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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理 

說明：2015 年臺灣地區明代研究部分專著、專論已收入於《明代研究》二十五

期，本期僅收入二十五期闕漏部分。 

一、專著 

（一）2015 年 

1.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黃中憲譯，《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

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 

2. 王儀，《明代平倭史實》，臺北：臺灣中華書局，2015。 

3.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方輿搜覽：大英圖書館所藏明清輿圖》，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4. 吳政緯，《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臺

北：秀威資訊，2015。 

5. 李隆獻，《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宋元明清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

中心，2015。 

6. 胡丹，《大明後宮有戰事》，臺北：遠流出版社，2015。 

7. 苗棣，《大明亡國史：崇禎皇帝傳》，臺北：大旗出版社，2015。 

8. 陳麗君撰，謝鶯興編輯，《「判」的再書寫：明代公案小說研究》，臺中：東

海大學圖書館，2015。 

9. 連文萍，《詩學正蒙：明代詩歌啟蒙教習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15。 

10. 覃士勇，《奏摺上的晚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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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藺文銳，《小說與閱讀公眾：明代通俗小說傳播與接受研究》，臺北：花木

蘭文化出版社，2015。 

（二）2016 年 

1. 丁威仁，《明代前期《詩經》學的詩學詮釋》，臺北：島讀文化學社，2016。 

2.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廖彥博譯，《掙扎的帝國：氣候、經濟、社會與

探源南海的元明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16。 

3. 王水彰，《明代金門先賢述論》，金門：王水彰，2016。 

4. 合山究著，蕭燕婉譯注，《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6。 

5. 安贊淳，《明代理學家文學理論研究》，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16。 

6. 何國慶，《萬曆駕到：多元．開放．創意的文化盛世》，臺北：遠流出版社，

2016。 

7. 李潔非，《明六帝紀》，臺北：廣場出版社，2016。 

8. 明旭，《氣與志：明代「儒賈」意象的興起──以徽商為中心的考察》，臺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 

9. 林景隆，《明代四大奇書之續書文化敘事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6。 

10. 林慧如編，《明代軼聞》，臺北：臺灣中華書局，2016。 

11. 林燊祿輯錄，《明代城隍信仰資料輯錄》，臺北：稻鄉出版社，2016。 

12. 林燊祿輯錄，《明代城隍信仰資料輯錄（第二輯）》，臺北：稻鄉出版社，2016。 

13. 金衛國，《桐城桂林方氏家族與明清政治及文化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

出版社，2016。 

14. 徐一智，《明代觀音信仰之研究》，臺北：法鼓文化事業，2016。 

15. 徐聖心，《青天無處不同霞：明末清初三教會通管窺》，臺北：國立臺灣大

學出版中心，2016。 

16. 涂秀虹，《明代建陽書坊之小說刊刻》，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16。 

17.  張覺明，《晚明公安派副帥江盈科研究》，臺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6。 

18. 曹新宇，《祖師的族譜：明清白蓮教社會歷史調查之一》，臺北：博揚文化，

2016。 

19. 莊琇婷，《晚明遺民擔當禪師詩畫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 

20. 黃克武，《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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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經出版公司，2016。 

21. 黃聖修，《一切總歸儒林──《明史．儒林傳》與清初學術研究》，臺北：新

文豐出版公司，2016。 

22. 曾國富，《宋元明清粵西歷史文化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 

23. 劉佳、周晶晶，《貞節只是個傳說：你不知道的明清寡婦故事》，臺北：獨立

作家出版社，2016。 

24. 蔡淑閔，《明末清初「敬天愛人」思想研究：以天主教儒者為中心》，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2016。 

25. 蔣竹山，《裸體抗砲：你所不知道的暗黑明清史讀本》，臺北：蔚藍文化出

版社，2016。 

26. 鄧克銘，《明末清初《莊子》註解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16。 

27. 鄭冠榮，《從鄭貴妃到客氏：晚明政爭中的幾個宮闈女性》，臺北：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2016。 

28. 韓曉華，《明中、晚明「泰州學派」的思想發展研究：從「百姓日用」到「參

之以情識」》，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 

29. 魏月萍，《君師道合：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論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6。 

30. 蘇同炳，《明清史零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16。 

31. 龔鈺珽，《誰的天？明清之際傳教士與士大夫對於「天學」的不同認識》，

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 

二、專論 

（一）2015 年 

1. 于志嘉，〈虛實參半的先祖歷史：從資陽徐氏始遷祖手傳看明代湖廣地區的

垛集軍戶〉，《明代研究》，25（2015），頁 1-56。 

2. 王明兵，〈藤原惺窩的東亞觀──對明朝、朝鮮、安南三國的省視〉，《臺灣

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2：2（2015），頁 21-48。 

3. 王健，〈竟為疆場：軍旅、戰事與明清鼎革之初松江地方社會〉，《明代研究》，

25（2015），頁 115-138。 

4. 王涵青，〈勞思光對宋明理學儒佛之辯的詮釋方法探究〉，《哲學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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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015），頁 183-202。 

5. 王矞慈，〈至道與人倫──李贄《老子解》中的道體義蘊及其對三教會通方

法之反思〉，《中國文學研究》，40（2015），頁 221-266。 

6. 王矞慈，〈復返天均之境──李贄《莊子解》中的道家思想及其對三教人倫

之反思〉，《有鳳初鳴年刊》，11（2015），頁 341-364。 

7. 任建敏，〈明中葉廣東禁毀淫祠寺觀與寺田處理〉，《新史學》，26：4（2015），

頁 79-126。 

8. 衣若芬，〈睹畫思人：十五至十九世紀朝鮮燕行使的紀念圖像〉，《故宮學術

季刊》，33：2（2015），頁 51-82。 

9. 李東龍，〈集句、艷情的死亡絮語──論晚明沈德符之悼亡詩〉，《中極學刊》，

9（2015），頁 101-133。 

10. 何孟興，〈仗劍閩海──浯嶼水寨把總沈有容事蹟之研究（1601-1606 年）〉，

《興大人文學報》，55（2015），頁 77-99。 

11. 何威萱，〈從「傳經」到「明道」──程敏政與明代前期孔廟從祀標準的轉

變〉，《臺大歷史學報》，56（2015），頁 35-86。 

12. 何淑宜，〈晚明的地方官生祠與地方社會──以嘉興府為例〉，《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6：4（2015），頁 811-854。 

13. 何淑雅，〈論李卓吾「童心說」與晚明思潮〉，《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

18（2015），頁 65-88。 

14. 吳勇宏，〈《三言》娼妓愛情故事對唐傳奇的繼承與開展〉，《思辨集》，18

（2015），頁 1-17。 

15. 吳振漢，〈晚明史家的競合關係──以徐學謨與王世貞為例〉，《史匯》，18

（2015），頁 1-30。 

16. 吳靜芳，〈明代男性求子的醫療文化史考察：以種子方為例〉，《成大歷史學

報》，49（2015），頁 39-92。 

17. 呂文明，〈大藝術視野中的徐渭草書藝術精神初探〉，《中華書道》，88（2015），

頁 38-47。 

18. 呂永昇、李新吾，〈神明，祖先，儀式專家：明以降梅山「家主」與「地主」

信仰〉，《民俗曲藝》，187（2015），頁 45-104。 

19. 宋灝，〈由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身體自我與意識哲學〉，《中山人文學報》，

39（2015），頁 39-57。 

20. 沈明謙，〈釋德清《老子道德經解》與《莊子內篇註》互文詮釋方法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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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年刊》，37：2（2015），頁 74-114。 

21. 周安邦，〈由明代日用類書〈農桑門〉中收錄的蠶桑竹枝詞探究吳中地區的

蠶業活動〉，《興大人文學報》，55（2015），頁 33-75。 

22. 周維強，〈明季瀋遼之役新探〉，《故宮學術季刊》，33：1（2015），頁 243-

285。 

23. 林明照，〈王船山莊學中「相天」說的倫理意義〉，《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

49（2015），頁 77-106。 

24. 林桂如，〈「知我者，其惟是書乎」：論朱權《原始祕書》之編纂〉，《成大中

文學報》，51（2015），頁 159-188。 

25. 林麗江，〈晚明規諫版畫《帝鑑圖說》之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3：2（2015），

頁 83-142。 

26. 邱韻如，〈明清眼鏡之文本溯源與時空背景探查〉，《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

20（2015），頁 56-72。 

27. 侯美珍，〈明代鄉會試《尚書》義出題考察──以考官出題偏重為主的討論〉，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7（2015），頁 137-172。 

28. 侯淑娟，〈晚明戲曲選集對《五桂記》及竇儀故事的輯存〉，《東吳中文學報》，

30（2015），頁 205-238。 

29. 姜守誠，〈明代昭化寺創建沿革考：以〈勑賜昭化寺碑〉為中心〉，《成大歷

史學報》，49（2015），頁 147-212。 

30. 柯秉芳，〈刻書與版晝──明代王崇慶《山海經釋義》之圖像探赜〉，《有鳳

初鳴年刊》，10（2015），頁 163-182。 

31. 段宜廷，〈從「性情之真」到「道德之善」──論袁宏道文學思想裡的真與

善〉，《嘉大中文學報》，10（2015），頁 89-115。 

32. 段曉琳，〈書評 Yuming He, 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明

代研究》，25（2015），頁 139-150。 

33. 洪國恩，〈「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從內聖外王的角度探究王陽明詩教

觀〉，《思辨集》，18（2015），頁 103-120。 

34. 洪靜芳，〈明鄭時期臺灣遺民詩中的陶淵明隱逸文化──以沈光文、徐孚遠、

鄭經為例〉，《弘光人文社會學報》，17（2015），頁 73-86。 

35. 徐一智，〈從《觀音經持驗記》看明代居士的觀音信抑〉，《成大歷史學報》，

49（2015），頁 9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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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徐筱妍，〈評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賦役制度的發展》〉，《止善》，19（2015），

頁 213-218。 

37. 夏小雨，〈覃子豪的晚期詩作及象徵主義實踐──以《畫廊》集為中心〉，《中

國文學研究》，40（2015），頁 379-418。 

38. 馬旭，〈Can Sentimentalism Survive?: Revisiting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Qing 

情 and Confucian Ideology in Honglou meng 紅樓夢〉，《清華中文學報》，14

（2015），頁 437-478。 

39. 張菀苓，〈李材「辨體」思想探析〉，《思辨集》，18（2015），頁 157-177。 

40. 張菀苓，〈劉蕺山「形上形下」思想探析〉，《中國文學研究》，40（2015），

頁 303-342。 

41. 張雅涵，〈略與晦：王夫之《春秋家說》對《春秋胡氏傳》的批評與指正〉，

《思辨集》，18（2015），頁 121-136。 

42. 張學謙，〈從朱震亨到丹溪學派──元明儒醫和醫學學派的社會史考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6：4（2015），頁 777-809。 

43. 張曉芬，〈體無內外，道無彼此──試論方以智「三教歸《易》」的學術思

想〉，《孔孟學報》，93（2015），頁 173-194。 

44. 張藝曦，〈詩文、制藝與經世：以李鼎為例〉，《明代研究》，25（2015），頁

83-114。 

45. 連文萍，〈婦學與詩才：明代女教書中的詩歌著錄及評述〉，《中正漢學研究》，

26（2015），頁 95-128。 

46. 連啟元，〈《國朝獻徵錄》所收錄應檟墓誌銘校讀──兼論史源出處探析與

比較〉，《史學彙刊》，34（2015），頁 141-164。 

47. 連瑞枝，〈大理山鄉與土官政治：雞足山佛教聖山的形成〉，《漢學研究》，

33：3（2015），頁 131-168。 

48. 連瑞枝，〈神靈、龍王與官祀：以雲南大理龍關社會為核心的討論〉，《民俗

曲藝》，187（2015），頁 105-154。 

49. 陳志強，〈一念陷溺──唐君毅與陽明學者「惡」的理論研究〉，《中國文哲

研究集刊》，47（2015），頁 91-136。 

50. 陳明緻，〈俠客行──論宋楙澄的行旅與紀遊〉，《中國文學研究》，40（2015），

頁 267-302。 

51. 陳政揚，〈「本然之性」外，是否別有「氣質之性」？──論船山《正蒙注》

對張載人性論的承繼與新詮〉，《臺大文史哲學報》，82（2015），頁 8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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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陳秋良，〈中國寓言的新枝──談晚明漢譯寓言在華的發展與影響〉，《東吳

中文學報》，29（2015），頁 93-124。 

53. 陳秋良，〈笑亦有道──談晚明詼諧寓言的雅謔理論〉，《興大人文學報》，54

（2015），頁 135-165。 

54. 陳英傑，〈明代復古派詩學中的「文」、「情」辯證議題〉，《思與言》，53：4

（2015），頁 143-192。 

55. 陳貞吟，〈《題橋記》與《私奔相如》之比較──明初雜劇的相如文君故事〉，

《高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術類》，38（2015），頁 1-21。 

56. 陳啟鐘，〈評三木聰，《伝統中国と福建社会》〉，《明代研究》，25（2015），

頁 151-163。 

57. 陳祺助，〈王船山與戴東原哲學較論〉，《興大人文學報》，54（2015），頁 103-

133。 

58. 陳祺助，〈王船山論心、物貫通之道──兼略論格物致知的工夫〉，《當代儒

學研究》，18（2015），頁 153-181。 

59. 鹿憶鹿，〈《臝蟲錄》在明代的流傳──兼論《異域志》相關問題〉，《國文學

報》，58（2015），頁 129-165。 

60. 彭傳華，〈王船山政治思想的歷史地位與歷史影響〉，《哲學與文化》，42：

10（2015），頁 163-178。 

61. 黃泊凱，〈湛甘泉與王陽明工夫進路之比較〉，《興大人文學報》，5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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