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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臺灣地區明代研究論著目錄 

許凱翔*整理 

說明：2018 年臺灣地區明代研究部分論著已收入於《明代研究》第三十一期，

本期僅收入三十一期闕漏部分。 

一、專著 

（一）2018 年 

1. 王鐿容，《知識生產與文化傳播 : 新論楊慎》，新北：花木蘭文化，2018。 

2. 江淑君，《明代老子學詮解的義理向度》，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2018。 

3. 全漢昇，《明清經濟史研究》，新北：聯經，2018。 

4. 何宇軒，《言為心聲 : 明清時代女性聲音與男性氣概之建構》，臺北：秀威

資訊，2018。 

5. 邸曉平，《明中葉吳中文人集團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8。 

6. 林和君，《明代詞曲互涉現象論述 : 研究、理論、格律與實務》，臺北：臺

灣學生書局，2018。 

7. 周素麗，《耿定向與李贄論爭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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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志，《明詩話之曹丕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8。 

10. 陳英傑，《明代復古派杜詩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018。 

11. 張華清，《明清即墨藍氏家族文化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 2018。 

12. 黃絢親，《明代擬話本中宗教義理與修行觀之研究 》，臺北：萬卷樓，2018。 

13. 舒時光，《明清陜蒙交界地區土地利用的空間分佈與變化過程》，新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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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蘭文化，2018。 

14. 鄭柏彥，《明代辨體觀念析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8。 

15. 廖肇亨，《倒吹無孔笛 : 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臺北：法鼓文化，2018。 

16. 羅劍波，《明代楚辭評點論考》，台北：秀威資訊，2018。 

（二）2019 年 

1. 中華文物學會，《明代生活美學論壇文集：中華文物學會四十周年紀念》，

臺北：中華文物學會，2019。 

2. 包志禹，《明代北直隸城市平面形態與建築規制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 

3. 李志宏，《「演義」 : 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臺北：五南，2019。 

4. 李志宏，《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敘事研究》，臺北：五南，2019。 

5. 李孝悌，《明清以降的宗教城市與啟蒙》，新北：聯經，2019。 

6. 巫仁恕，《品味奢華 : 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新北：聯經，2019。 

7. 林智莉，《儀式.信仰.文化 : 明清宗教戲曲景觀》，臺北：國家出版社，2019。 

8. 周忠，《明代南京守備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 

9. 洪逸柔，《從明清崑弋到當代崑劇》，臺北：國家出版社，2019。 

10.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臺大，2019。 

11. 涂豐恩，《救命 : 明清中國的醫生與病人》，臺北：三民，2019。 

12. 張凱特，《重構人間秩序：明代公案小說所示現之文化意蘊》，臺北：臺灣

學生書局，2019。 

13. 郭無妄，《雋逸明清官窯》，臺北：一貫道博物館，2019。 

14. 陳恆嵩，《禹貢、經筵、科舉 : 宋明尚書學新探》，臺北：萬卷樓，2019。 

15. 陳捷先，《明清中琉關係論集》，臺北：三民，2019。 

16. 陳捷先，《明清史》，臺北：三民，2019。 

17. 陳漢成，《明清廣東狀元與進士的人文地理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 

18. 連瑞枝，《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歷史》，新北：聯經，2019。 

19. 黃勁，《明代天妃娘媽傳中視覺圖像研究》，臺北：財團法人台北市關渡宮，2019。 

20. 黃昭祥，《明初書法與臺閣體之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 

21. 黃豪，《明代佛教勸善運動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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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彭靜，《明傳奇用韻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 

23. 鄭家建、李建華總策畫，《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第五輯，臺

北：萬卷樓，2019。 

24. 蔡泰彬，《明代萬恭的治黃理漕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 

25. 蔡靖文，《徐孚遠在世變下之生命情懷》，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 

26. 賴建誠，《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 1531-1602》，新北：聯經，

2019。 

二、專論 

（一）2018 年 

1. 毛漢光，〈臺閩間的明清古船──臺灣海峽史之一〉，《止善》，24（2018），

頁 3-48。 

2. 王昌偉，〈明中葉知識體系建構的多元取向：從李夢陽〈刻《戰國策》序〉

談起〉，《中正漢學研究》，31（2018），頁 171-189。 

3. 王鴻泰，〈名士值幾文錢？──明清間士人的挾藝交遊與名利經營〉，《國立

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90（2018），頁 115-162。 

4. 何威萱，〈「昏禮之壞，可勝言哉！」：論明代公主婚儀的安排及演變〉，《明

代研究》，31（2018），頁 5-50。 

5. 何淑蘋，〈《屈大均詩詞編年校箋》補正〉，《書目季刊》，52：3（2018），頁

87-102。 

6. 余佩瑾，〈采挹流霞──乾隆皇帝收藏的成化官窯器〉，《故宮文物月刊》，429

（2018），頁 62-77。 

7. 吳晉安，〈論《三國演義》諸葛亮行事之「奇」與「常」──以「草船借箭」、

「揮淚斬馬謖」為中心〉，《問學》，22（2018），頁 79-97。 

8. 吳儀鳳，〈《山中一夕話》所錄俳諧體賦作之諧謔性探討〉，《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人文社會學報》，14：3（2018），頁 241-268。 

9. 巫俊勳，〈明刻本《紅梅記》俗寫字形研究〉，《興大中文學報》，43（2018），

頁 18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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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志宏，〈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金瓶梅詞話》的尊生意

識〉，《東吳中文學報》，36（2018），頁 123-153。 

11. 李佳蓮，〈論李漁《凰求鳳》之改編自作及其梨園改本《三鳳緣》〉，《戲曲學

報》，19（2018），頁 133-165。 

12. 李忠達，〈晚明文學評點視域下的《藥地炮莊》〉，《清華學報》，48：4（2018），

頁 725-762。 

13. 李國平，〈地方廟宇與區域文化──以明代以降雙忠信仰在潮州中心城區的

傳播為例〉，《中正歷史學報》，21（2018），頁 1-30。 

14. 李彬，〈天人關係視域下的《中庸》「致中和」──以朱子與船山的詮釋為中

心〉，《鵝湖月刊》，518（2018），頁 27-40。 

15. 李淑如，〈金元七總管傳說與信仰之調查研究──以張家港市與湖州地區為

例〉，《成大中文學報》，63（2018），頁 101-136。 

16. 李瑋皓，〈思誠者人之道──王船山「思」的意義治療〉，《鵝湖月刊》，522

（2018），頁 21-30。 

17. 李燕欣，〈葉燮「性情面目」說與袁宏道詩學關係析論〉，《思辨集》，21（2018），

頁 181-198。 

18. 車弘道，〈馮惟訥《古詩紀》編刻及版本選述〉，《書目季刊》，52：2（2018），

頁 7-20。 

19. 林協成，〈論聲介合母之語音現象──以明末韻圖為例〉，《書目季刊》，52：

3（2018），頁 41-58。 

20. 林宛儒，〈以仙山伴隱──陸深與張鈇〈願豐堂會仙山圖〉〉，《故宮文物月

刊》，426（2018），頁 14-23。 

21. 林怡安，〈論世德堂本《西遊記》之鐵扇公主和紅孩兒皈依情節書寫〉，《問

學》，22（2018），頁 123-143。 

22. 林旻雯，〈笑中生死：論《笑府》、《笑林廣記》中的冥界書寫〉，《思辨集》，

21（2018），頁 21-39。 

23. 林玟君，〈論楊慎《麗情集》與《續麗情集》之敘事策略與話語實踐〉，《有

鳳初鳴年刊》，14（2018），頁 71-90。 

24. 林愷軒，〈張岱〈瑯嬛福地〉的墓地空間詮釋〉，《輔大中研所學刊》，3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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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53-167。 

25. 邱仲麟，〈蘭蕙伏盆芽，換水膽瓶花──明清文人對瓶花與盆景之賞玩〉，《故

宮文物月刊》，427（2018），頁 20-33。 

26. 侯美珍，〈萬曆刻本《明朝張柱國發刻駱會魁家傳葩經講意金石節奏》探論〉，

《書目季刊》，52：2（2018），頁 43-69。 

27. 侯淑娟，〈從〈寫風情〉到〈席上題春〉──兼論《萬壑清音》選收明代短

劇的舞臺化特徵〉，《戲曲學報》，19（2018），頁 65-92。 

28. 凃乃蘐，〈以《西湖二集》與《西湖遊覽志餘》內容之重合──論蘇興「《西

湖遊覽志餘》或為《西湖一集》」觀點之疑義〉，《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

43（2018），頁 19-39。 

29. 凌筱嶠，〈「錦繡才子」與社會性閱讀──新論金聖歎《第六才子書西廂記》〉，

《中正漢學研究》，31（2018），頁 191-228。 

30. 宮崎法子著，李文玉譯，〈從傳至日本的作品看明代的「偽好物」〉，《故宮

文物月刊》，426（2018），頁 56-65。 

31. 徐勝一、孫兆中，〈鄭和航海與季風問題──前聞記的啟示〉，《中華科技史

學會學刊》，23（2018），頁 78-87。 

32. 婁文衡，〈「潛在的悲劇」──從異端系譜回看《西遊記》〉，《輔大中研所學

刊》，38（2018），頁 103-117。 

33. 張二平，〈王陽明「良知」的易學內涵〉，《哲學與文化》，45：12（2018），

頁 149-159。 

34. 張之傑，〈成化十九年撒馬兒罕貢獅圖試釋〉，《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3

（2018），頁 103-110。 

35. 張莞苓，〈王廷相「性論」研究──以性善惡論與聖愚觀為討論重心〉，《國

文學報》，64（2018），頁 89-118。 

36. 張雅評，〈《王陽明全集》「謝氏刻本」考（上）〉，《鵝湖月刊》，521（2018），

頁 30-39。 

37. 張雅評，〈《王陽明全集》「謝氏刻本」考（下）〉，《鵝湖月刊》，522（2018），

頁 40-50。 

38. 張新民，〈心學思想世界的建構與拓展（上）──以王陽明整合儒佛思想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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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學術活動為中心〉，《鵝湖月刊》，519（2018），頁 10-24。 

39. 張新民，〈心學思想世界的建構與拓展（下）──以王陽明整合儒佛思想資

源的學術活動為中心〉，《鵝湖月刊》，520（2018），頁 19-27。 

40. 張曉芬，〈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間──清初遺民的界定與經世發

展之探究〉，《孔孟學報》，96（2018），頁 241-275。 

41. 張繼瑩，〈清初姜瓖之變與山西社會秩序的重建〉，《臺大歷史學報》，62

（2018），頁 103-138。 

42. 張豔，〈「巧取」與「強奪」：論《金瓶梅》中孟玉樓與李瓶兒之財〉，《輔大

中研所學刊》，38（2018），頁 159-176。 

43. 荻生茂博、陳俐君、廖肇亨、陳威瑨，〈幕末、明治陽明學與明清思想史〉，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8：2（2018），頁 173-220。 

44. 許暉林，〈物、感官與故國：論明遺民董說《非煙香法》〉，《考古人類學刊》，

88（2018），頁 83-108。 

45. 許蔚，〈趙宜真傳記書寫中的捨棄資料〉，《輔仁宗教研究》，37（2018），頁

91-118。 

46. 郭倉妙，〈傳仇英〈群仙會祝圖〉之淺析與修護〉，《故宮文物月刊》，428

（2018），頁 72-81。 

47. 陳士誠，〈以陽明自蔽其心之自我概念論人之惡〉，《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52（2018），頁 45-78。 

48. 陳玉女，〈明末清初嘉興藏刊刻與江南士族〉，《佛光學報》，新 4：2（2018），

頁 301-371。 

49. 陳仰哲，〈試析陳洪綬詞中的家國情感〉，《輔大中研所學刊》，39（2018），

頁 169-185。 

50. 陳屹，〈王夫之的人性生成論思想〉，《哲學與文化》，45：10（2018），頁 97-111。 

51. 陳宏田，〈南臺灣鄭成功以外鄭氏時期人物祀神初探〉，《人文研究學報》，

52：2（2018），頁 47-91。 

52. 陳建宏，〈明代遼東的軍事佈防──以衛所、邊牆與道區為論述中心（1371-

1618）〉，《史匯》，21（2018），頁 80-122。 

53. 陳政揚，〈船山繼善成性觀的當代省察：以唐君毅與勞思光之異詮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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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儒學研究》，25（2018），頁 69-98。 

54. 陳昱全，〈咫尺見蓬萊──陸治的〈仙山玉洞圖〉〉，《故宮文物月刊》，428

（2018），頁 62-71。 

55. 陳逸雯，〈入山猶未晚：明宗室女朱中楣的易代經歷與鄉國書寫〉，《明代研

究》，31（2018），頁 51-80。 

56. 陳睿宏，〈章潢《圖書編》先後天相關《易》學圖說之探述〉，《文與哲》，32

（2018），頁 173-218。 

57. 陳睿宏，〈章潢《圖書編》易學圖式思想的「河洛」觀〉，《國文學報》，64

（2018），頁 55-87。 

58. 陳福智，〈論《金瓶梅》的巾帕敘事〉，《東華漢學》，28（2018），頁 101-144。 

59. 傅含章，〈論明雜劇中的「扮裝」題材──以《女狀元》與《男王后》為比

較劇本〉，《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通識學報》，7（2018），頁 55-75。 

60. 富嘉吟，〈嘉靖本《唐百家詩集》考略──兼論所謂靈兼鶼閣影宋本──《唐

人五十家小集》之底本問題〉，《書目季刊》，52：3（2018），頁 73-85。 

61. 彭醴璃，〈明代學者對胡安國《春秋傳》之承繼與檢討──以姜寶《春秋事

義全考》與黃正憲《春秋翼附》為討論中心〉，《有鳳初鳴年刊》，14（2018），

頁 327-354。 

62. 彭醴璃，〈試論丘濬《朱子學的》對朱子理學之系統綜結〉，《輔大中研所學

刊》，38（2018），頁 19-37。 

63. 彭醴璃，〈廖紀《大學管窺》析論〉，《東吳中文研究集刊》，24（2018），頁 1-17。 

64. 曾紀剛，〈以假亂真──「天祿琳琅」中的明代蘇州贗本〉，《故宮文物月刊》，

426（2018），頁 36-55。 

65. 曾龍生，〈道法與宗法：明代正一道張天師家族的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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