是於民國 45年，以陳大齊之禮聘，從臺灣

省立師範學院國文系，轉來政大創辦中文系（高明：〈自述〉，《高明文輯》，下冊，頁 698）。王

夢鷗亦於民國 45年離開中央研究院，專任政大中文系教授（參林明德：〈涵蓋古今中外的學人

─王夢鷗教授〉，頁 90；《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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鷗 65，在當中的角色為何？頗令人好奇。事實上，王夢鷗雖未擔任系主任，但卻曾

兩度兼代中文所主任。除民國六十一年高明赴南洋講學，兼代一年外，民國五十四

年，中文所創立的第二年，由於熊公哲免兼中文所主任，而專任中文系主任，高明

又遠赴香港講學，在劉季洪校長虛位以待高明歸來的尷尬時期，便暫由王夢鷗兼代

一年 66。王夢鷗雖兼代此職，但並非拱手垂裳，於所務與課程規畫無所措意於其間，

山東省圖書館和魚臺縣政協編的《屈萬里書信集‧紀念文集》收錄一通王夢鷗寫給

屈萬里 (1907-1979)的信函，其中有如下的內容：

拜誦十月十二日惠書，遠辱勖勉，感奮何如！政大中文研究所本似為應景而

設，師資設備，兩難充實，如弟駑鈍，謬承其乏，深以賊人子弟為懼。今年

先生應聘遠行，末由叨教，幸獲林岷先生惠允兼授專業，使諸生略知治學門

徑。然欲盡變冬烘積習，尚有待先生榮旋，賜以大力挽回也。……弟王夢鷗

敬上。十月十八日。67

該函當寫於民國五十四年十月十八日，然整理者卻誤繫於「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

日」，劉兆祐編撰的《屈萬里先生年譜》亦襲此誤 68。王夢鷗寫此函的主要目的，就

在於向當時人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擔任高深研究所研究員，協助整理普大圖書館中

文善本圖書的屈萬里，請託改善政大中文所的師資課程；其實很有可能就是想延攬

屈萬里至政大中文所任教。二人具體的通信背景應是：王夢鷗於該年甫接掌成立年

餘的政大中文研究所所務，亟思改善該所師資，遂於當年致函屈萬里，請求協助。

屈萬里赴美後，心中仍掛念此事，遂於十月十二日覆函王夢鷗，對其加以勉勵。王

夢鷗旋即於十八日再度去函屈萬里，此即該封王夢鷗去函屈萬里之信札 69。王夢鷗請

65 
「政校舊人」語見高明：〈自述〉，《高明文輯》，下冊，頁 698。據其〈自述〉云，其於民國 29

年，應陳果夫 (1892-1951)之召，至重慶小溫泉中央政治學校任祕書。一年後，張道藩 (1897-

1968)繼陳果夫任政校教育長，以其兼通新舊文學，聘授國文。其時授國文者，尚有黃淬伯
(1899-1970)、徐澄宇（即徐英，1902-1980）、穆濟波 (1889?-1976)、蘇淵雷 (1908-1995)、熊公哲

與王夢鷗諸人（頁 695）。王夢鷗亦曾自述：「民國三十年於重慶的政大，曾和高明先生來往。」

（林明德：《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頁 4）。
66 
《彙編》，上冊，頁 68a。

67 
山東省圖書館、魚臺縣政協編：《屈萬里書信集‧紀念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頁
167。案：函中提及之林岷當為林尹。

68 
劉兆祐：《屈萬里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年），頁 244。

69 
關於此函之相關考釋，請參拙著：〈《屈萬里書信集》所收王夢鷗函札的繫年問題〉，《國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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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屈萬里改善政大中文所師資之原函及屈先生之覆函今均未得見，實際內容不能得

知，然從之後的結果可知，屈萬里從未曾在政大兼過課，政大中文所的師資課程，

似也看不出有屈萬里協助改善的痕跡。其間的細節緣由今皆不易考知，然王夢鷗努

力改善中文所的師資課程之努力，固亦不可抹滅也 70。

五、與經學相關之學位論文指導

政大在臺復校肇始階段，經學教育的成效與特色，還能從中文所研究生的學位

論文之指導與撰寫中體現出來。在這個階段，熊公哲、高明與王夢鷗這三位創系元

老幾可說是主宰了碩博士班研究生的學位論文指導，而攸關經學領域者，更主要是

由熊公哲與高明二老所負責。由附錄「熊公哲、高明與王夢鷗指導碩博士生學位論

文一覽表」中可以清楚的看出 71，從民國五十五年有碩士研究生畢業開始，一直到民

國八十二年王夢鷗指導的最後一位研究生畢業為止，熊公哲一共指導了三十二位研

究生，其中碩士二十二位，博士十位。與經學有關者有十三位，這當中政大的研究

生有十位，餘三人為外校研究生。這十位從事經學研究的研究生有六位為碩士生，

第 31卷第 7期（2015年 12月），頁 79-81。
70 
關於王夢鷗兼代政大中文所主任期間推動所務的作為，黃景進教授在審閱本文初稿後，曾提供若

干珍貴的回憶，可與本文所述相互印證及補充。黃教授的回憶由其高足政大中文系的陳英傑教授

執筆記錄下來，以〈黃景進教授對王夢鷗先生兼代政大中文所主任的回憶〉為題，刊於《國文

天地》第 32卷第 7期（2016年 12月）。其中提及王夢鷗教授曾以大約每月一次的高頻率，邀請

國內外重量級學者蒞所進行學術講演，除屈萬里外，尚包括中央研究院的黃彰健 (1919-2009)教

授、臺灣大學的臺靜農 (1902-1990)教授、臺灣師範大學的許世瑛 (1910-1972)教授，以及日本的

御手洗勝 (1924-2009)教授（頁 66）。黃景進教授的回憶頗可補充本文所不足，但同時也印證了

王夢鷗在致屈萬里的函札中所念茲在茲的，希望藉由屈萬里的幫助來改善政大中文所的教學環

境，實非客套的應酬虛語，而是確有其真誠的教學體會，與來自現實上的焦慮感受。
71 
本表蒐錄資料來源包括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網

站、政大中文系製作的「研究生歷年畢業目錄」（掛載於政大中文系網頁之「學生資訊」中）和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編製的「臺灣師大國文學系歷年博碩士論文目錄」（掛載於臺師大國文系網

頁之「研究資訊」中）。然其中間仍有錯漏，且於論文名稱、指導教授、畢業系所和畢業年分等

資訊亦皆時有不一致之處，仍須以原始紙本論文所載為準。凡本表所列者，皆盡可能查核原始紙

本論文。查核原始紙本論文的工作，承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生許偉軒、碩士生倫凱琪與臺灣

大學中文系博士生盧啟聰等三位同學協助，謹誌於此，以申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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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為博士生。高明則共指導了一一八位研究生，其中碩士四十七位，博士七十一

位。與經學有關者計三十九位，與政大有關者僅有十一位 72。這當中有四位為碩士

生，七位則為博士生，餘皆為外校研究生，甚至有香港新亞研究所的學生。王夢鷗

雖指導了四十位研究生，其中碩士二十二位，博士十八位，但幾乎皆無與於經學，

稍微與經學有些關聯者，僅有博士生李時銘一位，而李時銘也是王夢鷗在政大指導

的唯一與經學相關的研究生。將三人指導的從事經學研究的政大碩博士生相加，共

計二十二位。但因為當時常有合掛指導教授的現象，博士班尤其如此。這二十二位

研究生中共有四位是熊公哲和高明二人聯合指導的博士生，將重覆的數目扣除後，

僅餘十八位。而這十八位又有二位是碩士班和博士班皆撰寫經學領域題目，且又為

熊公哲或高明所指導者（程南洲和李威熊），再將這個數字扣掉，則三人在四分之

一世紀中所培養出的政大經學人才，總共只有十六位。

截至七十一學年度止，政大中文所碩士班共畢業了一七五位研究生，博士班則

畢業了三十二位研究生，共計二〇七位研究生 73，三先生所培養的經學人才於其中所

占的比重似乎不算太高，碩博士生合計共十六人次（除去聯合指導者，碩士共 10

人，博士共 6人）。即使再將三位生先以外，其他教授指導的研究生全都算進來的

72 
高明在民國 64年所作的〈自述〉謂：「溯自民國三十三年兼任西北大學系主任迄今，適滿三十

年。此三十年中，歷教中外各大學，經余陶鑄而得博士學位者二十餘人、得碩士學位者三百餘

人、得學士學位者不計其數。」（頁 699-670）然其所述與「一覽表」所載者相差甚遠，在「一

覽表」中，其指導之博士有七十一位，非僅二十餘人。又「一覽表」僅見有四十七位碩士生，與

其自述之三百餘人，差距尤其巨大，不知何故？或疑其所云受其陶鑄之三百餘位碩士生，非全然

為其指導之學生，授業生及參與碩士論文口試之研究生可能皆包括在內。然觀其指導博士竟達

七十一位，其中國家文學博士亦有五十位（至民國 72年停授），真不愧有「國家（文學）博士之

父」之譽（龔鵬程：《四十自述》，頁 133）。案：高明〈自述〉云其主持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

所時，教育部長張其昀：「欲提高我中國之學術水準，促進我中國之學術獨立，建立博士制度，

指定浦薛鳳博士所主持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及余所主持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招收博士研究

生。⋯⋯是為現代中國有博士教育之始。」（頁 698）
73 
據「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生歷年畢業目錄」統計而得，此數據與《概況 (77)》所附的

「國立政治大學各研究所歷年畢業學生人數統計表」略有不同，該表所載截至 71學年度畢業的碩

士生同是一七五位，但博士生則僅有二十六位。蓋「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生歷年畢業目

錄」於研究生姓名、論文題目、指導教授及畢業年分皆詳加記載，當有極高的可信度，今暫以該

目錄所統計出的數字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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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共 17位碩士生，1位博士生 74），則從事經學研究的碩士生計二十七位，博士

生七位，共有三十四位，於整體畢業的二〇七位碩博士研究生中，只占 16.4%。這

個數據恰好可以和第二節所觀察的五十六年度中文所經學課程（4科）在全部課程

（32科）的 12.5%比重相對照。二者所反映出的訊息皆是：無論從課程數量或研究

生撰寫論文的方向來看，經學都不能稱得上是熱門或強勢的領域。

但與課程設置相類似的是，早已由附庸蔚成大國的小學領域，在當時卻展現

極顯著的影響力。事實上，當時有不少的論文正是界於經學與小學之間，如施炳

華的《毛傳釋例》、程南洲的《經傳釋詞辨例》、蔡主賓的《敦煌寫本儒家經籍異

文考》、方俊吉的《廣雅疏證釋例》、簡宗梧的《經典釋文徐邈音之研究》和李威

熊的《經典釋文引說文攷》。除施炳華和程南洲二人之碩士論文為熊公哲指導外，

其餘皆為高明指導。與此同時，高明在政大指導的小學領域論文多達十九篇（碩士

15篇，博士 4篇），比其指導的經學領域的論文還多（這當中包括上述界於經學和

小學之間者）。這個情況正好印證了龔鵬程的觀察：

在我之前，中文系尚沉浸於兩大系統中：一為臺大及中研院系統，上附胡

適、顧頡剛、傅斯年之考證辨偽學，如屈萬里先生《古籍導讀》所代表者，

即為此派之治學方法。另一派則為林尹、高明諸先生所主持之師大、政大系

統，上附於章太炎、黃侃，而實以小學為主，謂訓詁明而後義理明。75

他對這兩個系統都有極尖銳的批評，尤其後者學風更為其就讀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

研究所時耳目常所接聞者，故時有一針見血之評論，如其云：

74 
碩士生包括盧元駿指導的李崇遠《春秋三傳傳禮異同考要》(1967)；祁述祖指導的周浩治《清代

之詩經學》(1970)；潘光晟指導的顧健民《孟子趙注與朱注之比較研究》(1978)；胡自逢指導的

古國順《清代尚書著述考》(1975)和黃忠慎《尚書洪範研究》(1980)；周何指導的梁春華《廣雅

考》(1975)、方炫琛《春秋左傳劉歆偽作竄亂辨疑》(1979)和倪天蕙《宋儒春秋尊王思想研究》
(1981)；朱守亮指導的鍾洪武《詩經中有關男女情感問題之探討與分析》(1978)和王春謀《朱熹

詩集傳「淫詩」說之研究》(1980)；羅宗濤指導的張雙英《周禮所表現之社會觀》(1978)；劉兆

祐指導的孔建國《文獻通考經籍考研究》 (1975)；韋日春指導的關龍庭《大小戴記與荀子關係之

探索》(1976)和伍安娜《孔孟之道述義》(1977)；董金裕指導的陳美圓《張載之禮學》(1980)；李

威熊指導的陳熾彬《汪容甫學述》 (1981)和呂凱指導的劉瀚平《東漢儒學與東漢風格》(1981)等

十七篇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則為周何、李威熊指導的方炫琛《左傳人物名號研究》(1982)，共一

篇博士論文。
75 
龔鵬程：《四十自述》，頁 35。



•   71   •

指南山下經師業，渡船頭邊百年功研究動態

由於林老師（謹案：林尹）長期主持所務，他與高仲華師均出蘄春黃氏門

下，由文字聲韻之學以上溯於清代樸學統緒，似乎就成了師大國研所的標

記。即或並不鑽研此道，小學也被解釋為萬學之本、必由之徑。76

類似的批評，也可見於臺灣當代學人對中文系學風的描述，如周志文在其散文中回

憶道：

師大學術的主流向來標榜「小學」，舉例而言，所長林尹，就是文字聲韻學

專家，又自稱是章黃的傳人，章太炎是寧信《說文》不信甲骨的，因此師大

這一系統的文字學，一切理論都得建立在《說文》上面，與《說文》相異的

說法，都被視為野狐外道。其實章黃的學術視野也不算小，「小學」只是其

中的一小部分，文字學上的某些偏見無損於他們在其他方面的貢獻，但師大

視「小學」為學問的核心，又緊抱章黃的偏見不放，則無法避免有抱殘守缺

之譏了。77

由此或可對當時政大中文所的課程設置和研究生論文研究方向朝小學領域發展有一

基本的了解。但政大畢竟不是臺師大的分支，同樣身為黃門弟子的高明和林尹，其

學術表現也不必然全盤相同。在強調由文字聲韻上溯清代樸學的統緒時，高明亦展

現出他對經學本身的尊重和學術眼光，如其於〈中華學術的體系〉一文中雖亦強調

「考求文字的學術是研究一切學術的入門的學術」，但他亦承認「中華學術的思想

主流，是寄寓在『經學』裏面的」78。而從其有系統地指導學生從事鄭玄 (127-200)經

學的研究中，更可看出他的經學規畫，如他在民國五十八年為胡自逢的《周易鄭氏

學》寫的序中即如此說道：

余少從先師蘄春黃季剛先生侃問學，先生告以治小學經學必由許鄭，余以是

寢饋於許鄭之書者數十年，雖愚者時有一得，丁時喪亂，奔走四方，未遑悉

書以問世。偶作〈許慎生平行跡考〉、〈鄭玄學案〉等文，不過初啟其端，

略發其凡而已。然與諸生講學，則時時道之。諸生之俊彥者往往有所會心，

欲因其說而分別精研之，以補余闕。於是賴生炎元撰《毛詩鄭氏箋釋例》，

76 
同前註，頁 135。

77 
周志文：〈初進臺大〉，《記憶之塔》（臺北：印刻出版公司，2010年），頁 150。這段話又見於

〈華仲麐先生〉一文，收錄於氏撰：《有的記得，有的忘了》（臺北：印刻出版公司，2016年），

頁 218。
78 
高明：〈中華學術的體系〉，《高明文輯》，上冊，頁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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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鄭氏之《詩》學明；李生雲光撰《三禮鄭氏學發凡》，而鄭氏之《禮》學

明；今自逢撰《周易鄭氏學》，而鄭氏之《易》學又明。清儒之治鄭學者，

固莫之能過也。他日儻有步賴、李、胡三博士之後塵者，續研鄭氏之《尚

書》學、《春秋》學，使鄭氏之經學無不大明，豈非學苑之盛事也哉？至許

氏以「五經無雙」著稱於世，有清一代撢研其《說文》之學者二百餘家，可

謂極盛，而撢研其《五經》之學者寥若晨星，寧非憾事？是則有望於後之博

士矣。79

指導博士生從事鄭玄經學研究的構想，後來在政大繼續獲得實踐，他和熊公哲聯合

指導呂凱撰寫《鄭玄之讖緯學》，呂凱以此文於民國六十三年獲得國家文學博士。

又指導李威熊研究鄭玄的老師馬融 (79-166)，李威熊於民國六十四年以《馬融之經

學》獲得國家文學博士；指導李振興研究鄭玄的反對者王肅 (195-256)，李振興亦

於民國六十五年以《王肅之經學》獲得國家文學博士。但他的經學規畫並非只停留

在「許、鄭之經學大明」的階段，在他的指導下：

學者更緣以上探先秦、兩漢之經學，如胡生自逢撰《先秦諸子易說通考》、

許生錟輝撰《先秦典籍引尚書考》、徐生芹庭撰《兩漢十六家易注闡微》，

賴生炎元撰《韓詩外傳考徵》；又沿以下探魏、晉、南北朝之經學，如黃生

慶萱撰《魏晉南北朝易學書考佚》、王生熙元撰《穀梁范注發微》；更有直

探諸經之內容者，如黎生建寰撰《尚書周書考釋》、賴生明德撰《毛詩考

釋》、周生何撰《春秋吉禮考辨》、王生關仕撰《儀禮漢簡本考證》、《儀禮

服飾考辨》；不以許、鄭之經學為限。蓋博通後儒之經學，即所以明經；明

經，則孔子之道亦明也。80

高明雖只指導了十位政大從事經學研究的碩博士生，不過若以整個臺灣經學教育的

角度來看，高明總共指導了經學領域的碩博士生三十九位，再將與經學關係較密切

的小學領域加進來的話，則數目更加驚人。誠如林慶彰先生所說的：

如以對後來臺灣研究經學的影響來說，以屈萬里、高明兩位最為重要。當時

屈萬里先生在臺灣大學任教，後來他的弟子除在臺灣大學外，分布在中央研

究院、東吳大學等。高明先生本在省立師範學院（今臺灣師範大學）任教，

79 
高明：〈周易鄭氏學序〉，同前註，頁 197-198。

80 
高明：〈尚書鄭氏學序〉，同前註，頁 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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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創立政治大學中研所，他的弟子除在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外，分布

全臺灣各大專院校，這些弟子把老師種下的經學幼苗，灌溉成綠蔭濃密的大

樹。81

就政大的角度，則或許應這樣看：以熊公哲、高明和王夢鷗為骨幹的第一代學人所

培育的經學人才，日後皆茁壯成了經學領域的第二代學人，不只擔任在政大繼續傳

授經學的主力，而且也撐開了臺灣經學研究、教育與傳播的一大片天空。

六、結　論

本文利用《國立政治大學概況》所載之課程科目資料，以及《國立政治大學

課程說明》中的經學課程之講授綱要，再輔以其他相關校史系史、論文指導和學人

文集書信等資料，試圖呈現以第一代學人為主體的政大在臺復校肇始階段時期的經

學教育風貌。但關於早期的原始課程及人事資料，在掌握和利用上皆仍有缺憾不足

之處。或因原始檔案不復存於天壤，或仍有蒐羅未盡未全者。總之，離「復原」、

「重建」當時整體經學教育的階段仍還很遙遠。此外，其他與經學相關之討論，如

政大中文系經學研究的成果和產出，以及創系三先生與經學相關之社會參與和實

踐，如教科書編撰、古籍今註今譯、經學推廣等⋯⋯，亦因篇幅限制，只能暫時從

闕。

然而經過這一番巡禮後，卻也不免引發某些值得進一步反思的問題，首先，

究竟要如何看待或評估政大經學教育與戰後臺灣整體經學學風和環境之型塑？從政

大本身的情況來看，這數十年來的經學教育的成效，又該如何客觀公允地評價？此

外，經學教育（連同小學）是否形成了一足夠標識的學風特色？而這樣的學風（如

果有的話），究竟對經學的推廣和發揚，是扮演了正面的推進功能，或是負面的阻

礙作用？面對中文學界整體的大趨勢，從經學、小學的盛極一時，到後來逐漸讓位

於文學、義理的研究 82，這樣的趨勢轉變代表的意義為何？⋯⋯這些皆是不易解答，

81 
林慶彰：〈序〉，《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頁 IV。

82 
龔鵬程曾在民國 73年發表過一篇大鬧天宮式的論文：〈中華民國國家文學博士論文內容與方法的

評析〉，文中統計，在民國 50年至 72年的 23年間，文學類論文從 50年間占論文總數的 19%，

至 60年間占論文總數的 30%，再至 70年間占總數的 46%，上升趨勢極明顯。反觀經學類論文則

由同期的 44%，降至 23%，再跌至 10%，形成一極大的反差。龔鵬程針對經學沒落的趨勢提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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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卻是吾人今日關心經學教育者所不得不正視的問題。

其次，由第一代學人於六十年前在指南山下所建立的經師之業，經數十年來

的持續傳授流布，已開枝散葉傳至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的學人。從以往學

派的角度來思考，不免令人好奇，是否有所謂的「指南經學」成立的可能？因而亦

有「指南學案」書寫的可能？不過，即使用一種較寛泛鬆散的標準來看待所謂「指

南經學」的概念，其實際表現和具體內涵，也不大能夠用古代學派和學案的觀念來

衡量。蓋因現代的學風和學術流變的情況，和古代的環境有極大的不同，第一代學

人的治學方式和學風特色，不一定會全同於第二、三代，而不同世代的學人亦會展

現出有別於其他世代的獨特治學風格與學術品味。因而，如何用一種動態發展的眼

光，來看待這數十年來的政大經學之表現，且又盡可能不失其整體一貫之特色與風

格，此誠為今日思考指南經學之相關課題時所當深思熟慮者。

此的觀察和建言：「經學方面，可能是因為較需要深厚的功力，雖然許多中文研究所都曾規定必

須圈點十三經四史才能卒業，研究意願和能力卻逐漸滑失⋯⋯回應之道，不在加強磨鍊，而在解

除束縛，取消經書圈點制度，是培養自由探究意願的第一步，只有在自由抉擇與發展研究興趣、

能力的情況下，經學研究才能恢復生機，講授群經大義之類課程，才不會被視為學習的負擔。」

但當時擔任臺師大國文研究所所長的黃錦鋐 (1922-2012)卻認為圈讀經書的立意是好的，對聰明

的學生是拘束，但對一般學生來說，就能使其按部就班的長進（以上均見龔鵬程：《我們都是稻

草人》〔臺北：久大文化公司，1987年〕，頁 124、142）。又參龔鵬程：〈年輕一代與中國古典文

學研究〉，《經典與現代生活》，頁 190。龔文只提及文學，義理為本人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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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熊公哲、高明與王夢鷗指導碩博士生學位 
論文一覽表

一、熊公哲（共 32位，與經學有關者計 13位，與政大經學有關者計 10位）

（一）碩士論文：（共 22位，與經學有關者計 7位，與政大經學有關者計 6位）

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
年分

共同
指導

附註

1 朱守亮 列子辨偽 臺灣師範大學 1961
2 周虎林 荀子學術淵源及其流衍 臺灣師範大學 1963
3 羅宗濤 韓非思想源於老子說 臺灣師範大學 1963
4 何希淳 禮記正義引佚書考 臺灣師範大學 1964 經學

5 周榮村 朱子學術思想淵源 政治大學 1966
6 席涵靜 周代史官考 政治大學 1966
7 儲砥中 韓柳文比較研究 政治大學 1966

8 卓忠信
論語何氏集解朱子集注 

比較研究
政治大學 1967 經學

9 黃俊郎 子游學案 政治大學 1968 經學

10 葉程義 禮記正義引書考 政治大學 1969 經學

11 陳宗賢 李太白詩述評 臺灣師範大學 1970
12 王義雄 法家思想溯源 臺灣師範大學 1970
13 黃景進 北宋四子修養方法論 政治大學 1971
14 許春雄 李二曲研究 政治大學 1971
15 陳美利 朱子詩集傳釋例 政治大學 1972 經學

16 藍秀隆 揚子法言研究 政治大學 1972

17 謝朝清 莊子天下篇疏證 臺灣師範大學 1972
18 程南洲 經傳釋詞辨例 政治大學 1973 經學、小學

19 董金裕 章實齋學記 政治大學 1973

20 楊志祥 管子富強政策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73

21 施炳華 毛傳釋例 政治大學 1974 經學、小學

22 徐平章 王符潛夫論研究 政治大學 1974



•   76   •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二十七卷 • 第二期 研究動態

（二）博士論文：（共 10位，與經學有關者計 6位，與政大經學有關者計 4位）

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
年分

共同指導 附註

1 陳品卿 尚書鄭氏學 臺灣師範大學 1973 高明、林尹 經學

2 呂凱 鄭玄之讖緯學 政治大學 1974 高明 經學

3 李威熊 馬融之經學 政治大學 1975 高明 經學

4 李振興 王肅之經學 政治大學 1976 高明 經學

5 董金裕 宋永嘉學派之學術思想 政治大學 1977 高明

6 程南洲 東漢時代之春秋左氏學 政治大學 1978 高明 經學

7 李豐楙
魏晉南北朝文士與道教 

之關係
政治大學 1978 羅宗濤

8 權重達
資治通鑑對中韓學術 

之影響
政治大學 1979 高明、方豪

9 顏天佑 元雜劇所反映之元代社會 政治大學 1980 葉慶炳

10 簡博賢 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 臺灣師範大學 1980 楊家駱 經學

二、高明（共 118位，與經學有關者計 39位，與政大經學有關者計 11位）

（一）碩士論文：（共 47位，與經學有關者計 13位，與政大經學有關者計 4位）

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
年分

共同 
指導

附註

1 王忠林 周易正義引書考 臺灣師範大學 1958 經學

2 賴炎元 毛詩鄭氏箋釋例 臺灣師範大學 1958 經學

3 蒙傳銘 尹文子考 臺灣師範大學 1959
4 李雲光 曾子學案 臺灣師範大學 1959 經學

5 邱爕友 古文運動史略 臺灣師範大學 1959
6 祁懷美 花間集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59
7 邱鎮京 敦煌變文研究 文化大學 1965
8 吳德風 鮑照生平及其作品校正 政治大學 1966
9 王更生 晏子春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66

10 李金城 樂府詩集漢魏相 
和歌辭校注

臺灣師範大學 1966

11 王關仕 儀禮漢簡本考證 臺灣師範大學 1966 經學

12 吳銘遠 東漢王充天人思想的研究
文化大學
哲學研究所

1966

13 康榮吉 陸機及其詩 政治大學 1967
14 王初蓉 淮海詞研究 政治大學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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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
年分

共同 
指導

附註

15 李栖 潄玉詞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67
16 蔡主賓 敦煌寫本儒家經籍異文考 政治大學 1968 經學、小學

17 陳飛龍 說文無聲字考 政治大學 1968 小學

18 曾勤良 二徐說文會意形聲字考異 輔仁大學 1968 小學

19 張秉鐸 張之洞評傳 文化大學 1968
20 李三榮 閩南語十五音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69 小學

21 林素珍 廣韻又音研究 政治大學 1969 小學

22 丁履譔 文選李善注引詩考 臺灣師範大學 1969 經學

23 尹定國 說文所存古史考 輔仁大學 1969 小學

24 謝素行 陳振孫及其直齋書錄解題 文化大學 1969
25 方俊吉 廣雅疏證釋例 政治大學 1970 經學、小學

26 簡宗梧 經典釋文徐邈音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0 經學、小學

27 陳光政 梁僧寶之等韻學 政治大學 1970 小學

28 邱衍文 冠禮研究 文化大學 1970 經學

29 陳煥芝 玄應一切經音義引說文考 文化大學 1970 小學

30 王初慶 說文草木疏 輔仁大學 1970 小學

31 徐傳雄 唐人類書引說文考 輔仁大學 1969 小學

32 洪固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之研究 輔仁大學 1970 小學

33 陳光憲 慧琳一切經音義引說文考 文化大學 1970 小學

34 侯秋東 王弼易學之研究（周易略
例疏證）

政治大學 1971 經學

35 李威熊 經典釋文引說文攷 政治大學 1971 經學、小學

36 柯金虎 大廣益會玉篇引說文考 政治大學 1971 小學

37 陳玲琇 樂記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71 經學

38 勤炳琅 水經注引書考 臺灣師範大學 1971
39 曾昭旭 曲園學記 臺灣師範大學 1971 經學、小學

40 李振興 說文地理圖攷 政治大學 1972 小學

41 林平和 呂靜韵集研究 政治大學 1972 小學

42 董忠司 曹憲博雅音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3 小學

43 黃桂蘭 集韻引說文考 政治大學 1973 小學

44 鮑國順 段玉裁校改說文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4 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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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
年分

共同 
指導

附註

45 施人豪 鄭樵文字說之商榷 政治大學 1974   小學

46 唐明敏 李白及其詩之版本 政治大學 1975

47 廖雪蘭 評述花間集暨其十八作家 文化大學 1978

（二）博士論文：（共 71位，與經學有關者計 26位，與政大經學有關者計 7位）

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 
年分

共同指導 附註

1 賴炎元 韓詩外傳考徵 臺灣師範大學 1962 林尹、程發軔 經學

2 王忠林 中國文學之聲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62 林尹、程發軔
3 李雲光 三禮鄭氏學發凡 臺灣師範大學 1964 孔德成、林尹 經學

4 胡自逢 周易鄭氏學 臺灣師範大學 1966 林尹、程發軔 經學

5 周何 春秋吉禮考辨 臺灣師範大學 1967 林尹、程發軔 經學

6 陳新雄 古音學發微 臺灣師範大學 1969 林尹、許世瑛 小學

7 成元慶
十五世紀韓國字音 
與中國聲韻之關係

臺灣師範大學 1969 林尹、許世瑛 小學

8 許世旭 中韓詩話淵源考 臺灣師範大學 1970 林尹、李漁叔
9 于大成 淮南子校訂 臺灣師範大學 1970 林尹、王叔岷

10 王熙元 穀梁范注發微 臺灣師範大學 1970 林尹 經學

11 許錟輝 先秦典籍引尚書考 臺灣師範大學 1970 林尹 經學

12 黃永武 許慎之經學 臺灣師範大學 1970 林尹 經學

13 阮廷焯 先秦諸子考佚 臺灣師範大學 1970 林尹

14 應裕康 清代韻圖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2 林尹  小學
15 羅宗濤 敦煌講經變文研究 政治大學 1972 王夢鷗

16 王更生 籀廎學記 臺灣師範大學 1972 林尹 經學

17 黃慶萱 魏晉南北朝易學考佚 臺灣師範大學 1972 林尹 經學

18 賴明德 毛詩考釋 臺灣師範大學 1972 林尹、魯實先 經學

19 辛勉
古代藏語和中古漢語語音
系統的比較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72 歐陽鷙、林尹 小學

20 左松超 說苑集證 臺灣師範大學 1972 林尹

21 婁良樂 管子評議 臺灣師範大學 1973 林尹

22 徐芹庭 兩漢十六家易注闡微 臺灣師範大學 1973 陳立夫、林尹 經學

23 陳品卿 尚書鄭氏學 臺灣師範大學 1973 熊公哲、林尹 經學

24 王關仕 儀禮服飾考辨 臺灣師範大學 1973 林尹 經學

25 呂凱 鄭玄之讖緯學 政治大學 1974 熊公哲 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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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 
年分

共同指導 附註

26 陳飛龍 龍龕手鑑研究 政治大學 1974 林尹 小學

27 黎建寰 尚書周書考釋 臺灣師範大學 1974 林尹、魯實先 經學

28 陳泰夏 雞林類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74 林尹

29 邱棨鐊 集韻研究 文化大學 1974 林尹 小學

30 李威熊 馬融之經學 政治大學 1975 熊公哲 經學

31 林平和 明代等韻學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5 林尹 小學

32 謝海平 唐代蕃胡生活及其對文化
的影響

政治大學 1975 王夢鷗、方豪

33 蔡信發 新序疏證 臺灣師範大學 1975 林尹

34 李振興 王肅之經學 政治大學 1976 熊公哲 經學

35 簡宗梧 司馬相如揚雄及其賦 
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6 盧元駿

36 黃志民 王世貞研究 政治大學 1976 王夢鷗

37 杜松柏 禪學與唐宋詩學 臺灣師範大學 1976 林尹

38 董金裕 宋永嘉學派之學術思想 政治大學 1977 熊公哲

39 宋昌基 中國古代女性倫理觀：以
先秦兩漢為中心

政治大學 1977 王夢鷗

40 曾昭旭 王船山及其學術 臺灣師範大學 1977 林尹

41 程南洲 東漢時代之春秋左氏學 政治大學 1978 熊公哲 經學

42 鮑國順 戴東原學記 政治大學 1978 林尹
與經學 
有關

43 董忠司 顏師古所作音切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8 小學

44 胡玄明 中國文學與越南李朝文學
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8 陳立夫、
華仲麐

45 張文彬 高郵王氏父子學記 臺灣師範大學 1978 林尹
經學、 
小學

46 田鳳臺 呂氏春秋研究 政治大學 1979 胡自逢

47 權重達 資治通鑑對中韓學術 
之影響

政治大學 1979 熊公哲、方豪

48 龔顯宗 明七子派詩文及其論評 
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79 林尹、汪中

49 葉政欣 賈逵春秋左傳遺說探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79 林尹 經學

50 李周龍 揚雄學案 臺灣師範大學 1979 李鎏

51 邱衍文 唐開元禮中喪禮之研究 文化大學 1979 林尹
與經學 
有關

52 鄭明娳 西遊記探源 臺灣師範大學 1980 羅宗濤

53 莊雅州 夏小正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81 周何 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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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 
年分

共同指導 附註

54 沈秋雄 三國兩晉南北朝春秋 
左傳學佚書考

臺灣師範大學 1981 周何 經學

55 徐信義 碧雞漫志校箋 臺灣師範大學 1981 鄭騫

56 張夢機 詞律探原 臺灣師範大學 1981 鄭騫

57 朱榮智 元代文學批評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81 李鎏

58 陳慶煌 劉申叔先生之經學 政治大學 1982 成惕軒 經學

59 陳麗桂 淮南鴻烈思想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83 于大成

60 洪淳孝 三國演義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83 王靜芝

61 譚明皋 民生史觀文學理論之研究 文化大學 1983 林尹

62 柯金虎 魏晉南北朝禮學書考佚 政治大學 1984 周何 經學

63 趙鍾業 唐宋詩話對韓日影響比較
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84

64 崔完植 王陽明詩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84 李鎏

65 韋金滿 柳蘇周三家詞〔聲律 
與修辭〕之比較研究

香港新亞研究
所文學組

1986

66 安秉卨 中國寓言傳記研究 政治大學 1987 呂凱

67 葉程義 漢魏石刻文學研究 東吳大學 1987
68 徐漢昌 管子思想之綜合研究 政治大學 1988 呂凱

69 陳維德 孔墨思想異同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91 呂凱

70 曹愉生
唐代詩論與畫論之關係研
究─僅以詩論與畫論 
之專著為研究對象

政治大學 1991 呂凱

71 朴宗喆 王安石詞研究 東吳大學 1991

三、王夢鷗（共 40位，與經學有關者計 1位，與政大經學有關者計 1位）

（一）碩士論文：（共 22位，與經學有關者計 0位，與政大經學有關者計 0位）

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 
年分

共同 
指導

附註

1 許德平 金樓子校注 政治大學 1967

2 趙英規
明代小說對李朝小說之影響：以剪
燈新話、三言、三國志演義為中心

政治大學 1967

3 成宜濟 孽海花研究 政治大學 1967
4 吳哲夫 清代禁燬書目研究 政治大學 1968
5 葉日光 詩人潘岳及其作品校注 政治大學 1968
6 謝海平 講史性之變文研究 政治大學 1970
7 陳錦釗 李贄之文論 政治大學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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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 
年分

共同 
指導

附註

8 周次吉 六朝志怪小說研究 政治大學 1971
9 康百世 金聖嘆評改水滸傳的研究 政治大學 1971

10 禹政夏 韓國小說洪吉童傳之作者 
及其受中國小說影響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1

11 黃志民 明人詩社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2
12 蔡營源 徐渭之生平及其文學觀 政治大學 1972
13 申美子 中國唐代婦女生活研究 政治大學 1973
14 胡萬川 馮夢龍生平及其對小說之貢獻 政治大學 1973
15 任日鎬 李朝中國語言教學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3
16 鄭靖時 王若虛及其詩文論 政治大學 1974
17 盧錦堂 紀昀生平及其閱微草堂筆記 政治大學 1974
18 劉漢初 蕭統兄弟的文學集團 臺灣大學 1975
19 歐陽炯 楊萬里及其詩學 東吳大學 1981
20 俞炳甲 唐人小說的寫作技巧研究 輔仁大學 1985
21 洪在玄 李賀的文學世界研究 輔仁大學 1985

22 陳昭昭 從戲劇小說看關公形象嬗變 輔仁大學 1986

（二）博士論文：（共 18位，與經學有關者計 1位，與政大經學有關者計 1位）

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 
年分 共同指導 附註

1 羅宗濤 敦煌講經變文研究 政治大學 1972 高明

2 謝海平
唐代蕃胡生活及其對文化的

影響
政治大學 1975 高明、方豪

3 詹秀惠 南北朝著譯書四種語法研究 臺灣大學 1975 屈萬里

4 黃志民 王世貞研究提要 政治大學 1976 高明

5 宋昌基
中國古代女性倫理觀：以先

秦兩漢為中心
政治大學 1977 高明

6 陳錦釗
子弟書之題材來源及其綜合

研究
政治大學 1977 盧元駿

7 陳萬益 晚明性靈文學思想研究 臺灣大學 1977 張敬

8 沈謙 文心雕龍之文學理論與批評 臺灣師範大學 1980 李辰冬

9 周行之 中共的「革命文學」 臺灣師範大學 1980 郭乾輝

10 盧錦堂 太平廣記引書考 政治大學 1981 羅宗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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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 
年分 共同指導 附註

11 鄭亞薇 南宋江湖詩派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81 羅宗濤

12 鍾慧玲 清代女詩人研究 政治大學 1981 羅宗濤

13 崔奉源 中國古典短篇俠義小說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83 吳宏一

14 周全 宋遺民志節與文學之研究 東吳大學 1983

15 李時銘 馬驌之生平與學術 政治大學 1984 羅宗濤
與經
學有
關

16 高大鵬 唐詩演變之研究：唐詩近代
化特質形成初探

政治大學 1985 羅宗濤

17 林明德 梁啟超與晚清文學運動 政治大學 1989

18 俞炳甲 唐人小說所表現之倫理思想
研究：以儒家為中心

政治大學 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