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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以作者的姓氏筆劃由少至多為序排列﹚ 

 

一、古籍﹙依年代為序排列﹚  

周．左丘明：《國語》﹙三國．吳．韋昭注﹚，台北縣，漢京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民 72年 12月。 

漢．司馬遷：《校注標點史記﹙一至五冊﹚》，台北市，華正書局有

限公司，民 63年 7月。 

漢．鄭玄注：《禮記正義》﹙唐．孔穎達疏﹚，台北市，廣文書局有

限公司，民 60年 10月。 

南朝．范曄：《後漢書》，台北市，新陸書局，民 57年 10月。 

南朝．范曄：《新校本四史後漢書﹙一至六冊﹚》，台北市，鼎文書

局，民 63年 10月。 

宋．邢昺等注疏：《春秋公羊傳注疏、爾雅注疏、春秋穀梁傳注疏、

孝經正義》，台北市，廣文書局有限公司，民 61年 1月。 

宋．黎靖德編：《百衲本朱子語類﹙一﹚﹙二﹚》，台北縣，漢京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民 69年 7月。 

清．阮元編：《十三經注疏》，台北市，藝文印書館，民 68年。 

清．蘭陵學了氏纂輯：《太上感應篇註訓證》，台北市，新文豐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民 81年 8月。 

 

二、專書  

﹙一﹚諺語類專書 

朱介凡：《諺語甲編》，台北市，天一出版社，民 46年 4月。 

朱介凡：《聽人勸》，台北市，天一出版社，民 50年 10月。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台北市，新興書局，民 53年 12月。 

朱介凡：《中國諺語裡的歷史傳說》，台中市，臺灣省政府新聞處，

民 76年 6月。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一至十冊﹚》，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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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民 78年 8月。 

吳瀛濤：《臺灣諺語》，台北市，臺灣英文出版社，民 64年 2月。 

周榮杰：《臺灣諺語詮編》，高雄市，大舞台書苑出版社，民 67 年
8月。 

洪惟仁：《台灣哲諺典》，台北市，台語文摘雜誌社，民 82年 4 月
。 

洪敏聰：《澎湖風情話：諺語集》，澎湖縣，澎湖縣立文化中心，民

85年 6月。 

莊永明：《台灣金言玉語：台灣諺語淺釋﹙一﹚》，台北市，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87年 4月修訂二版 13刷。 

莊永明：《台灣警世良言：台灣諺語淺釋﹙二﹚》，台北市，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88年 9月修訂二版 11刷。 

莊永明：《台灣好言吉句：台灣諺語淺釋﹙三﹚》，台北市，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77年 7月。 

莊永明：《台灣俗語真言：台灣諺語淺釋﹙四﹚》，台北市，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87年 6月修訂三版 7刷。 

莊永明：《台灣雅言巧語：台灣諺語淺釋﹙五﹚》，台北市，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79年 2月。 

莊永明：《台灣土話心語：台灣諺語淺釋﹙六﹚》，台北市，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80年 1月。 

莊永明：《台灣醒世智言：台灣諺語淺釋﹙七﹚》，台北市，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80年 7月。 

莊永明：《台灣妙言覺語：台灣諺語淺釋﹙八﹚》，台北市，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80年 7月。 

莊永明：《台灣勸世嘉言：台灣諺語淺釋﹙九﹚》，台北市，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81年 1月。 

莊永明：《台灣口語白話：台灣諺語淺釋﹙十﹚》，台北市，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82年 2月。 

許成章：《台灣諺語之存在》，高雄市，河畔出版社，民 85年 7 月
。 

陳正之：《智慧的語珠》，台中市，臺灣省政府新聞處，民 87 年 6
月。 

陳主顯：《台灣俗諺語典﹙卷四﹚—生活工作》，台北市，前衛出版
社，民 88年 2月。 

陳松勇口述，曹銘宗整理：《陳松勇訐譙》，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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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 82年 3月。 

楊兆禎：《閩南語諺語拾穗》，新竹縣，新竹縣立文化中心，民 88
年 1月。 

﹙二﹚相關專書 

尹雪曼：《中國文學概論》，台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

64年 12月。 

文崇一：《中國人的價值觀》，台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

78年 10月。 

王文俊：《人文主義與教育》，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

72年7月。 

王文科：《教育研究法》，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 75

年3月。 

王玉德：《神秘的風水》，台北市，書泉出版社，民83年1月。 

王連生、周嘏瑞、陳迺臣、饒朋湘編輯：《教育概論》，台北市，正

中書局，民69年8月。 

王逢吉：《文學的生命》，台中市，新企業世界出版社，民 73年 1

月。 

王國維、太愚、林語堂等著：《紅樓夢藝術論》，台北市，里仁書局

，民73年1月。 

王雲五主編：《朱子語類》，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民 58年 10月。 

北大哲學系注釋：《荀子新注》，台北市，里仁書局，民72年11月

。 

世一編輯部：《詩經白話讀本》，台南市，世一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民 63年 1月。 

江灝、錢宗武譯注：《尚書》，台北市，地球出版社，民 83年 3 月
。 

弗里德里希．包爾生﹙Friedrich Paulsen﹚：《倫理學體系》，何懷宏
、廖申白譯，台北市，淑馨出版社，民 78年 12月。 

米可﹙Michael C.Howard﹚：《文化人類學》，李茂興、藍美華譯，台
北市，弘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 86年 9月。 

李正治：《至情祇可酬知己—文學與思想世界的追尋》，台北市，業
強出版社，民 75年。 

李亦園、楊國樞、文崇一編著：《現代化與中國化論集》，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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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 74年 3月。 

李旭：《孔子的人生哲學—執著人生》，台北市，揚智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民 87年 8月。 

李美枝：《社會心理學》，台北市，大洋出版社，民 68年 9月。 

李炳海：《道家與道家文學》，高雄市，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 83年 5月。 

李南衡：《外來語》，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 78年 3月。 

李滌生：《荀子集釋》，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民 68年 2月。 

李劍南校閱、馮作民音註：《注音詳解—朱子治家格言、增廣昔時賢
文、名賢集、弟子規》，台北市，永安出版社，民 65 年 8 月 2
版。 

沈大德、吳廷嘉：《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探析》，台北市，南天書局有

限公司，民 87年 1月。 

沈清松：《追尋人生的意義—自我、社會與價值觀》，台北市，臺灣

書店，民85年10月。 

沈清松主編：《末世與希望》，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

88年10月。 

何秀煌：《語言與人性—記號人性論闡釋》，台北市，臺灣書店，民
87年 3月。 

何淑靜：《孟荀道德實踐理論之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民

77年 1月。 

何曉昕：《風水探源》，台北市，博遠出版有限公司，民 84年 8 月
。 

杜英賢主編：《當前社會之道德重整與心靈改革論文集》，高雄市，

財團法人亞太綜合研究院，民 88年 6月。 

祁致賢：《人理學》，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81
年 11月。 

吳自甦：《社會思想與倫理大義》，台中市，國彰出版社，民 76 年
3月。 

吳非：《中國人的人生觀》，台北縣，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

87年 8月。 

林央敏主編：《語言文化與民族國家》，台北市，前衛出版社，民

87年 10月。 

林有土：《倫理思想的演進》，台北市，幼獅文化公司，民 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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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容：《臺灣人的社會與信仰》，台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民 82年 1月。 

林清玄等：《情字路上好修行》，台北市，方智出版社，民 84 年 1
月。 

林毓生：《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

78年 5月。 

林麗珊：《人生哲學》，台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 87 年
4月。 

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原著：南朝．劉勰﹚，台北市，里仁

書局，民 73年 5月。 

周慶華：《語言文化學》，台北市，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 86
年 8月。 

周錫 選注：《詩經選》，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77年 7月。 

阿弗烈得．阿德勒﹙Alfred Adler﹚：《自卑與超越》，黃光國譯，台
北市，志文出版社，民 60年 6月。 

阿弗烈得．阿德勒﹙Alfred Adler﹚：《了解人性》，蔡美玲譯，台北
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79年 6月。 

金景芳、呂紹綱：《周易全解》，台北市，韜略出版有限公司，民

85年 4月。 

金健人：《小說結構美學》，台北市，木鐸出版社，民 77年 9月。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台北縣，作者自印發行，民 55年 11月
。 

門巋、張燕瑾：《中國俗文學史》，台北市，文津出版社，民 84 年
6月。 

姚一葦：《說人生》，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 78年 6月。 

姚朋、朱炎、羅宗濤、高大鵬編著：《文學與社會》，台北縣，國立

空中大學，民 76年 5月。 

柯蘭德﹙David C.Colander﹚：《社會科學概論》，李錦旭、吳根明、
胡夢鯨、張小鳳、張芬芬、葉重新合譯，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

有限公司，民76年4月。 

馬森：《文化．社會．生活》，台北市，圓神出版社，民 75年 1 月
。 

馬曉宏：《天．神．人》，台北縣，雲龍出版社，民 80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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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賽爾﹙Gabriel Marcel﹚：《人性尊嚴的存在背景》，項退結編譯，
台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 77年 1月。 

唐宇元：《中國倫理思想史》，台北市，文津出版社，民 85年 8 月
。 

夏雨人：《人生哲學》，台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 75 年
9月。 

特納﹙Jonathan H.Turner﹚：《社會學：概念與應用》，張君玫譯，台
北市，巨流圖書公司，民 85年 8月。 

高國藩：《中國民間文學》，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民 84年 9 月
。 

袁華忠、方家常譯注：《論衡﹙上、中、下﹚》﹙原著：漢．王充﹚

，台北市，臺灣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民 86年 8月。 

袁濟喜：《六朝美學》，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1月。 

徐光國：《社會心理學》，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 85

年7月。 

莊耀嘉編譯：《馬斯洛﹙A.MASLOW﹚》，台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民 79年 2月。 

郭立誠：《中國藝文與民俗》，台北市，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 73年 3月。 

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學論著精選﹙上、中、下﹚》，台北市，

華正書局有限公司，民 80年 3月。 

陳秉璋：《道德規範與倫理價值》，台北市，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

，民 79年 10月。 

陳俊輝：《新人生哲學》﹙簡明本﹚，台北市，漢忠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民 85年 5月。 

陳益源：《民俗文化與民間文學》，台北市，里仁書局，民 86年 10
月。 

陳福濱：《揚雄》，台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 82年 3 月
。 

陳瓊芬、陳玉滿主編：《民間文學的采錄與整理》，台中縣，台中縣

立文化中心，民 82年 4月。 

賀榮一：《道德經註譯與析解》，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民74年1月。 

傑利．菲利斯﹙E.Jerry Phares﹚：《人格心理學》，林淑梨、王若蘭
、黃慧真譯，台北市，心理出版社，民 8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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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汶﹙Lawrence A.Pervin﹚：《人格心理學》，鄭慧玲編譯，台北市，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 79年 10月修訂七版。 

張保民：《中國現代化的困境》，香港，明報出版社，民 81年 11月
。 

張紫晨：《中國民俗與民俗學》，台北市，南天書局有限公司，民

84年 8月。 

程發軔：《國學概論﹙上冊﹚》，台北市，國立編譯館，民 57 年 9
月。 

黃迺毓、黃馨慧、蘇雪玉、唐先梅、李淑娟編著：《家庭概論》，台

北縣，國立空中大學，民 84年 8月。 

黃智海演述，王麗民整理：《了凡四訓白話解釋【精簡本】》﹙原著

：明．袁了凡﹚，台北縣，褔峰印刷廠印行，民 83年 8月。 

黃壽祺、梅桐生譯注：《楚辭》﹙周．屈原等﹚，台北市，地球出版

社，民83年6月。 

黃慶萱：《修辭學》，台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 86 年 3
月增訂 8版。 

喬治．尤里﹙George Yule﹚：《語言學導論》，張文軒譯，台北市，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民 88年 1月。 

喬健、潘乃谷主編：《中國人的觀念與行為》，高雄市，麗文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87年 4月。 

彭懷真：《社會學概論》，台北市，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 88
年 11月修訂版三刷。 

葉至誠：《社會學概論》，台北市，永大書局有限公司，民 85 年 8
月。 

葉至誠：《蛻變的社會—社會變遷的理論與現況》，台北市，洪葉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民 86年 3月。 

葉啟政：《社會、文化和知識份子》，台北市，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民 73年 3月。 

葉蜚聲、徐通鏘：《語言學綱要》，台北市，書林出版有限公司，民

82年 3月。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民 76年 8月。 

楊士毅：《命運與人生》，台北市，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85年8月。 

楊中芳、高尚仁合編：《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台北市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80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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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家駱主編：《經義述聞等三種》，台北市，鼎文書局，民 62 年 5
月。 

楊家駱主編：《周易集解之補正》，台北市，鼎文書局，民 64 年 4
月。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一至五冊﹚》﹙原著：漢．

班固，唐．顏師古注﹚，台北市，鼎文書局，民 75年 10月 6版
。 

楊國樞、余安邦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理念及方法篇﹙1992
﹚》，台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82年 11月。 

楊國樞編：《中國人的價值觀—社會科學觀點》，台北市，桂冠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民83年 1月。 

楊懋春：《中國家庭與倫理》，台北市，中央文物供應社，民 70 年
5月。 

鄔昆如：《人生哲學》，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 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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