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吳宏一學經歷資料  

 

吳宏一（WU HUNG-I） 

臺灣高雄人 

 

一、主要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業（1961.9—1965.6） 文學士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1966.9—1969.6） 文學碩士（哲學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1969.9—1973.7） 文學博士（哲學博士） 

 

二、現職與專長相關之經歷（按時間先後順序由最近經歷開始填起）︰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台灣國立師範大學師大學報審稿人

（2011.10-2012.02）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國家社會基金研究資助開題座談會海外專家（2011.4.25） 

北京大學人文基金高級訪問學者（中文系文獻所客席教授）（2011.03-04） 

臺灣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兩場詞學專題演講（2011.03.17） 

香港《國學新視野》季刊顧問（2011.02 起） 

交通部郵政總局「西遊記」郵票專冊全輯策劃撰稿人（2010.11-2011.02） 

臺灣交通大學「新文藝復興閱讀計畫」（講題：詩經的語言藝術）（2010.09）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國際研討會」（主題演講，講題：十八世紀袁枚與韓日

詩學的交流）（2010.05） 

新竹清華大學「核心通識系列講座」（講題：刺客與游俠）（2010.04.28） 

臺灣成功大學中文系所專題演講（講題：詞的情境與寄託）（2010.04.12） 

臺灣國立中央大學主辦「余紀忠講座」葉嘉瑩教授專題演講引言人（2009.12.17） 

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二十週年紀念專題講座主講人（2009.10.05） 

 

（以上係自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講座教授退休後經歷） 

 

台大中文系主辦特約講座主講人三場專題演講（2009.05.11-20） 

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主辦專題演講（2009.05.06） 

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計畫案審查人（2008-9）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系講座教授（2003.08.01- 2009.06.30） 

世界當代華文文學精讀文庫（香港、新加坡出版機構合作）編輯委員 

上海復旦大學古籍所訪問學人 

臺灣清華大學校聘中文系評鑑委員曁主席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員會）客座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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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RGC（研究資助局）CERG 研究計劃審查人 

香港 UGC（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RAE 人文組審查委員 

香港中樂團(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中國文學與音樂」專題講者 

香港藝術館題畫詩比賽古典詩組評審人 

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藝術發展獎」評審人 

香港藝術發展局「第六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三）兩岸三地文學及海外華文文學：

獨特性與共通性」專題講者 

香港藝術發展局審批員、顧問 

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評審委員／顧問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論文審查委員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升等評審委員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明報月刊、明報出版社、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香港中文

大學中文系聯合主辦之「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小組主席 

香港城巿大學「中學老師教學新知」課程專題講者 

香港城巿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公開講壇〈談幾首描寫人生的「浣溪沙」詞〉講

者 

香港城巿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哲學博士口試委員會主席 

香港城市大學《城市文學》主編 

香港城市大學「大學之道」徵文比賽評審暨工作坊主講嘉賓 

香港城市大學「城市文學創作獎」評審委員 

香港城市大學「城市文學節」開幕暨座談會主持人 

香港城市大學「鄭和下西洋六百週年紀念研討會（三）波濤萬里下西洋」第一場研討

會主持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九州學林》編輯委員／審稿人 

香港城巿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辦、民政事務局合辦、茶具文物館協辦「茶與中國文化

研討會」一場主持。 

香港城市大學某項訴願委員會委員 

香港城市大學第十九屆榮譽學位頒授典禮，鍾期榮博士贊辭宣讀人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哲學博士口試校外考試委員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顧問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舉辦「名賢講席 –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前沿的思考」講者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主辦古典詩歌朗誦會吟誦者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升等審查委員 

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指導教授／考試委員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2003/04 等年度學士畢業論文及試卷審閱人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升等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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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諮詢委員會委員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面試委員 

香港嶺南大學新辦中文碩士課程審查委員會（Programme Validation Panel for Master of 

Arts (MA) in Chinese）委員 

香港嶺南大學碩士論文口試校外考試委員 

香港新亞研究所《新亞學報》編輯顧問 

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博士校外委員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文學論衡》顧問 

香港明報系統等六大文化機構合辦之「世界旅遊文學徵文獎」評審委員 

香港教統局中文組〈古典詩歌的鑑賞與教學〉錄影帶專題講者 

香港朗文出版社初中中國語文撰稿人及顧問 

香港普通話專科學校詩文朗誦比賽評審 

匯知教育機構等四大機構合辦之「世界中學生華文微型小說創作大賽與全港第五屆微

型小說創作大賽」顧問 

匯知教育機構等四大機構合辦之「世界中學生華文微型小說創作大賽與全港第四屆微

型小說創作大賽」主禮嘉賓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主辦「長青伴我行」生命

教育計劃──「向長者致敬」徵文比賽評判 

「城市文學節──澳門文學座談會」香港城市大學代表 

「香港各界慶祝雙十節暨辛亥革命九十五周年酒會」主席團成員。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工

大學、嶺南大學、香港公開大學及香港教育學院聯合主辦之「學藝兼修．漢學大師

饒宗頤教授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古典文學分組第五組會議主持 

北京大學中文系訪問學人 

北京大學校聘中文系評估專家 

北京語言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季刊學術顧問 

上海復旦大學古代文獻研究所百年校慶特邀之訪問學人 

南京大學中文系專題講者 

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名賢專題講者 

「北京論壇」國際學術研討會（由北京大學主辦）論文宣讀並座談 

中國中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由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主辦），宣讀

論文一篇並擔任一場主席 

中國中古文學（漢－唐）國際學術研討會（由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主辦），宣讀論文並

擔任一場主席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審稿人 

臺北行政院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審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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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學報審稿人 

臺灣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第四十屆文藝創作獎審議委員會評審委員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臺大中文學報》海外編輯委員 

臺灣清華大學中文系新聘教師及教授升等論著審查人 

臺灣「傑出人才基金會」申請案之審查人 

「2004 年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主

辦），宣讀論文一篇並擔任第一場主席 

新加坡南洋科技大學中國語言文化系博士論文評審委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南大語言文化學報顧問委員 

韓國高麗大學百年校慶中國詩歌傳統與創新國際研討會開幕主講嘉賓 

 

（以上係 2003 年 8 月 1 日就任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講座教授後經歷）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1996.8-2003.7） 

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中國語言及文學學部主任（1996-1997，1998-2000）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1993.8-1993.12，1994.8-1996.7）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人文學報》顧問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中文學刊》顧問 

香港新亞研究所《新亞學報》編輯顧問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顧問 

香港城市大學、嶺南大學教授升等審查人 

香港大學、浸會大學、珠海書院、新亞研究所博碩士論文校外考試委員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碩士課程審議委員（1994.3）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1986.8—1987.7）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校外考試委員（1988—1991）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系中文榮譽學位課程校外委員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榮譽學位課程校外委員 

香港樹仁學院中文榮譽學位課程顧問 

香港 RGC 研究計劃審查人 

香港藝術發展局審批員／顧問 

香港明報出版社 2000 年文庫顧問 

中國宋代文學會《新宋學》學術期刊顧問 

雲南大學客座教授（榮譽）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中國古代文學主流》叢書名譽顧問（1996-2000）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及文學院客座教授 

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客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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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南通師院校聘兼職教授 

北京大學中文系「孑民學術講座」主講人之一 

新加坡教育部海外華文顧問（1991.2—1995）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南大語言文化學報編輯委員、顧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博碩士論文校外委員（1998，1999）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升等論文審查人（1999、2002） 

美國 FULBRIGHT 學術交流基金會訪問學人（1985.8—1986.7） 

台大中文系教授（1978.8-1993.7，1994.1-1994.7，1997.8-1998.7） 

台大中文系副教授（1973.8-1978.7）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諮詢委員 

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論文獎助及研究計劃審查人 

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文哲所評鑑委員兼召集人 

臺灣蔣經國基金會研究計劃審查人 

臺灣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傑出研究獎審查人 

臺灣交通部郵政總局中國文學系列郵票規劃人 

臺灣教育部人文社會指導委員會研究委員 

國立編譯館國中國文、國小國語、高中國文教科書編審委員 

臺灣聯合報系基金會論文獎助出版審查人 

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審查委員 

清華大學（新竹）中文系校聘評鑑委員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中山文庫人文類主編 

中研院文哲研究集刊編輯委員 

臺灣《漢學研究》、《國立編譯館館刊》審稿委員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文學與思想類叢書主編（1988—1999） 

臺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組諮議委員（1989—1998） 

臺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社會彙刊中國文學主編（1990—1997） 

臺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1994.7—1996.7） 

臺灣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 

臺灣行政院新聞局大陸出版品審議委員 

臺灣考試院高考普考典試委員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兼設所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1989.8—1992.6） 

國立中正大學籌備處顧問（1988—1989） 

幼獅文藝諮詢委員（1988 起） 

臺灣空中大學國文科委員（1983—1985） 

臺北錦繡出版社語文圖書館主編、審訂（1992—1993）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1981—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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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中文學報編輯委員 

台大文學院《中外文學》月刊主編 

趙廷箴文教基金會中文系所獎助金審議委員 

教育部文學獎決審委員 

中國時報文學獎決審委員 

中央日報文學獎決審委員 

明道文藝全國學生文學獎決審委員 

國家文藝獎決審委員 

中山文藝獎決審委員 

吳三連文學獎決審委員 

信誼基金會文學獎決審委員 

台大、師大、政大、東吳、東海、輔仁、中山等大學博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兼口試委員 

清華大學兼任教授（1972） 

台大、醒吾、德明等校兼任講師（1966—1973） 

淡江、東吳大學兼任副教授（1973—1978） 

曾應日本東洋文庫中文部、日本北陸大學、韓國漢城大學、高麗大學等校邀請訪問 

（其他從略） 

 

 

三、曾獲得之學術獎及其他學術榮譽： 

1981 年獲得臺灣省政府中興文藝獎（文學理論類）。 

1982 年獲得臺灣國家文藝獎（文學理論類）。 

1985 年獲美國 FULBRIGHT 基金會資助，訪問美國哈佛、柏克萊加州大學等校。 

1989 年獲得臺灣教育部詩教獎。 

1991 年接受新加坡教育部委託擔任華文顧問。 

1973 年至 1997 年，除獲得臺灣行政院國科會歷年研究獎助外（已逾二十次），並於

1989, 1990 及 1993—1994 年度獲得「傑出研究獎」，另外 1991、1992 年度獲得「優等

獎」。 

1997 年獲得臺灣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之獎助，計劃名稱：「中國詞學研究方

法資料彙編」。 

1999-2002 年獲得香港 RGC Earmarked Research Grant 研究計劃為期兩年之獎助（延長

為三年），計劃名稱：「清代詩話考述」。（港幣$861,000 元） 

2003-2005 年獲得香港 RGC Earmarked Research Grant 研究計劃為期一年半之獎助（延

長至兩年），計劃名稱：「清代詩話考述（續）」。（RGC 資助港幣$861,000 元＋校

長資助港幣$50,000 元＝港幣$911,000 元） 

2004-2005年獲得香港城巿大學 New Staff Start-up Grant for Research 研究計劃為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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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獎助，計劃名稱：「清代文學年表」。（港幣 HK$100,000 元） 

2005.07 起獲得香港 CERG 獎助 HK$619,040 元，為期三十個月，計劃名稱：「清代文

學年表長編」 

2010 年《溫庭筠菩薩蠻詞研究》一書獲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出版補助（新台幣九萬

元整）。 

 

四、曾講授課程︰ 

大學國文、中國文學史、歷代文選、漢魏六朝文、唐宋散文選、明清散文選、詞曲選

及習作、古典小說選、李杜詩、蘇辛詞、清代文學專題、明清小品、明清文學專題、

中國文學批評史、詩話詞話專題。 

史記、唐五代詞、詩經、楚辭、中國文學史專題、文學研究方法、文獻學研究方法、

中國古代韻文專題、詩選及習作、博碩士生講論會等。 

＊ 後十種為在香港中大中文系曾講授之課程 

 

以下係自 2003 年 8 月轉任香港城巿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講授之課程︰ 

中國文學評論、古典文學專題、隋唐以前古代文學名著選讀、詞選 

 

 

五、近年來參加之學術會議︰ 

1995.04 「詞學國際研討會」，上海華東師大主辦。 

1995.05 「文苑縱橫學術研討會」，雲南大學、楚雄師專主辦。 

1995.08 「第 15 屆國際學術大會」，韓國中國學會主辦。 

1995.11 「文學主流學術研討會」，山東社科院文學所文學主流學術研究會主

辦。 

1996.05 「大專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主辦。 

1996.11 「大專語文教學研討會」，深圳大學主辦。（大會總結發言） 

1996.12 

 

「辭賦學國際研討會」，臺北政治大學文學院主辦。（主持一場會議

及討論） 

1997.03 

 

「第二屆文學與宗教研討會」，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主辦。（主持第

一場論文宣讀） 

1997.06 「明清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主辦。（其中

一場主席） 

1997.08 「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黑龍江大學中文

系與文學遺產編輯部合辦。（宣讀論文一篇，並擔任小組引言人） 

1997.11 「辭賦國際學術研討會」，南京大學中文系主辦。（宣讀論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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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05 「中國武俠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淡江中文系主辦。（第三場

主席） 

1998.10 「第九屆大學語文教學研討會」，廣東惠州大學主辦。（大會發言） 

1998.11 「第三屆文學與宗教廣國際學術研究會」，香港浸會大學主辦。（第

一場主席） 

1998.12 「中華文化與廿一世紀國際學術研究會」，香港中文大學主辦。（宣

讀論文一篇） 

1998.12 「魏晉南北朝國際學術研究會」，中國文化大學主辦。（最後一場主

席） 

1999.04 「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主辦。（第一場主

席） 

1999.05 「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論壇」，香港大學與南京大學合辦。（引

言人之一） 

1999.08 「中國哲學與文化的現代詮釋學術研討會」，美國史丹福大學主辦。

（宣讀論文一篇並擔任第一場主席） 

1999.08 「人文學研討會」，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主辦。（宣讀論文一篇） 

2000.01 「晚明晚清雅俗文學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主辦。（主講

人之一） 

2000.03 「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主辦。（主席及講評

並宣讀論文一篇） 

2000.05 「明清文學與性別國際研討會」，南京大學中文系主辦。（主席及講

評） 

2000.05. 「屈原研究國際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主辦。（主題演講人

之一，宣讀論文一篇） 

2000.06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臺北中央研究院主辦。（清代文學組主席

及講評） 

2000.11 「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中文系主辦。（宣讀論文一

篇及擔任一場主席） 

2000.11.13-15 「中國古代文論國際研討會」，上海復旦大學主辦。（宣讀論文一篇

及擔任第一場主席） 

2001.01 「東方詩學國際研討會」，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主辦。（開幕主題演

講） 

2001.01 「廿一世紀中國學術展望國際研討會」，香港大學中文系主辦。（其

中一場主席） 

2001.06 「宋詞與宋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大學中文系主辦。（主題

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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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0 「李白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安徽馬鞍山市主辦。（大會發言及一

場主席） 

2001.12 「中國文學古今演變國際研討會」，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心

主辦。（宣讀論文一篇及擔任一場主席） 

2002.06 「廿一世紀中華文化學術研討會」，北京中華書局主辦。（大會發言，

論文一篇） 

2002.08 「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南京大學中文系主辦。（宣讀論文一

篇及擔任一場主席） 

2002.12 「紀念詹安泰詞學研討會」，廣州中山大學主辦。（宣讀論文〈清詞

與世變、寄託的關係〉） 

2003.01 「紀念龍沐勛教授詞學研討會」，廣州曁南大學。（宣讀論文〈析評

龍沐勛的《唐宋名家詞選》〉） 

2003.12 「漢魏六朝文學與宗教研討會」，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主辦。（擔任

首日第一場主席） 

2003.12.5 「錢謙益詩文國際研討會」，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

（宣讀論文一篇） 

2003.12.9 「中國文學的古典與現代國際研討會」，南韓外國語大學中國研究所

主辦。（宣讀論文一篇） 

2003.12.10 「『中國詩詞與東亞詩話』海外學人特邀講演會」，南韓高麗大學中

國學研究所主辦。（擔任主講嘉賓，宣讀論文〈唐宋詩詞中的顏色字〉） 

2004.8.17-21 「中國中古文學（漢－唐）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主

辦。（宣讀論文一篇并擔任一場主席） 

2004.8.23-25 「『北京論壇』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主辦。（宣讀論文一篇） 

2004.8.26-29 「中國中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

中心主辦。（宣讀論文一篇并擔任一場主席） 

2004.10.21-24 「慶祝葉嘉瑩教授八十華誕暨詞與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南開大學

文學院中華古典文化研究主辦。（宣讀論文〈談幾首描寫寫人生的浣

溪沙詞──為迦陵師八十壽而作〉） 

2004.10.29-30 「2004 年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                                                                  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主辦。

（宣讀論文〈周邦彥（齊天樂‧秋思）的著成年代及其相關問題〉並

擔任第一場主持人） 

2004.11.01. 「鄭和下西洋六百週年紀念研討會（三）波濤萬里下西洋」（主持第

一場研討會。） 

2004.12.01 「名賢講席──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前沿的思考」，浸會大學中文系。

（宣讀論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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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 「鄭因百先生百歲冥誕紀念國際研討會」，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宣

讀論文一篇並參與綜合座談） 

2005.10.21-25 「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與創新」國際學術會議，韓國高麗大學。 

（擔任主講嘉賓，宣讀論文〈談中國詩歌史上的「以復古為革新」〉） 

2005.11.13-15 「中國古典文獻學及中國學術的總體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華東師

範大學古藉研究所。（擔任主講嘉賓並宣讀論文〈從清代詩學的研究

到清代詩話的整理〉。） 

2006.4.17-19 「21 世紀的東亞——文化建設與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北京大學。

（擔任主講嘉賓並宣讀論文〈研究韓日學者古代漢詩學的現代意

義〉。） 

2006.4.30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現代性與二十世紀中國美術轉型」研討

會 

2006.6 「國學大講堂」系列講座，福建省文史館、福建省文學學會、長樂市

吳航書院、福州晚報社等聯合舉辦。 

2006.6.28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辦、澳門基金會協辦「中外文化與歷史

記憶」學術研討會 

2006.7.15 「第六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三）兩岸三地文學及海外華文文學：

獨特性與共通性」，香港藝術發展局。（宣讀論文〈從香港文學的跨

地域性說起〉） 

2006.7.27-30 「中國古代文藝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慶祝張文勛先生八十華誕

學術活動」，雲南大學。（擔任主講嘉賓） 

2006.9.13 「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座談會 

2006.11.23-26 「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

院。（由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明報月刊、明報出版社、世界華文

旅遊文學聯會、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聯合主辦，擔任研討會小組主

席。） 

2006.12.15 「學藝兼修．漢學大師──饒宗頤教授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

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嶺南大學、香港公開大學及香港教育學院聯合

主辦。（擔任古典文學分組第五組會議主持） 

2007.11.23-25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主辦中國武俠小說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析論王

度廬俠情小說〉，並擔任張宏生教授論文講評。 

2008.1.3-5 重讀經典︰中國傳統小說與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主

辦，擔任主席一場。 

2009.10.05 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二十週年專題演講，〈中日韓文學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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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主辦，「中國文學批評國際研討會」，（主題演

講，講題：十八世紀袁枚與韓日詩學的交流） 

2011.04.25 北大古文獻研究中心主辦，「東亞所藏中國古籍善本(以日本宮內廳

書陵部為主)」研討會，古委會安平秋教授主持 

 

 

六、歷年學術著作（依發表年月排序）︰ 

 

1.期刊論文 

1963.06 〈屈原其人其辭〉，《暢流》第二十七卷第九期，頁 9-10。 

1967.12 〈王靜安境界說的分析〉，《現代文學》第三十三期。 

1968.05 〈蕙風詞話述評〉，《書和人》第八十五期。 

1971.06 〈六朝鬼神怪異小說與時代背景之關係〉，《現代文學》第四十四期。 

1971.09 〈紅樓夢的悲劇精神〉，《幼獅月刊》第三十四卷第三期，頁 48-55。 

1971.11 〈林黛玉與薛寶釵〉，《海外學人》第十六期，頁 48-51。 

1971.11 〈王維的輞川詩〉，《海外學人》第十六期，頁 52-54。 

1974.04 〈清代詩學研究提要〉，《華學月刊》第二十八期。 

1974.12 〈袁枚的性靈說〉，《中外文學》第二卷第三期，頁 24-37。 

1976.09 〈沈德潛的格調說〉，《幼獅月刊》第四十四卷第三期，頁 87-92。 

1976.11 〈錢謙益詩學初探〉，《中外文學》第五卷第六期，頁 4-38。 

1977.03 〈肌理說及清中葉以後的詩論〉，《東吳文史學報》第二號，頁 63-75。 

1977.04 〈《隨園詩話》成書年代與版本問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十卷

第四期，頁 13-19。 

1977.12 〈葉燮原詩研究〉，《國立編譯館館刊》第六卷第二期，頁 133-160。 

1977.12 〈隨園詩話在袁枚詩學中的地位〉，《幼獅月刊》第四十六卷第六期，

頁 15-19。 

1978.08 〈隨園與大觀園〉，《文史周刊》。 

1978.12 〈阮亭詩餘和衍波詞的著成年代〉，《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二十七期，

頁 237-248。 

1979.08 〈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居室建築〉，《中外文學》第八卷第三期，頁 104-111。 

1981.02 〈論王士禛的花草蒙拾〉，《中外文學》第九卷第九期。 

1982.06 〈清初詩學中的形式批評〉，《國立編譯館館刊》第十一卷第一期，頁

1-36。 

1982.06-08 〈詩詞曲的遞進與發展（上、中、下）〉，《新文藝月刊》第 315-317

期。 

1982.08-10 〈詩經導讀舉隅（1-3）〉，《明道文藝》第 77-7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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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0 〈馬伶傳析論〉，《教育部空中教學雙週刊》第三期。 

1983.10 〈詞選序析論〉，《教育部空中教學雙週刊》第四期。 

1983.11 〈杜環小傳析論〉，《教育部空中教學雙週刊》第七期。 

1984.01 〈漫談武俠與武俠小說〉，《中國論壇》第十七卷第八期。 

1984.04 〈虬髯客傳析論〉，《教育部空中教學雙週刊》第十六期。 

1984.04 〈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析論〉，《教育部空中教學雙週刊》第十七期。 

1984.09-10 〈中國古典文學選讀漢魏詩〉，《教育部空中教學雙週刊》，第 26-29

期。 

1986.10 〈晚明的詩壇風氣〉，《東亞文化》第 24 期，韓國漢城國立大學。 

1987.01 〈晚明的詩壇風氣〉，《國文天地》第二卷第八期，頁 56-63。 

1988.06 〈方東樹昭昧詹言研究〉，《國立編譯館館刊》第十七卷第一期，頁 49-76。 

1990.06 〈沈德潛說詩晬語研究〉，《國立編譯館館刊》第十九卷第一期。 

1991.01 〈唐傳奇孫恪故事背景探微〉（初稿），《中華文史論叢》1991 年第 1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03 〈趙執信《談龍錄》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創刊號，中央研究

院，頁 323-360。 

1992.03 〈唐傳奇〈孫恪傳〉故事背景探微〉，《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二期，

中央研究院，頁 251-274。 

1994.06 〈李漁論詞與詩曲不同〉，《人文學刊》第三期，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

頁 95-99。 

1995.06 〈李漁《窺詞管見》析論〉，《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二十四卷第一期，

頁 101-127。 

1995.04 〈詞中別有天地〉，《文苑縱橫》，雲南人民出版社，頁 108-124。 

1996.08 〈中國詞學研究方法的檢討〉，《韓國中國學報》第 36 輯，頁 17-25。 

1996.08 〈我對大專中國語文教學的一些想法〉，《中國語文》第 470 期，頁 6-14。 

1997.06 〈溫庭筠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相關問題辨析〉，《中文學刊》第

一期，香港中文大學，頁 121-149。 

1998.02. 〈李漁《窺詞管見》析論〉，上海《中華文史論叢》第 56 輯，頁 262-307。 

1998.05 〈從俠義觀念到武俠風貌〉，《武俠小說論卷上》，香港明河出版社，

頁 186-198。 

1998.11 

 

〈溫庭筠菩薩蠻十四首的篇章結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七

期，香港中文大學，頁 269-290。 

1999.10 〈楚辭的來歷〉，《中大人文學報》第三卷，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頁

107-118。 

1999.11 〈中國文學研究的困境與出路〉（講稿），《北京大學學報》1999 年第

6 期，頁 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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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1 〈中國文學研究的困境與出路〉（修訂稿），《文學評論》1999 年第 6

期，北京中國社科院，頁 31-42。 

1999.12 〈楚辭的名義、編輯與流傳〉，《辭賦文學論集》，南京：江蘇教育出

版社，頁 112-125。 

2000.03 〈中華文化的文學省思〉，《中華文化與二十一世紀》，北京：中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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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 〈俠義與武俠二題〉，香港《國學新視野》第 4 期 

一、古代史傳中的刺客與游俠 



 15 

二、唐代詩歌及傳奇中的俠客形象 

2012.01 〈朱自清的一篇題畫小品—關於〈月朦朧，鳥朦朧，簾捲海棠紅〉一文

的分析〉，臺灣《明道文藝》第 430 期，頁 556-60。 

 

 

2.會議論文 

1979.07 〈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居室建築〉，第二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 

1981.09 〈講評「中國詩歌的流變」〉，第一屆中韓作家會議。 

1982.11 〈中國文學理論的回顧與前瞻〉，文建會文藝座談實錄。 

1983.01 〈大學與文藝〉，世界華文會議，新加坡教育部人民學會。 

1983.06 〈講評「韓國詩話與中國文學的關係」〉，中日韓文化關係研討會，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 

1985.06 〈朱彝尊文學批評研究〉，《鄭因百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下）》，

頁 839-874。 

1986.10 〈晚明的詩壇風氣〉，明末學術研討會，韓國漢城國立大學。 

1986.12 〈清代詩學資料的鑑別〉，第二屆漢學國際會議，中央研究院。 

1987.12 〈從俠義的觀念到武俠的風貌〉，第一屆國際中國俠義小說研討會，

香港中文大學。 

1989.06 〈清代詩學資料的鑑別〉（修訂稿），《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央研究院，頁 775-785。 

1991.10 〈劉熙載詞論中的一些問題〉，近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復旦

大學。 

1993.06 〈論劉熙載詞論中的「元分人物」〉，《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

頁 549-557。 

1995.04 〈我對清代詞學研究的一些心得〉，詞學國際研討會，上海華東師大。 

1995.05 〈詞中別有天地〉，文苑縱橫學術研討會，雲南大學、楚雄師專。 

1995.08 〈中國文學研究方法的檢討（以詞學為例）〉，第 15 屆國際學術大會，

韓國中國學會。 

1995.12 〈詞中別有天地〉，《文苑縱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雲南大學、楚

雄師專。 

1996.05 〈我對於大專中國語文教學的一些想法〉，大專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1997.08 〈溫庭筠菩薩詞研究心得〉，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回顧與前瞻學術

研討會，黑龍江大學中文系。 

1998.11 〈楚辭的名義、編集與流傳〉，辭賦國際學術研討會，南京大學中文

系。 



 16 

1998.12 〈中華文化的文學省思〉，中華文化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

香港中文大學。 

1999.08 〈中國古代文學文獻的現代詮釋〉，中國哲學與文化的現代詮釋學術

研討會，美國史丹福大學。 

2000.03 〈從詩的比興到詞的寄託〉，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上海復旦大學。 

2000.05 〈從資料的鑑別談當代的楚辭研究〉，屈原研究國際研討會，香港中

文大學。 

2000.07 〈清代世變中的文學世界〉，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中央研究院。 

2000.11 〈金庸小說中的舊詩詞〉，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中文

系。 

2001.06 〈往復於鑑賞與考據之間〉，宋詞與宋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

大學中文系。 

2001.06 〈從詩的比興到詞的寄托〉，《首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 543-555。 

2001.11 〈中國文學演變中的時間意識〉，中國文學古今演變國際研討會，上

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心。 

2001.12 〈清代詩話的整理與考述〉，中國文學古今演變國際研討會，上海復

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心。 

2002.06 〈傳統文化與古籍整理的現代化〉，中國傳統學術與二十一世紀國際

學術研討會，北京中華書局。 

2002.08 〈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的寫作年代〉，宋代文學國際學

術研討會，南京大學中文系。 

2002.08 〈清代詩話的整理與考述〉，《古代文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復旦

大學 2000 年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 132-138。 

2002.11 〈金庸小說中的舊詩詞〉，《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446-463。 

2002.12 〈清代世變中的文學世界〉，《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 文學、

文化與世變》，臺北中央研究院，頁 691-708。 

2003.07 〈傳統文化與古籍整理的現代化〉，《「中國傳統文化與 21 世紀」國

際學術研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頁 40-47。 

2003.12 〈「榛苓」與「先王之詩」錢仲聯標校牧齋集商榷之一〉，錢謙

益詩文國際研討會，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03.12 〈從《隨園詩話》談批評與鑑賞、考據之間的關係〉，中國文學的古

典與現代國際研討會，韓國外國語大學校中國研究所。 

2004.8. 〈周邦彥〈齊天樂‧秋思〉的著成年代及其相關問題〉，北京論壇，

北京大學主辦。 



 17 

（此論文與〈歐陽修采桑子著成年代的商榷〉及〈辛棄疾水龍吟的寫

作年代〉，收入〈從鑒賞與考據並重談宋詞的研究〉的題目之下） 

2004.10.21-24 〈談幾首描寫寫人生的浣溪沙詞──為迦陵師八十壽而作〉，詞與詞學

國際學術研究會，天津南開大學，頁 205-213。 

2004.10.28-30 〈周邦彥（齊天樂‧秋思）的著成年代及其相關問題〉，2004 年漢學

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頁 1-16。 

2004.12.01 〈從詩的比興到詞的寄託——以寄託說詞的理論根源及其實際批

評〉，名賢講席——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前沿的思考，浸會大學中文系。 

2005.01 〈中國文學研究的困境與出路〉，《依舊悠然見南山——香港城巿大

學 20 周年文史論文集》，香港城巿大學出版社。 

2005.06 〈唐宋詩詞中的顏色字〉，鄭因百先生百歲冥誕紀念國際研討會，國

立臺灣大學中文系。 

2005.10.21-25 〈談中國詩歌史上的「以復古為革新」〉，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與創

新國際學術會議，韓國高麗大學，頁 20-28。 

2005.11.13-15 〈從清代詩學的研究到清代詩話的整理〉，「中國古典文獻學及中國

學術的總體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華東師範大學古藉研究所。 

2005.12 〈談幾首描寫人生的浣溪詞——為迦陵師八十壽慶而作〉，《葉嘉瑩

教授八十華誕暨國際詞學研討會紀念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頁 650-661。 

2006.4.17-19 〈研究韓日學者古代漢詩學的現代意義〉，「21 世紀的東亞——文化

建設與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北京大學，7 頁。 

2006.7.15 〈從香港文學的跨地域性說起〉，「第六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三）

兩岸三地文學及海外華文文學：獨特性與共通性」，香港藝術發展局。

9 頁 

2006.11 〈從香港文學的跨地域性說起〉，《第六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論稿匯

編》，香港：香港藝術發展局，頁 181-198。 

2007.11 〈析論王度廬俠情小說〉，「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主辦中國武俠小說學

術研討會」，共 29 頁。 

2009.10.05 「中日韓文學交流」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二十週年紀念專

刊（稿）  

2010.12 「十八世紀袁枚與韓日詩學的交流」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

研究》創刊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369-384。 

2011.12.10 〈巴金海行雜記二則〉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香港明報月刊等主辦

「第三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18 

3.學術專書 

1969.07 《常州派詞學研究》，台大中文所碩士論文。 

1970.06 《常州派詞學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54 頁。 

1973.07 《清代詩學研究》，台大中文所博士論文。 

1977.02 《清代詩學初探》，臺北︰牧童出版社，333 頁。 

1977.02 《儀禮鄉飲酒禮儀節簡釋》，中華書局，94 頁。 

1978.04 《隨園詩話考辨》，自刊本，94 頁。 

1979 《清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與葉慶炳合編，臺北︰成文出版社，2 冊。 

1980 《中國古典文學論文精選叢刊詩歌類》，與呂正惠合編，臺北︰幼獅出

版社。 

1980.09 《白話論語》，臺北︰新生報出版社。 

1986.01 《清代詩學初探（修訂本）》，臺北︰學生書局，310 頁。 

1988.09 《先秦文學導讀（1—4 冊）》，臺北︰桂冠出版社，每冊 300 頁左右。 

1989.07 《讀古文想問題》，中央日報社，150 頁。 

1990.05 《文學常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46 頁。 

1990.05 《文學與修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56 頁。 

1990.08 《清代詞學四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313 頁。 

1993.05 《白話詩經（一、二）》（一名《詩經新繹》），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每冊約 375 頁。 

1994.08 《論語生活》（合著），教育部社會教育司，736 頁。 

1997.08 《白話詩經（第一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347 頁。再版。 

1998.05 《白話詩經（第二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375 頁。再版。 

1998.11 《詩經與楚辭》，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臺北︰臺灣書店，235 頁。 

1998.06 《清代文學批評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420 頁。 

1999.12 《人文社會科技的展望》（合著），臺北︰臺灣書店，256 頁。（其中頁 1-68

〈從人文化成到文學轉型〉為拙作） 

2000.08 《從詩歌史的觀點選讀古詩》，臺北：臺灣書店，316 頁。 

2001.10 《詩經與楚辭》，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臺北︰臺灣書店，235 頁。再版。 

2001.11 《白話詩經（第一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347 頁。三版。 

2002.02 《清代詩話知見錄》，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871 頁。 

2004.07 《留些好的給別人》，香港：明報出版社，2004 年 7 月初版，230 頁。 

2004 《白話詩經（第二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375 頁。三版。 

2006.12 

(2007 夏

季發行) 

《清代詩話考述》，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上、下兩冊，共 1733

頁。 

2009.09 《溫庭筠〈菩薩蠻〉詞研究》，臺灣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年 9 月，共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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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009.10 《白話詩經》第三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共 404 頁。 

2010.03 《詩經與楚辭》（增訂本），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共 225 頁。 

2010.05 《論語新繹》，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共 690 頁。 

2010.06 《讀古文想問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共 180 頁。 

2011.01 《唐以前的古詩》，臺北︰天宏出版社，共 326 頁。 

2011.02 《千家詩賞析》，臺北︰天宏出版社，共 302 頁。 

2011.03 《中國文學研究的困境與出路》，臺北︰天宏出版社，共 210 頁。 

2011.09 《作文課十五講》，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共 263 頁。 

2012.02 《老子新繹》，臺北︰天宏出版社。共 480 頁。 

2012.03 《從閱讀到寫作—現代名家散文十五講》，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2012 《六祖壇經新繹》，臺北︰天宏出版社。（出版中） 

 

 

4.其他著作 

1965 《回首》（新詩集），臺北︰藍星詩社。 

1966 《微波集》（散文集），台中︰光啟出版社。 

1973 《繡風集》（詩集），台中︰光啟出版社。 

1973-1976 《國中國文教科書（1—6 冊）》，國立編譯館。 

1975 《大學國文》，台大中文系，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發行。 

1976-1983 《國小國語教科書（1—12 冊）》，國立編譯館。 

1977 《江南江北》、《曉風殘月》、《小橋流水》、《閒情逸趣》（唐詩、

宋詞、元曲、明清小品賞析），長橋出版社（後由中國時報社重編再版）。 

1982.11.01 中國文學理論的回顧與前瞻，青年戰士報。 

1982.09.28 儒家傳統與道德實踐，中央日報「教師節特刊」。 

1984.09 《空中大學國文》，臺北︰教育部社教司。 

1984.10.08 境界有大小，評「煙灰缸及其它」，中國時報。 

1985 畫個美麗的圓（二版）臺北市：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89 《合唱》（新詩集），臺北︰中央日報。 

1989 《微波》（散文集），臺北︰中央日報。 

1989 《波外》（散文集），臺北︰中央日報。 

2000.04     中國古典小說郵票專冊──三國演義第一輯，臺北：交通郵政總局， 

共 20 頁 

2002 《尋找香港人》（散文合集，與余光中、李歐梵等合著），香港︰明報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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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7 《留些好的給別人》（上篇），香港：明報出版社，2004 年 7 月初版，

230 頁。 

2004.10 

 

〈溫庭筠菩薩蠻十四首的篇章結構〉論文摘要，《唐代文學研究論著集

成》第八卷（下），西安：三秦出版社，頁 721-724。 

2006.12 〈意見商榷〉，回應〈梁羽生小說中的詩詞和曲目〉一文，香港《明報

月刊》第 41 卷第 12 期，頁 22。 

2007.11 「吳宏一小輯」，《新文學》（鄭州︰大象出版社）第八輯，頁 40-108。 

 〈溫庭筠在詞史上的地位《溫庭筠〈菩薩蠻〉詞研究》序論〉 

 〈從詩的比興到詞的寄託常州詞派以寄托說詞的理論來歷及

其實際批評〉 

 〈從清代詩學的研究到清代詩話的整理〉 

 吳宏一《留些好的給別人》   陳煒舜撰 

 附錄︰一、吳宏一簡介 

二、吳宏一著述簡目 

2008.06 《白話詩經》第三冊，已完成唐風、秦風等 22 篇，正續寫中，擬年底由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2011.06 《微波集》（散文集），臺北︰天宏出版社。共 202 頁。 

2011.07   中國古典小說郵票專冊──西遊記，臺北：交通部郵政總局 

 

 

5.近年來之其他出版品 

 

a)以下為主編之著作︰ 

1987 初版 

1994 再版 

1996 再版 

「中國孩子的人文圖書館 50 冊」，臺北：錦鏽文化企業、圖文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擔任編輯委員，主編下列圖書： 

(1).《中國的小說》，張健，冊 31。 

(2).《中國的散文》，何寄澎，冊 32。 

(3).《中國的詩歌》，呂正惠，冊 33。 

(4).《中國的戲劇》，陳芳英，冊 34。 

(5).《中國的文字》，張文彬，冊 35。 

(6).《中國的經學》，李威熊，冊 36。 

1992-2001 《國小國語教科書修訂本（9-12 冊）》，臺北編譯館。每冊 90-108 頁。 

1996.08 

-1997.07 

「中山文庫」，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擔任人文類編輯策劃，出版專書五種： 

(1). 《古典小說的長河》，張曼娟，1996 年 10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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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杜詩中的生命情調》，簡恩定，1996 年 10 月初版。 

(3). 《宋明理學概述》，古清美，1996 年 11 月初版。 

(4). 《古代禮制與風俗》，葉國良，1997 年 3 月初版。 

(5). 《認識古籍版刻與收藏家》，劉兆祐，1997 年 6 月初版。 

1997.08 

-1998.07 

「古典新視窗」叢書，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擔任主編，出版專書兩種： 

(1). 《明清小說》，徐志平、黃錦珠合著，1997 年 4 月初版，1997 年

8 月正式問世，共 290 頁。 

(2). 《魏晉名士與玄學清談》，蔡振豐著，1997 年 8 月初版，219 頁。 

1997.09 

-1998.03 

「中山文庫」，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擔任人文類編輯策劃，出版專書十一種： 

(1). 《經學入門》，莊雅州，1997 年 9 月初版，276 頁。 

(2). 《先秦諸子》，徐漢昌，1997 年 9 月初版，197 頁。 

(3). 《勵志文選》，黃錦鋐等，1997 年 12 月初版，232 頁。 

(4). 《近代文學的世界化》，蔣英豪，1998 年 3 月初版，307 頁。 

(5). 《九六文錄─中國人文探索》，許倬雲，1998 年 3 月初版，274 頁。 

(6). 《語言與人生》，何秀煌，1998 年 3 月初版，236 頁。 

(7). 《風雅淵源》，范宜如等，1998 年 3 月初版，261 頁。 

(8). 《中國詩文中的情感》，黃文吉，1998 年 3 月初版，232 頁。 

(9).《中國的語言與文字》，竺家寧，1998 年 3 月初版，244 頁。 

(10).《明清傳奇名作人物刻畫之藝術性》，王璦玲，1998 年 3 月初版，

278 頁。 

(11).《蘇辛詞》，顏崑陽，1998 年 3 月初版，240 頁。 

1998.08 

-1999.07 

「中山文庫」，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擔任人文類編輯策劃，出版專書十一種： 

(1). 《唐宋八大家》，陳耀南，1998 年 8 月初版，240 頁。 

(2). 《莫信詩人竟平澹─陶淵明心路歷程新探》，陳永明，1998 年 10

月初版，170 頁。 

(3). 《唐宋詩風─詩歌的傳統與新變》，鄧仕樑，1998 年 11 月初版，

212 頁。 

(4). 《賦與駢文》，簡宗梧，1998 年 10 月初版，233 頁。 

(5). 《中國現代文學導讀》，黃維樑，1998 年 10 月初版，394 頁。 

(6). 《科舉考試文體論稿─律詩與八股文》，鄺健行，1999 年 5 月初版，

267 頁。 

(7). 《論語孟子縱言》，王晉光，1999 年 2 月初版，252 頁。 

(8). 《詩詞曲格律淺說》，何文匯，1999 年 3 月初版，2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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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詩經與楚辭》（拙作已見上述）。 

(10). 《中外文學交流》，林水福等，1999 年 7 月初版，200 頁。 

(11). 《臺灣與傳統文化》，陳昭瑛，1999 年 7 月初版，262 頁。 

 

1999.08 

-2000.07 

「中山文庫」，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擔任人文類編輯策劃，出版專書四種： 

(1). 《四史導讀》，王基倫、洪淑苓，1999 年 8 月初版，294 頁。 

(2). 《緣情文學觀》，陳昌明，1999 年 11 月初版，230 頁。 

(3). 《認識國學》，張蓓蓓，2000 年 1 月初版，259 頁。 

(4). 《中國抒情詩的世界》，蔡瑜，1999 年 11 月初版，224 頁。 

1999.06 

 -2000.12 

「中國古代文學主流」叢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擔任名譽顧問，該叢書包括： 

(1). 《先秦詩》，徐志嘯，1999 年 5 月初版，276 頁。 

(2). 《詩論》，趙永紀，1999 年 6 月初版，338 頁。 

(3). 《史傳文學》，郭丹，1999 年 6 月初版，326 頁。 

(4). 《漢魏六朝詩》，張亞新，1999 年 6 月初版，324 頁。 

(5). 《文言小說》，趙明政，1999 年 6 月初版，282 頁。 

(6). 《明清小品》，趙伯陶，1999 年 5 月初版，328 頁。 

(7). 《白話小說》，王定璋，1999 年 7 月初版，283 頁。 

(8). 《先秦諸子散文》，楊樹增，1999 年 8 月初版，295 頁。 

(9). 《元明散曲》，王星琦，1999 年 11 月初版，372 頁。 

(10).《宋詩》，許總，1999 年 12 月初版，299 頁。 

(11).《賦》，陳慶元，2000 年 1 月初版，356 頁。 

(12).《唐宋散文》，張清華，2000 年 4 月初版，382 頁。 

(13).《唐詩》，林繼中，2000 年 4 月初版，317 頁。 

(14).《戲曲文學》，門巋，2000 年 4 月初版，312 頁。 

 

b) 以下為近年一般性創作︰ 

1998.08 〈風騷傳統話從頭〉，台中《明道文藝》第 269 期，頁 102-116。 

1998.12 〈耳聞目睹之餘〉，香港《明報月刊》第 33 卷第 12 期，頁 32。 

1999.02 〈從「男女授受不親」說起〉，香港《明報月刊》第 34 卷第 2 期，頁 54。 

1999.03 〈學術研討會云乎哉〉，香港《明報月刊》第 34 卷第 3 期，頁 69。 

1999.04 〈留些好的給別人〉，香港《明報月刊》第 34 卷第 4 期，頁 62。 

1999.05 〈紅色的布娃娃〉，香港《明報月刊》第 34 卷第 5 期，頁 39。 

1999.06 〈詩詞中的山水在眼前〉，香港《明報月刊》第 34 卷第 6 期，頁 82。 

1999.07 〈詩詞中的山水在眼前〉，臺北《光華》第 24 卷第 7 期。（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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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08 〈所謂學術規格〉，香港《明報月刊》第 34 卷第 8 期，頁 79。 

1999.09 〈在北海道洗溫泉〉，香港《明報月刊》第 34 卷第 9 期。 

1999.10 〈壯遊萬里心茫然〉，香港《明報月刊》第 34 卷第 10 期。 

1999.11 〈悲傷與欣喜同在〉，香港《明報月刊》第 34 卷第 11 期。 

2000.01 〈嬌女詩與驕兒詩〉，香港《明報月刊》第 35 卷第 1 期。 

2000.03 〈我有很多個愛〉，香港《明報月刊》第 35 卷第 3 期。 

2000.04 〈我有很多個愛〉，天津《散文海外版》2000 年 4 月號。（轉載） 

2000.03.28 〈和周策縱詩四首用鄭子瑜春歸原韻〉，香港《文匯報副刊》。 

2000.04 〈我所認識的吳大猷院長〉，香港《明報月刊》第 34 卷第 4 期。 

2000.05 〈香港一日記〉，香港《明報月刊》第 35 卷第 5 期。 

2000.06 〈一位來自南韓的學生〉，香港《明報月刊》第 35 卷第 6 期。 

2000.07 〈從文學中的男女之情談中國文化的繁複性〉，《中國文化多媒體光碟》，

城市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製作。 

2000.08 〈鳳凰樹開花的時候〉，香港《明報月刊》第 35 卷第 8 期。 

2000.09 〈人生小語〉，香港《明報月刊》第 35 卷第 9 期。 

2001.03 〈明道文藝創刊三百期感言〉，臺灣《明道文藝》第三百期紀念專輯，

頁 7。 

2001.06 〈文學教育〉短論十四篇，香港《明報》世紀副刊，「諸子爭鳴」，6 月

30 日-7 月 5 日。 

2001.11.11 〈想起張愛玲美麗而蒼涼的手勢〉，香港《明報》世紀副刊，詩創作。 

2001.12 〈讀伯簡師詩集有感步集中感事詩韻〉，香港《名家翰墨．中國近代名

家書畫全集 33》，頁 125。（七律一首） 

2002.04 〈在香港過春節〉，香港《文學世紀》第 3 卷第 4 期。 

2002.11 〈本土化的反思〉，香港《明報月刊》第 37 卷第 11 期，頁 60。 

2002.12 〈唐詩意境與馬勒之歌〉，香港《明報月刊》第 37 卷第 12 期，頁 57。 

2003.春 〈題贈《默絃詩草》〉（七律一首），鄺龑子：《默絃詩草》，香港：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頁 19。 

2003.5 〈何必言利〉，香港《明報月刊》第 38 卷第 5 期，頁 62。 

2003.10 〈告別吐露港〉，香港《明報月刊》第 38 卷第 10 期，頁 46。 

2003.12 〈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的寫作年代〉，香港教育統籌局課

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二零零三年《中六中國文學 – 課程指定作品參

考資料選編》，頁 175-191。 

2003.12 〈等你，在雨中〉，香港教育統籌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二零零

三年《中六中國文學 – 課程指定作品參考資料選編》，頁 249-251。 

2004.02 〈漢城之行〉，香港《明報月刊》 第 39 卷第 2 期，頁 22。 

2004.03 〈一副題詞與對聯〉，香港《明報月刊》第 39 卷第 3 期，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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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5 〈福州去來〉，香港《明報月刊》第 39 卷第 5 期，頁 58。 

2004.06 〈留些好的給別人．校後記〉，香港：明報出版社，2004 年 7 月初版，

頁 227-230。 

2005.01 〈新年新希望〉，香港《明報月刊》第 40 卷第 1 期，頁 30。 

2005.02 〈中國古典文學專題〉，MA 課程參考資料，香港城市大學。 

2005.04 〈楊振寧的婚事〉，香港《明報月刊》第 40 卷第 4 期。 

2005.04 〈題楊志強澳洲攝影集七絕句〉，北京人民大會堂及現代文學館。 

2005.05 〈一副題詞與對聯〉（附前言），《虞兆中先生九秩壽慶祝賀文集》，

國立臺灣大學。 

2005.06 「中學老師教學新知」課程專題演講「語文學習與文化傳承」參考資料，

香港城市大學。 

2005.08 〈不要看成是流水賬〉，香港《明報月刊》第 40 卷第 8 期，頁 32。 

2006.02 〈世界無窮願無盡〉，香港《明報月刊》，第 41 卷第 2 期，頁 86。 

2006.05 〈懷舊之情與傷時之感〉，香港《明報月刊》，第 41 卷第 5 期，頁 26。 

2006.12 〈意見商榷〉，回應〈梁羽生小說中的詩詞和曲目〉一文，香港《明報

月刊》第 41 卷第 12 期，頁 22。 

2007.03 〈師生之間〉，香港《明報月刊》，第 42 卷第 3 期，頁 65。 

2007.10 〈神童的反思〉，香港《明報月刊》，第 42 卷第 10 期，頁 56。 

2008.02 〈讀書有感〉，香港《明報月刊》，第 43 卷第 2 期，頁 25。 

2008.02.19 〈析論王度廬俠情小說之一︰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香港文匯報文匯

圈副刊。 

2008.02.20 〈析論王度廬俠情小說之二︰英雄難過情關〉，香港文匯報文匯圈副刊。 

2008.02.26 〈析論王度廬俠情小說之三︰詩意盎然，誰曰不宜〉，香港文匯報文匯

圈副刊。 

2008.02.27 〈析論王度廬俠情小說之四︰沿用舊體，有所變革〉，香港文匯報文匯

圈副刊。 

2008.03.04 〈析論王度廬俠情小說之五︰江湖中的「柳樹意象」〉，香港文匯報文

匯圈副刊。 

2008.03.05 〈析論王度廬俠情小說之六︰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香港文匯報文匯

圈副刊。 

2008.04 〈舊詩詞欣賞〉，香港朗文出版社初中語文教科書。 

2008.09 〈金庸俠客行〉，《明報月刊》第 43 卷第 9 期，第 80 頁 

2008.09 〈這幾位學生〉，《明報月刊》第 43 卷第 9 期，第 61 頁 

2008.12  〈詩詞近作數首〉，《明報月刊》第 43 卷第 12 期，第 119 頁  

2009.04 〈酒店關門的時候〉，《明報月刊》第 44 卷第 4 期，第 70-71 頁 

2009.07.01 〈香港咏嘆調．二○○九〉  《香港作家 (1998)》2009 年第 4 期，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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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009.10.20 〈齊邦媛教授與國中國文教科書〉，臺灣蘋果日報論壇版 

2010.03.01 〈悼念三首〉，臺北：《文訊月刊》p.154-155 

2010.03 〈香港中大校園雜憶十首〉，香港：《明報月刊》第 45 卷第 3 期，頁 66 

2010.06 〈我的人生必讀三書〉，香港：《明報月刊》第 45 卷第 6 期，頁 57 

2010.11 〈學生為我辦出版社〉，香港：《明報月刊》第 45 卷第 11 期，頁 20 

2011.04 〈論老子絕句併序〉，香港《明報月刊》第 46 卷第 4 期，頁 58-62。 

2011.08 李懷宇訪吳宏一教授談〈文學要有家國之悲與身世之感〉，廣州《時代

周報》144 期-時代閱讀第 13 期，2011 年 8 月 29 日 

 

 

七、研究計劃︰ 

 

1997-1998 中國詞學研究資料與方法檢討 臺灣國家科學委員會獎助     

HK$60,770 

1999.10-2002.10 清代詩話考述 香港 RGC Research Grant 獎助  

HK$861,000 

2003.7-2005.11 清代詩話考述（續） 香港 RGC Research Grant 獎助

HK$861,000＋校長資助港幣$50,000

元＝港幣$911,000 元 

2004.6-2005.11 清代文學年表 香港城巿大學 New Staff Start-up 

Grant for Research 奬助 HK$100,000 

2005.12-2008.6 清代文學年表長編 香港 CERG 獎助 HK$619,040 元 

 

 

八、歷年指導之博碩士論文︰ 

 

1) 香港地區 

1.  嚴志雄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所／1989／碩士（第一年導師） 

屈翁山詠史詩春秋大義初探 

2.  譚卓培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所／1998／碩士 

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研究 

3.  陳煒舜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所／2000／碩士 

林雲銘及其文學 

4.  何繼文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所／2003／博士 

翁方綱宋詩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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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陳煒舜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所／2003／博士 

明代楚辭學研究 

6.  俞驊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所／2003／碩士 

周作人小品文研究 

7.  吳國宏 香港珠海學院／文史所／2005／博士 

孫星衍經學研究 

2003 年 8 月轉來城大任教，因本系自該年起限制研究生論文題目須以語言學為範圍，

故本人無從在本校指導研究生。 

 

2) 臺灣地區 

8.  元鍾禮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78／碩士 

明清格調詩說研究 

9.  邱琇環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78／碩士 

儒林外史的表現技巧與時代意義 

10.  韓淑玲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79／碩士 

龔自珍詩研究 

11.  李丙鎬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0／碩士 

錢謙益文學評論研究 

12.  林保淳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0／碩士 

魏禧的思想與文論 

13.  片谷景子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0／碩士 

冥報記研究 

14.  李京奎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0／碩士 

子野詞研究 

15.  崔奉源 國立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2／博士 

中國古典短篇俠義小說研究 

16.  崔溶澈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2／碩士 

紅樓夢的文學背景研究 

17.  張瑞華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2／碩士 

鍾惺及其文學批評研究 

18.  江櫻嬌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2／碩士 

圍爐詩話研究 

19.  阮桃園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2／碩士 

龔自珍的文學研究 

20.  金鍾賢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4／碩士 

王國維詞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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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林正三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4／碩士 

歷代詩論中「法」的觀念之探究 

22.  沈乃慧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4／碩士 

林琴南及其翻譯小說研究 

23.  梅家玲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4／碩士 

明代唐宋派文論研究 

24.  金善子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4／碩士 

中國古代神話中的悲劇英雄 

25.  蔡瑜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4／碩士 

高棣詩學研究 

26.  黃錦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85／碩士 

吳梅村敘事詩研究 

27.  劉少雄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5／碩士 

宋代詞選集研究 

28.  林玫玲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5／碩士 

東坡黃州詞研究 

29.  周慶塘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5／碩士 

金瓶梅背景研究 

30.  張曼娟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5／碩士 

唐傳奇之人物刻劃 

31.  王瑞雪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5／碩士 

劉鶚及其老殘遊記研究 

32.  張鈞莉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6／碩士 

六朝遊仙詩研究 

33.  張薰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6／碩士 

宋代西湖詞壇研究 

34.  陳慈峰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6／碩士 

黃淳耀及其文學 

35.  徐貞姬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7／博士 

兩種三遂平妖傳比較研究 

36.  江仰婉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8／碩士 

馮班文學評論研究 

37.  卓月娥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9／碩士 

潘德輿詩論研究 

38.  李京奎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9／博士 

清初詞學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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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蔡瑜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9／博士 

宋代唐詩學 

40.  張曼娟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9／博士 

明清小說評點之研究 

41.  梅家玲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0／博士 

《世說新語》的語言藝術 

42.  崔溶澈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0／博士 

《清代紅學研究》 

43.  蔡瑜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0／博士 

宋代唐詩學 

44.  林保淳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0／博士 

明末清初經世文論研究 

45.  范宜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92／碩士 

錢牧齋詩學觀念之反省：以《列朝詩集小傳》為探究中心 

46.  卓清芬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2／碩士 

納蘭性德文學研究 

47.  黃錦珠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2／博士 

晚清小說觀念之轉變 

48.  劉少雄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3／博士 

南宋姜吳典雅詞派相關詞學論題之探討 

49.  張薰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3／博士 

周密及其韻文學研究──詩詞及其理論 

50.  廖肇亨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3／碩士 

明末清初遺民逃禪之風研究 

51.  王靖芬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3／碩士 

明代白話短篇小說中「反禮教」的思潮 

52.  顏妙容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4／碩士 

詞學之「言志」論發展研究 

53.  許麗芳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6／博士 

古典短篇小說中之韻文運用及其相關意義 

54.  楊晉龍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6／博士 

明代詩經學研究 

55.  許玫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97／博士 

《紅樓夢》夢、幻、夢幻情緣之主題學發微──兼從精神醫學、心理

學、超心理學、夢學及美學面面觀 

56.  黃雅歆 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1998／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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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山水詩研究 

57.  連文萍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8／博士 

明代詩話考述 

58.  卓清芬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9／博士 

清末四大家詞學及詞作研究 

59.  范宜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2000／博士 

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 

60.  金永哲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0／博士 

宋末三家詠物詞研究 

61.  江仰婉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1／博士 

明末清初吳中詩學研究──以分解說為中心 

62.  周慶塘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2／博士 

八零年代臺灣政治小說研究 

 

九、近年著作被引用舉要 

 

1.《清代詩學初探》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論文，民國六十二年﹙1973﹚，原

名《清代詩學研究》；臺北︰牧童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1977﹚初版；臺北︰臺

灣學生書局，民國七十五年﹙1986﹚再版。 

 

 田素蘭︰《袁中郎文學研究》，民國七十一年﹙1982﹚3 月，臺北︰文史哲出版

社 

 張健︰《明清文學批評》，民國七十二年﹙1983﹚12 月，臺北︰國家出版社 

 陳國球︰《胡應麟詩論研究》，1986 年 9 月，香港︰華風書局 

 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民國七十八年﹙1989﹚2 月，臺北︰臺灣學生

書局 

 Chang, Kang-i Sun: The late-Ming poet Chen Tzu-lung :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 

New Haven [Conn.] ;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1991. 

 孫康宜著，李奭學譯：《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1992 年 2 月，臺北：允晨文化 

 Wai-leung Wong: Chinese Impressionistic Criticism, 1976, 1996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 

 蔣英豪︰《近代文學與世界化》，民國八十七年﹙1998﹚3 月，臺北︰臺灣書店 

 王英志︰《性靈派研究》，1998 年 5 月，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 

 卓清芬︰《納蘭性德文學研究》民國八十八年﹙1999﹚2 月，臺北︰國立編譯館 

 傅璇琮等主編︰《中國詩學大辭典》，1999 年 12 月，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1999 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yuan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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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英等︰《清代詩學》，2000 年 1 月，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李康化︰《明清之際江南詞學思想研究》，2000 年 11 月第一版，成都︰巴蜀書

社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2000 年 12 月，臺北里仁 

 吳兆路︰《性靈派研究》，2001 年 9 月，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孫克強：《清代詩學》， 2004 年 7 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蔣寅：〈清代文學研究書目〉，中國文學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15_wxs/Article.asp?ID=3028 

 

2. 《清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 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1979﹚ 

 

 Chang, Kang-i Sun: The late-Ming poet Chen Tzu-lung :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 

New Haven [Conn.] ;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1991. 

 郭英德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1995 年，北京：中華書局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2000 年 12 月，臺北里仁 

 馮永敏：《劉師培及其文學研究著》，2002 年 11 月 

 

3. 《清代詞學四論》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民國七十九年﹙1990﹚。 

 

 李豐楙︰《翁方綱及其詩論》，民國六十七年﹙1978﹚，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

化基金會 

 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詩論》，民國八十三年﹙1994﹚10 月，臺北︰國立編譯館 

 張宏生︰《清代詞學的建構》，1999 年 9 月，江蘇古籍出版社《文學遺產叢書》

之一 

 陳水雲︰《清代前中期詞學思想研究》，1999 年，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2000 年 2 月，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李康化︰《明清之際江南詞學思想研究》，2000 年 11 月，成都︰巴蜀書社 

 蔣寅︰《王漁洋事蹟徵略》，2001 年 10 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2001 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孫克強：《清代詞學》， 2004 年 7 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沙先一：《清代吳中詞派研究》2004 年 10 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蔣寅：〈清代文學研究書目〉，中國文學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15_wxs/Article.asp?ID=3028 

 徐瑋：〈「務極悠揚流美之致」－從況周頤詞之聲律看其創作，2007 年 8 月，文

章原載：《文學論衡》總 11 期，香港中國語文學會。（頁 39）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15_wxs/Article.asp?ID=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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