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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經歷： 	

姓名：簡錦松，民國 43(1954)年 5 月 24 日，生於中華民國臺灣省臺北縣板橋鎮。 

學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士（1977）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碩士（1980） 

臺灣大學文學博士（1987） 

現職：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特聘研究員、財團法人古典詩學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退休前：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2000-2014 教授，2014－2015 特聘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2008.2-2011.1） 

國外經歷：2011 年上海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一個月、2017.9-2018.8 在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

系擔任客座教授一年 

國內經歷：曾任南投縣明潭國中教師（1976-1977）、中山大學中文系講師（1984-1986）、

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1986-1999）、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兼任教授

（2003-2006）、中山大學清代學術中心主任（2004-2008＋2009-2011)、高雄市文獻

委員會委員(2005-2015)、教育部國立編譯館教科書審查委員(2009-2014)、財團法人

臺南市孔廟文教基金會董事（2012-2018）、國立中山大學韓國研究中心主任

（2011-2019） 

 

國內學術機構榮譽： 

1994 年  高雄市文藝獎古典詩類首獎 

1995 年  教育部文藝獎古典詩類首獎 

1997 年  中華民國行政院二等文化獎章 

1999 年  高雄市文藝獎古典詩類首獎（第二次獲獎） 

1999 年  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會獎勵專書出版-書名《錦松詩稿》 

2006 年  國立中山大學獎勵學術專書出版－書名《唐詩現地研究》 

2012 年  中央研究院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 

2013 年  中央研究院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第二次 

2013 年  國立中山大學 102 學年度傑出研究獎 

2014 年  獲選國立中山大學特聘教授 

 

連續十一年（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5、2016、2017、2018 年、2019

年） 以文學院第一名獲得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績優獎（此為我國科技部補助大專

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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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學術機構榮譽： 

ICLS UNSW Honorary Researcher（澳洲南威爾士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會，榮譽研究員） 

韓國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期刊，海外編輯委員 

 

二、公開發表之單篇論文（含期刊論文、專書論文）91 篇	

92-2023.8〈明錢穀《紀行圖冊》張復《水程圖》之大運河現地研究與 GIS 呈現（二）〉，

北京人民大學主編，《數字人文研究》，第 3 輯，第 2 期， 

92-2023.3〈明錢穀《紀行圖冊》張復《水程圖》之大運河現地研究與 GIS 呈現（一）〉，

北京人民大學主編，《數字人文研究》，第 3 輯，第 1 期，頁 50-60。 

91-2022.7 簡錦松、皮露，〈蘇軾「泛舟遊於赤壁之下」現地研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文化研究所主編，《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75 期（ISSN：1016-4464），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 年 7 月，頁 1-36。 

90-2022.6 簡錦松、皮露，〈詩人．長橋．GIS——姜夔〈過垂虹〉現地研究〉，《東華漢學》，

第 35 期，2022 年 6 月，頁 1-64。花蓮：東華大學。THCI Core 期刊，ISSN ：

1726-8265。 

89-2022.5 簡錦松、唐宸、王勇：〈明清時期福州至杭州官私二路之交通路線與 GIS 呈現〉，

清華大學、中華書局主編，《數字人文》（ISBN：978-7-1011-4311-9），2021

年第 4號，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022 年 5 月。頁 115-180。 

88-2021.5〈明代文學為什麼需要大運河現地研究——以歸有光《壬戌紀行上》154字為

例〉，郭英德、張德建主編，《斯文》，第 7 輯（ISBN：978-7-5201-8664-3），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人文分社，2021 年 6 月，頁 112-128。 

87-2020.7〈李白詩"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現地研究〉，曾大興、夏漢寧、李仲凡主編，

《文學地理學》第 8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年 7 月，頁

128-155。 

86-2020.5〈結社每分韻，江湖重詩人——台灣傳統詩社的詩史價值〉，《中華詩詞研究第

5 輯（ISBN：978-7-5473-1625-2）》，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20 年 5 月，

頁 183-198。 

85-2020.4〈由夢說夢，因夢造夢：側論玉茗堂四夢之由來〉，中國戲曲學會湯顯祖研究

分會．浙江省遂昌縣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編，郭勁松主編：《湯顯祖、莎士

比亞文化的傳承與影響高峰論壇文集》（ISBN：978-7-5540-1741-8），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 年 4 月，頁 1-28。 

84-2020.1〈現地研究與辛棄疾詞的新讀法〉，《數字人文》（ISBN：978-7-1011-4311-9），

第 1 期，清華大學主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020 年 1 月，頁 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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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019.6〈韓國鄉校：打開韓國古典現地研究的鎖鑰〉，《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 37、

38 期合刊，彰化：彰化師範大學。2019 年 06 月，頁 51-94。友人廖泫銘

為第二作者。 

82-2019.5〈《北臺風光圖》徵詩與臺灣詩壇本省、外省籍詩人分合的根本原因〉，《中華

詩詞研究第 5 輯（ISBN：978-7-5473-1449-4）》，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9

年 5 月，頁 183-198。 

81-2019.3〈從「益齋北學填詞說」談高麗李齊賢詞學淵源〉《成大中文學報》第 64 期，

臺南：成功大學。THCI Core 期刊。2019 年 3 月，頁 21-62。 

80-2018.12〈李白詩"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現地研究〉，《陝西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

學版）》第 36卷第 6 期，2018 年 12 月，頁 1-13，漢中：陝西理工大學。 

本文由 2020.7，《文學地理學》第八輯，頁 128-155，中國文學地理學會轉載。 

79-2018.8〈李白〈經瞿唐峽登巫山最高峰〉現地研究〉，《中國語文論叢》88 輯，首爾：

韓國高麗大學。2018 年 8 月，頁 101-126。 

78-2018.8 簡錦松（第一作者），裴景珍（通訊作者）〈現地 山川으로 본 李白의 
｢獨坐敬亭山｣詩연구〉，《中國學研究》85 輯首爾：韓國外國語大學，

，2018 年 8 月，頁 1-25。 

77-2018.3〈臆測與真實——以王維「連山到海隅」詩句詮釋為例〉，《韓中言語文化研究》

47 輯，首爾：韓國中國言語文化研究會。2018 年 3 月，頁 95-118。 

76-2017.11〈臺灣學生的詩詞學習之路〉，《中華詩詞研究》第 3 輯（ISBN：9787547312445）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7 年 11 月），頁 261-271。 

75-2017.9〈明代大運河詩文空間概念之新解讀〉，《臺大中文學報》第 58 期，臺北：國立

臺灣大學。THCI Core 期刊，ISSN ：1013-2422。2017 年 9 月，頁 1~52。 

74-2016.12〈空間、現地、性情── 屠隆馳馬入京所呈現的晚明側面〉，《國文學報》第

60 期，頁 1~42，2016 年 12 月。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THCI Core 期

刊，ISSN ：1019-6706。 

73-2016.12〈夔州八陣圖現地研究〉，《東華漢學》，第 24 期，2016 年 12 月，頁 107-156。

花蓮：東華大學。THCI Core 期刊，ISSN ：1726-8265。 

72-2016.10〈自然興廢成吾道－1949 年以來台灣古典詩詞傳習經驗之觀察〉，《中華詩詞

研究第 1 輯（ISBN：9787547310205）》（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6 年 10

月），頁 148-175。 

71-2016.05〈杜甫同谷詩現地研究〉，《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86 期，2016 年 5 月，頁 53-96。

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THCI Core 期刊，ISSN ：1015-2687。 

70-2015.12〈立春到霜降－從天文曆法談杜甫詩〉，《國文學報》第 58 期，頁 45~72，2015

年 12 月。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THCI Core 期刊，，ISSN ：1019-6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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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015.9〈從碧亭到藥樓﹣談張夢機詩的由虛入實之境〉《成大中文學報》50 期，頁 141-164，

2015 年 09 月。臺南：成功大學。THCI Core 期刊，ISSN ：1817-0021。 

68-2015.6〈GPS 在跨國漢學研究上的應用與必要性〉，《中正漢學研究》第 25 期，頁 93

﹣122，2015 年 06 月。嘉義：中正大學。THCI Core 期刊，ISSN ：2306-0360。 

67-2014.12〈高麗詩人李齊賢成都紀行詩詞現地研究〉，《漢學研究》32卷 4 期，頁 95-132，

2014 年 12 月。臺北：漢學研究中心。THCI Core 期刊，ISSN ：0254-4466。 

66-2014.6〈杜甫、李商隱七律的根本差異示例－從吟詠聲情考察〉，《東華漢學》，第 19

期，2014 年 06 月，花蓮：東華大學。 

65-2013.11〈西崖柳成龍忠州詩現地研究〉，《民族文化研究》第 61號，2013 年 11 月，

頁 91﹣118，首爾：韓國高麗大學民族文化院。 

64-2013.9〈越南莫朝詩人阮秉謙《白雲庵詩集》現地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3

期，頁 61-134，2013 年 9 月。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THCI Core

期刊 

63-2013.7〈從明人文集論明代臺閣體之真相〉，《韓中言語文化研究》第 32 輯，2013 年 7

月，頁 175﹣213，首爾：韓國中國言語文化研究會。 

62-2013.6〈1934-1938 年臺灣菁英陳逢源的中國旅行印象〉，《東華漢學》，第 17 期，頁

239-286，2013 年 06 月，花蓮：東華大學。 

61-2012.12〈王維「輞川莊」與「終南別業」現地研究〉，《中正漢學研究》第 20 期，頁

77﹣110，2012 年 12 月。嘉義：中正大學。THCI Core 期刊 

60-2012.12〈唐初七律發展史跡新證—《全唐詩》王維卷以前七言律詩 147 首之考察〉，

《淡江中文學報》第 27 期，頁 1﹣40，2012 年 12 月。臺北：淡江大學，

THCI Core 期刊 

59-2012.12〈唐代「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詩」的創體意義〉，韓國《東亞文化》第 51 輯，

頁 273﹣331，2012 年 12 月。 韓國：首爾大學校。 

58-2012.11〈現地研究下之〈輞川圖〉、《輞川集》與輞川王維別業傳說新論〉，《臺大文

史哲學報》第 77 期，頁 115﹣166，2012 年 11 月。臺北：臺灣大學。THCI 

Core 期刊 

57-2012.6〈「指物寫實」與「依詩求證」─唐詩現地研究作法舉例〉《成大中文學報》37

期，頁 37-80，2012 年 6 月。臺南：成功大學。THCI Core 期刊 

56-2012.3〈王維、裴迪《輞川集》詩現地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0 期，頁 41-81，

2012 年 3 月。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THCI Core 期刊 

55-2012.3〈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現地研究——唐商州武關驛路藍田段新釋〉，《漢

學研究》30卷 1 期，頁 167-204，2012 年 3 月 

54-2012.2〈杜甫〈八哀詩〉所見高麗人王思禮之現地研究〉，《韓中言語文化研究》28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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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2 月，頁 215-253，首爾：韓國中國言語文化研究會。 

53-2011.12〈唐孫樵〈興元新路記〉江口鎮以北路段之現地研究〉，《師大國文學報》第

50 期，頁 209-244，2011 年 12 月。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THCI Core

期刊 

52-2011.12〈대만의 한문번역 관련 공구서 현황 전망	

（臺灣漢文工具書的現況及展望）〉，《民族文化》第 38 輯，2011 年

12 月，頁 134-190。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 

51-2011.12〈唐代秦嶺東部商州武關道現地研究〉，《中山大學文學與文化論叢》（高雄：

中山大學人文中心，2011 年 12 月），頁 3-26。 

50-2011.11〈從現地研究看杜甫秦州入蜀詩的旅行日期〉，《東吳中文學報》第 22 期，頁

75-96，2011 年 11 月。臺北：東吳大學。THCI Core 期刊 THCI Core 期刊，

ISSN:1027-1163 

49-2011.7〈關於錢鍾書《談藝錄．七律杜樣》之考察〉，《錢鍾書詩文叢說》，（中壢：中

央大學人文中心，2011 年 7 月），頁 113-152。 

48-2011.6〈杜詩「紅鮮終日有」「紅鮮任霞散」之「紅鮮」新釋〉，《中正中文學術年刊》

第 17 期，頁 83-113，2011 年 6 月。嘉義：中正大學。THCI Core 期刊。 

47-2010.12初識中國──1922 年在中國大陸旅行的臺灣詩人陳逢源之所見〉，《臺灣古典

文學研究集刊》第 4號，2010 年 12 月，成功大學，頁 1-33。 

46-2010.7〈二十五史點校本對于中國學的世界代之影響〉，《民族文化》第 35 輯，頁 31-75。

2010 年 7 月。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 

45-2010.3〈高雄市孔子廟的國際觀光發展策略〉，《高雄文獻》第 23卷第 1 期，頁 95-128，

2010 年 3 月，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44-2010.1〈安史之亂以後杜甫對國家族群認同之探討〉，中山大學人文中心，《2008 年「國

家與族群」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 月， 頁 1-23。 

43-2009.12〈鍾惺《隱秀軒集》與朝鮮黃汝一《海月集》比較研究〉，南華大學：《文學

新鑰》第 10 期，頁 167-194，2009 年 12 月，南華大學。 

42-2009.10〈論高雄市升格三十年來的文化變遷〉，高雄市文獻委員會：《高雄市升格直

轄市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頁 151-200。 

41-2009.9〈唐詩中的孔子〉，《孔孟學術思想年刊》2009 年號，頁 43-95，2009 年。高雄

市文獻委員會主編。 

40-2009.9〈「涪城縣香積寺官閣」新釋──杜甫梓州詩現地研究舉例〉，《漢學研究》27

卷 3 期，頁 99-126，2009 年 9 月。臺北：漢學研究中心。THCI Core 期刊  

39-2009.8〈現地研究與唐詩詮釋新經驗〉，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2008 年中國古典文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頁 1-24。ISBN：978-983-3527-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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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009.6〈《全唐詩》中「殘燈」一詞對時間定位之意義〉，《國文學報》第 45 期，頁 169-200，

2009 年 06 月。臺北：臺灣師範大學。THCI Core 期刊，學生徐嫚鴻為第

二作者。 

37-2009.6〈杜甫七律章法規格化之研究〉，東華大學：《東華漢學》，第 9 期，頁 199-252，

2009 年 06 月。學生陳怡婷為第二作者。 

36-2008.12〈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子午谷道南口現地研究〉，淡江大學：《淡江中文

學報》第 19 期，頁 61-93，2008 年 12 月。  

35-2008.11〈杜甫夔州生活新證〉，逢甲大學：《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p117-162。 

34-2008.7〈杜甫八哀詩新注〉，里仁書局：《吳宏一教授六秩晉五壽慶暨榮休論文集》，

頁 789-830。2008 年 7 月 

33-2007.6〈我怎樣為杜甫夔州詩重訂編年〉《臺灣學術新視野﹣國科會中文學門 90-94 研

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頁 246-285，2007 年 6 月，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出版。 

32-2007.3〈元代曲江詩所反映的模仿盛唐問題〉，成功大學中文系主編，《金元明文學之

整合研究》，頁 255-308，2007 年 3 月，台北：新文豐出版社出版。 

31-2005.11〈從現地角度看杜甫不就河西尉問題〉，《多元語言、文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

會成果專輯》，頁 249-270，2005 年 11 月，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

語言文學研究所。 

30-2004.12〈從李夢陽詩集檢驗其復古思想之真實義〉，《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

與社會﹣文學篇》，頁 93-138。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出版。 

29-2004.11〈王森文唐都城圖曲江部分與實測之比較〉，《第三屆國際清代學術會議論文

集》，下冊，頁 125-151，高雄：中山大學清代學術中心出版。 

28-2004.7〈論錢謙益《列傳詩集小傳》之批評立場〉，南華大學：《文學新鑰，第 2 期，

頁 127-157，2004 年 7 月。 

27-2004.5〈長安唐詩與樂遊原現地研究〉，《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0 期，頁 75-111。臺

北：臺灣大學。THCI Core 期刊 

26-2003.6〈杜詩白帝城現地研究〉，《杜甫與唐宋詩學》，頁 139-167。臺北：淡江大學中

文系主編，里仁書局出版。 

25-2002.11〈唐宋煎茶詩與詩人寫實本能之考察〉，《文學與美學》第七集，頁 447-487，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24-2002.11〈杜詩「白帝夔州各異城」之現地研究〉，武漢大學中文系主編：《長江學術

第三輯》，頁 60-69，2002 年 11 月。武漢大學主編，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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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02.4〈錢謙益文學批評之基本立場新論〉，《第七屆清代學術會議論文集》，頁 847-868，

高雄：中山大學清代學術中心出版。 

22-2002.4〈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唐代文學研究第九輯》，頁 297-313，中國唐代文學

學會、西北大學中文系主編：廣西大學出版社出版。 

21-2000.9〈李夢陽詩論之「格調」新解〉，《古典文學》第十五集，頁 1-31，臺北：臺灣

學生書局出版。 

20-1999.6〈從〈僧伽歌〉真偽談李白詩的兩點省思〉，《清華學報》新 29卷第 1 期，頁

59-88，新竹：清華大學。THCI Core 期刊 

19-1999.6〈杜甫夔州詩「楚宮陽臺」之現地研究〉《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50 期，頁 261-296。

臺北：臺灣大學。THCI Core 期刊 

18-1999.3〈從實證觀點論王之渙「登鸛雀樓」〉，《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4 期，頁 117-192，

臺北：中央研究院。THCI Core 期刊 

17-1999.1〈明代射圃考〉，《中央研究院張以仁教授七十紀念論文集》，頁 557-600，臺北

學生書局出版。 

16-1998.9〈明代射圃與高雄孔廟〉，《孔孟學術思想年刊》1998 年號，頁 7-62，高雄市文

獻委員會主編。 

15-1998.5〈唐代時刻制度與張繼「夜半鐘聲」新解〉《第四屆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頁

1-38，彰化：國立彰化師大。 

14-1998.4〈宋代詩人意識與作品之互動關係〉，《第二屆兩岸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 

13-1995.4〈一九九四年台灣傳統詩社現況之調查報告〉，文訊月刊，頁 29-35。 

12-1990.4〈五四與日據時期臺灣傳統詩壇〉，《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頁 195-235，1990

年 4 月。臺北：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11-1989.1〈從一個新觀點試論北宋詩〉，《第一屆宋代文學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頁

389-419，1989 年 1 月。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系。 

10-1988.10〈七絕結構新論〉，《古典文學》第十集，頁 359-398，1988 年 10 月。臺北：中

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09-1988.5〈論宋詩特色〉，《第一屆宋詩研討會論文集》，頁 1-15，1988 年 5 月。臺南：

成功大學。 

08-1987.12〈明代成化嘉靖間之地方學〉，《中山學報》第 4 期，頁 1-31，1987 年 12 月。

高雄：中山大學。THCI Core 期刊  

07-1987.4〈論明代嘉靖以前之臺閣體與臺閣文權之下移〉，《古典文學》第九集，頁 289-354，

1987 年 4 月。臺北：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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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986.5〈論明代文學思潮中的學古與求真〉，《古典文學》第八集，頁 313-356，1986

年 5 月。臺北：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05-1983.11〈彌天法律細談詩〉，《中外文學》11卷 9 期，頁 22-50，1983 年 11 月。臺北：

臺灣大學外文系。THCI Core 期刊  

04-1979.12〈胡應麟詩藪的辨體論〉，《古典文學》第一集，頁 327-353，1979 年 12 月。臺

北：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03-1979.6〈孟浩然與王維的詩風（上）〉，《中外文學》8卷 1 期，頁 180-197，1979 年 6

月。臺北：臺灣大學外文系。THCI Core 期刊  

02-1979.7〈孟浩然與王維的詩風（下）〉，《中外文學》8卷 2 期，頁 104-131，1979 年 7

月。臺北：臺灣大學外文系。改寫後收入臺灣成功大學及安徽社科院合

編《當代中國唐代文學研究論文選》，2001 年 12 月。 

01-1978.7〈論陳師道七絕〉，《中外文學》7卷 2 期，頁 68-98，1978 年 7 月。臺北：臺灣

大學外文系。THCI Core 期刊  

 

二、專書十六種	

2018.9《山川為證－東亞古典文學現地研究舉隅》，頁 1-700，2018 年 9 月。臺北：台大

出版中心「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 06」。 

2018.1《親身實見－杜甫詩與現地學》，頁 1-576，2018 年 1 月。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9.12《夔州詩全集．杜甫卷》，頁 1-920，2009 年 12 月。重慶：重慶出版社。 

2007.12《高雄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頁 1-248，2007 年 12 月。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

會。 

2006.11《唐詩現地研究》，頁 1-439，2006 年 11 月。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9.12《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頁 1-403，1999 年 12 月。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99.12《錦松詩稿》，頁 1-186，1999 年 12 月，臺北：里仁書局。（古典詩集）獲財團法

人高雄市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 

1997.12《高雄人語》，頁 1-30，1997 年 12 月，高雄：自印本。（古典詩集）獲高雄市第

18 文藝獎古典詩類首獎。 

1995.12《寶劍篇》，頁 1-32，1995 年 12 月，高雄：自印本。（古典詩集）獲教育部文藝

獎古典詩類首獎。 

1994.5《說給花聽》，頁 1-273，1994 年 5 月，高雄：復文書局。（散文集）高雄市第 14

屆文藝獎散文類第一名。 

1994.12《愛河淨稿》，頁 1-32，1994 年 12 月，高雄：自印本。（古典詩集）獲高雄市第



表 C302                                             共 11 頁  第 9頁	

13屆文藝獎古典詩類首獎。 

1992.6《唐宋詩人檔案》，頁 1-235，1992 年 6 月，高雄：復文書局。（行政院文建會獎助） 

1989.2《明代文學批評研究-成化嘉靖中期篇》，頁 1-389，1989 年 2 月。臺北：臺灣學生

書局。修訂自《明代中期文壇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1987 年 6 月。 

 

1983.11《帝國的最後一瞥──老殘遊記》，頁 1-437，1983 年 11 月，臺北：時報文化出

版社，1983 年。 

1980.7《不會飛的蒼蠅》，頁 1-195，1980 年 7 月，臺北：民眾日報社。（散文集） 

1980.6《李何（李夢陽何景明）詩論研究》，頁 1-279，1980 年 6 月，臺北：臺灣大學碩

士論文。            

四、1982-2000 之學術獎勵（早期國科會研究獎勵獲獎情形）	

1、1986 論明代文學思潮中的學古與求真 

2、1988 七絕結構新論 

3、1992 從李白(僧伽歌)談李白詩的兩點作法特色 

4、1998 唐代時刻制度與張繼「夜半鐘聲」新解  

5、1999 從實證觀點論王之渙〈登鸛鵲樓〉  

6、2000 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  

（2000 年以後停止本獎項） 

五、1995-2025 年之科技部學術獎勵（連續獲得 29 次/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獎助）	

27-29 簡錦松 2022.8-2025.7 黃汴《一統路程圖記》數位化與明清文學應用之 GIS 研究

（三年期計畫）——111-2410-H-110 -078 -MY3 

24-26 簡錦松 2019.8-2022.7 從福建、江西、湖南、兩廣驛路發展的現地研究，開發宋、

元、明詩文研究上的新工具（三年期計畫）——108-2410-H-110 -036 -MY3 

23 簡錦松 2018.8-2019.7 中國古典文本自動標記、事件擷取技術與時空資訊加值運用

--現地研究與數位人文：元人文集中旅行書寫、城市建置、園亭經營、蒙

古語教習等時空資訊互動變化關係之研究 ──NSC 106-2420-H-110 

-016-MY2-2 

22 簡錦松 2018.8-2019.7 從楊士奇、李東陽等四十家大運河行紀、詩卷，論明代詩文

之空間實境掌握、寫作內容焦點、宗派流變真相之現地研究與 GIS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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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NSC 106-2410-H-110 -065-Y2 

21 簡錦松 2017.9-2018.8 中國古典文本自動標記、事件擷取技術與時空資訊加值運用

--現地研究與數位人文：元人文集中旅行書寫、城市建置、園亭經營、蒙

古語教習等時空資訊互動變化關係之研究 

 ──NSC 106-2420-H-110 -016-MY2-1 

20 簡錦松 2017.8-2018.7 從楊士奇、李東陽等四十家大運河行紀、詩卷，論明代詩文

之空間實境掌握、寫作內容焦點、宗派流變真相之現地研究與 GIS 地圖

製作──NSC 106-2410-H-110 -065-Y1 

19 簡錦松 2016.8-2017.7 明代大運河紀行詩文之驛程、景觀與文學之現地研究與 GIS

地圖製作 ──NSC 103-2410-H-110 -043-Y3 

18 簡錦松 2015.8-2016.7 明代大運河紀行詩文之驛程、景觀與文學之現地研究與 GIS

地圖製作 ──NSC 103-2410-H-110 -043-Y2 

17 簡錦松 2014.8-2015.7 明代大運河紀行詩文之驛程、景觀與文學之現地研究與 GIS

地圖製作 ──NSC 103-2410-H-110 -043-Y1 

16 簡錦松 2013 駱賓王西行邊塞詩之現地研究 ──NSC 102-2410-H-110 -059 

15 簡錦松 2011-2014 高麗至朝鮮三家文集現地研究──李齊賢、柳成龍、丁若鏞 (3) 

NSC 100-2411-H-110-060 -MY3   

14 簡錦松 2011-2014 高麗至朝鮮三家文集現地研究──李齊賢、柳成龍、丁若鏞 (2) 

NSC 100-2411-H-110-060 -MY3   

13 簡錦松 2011-2014 高麗至朝鮮三家文集現地研究──李齊賢、柳成龍、丁若鏞 (1) 

NSC 100-2411-H-110-060 -MY3   

12 簡錦松 2010 唐詩中由長安經武關下襄陽之秦嶺詩篇現地研究         

NSC 99-2410-H-110 -066  

11 簡錦松 2009-2011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東亞漢學 III：韓國

漢文學傳統之研究  98-2411-H-110-001-2E 

10 簡錦松 2009 唐代長安入蜀詩現地研究（三）  98-2411-H-110-062 

09 簡錦松 2008 唐代長安入蜀詩現地研究（二）  97-2411-H-110-041 

08 簡錦松 2007 唐代長安入蜀詩現地研究（一）  96-2411-H-110-010 

07 簡錦松 2005 杜甫詩現地研究──以梓州為中心  94-2411-H-110-017  
06 簡錦松 2004 杜甫夔州詩新注  93-2411-H-110-014 

05 簡錦松 2003 唐詩與長安現地研究──以唐長安城東半部至藍田華縣為中心  

92-2411-H-110-017- 

04 簡錦松 2002 唐詩與長安現地研究──以曲江、樂游原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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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411-H-110-014  

03 簡錦松 2001 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白帝山城之部  90-2411-H-110-025  

02 簡錦松 1996 台灣傳統型詩社現代化能力之研究  90-2411-H-110- 

01 簡錦松 1995 台灣傳統型詩社現代化能力之研究  90-2411-H-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