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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臺灣地區明代研究論著目錄 

許凱翔*整理 

說明：2017年臺灣地區明代研究部分論著已收入於《明代研究》第二十九期，

本期僅收入二十九期闕漏部分。 

一、專著 

（一）2017年 

1. 王文景，《明清時期中越關係之研究：朝貢體制與夷夏之別：明清史研究》，

臺中：白象文化，2017。 

2. 侯淑娟，《明代戲曲本色論》，新北：花木蘭文化，2017。 

3. 張日郡，《明代臺閣體及其詩學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7。 

4. 陳雲君，《紅妝與痛史：柳如是別傳暨南明史略論稿》，臺北：五南，2017。 

5. 陳政揚，《明清《正蒙》思想詮釋研究：以理氣心性論為中心》，臺北：臺

灣學生，2017。 

6. 寬廣，《明代五臺山的僧官研究》，臺北：新文豐，2017。 

7. 劉清泉，《儒家內聖之學的極致：「宋明理學殿軍」的蕺山思想》，新北：花

木蘭文化，2017。 

（二）2018年 

1. 卜正民、廖彥博譯，《社群、王朝：明代國家與社會》，新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2018。 

2. 小川快之、趙晶編譯，《傳統中國的法與秩序：從地域社會的視角出發》，

臺北：元華文創，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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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臺北：三民書局，

2018。 

4. 林燊祿點校，《明熹宗實錄點校》，新北：稻鄉，2018。 

5. 李金強、郭嘉輝編，《從明清到近代：史料與課題》，臺北：萬卷樓，2018。 

6. 孟森，《明史講義》，臺北：五南，2018。 

7. 邱澎生，《當經濟遇上法律：明清中國的市場演化》，新北：聯經，2018。 

8. 周安邦，《宋明耕織圖及其竹枝詞之研究與斠理》，臺中：瑞成，2018。 

9. 陳復，《王子精靈法則：陽明心學智慧記》，新北：聯經，2018。 

10. 陳捷先，《以史為鑑：漫談明清史事》，臺北：三民書局，2018。 

11. 陳祺助，《文返樸而厚質：王船山「道德的形上學」系統之建構》，臺北：

元華文創，2018。 

12. 黃雅莉，《明清詞學中的體性論：以詞派的遞嬗為論》，臺北：文史哲，2018。 

13. 樊樹志，《晚明破與變：絲稠、白銀、啟蒙與解放，16-17 世紀的世界與中

國》，新北：聯經，2018。 

14. 劉觀其，《一口氣讀完大明史：令人不可思議的明王朝》[電子資源]，臺北：

海鴿，2018。 

15. 駱昭東，《朝貢貿易與仗劍經商：全球經濟視角下的明清外貿政策》，新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 

二、專論 

（一）2017年 

1. 王君秀，〈明、清兩代玉料的採製與選擇——以北京為例〉，《中華科技史學

會學刊》，22（2017），頁 125-132。 

2. 王崗，〈明代淨明道與江西地方社會〉，《華人宗教研究》，10（2017），頁

59-168。 

3. 田富美，〈明代孔廟罷祀荀子之歷程及其意義〉，《淡江中文學報》，37

（2017），頁 1-27。 

4. 石萬壽，〈鄭氏三世建置媽祖廟新探〉，《新世紀宗教研究》，15：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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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59-85。 

5. 朱衣仙，〈異質地誌學與明清文人園林場域的相互證發〉，《東海中文學報》，

34（2017），頁 1-48。 

6. 吳奕蒼，〈淺論明初到民初小說「詩騷」、「史傳」傳統〉，《景文科大「通識

教育──傳統學術與當代人文精神」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頁 53-70。 

7. 何先月，〈位與體：明末清初三位一體的漢語書寫〉，《漢語基督教學術論

評》，23（2017），頁 177-217。 

8. 何慧怡，〈論《梁狀元不伏老》之排場與思想意旨〉，《世新中文研究集刊》，

13（2017），頁 47-90。 

9. 李佳穎，〈馮夢龍《笑府》中的醫者形象〉，《思辨集》，20（2017），頁 261-272。 

10. 李貴生，〈寓意的評量架構：以《西遊記》五聖解讀為中心〉，《淡江中文學

報》，37（2017），頁 63-100。 

11. 李瑋皓，〈一念改過，即得本心──王陽明心學中「惡」之義蘊與去「惡」

工夫的一些思考〉，《輔仁國文學報》，45（2017），頁 65-93。 

12. 李瑋皓，〈於靜存之，於動著之──王船山「正心誠意」的意義治療〉，《臺

北大學中文學報》，21（2017），頁 171-197。 

13. 李瑋皓，〈知行工夫．本不可離──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意義治療〉，《宗

教哲學》，81（2017），頁 115-137。 

14. 李瑋皓，〈隨處見人欲，隨處見天理──王船山「理與欲」的意義治療〉，《真

理大學人文學報》，20（2017），頁 1-22。 

15. 林均珈，〈以明清南雜劇體製論《三釵夢北曲》之篇章結構及其語言風格〉，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通識教育學報》，3（2017），頁 115-129。 

16. 林佳儀，〈《玉茗堂四夢》抄本之收錄齣目與音樂書寫〉，《戲劇學刊》，26

（2017），頁 121-158。 

17. 林怡安，〈明吳承恩《西遊記》對元楊景賢《西遊記》雜劇五聖形象的改編

翻轉〉，《問學》，21（2017），頁 151-171。 

18. 林俊宏，〈憨山德清的思想三論：以《莊子內篇注》及《觀老莊影響論》為

核心〉，《政治科學論叢》，74（2017），頁 1-42。 

19. 林彥廷，〈王廷相《慎言‧道體篇》思想辨析〉，《哲學論集》，4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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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83-99。 

20. 林津羽，〈離散、帝國與嗣王：論鄭經《東壁樓集》的文化意蘊〉，《淡江中

文學報》，37（2017），頁 321-354。 

21. 侯美珍，〈明代鄉會試詔誥表公文考試析論〉，《國文學報》，62（2017），頁

125-158。 

22. 侯潔之，〈無善無惡之辯：以管東溟、顧涇陽論戰為中心的探討〉，《文與哲》，

31（2017），頁 379-415。 

23. 俞秀玲，〈「為學次第」與「實修實證」——李顒心性修養思想探微〉，《孔

孟月刊》，56：1-2合刊（2017），頁 49-57。 

24. 施盈祐，〈論王船山《易》學的「氣—時—人」思維〉，《東海中文學報》，

34（2017），頁 87-112。 

25. 洪敍銘，〈唐寅與吳中三子的交游關係與詩學特色——以傳記資料為核心的

考察〉，《人文社會科學研究》，11：4（2017），頁 1-24。 

26. 范宜如，〈被隱蔽的文學想像？——以明代粵西筆記《赤雅》的知識傳述與

書寫型態為討論核心〉，《政大中文學報》，28（2017），頁 69-101。 

27. 徐華中，〈用《易經》思想解讀《三國演義》評點〉，《鵝湖月刊》，510（2017），

頁 13-21。 

28. 荒木達雄，〈石渠閣出版活動和《水滸傳》之補刻〉，《漢學研究》，35：3

（2017），頁 213-252。 

29. 馬家融，〈從「類」的安排看馮夢龍《情史類略》中的編寫行為〉，《思辨集》，

20（2017），頁 247-257、259-260。 

30. 高美華，〈李漁的戲曲評點〉，《戲曲學報》，16（2017），頁 49-100。 

31. 張美娟，〈「用虛」、「直書」與「本色」：王龍溪「作文」觀相關議題探討〉，

《成大中文學報》，59（2017），頁 109-144。 

32. 張曉芬，〈張爾岐《周易說略》中的成善之道〉，《孔孟月刊》，55：9-10 合

刊（2017），頁 46-57。 

33. 許明珠，〈存在的勇氣——李贄學思予現代精神的啟發〉，《逢甲人文社會學

報》，35（2017），頁 21-43。 

34. 許麗芳，〈試析金聖歎《水滸傳》評點中的文人之議〉，《成大中文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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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017），頁 171-198。 

35. 連文萍，〈一甲不預，則望館選——王肯堂的科名與萬曆科舉世風〉，《成大

中文學報》，58（2017），頁 59-100。 

36. 連文萍，〈科舉與人生幸福——明代女詩人鄒賽貞的生平志行與家族仕

宦〉，《淡江中文學報》，37（2017），頁 29-62。 

37. 連文萍，〈試析源於《青瑣高議》之「三言」故事的重編策略〉，《成大中文

學報》，59（2017），頁 41-70。 

38. 郭寶文，〈羅欽順氣學思想之定位及與王廷相比較研究〉，《國文學報》，62

（2017），頁 159-191。 

39. 陳士誠，〈知—行合一之哲學史及其倫理學的先驗說明之探究〉，《國立臺灣

大學哲學論評》，54（2017），頁 43-82。 

40. 陳冠華，〈變動的學術認同——論明儒蔣信的學術轉變與思想趨向〉，《新史

學》，28：4（2017），頁 155-192。 

41. 陳政揚，〈戴君仁與唐君毅論朱子陽明格致思想異同〉，《當代儒學研究》，

22（2017），頁 39-83。 

42. 陳英傑，〈許學夷《詩源辯體》杜詩學析論〉，《臺大中文學報》，59（2017），

頁 147-192。 

43. 黃羽璿，〈郝敬的《禮記》學〉，《漢學研究》，35：3（2017），頁 253-288。 

44. 黃敏浩，〈耿寧對陽明學的詮釋的檢討〉，《鵝湖學誌》，59（2017），頁 1-32。 

45. 黃繼立，〈「此心光明」：陽明學以「日」喻「心」隱喻的形成與類型〉，《成

大中文學報》，59（2017），頁 71-107。 

46. 楊晉龍，〈明清經學關聯性的一種考察——論清代官編《詩經》專著徵引名

人的詮解及其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51（2017），頁 119-146。 

47. 楊硯，〈晚明儒家思潮影響下利瑪竇的策略選擇：試論《天主實義》對「無

後為大」的反駁〉，《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24（2017），頁 41-72。 

48. 楊鎮魁，〈明太祖時期中央審判機構的淵源與變遷——以大理寺設置為

例〉，《史匯》，20（2017），頁 1-26。 

49. 葉守桓，〈論楊起元之三教觀〉，《東海中文學報》，33（2017），頁 53-93。 

50. 詹皓宇，〈李漁家班與園林聲伎之涉趣〉，《戲曲學報》，16（2017），頁



．172．許凱翔 整理 明代研究 第三十一期 

 

101-148。 

51. 廖婷，〈李漁《十二樓》的空間意象〉，《思辨集》，20（2017），頁 61-73。 

52. 劉宏，〈作為宋明儒學殿軍的蕺山學何以成立——以「本體與工夫」之辨為

視角〉，《東海中文學報》，34（2017），頁 113-127。 

53. 劉振仁，〈明代仁宣政治新探〉，《全人教育集刊》，4（2017），頁 51-77。 

54. 歐東華，〈論陽明心學從「本體論」到「工夫論」——「一體觀」與「感應

思惟」〉，《逢甲人文社會學報》，35（2017），頁 45-81。 

55. 鄭婷婷，〈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版畫研究：以刻工團隊切入考察〉，《史

物論壇》，22（2017），頁 119-177。 

56. 賴進義，〈鄭和航海圖解讀〉，《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2（2017），頁

173-176。 

57. 薛龍春，〈王鐸的收藏、鑒定及其意義〉，《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

43（2017），頁 141-193、195-214、354。 

58. 韓慧泉，〈明代「花絲鑲嵌」細金工藝的發展〉，《史物論壇》，22（2017），

頁 239-289。 

59. 簡錦松，〈明代大運河詩文空間概念之新解讀〉，《臺大中文學報》，58

（2017），頁 105-156。 

60. 藤田明良，〈《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與永樂期的海外出使——日本天理

大學所藏永樂十二年版與永樂十八年版之考察〉，《成大歷史學報》，53

（2017），頁 91-116。 

61. 蘇美文，〈化城與邊地：明末憨山的施茶觀與其修弘歷程〉，《臺大佛學研

究》，33（2017），頁 59-108。 

62. 權五香，〈王廷相的實證主義心論〉，《哲學論集》，48（2017），頁 101-115。 

（二）2018年 

1. 于志嘉，〈再論明代的附籍軍戶：以浙江沿海衛所為例〉，《明代研究》，30

（2018），頁 1-70。 

2. 于志嘉，〈明代軍戶家族的戶與役：以水澄劉氏為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集刊》，89：3（2018），頁 54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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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昌偉，〈李夢陽的文學觀念中的地域差異〉，《政大中文學報》，29（2018），

頁 29-50。 

4. 王欣慧，〈達士窮途之悲，壯夫歧路之淚——夏完淳〈大哀賦〉的自悼與自

贖〉，《漢學研究》，36：1（2018），頁 137-171。 

5. 王姝琪，〈論張岱與周作人的散文——以「茶記」為例〉，《國文天地》，398

（2018），頁 93-98。 

6. 王若嫻，〈放在草野，以自證明——張溥題辭中的屈騷情懷〉，《臺北教育大

學語文集刊》，33（2018），頁 1-34。 

7. 王涵青，〈劉宗周《中庸》詮釋方法研究〉，《哲學與文化》，45：1（2018），

頁 145-162。 

8. 王猛，〈嘉靖壬午本《三國演義》序、引新解〉，《國文天地》，399（2018），

頁 87-90。 

9. 王晴慧，〈符號全解與本文接受——論明清白蛇女符旨意蘊及隱寓的女教思

想〉，《興大人文學報》，60（2018），頁 125-156。 

10. 申祖勝，〈陸世儀之「居敬」思想探析〉，《東吳哲學學報》，37（2018），頁

63-93。 

11. 呂安妍，〈何勞弦上音——〈王子猷夜訪戴安道〉與〈晚遊六橋待月記〉的

美學意趣〉，《國文天地》，399（2018），頁 91-94。 

12. 呂妙芬，〈耶穌是孝子嗎？明末到民初漢語基督宗教文獻中論孝的變化〉，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99（2018），頁 1-46。 

13. 宋定莉，〈乾坤一場戲，生命一悲劇：方以智晚節之平議〉，《鵝湖月刊》，

512（2018），頁 26-32。 

14. 李志宏，〈我自做我之《金瓶梅》——張竹坡批評《金瓶梅》的演義思維〉，

《成大中文學報》，60（2018），頁 129-169。 

15. 李姿瑩，〈佐藤春夫《星》改寫「陳三五娘」故事的素材來源研究〉，《漢學

研究集刊》，26（2018），頁 1-34。 

16. 李新峰，〈明代南北卷與南北解額〉，《明代研究》，30（2018），頁 7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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