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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國良歷年著作目錄 

A.期刊論文 

 〈舊題賈島〈渡桑乾〉一詩的問題〉，《新潮》，34 期，頁 70，1977 年。 

 〈說玉匣〉，《出版與研究》，8 期，1977 年。 

 〈「室如懸磬」解〉，《孔孟月刊》，18 卷 3 期，頁 43-45，1979 年。 

 〈讀陳寅恪先生〈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及〈崔浩與寇謙之〉〉，《食貨月刊》，8 卷

1 期，1979。 

 〈詩三家說之輯佚與鑒別〉，《國立編譯館館刊》，9 卷 1 期，頁 97-108，1980 年。（修改

後收入《經學側論》） 

 〈關於國語「鄭伯南也」與左傳「鄭伯男也」之解釋問題〉，《孔孟月刊》，19 卷 3 期，

頁 15-20，1980 年。 

 〈博古圖修撰始末及其相關問題〉，《幼獅學誌》，18 卷 1 期，頁 130-140，1984 年。 

 〈東漢官宦冢墓碑額題職例及其運用〉，《漢學研究》，3 卷 1 期，頁 55-80，1985 年 6 月。 

(修改後收入《石學蠡探》，改名〈東漢官宦冢墓碑額題職例及其相關問題〉) 

 〈介紹宋儒林之奇的大學改本〉，《幼獅學誌》，18 卷 4 期，頁 1-11，1985 年 10 月。（修

改後收入《經學側論》） 

 〈魏晉碑記考釋五則〉，《臺大中文學報》，創刊號，頁 397-408，1985 年 11 月。(修改後

收入《石學蠡探》〈石刻文字考辨〉第 4 至第 8 篇) 

 〈論韓愈的冢墓碑誌文〉，《古典文學》，10 集，學生，頁 257-292，1988 年。(修改後收

入《石學蠡探》，改名〈韓愈冢墓碑誌文與前人之異同及對後世之影響〉) 

 〈洛陽伽藍記零箋〉，《臺大中文學報》，2 期，頁 283-303，1988 年 11 月。 

 〈讀史零札四則-華林園、國三老、化生、鵝〉，《臺大中文學報》，3 期，頁 383-390，1989

年 12 月。 

 〈初唐墓誌續考六則〉，《臺大中文學報》，5 期，頁 202-214，1992 年。(修改後收入《石

學續探》) 

 〈「張士瑜一行遊基隆仙洞題名」考釋〉，《臺北文獻》，直字 99 期，頁 175-180，1992

年 3 月。(修改後收入《石學續探．清代臺灣石刻考釋二則》) 

 〈「章高元獻淡水龍山寺石庭記」跋〉，《臺北文獻》，直字 100 期，頁 25-28，1992 年 6

月。(修改後收入《石學續探．清代臺灣石刻考釋二則》) 

 〈「嘉慶二十二年噶瑪蘭大炮銘」跋〉，《臺北文獻》，直字 103 期，頁 139-140，1993 年

3 月。 

 〈八股文的淵源及其相關問題〉，《臺大中文學報》，6 期，頁 41-59，1994 年 5 月。(收入

《孔孟荀之比較：中日韓越學者論儒學》，頁 293-311，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唐代墓誌考釋八則〉，《臺大中文學報》，7 期，頁 51-76，1995 年 4 月。(修改後收入《石

學續探》) 

 〈石本與集本碑誌文異同問題研究〉，《臺大中文學報》，8 期，頁 23-40，1996 年 4 月。

(修改後收入《石學續探》) 

 〈宋代碑誌考釋八則〉，《臺大中文學報》，9 期，頁 93-114，1997 年 6 月。(修改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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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學續探》) 

 〈元明碑誌考釋十則〉，《臺大中文學報》，10 期，頁 35-54，1998 年 6 月。(修改後收入

《石學續探》) 

 〈二戴禮記與儀禮的關係〉，《錢穆先生紀念館館刊》，6 期，頁 1-10，1998 年 12 月。（修

改後收入《經學側論》） 

 〈遼金碑誌考釋十則〉，《臺大中文學報》，11 期，頁 267-286，1999 年 5 月。(修改後收

入《石學續探》) 

 〈冠笄之禮的演變與字說興衰的關係——兼論文體興衰的原因〉，《臺大中文學報》，

12 期，頁 57-78，2000 年 5 月。 

 〈從名物制度之學看經典詮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20、21 期合刊，頁 1-20，2000

年 6 月。 

 〈郭店儒家著作的學術譜系問題〉，《臺大中文學報》，13 期，頁 1-26，2000 年 12 月。

（修改後收入《經學側論》） 

 〈關於〈韋承素墓誌考釋〉的幾項意見〉，《古今論衡》，7 期，頁 37-40，2002 年 8

月，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上博楚竹書《孔子詩論》劄記六則(其中五則作者) 〉，《臺大中文學報》，17 期，頁

1-20，2002 年 12 月。（修改後收入《經學側論》） 

 〈唐宋哀祭文的發展〉，《臺大中文學報》，18 期，頁 163-184，2003 年 6 月。 
 〈師法家法與守學改學——漢代經學史的一個側面考察〉，《中國哲學》，第 25 輯《經

學今詮四編》，瀋陽：遼寧教育出版社，頁 34-59，2004 年 8 月。（修改後收入《經學

側論》） 

 〈宋代經學的特殊性及其成因之探究〉，《韓國中國學會第 24 屆年刊》，韓國：漢城，

頁 1-10，2004 年 8 月。（修改後收入《經學側論》） 

 〈公孫尼子及其論述考辨〉，《臺大中文學報》，25 期，頁 25-50，2006 年 12 月。 

 〈先秦禮書保存的古語及其意義〉，《經學研究集刊》，3 期，高雄師範大學，頁 139-148，

2007 年 10 月。 

 〈〈柬大王泊旱〉詮解〉，《簡帛》，第 2 輯，武漢大學，頁 249-258，2007 年 11 月。 

 〈關於劉敞的四篇禮「義」〉，《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 3 輯，上海社會科學院，頁

382-390，2007 年 11 月。 

 〈論淩廷堪的《禮經釋例》〉，《臺大中文學報》，28 期，頁 177-196，2008 年 6 月。 

 葉國良著、丸井憲譯，〈二重証拠法からみた「日本」国号の中国におけゐ出現（從二

重證據法看「日本」國號在中國的出現）〉，《專修大學社会知性開発研究センタ－東

アジア世界史研究センタ－年報》，第 2 号，東京：專修大學東亞細亞世界史研究中心，

頁 59-92，2009 年 3 月。 

 〈戰國楚簡中的《曲禮》論述〉，《簡帛》，第 4 輯，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上海古

籍出版社，頁 239-246，2009 年 10 月。 

 〈韓儒丁茶山의 禮學 저작을 통해본 韓‧中 禮法의 비교〉，《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of Sea Port Cities 해항도사문화교섭학，창간호》，韓國海洋大學，頁 161-180，

2009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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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儒丁若鏞《檀弓箴誤》平議〉，《臺大文史哲學報》，71 期，頁 37-61，2009 年 11

月。 

 〈從《幸南容墓志銘》的偽作年代談到族譜的偽造〉，《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 年 4

期（總第 71 期），頁 74-75，2009 年 12 月。 

 〈劉師培《禮經舊說》的寫作宗旨與詮釋上的問題〉，《臺大中文學報》，31 期，頁

241-266。，2009 年 12 月 

 〈周敦頤愛的是什麼蓮〉，《成大中文學報》，27 期，頁 37-56，2009 年 12 月。 

 〈中晚唐古文家對「小人物」的表彰及其影響〉，《長庚人文社會學報》，3 卷 1 期，

頁 1-18，2010 年 4 月。 

 〈李觀的古文及其對韓愈的影響〉，《臺大中文學報》，32 期，頁 299-324，2010 年 6

月。 

 〈韓儒權近《禮記淺見錄》評論〉，《中國經學》，第 6 輯，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頁 131-142，2010 年 6 月。 

 〈中國文學中的臥遊——想像中的山水〉，《政大中文學報》，13 期，頁 177-194，2010

年 6 月。 

 〈蒙元回回教世家之漢詩人薩都剌的文化情懷〉，蒙古國《喇嘛期刊》，2010 年 2 期，

頁 106-113，2010 年 7 月。 

 〈東アジアの人性論私見〉，《東日本國際大學紀要「研究東洋」》，創刊號，頁 6-18，

2011 年 3 月。 

 〈論許慎經學的幾個問題〉，《中國經學》，第 8 輯，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31-44，2011 年 6 月。 

 〈二戴禮記編纂的幾個問題〉，《齊魯文化研究》，總第 10 輯，濟南；泰山出版社，

頁 133-139，2011 年 12 月。 

 〈從傳統圖書與出土文獻看孔子至西漢初期經學的傳播〉，《哲學與文化》，第 39 卷

第 4 期，頁 77-90，臺北，2012 年 4 月。 

 〈越儒阮德達成德思想之分析〉，《文史哲》，2012 年第 4 期（總 331 期），濟南：山

東大學，頁 102-107，2012 年 7 月。 

 〈《儀禮》與《詩經》互證的學術意義〉，《中國經學》，第 10 輯，桂林：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頁 21-35，2012 年 10 月。 

 〈歷史想像的限制〉，《中國詮釋學》（CSSCI 來源集刊），第 10 輯，山東：山東人

民出版社，頁 32-40，2013 年 8 月。 

 〈《儀禮》周旋禮容探微〉，《臺大中文學報》，43 期，頁 1-20，2013 年 12 月。 

 〈論《儀禮》卜筮與求日擇人的幾個問題〉，《中正漢學研究》，2014 年 1 期（總 23

期），頁 79-94，2014 年 6 月。 

 〈越南北使詩文反映的中國想像與現實〉，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CSSCI

來源期刊），第 10 輯，頁 227-240，2014 年 10 月。 

 〈禮儀與文體〉，《中國文化研究》，2015 年夏之卷（總 88 期），北京：北京語言大

學，頁 104-112，2015 年 5 月。 

 〈《儀禮》各禮典之主要禮意與執禮時之三項基本禮意〉，《經學的傳承與開拓》，《嶺

南學報》，復刊第三輯，頁 1-10，2015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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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盛及其流衍〉，彭林主編：《中國經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索引 CSSCI2014-2015

年來源集刊），第 16 輯，頁 25-36，2015 年 8 月。 

 〈從出土文物看《儀禮》內容的時代〉，《人文中國學報》，香港：香港浸會大學，21

期，頁 79-95，2015 年 10 月。 

 〈禮壞樂崩時代聖賢君子的堅持與抉擇〉，《嶺南學報》名家講座系列專稿，《嶺南學

報》，復刊第四輯，頁 1-31，2015 年 12 月。 

 〈古禮書中之祝與巫〉，《中國經學》，第 18 輯，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35-46，

2016 年 6 月。 

 〈日本抄本《翰林學士集》的若干問題〉，張伯偉、蔣寅主編：《中國詩學》，第 21

輯，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 年 7 月。 

 〈歷代朝廷祀典擇日不受日書影響論〉，復旦大學上海儒學院編：《儒學與古今中西問

題》，《現代儒學》，第 1 輯，頁 205-215，2016 年 12 月。（修改後收入《禮學研究的

諸面向續集》） 

 〈春秋時代之朝禮與聘禮〉，《政大中文學報》，27 期，頁 49-76，2017 年 6 月。（修

改後收入《禮學研究的諸面向續集》） 

 〈論劉師培的《周禮》研究〉，香港能仁專上學院：《能仁學報》，禮學專號（二）2015-2016

年度，14 期，頁 166-183，2017 年 8 月。（修改後收入《禮學研究的諸面向續集》） 

 〈清華簡《耆夜》的飲酒方式〉，《中國經學》，第 22 輯，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2018 年 6 月，頁 1-10。 

 〈唐代的女冠詩及咏女冠詩的幾個問題〉，《中國典籍與文化論叢》，第 20 輯，南京：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2018 年 12 月，頁 297-306。 

B.專書 

 《宋人疑經改經考》，臺大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78 年 6 月；臺灣大學文史叢刊 55，

208 頁，臺北，1980 年。 

 《宋代金石學研究》，臺大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455 頁，臺北，1982 年 12 月。增訂後，

324 頁，臺北：臺灣書房，2011 年 1 月。 

 《石學蠡探》，260 頁，臺北：大安出版社，1989 年 5 月。 

 《石學續探》，272 頁，臺北：大安出版社，1999 年 5 月。 

 《文獻及語言知識與經典詮釋的關係》(葉國良編著)，200 頁，臺北：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4 年 6 月。 

 《漢族成年禮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與李隆獻、彭美玲合著)，310 頁，臺北：大安出版社，

2004 年 8 月。 

 ACH  BĔDA  PŘEBĚDA，（中文名《古漢族之喪葬禮儀及其衍生之文體》，與捷克查理

士大學羅然教授 OLGA  LOMOVA 合著），280 頁，Praha：DharmaGaia，2004 年。 

 《經學通論》（修訂再版，與夏長樸、李隆獻合著），700 頁，臺北：大安出版社，2005

年 8 月。 

 《出土文獻研究方法論文集》（與鄭吉雄、徐富昌編著），445 頁，臺北：國立臺灣大學

出版中心，2005 年 9 月。 

 《經學側論》（葉國良著），300 頁，新竹：國立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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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文學的諸面向》，360 頁，臺北：大安出版社，2010 年 9 月。 

 《禮學研究的諸面向》，320 頁，新竹：國立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年 11 月。 

 《宋代金石學研究》，324 頁，臺北：台灣書房，2011 年 1 月。 

 《居愚居文獻論叢》，224 頁，臺北：大安出版社，2011 年 9 月。 

 《禮制與風俗》，190 頁，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12 年 8 月。 

 《中國傳統生命禮俗》，316 頁，臺北：五南圖書公司，2014 年 8 月。 

 《中國傳統生命禮俗》（簡體版），上海：上海世紀出版公司書店出版社，2017 年 3 月。 

 《禮學研究的諸面向續集》，390 頁，新竹：國立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 年 12 月。 

 

C.專書論文 

 〈漢碑考辨三則〉，《屈萬里院士紀念論文集》，頁 195-201，臺北：學生書局，1985 年 5

月。(修改後收入《石學蠡探》〈石刻文字考辨〉) 

 〈宋代吉金書籍所用度量衡制度考——兼論相關問題〉，《鄭因百先生八十壽慶論文集》，

頁 217-237，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5 年 6 月。（修改後收入《宋代金石學研究》） 

 〈易林作者作時問題重探〉，《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論文集》，頁 125-146，臺北：幼獅文

化，1987 年 4 月。（修改後收入《經學側論》） 

 〈北魏石刻文字的學術價值——以墓誌為中心〉，《中國學報》，30 輯，頁 25-29，韓國漢

城：韓國中國學會，1990 年 6 月。 

 〈范仲淹桐廬郡嚴先生祠堂記的寫作動機與目的〉，《范仲淹一千年誕辰國際學術研討會

論文集》，頁 369-380，臺北，1990 年 6 月。（修改後收入《古典文學的諸面向》） 

 〈初唐墓誌考釋六則〉，《唐代文化研討會論文集》，頁 397-407，臺北：文史哲出版社，

1991 年 7 月。(修改後收入《石學續探》)  

 〈石學的展望〉，《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論文集》，頁 573-579，臺北：中央研究研

究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 年。(修改後收入《石學續探》) 

 〈失姓碑誌考證方法及其相關問題〉，《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論文集》，頁 787-801，臺北：

大安出版社，1993 年 6 月。(修改後收入《石學續探》) 

 〈王國維石刻題跋校讀記〉，《石學續探》，頁 59-77，臺北：大安出版社，1999 年 5

月。 

 〈石刻資料與官制研究〉，《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研討會論文集》，頁 287-297，

臺北：臺灣大學，2001 年 8 月。 

 〈先秦古禮書研究之反思——以晁說之〈中庸傳〉之寫作動機與影響為例〉，原載《龍宇

純先生七秩晉五壽慶論文集》，頁 101-120，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年 11 月。（修

改後收入《經學側論》） 

 〈從名物制度之學看經典詮釋〉，《文獻及語言知識與經典詮釋的關係》，頁 159-189，

臺北：喜瑪拉雅研究發展基金會，2003 年 12 月。（修改後收入《居愚居文獻論叢》） 

 〈詩經的貴族性〉，《中國文學新境界——反思與觀照》，頁 99-128，臺北：立緒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2004 年 2 月。（修改後收入《經學側論》） 

 〈禮俗之融和與轉化—以唐宋婚俗中異族文化成分為例〉，《遨遊在中古文化的場域》，

頁 63-87，臺北：里仁書局，2004 年 12 月。（修改後收入《禮學研究的諸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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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證據法的省思〉，《出土文獻研究方法論文集》，頁 1-18，臺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

中心，2005 年 9 月。（修改後收入《居愚居文獻論叢》） 

 〈駁儀禮為孔子手定完書說及其延伸論述〉，《屈萬里先生百歲誕辰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頁 433-453，臺北：國家圖書館、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臺灣大學中國文學

系編印，2006 年 12 月。（修改後收入《禮學研究的諸面向》） 

 〈「小學」の論述から見た朱子礼學思想の変化（從朱子的「小學」論述論其禮學思想的

轉變）〉，《東アジアの儀礼と宗教》，関西大學アジア文化交流研究叢刊第 3 輯，頁

187-204，東京：雄松堂出版，2008 年 8 月。（修改後收入《禮學研究的諸面向》） 

 〈讀韓儒丁茶山禮學著作的一些思考〉，《中國學術思想論叢——何佑森先生紀念論文

集》，頁 341-352，臺北：大安出版社，2009 年 3 月。 

 葉國良著，林惠子譯，〈唐宋詩人の「日本」の想像〉（唐宋詩人的「日本」想像），《中

国人の日本研究－相互理解のための思索と実践》，頁 93-112，東京：法政大學國際日本

學研究所，2009 年 3 月。（修改後收入《古典文學的諸面向》） 

 〈歐陽脩父子親友之植物愛好及其對宋詩的影響〉，《紀念歐陽脩一千年誕辰國際學術研

討會論文集》，頁 45-61，臺北：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9 年 6 月。（修改後收入《古

典文學的諸面向》） 

 〈論語中的「曲禮」論述及其影響〉，《東亞論語學——中國篇》，頁 203-226，臺北：臺

大出版中心，2009 年 9 月。（修改後收入《禮學研究的諸面向》） 

 〈論《儀禮》經文與記文的關係〉，《孔德成先生學術與薪傳研討會論文集》，頁 17-34，

臺北：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9 年 12 月。（修改後收入《禮學研究的諸面向》） 

 〈韓儒金正喜的中韓學術因緣〉，鍾彩鈞主編：《東亞視域中的儒學：傳統的詮釋》（第四

屆國際漢學會議論文集），臺北：中央研究院，頁 379-408，2013 年 10 月。 

 〈《文選》中的上書、書與啟、牋〉，程章燦、徐興無編：《《文選》與中國文學傳統──

第九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北京：中華書局，頁 136-146，2014 年 8 月。 

 〈傳統禮學的現代應用〉，鍾彩鈞主編：《儒學的理論與應用》（孔德成先生逝世五周年紀

念論文集），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頁 419-431，2015 年 8 月。 

D.研討會論文 

 〈石刻資料與古籍整理〉，北京：海峽兩岸古籍整理研究學術研討會，1998 年 5 月。 

 〈禮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國傳統文化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香港大學，2001

年 1 月。 

 〈臺灣對外華語文教學的問題〉，全球華語論壇，新加坡：南洋理工大學亞洲語言文化

學部，2007 年 11 月。 

 〈韓儒金在魯《禮記補註》研究〉，東亞交涉學會第二屆年會，臺北：國立臺灣大學人

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國立臺灣大學文學院，2010 年 5 月。（修改後收入《禮學研究的諸

面向》） 

 〈論許慎經學的幾個問題〉，第二屆許慎文化研討會，河南：河南省文字學會、漯河市

人民政府，2010 年 10 月。 

 〈二戴《禮記》編纂的幾個問題〉，齊魯文化與兩漢經學海峽兩岸學術研討會，山東：

山東師範大學，2011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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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選》中的書、上書、牋與啟〉，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南京：南京大學，2011

年 8 月。 

 〈越儒阮德達成德思想之分析〉，儒學傳統與創新國際研討會，越南順化：越南社會科

學院哲學研究所，2011 年 9 月。 

 〈《儀禮》與《詩經》互證的學術意義〉，禮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北京：清華大學，2012

年 4 月。 

 〈歷史想像的限制〉，中國詮釋學學術研討會，大連：山東大學暨大連理工大學，2012

年 8 月。 

 〈論劉師培的《周禮》研究〉，第八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北：臺灣大學中國

文學系，2013 年 4 月。 

 〈越南北使詩文反映的中國想像與現實〉，中國在東盟語境中：中國語言與文學新視野

國際研討會，泰國：朱拉隆功大學，2013 年 7 月。 

 〈《儀禮》周旋禮容探微〉，杭州：第二屆禮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 年 8 月。（收錄

於《臺大中文學報》，第 43 期，頁 1-20，2013 年 12 月。 

 〈《儀禮》內容的時代與出土文物〉，山東：儒學高等研究院，2013 年 12 月。 

 〈《儀禮》各禮典的主要禮意與執禮時的三項基本禮意〉，香港嶺南大學：經學的傳承

與開拓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 年 3 月 7、8 日。 

 〈儒學的現代應用〉，福島：東日本國際大學第 24 屆祭孔典禮暨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

年 6 月 20 日。 

 〈禮壞樂崩時代聖賢君子的堅持與抉擇〉，香港嶺南大學：《嶺南學報》名家系列講座，

2014 年 11 月 11 日。 

 〈清華簡《耆夜》的解讀〉，杭州：第三屆禮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 年 12 月 5-7 日。 

 〈禮俗、宗教、思想的融合與轉化〉，「饒宗頤教授百歲華誕慶祝活動」之世界漢學論

壇，香港浸會大學，2015 年 3 月 27 日。 

 〈攝盛及其流衍〉，第六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上海交通大學經學文獻研

究中心、清華大學經學研究中心，2015 年 9 月 4、6 日。 

 〈日本抄本《翰林學士集》中的若干問題〉，第一屆中國古典文學高端論壇，南京：南

京大學中國文學與東亞文明協同創新中心、中華詩詞發展基金會、臺灣新地文學發展協

會，2015 年 8 月 21-25 日。 

 〈《儀禮》與《春秋三傳》所載聘禮比較研究〉，紀念沈文倬先生誕辰一百週年暨第七

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杭州，2016 年 10 月 14~17 日。 

 〈朱子禮學歷程中的《周禮》論述〉，朱子閩學與亞洲文化高峰論壇，武夷山市，2016

年 12 月 16~19 日。 

 〈朱子研究禮學的歷程及其對古禮書的取捨〉，第二屆世界漢學論壇，香港：浸會大學

饒宗頤國學院，2017 年 3 月 14-15 日。 

 〈東亞文明的未來〉，第七屆日中韓國際學術研討會，福島：東日本國際大學，2018 年

6 月 22-23 日。 

 〈關於鄉飲酒、養老、大酺的思考〉，第四屆禮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清華大學中

國禮學研究中心、嘉禮堂，2018 年 8 月 25-26 日。 

 〈古禮書中所見神魂活動舉隅〉，鄭玄經學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高密：山東大

學儒學高等研究院，2018 年 10 月 13-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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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律詩與自由詩之間〉，2018 南京論壇，南京：南京大學、韓國高等教育財團，2018

年 11 月 17-18 日。 

 〈《儀禮‧士虞禮》儀節中的幾個問題〉，中國的經學與日本的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東京：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2018 年 12 月 8-9 日。 

E.技術報告 

 《士冠禮研究－經學與文化人類學的綜合考察》，國科會研究報告，272 頁，

NSC83-0301-H002-104，NSC83-0301-H002-10，1995-1996 年。 

 《禮記課程的通識內涵與教學設計》，國科會研究報告，132 頁，NSC85-2511-S002-021，

1996 年 8 月。 

 儀禮士婚禮彩色 3D 動畫 CD，NSC 88-2411-H-002-023，1999 年 7 月。 

 歷代石刻著述存佚序跋版本綜考，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 89-2411-H-002-012，

1999 年 8 月-2001 年 3 月。 

 儀禮士昏禮彩色 3D 動畫研發後續計畫，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NSC 

89-2411-H-002-102。動畫 CD 一片，2000 年 12 月-2001 年 9 月。 

 〈儀禮士昏禮 3D 動畫的研發〉，《國科會科學發展月刊》，29 卷 5 期，頁 335-338，

2001 年 5 月。 

 《文學一學門國際暨國內期刊評比研究計畫報告》（與張寶三合撰），136 頁，國科會

推動規劃補助計畫，NSC94-2411-H-002-106，2005-2006 年。 

 《人文學門熱門與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計畫報告》（與張寶三等合撰），498 頁，國

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研究計畫，2005 年 8 月-2006 年 7 月。 

 〈「中文學門國際暨國內期刊評比研究計畫」執行成果與檢討〉（與張寶三合撰），《人文

與社會科學簡訊》，7 卷 4 期，頁 35-41，臺北：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2006 年

9 月。 

 〈人文學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計畫成果報告緒言〉，《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8

卷 2 期，頁 7-8，臺北：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2007 年 3 月。 

 〈關於中文學門的一些思考〉，《人文與社會科簡訊》，8 卷 4 期，頁 5-9，臺北：國科會

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2007 年 9 月。 

 〈中文學門日本漢學參訪紀要〉（與楊儒賓等合撰），《人文與社會科簡訊》，8 卷 4 期，

頁 110-118，臺北：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2007 年 9 月。 

F.專題研究計畫 

 《士冠禮研究 —經學與文化人類學的綜合考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NSC83-0301-H002-104，NSC83-0301-H002-10，1995-1996 年。 

 《禮記課程的通識內涵與教學設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85-2511-S002-021，

1996 年 8 月。 

 儀禮士婚禮彩色 3D 動畫 CD，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88-2411-H-002-023，1999 年

7 月。 

 歷代石刻著述存佚序跋版本綜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89-2411-H-002-012，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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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8 月-2001 年 3 月。 

 儀禮士昏禮彩色 3D 動畫研發後續計畫，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89-2411-H-002-102，

2000 年 12 月-2001 年 9 月。 

 二戴《禮記》曾子諸篇的寫作年代、學術譜系及其與先秦兩漢儒籍的關係，國科會專題

研究計畫，NSC91-2411-H-002-026，2002 年 8 月-2003 年 7 月。 

 第二梯次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東亞經典與文化學程之設計與開發，2002 年 8 月-2006

年 7 月。 

 曾子與子思學術思想異同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92-2411-H-002-082，2003

年 8 月-2004 年 7 月。 

 孟子與子思、曾子關係考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93-2411-H-002-079，2004 年 8

月-2005 年 7 月。 

 中文學門規劃研究推動計畫，國科會推動規劃補助計畫，NSC 94-2418-H-002-004，2005

年 1 月-2005 年 12 月。 

 公孫尼子及其論述考辯，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94-2411-H-002-058，2005年8月-2006

年 7 月。 

 中文學門規劃研究推動計畫，國科會推動規劃補助計畫，NSC 95-2418-H-002-002、NSC 

96-2418-H002-001，2006 年 1 月-2007 年 12 月。 

 博士論文《宋代金石學研究》改寫計畫，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95-2420-H-002-007，

2006 年 8 月-2007 年 7 月。 

 儀禮重要問題研究，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2006 年 8 月-2008 年 7 月。 

 元明清石刻學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96-2411-H-034-MY3，2007 年 8 月-2010

年 7 月。 

 從韓國三禮著作探討韓國對華夏禮儀的融合與轉化，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2008 年 8 月-2010 年 7 月。 

 劉師培的《周禮》學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99-2410-H-002-202，2010 年 8 月

-2011 年 7 月。 

 石刻研究方法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100-2410-H-002-100，2011 年 8 月-2012 年

7 月。 

 古 禮 書 與 古 禮 儀 節 研 究 方 法 之 開 發 ， 國 科 會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

NSC101-2410-H-002-098-MY，2012 年 8 月-2014 年 7 月。 

 兩 漢 朝 廷 禮 典 承 繼 經 籍 擇 日 方 式 之 研 究 ， 科 技 部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

MOST103-2410-H-002-127，2014 年 8 月-2015 年 7 月。 

 周禮古注中的問題——對劉師培《周禮古注集疏》的補充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MOST104-2410-H-002-183，2015 年 8 月-2016 年 7 月。 

 《 儀 禮 》 與 《 春 秋 三 傳 》 所 載 聘 禮 比 較 研 究 ， 科 技 部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

MOST105-2410-H-002-179，2016 年 8 月-2017 年 7 月。 

 饗禮相關問題重探，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106-2410-H-002-162，2017 年 8 月-2018

年 7 月。 

 先秦祭祖禮中陰厭、陽厭之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7-2410-H-002-176，

2018 年 8 月-2019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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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其他半通俗或通俗性著作 

 《江南江北》（唐詩賞析，與周鳳五等人合撰），臺北：長橋，1978 年。 

 《性靈書簡》（古代書信賞析，與何寄澎等人合撰），臺北：大安出版社，1986 年。 

 《千家詩譯注》，512 頁，臺北：五南，1988 年。 

 《今注今譯古文觀止》2 冊（與王更生等人合撰），臺北：黎明，1992 年。 

 〈從理論與實際看所謂大學國文通識化〉，《通識教育》，1 卷 3 期，頁 67-73，1994 年 9

月。 

 〈國文課本中的禮制(1-10)〉，中央日報副刊，1994 年。(收入《古代禮制與風俗》) 

 《中國古典詩歌欣賞系列》4 冊（與張曉風等合撰），臺北：中視文化，199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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