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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 

 

（（（（一一一一））））古籍部分古籍部分古籍部分古籍部分（依作者時代先後） 

 

經部經部經部經部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十三

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 12 月。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

本，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 12 月。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臺北：世界書局，1958 年 5 月。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 

館，2001 年 12 月。 

（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

文印書館，2001 年 12 月。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

印書館，2001 年 12 月。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

藝文印書館，2001 年 12 月。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0  

            年 10 月。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

書館，2001 年 12 月。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

本，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 12 月。 

（晉）范甯注、（唐）楊士勛疏，《春秋榖梁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

藝文印書館，2001 年 12 月。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

館，2001 年 12 月。 

（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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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歐陽脩，《詩本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 

（宋）程頤，《周易傳》，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 年 5 月。 

（宋）朱熹，《四書集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 9 月。 

（宋）朱熹，《詩集傳》，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 年 3 月。 

（清）焦循，《孟子正義》，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 年 7 月。 

（清）朱駿聲，《六十四卦經解》，臺北：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年 8 月。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臺北：臺灣書局，1958 年 4 月。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 年 11 月。 

（清）康有為，《孟子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 1 月。 

（清）康有為，《中庸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 6 月。 

（清）陳立，《公羊義疏》，臺北：鼎文書局，1973 年 5 月。 

 

 

 

 

史部史部史部史部 

 

（漢）司馬遷、（宋）裴駰集解，《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世界書局，1972 年 9 月。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世界書局，1972 年 12 月。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注》，臺北：世界書局，1972 年 9 月。 

（北齊）魏收，《魏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 年。 

（唐）房玄齡，《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 

（唐）魏徴，《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 年。 

（唐）令狐德棻，《周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 年。 

（唐）劉知幾、（清）浦起龍釋，《史通》，臺北：里仁書局，1980 年 9 月。 

（唐）杜佑，《通典》，臺北：新興書局，1963 年 10 月。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2000 年。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 

（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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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歐陽脩撰、（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12

月。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未書出版年月。 

（宋）鄭樵，《通志》，臺北：新興書局，1963 年 10 月。 

（宋）晁公武著、（清）陸心源編，《郡齋讀書志》，臺北：廣文書局，1968 年。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臺北：世界書局，1961 年。 

（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臺北：里仁書局，1980 年 11 月。 

（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臺北：源流文化事業公司，1982 年 11 月。 

（宋）李攸，《宋朝事實》，臺北：廣文書局，1980 年 12 月。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63 年 10 月。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 

（明）薛應旂，《宋元通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年。 

（明）馮琦、沈越、陳邦瞻等，《宋史紀事本末》，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 

（清）黃宗羲、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 1986 年 12 月。 

（清）王夫之，《讀通鑑論》，臺北：世界書局，1979 年。 

（清）徐星伯錄，《宋會要輯稿》，北京：北平圖書館，1936 年。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臺北：國光書局，1962 年。 

（清）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臺北：里仁書局，1980 年。 

 

 

 

子部子部子部子部 

 

（周）李耳撰、（魏）王弼注、（唐）陸德明釋文，《老子》，臺北：世界書局，1963  

            年。 

（周）管仲撰、（唐）房玄齡注，《管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周）墨翟，《墨子》，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 年。 

（周）莊周、（晉）郭象注，《莊子》，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 年 3 月。 

（周）韓非，《韓非子》，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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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1961 年 11 月。 

（宋）王欽若、楊億等奉敕撰，《冊府元龜》，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7 年。 

（宋）歐陽脩，《歸田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3 月。 

（宋）沈括，《夢溪筆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6 年 4 月。 

（宋）陳師道，《後山談叢》，臺北：廣文書局，1961 年 9 月。 

（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 

（宋）魏泰，《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10 月。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年 1 月。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年 1 月。 

（宋）朱弁，《曲洧舊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臺

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3 月。 

（宋）洪邁，《容齋五筆類鈔》，北京：中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珍本匯刊，1997 

            年。 

（宋）沈作喆，《寓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5 年 3 月。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 5 月。 

（宋）何薳，《春渚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1 月。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12 月。 

（宋）胡仔纂集，《冷齋夜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宋）王偁，《東都事略》，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 年。 

（宋）釋志磐，《佛祖統紀》，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92 年 3 月。 

（宋）陳善，《捫虱新話》，《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圖書公司，1985 年。 

（宋）朱熹，《近思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 3 月。 

（清）顧炎武，《日知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 

（清）江藩，《宋學淵源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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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部集部集部集部 

 

（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3 月。 

（宋）柳開，《河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5 年 3 月。 

（宋）石介，《徂徠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5 年 3 月。 

（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 

（宋）劉敞，《公是集》，臺北：新文豐圖書公司，1984 年 6 月。 

（宋）契嵩，《鐔津文集》，臺北：宏願出版社，1992 年 7 月。 

（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 年。 

（宋）梅堯臣撰、朱潤東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宋）歐陽脩撰、李逸安點校，《歐陽脩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3 月。 

（宋）歐陽脩撰、李之亮箋注，《歐陽脩集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7 

年 12 月。 

（宋）蔡襄，《蔡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6 年。 

（宋）蔡襄，《端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8 月。 

（宋）程頤，《二程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臺

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3 月。 

（宋）曾鞏撰、陳杏珍、晁繼周點校，《曾鞏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12 

月。 

（宋）蘇洵，《嘉祐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年。 

（宋）蘇軾，《經進東坡文集事略》，臺北：世界書局，1960 年 11 月。 

（宋）蘇軾，《蘇東坡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9 月。 

（宋）蘇轍撰、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香港：中華書局，1971 年 8 月。 

（宋）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年。 

（宋）呂祖謙，《宋文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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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3 月。 

（宋）李耆卿，《文章精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3 月。 

（宋）陳傅良，《止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臺

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3 月。 

（宋）朱熹，《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8 月。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臺北：世界書局，1966 年。 

 

 

 

 

 

 

現代專書部現代專書部現代專書部現代專書部分分分分（依作者姓氏筆劃） 

 

《中國歷代法書墨跡大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 年 9 月。 

《故宮歷代法書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8 年 4 月。 

小林義廣撰、朱剛議、陳玨校，《歐陽脩與士大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9 月。 

王水照、王宜瑗，《歐陽脩散文選集》，北京：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年 5 月。 

王更生，《歐陽脩散文研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 年 10 月。 

王基倫，《唐宋古文論集》，臺北：里仁書局，2001 年 10 月。 

王鈞林、楊春梅、劉厚琴、唐明貴，《斯文在茲──儒學與中國傳統文化》，濟南： 

齊魯書社，2006 年 12 月。 

石訓等，《中國宋代哲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 12 月。 

田鳳台，《先秦八家學術》，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 年 10 月。 

安越選注，《歐陽修小品》，北京：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年 1 月。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 年 8 月。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 5 月。 

牟宗三，《生命的學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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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宋明儒學的問題與發展》，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12 月。 

何寄澎，《唐宋古文新探》，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 年 4 月。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1 月。 

宋鼎宗，《春秋宋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 9 月。 

李威熊，《董仲舒與西漢學術》，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 年 6 月。 

李申，《簡明儒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年 6 月。 

杜保瑞，《北宋儒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 年 4 月。 

范立舟，《理學的產生及其歷史命運》，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 2 月。 

林繼平，《宋學探微》，臺北：蘭臺出版社，2002 年 3 月。 

屈萬里，《詩經釋義》，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8 年 5 月。 

韋政通，《中國思想史》，臺北：水牛出版社，2003 年 9 月。 

洪本健編，《歐陽修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1 月。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北：學海出版社，1976 年。 

高振鐸，《古籍知識手冊》，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 年 9 月。 

倪志僩，《論孟虛字集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 4 月。 

徐洪興，《思想的轉型──理學發生過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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