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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高評學術專著、期刊論文 
 

A. 專書論著 
                               38512 字   V18   2023.3.22 

（一），研究方法 

 
01. 張高評：《科研選題與學術創新》（暫名），北京：九州出版社，修訂中 

02. 張高評：《論文寫作演繹》，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21.11，Pp.1～312。 

03. 張高評：《研究綜述與論文選題──以春秋、左傳、史記、宋詩、詩話為例》，

臺北：元華文創公司，2017，PP.1～416。 

04. 張高評：《論文選題與研究創新》，臺北：里仁書局，2013，PP.1～644。 

 

（二）《春秋》、《左傳》、史學 
 

05. 張高評：《左傳屬辭與文章義法》，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21.12，pp.1

～485。 

06. 張高評：《左傳英華》，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0.2，pp.1～387 

07. 張高評：《屬辭比事與春秋詮釋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9.12，

pp.1～720。 

08. 張高評：修訂重版《左傳之文學價值》，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9.7，

pp.1~359。 

09. 張高評：修訂重版《左傳導讀》，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9.7，pp.1~322。 

10.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臺北：新文

豐出版公司，2016，PP.1-581。 

11.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臺北：里仁書局，2011，PP.1-588。 

12.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PP.1-377。 

13.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PP.1-336。 

14. 張高評：《左傳之文韜》，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4，PP.1-269。 

15. 張高評：《左傳之武略》，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4，PP.1-262。 

16. 張高評：《左傳文章義法撢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PP.1-262。 

17. 張高評：《左傳之文學價值》，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PP.1-242。 

18. 張高評：《左傳導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PP.1-214。 

19. 張高評：《黃梨洲及其史學》，1978，PP.1-280，高雄師院國文研究所叢書，

又 1989.10，文津出版社影印再版，PP.1-281。又 2002.05，文津出版社三刷。 

 

（二）唐宋詩、詩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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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張高評：《宋詩特色之發想與建構》，臺北：元華文創公司，2018。 

21. 張高評：《清代詩話與宋詩宋調》，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7。 

22. 張高評：《唐宋題畫詩及其流韻》，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6，PP.1-406。 

23. 張高評：《《詩人玉屑》與宋代詩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2，PP.1-459。 

24. 張高評：《苕溪漁隱叢話與宋代詩學典範──兼論詩話刊行及其傳媒效應》，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2，PP.1-526。 

25. 張高評：《王昭君形象之轉化與創新：史傳、小說、詩歌、雜劇之流變》，臺

北：里仁書局，2011，PP.1-498。 

26. 張高評：《創意造語與宋詩特色》，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8，PP.1-580。 

27. 張高評：《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兼論圖書傳播與詩分唐宋》，臺北：里仁

書局，2008，PP.1-631。 

28. 張高評：《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PP.1-438。 

29. 張高評：《宋詩特色研究》，吉林長春：長春出版社，2002，PP.1-552。 

30. 張高評：《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臺南：成功大學出版組，2000，PP.1-364。 

31.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 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PP.1-559。 

32. 張高評：《宋詩之傳承與開拓》，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PP.1-604。 

 

（三）科普讀物 

 

33. 黃永武、張高評合著：《唐詩三百首鑑賞》（上、下）台北:尚友出版社，1983，

PP.1-951；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6.11，PP.1-1050。 

34. 張高評(主編、校閱、撰稿) ：《古文觀止鑑賞》（上下），台南：南一書局，

1999，PP.1-1383。 

35. 張高評(主編、校閱、撰稿) ：《古文觀止鑑賞》（10 冊，簡體字版），北京立

品出版公司（九州出版社），2017 

 

 
（四）編著、主編 

 
1. 張高評主編：《中文實用寫作二十講》，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6，

PP.1-314。 

2. 張高評主編：《實用中文寫作學》（五編），臺北：里仁書局，2015，PP.1-442。 

3. 張高評主編：《文學藝術與創意研發研究論文集》（四編），臺北：里仁書

局，2014，PP.1-466。 

4. 張高評主編：《修辭學之多元詮釋與教學運用演講集》，臺北：新文豐出版

公司，2013，PP.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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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張高評主編：《語言傳播與詩學評點──「修辭學之多元詮釋與教學」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2，PP.1-452。 

6. 張高評主編：《哲學美學與傳統修辭──「修辭學之多元詮釋與教學」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一），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2，PP.1-385。 

7. 張高評主編：《實用中文寫作學》（四編），臺北：里仁書局，2011。 

8. 張高評主編：《文學藝術與創意研發研究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11，
PP.1-432。 

9. 張高評主編：《宋代文哲研究集刊》創刊號，臺北：里仁書局，2011，
PP.1-310。 

10. 張高評主編：《實用中文講義》（下），臺北：三民書局，2010，PP.1-496。 

11. 張高評主編：《實用中文寫作學》（三編），臺北：里仁書局，2009，PP.1-792。 
12. 張高評主編：《傳統文化與經營管理研究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9，

PP.1-383。 
13. 張高評主編：《人文與創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8，

PP.1-358。 
14. 張高評主編：《實用中文講義》（上），臺北：三民書局，2008，PP.1-460。 
15. 張高評主編：《典範與創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7，

PP.1-482。 
16. 張高評主編：《宋代文學之會通與流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7，

PP.1-461。 
17. 張高評主編：《金元明文學之整合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7，

PP.1-470。 
18. 張高評主編：《清代文學與學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7，PP.1-484。 
19. 張高評主編：《文學數位製作與教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7，PP.1-202。 
20. 張高評主編：《實用中文寫作學續編》，臺北：里仁書局，2006，PP.1-421。 
21. 張高評主編：《實用中文寫作學》，臺北：里仁書局，2004，PP.1-495。 
22. 張高評(主編、校閱、撰稿) ：《古文觀止鑑賞》（上下），台南：南一書局，

1999，PP.1-1383。2002 年 3 月，4 刷。 
23. 張高評主編：《宋詩綜論叢編》，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3，PP.1-652。 
24. 張高評主編：《史記研究粹編》（上、下），高雄：復文書局，1992，PP.1-893。 
25. 張高評：《宋詩研究論著類目》初稿，1988，PP.1-52，自印本。 
26. 黃永武、張高評合編：《全宋詩》初稿，收宋人詩集 9000 餘家，1988。 
27. 黃永武、張高評合編：《宋詩論文選集》（全三冊），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1988，PP.1-551；PP.1-534；PP.1-558。 

 
B.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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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張高評：〈《史記》褒貶勸懲與《春秋》筆削昭義— —史傳文學求善之

研究〉， 投稿山東大學《文史哲》，審理中 

02. 張高評：〈《春秋》書「遂」與屬辭見義－－《春秋》義例之修辭與詮釋〉，

投寄《山西大學學報》，審理中 

03. 張高評：〈司馬遷史傳文學與歷史編纂學——義寓於敘事與實錄存真〉，

投稿山東大學《漢籍與漢學》，審理中     

04. 張高評：〈《左傳．晉楚邲之戰》及其敘戰之義法－－以筆削昭義、敘事

義法為例〉，已投寄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審理中 

05. 張高評：〈張自超《春秋宗朱辨義》與《春秋》書法 — —以敘事見本

末、發微闡幽為詮釋視角〉，投稿《經學文獻》研究集刊，審理中        

06. 張高評：〈《左傳．驪姬亂晉〉之敘事義法與〈春秋〉書法》〉，投稿《中

國經學》，審理中 

07. 張高評：〈程頤《春秋傳》及其《春秋》詮釋學〉，投稿《北方工業大學

學報》，審理中 

08. 張高評：〈蘇東坡詩與創意造語、新變代雄〉，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

中心《中國文化論叢》，已接受刊登 

09. 張高評：〈宋詩、詩話學的研究思路──張高評教授訪談錄〉，中國社會

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代文學研究前沿與評論》，已同意刊載。 

10. 張高評：〈秦穆公稱霸西戎與《左傳》比事見義之書法〉，香港嶺南大學

《嶺南學報》已接受，近期刊登 

11. 張高評：〈张自超《春秋宗朱辨義》与直書示義之書法〉，《中山大學學

報》，已接受，近期刊登 

12. 張高評：〈葉政欣教授《春秋》、《左氏》學三書述評〉，《國文天地》第

38 卷第 11 期（總第 442 期），2023.4。 

13. 張高評：〈朱熹〈觀書有感〉與宋人理趣詩〉，《國文天地》第 37 卷第

10 期（總第 442 期），2022.3，頁 72～78。 

14. 張高評：〈《春秋》筆削見義與傳統敘事學－－兼論《三國志》、《三國志

注》之筆削書法〉，山東大學《文史哲》學報，2022 年第 1 期（總第 388

期），頁 117～130。 

15. 張高評：〈《春秋》屬辭比事與《左傳》文章義法〉，《華中學術》第 36

辑（2021 年 12 月），頁 245～265。 

16. 張高評：〈結論寫作之法門與禁忌〉，《國文天地》第 37 卷第 3 期（總第

435 期），2021.8，頁 92～101 

17. 張高評：〈跨際會通與《春秋左氏傳》之研究－－《左傳英華》簡體版

〈自序〉，《國文天地》第 37 卷第 2 期（總第 434 期），2021.7，頁 70～

74。 

18. 張高評：〈緒論寫作之要領與避忌〉，《國文天地》第 37 卷第 1 期（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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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期），2021.5，頁 63～72。 

19. 張高評：〈摘要與關鍵字的寫作要領〉，《國文天地》第 36 卷第 10 期（總

第 430 期），2021.3，p.60～71。 

20. 張高評：《春秋》屬辭約文與文章修辭 －－ 中唐以前之《春秋》詮釋

法〉，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漢籍與漢學》2021 年第一輯（總第八

輯），頁 65～101。 

21. 張高評：〈《春秋》比事屬辭與《左傳．驪姬亂晉》之敘事義法〉（上）

南京鳳凰出版社《古典文學知識》2021 年第 1 期（總第 215 期，2021

年 1 月），頁 107～114。 

22.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中國敘事傳統〉，《單周堯教授七秩華誕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2020 年 11 月，香港中華書局，頁 689～710。 

23. 張高評：〈蘇軾〈赤壁賦〉之創意詮釋〉，新加坡《華文學刊》（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2021 年（6 月），頁 3～24。 

24. 張高評：〈宋代印刷傳媒與讀者之接受反應〉，《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第

41 卷第 2 期（總 200 期），p.82～91。 

25. 張高評：〈人文學門課程的實用性與創意化－－《實用中文寫作學》六

編自序〉，《國文天地》第 36 卷第 6 期（總第 426 期），2020.11，p.77～

86。 

26. 張高評：〈創意發想與學術研究〉（精簡版），《國文天地》第 36 卷第 5

期（總第 425 期），2020.10，p.11～14。 

27. 張高評：〈《王昭君變文》之新變與創發－－敦煌寫卷與唐宋昭君詩之比

較〉，香港大學《饒宗頤教授百歲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

中華書局，2020.9，頁 1240～1268。 

28. 張高評：〈研究構想與學界成果述評－－從問題意識到理想選題的心路

歷程（三）〉，《國文天地》第 36 卷第 4 期（總第 424 期），2020.9，p.110

～114。 

29. 張高評：〈研究構想與學界成果述評－－從問題意識到理想選題的心路

歷程（二）〉，《國文天地》第 36 卷第 3 期（總第 423 期），2020.8，p.88

～92。 

30. 張高評：〈研究構想與學界成果述評－－從問題意識到理想選題的心路

歷程（一）〉，《國文天地》第 36 卷第 2 期（總第 422 期），2020.7，p.103

～10。 

31. 張高評：〈《左傳》「齊連稱管至父弒襄公」的敘事義法〉，南京鳳凰出版

社《古典文學知識》2020 年第 3 期（總第 210 期，2020.5），p.110～120。 

32. 張高評：〈《左傳》敘事見本末與《春秋》書法〉，費君清、劉家思等主

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論叢》，杭州：杭州工商大學出版社，2020.4，

頁 15～35。 

33. 張高評：〈《史记》忌諱敘事与《春秋》書法－－以征伐匈奴之相關人事

为例〉，費君清、劉家思等主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論叢》，杭州：杭

州工商大學出版社，2020.4，頁 36～70。 

34. 張高評：〈杜甫詩史、敘事傳統與《春秋》書法〉，費君清、劉家思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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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論叢》，杭州：杭州工商大學出版社，2020.4，

頁 150～180。 

35. 張高評：〈屬辭比事與《春秋》宋學之創造性詮釋〉，費君清、劉家思等

主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論叢》，杭州：杭州工商大學出版社，2020.4，

頁 191～205。 

36. 張高評：〈鄭莊公稱雄天下與《左傳》之敘事義法〉，南京鳳凰出版社《古

典文學知識》2019 年第 2 期（總第 209 期，2020.3），p.88～99。 

37. 張高評：〈《左傳》敘事見本末與《春秋》書法〉，《中山大學學報》2020

年第 1 期（1 月，第 60 卷，總 283 期），頁 1～13。 

38. 張高評：〈《史記》忌諱敘事與《春秋》書法－－以征伐匈奴之相關人事

為例〉，《嶺南學報》復刊第十二輯，2019.12，P.19～59。 

39. 張高評：〈「魯桓公薨于齊」與《春秋》《左傳》之詮釋〉，《國文天地》

第 35 卷第 7 期（總 415 期），2019.12，p.113～118。 

40.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中國敘事傳統〉，《單周堯教授七秩華誕國際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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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11 月），PP.1-57。 
288. 張高評：〈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賞析〉，《國文天地》4 卷 5

期（1988 年 10 月），PP.48-49。 
289. 張高評：〈《全宋詩》之編纂與資料管理系統之建立〉，《漢學研究通訊》

七卷九期（1988 年 9 月），PP.138-140。 
290. 張高評：〈宋代禽言詩之欣賞與研究〉，《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論

文集》第 1 號（1988 年 6 月），PP.263-306。 
291. 張高評：〈體物華妙見清真－周邦彥〈六醜〉詞欣賞〉，《國文天地》

37 期（1988 年 6 月），PP.68-71。 
292. 張高評：〈從《宋詩研究論著類目》、《宋詩論文選集》，看宋詩研究的

方法和趨向〉，《書目季刊》23 卷 2 期（1988 年 5 月），PP.23-31。 
293. 張高評：〈《全宋詩》編纂經過〉，《中華詩學季刊》6 卷 1 期（1988 年，

秋季），PP.7-9。 
294. 張高評：〈〈木蘭詩〉賞析〉，《國文天地》4 卷 12 期（1987 年 5 月），

PP.96-98。 
295. 張高評：〈左氏兵法評證〉，《高雄工專學報》14 期（1984 年 12 月），

PP.1-19。 
296. 張高評：〈左傳之文學理論與實際〉，《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7 卷 11

期（1984 年 12 月），PP.1010-18。 
297. 張高評：〈「左氏浮誇」析論〉，《孔孟學報》48 期（1984 年 9 月），

PP.193-213。 
298. 張高評：〈左傳兵學及其思想〉，《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7 卷 7 期（1984

年 7 月），PP.18-25。 
299. 張高評：〈左傳兵學評論〉，《三軍聯合月刊》22 卷 3 期（1984 年 5 月），

PP.63-69。 
300. 張高評：〈左傳美學的和諧理論〉，《孔孟學報》47 期（1984 年 4 月），

PP.175-192。 
301. 張高評：〈左傳論為將之道〉，《國學新探》創刊號（198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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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7-45。 
302. 張高評：〈顧涇陽先生的教育思想〉，《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2 卷 5 期

（1979 年 5 月），PP.41-47。 
303. 張高評：〈劉申叔先生〈中國文字流弊論〉平議〉，《學粹》20 卷 4 期

（1978 年 9 月），PP.1-5。 
 
 

C、研討會論文集（經審查、增訂，專書論文已出版） 

01. 張高評，〈屬辭見義與中國敘事傳統〉，《中國古籍文化研究．稻畑耕一郎榮

休紀念集》，東京：株氏會社東方書店，2018 年 3 月，p.307～326。 
02. 張高評，〈宋代樂土意識與人間桃源〉，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臺灣師大文學

院陳登武、吳有能編《誰的烏托邦 500 年來的反思與辯證》（臺北：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7 年 8 月），PP.59-100。 
03. 張高評，〈屬辭比事與《春秋》之微辭隱義──以章學誠之《春秋》學為討論

核心〉，《饒學與華學》下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6 年 6 月），

PP.616-633。 
04. 張高評，〈即事顯義與以經明經――兼論張自超、方苞之《春秋》學〉。國立

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編《聯藻於日月，交彩於風雲：2013 年近現代中國

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5 年），PP.1-62。 
05. 張高評，〈朱熹之《春秋》觀──據實直書與朱子之徵實精神〉，國立臺灣大

學中文系、中國經學研究會主編：《第八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

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5 年），PP.353-390。 
06. 張高評，〈詩、畫、禪與蘇軾、黃庭堅詠竹題畫研究──以墨竹題詠與禪趣、

比德、興寄為核心〉，香港浸會大學張宏生主編《宋元文學與宗教》（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PP.1-46。 
07. 張高評，〈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敘錄》述評──論劉逢祿「《左氏》不傳《春

秋》」說〉，中研院文哲所蔡長林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民國時

期經學經學研究》第四冊春秋、四書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
年），PP.149-179。 

08. 張高評，2014.12，〈《春秋》書法與「義」在言外──比事見義與捨傳求經〉，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清代學術研究中心《第三屆臺灣南區大學中文系

聯合學術會議論文集》，PP.89-135。 
09. 張高評，〈方東樹《昭昧詹言》論創意與造語──兼論宋詩之獨創性與陌生化〉，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清代學術研究中心：《文與哲．清代學術論叢》（2014
年），PP.97-134。 

10. 張高評，〈「于敘事中寓論斷」與藉事明義──以《左傳》解經為討論核心〉，

嶺南大學中文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嶺南大學經學國際學術研討



 

 

共 41頁第 22頁 

22 

會論文集》（2014 年），PP.505-532。 
11. 張高評，〈《春秋》曲筆直書與《左傳》屬辭比事──以《春秋》書薨、不手

弒而書弒為例〉，高師大《修辭學與國語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從台灣文

學出發》論文集（2013 年），PP.129-170。 
12. 張高評，〈花、竹、鳥、蟲題詠與不犯正位──黃庭堅題畫詩「禪思與詩思」

之研究〉，張鳴主編《宋代都市文化與文學風景》（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

社，2013 年），PP.326-349。 
13. 張高評，〈《苕溪漁隱叢話》與宋代詩學之雙重模態──兼論杜甫為宋代詩學

典範〉，楊國安主編、吳河清主編：第七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年），PP.501-512。 
14. 張高評，〈〈明妃曲〉之唱和與創造性思維──以宋詩題詠畫圖妍媸、紅顏禍

福為例〉，陳致主編《中國詩歌傳統及文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PP.423-469。 

15. 張高評，〈仿擬修辭與宋代詩學之學古論──以《苕溪漁隱叢話》為例〉，張

高評主編《語言傳播與詩學評點──「修辭學之多元詮釋與教學運用」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2 年），PP.159-202。 
16. 張高評，〈《苕溪漁隱叢話》東坡卷之意義──兼論胡仔之典範觀〉，香港大

學中文學院主編《東方詩話學第七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

大學，2012 年），PP.581-609。 
17. 張高評，〈陳之藩散文與創造性思維──以獨創思維、組合思維、類比思維為

例〉，《花開的樹．陳之藩先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成功大學文學

院，2012 年），PP.93-114。 
18. 張高評，〈《漢宮秋》之細節描寫與轉化創新〉，第六屆《實用中文寫作學》

（臺南：成功大學中文系，2011 年），PP.。 
19. 張高評，〈創造性思維與文學創新──以宋詩之組合思維、開放思維、獨創思

維為例〉，張高評主編第四屆《實用中文寫作學》四編（臺北：里仁書局，

2011 年），PP.55-104。 
20. 張高評，〈宋代雕版印刷之傳媒效應－－以谷登堡活字印刷作對照〉，單周堯

主編《東西方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PP.88-114。 
21. 張高評，〈《春秋》書法之修辭觀〉，汪榮祖主編《錢鍾書詩文叢說──錢鍾書

教授百歲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壢：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1
年），PP.331-380。 

22. 張高評，〈潘天壽題畫詠畫詩初探──以題詠花鳥為例〉，潘天壽基金會編《潘

天壽與傳統詩詞》（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 年），PP.186-199。 
23.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詩化修辭──以《左傳》之敘事藝術為例〉，香港中

文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化研究所古籍研究中心主編《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PP.301-335。 
24. 張高評，〈張鎡《仕學規範》與北宋文論〉，明道大學中國文學學系主編《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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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散文研究論集》（2010 年），PP.497-537。 
25. 張高評，〈禪思與詩思之會通：論蘇軾黃庭堅以禪為詩〉，《第 1 回唐．宋文

學與佛學國際學術會議》（韓國首爾：東國大學校，2010 年），PP.1-15。 
26. 張高評，〈詩情畫意與清初台灣之海洋詩賦〉，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金門縣

文化局《200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PP.405-422。 
27. 張高評，〈《左傳》《史記》兵謀與策略規劃──以城濮之戰、楚漢之爭為例〉，

《傳統文化與經營管理研究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9 年），

PP.293-317。 
28. 張高評，〈圖書傳播與宋詩特色──宋代印刷文化史研究之一〉，第五屆《宋

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9 年），PP.1-15。 
29. 張高評，〈劉知幾之《左傳》學——兼論詩化之史學觀〉，《隋唐五代經學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哲論集 16】（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出版，2009 年），PP.537-571。 
30. 張高評，〈歐陽脩花鳥詩與宋詩特色──兼論遷謫詩與比興寄託〉，國立臺灣

大學中文系主編《紀念歐陽脩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PP.307-359。 

31. 張高評，〈蘇軾黃庭堅之創體與遺妍之開發──以〈薄薄酒〉理趣詩為例〉，

張高評主編《人文與創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

PP.131-158。 
32. 張高評，〈「詩畫相資」與宋詩之創造思維──宋代詩畫美學與跨際會通〉，陳

維德．韋金滿等主編《唐宋詩詞研究論集》（彰化：明道大學中文系、國學

研究所出版，2008 年），PP.372-417。 
33. 張高評，〈陸游讀詩詩與南宋讀書詩之嬗變──從資書為詩到比興寄託〉，國

科會人文處、彰化師大國文系主編《台灣學術新視野──中國文學之部（一）》

《國科會人文處中文學門 90-94 年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2007 年）， 
PP.353-386。 

34. 張高評，〈同題競作與宋詩之遺妍開發──以〈陽關圖〉、〈續麗人行〉為例〉，

《宋代文學之會通與流變》，《近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之ㄧ（台

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7 年），PP.57-105。 
35. 張高評，2006.12，〈杜集刊行與宋詩宗風——兼論印本文化與宋詩特色〉，

章培恆主編《中國中世文學研究論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PP.556-632。 
36. 張高評， 〈北宋讀詩詩與宋詩之學唐變唐〉，沈松勤主編《第四屆宋代文學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年），PP.148-160。 
37. 張高評，〈蘇轍《春秋集解》以史傳經初探〉，蔣秋華等主編《宋代經學國際

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6 年），PP.371-402。 
38. 張高評，2006.09，〈宋代禽言詩與化俗為雅──從遺妍開發、創意造語切入〉，

中興大學中文系陳器文主編《第六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文學與經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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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 年），PP.211-244。 
39. 張高評，〈命名取號之策略〉，《實用中文寫作學》續編，第二屆「實用中

文寫作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6 年），PP.85-118。 
40. 張高評，〈《史記》敘事藝術與詩歌語言〉，政治大學中文系主編《第五屆漢

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5 年），

PP.181-216。 
41. 張高評，〈辛棄疾詠物詩與唐宋詩之流變〉，劉慶雲、陳慶元主編《稼軒新

論》（福州：海風出版社，2005 年），PP.94-114。 
42. 張高評，〈北宋史家詠史詩之書法史筆〉，張廷杰編《第三屆宋代文學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 年），PP.64-79 
43. 張高評，〈印本文化與南宋陳普詠史組詩〉，臺灣大學中文系主編《唐宋元

明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大安書局，2005 年），PP.201-241。 
44. 張高評，〈焦循《春秋左傳補疏》芻議〉，楊晉龍主編《清代揚州學術》（南

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 年），PP.307-351。 
45. 張高評，〈南宋詠史詩之新變—以三大詩人詠史為例〉，《遨遊在中古文化的

場域——六朝唐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4 年），

PP.243-279。 
46. 張高評，〈文學鑑賞及其寫作策略〉，《實用中文寫作學》（臺北：里仁書

局，2004 年），PP.109-168。 
47. 張高評，〈清初宋詩學與唐宋詩之異同〉，《第三屆國際暨第八屆清代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上）（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2004 年），

PP.87-122。 
48. 張高評，〈《左傳》《史記》的現代意義〉，《人文研究與語文教育：文字、文

學、文化》（臺北：臺灣師大實習輔導處，2004 年），PP.117-150。 
49. 張高評，〈創造思維與宋詩特色〉，《中山思想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專

刊》（民雄：吳鳳技術學院，2004 年），PP.217-229。 
50. 張高評，〈北宋詠史詩與《史記》楚漢之爭——古籍整理與宋詩特色研究之

二〉，《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

理研究所，2003 年），PP.419-441。 
51. 張高評，〈南宋使金詩與邊塞詩之轉折〉，莫礪鋒編《第二屆宋代文學國際研

討會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 年），PP.395-443。 
52. 張高評，〈《左傳》敘戰與資鑑使命——以兵法謀略為例〉，《儒道學術國際研

討會——先秦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02 年），

PP.359-370。 
53. 張高評，〈北宋使遼詩之主題與風格〉，《宋元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

東吳大學中文系，2002 年），PP.453-518。 
54. 張高評，〈紀遊與遷謫─以東坡山谷詩為例〉，《旅行與文藝國際會議論文集》

（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2001 年），PP.14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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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張高評，〈蘇軾詠物詩與創意造語－－以詠花、詠雪為例〉，輔仁大學中文系

《千古風流－－東坡逝世九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臺北：洪葉文化公司，2001
年），PP.107-148。 

56. 張高評，〈黃澤論《春秋》書法－－《春秋師說》初探〉，《元代經學國際研

討會論文集》（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 年），

PP.579-623。 
57. 張高評，〈《東坡詩論》的學術價值〉，《海峽兩岸蘇雪林教授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下）（高雄：亞太綜合研究部，2000 年），PP.791-810。 
58. 張高評，〈南宋昭君詩之接受與誤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主編，《第

五屆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宋代詩學》（2000 年）， PP.403-450。 
59. 張高評，〈宋詩研究的面向和方法〉，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文

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學卷》（2000 年），

PP.304-310。 
60. 張高評，〈王昭君形象之流變與唐宋詩風之異同—北宋詩之傳承與開拓〉，中

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轉換期之文藝現象》

（2000 年），PP.487-526。 
61. 張高評，〈韋莊〈秦婦吟〉與唐宋詩風之嬗變—以敘事、詩史、破體為例〉，

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9 年 1 月），

PP.379-412。 
62. 張高評，〈兩岸《全宋詩》所據版本之比較研究—以北宋為例〉，古委會秘書

處編《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2
月），PP.268-289。 

63. 張高評，〈高攀龍《春秋孔義》初探—以「取義」為例〉，《明代經學國際研

討會論文集》（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6 年 6 月），

PP.17-38。 
64. 張高評，〈自成一家與宋詩特色〉，成功大學中文系所主編《第一屆宋代文學

研討會論文集》（1995 年 5 月，高雄市：麗文文化公司），PP.91-147。 
65. 張高評，〈《南雷詩歷》與傳記詩學〉，方祖猷等主編《論浙東學術》（1995

年 2 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PP.285-301。 
66. 張高評，〈方苞義法與《春秋》書法〉，《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4

年 6 月，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PP.215-246。 
67. 張高評，〈宋詩特色之自覺與形成〉（一萬五千字）《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論

文集》（1991 年 10 月，四川大學出版社），PP.301-326。 
68. 張高評，〈宋代禽言詩形成之背景〉，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第二

屆所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0 年 5 月），PP.83-103。 
69. 張高評，〈宋詩翻案之層面與價值〉，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第一

屆所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89 年 5 月），PP.16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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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其他論文 

 
01. 張高評，〈從傳播、閱讀到接受反應──圖書刊行與文風士習〉，《承前起後

──中國文化講座彙編》 (香港：學海書樓，2019 年)，PP.1-28。 
02. 張高評，〈屬辭見義與中國敘事傳統〉，《中國古籍文化研究．稻畑耕一郎教

授退休紀念論集》上卷（東京：早稻田大學中國古籍文化研究所，2018 年），

PP.307-325。 
03. 張高評，〈《春秋》筆削與敘事傳統〉，王文進教授《裴松之三國學新論》，〈序〉

（2017 年），PP.1-4。 
04. 張高評，〈陳之藩散文與創造性思維──以獨創思維、組合思維、類比思維為

例〉，輯入《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第 83 輯（臺南：國立臺灣文學

館，2016 年 12 月），PP.229-249。 
05. 張高評，〈清初臺灣海洋詩與宋調特徵〉，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西灣．香江

論學集》（2016 年），PP.265-288。 
06.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中國敘事傳統〉，《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

兼文章考論」》，〈自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6 年 7 月），

PP.ⅰ-ⅹⅹⅴ。 
07. 張高評，〈改革、轉化、創新、應用──《中文實用寫作》二十講．代序〉，

《國文天地》370 期（第 31 卷第 10 期，2016 年 3 月），PP.53-55。 
08. 張高評，〈商量與創新〉（代序），《哲學美學與傳統修辭──「修辭學之

多元詮釋與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2 年），

PP.1-5。 
09. 張高評，〈命名取號〉，王偉勇主編《實用中文與寫作要領》（臺北：里仁書

局，2012 年），PP.1-26。 
10. 張高評，〈創造性思維與文學創新〉，王偉勇主編《實用中文與寫作要領》（臺

北：里仁書局，2012 年），PP.101-140。 
11. 張高評，〈經典轉化寫作〉，王偉勇主編《實用中文與寫作要領》（臺北：里

仁書局，2012 年），PP.101-140。 
12. 張高評，〈詩學與醫學〉（自序），《《詩人玉屑》與宋代詩學》（臺北：新文豐

出版公司，2011 年），PP.1-6。 
13. 張高評，〈傳播、閱讀、接受、反饋〉（自序），《苕溪漁隱叢話與宋代詩學典

範──兼論詩話刊行及其傳媒效應》（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1 年），

PP.1-5。 
14. 張高評，〈經典之轉化與文學之創新〉（自序），《王昭君形象之轉化與創新：

史傳、小說、詩歌、雜劇之流變》（臺北：里仁書局，2011 年），PP.Ⅶ-Ⅹ。 
15. 張高評，〈發想有方，創意無限〉（代序），《文學藝術與創意研發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11 年），PP.Ⅰ-Ⅳ。 
16. 張高評，〈孤明先發，前沿研究在宋代〉（創刊詞），《宋代文哲研究集刊》（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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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里仁書局，2011 年），PP.Ⅰ-Ⅱ。 
17. 張高評，〈《春秋》書法之修辭觀〉（自序），《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臺北：

里仁書局，2011 年），PP.3-33。 
18. 張高評，〈學以致用與體用合一〉（代序），《實用中文講義》（下）（臺北：三

民書局，2010 年），PP.1-18。 
19. 張高評，〈談說的藝術〉，《實用中文講義》（下）（臺北：三民書局，2010 年），

PP.105-124。 
20. 張高評，〈研究計畫寫作〉，《實用中文講義》（下）（臺北：三民書局，2010

年），PP.218-242。 
21. 張高評，〈從傳統經典建構華人管理學〉（代序），《傳統文化與經營管理研究

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9 年），PP. Ⅰ-Ⅳ。 
22. 張高評，〈穩操勝算的屠龍之技──實用中文寫作〉，《實用中文寫作學》（三

編）（臺北：里仁書局，2009 年），PP. Ⅰ-Ⅵ。 
23. 張高評，〈創發開拓，各領風騷〉，《創意造語與宋詩特色》（自序）（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2008 年），PP.1-7。 
24. 張高評，〈文學藝術創作與創意思考〉，《人文與創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代

序）（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PP. Ⅰ-Ⅵ。 
25. 張高評，〈語文教學，應當兼顧實用化、生活化和現代化〉（自序），《實用中

文講義》（上）（臺北：三民書局，2008 年），PP.1-7。 
26. 張高評，〈印刷文化史之探討，學科整合之研究〉（自序），《印刷傳媒與宋詩

特色──兼論圖書傳播與詩分唐宋》（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PP.Ⅰ-Ⅶ。 
27. 張高評，〈數位科技，期待創意人文〉（代序），《典範與創意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臺北：里仁書局，2007 年），PP.Ⅰ-Ⅴ。 
28. 張高評，〈印刷傳媒之發用與宋代近世之特徵〉（代序），《中國近世文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 年），PP.1-14。 
29. 張高評，〈印刷傳媒與宋代學術研究〉（代序），《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13

期（高雄：麗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年），PP.1-2。 
30. 張高評，〈中文寫作的實用性、生活化、現代感〉（代序），《實用中文寫作學

續編》（臺北：里仁書局，2006 年），PP.1-5。 
31. 張高評，〈新變自得與宋詩之創意思考〉，《陳滿銘教授七秩榮退誌慶論文集》

（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5 年），PP.254-270。 
32. 張高評，〈經學與文學的會通〉，林明德策畫《中國文學新境界——反思與觀

照》（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年），PP.207-246。 
33. 張高評，〈雕版印刷與宋代文學之交互反饋（代序）〉，《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第 10 期（高雄：麗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PP.1-6。 
34. 張高評，〈務實固本，學以致用〉，《實用中文寫作學》代序（臺北：里仁書

局，2004 年），PP.1-4。 
35. 張高評，〈宋詩新變與自成一家〉，《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代序（臺北：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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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樓圖書公司，2004 年），PP.1-8。 
36. 張高評，〈《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博士論文總目提要》序〉（臺北：

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 年），PP.1-2。 
37. 張高評，〈跳脫陳窠，打造未來〉（序），國文科數位教學博物館主編《第二

屆國文科教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系，2004 年），PP.1-4。 
38. 張高評，〈文學教育與語文表達〉，林明進著《創意與整合的寫作》（台北：

國語日報，2003 年），PP.3-6。 
39. 張高評，〈從《宋代文學研究叢刊》談宋詩研究之面向和選題（代序）〉，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8 期（2002 年 12 月），PP.1-6。 
40. 張高評，〈《左傳》預言之基型與作用〉，彭林編《經學研究論文選》（上海：

上海書店，2002 年 6 月），PP.288-304。 
41. 張高評，〈唐宋文學研究概況〉，輯入龔鵬程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研究》

（臺北：學生書局，2001 年 3 月），PP.179-216。 
42. 張高評，〈高攀龍《春秋孔義》的解經方式〉，《劉正浩先生七秩壽誕論文集》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 年 8 月），PP.199-226。 
43. 張高評，〈黃梨洲之歷史哲學〉，《周虎林先生六秩榮慶論文集》（高雄：麗文

文化公司，1999 年 7 月），PP.1-38。 
44. 張高評，《《史記》之文學研究——史傳文學與傳記文學》，86 學年度教授休

假論文（1999 年 3 月），PP.1-46。 
45. 張高評，〈宋代文學研究面面觀(代序)〉，《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三期

（1997 年 9 月），PP.1-8。 
46. 張高評，〈「破體出位」與宋代文學的整合研究〉，楊海明《唐宋詞史》

代序（高雄市：麗文文化公司，1996 年 2 月），PP.1-3。 
47. 張高評，〈王水照《蘇軾論稿》讀後──《蘇軾論稿》代序〉（台北萬

卷樓圖書公司，1994 年 9 月），PP.1-10。 
48. 張高評，〈詩禪交融與宋詩研究〉，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序（高

雄麗文文化公司，1994 年 9 月），PP.1-2。 
49. 張高評，〈如何利用圖書館實施國文科教學--以高中國文第三冊為例〉，

八十二學年度北區高中國文科教師圖書館利用教育研習會《研習實錄》

（南投：埔里高中，1994 年 6 月），PP.82-99。 
50. 張高評，〈談作文與修辭〉，《國語文演講專輯》（高雄市七賢國民小學

輔導叢書之三十八，1994 年 6 月），PP.1-39。 
51. 張高評，〈《左傳》敘事語言之形象化與精煉性—史筆與詩筆研究之一〉，《林

尹教授逝世十週年學術論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年 6 月），

PP.243-253。 
52. 張高評，〈宋詩在詩史上之價值《宋詩綜論叢編》代序〉（高雄市麗文

出版社，1993 年 3 月），PP.1-3。 
53. 張高評，〈黃庭堅、江西詩派與宋詩研究〉，傅璇琮《黃庭堅和江西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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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卷》代序（高雄市麗文出版社，1993 年 3 月），PP.967-971。 
54. 張高評，〈月夜懷人的悲歌—沈佺期〈古意呈喬補缺知之〉賞析〉，《高

中國文古典詩詞曲鑑賞》（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 年 11 月），PP.92-98。 
55. 張高評，〈詩歌選粹與鑑賞方法〉，《高中國文古典詩詞曲鑑賞》（國文

天地雜誌社，1989 年 11 月），PP.1-17。 
56. 張高評，〈世世相親作芳鄰—白居易〈欲與元八卜鄰先有是贈〉賞析〉，

《高中國文古典詩詞曲鑑賞》（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 年 11 月），

PP.116-120。 
57. 張高評，〈宋詩與翻案〉，輯入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主編《宋

代文學與思想》（1989 年 8 月），PP.215-258。 
58. 張高評，〈左傳史論之原始與作用〉，《高仲華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

（1988 年 4 月），PP.433-455。 
59. 張高評，《宋詩研究論著類目初稿》（1988 年 5 月），PP.1-52，自印本。 
60. 張高評，〈中國散文之理論〉，收入《中國散文之面貌》（台北：中央文物供

應社，1984 年 5 月），PP.1-29。 
61. 張高評，〈中國散文之種類〉，收入《中國散文之面貌》（台北：中央文物供

應社，1984 年 5 月），PP.31-55。 
 
 
E. 研討會論文 
  

01. 張高評，〈《左傳》〈晉楚邲之戰〉及其敘戰之義法－－以或筆或削、敘

事義法為例〉，成功大學中文系主辦「第二屆《群書治要》國際學術研

討會—《左傳》學之多元詮釋」，2020 年 9 月 11 日～12 日，p.1～34。 

02. 張高評，〈以賦為文與《史記》之敘事藝術－－以〈滑稽列傳〉〈貨殖列

傳〉〈太史公自序〉為例〉，「第六届中国文体学研讨会 」，中山大學中

文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辦，2019.11.22～24，p.1~13。 

03. 張高評，〈杜甫詩史與六義比興－－杜甫敘事歌行與中國敘事傳統〉，浙

江大學中文系主辦「杜甫研究高端論壇」，2019/11/8～10，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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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經學研究室，2019.7.18～19，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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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29。 
63. 張高評，2010.12.3-5，〈〈明妃曲〉之唱和與創造性思維：以宋詩題詠畫圖妍

媸、紅顏禍福為例〉，「中國詩歌傳統與文本研究」國際論壇，香港浸會大學

中文系、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PP.1-32。 
64. 張高評，2010.11.26-27，〈黃永武先生的學術成就〉，「2010 黃永武先生學術

研討會」，嘉義：南華大學，PP.1-12。 
65. 張高評，2010.11.5-6，〈陳之藩散文與創造性思維〉，「陳之藩教授國際學術

研討會」，成功大學文學院主辦，台南：成功大學，PP.1-13。 
66. 張高評，2010.10.8-10，〈《甌北詩話》《石洲詩話》說宋詩──以蘇軾、黃庭

堅詩為討論核心〉，「第六屆清代學術研討會」，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

心及中國文學系主辦，高雄：中山大學，PP.1-27。 
67. 張高評，2010.6.26，〈禪思與詩思之會通：論蘇軾黃庭堅以禪為詩〉，「第一

回 唐宋文學與佛學國際學術會議」，韓國東國大學中文系主辦，韓國：首爾，

PP.1-14。 
68. 張高評，2010.5.28-29，〈苕溪漁隱論宋詩宋調──以歐、王、蘇、黃詩風為

例〉，「詮釋、比較與建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中文

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主辦，香港：中文大學，PP.1-24。 
69. 張高評，2010.5.22，〈〈明妃曲〉之唱和與宋詩之創意造語──以「和親之是

非」為討論核心〉，大阪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第 14 屆《宋代文學研究談話

會》，PP.1-32。 
70. 張高評，2010.3.8-9，〈《詩人玉屑》之編印與宋代詩學之傳播——詩話筆記

之徵引與寫本印本之反饋〉，「中國典籍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

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主辦，北京：北京大學，PP.1-28。 
71. 張高評，2010.1.27，〈演講詞寫作〉，第五屆「實用中文寫作學術研討會」，

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系，PP.1-34。 
72. 張高評，2010.1.7，〈評《詩人玉屑》述「自得自到」──兼論印本寫本傳播

與接受反饋〉，「物質文化與人文傳統」學術研討會，臺灣大學主辦，臺北：

臺灣大學，PP.1-26。 
73. 張高評，2009.12，〈《春秋》書法疏證──錢鍾書「《春秋》書法，實即文章

之修詞」闡說〉，「錢鍾書教授百歲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大學人文研

究中心、中央大學文學院主辦，中壢：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PP. 131-162。 
74. 張高評，2009.12，〈潘天壽題畫詠畫詩初探──以題詠花鳥為例〉，「2009 年“潘

天壽與傳統詩學”海峽兩岸研討會」，潘天壽基金會、浙江美術學院主辦，杭

州：潘天壽基金會，PP.1-16。 
75. 張高評，2009.11，〈傳世經典的致用和創新〉，「首屆海峽國學高端研討會」，

厦門篔簹書院、厦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合辦，PP.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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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張高評，2009.11，〈《詩人玉屑》「選字下字」說述評──以意新語工為討論

核心〉，「中國第四屆唐宋詩詞國際學術研討會」，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承

辦、中國韻文學會合辦，杭州：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PP.1-26。 
77. 張高評，2009.10，〈詩情畫意與清初台灣之海洋詩賦〉，「2009 閩南文化國際

學術研討會」，成功大學、金門技術學院合辦，頁 1-30。 
78. 張高評，2009.10，〈《詩人玉屑》「意在言外」說述評—以含蓄、寄託、諷興

為核心〉，「第六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成都：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PP.1-22。 
79. 張高評，2009.8，〈評《詩人玉屑》述詩家造語───以創意之詩思為核心〉，

「第六屆東方詩話國際學術大會」，延邊大學、東方詩話研究所合辦，吉林

延邊：延邊大學，PP.1-32。 
80. 張高評，2009.8，〈評《詩人玉屑》述沿襲與點化────傳播與接受之詮釋〉，

「中國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馬來亞大學中文系、武漢大學

中文系合辦，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PP.1-22。 
81. 張高評，2009.5，〈「于敘事中寓論斷」與以事為義──以《左傳》解經為討

論核心〉，「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嶺南大學中文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合辦，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PP.1-19。 
82. 張高評，2009.5，〈「和而不同」與「同而不和」的現代詮釋〉，「衝突對話

與文明建設」國際學術研討會。澳門：澳門大學社科院和人文學院，PP.1-10。 
83. 張高評，2009.5，〈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文學名篇與創造思維〉，第三屆

「思維與創作學術研討會」，國立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主辦，PP.1-21。 
84. 張高評，2009.1，〈《春秋》書法與詩化修辭──以《左傳》之敘事藝術為例〉，

「古道照顏色──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文

系、古籍研究中心主辦，PP.1-19。 
85. 張高評，2008.12，〈破體出位與創造性思維──宋代文體分類學的新詮釋〉，

「中國文體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文學遺產》論壇」，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

《文學遺產》主辦，PP.1-19。 
86. 張高評，2008.12，〈創意與寫作─以宋詩名篇為例〉，第四屆「實用中文寫作

學術研討會」，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系，PP.1-28。 
87. 張高評，2008.12，〈國文教學的實用化與創意化〉，「中國語文課程與教學國

際論壇」，屏東：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PP.1-37。 
88. 張高評，2008.11，〈宋學與宋代詩學〉，「第二屆宋代學術國際研討會」，嘉

義：嘉義大學中文系，PP.1-25。 
89. 張高評，2008.11，〈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敘錄》述評──論劉逢祿「《左氏》

不傳《春秋》」說〉，「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1912-1949)」，第四次學術研

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PP.1-19。 
90. 張高評，2008.10，〈張鎡《仕學規範》論作文──從閱讀、反應、文氣諸觀

點切入〉，「唐宋散文學術研討會」，彰化：明道大學中文系暨國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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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22。 
91. 張高評，2008.6，〈《詩人玉屑》論創意與造語──以不犯正位之詩思為例〉，

九十六學年度國立成功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文學藝術與創意研發標竿創

新計畫，第四屆「文學藝術與創意研發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南：國立成功

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PP.1-24。 
92. 張高評，2008.6，〈方東樹《昭昧詹言》論創意與造語──兼論宋詩之獨創性

與陌生化〉，第四屆國際暨第九屆「全國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高雄：國

立中山大學中文系主辦，PP.1-22。 
93. 張高評，2008.1，〈海上書籍之路與日本之圖書傳播──以宋代雕板印刷之傳

媒效應作對照〉，日本文部省「東亞海域文化交流與日本傳統文化之形成」

研究計畫，「文獻資料與東亞海域文化交流研討會」論文，大阪市立大學大

學院文學研究科主辦，PP.1-47。 
94. 張高評，2007.12，〈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兼論圖書傳播與詩分唐宋〉，第

五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宋代文學會主

辦，PP.1-18。 
95. 張高評，2007.12，〈蘇軾黃庭堅題畫詩與詩中有畫──跨際組合與宋詩之創

意思維〉，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標竿創新計畫「文學藝術與創意研發計畫研

討會」論文，成功大學中文系主辦，PP.1-13。 
96. 張高評，2007.12，〈杜甫詩史與《春秋》書法──以杜甫敘事歌行為例〉，「新

材料、新問題、新潮流──第八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興大

學歷史系主辦，PP.1-22。 
97. 張高評，2007.11，〈「詩畫相資」與創造思維──宋代詩畫美學之跨際會通〉，

「唐宋詩詞國際學術研討會」，明道大學中文系主辦，PP.1-24。 
98. 張高評，2007.11，〈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臺灣大學中文系、成功大

學中文系聯誼研討會，「從古典到現代」論文發表會，成功大學中文系主辦，

PP.1-22。 
99. 張高評，2007.11，〈宋人詩集選集之刊行與詩分唐宋——兼論印刷傳媒對宋

詩特色之推助〉，「第二屆兩岸三地人文社會科學論壇」，中央大學中文系主

辦，PP.1-27。 
100. 張高評，2007.10，〈宋代雕版印刷之傳媒效應－－以谷登堡活字印刷作對

照〉，「東西方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辦，PP.1-24。 
101. 張高評，2007.09，〈歐陽脩花鳥詩與宋詩特色──兼論遷謫詩與比興寄託〉，

「紀念歐陽脩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大學中文系主辦，

PP.1-23。 
102. 張高評，2007.07，〈屈原辭賦與宋代文學〉，「2007 年楚辭國際學術研討會」，

韓國慶州東國大學校主辦，PP.1-12。 
103. 張高評，2007.07，〈宋詩話之傳寫刊行與詩分唐宋──以詩話總集為例〉，「第

五屆東方詩話國際研討會」，首爾韓國外國語大學校主辦，P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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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張高評，2007.06，〈《左傳》《史記》兵謀與策略規劃──以城濮之戰、楚漢

之爭為例〉，「傳統文化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成功大學文學院主辦，

PP.1-13。 
105. 張高評，2007.06，〈蘇黃之創體與遺妍開發──以〈薄薄酒〉詩為例〉，「人

文與創意學術研討會」，成功大學文學院主辦，PP.1-13。 
106. 張高評，2007.06，〈明鄭詠海詩與海洋文學〉，「海洋台灣與鄭氏王朝學術

研討會」，成功大學公共事務研究中心、台南市政府主辦，PP.1-18。 
107. 張高評，2007.06，〈論文選題與研究創新〉，第三屆「實用中文寫作策略學

術研討會」，成功大學文學院主辦，PP.1-23。 
108. 張高評，2007.05，〈唐代讀詩詩與閱讀接受〉，「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台中：逢甲大學唐代研究中心、中國文學系主辦，

PP.1-11。 
109. 張高評，2007.03，〈印刷傳媒之崛起與宋詩特色之形成〉，「東亞漢文學與

俗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成功大學中文系主辦，PP.1-28。 
110. 張高評，2006.12 〈蘇軾山水題畫詩與意境之開拓〉，「慶祝校慶 50 週年書

畫藝文研討會」，靜宜大學中文系主辦，PP.1-12。 
111. 張高評，2006.11，〈印刷傳媒與宋詩之新變自得──兼論唐人別集之雕印與

宋詩之典範追尋〉，「中國古文獻學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古文

獻研究中心承辦，成功大學文學院、復旦大學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中央研究

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辦，PP.1-28。 
112. 張高評，2006.11，〈陸游讀詩詩與南宋讀書詩之嬗變──從資書為詩到比興

寄託〉，「國科會中文學門 90-94 年研究成果發表會」，彰化師大國文系，

PP.1-23。 
113. 張高評，2006.09，〈〈明妃曲〉之同題競作與宋詩之創意研發──以王昭君

之「悲怨不幸與琵琶傳恨」為例〉，「典範與創意學術研討會」，台南：成功

大學文學院主辦，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帶動周遭環境及同領域計畫」，

PP.1-19。 
114. 張高評，2006.08，〈博觀約取與宋詩之學唐變唐──梅迪奇效應與宋刊唐詩

選集〉，「宋代文化國際研討會」，成都：四川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合

辦，PP.1-26。 
115. 張高評，2006.03，〈宋代禽言詩與化俗為雅──從遺妍開發、創意造語切入〉，

「第六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台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

PP.407-434。 
116. 張高評，2005.11，〈劉知幾之《左傳》學——兼論詩化之史學觀〉，「隋唐

五代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

PP.1-20。 
117. 張高評，2005.10，〈同題競作與宋詩之遺妍開發——以〈陽關圖〉〈續麗人

行〉為例〉，「2005 中國近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南：成功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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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復旦大

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主辦，PP.1-23。 
118. 張高評，2005.09，〈北宋讀詩詩與宋代詩學〉，「第四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杭州：浙江大學、浙江工業大學、宋代文學學會主辦，PP.1-24。 
119. 張高評，2005.06，〈白戰體與宋詩之創意造語〉，「第四屆國際東方詩話

學術研討會」，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主辦，高雄：佛光山，PP.1-19。 
120. 張高評，2005.05，〈命名取號之策略〉，「實用中文與寫作策略研討會」，

成功大學文學院，PP.1-8。 
121. 張高評，2005.03，〈印本文化與南宋陳普詠史組詩〉，臺灣大學中文系主

辦、成功大學中文系合辦，「唐宋元明學術研討會」，PP.1-28。 
122. 張高評，2004.10，〈《史記》敘事與詩歌語言〉，「第五屆漢代文學與思

想學術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中文系，PP.1-17。 
123. 張高評，2004.08，〈杜集刊行與宋詩宗風——兼論印本文化與宋詩特色〉，

「中國中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成

功大學文學院、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聯合舉辦，上海，PP.1-35。 
124. 張高評，2004.05，〈文學欣賞之寫作策略〉，「實用中文與寫作策略研討

會」，成功大學中文系「教育部提昇基礎教育第二梯次計畫」，PP.1-18。 
125. 張高評，2004.04，〈辛棄疾詠物詩與唐宋詩之流變〉，「武夷山辛棄疾學

術研討會」，福建武夷山：中國韵文學會、福建師大文學院主辦，P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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