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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簡》鄭曉江 李承貴著  東大圖書公司 1996年10月版


《儒學的現世性與宗教性》 鄭志明著 南華管理學院出版1998年12月初版


《宋明理學概述》 錢穆著，學生書局1996年9月版


《偽書通考五種》 中國目錄學名著第一集第五冊 世界書局 1965年3月再版


《中國傳統文化再檢討》(上篇：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 編者及出版社：谷風出


版社1987年9月 出版


《中國歷代文論選》木鐸出版社印行1988年6月版


(乙)	大陸、國外出版專著


《論儒教》日人加地伸行著  于時化譯  齊魯書社 1993年8月版


《中國聖人論》王文亮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年4月初版


《中國哲學論集》 余敦康著 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年3月版


《陸九淵哲學思想研究》 李之鑒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2月 初版


《孔子弟子資料匯編》 李啟謙、王式倫編  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山東友誼書社


1985年7月版出版


《宋明理學史》(上、下) 侯外廬等主編 人民出版社(北京) 1984年版


《理心之間》──朱熹和陸九淵的理學  高全喜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


聯書店1992年月版


《道佛儒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張榮明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3月出版


《南宋陸學》崔大華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5月初版


《北宋文化史述論》 陳植鍔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


《中外儒學比較研究》 張立文、李甦平主編 東方出版社1998年6 月出版


《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 陳來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6年3月初版


《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曹聚仁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年6


月版


《中國社會與思想文化》 張恆壽著  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版


《道》 張立文主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 陳來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版


《宋明理學研究》 張立文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7月版


《宋明新儒學略論》 馮達文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牪1月版


《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型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 楊念群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7月初版


《宋明理學新探》 賈順先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理學範疇系統》 蒙培元等著 人民出版社1989年月版


《中國思想研究法》  蔡尚思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陸王心學研究》  劉宗賢著  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二十世紀西方宗教哲學文選》劉小楓主編  楊德友、董友等譯  上海三聯書


店1996年3月初版


《佛學與現代新儒家》 盧升法著  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2月 初版


《宗教．道德．文化》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室教學原理研究室編  寧夏人


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


(二)、論文


《陸象山心學研究》 吳盛林著   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1982年5月


《象山心學在宋學中之歷史意義》汪義麗著 文大中文所碩士論文1983年6月


《歐陽修之經史學》 何澤恆著  台大文史叢刊1978年5月


《南宋心學易研究》 康雲山著  高雄師大國文所博士論文1994年5月


《宋人疑經改經考》 葉國良著  台大文史叢刊1978年6月


《楊慈湖萬物唯我說研究》  蕭錦塘著  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1993年7月


《以經學為心學》──論慈湖之經學思想與理學之創新   劉秀蘭 台大中文所


1998年碩士論文


(三)、期刊


《楊慈湖的政治思想及其價值》 李承貴著  古今文藝22：3 ，1996年5月


《釋思無邪》 黃永武著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十一卷九期  1978年7月


《孔子的四毋》 陳大齊著  陳百年先生文集第一集〈孔孟荀學說〉台灣商務印


書館1987年5月


《理學的名義與範疇》 董金裕著  孔孟月刊第廿卷第九期


《楊簡的心學及其評價》 董金裕著 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61期，1990年6月


《孔子思無邪說體認詩的純粹性》 詹秀惠著 孔孟月刊廿卷十期  1982年6月


《慈湖之一論》 鄭曉江著  鵝湖月刊22：7，259期，19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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