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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說明：2011 年臺灣地區明代研究部分專著、專論已收入於《明代研究》十七期，

本期僅收入十七期闕漏部分。 

一、專著 

（一）2011 年 

1. 胡曉真、王鴻泰，《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臺北：允晨文化，2011。 
2. 崔在穆著，錢明、鐘瑩、陳璐等譯，《東亞陽明學的展開》，臺北：國立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2011。 

（二）2012 年 

1. 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臺北：黎明文化，2012。 

2. 王秋文，《明代女詞人群體關係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3. 王允昌、柯玉枝，《使於海洋，不辱君命：鄭和 vs.哥倫布》，臺北：御書房

出版有限公司，2012。 

4. 毛香懿，《明清世說體著作之兒童書寫析論》，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2。 

5. 毛文芳，《卷中小立亦百年：明清女性畫像文本探論》，臺北：臺灣學生，2012。 

6. 余蕙靜，《沈璟現存傳奇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7. 呂允在，《明人的讀書生活著》，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8. 李侑儒，《鐘錶、鐘樓與標準時間：西式計時儀器及其中國社會的互動

（1582-1949）》，臺北：政大歷史，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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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栩鈺，《閨閣傳心：《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

社，2012。 

10. 李華彥，《財之時者：戶部尚書畢自嚴與晚明財稅（1628-1633）》，臺北：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11. 李宛玲，《明末嶺南海雲詩派研究》，臺北：五南文化，2012。 

12. 李兆良，《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測繪世界》，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13. 李峰、薩蘇，《海魂：從鄭和的大航海時代到東瀛崛起》，臺北：大旗出版社，

2012。 

14. 何孟興，《海中孤軍：明代澎湖兵防研究論文集》，澎湖：澎湖縣文化局，2012。 

15. 阮筱琪，《鄭經《東壁樓集》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16. 林和君，《《全明傳奇》夢關目運用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17. 林麗容，《劉基「天人思想」之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18. 林麗容，《劉基的聖人意識與詮釋》，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19. 邵雍、唐力行、高紅霞等合著，《中國民間宗教民間信仰研究之中歐視角》，

臺北：博揚文化，2012。 

20. 周春健，《宋元明淸四書學編年》，臺北：萬卷樓，2012。 

21. 周雯，《張綖詞學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22. 徐一智，《香船萬里飄千葉：明代觀音信仰與普陀山的發展》，臺中：白象文

化，2012。 

23. 徐一智，《末法的救度：明末清初在犙弘贊（1611-1685）觀音信仰之研究》，

臺中：白象文化，2012。 

24. 徐德智，《明代吳門詞派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25. 涂豐恩，《救命：明清中國的醫生與病人》，臺北：三民書局，2012。 

26. 唐博，《明朝皇帝回憶錄》，臺北：遠流，2012。 

27. 唐建光主編，《大航海時代》，臺北：龍圖騰文化，2012。 

28. 婁瑋，《石田秋色：沈周家族的興盛與衰落》，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2。 

29. 陳捷先，《滿清之晨：探看皇朝興起前後》，臺北：三民出版社，2012。 

30. 陳貞吟，《湯顯祖愛情戲曲取材再創作之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2。 

31. 陳淑君，《稼軒詞中鳥意象之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32. 陳文新、王同舟，《明代八股文編年史》，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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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莊凱雯，《朱舜水學術思想及其對日本江戶時代文化之影響》，臺北：臺灣學

生書局，2012。 

34. 張藝曦，《講學與政治：明代中晚期講學性質的轉變及其意義》，臺北：花木

蘭文化出版社，2012。 

35. 黃泊凱，《良知統三教的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36. 黃美玲，《明清時期臺灣遊記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1012。 

37. 游子安，《善書與中國宗教》，臺北：博揚文化，2012。 

38. 曾守仁，《王夫之詩學理論重構：思文•幽明•天人之際的儒門詩教觀》，臺

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39. 楊自平，《世變與學術：明清之際士林《易》學與殿堂《易》學》，臺北：臺

大出版中心，2012。 

40. 楊麗麗，《天籟傳翰：明代嘉興項元汴家族的鑑藏與藝術》，臺北：石頭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2012。 

41. 劉錚雲主編，《明清檔案文書》，臺北：政大人文中心，2012。 

42. 劉錚雲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臺灣史料彙編》，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 

43. 劉思怡，《宋懋澄及其《九籥集》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44. 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陳信宏譯，《決戰熱蘭遮(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臺北：時報出版，2012）。 

45. 蔡嘉麟，《明代的山林生態：北邊防區護林與伐木衝突的歷史考察》，臺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46. 鄭基良，《晚明改過思想之研究：以《菜根譚》、《呻吟語》、《了凡四訓》、《七

克》為例》，臺北：文史哲，2012。 

47. 鄭俊彬，《明代廣東沿海經濟發展之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48. 鄭俊彬，《明代四川的民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49. 鄭幸雅，《晚明清言研究：醒世癒病，自覺自解》，臺北：文津，2012。謝忠

志，《明代的生活異端》，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50. 謝旻琪，《李維楨文學思想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51. 薛雅文，《《陳眉公家藏祕笈續函》小說類作品之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

出版社，2012。 

52. 戴文和，《晚明經世學鉅著《皇明經世文編》及其相關問題硏究》，臺北：文

史哲，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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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戴月芳，《明清時期荷蘭人在台灣》，臺北：臺灣書房，2012。 

54. 韓田鹿，《藏在巷弄裡的明朝：從暢銷通俗小說「三言二拍」看街談巷議庶

民百態》，臺北：麥田出版，2012。 

55. 蕭馳，《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第二卷：佛法與詩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2。 

56. 蕭馳，《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第三卷：聖道與詩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2。 

57. 閻崇年，《大故宮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58. 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咏〉論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二、專論 

（一）2011 年 

1. 王政，〈明代戲曲描寫中的祭俗考〉，《宗教哲學》，58（2011），頁 115-130。 

2. 王崇齊，〈陳鑑及其所收藏的褚摹〈蘭亭集序〉〉，《故宮學術季刊》，29：2

（2011），頁 115-146。 

3. 王崇峻，〈「文章留大雅，著述寓微權」：記明遺民李世熊及其《寧化縣志》〉，

《白沙歷史地理學報》，12（2011），頁 37-78。 

4. 王榮湟，〈百年袁崇煥研究綜述〉，《明代研究》，17（2011），頁 155-186。 

5. 李小榮，"Singing in Dis/Harmony" in Times of Chaos: Poetic Exchange between 

Xu Can and Chen Zhilin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近代中國婦女史研

究》，19（2011），頁 215-254。 

6. 沈衛榮，〈《大乘要道密集》與西夏、元、明三代藏傳密教史研究〉，《古今論

衡》，23（2011），頁 69-90。 

7. 何淑宜，〈評濱島敦俊《總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會と民間信仰》〉，《暨南

史學》，14（2011），頁 195-202。 

8. 邱仲麟，〈《西行記》[王在撰]點校并序〉，《明代研究》，17（2011），頁 193-210。 

9. 邱仲麟，〈明代長城線外的森林砍伐〉，《成大歷史學報》，41（2011），頁

33-101。 

10. 阿風，〈明代徽州宗族墓地與祠廟之訴訟探析〉，《明代研究》，17（2011），

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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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徐斌、楊國安，〈江湖盜、水保甲與明清兩湖水上社會控制〉，《明代研究》，

17（2011），頁 121-153。 

12. 翁宇雯，〈真主的追隨者：明武宗及其官窯回回文器皿〉，《故宮學術季刊》，

29：2（2011），頁 147-222。 

13. 馬雅貞，〈戰勳與宦蹟：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明代研究》，

17（2011），頁 49-89。 

14. 陳時龍，〈丘橓《望京樓遺稿》奏疏兩篇〉，《明代研究》，17（2011），頁 187-191。 

15. 陳時龍，〈萬曆張府抄家事述微：以丘橓《望京樓遺稿》為主要史料〉，《中

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3（2011），頁 109-136。 

16. 黃敏浩，〈王龍溪〈天泉證道紀〉所衍生的問題〉，《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8：2=16（2011），頁 237-270。 

17. 楊正顯，〈王陽明佚詩文輯釋：附徐愛、錢德洪佚詩文輯錄〉，《中國文哲研

究通訊》，21：4=84（2011），頁 157-189。 

18. 楊雅琪，〈明代女教書與三言二拍所反映的女子學識教育觀異同檢討〉，《人

文與社會學報》，2：9（2011），頁 109-135。 

19. 鄭娟容，〈評劉曉東《明代的塾師與基層社會》〉，《明代研究》，17（2011），

頁 211-219。 

20. 盧雪燕，〈明彩繪本《甘肅地方圖》考〉，《故宮學術季刊》，29：1（2011），

頁 101-146。 

21. 濱島敦俊，〈從〈放生河規約〉看明代後期江南士大夫家族〉，《明代研究》，

17（2011），頁 91-119。 

（一）2012 年 

1. 于志嘉，〈明代軍戶中的家人、義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83：3（2012），頁 507-570。 

2. 小林仁著，易穎梅譯，〈「官器」考：明代龍泉官方用器的定位〉，《典藏古美

術》，233（2012），頁 144-153。 

3. 王猛，〈明代歷史演義序跋批評中的文體論〉，《國文天地》，28：3（2012），

頁 45-52。 

4. 王正華，〈走向「公開化」：慈禧肖像的風格形式、政治運作與形象塑造〉，《國

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2（2012），頁 239-316。 

5. 王宏志，〈通事與奸民：明末中英虎門事件中的譯者〉，《編譯論叢》，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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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頁 41-66。 

6. 王崇峻，〈明遺民的另一類型：李世熊與明末清初的福建寧化〉，《孔孟學報》，

90（2012），頁 195-236。 

7. 王鴻泰，〈明清感官世界的開發與欲望的商品化〉，《明代研究》18（2012），

頁 103-141。 

8. 王鴻泰，〈倭刀與俠士：明代倭亂衝擊下江南士人的武俠風尚〉，《漢學研究》，

30：3（2012），頁 63-98。 

9. 王國良，〈錢謙益藏書研究之一：以《牧齋書目》為主的考察〉，《東吳中文

學報》，24（2012），頁 167-188。 

10. 尤淑君，〈評城地孝，《長城と北京の朝政：明代內閣政治の展開と變容》〉，

《新史學》，23：4（2012），頁 247-256。 

11. 布琮任，〈評 John E. Wills, Jr., ed., China and Martime Europe, 1500-1800： 

Trade, Settlement, Diplomacy, and Missions （中國與海洋歐洲，1500-1800：

貿易、流徙、外交與佈道）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漢學研究》，30：1（2012），頁 351-357。 

12. 成耆仁，〈明末清初輸往日本的「禪味」時尚青花瓷及其對日本瓷的刺激和

影響〉，《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22：5（2012），頁 16-24。 

13. 朱湘鈺，〈晚明季本《四書私存》之特色及其意義〉，《清華學報》，42：3（2012），

頁 489-525。 

14. 朴永煥，〈魯認《錦溪日記》裏記載的 15 世紀末閩地的學術思想〉，收入《2012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閩南文化研究中心成功大學，

2012），頁 79-96。 

15. 何孟興，〈明代海防指導者方鳴謙之初探〉，《止善》，12（2012），頁 69-88。 

16. 何淑宜，〈時代危機與個人抉擇：以晚明士紳劉錫玄的宗教經驗為例〉，《新

史學》，23：2（2012），頁 57-106。 

17. 何傳馨，〈御筆戲作：明宣宗書畫合璧冊探究〉，《故宮文物月刊》，350（2012），

頁 4-11。 

18. 何致和，〈譯者的消失與僭越：晚明耶穌會傳教士與二十世紀華人作家的非

母語書寫〉，《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2：2（2012），頁 55-71。 

19. 吳正龍，〈明鄭時期陳永華興學設教事蹟初探〉，《教育資料與研究》，104

（2012），頁 125-148。 

20. 吳振漢，〈明儒李邦華的治世與殉國〉，《輔仁歷史學報》，28（20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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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03。 

21. 吳雪梅，〈明清時期兩湖移民鄉村社會秩序的建構〉，《淡江史學》，24（2012），

頁 307-320。 

22. 吳景傑，〈從「家事」到「公事」：《㽦辭》中所見晚明婦女非殉節型自殺案

件〉，《暨南史學》，14（2012），頁 8-45。 

23. 吳誦芬，〈明宣宗戲猿圖軸介紹〉，《故宮文物月刊》，351（2012），頁 106-113。 

24. 吳誦芬，〈宣德宸翰：允文允武的藝術天子明宣宗書畫作品〉，《故宮文物月

刊》，349（2012），頁 50-59。 

25. 吳誦芬，〈從一張明仁宗朱高熾的肖像談起〉，《故宮文物月刊》，350（2012），

頁 88-98。 

26. 吳潔盈，〈論明清之際擬話本與戲曲中的雷峰塔〉，《中國文學研究》，34

（2012），頁 173-207。 

27. 吳培基、賴阿蕊，〈沈有容〈仗劍錄〉校注研究（上）〉，《硓嘳石》，68（2012），

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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