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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大國文學系 系友通訊 第二十七期 
發行日期：109 年 1 月 2 日(星期四) 逢 1、4、7、10 月發刊。 

◎本次內容，共 24 頁 

 

賀 
本系師生榮獲殊榮 

1.本系陳芳教授榮獲 108年度中山學術著作獎   

本學系陳芳老師以《抒情‧表演‧跨文化： 

當代莎戲曲研究》一書榮獲 108年度 

第 54屆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人文社會類 

中山學術著作獎。 

2.本系碩一林士翔同學獲台灣大哥大基金

會舉辦第 13屆 myfone行動創作獎以「今

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古歌、維基、

百度也」作品獲成語詩詞創新應用類佳

作。 

3.本校第 73 屆校慶活動榮獲佳績 
※團體組 

1.啦啦隊總錦標榮獲第七名 

2.男乙組田徑總錦標榮獲第三名 

3.乙組體能闖關接力榮獲第五名 

4.男乙組徑賽 4*200 公尺接力榮獲第

四名 

5.女乙組徑賽 4*100 公尺接力榮獲第

四名 

※個人組 

1.男乙組徑賽 1500 公尺陳帟安同學榮

獲第二名 

2.男乙組徑賽 1500 公尺陳育恆同學榮獲第三名 

3.男乙組田賽手球擲遠黃兆唯同學勞獲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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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男乙組徑賽 800公尺賴致龍同學榮獲第五名 

5.男乙組徑賽 800公尺陳帟安同學榮獲第八名 

                                     

本系文學創作學分學程評鑑通過 
    本系文學創作學分學程於 108 學年度學分學程評鑑結果為「通過」。特別感

謝徐國能教授與系教務許文齡助教，鼎力協助相關評鑑作業與意見回復。 

 

108 學年度本系畢業生流向追蹤達標 
本系配合本校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辦理畢業生流向追蹤，108 學年度三個年

度追蹤（畢業一年、三年、五年）均已達標（填答率 50%）。感謝師長及系所辦

助教們辛勞協助。 

 

教師動態報導 

出版新書 

2019 年 8 月 本系王基倫教授主編《古文評點學整理與研究系列叢刊》，首先出

版吳闓生著：《古文範》一書，由王基倫、王誠御、許妙音點校，萬卷樓圖書公

司出版。同步出版王基倫指導、許妙音著：《吳闓生《古文範》研究》一書，亦

交由萬卷樓圖書公司出版。 

演講訊息 

2019.10.12 本系王基倫教授應邀前往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參加「研究生教

育與培養模式研討會」，並作專題報告，講題為：〈臺灣各大學人文學科研究生培

養模式簡述〉。 
2019.10.23 本系王基倫教授應邀擔任由福建師範大學高等師資培訓中心與臺灣師

範大學國文學系共同主辦，萬卷樓圖書公司承辦之「2019 年福建省人文社科漢

語言文學類師資聯合培養活動」授課教師，講題為：〈文言白話共通的散文節奏

論〉。 

本系陳芳教授於 2019年 10月 16-20日，應邀出席河南省文化旅遊廳主辦「第十

三屆河洛文化暨豫劇理論發展研討會」，擔任主持人、發表人。同時，臺灣豫劇

團應邀於鄭州藝術宮演出《完美的合同》（彭鏡禧教授、陳芳教授編劇）二場，

陳芳教授擔任演後座談會主持人。觀眾反應熱烈，演出圓滿成功。 

會議訊息 

2019.10.31本系王基倫教授前往廣西桂林，參加中國柳宗元研究會、廣西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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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文學院主辦的「中國柳宗元研究會第九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

論文，論文題目為：〈柳宗元文本的主題意識探究〉。 

  

2019.11.2 本系王基倫教授前往南京，參加南京大學文學院主辦的「返本開新：

明清詩文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論文題目為：〈姚鼐《古文辭類纂》文

體十三類說的形成軌跡探究〉。同時擔任安徽大學文學院方盛良教授的論文講評

人，論文題目為：〈吳闓生《左傳微》與桐城「義法」的展開〉。大會並安排擔任

2019.11.3.最後一場圓桌討論「明清詩文研究的新方向」的引言人之一。 
 

「2019 第六屆敘事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圓滿成功  

    本系 108 年 10 月 4、5 兩日於文學院會議室舉行「2019 第六屆敘事文學與

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由本系與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辦，科技部、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研究發展處協辦，兩日計發表 10 場共 35 篇論文，一場專題演講。

本會特邀邱坤良教授為大會作專題演講，會議討論熱烈，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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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行不行  國文系校友暢談出版業  

  「人生是自己的，我們是自由有選擇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校友邱

懷慧，10月 2日受邀回母系演講，以出版行銷「行」不「行」為題，分享自己毅

然決然跨出教育界，轉戰出版業的經歷。除了職場甘苦談，她更以積極的生命態

度，鼓勵大家勇往直前。 

邱懷慧說，自己從小立志當老師，也成功考得教師執照，卻認為自己沒有

足夠社會經歷，因而以行銷企劃身分，踏入聯合文學出版社。她笑說，自己是「很

任性的人」，喜歡的就想試一試。但任性後也要承擔自己的選擇，快樂的、辛苦

的，都要接受。 

  最現實的是薪水，她坦言反映社會消費需求，出版社能賺的薪水並不多，建

議學弟妹考慮進入教職或出版業時，也須考量經濟條件。由於公司規模不大，她

必須包辦公關、企劃、行銷。工作量大、新書宣傳「卡到假日」，都是不可避免

的。 

  儘管出版社現實可能不如一般人想像的浪漫，她也表示，因工作認識許多作

家、獲得與文壇人士交流的機會，都是身處業界才得以走進的風景。而籌辦活動

雖然累，「看到作者跟與會讀者開心，自己也跟著開心了」。 

  談畢工作，邱懷慧話鋒一轉，鼓舞同學不必擔心國文系出社會找不到工作，

因為文字是重要載體，不怕無用武之地。「未來的路很寬，想做就有機會」，重

要的是「相信自己」，多多嘗試，「自然會到該去的地方」邱懷慧笑說。(撰稿：

校園記者國文 109吳珮瑜 / 編輯：江敍慈 ) 

  

http://pr.ntnu.edu.tw/archive/news/6e90938d885d6cd3b7dcae8784d3469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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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主任與博士生聯袂參加「中韓語言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9年 10月 10日至 13日，本系主任賴貴三教授與韓國籍博士生洪恩敬同

學聯袂，應邀出席參加由貴陽孔學堂文化傳播中心、韓國國立全北大學聯合主辦

的「中韓語言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分別主題發言：「朝鮮艮齋田愚《易》學禮

氣論發微」與發表論文：「中韓兩部《趙氏孤兒》的敘事分析」。 

 
    方抵達貴陽後，由貴州大學文學與與傳媒學院中文系趙永剛主任、傅星星

副教授賢伉儷親自接機，閒談中，說到本系研究所兼任教授華仲麐老師，得知華

老師為貴州大學中文系創系主任，回顧前塵往事，交流暢談甚歡。先後到該校東

校區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以及西校區智華圖書館等進行文化參觀訪問，並由

http://pr.ntnu.edu.tw/archive/news/f88d1ba3d90c011c7526f8c5935e520f.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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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原副院長、貴州大學文學與與傳媒學院劉振甯教授接待導

覽，該書院環境靜謐優雅，典藏古今圖書十分豐富。 

    在中國文化書院，聽取了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暨中華傳統文化與貴州地域

文化研究中心的歷史與現狀，以及與清代貴山書院的淵源傳承關係介紹，瞭解

《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學規》《禮運‧大同篇》書法石刻所體現的傳統文化學

術主張與中華文化美好未來的願景，以及參觀王陽明畫像、王陽明詩文石刻以及

體現中華文化「天人合一、道器合一、身心合一、知行合一」精神的合一亭、貴

山書院發展流變及進士題名錄碑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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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中，主客一行還特別關注中國大陸及臺灣著名文化人士對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的共同文化情懷，瞭解臺灣中華新文教協進會、臺灣貴州同鄉會與貴州大

學中國文化書院的文化往來，參觀中國哲學家、國家圖書館原館長任繼愈先生及

赴臺孔子嫡傳後人孔德成先生專為中國文化書院所題寫院名，鑒賞中華文化名人

陳立夫先生「中華文化何以將會廣受世人之崇敬，以其能為全人類奠定和平之永

基也」書法作品、孔德成先生專為中國文化書院所題贈「崇易尚儒自由頌，有教

無類民主風」楹聯，參觀臺灣文化人士楊周焯先生特意捐贈海外圖書專藏，並不

時與該校相關人員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海峽兩岸的傳承與弘揚進行交流。 

 

 
洛陽師範學院文學院王建國院長受邀至本系參與評鑑座談 
    本系辦理 108年度文學院系所評鑑發展重點之交流觀摩活動，繼 108年 9

月 20日舉行第一場後，第二場由賴貴三主任邀請洛陽師範學院文學院王建國院

長參與，並由宜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陳麗貞副教授陪同出席，於 108年 10月 21

日於本系會議室舉行，針對本系及洛陽師範文學院的發展重點個別闡述，王建國

院長特別稱許本系在課程與人才培養國際化交流均較為深入，認為非常值得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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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閩臺聯合培養人文社科類師資培訓於本系舉行  
   本系與福建師大賡續辦理閩臺聯合培養人文社科類師資培訓，今年 

培訓對象為福建省新辦本科高校、職業院校人文社科類學科（漢語言文學專業骨

幹教師 2019年培訓總人數約 32名及領隊 1名，共培訓 1週， 

並於 108年 10月 22日下午假本系勤七樓語文視聽室舉行開訓典禮，本次活動預

定於 108年 10月 25日結束在師大之課程。 

 

 

 

明代文獻學學術研討會 活用特藏創造文化價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與國文學系合辦「明代文獻學學術研討會」，12

月 2日上午 9時開幕，盼能提升館藏古籍能見度，展現師大圖書館特藏能量，並

邀集各世代學者專家，發表研究成果，進行學術交流，有助推廣國家重要文物資

產，激發研究風氣，傳承優良傳統學術。 

    「特藏如果一直藏在藏書閣，就浪費了特藏的價值。」師大圖書館柯皓仁館

長特別提到，活用特藏、將文獻典籍應用到學術討論中，才能真正發揮價值。除

了實體文獻，柯館長也鼓勵在場學者，了解數位人文與數位典藏的概念 

     國文系賴貴三系主任從去年的「汲古開新」，到今年的「明槧寶光」，期

待師大能「有一有二就有三」，展出更多館藏文物，並舉辦國際性大型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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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主任相信，文獻若能充分利用，文化價值便可提高，他笑說，這些籌辦研討會

的心力也都能「忙得有意義、有價值」。 

 

    本次研討會難得邀請國立臺北大學王國良名譽教授，針對明代小說進行專

題演講，細談小說體例及《太平廣記》的影響，為接下來一整天的學術研討會開

場，更以《稗史彙編》、《說類》、《古今奇聞類紀》、《廣博物志》為例，深

度解說明代小說文體。 

 

    另外，也邀請到國立故宮博物院許媛婷研究員演講，就沈德符《萬曆野獲

編》與文震亨《長物志》，揭密明代中後期江浙文人的「玩具」；下午也分別由

本校國文系賴貴三主任、王基倫教授、郭明芳博士，針對本校珍貴館藏文本，進

行點評與文化意涵的討論。 

 

    除了臺灣學者外，本次研討會也邀請中國廣西玉林師範學院張家維老師、山

東大學李瑋皓老師進行論文發表。會後安排總館六樓明代善本特展參觀導覽，讓

臺灣及中國各校學者實際接觸文獻，一覽明代文采。【轉載自公共事務中心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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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高神大學系友崔世崙教授來訪  

    本系系友韓國高神大學崔世崙教授，自本系畢業後首度拜訪本系，由本校

國際事務處劉以德副處長及翁乃忻督導陪同，本系賴貴三主任特地接待，並邀來

當年曾為研究所同學之林淑雲老師陪同，相談甚歡!本系致贈特色公關品予崔教

授，隨後ㄧ行赴由主任相陪至本系系圖書館及所圖書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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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師大石琦教授蒞系交流短訪  

    江蘇師大石琦教授於 108年 12月起至 109年 2月 28日止，至本系進行短

期訪問交流，108年 12月 10日特地至本系拜訪賴貴三主任，本系安排石琦教授

於研 832研究室，以利短期研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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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師參加全校運動會創佳績  

第 73屆全校運動會已圓滿落幕。在桌球比賽方面， 

團體部分，本系教師榮獲文學院聯隊團體總冠軍。 
 

 
 
 
 
 
 
 
 
 
 
 
 
 
 
 
 
 
 
 
 
 
 
 
 
 
 
 
 
 
 

領隊：鄭燦山 
指導：董俊彥 
隊長：李志宏 
隊員：羅凡晸 

陳秋梅 
莊惠金 
顏瑞芳 
莊文達 
張君川 
王傑賢 

文學院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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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賽事部分，羅凡晸老師與石曉楓老師，分別獲得樂活組冠軍及殿軍。 

 
 
 
 
 
 
 
 
 
 
 
 

 

73 屆全校運動會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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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校務發展計畫公聽會 

2019年 12月 11日星期三 12﹕30-13﹕30於文學院 B1會議室，

召開本院校務發展計畫公聽會，本系特別邀請前主任、院長、副校長

賴明德老師與中國時報副總編輯郭石城先生（本系兼任老師），代表

系友與業界出席此會，兩位師長發言、建言，都強調國際交流、產學

合作與寫作素養的重要，期望深化莘莘學子的專業與跨域能力，陳秋

蘭院長、廖學誠副院長都仔細回應本院相關作為，並感謝兩位師長與

出席代表的剴切陳辭，會議圓滿成功。會後合影，足堪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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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送暖，佳節敬師  

    本系賴貴三主任於 12 月 25 日（星期三）午後二時，攜帶水果禮

盒親訪本系退休教授黃振民老師，並敬奉教育部轉致總統春節慰問金 

，師母熱誠接待感謝，閒話家常，其樂也融融。 

    黃老師（1924.8.16）已高齡 96 歲，臥病休養在床多年，在師母與

外傭細心妥善照顧之下，雖不能言語，但身體狀況不錯。老師客廳懸

掛著本系退休杜忠誥老師大四時隸書墨寶：「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

興與人同」，清雅幽靜的四樓師大職舍，更加顯得生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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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講座教授馬悅然院士夫人 
陳文芬女士致吳校長與本院同仁朋友函                   
尊敬的吳正己校長以及文學院的同仁朋友們： 

我的丈夫馬悦然已於十月十七日下午三點半整在家仙逝，享年九十五。 

悦然自從三年前害病，很少跟朋友聯絡，他珍惜最後在書桌前奮鬥的時光，努力

讀書，翻譯「莊子」。他堅持到了最後一刻「活著死」的生存狀態，在家裏圓寂

而去，我們的大孫子、曾孫女得以搭乘當天的夜車從南方到首都，在第二天早晨

到我的公寓全家人喝了咖啡，送悦然的大體離家時，太陽出來。我們遵從中國的

古禮，請四十歲的大孫子打了一把黑傘護送爺爺遠行。 

他生前的願望是在我們家族常去的地區小教堂，已故亡妻寧祖的葬禮舉行的相同

的場地，只有六十席的小教堂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但兩個兒子（老三已於三年

前過世）願意更多的朋友前來送別，刊登了廣告，葬禮在星期四，十一月二十一

日舉行，最後登記有一百三十人。 

我們家庭五世同堂包括姻親約有五十人。登記參加的朋友多為悦然的老學生、學

院同事以及在地的中國友人。牧師魏安妮女士，是悦然的學生，曾經在瑞典駐北

京大使館擔任文化秘書，她是我們家庭珍貴的友人。 

悦然三年前訂立遺囑為自己寫下訃聞銘句，

這句話非常不好翻譯：「恩賜幹活，日燃光

芒。」我只能勉強這麼翻。我猶記得他當年

寫這句話，跟我分享時開心自得的樣子。 

悦然最敬愛他的老師高本漢。 

悦然過世，我的悲傷與痛苦難以言喻。他以

一生用功讀書的方式來懷念老師，也為我的

餘生的前途指出了方向。 

謹此。祈安 

文芬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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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風冷，桃李悲興                                     

●本系退休教授劉正浩老師訃聞追思告別式訊息 

 
※後排右第九位正中著白襯衫者，即為劉正浩老師；前排右第七位正中者，即 
  為當時系主任旨雲先生程發軔老夫子（1894.4.4-1975.5.1），劉老師曾撰〈程 
師旨雲先生的生平與學術貢獻〉論文追思紀念。 

 

「愷悌謙謙君子，溫良藹藹導師」 

——劉老師正浩教授生平傳略 

    劉正浩老師自紀﹕丁卯年（民國十六年，1927）八月二十三日（西元 1927 年

9 月 28 日）誕生於吉林省扶餘縣長春嶺下坎「天德堂」，家鄉位處松花江支流拉

林（俗稱「河拉林」）畔。但身分證登記生日為民國十七年（1928）八月二十三

日。晚年隨師弟維揚，靜養於竹北，後因維揚赴美，遂遷居上海師妹維芸府，返

臺回診，不意於今年（2019）12 月 20 日（星期五）仙逝，享壽 92 歲。 

    劉老師本名「文航」，身為長孫，故乳名「大慈」。投考初中時，託友人報

名，書為「正浩」，入學後遂不能改。劉老師四歲遭九一八事變，隨父母寄寓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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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六歲遷居南京，七歲七七抗日軍興，避居武漢，逾年流亡重慶，曾露宿江干，

等待登輪。十一歲，太老師剛中守光公，以四十二歲英年棄世。民國三十四年抗

戰勝利，隨長師姑若筠遷居杭州。劉老師青少年時期，完全在顛沛流離中度過艱

辛歲月。 

民國三十八年（1949）元月來臺，就業三年餘，考入本系為 44 級，民國四十

六年（1957）十月，結業實習服完預官役後，奉系主任程發軔旨雲先生之召，回

本系擔任助教。次年，考入本所碩士班，帶職進修。民國五十年（1961）六月，

碩士班畢業，改聘為講師。民國五十四年（1965）八月一日，升等為副教授，調

所服務。民國五十八年（1969）八月一日，升等為教授。民國八十七年（1998）

二月一日，退休，仍兼任本系教授，其後辭兼頤養。 

劉老師擔任課程以《左傳》與文字學為主，著述則以《左傳》為專門，分別

師承旨雲先生程發軔教授與笏之先生高鴻縉教授（1892.7.28-1963.6.18），尊師重

道，感念兩位恩師啟迪提攜之德。 
 

●系友林良老師千古——「語文並茂，福壽全歸」 

 

 
 

以散文「小太陽」著稱的兒童文學作家林良 2019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一過世，享耆壽九十六歲。  

圖／臺北書展基金會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9/12/24/1/7236565.jpg&s=Y&x=428&y=142&sw=468&sh=298&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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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良先生（1924.10.10-2019.12.23），本系 41 級國語專科班畢業，與本系退休

教授張孝裕、方祖燊與黃家定三位老師同期。自民國 54 年（1965）至民國 61 年

（1972），兼任本系老師，後任「國語日報社」董事長。林良先生為著名兒童文學

作家，福建省同安縣人，筆名子敏（用於《國語日報》「小亨利」與「淘氣的阿丹」）、

子安、路恆、克山（用於國語日報社《小作家月刊》）等，暱稱為小太陽、林爺爺、

林良爺爺。 

 

    以散文《小太陽》著稱的兒童文學作家林良，12 月 23 日（星期一）晨七時

在家中平靜過世，享耆壽九十六歲。他的三女林瑋說﹕「父親一直勉力寫作，沒

有任何病痛，安詳離開，最後一次『看圖說話』專欄，將在下周一《國語日報》

刊出。」文化部長鄭麗君說﹕「林良對臺灣兒童文學開創與發展影響深遠，是臺

灣文壇永遠溫暖的小太陽 

，將呈請總統褒揚。」 

    林良出生福建廈門，筆名子敏，淡江大學英國文學系、臺灣師範學院（今臺

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語專修科畢業。他任職國語日報社五十六年，曾任社長、

董事長，長年創作兒童文學，並寫作《小太陽》、《和諧人生》、《在月光下織錦》

等多本散文，在國語日報翻譯多年的「小亨利」與「淘氣的阿丹」專欄也膾炙人

口，讀者跨越臺灣四代人。 

    任職國語日報社期間，林良促成《兒童文學周刊》創刊、「兒童文學牧笛獎」

成立，另於 1984 年與文友發起「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擔任第一屆理事長。

曾獲國家文藝特別貢獻獎、金鼎獎終身成就獎、第十六屆國家文藝獎、全球華文

文學星雲特別獎等。 

    林良有三名女兒，許多著作內容都以家庭生活互動為主，《小太陽》就是他用

來形容當時初生的女兒。當初書中主角、今成《國語日報》主編的林瑋表示，她

最敬佩父親的就是非常有毅力，近廿年來她擔任父親「看圖說話」等專欄的主編，

父親從不拖稿，即使四年前小中風後無法寫長文，仍持續寫短文，意志驚人。 

    去年林良以九十五高齡發表新作《蝸牛：林良的七十八首詩》，獲書評網站

Openbook評選為最佳童書獎項，是臺灣有史以來最年長的得獎作家。林瑋說，近

三個月父親體力較弱，專欄改為父親口述、她抄寫後再讓父親確認，沒想到上周

幫父親抄的就是最後一期。 

【摘錄自 2019-12-24 00:06 聯合新聞網 聯合報 記者何定照／臺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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