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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書目 

［說明］本文參考及引用書目排列方式說明如下： 

（一）專書：依時代先後排列。 

1. 古代典籍：民國以前典籍，以朝代為序。 

2. 近人著作：民國以後專書，以出版時間為序；中文及外文翻譯作品分列。 

（二）論文：依出版先後排列。 

1. 期刊論文：分為國內期刊與大陸期刊。 

2. 學位論文：先列博士論文，再列碩士論文。 

一、 專書 

(一) 古代典籍 

1. 《老子》，朱謙之 校釋：《老子校釋》，臺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5
年 10 月 10 日初版。 

2. 《詩經》，朱守亮 評釋：《詩經評釋》，臺北：臺灣學生書局 1984 年 10
月初版。 

3. 《尚書》，［清］孫星衍：《尚書含古文注疏》，臺北：文津出版社，1987
年 9 月出版。 

4. 《左傳》，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臺北：源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2
年 3 月初版，1982 年 4 月再版。 

5. 《國語》，［清］董增齡：《國語正義》，京都：中文出版社，1980 年 1
月初版。 

6. 《山海經》，袁珂 校注：《山海經校注》，臺北：里仁書局，1981 年 11
月出版。 

7. 《竹書紀年》，［梁］沈約 注，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56 年 4 月臺一

版。 
8. 《穆天子傳》，［晉］郭璞 注，洪頤煊 校，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年 2 月臺一版。 
9. 《管子》，謝浩範、朱迎平 譯注，臺北：臺灣古籍出版社，2000 年 4 月初

版。 
10. 《列子》，嚴捷、嚴北溟 譯注：《列子譯注》，臺北：仰哲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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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1 月出版。 
11. ［戰國］屈原：《離騷》，游國恩 主編：《離騷纂義》，臺北：洪葉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1993 年 9 月初版。 
12. ［戰國］屈原：《天問》，游國恩 主編：《天問纂義》，臺北：洪葉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1993 年 9 月初版，北京中華書局 1982 年授權。 
13. ［戰國］莊周：《莊子》，［清］郭慶藩 集釋：《莊子集釋》，臺北：貫

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 年 9 月初版。 
14. ［戰國］荀卿：《荀子》，《荀子集解》，［唐］楊倞 注，［清］王先謙 集

解，臺北：世界書局，1961 年 11 月三版。 
15. ［戰國］韓非：《韓非子》，《韓非子校釋》，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年 5 月初版。 
16. ［秦］呂不韋 編：《呂氏春秋》，陳奇猷 校釋：《呂氏春秋新校釋》上下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年 4 月第一版。 
17. 《禮記》，孫希旦 校注：《禮記集解》，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76 年再

版。 
18. 《大戴禮記》，高明 註譯：《大戴禮記今註今譯》，臺北：臺灣商務印書

館，1975 年 9 月初版，1984 年 3 月修訂初版。 
19. 《周禮》，林尹 註譯：《周禮今註今譯》，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年 9 月初版，1974 年 11 月二版。 
20. ［西漢］伏勝：《尚書大傳》，［清］王闓運 補注：《尚書大傳補註》，

北京：中華書局，1991 年，第一版。 
21. ［西漢］賈誼：《新書》，饒東原 注譯：《新譯新書讀本》，臺北：三民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 年 5 月初版。 
22. ［西漢］劉安：《淮南子》，［東漢］高誘 注，臺北：世界書局，1962 年

4 月初版。 
23. ［西漢］司馬遷：《史記》，［日］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

樂天出版社，1972 年 3 月 1 日出版。 
24. ［西漢］焦延壽：《焦氏易林》，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年 6 月台一

版。 
25. ［西漢］劉向 集錄：《戰國策》，臺北：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 年 11

月臺一版。 
26. ［西漢］劉向：《列仙傳》，臺北：廣文書局，1989 年初版（與《神仙傳，

疑仙傳，列仙傳》合刊）。 
27. ［西漢］劉向：《列女傳》，張敬 註譯：《列女傳今註今譯》，臺北：臺

灣商務印書館，1994 年 6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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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西漢］劉歆：《西京雜記》，曹東海 注譯：《新譯西京雜記》，臺北：

三民書局，1995 年出版。 
29. ［西漢］東方朔 撰：《神異經》，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年 6 月臺

一版。 
30. ［東漢］應劭：《風俗通義》，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金會印行，1978

年出版。 
31. ［東漢］王充：《論衡》，劉盼遂 集解：《論衡集解》，臺北：世界書局，

1962 年 4 月初版。 
32. ［東漢］班固：《漢書》，《漢書一百卷》，出版項不詳。 
33. ［東漢］許慎：《說文解字》，［清］段玉裁 注：《說文解字注》，臺北：

黎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年 4 月增訂七版。 
34. ［東漢］趙曄：《吳越春秋》，周春生：《吳越春秋輯校彙考》，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7 年 7 月。 
35. ［魏］吳普 等述：《神農本草經》，收入《黃氏逸書考》（［清］黃奭 輯），

臺北：藝文印書館，1972 年 
36. ［魏］王肅：《孔子家語》，《孔子家語譯注》，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1998 年 5 月第一版。 
37. ［晉］張華：《博物志》，《四部備要，子部》，臺北：中華書局，1966

年出版（與《世說新語》合刊）。 
38. ［晉］王嘉：《拾遺記》，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年出版。 
39. ［晉］干寶：《搜神記》，汪紹楹 校注，臺北：里仁書局，1999 年 1 月 10

日初版三刷。 
40. ［晉］葛洪：《神仙傳》，北京：中華書局，1991 年出版。 
41. ［晉］葛洪：《抱朴子》。何淑貞 校注：《新編抱朴子．外篇》，臺北：

國立編繹館，2002 年 2 月初版；《新編抱朴子．內篇》，2002 年 3 月初版。 
42. ［東晉］常璩：《華陽國志》，《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7 年 10 月第一版。 
43. ［劉宋］劉義慶：《幽明錄》，臺北：廣文書局，1989 年 12 月出版（與《玉

函祕典》合刊）。 
44. ［劉宋］范曄：《後漢書》，［唐］李賢 等注：《新校後漢書注》，臺北：

世界書局，1974 年 5 月三版。 
45. ［梁］蕭統 編：《昭明文選》，［唐］李善 注。《文選》，臺北：文津出

版社，1987 年 7 月出版。 
46. ［梁］任昉：《述異記》，北京：中華書局，1991 年出版（與《前定錄》等

十一種書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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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梁］宗懍：《荊楚歲時記》，北京：中華書局，1991 年第一版。 
48. ［北魏］楊衒之：《洛陽伽藍記》，劉九洲、侯迺慧 注譯：《新譯洛陽伽

藍記》，臺北：三民書局 1994 年 3 月出版。 
49. ［北魏］賈思勰：《齊民要術》，繆啟愉 校釋：《齊民要術校釋》，臺北：明

文書局，1986 年 1 月初版。 
50. ［隋］杜臺卿：《玉燭寶典》，［清］楊守敬 校訂。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八

八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年 5 月第一版。 
51. ［唐］房玄齡 等撰：《晉書》，楊家駱 主編：《新校本晉書附編六種一》，

臺北：鼎文書局，1976 年出版。 
52. ［唐］李延壽：《南史》，臺北：鼎文書局，1980 年 3 月初版。 
53. ［唐］歐陽詢 等撰：《藝文類聚》，臺北：文光出版社，1974 年 8 月出版。 
54. ［唐］徐堅：《初學記》，臺北：鼎文書局，1972 年 9 月初版。 
55.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臺北：源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2 年 12

月初版。 
56.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錄自《唐五代筆記小說大觀》，江蘇：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年 3 月第 1 版。 
57. ［宋］莊綽：《雞肋編》，上海：商務書局，1936 年 12 月初版。 
58. ［宋］羅泌：《路史》，臺北：中華書局，1965 年出版。 
59. ［宋］陳景沂：《全芳備祖》，《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子部 241，類書類，V.935，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出版。 
60. ［宋］魏泰：《東軒筆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 10 月一版一刷， 1997

年 12 月湖北二刷。 
61. ［宋］李昉：《太平御覽》，河北：河北教育出版社，1994 年 7 月初版，2000

年 3 月第二次印刷。 
62. ［宋］陳彭年、邱雍 等奉敕撰：《廣韻》。《宋本廣韻》，臺北：廣文書

局，1960 年 10 月初版，1991 年 10 月三版。 
63. ［宋］郭茂倩：《樂府詩集》，臺北：里仁書局，1981 年 3 月 24 日出版。 
64. ［宋］樂史：《太平寰宇記》，臺北：文海出版社，1963 年 4 月初版。 
65. ［宋］朱熹：《四書集注》，臺北：學海出版社，出版年不詳。 
66. ［明］吳承恩：《西遊記》，繆天華 校訂，臺北：三民書局，1972 年 5 月

初版，1976 年 12 月再版。 
67. ［明］臧晉叔 編：《元曲選》，臺北：啟明書局，1961 年 4 月初版。 
68. ［明］余紹魚：《東周列國志》，臺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8 年 7

月 15 日出版。 
69. ［明］文震亨：《長物志》，［清］金忠淳 輯：《百部叢書集成》金氏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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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書屋刊本，V.515，臺北：藝文印書館，1966 年出版。 
70. ［明］孟稱舜：《桃花人面》，《盛明雜劇初二三集》，臺北：廣文書局，

1979 年 6 月初版。 
71. ［明］毛晉 輯：《增補津逮祕書》，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0 年出版。 
72. ［明］李詡：《戒庵老人漫筆》，北京：中華書局，1982 年 2 月第 1 版，1999

年 12 月湖北第二次印刷。 
73. ［明］李時珍：《本草綱目》，國立中國醫藥研究所出版，1994 年 6 月三版

一刷。 
74. ［明］張自烈 編：《正字通》，［清］廖文英 補，北京：國際文化出版公

司，1996 年 1 月出版。 
75. ［清］王夫之 等著：《清人楚辭注三種》（王夫之《楚辭通釋》、蔣驥《山

帶閣注楚辭》、戴震《屈原賦注》），臺北：長安出版社，1975 年 4 月初版，

1980 年 9 月三版。 
76. ［清］聖祖 敕編：《廣群芳譜》，《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V. 139-141，

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年 9 月臺一版。 
77. ［清］聖祖 敕編：《古今圖書集成》，臺北：鼎文書局，1977 年 4 月 5 日

初版。 
78. ［清］孔尚任：《桃花扇》，王季思、蘇寰中、楊德平 校注，臺北：里仁

書局，1996 年 10 月 15 日初版。 
79. ［清］嚴可均 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臺北：世界書局，1961

年 3 月初版。 
80. ［清］龔自珍：《定盦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年 2 月第一版。 
81. ［清］袁枚：《子不語》，臺北：中興圖書出版社，1975 年出版。 
82. ［清］孟稱舜：〈桃花人面〉，郭漢城 主編：《中國十大悲喜劇集》，上

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 年 12 月出版。 
83. ［清］朱駿聲：《說文通訓定聲》，臺北：世界書局，1952 年 2 月出版。 
84.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臺北：世界書局，1962 年 4 月初版。 
85. ［清］梁章鉅：《楹聯叢話》暨附二冊之《楹聯續話》，《國學基本叢書四

百種》，V.241，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年 9 月臺一版。 
86. ［清］方玉潤：《詩經原始》，臺北：藝文印書館，1981 年第三版。 
87. ［清］王筠：《文字蒙求》，臺北：藝文印書館，1981 年 3 月第五版。 
88. ［清］黃奭 編：《漢學堂知足齋叢書》（下冊）輯《河圖括地象》附地圖

（河圖括地圖），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 年 7 月北京第一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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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人著作 

1. 中文著作 

1. 黃石：《神話研究》，收入 茅盾 編：《神話雜論》，世界書局，1929 年

6 月初版。 
2. 陳寅恪：《桃花源記旁證》，出版時地不詳，三國史料研究，姚季農 主編；

又收入《陳寅恪先生論文集》下冊（臺北：文理出版社，1974 年出版）。

原刊於《清華學報》，11 卷 1 期，1936 年 1 月。 
3. 朱駿聲：《說文通訓定聲》，臺北：世界書局，1956 年 2 月初版。 
4. 楊家駱 編：《陶淵明詩文彙評》，臺北：世界書局，1964 年 1 月初版。 
5. 林惠祥：《文化人類學》，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年 2 月臺一版。 
6. 董康 輯編：《曲海總目提要》，臺北：正光書局，1969 年初版。 
7. 李福清：〈從文學角度看《穆天子傳》〉，馬昌儀 編：《中國神話故事論

集》，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71 年 3 月初版。 
8. 郭沫若：《出土文物二三事》，北京：人民出版社，1972 年 8 月第一版。

（原刊於《文物》雜誌。） 
9. 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陳寅恪先生論文集》下冊，

臺北：三人行出版社，1974 年 5 月 30 日出版。 
10. 耿湘沅：《孔尚任桃花扇考述》，嘉新水泥文化基金會叢書，1975 年出版。 
11. 樂蘅軍：《古典小說散論》，臺北：純文學出版社，1976 年初版。 
12. 余英時：〈紅樓夢的兩個世界〉，《歷史與思想》，臺北：聯經出版事業

公司，1976 年 9 月初版，1979 年 7 月五刷。 
13. 王孝廉：《中國的神話與傳說》，臺北：聯經出版公司，1977 年初版。 
14. 李達三：〈神話的文學研究〉，蔡源煌 譯，古添洪、陳慧樺 編著：《從

比較神話到文學》，臺北：東大圖書，1977 年 2 月初版。 
15. 小川環樹：〈中國魏晉以後（三世紀以降）的仙鄉故事〉，張桐生 譯，林

以亮 等編：《中國古典小說論集》，臺北：幼獅文化公司，1977 年 8 月再

版。 
16. 河北省博物館、文管處台西考古隊、河北省藁城縣台西大隊理論小組 合

編：《藁城台西商代遺址》，北京：文物出版社，1977 年 10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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