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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梁淑芳教授 

 

一、專書 
1.《全真七子修行之道》（臺北：文津出版社，2019年8月）。 

2.《錢穆《論語新解》研究—以比較為主要進路的考察》（臺北：文津出  

    版社，2013年8月）。 

3.《錢穆文化學研究》（臺北：文津出版社，2008年5月）。 

4.《王重陽詩歌中的義理世界》（臺北：文津出版社，2002年8月）。 

5.《性命雙修道脈之傳承》（臺北：帝教出版社，2001年8月）。 

 

二、專書論文 
1.〈錢穆論科學教育〉，收於《通識人文新論》（臺北：五南出版社，2015

年7月）。 

2.〈全真教「情」字觀－以馬丹陽、孫不二為例〉，收於《返璞歸真》（高

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2010年1月）。 

3.〈錢穆《莊老通辨》述評〉，收於《錢穆先生思想行誼紀念集》（臺北：

錢穆故居，2009年7月）。 

 

三、期刊論文 
1.〈論鄭觀應的北宗修行〉，《全真道研究》第13輯，（已通過審稿，預定

2024年8月刊出）。 

2.〈天帝教性命雙修道脈之傳承—以李玉階為核心的探討〉，《丹道文化》

第3期，2023年9月。 

3.〈鄭觀應晚年宗教觀探究〉，《國立臺北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43期，

2023年6月。 

4.〈論龍門派郭守真傳道活動與東北狐仙信仰之關係〉，《世界宗教文化》  

    2022年第2期，2022年4月。 

5.〈以詮釋學觀點論《嶗山道教金山派丹法存抄》之修行觀〉，《全真道研

究》第10輯，2021年12月。 

6.〈嶗山道始：由空間需求與道德實踐觀點論述金代全真教傳道嶗山之

因〉，《師大學報》第65卷第2期，2020年9月。 

7.〈以詮釋學角度探析陳攖寧「孫不二女功內丹次第詩注」的意義〉，《全

真道研究》第9輯，2019年12月。 

8.〈論明代全真教隱微原因—以萬曆年間嶗山釋道教產之爭為例〉，《當代

儒學研究》第26期，2019年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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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孫不二修道經歷與修行法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18

期，2018年9月。 

10.〈錢穆論全真教以〈金元統治下之新道教〉為探索中心〉，《全真道研

究》第7輯，2017年12月。 

11.〈錢穆論士〉，《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24期，2017年12月。 

12.〈論馬鈺在關中的修道與傳教生活〉，《全真道研究》第6輯，2017年6

月。 

13.〈《西遊原旨》內丹思想初探〉，《全真道研究》第5輯，2016年12月。 

14.〈錢穆宗教觀再探--從三不朽說起〉，《宗教哲學》第77期，2016年9

月。 

15.〈錢穆宗教觀析論－以《文化與教育》為觀察核心〉，《臺南應用科大

學報》第32期（臺南：臺南應用科技大學，2013年10月）。 

16.〈錢穆之靈魂觀與不朽論析評〉，《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19期（臺

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2012年12月）。 

17.〈《詩經‧大雅》「相在爾室，尚不愧於屋漏」箋解〉，《齊魯文化研

究》總第10輯（濟南：山東師範大學齊魯文化研究中心，2011年12月） 

。 

18.〈論《老子》之華語教學─以語言交際的文化缺項為中心〉，《語文學

報》第17期（新竹：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11年12月）。 

19.〈論錢穆文化學中的經濟觀〉，《宗教哲學》第47 期（臺北：宗教哲

學研究社，2009年3月）。 

20.〈先秦儒家祭祖之禮中的人文精神〉，《宗教哲學》第41期（臺北：宗

教哲學研究社，2007年9月）。 

 

四、研討會論文 
1.〈論鄭觀應的北宗修行〉，「碑刻文獻與全真道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濟南：山東大學儒學研究院，2023年8月5-6日）。 

2.〈以詮釋學觀點論《嶗山道教金山派丹法存抄》之修行觀〉，「全真道 

與經典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榮城：山東大學儒學研究院，2021年 

7月17-18日）。 

3.〈以詮釋學角度探析陳攖寧「孫不二女功內丹次第詩注」的意義〉，

「全真道丹道與養生國際學術研討會｣，（濟南：山東大學儒學研究

院，2018年9月8-9日）。 

4.〈論馬鈺在關中的修行與貢獻〉，「全真道與齊魯地方社會國際學術研

討會｣，（濟南：山東師範大學齊魯文化研究中心，2016年10月21-23

日）。 

5.〈錢穆之靈魂觀與不朽論析評〉，「2012 東亞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哲學學院、國際儒學院，2012 年9月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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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6.〈《詩經．大雅》「相在爾室，尚不愧于屋漏」箋解〉，「齊魯文化與

兩漢經學海峽兩岸學術研討會｣（濟南：山東師範大學齊魯文化研究中

心，2011年7月22-23日）。 

7.〈從語言交際的文化缺項談《老子》之華語教學〉，首屆國際老子道學

文化高層論壇（北京：老子道學文化研究會，2009年11月）。 

8.〈全真教「情」字觀研究－以馬丹陽、孫不二為例〉，第二屆道家道教

養生學術討論會（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2009年10月）。 

9.〈論錢穆文化學中的經濟觀〉，「宗教文化與社會經濟發展學術研討

會」（福建泉州：華僑大學，2008年6月）。 

10.〈先秦儒家祭祖之禮中的人文精神〉，「中國傳統宗教與人文精神」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7年7月）。 

11.〈對外華語教學「由正入簡」聯想度統計與教材研究〉，「大學基礎教

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桃園：開南大學，2007年6月）。 

 

 

五、國科會計畫 
1.〈鄭觀應道教信仰歷程演變研究〉（MOST 111-2410-H-179-009），2022年

8月 1日-2024年 1月 31日。 

2.〈明清之際馬山全真教龍門宗傳道東北與狐仙信仰關係之研究〉（MOST   

   110-2410-H-179-006），2021年 8月 1日-2022年 7月 31日。 

3.〈明清時期嶗山全真道龍門宗支派演變研究—以金山派、鶴山派、金輝

派為考察中心〉（MOST 109-2410-H-179-012），2020年8月1日-2021年

7月31日。 

4.〈明清嶗山全真道宗教身份研究〉（MOST 107-2635-H-179-001），2018

年8月1日-2019年7月31日。 

 

六、產學合作計畫 
1.《大學國文》（臺北：五南出版社，2017年9月）。 

2.《大學國文》（臺北：五南出版社，2014年9月）。 

3.《大學文選》（高雄：麗文出版社，2010年9月）。 

 

七、主編 
1.《「藝遊刀槍話國術、笑談劍戟論風骨」特展手冊》（林口：國立體育 

大學，2018年12月）。 

2.《高雄觀光華語》（臺北：南天書局出版社，2007年10月）。 

3.《華語通》（臺北：南天書局出版社，2007年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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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歷與經歷 
1.國立體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授（2020年02月01日-今）。 

2.國立體育大學圖書館館長（2018年08月01日-2020年07月31日）。 

3.國立體育大學體育博物館館長（2018年08月01日-2019年07月31日）。 

4.國立體育大學華語文中心籌備（2018年08月01日-2019年01月31日）。 

5.國立體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2014年02月01日-2020年01月30 

日）。 

6.國立體育大學體育博物館主任（2013年08月01日-2014年07月31日）。 

7.國立體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2010年08月01日-2014年01月 

  31日）。 

8.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2007年08月01日-2010年07月31 

日）。 

9.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學位（2007年01月）。 

10.高中國文專任教師。 

11.中等教育合格教師（2000年06月）。 

12.國立政治大學中等教育學分班。 

 

九、校內獎勵 
1.109學年度教師學術研究獎勵（2020年11月）。 

2.服務十周年「功在體大｣獎勵（2020年11月）。 

3.104學年度優良導師獎勵。（2016年 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