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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與說明  

 
一、此一研究論著目錄，係以近五十年來（以 2003 年為時間下限）

臺灣地區六朝志怪小說之研究論著為輯錄對象。  

二、所收錄之研究論著，以「專著」及「期刊」為主，「報紙」  

部份暫時從略。  

三、分「專著」、「單篇論文」兩部。前者又分「專書」及「學位

論文」，後者則包括「期刊論文」及「會議論文」。  

 

                                                 
∗ 國立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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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著（專書及學位論文） 

 

（一）專書  
 

江畬經，《漢魏六朝筆記小說選》，商務印書館，1974 年。  

郭模，《王子年《拾遺記》校釋》，淡江大學中文系，1974 年。  

孟之微，《古小說搜殘》，長歌出版社，1975 年。  

葉慶炳，《漢魏六朝鬼怪小說》，河洛出版社，1976 年。  

葉慶炳，《說小說鬼     魏晉南北朝的小說鬼》，皇冠雜誌社，  

1976 年 12 月。  

周次吉，《神異經研究》，日月出版社，1977 年 6 月。  

王國良，《搜神後記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78 年 6 月。  

唐久寵，《博物志校釋》，學生書局，1980 年 6 月。  

汪紹楹，《搜神後記》（校注），木鐸出版社，1982 年 2 月。  

汪紹楹，《搜神記》（校注），里仁書局，1980 年 4 月。  

汪紹楹，《搜神記》（校注），洪氏出版社，1982 年 9 月。  

齊治平，《拾遺記》（校注），木鐸出版社，1982 年 2 月。  

劉葉秋，《魏晉南北朝小說》，木鐸出版社，1983 年 9 月。  

葉慶炳，《談小說妖》，洪範書店，1983 年 5 月。  

王國良，《魏晉南北朝志怪小說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4 年 6

月。  

金榮華，《六朝志怪小說情節單元分類索引（甲編）》，中國文化大

學中文研究所，1984 年 3 月。  

范寧，《博物志校證》，明文書局，1984 年 7 月。  

王國良，《神異經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5 年 3 月。  

葉慶炳，《古典小說論評》，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5 年 5 月。  

李豐楙，《六朝隋唐仙道類小說研究》，學生書局，1986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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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吉，《六朝志怪小說研究》，文津出版社，1986 年 6 月。  

周次吉，《神異經研究》，文津出版社，1986 年 7 月。  

李劍國，《唐前志怪小說輯釋》，文史哲出版社，1986 年 7 月。  

王國良，《續齊諧記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7 年 12 月。  

王國良，《六朝志怪小說考論》，文史哲出版社，1988 年 11 

月。  

王國良，《漢武洞冥記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9 年 10 月。  

俞汝捷，《幻想和寄託的國度     志怪傳奇新論》，淑馨出版社，

1991 年 4 月。  

洪順隆，《中外六朝文學研究文獻目錄（增訂版）》，國家圖書  

館漢學研究中心，1992 年 6 月。  

王國良，《海內十洲記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3 年 10 月。  

顏慧琪，《六朝志怪小說異類姻緣故事研究》，文津出版社，  

1993 年 5 月。  

薛惠琪，《六朝佛教志怪小說研究》，文津出版社，1995 年 2 

月。  

王國良，《顏之推《冤魂志》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5 年  

6 月。  

李豐楙，《誤入與謫降：六朝隋唐道教文學論集》，學生書局，  

1996 年 5 月。  

王國良，《魏晉南北朝文學論著集目》（正編），五南出版社，1996

年 7 月。  

王國良，《魏晉南北朝文學論著集目》（續編），五南出版社，1997

年 12 月。  

王國良，《冥祥記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9 年 12 月。  

謝明勳，《六朝志怪小說故事考論     「傳承」、「虛實」問題之考

察與析論》，里仁書局，1999 年 1 月。  

劉苑如，《身體．性別．階級     六朝志怪的常異論述與小說美

學》，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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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明勳，《六朝小說本事考索》，里仁書局，2003 年 1 月。  

 

（二）學位論文  
 

周次吉，《六朝志怪小說研究》，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

1971 年。  

全寅初，《六朝小說之研究》，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   1971

年。  

許建新，《搜神記校注》，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  

1973 年。  

全寅初，《魏晉南北朝志怪小說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博士論文，1978 年。  

李豐楙，《魏晉南北朝文士與道教之關係》，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

博士論文，1978 年。  

陳兆禎，〈《漢武故事》、《漢武內傳》、《漢武洞冥記》研究〉，輔仁

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80 年。  

王國良，《魏晉南北朝志怪小說研究》，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

論文，1984 年。  

金克斌，《魏晉南北朝志怪小說中的世界     以《搜神記》為中心

的研究》，東海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84 年。  

呂清泉，《魏晉志怪小說與古代神話關係之研究》，臺灣大學中文

研究所碩士論文，1984 年。  

呂春明，《異苑校證》，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85

年。  

康韻梅，《六朝小說變形觀之探究》，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

文，1987 年。  

陳桂市，《《幽明錄》、《宣驗記》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碩士論文，1987 年。  

楊如雪，《六朝筆記小說中使用量詞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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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碩士論文，1988 年。  

謝明勳，《六朝志怪小說變化題材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

所碩士論文，1988 年。  

李燕惠，《魏晉南北朝鬼神故事研究》，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

論文，1989 年。  

蔡雅薰，《六朝志怪妖故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

論文，1990 年。  

劉苑如，《《搜神記》暨《搜神後記》研究》，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

碩士論文，1990 年。  

賴雅靜，《六朝志怪小說中的死後世界》，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

士論文，1990 年。  

吳俐雯，《王嘉《拾遺記》研究》，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2 年。  

謝明勳，《六朝志怪小說他界觀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

博士論文，1992 年。  

吳榮基，《六朝志怪文學之研究》，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

1992 年。  

顏慧琪，《六朝志怪小說異類姻緣故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

研究所碩士論文，1993 年。  

薛惠琪，《六朝佛教志怪小說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  

所碩士論文，1993 年。  

黃碧琪，《《齊諧記》、《續齊諧記》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

所碩士論文，1994 年。  

林翠萍，《《搜神記》與《嶺南摭怪》之比較研究》，成功大學中文

研究所碩士論文，1996 年。  

劉苑如，《六朝志怪的的文類研究     導異為常的想像歷程》，政

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1996 年。  

鄭智佳，《《述異記》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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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佳慧，《從非小說到小說     「志怪」論述研究》，中央大學中

文研究所碩士論文，2000 年。  

黃文成，《六朝志怪小說夢象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

碩士論文 2000 年。  

賴素玫，《解釋的有效性     六朝志怪小說夢故事研究》，中興大

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年。  

林恭億，《六朝志怪樂園意識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

士論文，2001 年。  

王湘雯，《六朝小說之女性形象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

碩士論文，2002 年。  

 

二、單篇（期刊、會議論文及報紙）論文 

 
周法高，〈顏之推《還冤記》考證〉（上）、（中）、（下），《大陸雜

誌》第 22 卷第 9、10、11 期，1961 年。  

馬小梅，〈兩漢魏晉南北朝的小說〉，《文海》第 1 卷第 12 期，頁

2～10，1968 年 2 月。  

吳宏一，〈六朝鬼神怪異小說與時代背景的關係〉，《現代文學》第

44 期，頁 37～60，1971 年 9 月。  

呂興昌，〈評《漢武內傳》〉，《現代文學》第 44 期，頁 61～73，

1971 年 9 月。  

祝秀俠，〈論晉六朝的志異小說〉，《中國文選》第 82 期，頁 63～

68，1974 年 2 月。  

小川環樹著、張桐生譯，〈中國魏晉以後（三世紀以降）的仙鄉故

事〉，《幼獅月刊》第 40 卷第 5 期，頁 33～36，1974 年 11

月。  

胡幼峰，〈干寶《搜神記》考〉，《幼獅月刊》第 40 卷第 1 期，頁

46～51，1975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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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漢良，〈「楊林」故事系列的原型結構〉，《中外文學》第 3 卷第

11 期，頁 166～179，1975 年 4 月。  

葉慶炳，〈魏晉南北朝的鬼小說與小說鬼〉，《中外文學》第 3 卷第

12 期，頁 100～119，1975 年 5 月。  

王次澄，〈六朝文士所著之志怪小說〉，《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刊》

第 1 期，頁 1～7，1975 年 5 月。  

許建新，《搜神記校注》，《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第 19 期，頁 549

～640，1975 年 6 月。  

金榮華，〈《十洲記》「扶桑」條試探〉，《華學季刊》第 49 期，頁

23～31，1976 年 1 月。  

王更生，〈小說的鼻祖干令昇〉，《中原文獻》第 8 卷第 4 期，頁

19，1976 年 4 月。  

王富祥，〈《博物志》疏證〉，《臺東師專學報》第 4 期，頁 1～176，

1976 年 4 月。  

葉慶炳，〈志怪小說中的雞和犬〉，《中華文化復興月刊》第 9 卷第

5 期，頁 45～46，1976 年 5 月。  

曾麗玲，〈漢魏六朝小說析論〉，《文心》第 4 期，頁 22～43，1976

年 6 月。  

賴芳伶，〈《閱微草堂筆記》和「六朝志怪」的關係及比較〉，《中

外文學》第 5 卷第 1 期，頁 168～178，1976 年 6 月。  

張少真，〈產生六朝鬼神志怪小說之時代背景〉，《東吳大學中國文

學系系刊》第 2 期，頁 18～24，1976 年 6 月。  

澎湃，〈魏晉時代的鬼怪小說〉，《中華文藝》第 16 卷第 5 期，頁

54～62，1979 年 1 月。  

符濟梅，〈由《太平廣記》探討劉敬叔及其作品《異苑》〉，《華夏

學報》第 8 期，頁 2734～2741，1979 年 4 月。  

洪湘卿，〈續齊諧記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刊》第 5 期，頁

4～9，1979 年 5 月。  

王國良，〈六朝小說概述（上）〉，《圖書與圖書館》第 1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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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7～47，1979 年 9 月。  

王國良，〈六朝小說概述（下）〉，《圖書與圖書館》第 1 卷第 2 期，

頁 63～77 頁，1979 年 12 月。  

李豐楙，〈六朝仙境傳說與道教之關係〉，《中外文學》第 8 卷第 8

期，頁 168～188，1980 年 1 月。  

前野直彬著、前田一惠譯，〈評《古小說鉤沉》    兼論有關六朝

小說的資料〉，《中外文學》第 8 卷第 9 期，頁 84～99，1980

年 2 月。  

王國良，〈韓憑夫婦故事的來源與流傳〉，《中外文學》第 8 卷第

11 期，頁 132～136，1980 年 4 月。  

李豐楙，〈六朝鏡劍傳說與道教法術思想〉，《中國古典小說研究專

集 2》，頁 1～28，1980 年 6 月。  

唐久寵，〈張華《博物志》之編成及其內容〉，《中國古典小說研究

專集 2》，頁 29～46，1980 年 6 月。  

王國良，〈《幽明錄》研究〉，《中國古典小說研究專集 2》，頁 47

～60，1980 年 6 月。  

王國良，〈中國古典小說研究書目（二）    六朝小說〉，《中國古

典小說研究專集 2》，頁 305～309，1980 年 6 月。  

Dewoskin,Kenneth,J 著，賴瑞和譯，〈六朝志怪與小說的誕生〉，《中

外文學》第 9 卷第 3 期，頁 4～33，1980 年 8 月。  

葉慶炳，〈「六朝志怪與小說的誕生」讀後〉，《中外文學》第 9 卷

第 3 期，頁 33～34，1980 年 8 月。  

陳槃，〈泰山主生亦主死說〉，《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51 本第 3 分，頁 407～412，1980 年 9 月。  

Dien,Albert E.著，周昭明譯，〈《冤魂志考》〉，《中華文化復興月刊》

第 13 卷第 10 期，頁 53～63，1980 年 10 月。  

王國良，〈談有關六朝小說的幾個問題     「六朝志怪與小說的誕

生」讀後〉，《中外文學》第 9 卷第 7 期，頁 88～95，1980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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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聰明，〈敦煌本《還冤記》考校〉，《中國書目季刊》第 15 卷第

1 期，頁 83～109，1981 年 6 月。  

Prusek.J 著、陳修和譯，〈中國中世紀小說裏寫實與抒情的成分〉，

《中國古典小說研究專集 3》，頁 89～102，1981 年 6 月。 

王國良，〈汪氏校注本《搜神記》評介     兼談研究六朝志怪的基

本態度與方法〉，《中國古典小說研究專集 3》，頁 283～

300，1981 年 6 月。  

施之勉，〈《博物記》非唐蒙作〉，《大陸雜誌》第 62 卷第 6 期，頁

6，1981 年 6 月。  

李豐楙，〈六朝精怪傳說與道教法術思想〉，《中國古典小說研究專

集 3》，頁 1～36，1981 年 6 月。  

洪念劬，〈從「陽羨書生」淺談佛教對中國魏晉小說的影響〉，《海

洲文獻》第 3 卷第 2 期，頁 49～50，1981 年 9 月。  

賴芳伶，〈試論六朝志怪的幾個主題〉，《幼獅學誌》第 17 卷第 1

期，頁 94～108，1982 年 5 月。  

逯耀東，〈魏晉志異小說與史學的關係〉，《食貨月刊》第 12 卷 4、

5 期，頁 134～146，1982 年 8 月。  

王夢鷗，〈談《搜神記》中一篇唐人小說〉，《東方雜誌》第 16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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