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1

參考書目 
 
 

一、專著 

 

（一）、古籍部分 

 
《周易》，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 
《易程傳》，宋，程頤，台北，河洛出版社，1973年 
《二程全書》，宋，程頤、程顥，台北，中華書局，1966年 
《周易本義》，宋，朱熹，台北，河洛出版社，1973年 
《易學啟蒙》，宋，朱熹，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周易集說》，元，俞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周易集說》，元，俞琰，通志堂經解本，台北，大通書局，1969年 
《讀易舉要》，元，俞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周易集說，讀易舉要》，元，俞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易外別傳》，元，俞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席上腐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周易參同契發揮》，元，俞琰，《新編道藏精華》本，台灣自由出版社，2000年。 
《讀易私言》，元，許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周易本義附錄纂疏》，元，胡一桂，通志堂經解本，台北，大通書局，1969年 
《易學啟蒙翼傳》，元，胡一桂，通志堂經解本，台北，大通書局，1969年 
《易纂言》，元，吳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易纂言外翼》，元，吳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易圖通變》，元，雷思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易筮通變》，元，雷思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易象圖說》，元，張理，通志堂經解本，台北，大通書局，1969年 
《大易象數鉤深圖》，元，張理，通志堂經解本，台北，大通書局，1969年 
《魯齋遺書》，許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靜修集》，元，劉因，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靜修先生文集》，元，劉因，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 
《吳文正公文集》，元，吳澄，台北，新文豐公司，1983年 
《牧庵集》，元，姚燧，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謝疊山集》，元，謝枋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南村輟耕錄》，元，陶宗儀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132

《國朝漢學師承記》，清，江藩著，鍾哲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新元史》，民國，柯劭忞，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宋元學案》，明，黃宗羲，台北，國立編譯館，1954年 
《正統道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 
 

（二）、近、今人著作 

 
《兩漢易學史》，高懷民著，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0年 
《兩漢哲學》，周紹賢，台北文景出版社，1972年 
《經學歷史》，皮錫瑞著，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 
《先秦易學史》，高懷民著，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5年 
《周易古經通說》，高亨著，台北，華正出版社，1976年 
《易經論文集》，台北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81年 
《天人關係論：中國文化一個基本特徵的探討》，楊慧傑，台北，大林出版社，1981年 
《元代史新探》，蕭啟慶著，台北，新文豐書局，1983年 
《宋明理學史》，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易學論著選集》，黃沛榮編，台北，長安出版社，1985年 
《憂患意識的體認》，高明等，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大易哲學論》，高懷民著，作者自印，1988年 
《周易今註今譯》，南懷瑾、徐芹庭註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87）》，林慶彰主編，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89年 
《南宋金元的道教》，詹石窗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周易譯註》，黃壽祺、張善文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易學哲學史》，（一--四卷），朱伯崑著  台北，藍燈文化事業，1991年 
《中國通史》，伊藤道治等著，吳密察等譯，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年 
《中國道教史》，卿希泰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元代的士人與政治》，王明蓀著，台北，學生書局，1992年 
《道家研究文化論集》，（一--三集），陳鼓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993年 
《蒙元史新研》，蕭啟慶著，台北，允晨文化出版，1993年 
《元代文人心態》，么書儀著，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年 
《中國哲學主體思維》，蒙培元著，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年 
《中國元代思想史》，秦先勇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中國元代教育史》，歐陽周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中國宋遼金夏教育史》，喬衛平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88-1992）》，林慶彰主編，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95年 
《周易縱橫談》，黃慶萱著，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 
《金元四大家醫學新解》，陳岫藝，台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95年 



 133

《劉因評傳》，商聚德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象數與義理》，張善文著，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 
《易理新研》，孫劍秋，台北，學生書局，1997年 
《內聖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余敦康著，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 
《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蒙培元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 
《元朝史新論》，蕭啟慶著，台北，允晨文化出版，1999年 
《續中國道教思想史綱》，卿希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宋元之際的哲學與文學》，羅立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1999年 
《中國哲學基本範疇與文化傳統》，張雲勛、張禮勛編著，貴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 
《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下），楊晉龍主編，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發

行，2000年 
《蒙元的歷史與文化—蒙元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下），蕭啟慶主編，台北，學生
書局，2001年 
《中國思想史‧卷二‧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知識、思想與信仰》，葛兆光著，上海，復旦

大學出版社，2002年 
 

二、 論文 

 

（一）、學位論文 

 
《宋人疑經改經考》，葉國良，台大中文所碩士論文，1978年 
《元人移經改經考》，徐玉梅，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 
《易經之天、人關係研究》，金學權著，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9年 
《俞琰生平與易學》，林文鎮，台灣師範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 
《俞琰易學思想研究》，林志孟，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年 
《周易時義研究》，林文欽，高雄師範大國文所博士論文，1996年 
《元代春秋學研究》，簡福興，高雄師範大國文所博士論文，1997年 
《吳澄之易經解釋與易學觀》，楊自平，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年 
《宋、元易學的復古運動》，許維萍，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年 
 

（二）、期刊論文 

 
〈易學中的中道思想〉，高懷民，《哲學與文化》，5卷 8期，1978年 8月 
〈元代的易學〉，徐芹庭，《孔孟學報》，39期，頁 223-256，1980年 4月 
〈元代的科舉制度〉（上）、（下），丁崑健，《華學月刊》，124-125期，1982年 4-5月 



 134

〈試論士大夫在元初政權建設中的作用〉，《北方論叢，1982年 4期，頁 89-95，1982年 7
月 
〈元代劉因的思想〉，唐宇元，《中國史研究》，1982年 3期，頁 135-146，1982年 9月 
〈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姚大力，《宋金遼元史》，1987年 5期，頁 159-192  

1987年 5月 
〈正傳別傳二重化—俞琰易說淺析〉，《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88年 1期（總 52
期），頁 66-72，1988年 1月 

〈試析元代教學思想的特異性〉，吳霓，《西南師範學學報（哲社版）》，頁 50-55，1991年
第 3期，1991年 7月 
〈從《讀易私言》看許衡的處事之道〉，（政大中文系）《中華學苑》 43期，頁 171-179，

1993年 3月 
〈論元代理學教育思想的特點〉，黃書光，《孔孟月刊》，31卷 9期，頁 26-35，1993年 5
月 
〈宋、明醫《易》散論〉，徐儀明，《周易研究》，第三十三期，頁 74-80，1997年 
〈試論雷思齊的道教易思想〉，章偉文，《道教論壇》，1999年第 3期，頁 17-19，1999年 
〈略析吳澄《易》學象數思想〉，章偉文，《周易研究》，第 36期，頁 53~54，1998年 
〈蒙元支配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影響〉，蕭啟慶，《國際中國學研究》，第二輯，頁 387-410，
韓國，韓國中國學會出版  1999年 
《俞琰編年事輯》，楊世文，《宋代文化研究》，第九輯，頁 295-324，四川，巴蜀書社出版，

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