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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瑞均 * 陳佩歆 ** 謝宛洳 ***整理 

一、專著 

說明：2010 年臺灣地區明代研究部分專著已發表於《明代研究》十五期，故

以下整理自 2011 年始。 

1. 王冠文，《李贄著作研究(上)(下)》，收入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

究輯刊》12 編第 9、10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2. 王國基，《明代徐貞明與西北水利研究》，收入王明蓀主編，《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輯刊》第 6 編第 13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3. 王淑芬，《呂天成《曲品》戲曲觀研究》，收入曾永義主編，《古典文學研究

輯刊》第 2 編第 21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4. 毛文芳，《董其昌之逸品觀》，收入王明蓀主編，《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第 5 編第 32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5. 任祖泰，《明末利瑪竇《交友論》研究》，收入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

文獻研究輯刊》13 編第 1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6. 朱倩如，《明人的山居生活》，收入王明蓀主編，《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第 5 編第 16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7. 安毓淼，《明詩：朱洪武到萬曆帝的明朝詩文》，臺北：吳氏圖書，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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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2011。 

9. 余欣娟，《明代「詩以聲為用」觀念研究》，收入龔鵬程主編，《古典詩歌研

究彙刊》第 10 輯第 15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10. 沈信甫，《方以智易學形上思想研究(上)(下)》，收入林慶彰主編，《中國學術

思想研究輯刊》第 12 編第 3、4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11. 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11。 

12. 李沛思，《從工夫論看羅近溪思想之特色》，收入林慶彰主編，《中國學術思

想研究輯刊》第 12 編第 44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13. 李德材，《羅近溪哲學之研究》，收入林慶彰主編，《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第 12 編第 45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14. 林其賢，《李卓吾事蹟繫年》，收入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

刊》13 編第 2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15. 林美秀，《江進之詩學理論與實踐》，收入龔鵬程主編，《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 9 輯第 19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16. 林秀鳳，《吳廷翰氣學思想研究》，收入林慶彰主編，《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

刊》第 11 編第 36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17. 林麗紅，《明代傳奇丑腳研究》，收入曾永義主編，《古典文學研究輯刊》第 2

編第 20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18. 林照蘭，《《全明散曲》中的南曲體製研究(上)(下)》，收入曾永義主編，《古

典文學研究輯刊》第 3 編第 25、26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19. 吳冠生，《王陽明誠意工夫的思想精神》，收入林慶彰主編，《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第 12 編第 43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20. 邱美珍，《袁中道研究》，收入曾永義主編，《古典文學研究輯刊》第 3 編第

10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21. 徐 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 

22. 唐立宗，《坑冶競利：明代礦政、礦盜與地方社會》，臺北：政大歷史系，2011。 

23. 高美華，《明代傳奇時事劇研究》，收入曾永義主編，《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第 3 編第 23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24. 高芷琳，《明代戲劇的兩性關係：以六十種曲為例》，收入曾永義主編，《古

典文學研究輯刊》第 3 編第 24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25. 張崑將，《陽明學在東亞：詮釋、交流與行動》，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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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6. 許錦雯，《羅欽順、王廷相、吳廷翰自然氣本論研究》，收入林慶彰主編，《中

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第 11 編第 35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27. 陳永發主編，《明清帝國及其近現代轉型》，臺北：允晨文化，2011。 

28. 陳煒舜，《明代前期楚辭學史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 

29. 陳昀瑜，《朱之瑜與顏元的實行觀》，收入林慶彰主編，《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第 12 編第 42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30. 陳美吟，《高攀龍理學思想之研究(上)(下)》，收入林慶彰主編，《中國學術思

想研究輯刊》第 12 編第 46、47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31. 陳啟文，《劉蕺山之道德主體理論分析》，收入林慶彰主編，《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第 12 編第 48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32. 陳曉蓁，《「三言」人物心態研究》，收入曾永義主編，《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第 2 編第 15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33. 陳淑滿，《金聖歎評改《西廂記》研究》，收入曾永義主編，《古典文學研究

輯刊》第 2 編第 19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34. 黃信二，《王陽明「致良知」方法論之研究》，收入林慶彰主編，《中國學術

思想研究輯刊》第 11 編第 33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35. 黃明理，《「晚明文人」型態之研究》，收入曾永義主編，《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第 3 編第 11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36. 馮翠珍，《《三言二拍一型》之戒淫故事研究》，收入曾永義主編，《古典文學

研究輯刊》第 3 編第 16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37. 曾永義，《明雜劇概論(上)(下)》，收入曾永義主編，《古典文學研究輯刊》第

3 編第 20、21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38. 喻緒琪，《明清扮裝文本之文化象徵與文藝美學》，收入曾永義主編，《古典

文學研究輯刊》第 2 編第 6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39. 游宗蓉，《明代組劇研究》，臺北：國家出版社，2011。 

40. 楊祖漢、楊自平主編，《黃宗羲與明末清初學術》，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出版

中心，2011。 

41. 楊瑞松，《追尋終極的真實：顏元的生平與思想》，收入林慶彰主編，《中國

學術思想研究輯刊》第 12 編第 42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42. 楊淑娟，《南管與明初五大南戲文本之比較》，臺北：國家出版社，2011。 

43. 葉俊慶，《隱逸‧山人‧園居：周履靖及其《夷門廣牘》研究(上)(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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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12 編第 11、12 冊，臺北：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44. 蔡石山著，黃中憲譯，《明代宦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45. 蔡泰彬，《晚明黃河水患與潘季馴之治河》，收入王明蓀主編，《古代歷史文

化研究輯刊》第 5 編第 18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46. 蔡孟宸，《明清閒章美學》，收入王明蓀主編，《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第 6

編第 21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47. 劉亞平，《真性情的體悟與窮究：李贄思想中私利觀點的探討》，收入林慶彰

主編，《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第 12 編第 48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

社，2011。 

48. 賴昇宏，《湛甘泉理學思想之研究》，收入林慶彰主編，《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第 11 編第 34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49. 賴慧玲，《明傳奇中宗教角色研究》，收入曾永義主編，《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第 3 編第 22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50. 謝敏聰，《明清北京的城垣與宮闕之研究(1403-1911)》，收入王明蓀主編，《古

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第 5 編第 15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51. 謝忠志，《明代兵備道制度：以文馭武的國策與文人知兵的實練》，收入王明

蓀主編，《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第 5 編第 17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

社，2011。 

52. 謝榮芳，《明代劉天和之生平經歷與治黃理漕》，收入王明蓀主編，《古代歷

史文化研究輯刊》第 6 編第 12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53. 蕭佳慧，《笑話的書寫與閱讀：馮夢龍《笑府》、《古今笑》探論》，收入曾永

義主編，《古典文學研究輯刊》第 2 編第 29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1。 

54. 蘇菁媛，《陳子龍詞學理論及其詞研究》，收入龔鵬程主編，《古典詩歌研究

彙刊》第 10 輯第 16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二、期刊論文 

(一)2010 年 

1. 中野三敏著，鍋島亞朱華譯，鄭雅尹整理，〈十七世紀日本儒學界中之陸王

學的定位〉，《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0:3，總 79 期(臺北，2010.9)，頁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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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思翰，〈王陽明《大學》詮釋之「內聖外王」：以政治環境與士人處境切入〉，

《有鳳初鳴年刊》，6(臺北，2010.10)，頁 1-19。 

3. 王祥穎，〈紅蓮柳翠故事在明代俗文學創作的處理與應用〉，《文學新鑰》，

12(嘉義，2010.12)，頁 55-89。 

4. 王鴻泰，〈感官、品味與文化身分：晚明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國

文新天地》，21(臺北，2010.4)，頁 15-22。 

5. 毛文芳，〈顧盼自雄‧仰面長嘯：清初釋大汕(1637-1705)《行跡圖》及其題

辭探論〉，《清華學報》，40:4(新竹，2010.12)，頁 789-850。 

6. 江淑君，〈老子非陰謀捭闔之術：以明人詮解《老子》三十六章為觀察之核

心〉，《中國學術年刊》，32(臺北，2010.03)，頁 29-64。 

7. 何孟興，〈被動的應對：萬曆年間明政府處理澎湖兵防問題之探討

(1597-1616)〉，《硓咕石》，61(澎湖，2010.12)，頁 61-87。 

8. 余其濬，〈評 Meinert, Carmen ed., Traces of Humanism in China: Tradition and 

Modernity〉，《漢學研究通訊》，29:4，總 116 期(臺北，2010.11)，頁 47-48。 

9. 余境熹，〈徐渭《雌木蘭替父從軍》與希伯來傳奇《尤迪傳》的女英雄書寫〉，

《輔大中研所學刊》，24(臺北，2010.10)，頁 157-174。 

10. 吳美琪，〈明末的慈善家：陳龍正〉，《蘭女學報》，12(宜蘭，2010.11)，頁 19-29。 

11. 吳美琪，〈從小說入歷史：評陳大康《明代商賈與世風》〉，《蘭女學報》，12(宜

蘭，2010.11)，頁 31-36。 

12. 巫仁恕，〈評 Si-Yen Fei, Negotiating Urban Space: 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明代研究》，15(臺北，2010.12)，頁 185-191。 

13. 呂麗粉，〈《五經大全》、《四書大全》的編修及其對明代經學的影響〉，《東方

人文學誌》，9:4(臺北，2010.12)，頁 157-72。 

14. 李志宏，〈知命：明代四大奇書思想命題探析〉，收於《第四屆中國小說與戲

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10)。 

15. 李昭鴻，〈創作考量的多重面向：《型世言》對寡婦守節和改嫁的支持與理

解〉，《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21(臺北，2010.10)，頁 47-67。 

16. 李栩鈺，〈「柳如是」相關影劇新編的三種徑路探討〉，《中國語文學刊》，3(臺

中，2010.11)，頁 89-104。 

17. 李惠綿，〈沈寵綏體兼南北的度曲論〉，《臺大中文學報》，33(臺北，2010.12)，

頁 295-340。 

18. 李卓穎，〈新方案與十五世紀晚期江南水利改革〉，《明代研究》，15(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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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頁 1-35。 

19. 周維強，〈民國以來明代戰車研究之回顧及前瞻〉，《淡江史學》，22(臺北，

2010.9)，頁 79-105。 

20. 林逸欣，〈李日華的味水軒收藏誌：晚明嘉興李日華的繪畫鑑藏與文人品

味〉，《典藏古美術》，218(臺北，2010.11)，頁 216-225。 

21. 邱仲麟，〈陸啟浤《客燕雜記》標點并序〉，《明代研究》，15(臺北，2010.12)，

頁 153-184。 

22. 邱澎生，〈消費使人愉悅？略談明清史學界的物質文化研究〉，《思想》，15(臺

北，2010.5)，頁 129-147。 

23. 侯美珍，〈評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

《書目季刊》，44:3(臺北，2010.12)，頁 111-134。 

24. 俞秀玲，〈「明學術、正人心」的社會教化論：李二曲教育思想探微〉，《孔孟

月刊》，49:3-4(臺北，2010.12)，頁 24-31。 

25. 胡衍南，〈論《三續金瓶梅》的世情書寫與俗雅定位〉，《淡江中文學報》，23(臺

北，2010.12)，頁 27-53。 

26. 范宜如，〈文化圖景的形構：王士性《廣志繹》之地方知識與敘事〉，《中國

學術年刊》，32(臺北，2010.9)，頁 191-222。 

27. 孫佩詩，〈公案話本中的新風景：談《勘皮靴單證二郎神》中的紅杏出「宮」

與偵探式破案〉，《人文與社會研究學報》，44:2(臺南，2010.10)，頁 47-65。 

28. 徐一智，〈明代政局變化與佛教聖地普陀山的發展〉，《玄奘佛學研究》，14(新

竹，2010.9)，頁 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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