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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022），頁 183-195。 

4. 陳世昀，〈《功過格：明清時期的社會變遷與道德秩序》書評［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著；杜正貞、張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國文天

地》，38：7（2022），頁 126-130。 

5. 曾敏，〈含菁咀華‧擷英集萃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明清書畫品鑑（一）〉，

《大觀》，153（2022），頁 48-61。 

6. 曾敏，〈含菁咀華‧擷英集萃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明清書畫品鑑（二）〉，

《大觀》，154（2022），頁 76-89。 

7. 賴區平，〈書評：陳立勝，《入聖之機：王陽明致良知工夫論研究》，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哲學與文化》，49：1（2022），頁 99-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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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明代研究》第 85-86期目錄 

Ming Studies 

Number 85-86, September 2022 

Articles  

Yiming Ha Public Discourse and Private Sentiment: Ritual Controversies, 

Ritual Authority, and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Ming and 

Chosŏn. 

Kanghun Ahn Humanity may Triumph over Heaven. Wang Tingxiang’s 

Natural Philosophy 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 

Paolo Santangelo Is the Pursuit of Self-Interest Really Selfish? Li Zhi’s 

Challenge to some well Established Categories for a 

New Anthropological Concept. 

Interviews  

Tian Yuan Tan &  

Wilt L. Idema 
Interviews with Scholars of the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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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明清研究》26卷 1期目錄 

Ming Qing Yanjiu 

Volume 26 Issue 1 (2022) 

Articles  

Johanna Lidén Charitable Schools as a Social Welfare Project in the 

Ming Dynasty. 

Ilia S. Kolnin Southeast Asian “Island Barbarians” as Perceived by a 

Fujian Official. 

Xiaolin Duan Mulberry Trees, Shipwrecks, and Silver: Silk Raising 

and the Decline of the Ming Dynasty. 

Kangni Huang Supplementing History: Xiyou bu as a 17th-Century 

Meta-Xiaos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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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明清研究》26卷 2期目錄 

Ming Qing Yanjiu 

Volume 26 Issue 2 (2022) 

Articles  

Cristina Costa Gomes & 

João Teles e Cunha 

“Miseries, Tribulations, and Calamities”: António de 

Gouveia as an Eye-witness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urasian Crisis. 

Maria João Pereira 

Coutinho 

Craftsmen Working for Kangxi: the “Invention of 

Curious Things” by the Jesuits Gabriel de 

Magalhães (1609-1677) and Tomás Pereira (1646-

1708). 

Isabel Murta Pina In the Eye(s) of the Storm(s): Á lvaro Semedo, an 

Observer of Two Dynastic Transitions in the Global 

Crisis of the 17th Century. 

Xiaohu Jiang Feasts, Food and Fall of the Aristocratic Jia Family 

in Honglou 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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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olo Santangelo編《明清研究》2022目錄 

Ming Qing Studies 2022 

Edited by Paolo Santangelo. 

Articles 
 

Henning VON 

MIRBACH &  

Yun-chen L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The Jiaoshan Tripod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in Early Qing China. 

Lam LAP 林立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ounding Fathers: Qing Consul-Poets Zuo Binglong 

and Huang Zunxian in Singapore. 

Ronald C. PO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Fortifying the Maritime Frontier: Diagrams of Coastal 

Garrisons (Yingxun Tu) in the Qing Empire. 

YANG Chin-chi 

Charlotte 楊晉綺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Pattern Model Reconstruction of Wang Wei’s ‘Banana 

Trees in Snow’ in the Visual Art of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China: The Innovations of Shen Zhou 

and Xu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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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明清史研究》第 58輯目錄 

明清史學會，2022 年 10 月 

論文    

16~17세기 내륙아시아의 禮儀와 선물 ―― 

（16-17世紀內亞的禮儀與禮物） 

金成修 

海澄에서 厦門으로 ― 16~17세기 복건 해외무역 창구의 

변화―― 

（從海澄到厦門──16-17世紀福建海外貿易窗口之變化） 

蔡暻洙 

청대 만주 사회의 족보 편찬 문화 확산과 족보 활용 ―― 

（清代滿洲社會族譜編纂文化之擴散與族譜利用） 

金晙永 

대륙 문명과 해양 문명의 접점 베이징과 접선 대운하 ―― 

（大陸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接點北京與接線大運河） 

曺永憲 

홍무연간 軍禮정비와 錦衣衛의 역할 ―― 

（洪武年間軍禮整備與錦衣衛的作用） 

金暻綠 

후안 코보(Juan Cobo)의 한문서학서 『無極天主正敎眞傳實

錄』(1593)에 대한 試論 ―― 

（關於高母羡(Juan Cobo)之漢文西學書《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

(1593)的試論） 

辛周炫 

淸朝 道光 연간의 洋錢과 ‘倣鑄洋銀’에 대해 

（清朝道光年間的洋錢與「倣鑄洋銀」） 

朴贊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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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末 對원산 미곡 수출과 商務委員의 ‘進退’ ―― 

（清末對元山米穀輸出與商務委員之「進退」） 

權仁溶 

명·청 시대사 교육의 위기와 기회 ― 『2022 개정 역사과 

교육과정 시안 개발 연구 공개토론회 자료집』의 분석을 

중심으로 ―― 

（明清時代史教育之危機和機會──以《2022年修訂歷史科教育課程試

案開發研討會資料集》為中心） 

朴敏洙 

黃海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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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明清史研究》第 59輯目錄 

明清史學會，2023 年 4 月 

論文  

明 洪武帝의 동남아시아 외교 수립과 北元 

（明洪武帝的東南亞外交樹立與北元） 

宋美玲 

15 세기 명-말래카의 관계와 인도양 교역 네트워크 ― 

상품교환에서 나타나는 특징을 중심으로―― 

（15世紀明─滿剌加關係與印度洋貿易網──以商品交換上的特徵為中

心） 

韓知璇 

『口鐸日抄』: 명말 복건성 선교사들과 문인들의 대화록 ― 

예수회 사제들의 구술기록이 전하는 중국 문인들의 

그리스도교 수용 ―― 

（《口鐸日抄》：明末福建省宣教士與文人之對話錄──耶穌會司祭口述

記錄描述的中國文人的基督教收容） 

李眞賢 

17 세기 초 中國 東南 沿海 지역의 해상 패권 추이 ― 武裝商

人 李魁奇의 활동―― 

（17 世紀初中國東南沿海地域海上霸權之推移──武裝商人李魁奇的活

動） 

徐源翊 

인조 전반기 조선의 대명무역 규모와 그 구조 

（仁祖前半期朝鮮的對明貿易規模與其構造） 

李在璟 

천총 연간(1627-1636) 후금의 조선 사신 접대 양상과 그 의미 

（天聰年間(1627-1636)後金之朝鮮使臣接待局面與其意味） 

金永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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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康熙 연간 黑龍江將軍 관할구 駐防 건설 ―― 솔론·다구르 

등 원주 집단 재편을 중심으로 

（清朝康熙年間黑龍江將軍管轄區的駐防建設──素倫、達斡爾等原住

集團的重新組織爲中心） 

高錫炫 

款首와 總理 ―― 淸 中·後期 淸水江 北岸의 保甲·團練과 九寨

總理 劉開厚 ―― 

（款首與總理──清代中後期清水江北岸的保甲、團練 

與九寨總理劉開厚） 

鄭哲雄 

北京 崇興寺 廟産 분쟁과 淸末 民初 京師 민사재판 ―― 

（北京崇興寺之廟產紛爭與清末民初京師的民事裁判） 

金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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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研究論叢》2022年秋季號（總第二十一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2022 年 12 月。 

目錄 

辦刊回顧  

《明史研究論叢》與中國明史研究──祝賀《明史研究論叢》創刊四

十周年 

林金樹 

明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  

朱棣「遺命」與朱高熾登極述論 趙中男 

進步還是退步？──明代律例中的「雇工人」問題 高壽仙 

六諭與明清時期的基層教化 陳時龍 

「世事千般變」：袁黃的生活世界與晚明政治 馮賢亮 

魏忠賢墓及「收葬」流言考 李思成 

通向綸扉的人際網路 : 崇禎閣臣黃景昉交遊考論 朱曦林 

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視點──從顧誠教授的衛所研究出發 新宮學著 

錢晟譯 

明代的史料與研究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京營巡視事宜》所見明後期科道巡視京營制度 余 輝 

《國榷》與《崇禎長編》的史源和編纂──以對「己巳之變」的記載

為例 

史煜颺 

《明經世文編》所見明代凉州衛在國家治理中的軍事角色 常文相 

《大統曆注》與明代大統曆 

  

趙江紅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與王鴻緒《明史稿‧藝文志》關係再探──以 曹剛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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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典籍中心 

明代的中外關係  

航海史視野中的鄭和下西洋 陳曉珊 

兩幅地圖的全球史──兼談面向公共的歷史寫作 宋念申 

訪談  

內斂的明朝如何錯過了全球化？ 趙現海 

蔡 暉 

讀史札記  

門頭溝谷山村現存敇書碑考釋 張金奎 

書評  

《有教無類 : 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動研究》評介 齊 暢 

《太倉庫與明代財政制度演變研究》書評 惠銘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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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評論》第四輯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編，北京：中華書局，2022。 

目錄 

專論 
 

 樊樹志教授訪談紀要 

專題論文  

阿 風 從契本、契尾到戶部契紙──明代田宅交易稅契憑證樣式的變化 

吳才茂 明代黔楚邊界的文書移動、命案處置與習慣法之形成──清水

江文書「嘉靖二十五年陸勇等立斷事合同」釋讀 

曹剛華 晚明王世貞的佛史考辨 

巫仁恕 明季江南反鄉紳士變：常熟縣錢裔肅事件始末 

劉紅軍 世運演替與家族延續：明清時期寧夏馬氏從「行伍」到「業儒」

的歷史考察 

松浦章 清代晉商範毓馪的軍需品運輸：以清軍與準噶爾之戰為中心 

楊春君 雍正帝的「習氣」論與清代的政治話語 

丁修真 身家清白：科舉史視野中的國家治理與個體真實──道光休甯

王棟赴考訴訟案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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劄記 
 

樊樹志 「誤盡平生是一官」──讀《梅村家藏稿》劄記 

綜述 
 

姜金順 明清法律社會史的理論與實踐 

吳佩林 明清地方檔案整理與出版的幾個問題 

書評 
 

巫能昌 評范華《通天之道：湖南道教神像的藝術和人類學研究》 

黃群昂 明代思想社會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評陳寶良教授《明代士大夫

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