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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玉林 經學傳統與詮釋型文化

中國哲學史1993年第1期（總第2期）頁116-120轉頁121 1993年2月

牟鍾鑒 談談「讀經」

原道第1輯頁143-151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10月

姜亮夫 新經疏

古史學論文集頁407-4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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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導報1987年第1、2期合刊1987年

巨謎的揭破頁269-306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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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與反思頁431-459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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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時代1997年第2期頁18-21 1997年

戴思客 結構與歷史：略談中國古經文的組成問題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81面199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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