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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著 

（一）2019年 

1. 王天有，《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2. 王馨鑫，《王世貞文學思想與明中後期吳中文壇關係研究》，新北：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9。 

3. 主父志波，《安丘曹氏文學家族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9。 

4. 吳振漢，《明清之際的史家與明史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9。 

5. 李孝悌，《明清以降的宗教城市與啟蒙》，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2019。 

6. 李明軍，《思無邪：明清通俗小說的情慾敘事》，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2019。 

7. 李程，《明代宋詩接受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9。 

8. 李奭學，林熙強主編，《晚明天主教翻譯文學箋注‧別冊：索引》，臺北：中

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9。 

9. 沈明謙，《釋德清莊學思想體系重構》，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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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10. 沈鴻慎，《學者，覺也：羅近溪哲學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201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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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段智君，趙娜冬，《明代北邊衛所城市平面形態與主要建築規模研究》，新

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9。 

13. 洪逸柔，《《西廂記》表演研究：從明清崑弋到當代崑劇》，臺北：國家出版

社，2019。 

14.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15. 苗棣，《大明末代皇帝：崇禎》，臺北：大旗出版社，2019。 

16. 高桂惠，《追蹤躡跡：明清小說的文化闡釋》，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201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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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19。 

18. 張琦，《明清文學書寫與民間信仰之建構：以西遊記封神演義所建構的民間

信仰譜》，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9。 

19. 張麗敏，《明清天津地區教育狀況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9。 

20. 曹淑娟，《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

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201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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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 

22. 陳捷先，《明清中琉關係論集》，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9。 

23. 黃勁，《明代天妃娘媽傳中視覺圖像研究》，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關渡宮，

2019。 

24. 熊劍平，《錦衣衛：紅蟒、飛魚、繡春刀，帝王心機與走向失控的權力爪牙》，

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 

25. 趙久惠，《元明清中醫乳巖文獻探析：美麗與哀愁：中醫古代乳房病專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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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通覽》，臺中：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2019。 

26. 衛易萱，《明代通俗小說封神演義的天意與孝道》，臺北：臺灣宗教學會，

2019。 

27. 閻崇年，《閻崇年自選集：從明末到清初的那些事》，臺北：崧燁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2019。 

（二）2020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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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 王正華，《網絡與階層：走向立體的明清繪畫與視覺文化研究》，臺北：石

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 

3. 王曉晴，《重啓的對話：明人選明詩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2020。 

4. 何幸真，《殤魂何歸：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0。 

5. 李鵬飛，《明清天津駐軍研究（1368-1840）》，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2020。 

6. 胡楚生，〈顧亭林「通經致用」的為學精神〉，收入董金裕主編，《第九屆中

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0，

頁 1-24。 

7. 康自強，《王船山氣化生命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 

8. 張高元，《論明代雅集圖、高士圖和園林圖的文化情懷》，新北：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2020。 

9. 揚之水，《物色《金瓶梅》：活色生香的明代器物誌》，新北：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2020。 

10. 楊惇傑主編，《明代玉器專輯》，臺北：中華民國玉翫雅集玉協會，2020。 

11. 楊錦富，《王船山禮學衍義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0。 

12. 顧霞，《元明清時期滇東北彝族土司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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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論 

（一）2019年 

1. 王永一，〈韓國學界對於女真族史之研究概況（1953～迄今）──以韓國高

麗王朝時期到朝鮮王朝仁祖 13年（宋至明末，918~1635）為中心〉，《中國

邊政》，219（2019），頁 33-56。 

2. 王定安，〈彌撒是否祭祀：明清之際被抑制話題之重新展開〉，《哲學與文化》，

46：10（2019），頁 103-120。 

3. 王明彥，〈從東亞陶瓷交流觀點再探朝鮮青花瓷始燒原因〉，《書畫藝術學

刊》，27（2019），頁 97-118。 

4. 王矞慈，〈心物之間──從朱得之《莊子通義》一書見明代陽明學與莊學互

涉之意義〉，《漢學研究》，37：3（2019），頁 57-87。 

5. 王輝，〈明清以來曲學共同體之流變──以吳江沈、葉姻族與杭州陳氏家族

為考察中心〉，《戲劇藝術》，1（2019），頁 142-152、160。 

6. 王鴻泰，〈追求優雅人生──明清士人的科舉壓力與美學生活〉，《故宮文物

月刊》，441（2019），頁 4-15。 

7. 朱光磊，〈論牟宗三對陽明心學格物說的詮釋與發展〉，《鵝湖》，45：5（2019），

頁 34-42。 

8. 何孟興，〈心懷桑梓：談葉向高在明天啟逐荷復澎役中與南居益之互動關

係〉，《硓𥑮石》，96（2019），頁 74-105。 

9. 吳大昕，〈明初的雜職官制度〉，《明代研究》，32（2019），頁 11-54。 

10. 吳孟謙，〈晚明清初佛門對儒道世界觀的評判：以《楞嚴經》為核心〉，《成

大中文學報》，65（2019），頁 155-192。 

11. 吳政緯，〈「朝鮮」如何進入明清史家的視界〉，《明代研究》，33（2019），頁

155-198。 

12. 吳曉芳，〈圖文互證：李提摩太《西遊記》英譯本的底本考論〉，《編譯論叢》，

12：2（2019），頁 1-44。 

13. 李向昇，〈從「始倡韓歐之學」到「以小說入古文」──侯方域古文評價的

轉變與明清之際古文發展〉，《漢學研究》，37：1（2019），頁 11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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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秀華，〈晚明醜拙書風時代審美意涵與對清初揚州八怪之影響〉，《高雄師

大學報（人文與藝術類）》，47（2019），頁 1-25。 

15. 李卓穎，〈易代歷史書寫與明中葉蘇州張士誠記憶之復歸〉，《明代研究》，

33（2019），頁 1-60。 

16. 李建緯，〈澎湖馬公傳世金屬香爐研究〉，《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27 

（2019），頁 1-40。 

17. 李麗美，〈妹有情而郎無意──馬湘蘭王穉登情緣考〉，《靜宜中文學報》，

16（2019），頁 29-67。 

18. 沈明謙，〈憨山德清「唯心識觀」經典詮釋理論探析〉，《宗教哲學》，90（2019），

頁 1-46。 

19. 沈惠如，〈明清戲曲中的天妃形象考辨──以清傳奇《釣魚船》為論述中心〉，

《海洋文化學刊》，27（2019），頁 153-180。 

20. 阮紅薇，〈明末清初嶺南遺民僧澹歸今釋生平行歷〉，《鵝湖》，45：4（2019），

頁 36-50。 

21. 阮清風，〈越南南部華人麵攤車的明清小說圖畫初探〉，《國文天地》，35：7

（2019），頁 56-61。 

22. 林宜蓉，〈療疾、判案與悟道：明清自撰年譜中的夢兆經驗與異人遭遇〉，

《明代研究》，33（2019），頁 93-154。 

23. 林峻煒，〈以「事天」為本之治理思想：明末儒者安世鳳《尊孔錄》之研究〉，

《政治科學論叢》，82（2019），頁 1-37。 

24. 邱士華，〈提防吳人心手日變──從《長物志》編輯團隊看晚明文氏家族的

藝文影響力與危機感〉，《故宮文物月刊》，440（2019），頁 4-14。 

25. 邱仲麟，〈從明目到商戰──明代以降眼鏡的物質文化史〉，《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0：3（2019），頁 449-583。 

26. 邱仲麟，〈晚明人痘法起源及其傳播的再思考〉，《臺大歷史學報》，64（2019），

頁 125-204。 

27. 侯潔之，〈晚明許敬庵「格物」說的思想建構〉，《文與哲》，35（2019），頁

151-194。 

28. 胡衍南，〈《金瓶梅》崇禎本改寫詞話本飲食男女細節研究〉，《師大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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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2019），頁 23-44。 

29. 胡琦，〈史家風神與金石體制──以明清時期的韓、歐碑誌高下論爲中心〉，

《嶺南學報》，復刊 11（2019），頁 217-255。 

30. 韋佳，〈明清印學家對刀法的認識與品評〉，《書畫藝術學刊》，26（2019），

頁 71-80。 

31. 晁瑞，〈蒙古語祈使語氣形態系統與元明漢語祈使語氣詞演變〉，《中國語文

通訊》，98：2（2019），頁 173-193 

32. 耿傳友，〈《儒林外史》原貌新探〉，《明清小說研究》，1（2019），頁 168-183。 

33. 高禎臨，〈銘刻永恆──明清女性劇作中的時間藝術與生命體悟〉，《臺北大

學中文學報》，26（2019），頁 281-321。 

34. 高禎臨，〈邊緣人物到經典角色──閻婆惜的形象塑造、表演意義與情感隱

喻〉，《輔仁中文學報》，49（2019），頁 165-200。 

35. 張之傑，〈永樂十二年榜葛剌貢麒麟考釋〉，《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4

（2019），頁 1-10。 

36. 張俐盈，〈舊席．舊秦淮．舊宮門──吳梅村詩文中的南京記憶與隱喻〉，

《文與哲》，35（2019），頁 195-231。 

37. 張春榮，顏藹珠，〈明代學者朱柏廬的處世良方──中外名人智慧語賞析〉，

《國文天地》，35：5（2019），頁 98-102。 

38. 張超然，〈規模與取捨：近世黃籙齋儀變遷與明初儀式改革〉，《華人宗教研

究》，14（2019），頁 111-145。 

39. 張維玲，〈隱沒的軌跡──宋元明轉折期福建莆陽陳宓及其後學〉，《漢學研

究》，37：2（2019），頁 175-211。 

40. 張藝曦，〈明中晚期江西宗室與士人社集〉，《故宮文物月刊》，439（2019），

頁 34-41。 

41. 梁淑芳，〈論明代全真教隱微原因：以萬曆年間嶗山釋道教產之爭為例〉，

《當代儒學研究》，26（2019），頁 33-57。 

42. 莫德惠，〈明代正德朝政爭考述：以王瓊與楊廷和交惡為中心〉，《明代研究》，

32（2019），頁 55-95。 

43. 許文美，〈好古雅道──從院藏書畫看明代安國的收藏〉，《故宮文物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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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2019），頁 92-109。 

44. 連文萍，〈明代翰林館課與儒家經世實政：以〈王錫爵國朝館課經世宏辭〉

為中心〉，收入張曉生主編，《經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林慶彰教授榮退

紀念論文集》，下冊，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 1111-1120。 

45. 郭寶文，〈「語其至」或「原其本」？──論陳確思想定位及與戴震氣學之

差異〉，《輔仁中文學報》，49（2019），頁 101-135。 

46. 陳恆嵩，〈明代科舉與尚書的關係：以會試錄為中心〉，收入張曉生主編，

《經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林慶彰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下冊，臺北：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 1087-1109。 

47. 陳致，〈晚明子學與制義考〉，收入張曉生主編，《經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林慶彰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下冊，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9，

頁 1121-1154。 

48. 陳睿宏，〈明代章潢延續宋元圖說之漢《易》象數思想本色──以月體納甲

與消息卦氣說進行開展〉，《淡江中文學報》，41（2019），頁 143-182。 

49. 陳睿宏，〈明代章潢象數與義理兼綜的重要《易》學觀〉，《文與哲》，35（2019），

頁 101-150。 

50. 陳慧霞，〈院藏明清文房用具上的「東坡赤壁」選介〉，《故宮文物月刊》，

432（2019），頁 50-63。 

51. 陳鴻圖，〈正德本《楚辭章句》刊刻及版本考略〉，《書目季刊》，53：2（2019），

頁 33-44。 

52. 陳鴻麒，〈陰國雪猶吹：論屈大均詩中的「雪」涵義〉，《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13：4（2019），頁 27-48。 

53. 鹿憶鹿，〈晚明《山海經》圖像在日本的流傳──以《怪奇鳥獸圖卷》與《異

國物語》為例〉，《中國學術年刊》，41（2019），頁 1-34。 

54. 游騰達，〈方東美之「王陽明」研究探微──兼論明中葉「重返程明道」的

學術思潮〉，《當代儒學研究》，27（2019），頁 87-89、91-135。 

55. 黃崇修，〈心氣概念思維下孔子定靜工夫還原──以宋明儒者言說為視野〉，

《哲學與文化》，46：8（2019），頁 3-22。 

56. 黃莘瑜，〈香事書寫如何展現世界？以晚明《香乘》為主的探討〉，《明代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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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33（2019），頁 61-92。 

57. 黃繹勳，〈明清三峰派稀見文獻解題（1）〉，《佛光學報》，5：1（2019），頁

13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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