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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Titles of Recently Published Essay Collections

編者案：有鑑於近年來論文集的出版漸增，成為研究人士學術參考的重要依據，為擴大服務、提升國內漢學研究

風氣，本刊「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介紹國內新近出版的論文集（含研討會、榮秩退休或專題論文），內含編輯者、

出版者、ISBN、頁數及收錄論文篇目，清晰呈現國內漢學界的研究成果，便利漢學研究人士閱讀參考，亦歡迎學界提

供出版訊息。

本彙目於本刊每年 5 月號刊出，彙集前一年出版的論文集。本期為 2024 年出版者：

《漢學研究通訊》  0253-2875    第 44 卷 第 2 期    頁 37-53

 1. 2022典藏•典常—典藏管理論壇論文集

 2.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成所二十週年慶祝論文

集文集

 3. 弘揚漢學•繼往開來—第一屆漢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會議論文集

 4. 解讀檔案•書寫歷史—國史館 2022年學術討

論會論文集

 5. 大國逐霸•小國圖存—東亞歷史與國關理論

 6. 凝觀•揚帆：藝術教育研究之變遷與展望第二屆

藝術教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7. 原住民族部落歷史研究理論與實務

 8. 第四屆《群書治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群書治要》與老莊思想

 9. 殖民地臺灣的經濟與產業發展之再思考

10. 歷史記憶的倫理—從轉型正義到超克過去

11. 海洋亞洲的想像：全球化與去全球化

12. 第三屆《群書治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3. 2024年馬來西亞華人民俗研究論文集

14. 小道可觀—中國日用美學

15. 史學玩應用—臺灣應用史學探究集

16. 名古屋大學•屏東大學文化交流學術會議論文集

第一輯

17. 弄潮：劇場文化、記憶與產業變遷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

18. 萬世之鷙：歐陽無畏教授逝世三十週年紀念論

文集

19. 挑戰與新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九十五周年所慶論文集

20. 第一屆姜太公世界道家論壇論文集

21. 儒學的當代性：生態、政治、文化

22. 民主與民主之外：李登輝百年誕辰紀念學術討論

會論文集

23. 區域文學史的書寫與視野—2022 第八屆屏東

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4. 現象學與儒學

25. 漢字思維與跨文化哲學：方法的反省

26. 2023臺灣國際儒學學術論壇論文集

27. 東南亞客家族群性的多樣展現

28. 臺灣文化之復振與共榮：本土文化教育研討會論

文集 2023

29. 2023澎湖學第 23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0. 文學、思想與宗教之研究

31. 第五屆《群書治要》與《貞觀政要》國際學術研

討會暨經典現代化論壇論文集

32. 2024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3. 貫之以道：五教同源脈絡下的民間儒家實踐

34. 宗教環境學在亞洲的跨界對話（第三卷）：臺灣

與亞洲共同直面的環境危機與宗教實踐

35. 第四屆國際暨海峽兩岸春秋左傳學術研討會論文

選集

36. 醫者•醫館•醫者町—探尋臺灣近代基層醫療

文化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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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2典藏•典常—典藏管理論壇論文集

黃瀞慧執行編輯　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24年 1月  ISBN 978-986-5329-98-3  1片              

張隆志　 序

李秀鳳　 序

陳淑菁、顏上晴、黃俊夫、黃惠婷　博物館典藏管理的

「審議」機制與實務

葉前錦　 博物館藏品編目之困境與挑戰：以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為例

黃茂榮　 淺談博物館火災緊急應變措施：以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庫房夜間消防演練為例

黃瀞慧、顏上晴、陳淑菁　博物館藏品借出程序與實務

杜偉誌、呂錦瀚　博物館數位典藏作業流程建置與管

理：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為例

張銘宏　 初探保存科學與藏品保存修護程序之關係：以

木質彩繪類藏品為例

陳廷語　 地方文化館舍藏品保存維護作業研擬建議 

2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成所二十週年慶祝論文集

曾淑娟、齊莉莎編輯  臺北：中央研究院

2024年 1月  ISBN 978-626-7341-51-3  518頁           

Elizabeth Zeitoun（齊莉莎）and Shu-Chuan Tseng（曾淑

娟）　On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Jonathan P. Evans（余文生）　Re-evaluating the Sal hypothesis

孫天心（Jackson T.-S. Sun）　語言深度接觸對形態句法

的影響：三個四川的個案

吳瑞文（Rui-wen Wu）　論臺灣閩南語三個早期帶 *-m

韻尾語詞的本字

魏培泉（Pei-chuan Wei）　 中古漢語的副詞「都」

Elizabeth Zeitoun（齊莉莎）　Are there prepositions in Tanan 

Rukai? Another look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江敏華（Min-hua Chiang）　客話「會」麼个—臺灣客

語「會」的情態語義及體貌意義

Stacy Fang-ching Teng（鄧芳青）　Denominal derivations 

in Puyuma and Paiwan: A preliminary study

Henry Y. Chang（張永利）　Structuring interrogative hows in 

Tsou and Amis: A comparative syntax perspective

Sihwei Chen（陳思瑋）　External and internal negation and 

temporal asymmetries in Atayal

Jo-wang Lin（林若望）　Silent determiners and pluractional 

sequence comparatives in Mandarin Chinese

Wei-wen Roger Liao（廖偉聞）　Seeing is (not) believing: 

On perception verbs in Mandarin Chinese

黃慧娟（Hui-chuan J. Huang）　泰雅語書寫符號中的音韻

規律探秘

Yen-ling Chen（陳彥伶 ) and Shao-ren Lyu（呂紹任）　

A phonology of Yongxing: An Ong-Be variety of 

Northwestern Hainan

曾淑娟（Shu-Chuan Tseng）　臺灣華語 3 至 6 歲兒童語

音習得跨域研究

3
弘揚漢學•繼往開來—第一屆漢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會議論文集

黃聖松主編  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2024年 1月  ISBN 978-626-3860-25-4  444頁           

王偉勇　 孔門「言語」教養析論

芮禕然　 劉鴻典《村學究語》之教學理念研究

陳惠齡　 宗教、義理與文學的交會—現代宗教文學中

警勸與證悟的教化主題

黃忠天　 《周易》的中正義理及其實踐進路

馮穎冉　 探析《周易•履卦》如何以禮而「履危而安」

葉語詩　 《詩經•邶風•擊鼓》詩旨章義析論

黃聖松　 《左傳》字詞釋證五則—以莊公至僖公為主要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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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美慧　 《孝經》與《地藏菩薩本願經》孝道觀融通研究

李悅嘉　 蕅益智旭淨土生因觀點探析

梁秀睿　 櫝中驪珠—水陸法會中的天台唯心淨土思想

探析

李淑如　 臺灣的異國神祇與籤詩文化研究

銀正覺　 李之素《孝經內傳》研究

陳冠樺　 《四庫全書總目》「經世致用」內涵述論

4
解讀檔案•書寫歷史—國史館 2022年學術討
論會論文集

何鳳嬌、林本原、薛月順執行編輯  臺北：國史館

2024年 1月  ISBN 978-626-7269-67-1  753頁           

歐素瑛　 媒體與特務：以林頂立辦《全民日報》（1947-

1951）為中心

陳頌閔　 二二八事件後丘念台的政治動向（1947-1967）

葉亭葶　 廖文毅《台灣民本主義》一書之誕生（1948-

1957）

薛月順　 溫萬金與鹿窟事件的爆發

林正慧　 敵為我用：由「重整後臺灣省工委」案看調查

局對自首自新分子之運用

陳昱齊　 1970 年代調查局偵辦政治案件之手法：以熊傑

案為例

顧恒湛　 追尋高菊花的自首證：「靖山專案」之探究

吳俊瑩　 臺獨案件的監控、成案與處置—以蘇東啟案

為例

陳世宏　 特務監控與內線布建下的美麗島政團

鄭仰恩　 長老教會被監控事件初探

林果顯　 1950 年代香港媒體的跨境傳播：以《自由人》

的管制操作為中心

蘇瑞鏘　 余登發父子叛亂案的政治救援與民主運動

羅國儲　 論戰後臺灣「半山」一詞定義與指涉範圍分岐

李福鐘　 蔣經國政權下落的起點—美麗島事件與情治

機關的「反火」危機

陳佳宏　 劇本與劇本之外—美麗島事件之構陷脈絡

林映汝　 鼓山事件的「事實」形成—以偵訊與審判為

中心

蕭李居　 情治機關對異議人士的監控：以林義雄檔案為

例（1977-1993）

劉進枰　 中華奧會維護於國際奧會名稱問題所採策略之

演變（1949-1981）

林秋敏　 徐亨競選與當選國際奧會委員初探

陳世局　 奧會模式的肆應—以我國爭取主辦第五屆世

界女子壘球錦標賽為例（1979-1982）

5
大國逐霸•小國圖存—東亞歷史與國關理論

吳玉山、張登及主編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24年 2月  ISBN 978-626-7214-52-7  588頁           

吳玉山　 大國逐霸，小國圖存：東亞歷史與國關理論

陳欣之　 超越求安苟活—戰國時代秦國逐霸的過程與 

啟發

薛健吾　 為什麼統一天下的是秦國？「歷史制度主義」

對「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補充

鄭丞良　 「蒙」上陰影：論金朝晚期的遷都、歲幣與伐宋

唐豪駿　 唐蕃關係中的權力移轉—崛起強權的策略分析

唐欣偉　 從攻勢到守勢：權力平衡、觀念轉變與澶淵之

盟的形成

張登及　 郡縣之？冊封之？中國若干王朝之朝鮮半島政

策初步比較

蘇軍瑋　 漢唐崛起對周邊的「衝突—回應」模式

萬　 曉　 大國崛起與絲路烽煙：從隋唐經營西域看權力

轉移下崛起國對小國的政策

楊仕樂　 多元文化認同與清代中國霸權？史料中蒙、

藏、回的初步檢視

朴炳培　 敵對的朝貢體系：遼金與高麗關係

藍美華   從與鄰關係看現代蒙古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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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凝觀•揚帆：藝術教育研究之變遷與展望第二屆

藝術教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林小玉主編  臺北：華藝學術出版

2024年 2月  ISBN 978-986-4372-13-3  384頁           

莊惠君、蘇育代　音樂教育向下扎根：師培教師、音樂

教師、家長觀點之析論

蘇容慧、莊惠君　音樂聽想活動融入小提琴初階教學之

行動研究

陳建伶　 國小學生線上藝術課程自學專題之研究：藝術

才能美術班高年級學生的特殊經驗故事

廖文鈺、劉光夏　行動載具應用於國中八年級生藝術鑑

賞教學之行動研究：以「畫面中的人物」單元

為例

陳俊文　 桃關游藝實驗課程計畫視覺藝術教師之個案

研究

廖順約　 新世代小學表演藝術課程規劃與教學評量之

思考

蘇品瑄　 過程戲劇融入歷史教育：高中教師的跨領域課

程合作與實踐之個案研究（2020–2021）

陳曉雰、趙惠玲、李其昌　藝術教育類型之國際比較

分析

鄭明憲、李其昌、陳曉嫻　中央藝術輔導團在 COVID- 

19 疫情下對中小學教師之支持系統

陳育祥　 以藝術教育脈絡光譜探討素養導向藝術課程發

展取徑

容淑華　 論戲劇教育的公共性

王筑筠　 從技巧回到技藝：一個舞蹈教學實踐者的經驗

反思

Alice Yu-Chin Cheng（鄭宇晴）　A Reflection on the Future 

of Art Education in Settler-Colonial Taiwan Within 

Decolonial Trends

徐秀菊　 創意老化：樂齡藝術教學與成果展演實踐研究

陳箐繡　 代間連結美學：大學藝術系學生為鄉村社區高

齡者提供的藝術教學實踐

李意婕　 藝術家教師如何「作」？「終戰的一天」藝術

教育計畫的實踐與省思

江學瀅　 透過藝術進行自我探索之藝術治療與自我探索

課程實踐計畫

吳念凡　 以藝術教育治療方法帶動博物館友善平權之初

探研究：以陶瓷博物館之早安博物館方案為例

陳韻文　 戲劇作為博物館教育推廣的取徑：以兩個臺灣

博物館專案為例

7
原住民族部落歷史研究理論與實務

孫大川主編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24年 3月  ISBN 978-6267452035  848頁             

浦忠成　 原住民族史觀與部落歷史研究概述

劉益昌　 考古遺址與部落歷史

詹素娟　 「部落」如何「歷史」—部落的時空變動與

文獻特性

鄭安睎　 部落起源、遷移與部落歷史

林修澈　 原住民族「部落史像」的拼圖及其方法

康培德　 荷屬時期小琉球 Lamey 人的傳說事實演變

林素珍　 環境變遷、產業結構與文化復振研究方法

官大偉、林韋丞   歷史空間、文化資產與原住民族土地

權的實踐

謝若蘭　 原住民族研究：去╱解殖民方法論與部落書寫

海樹兒•犮剌拉菲　布農族的時間觀、歷史與神話傳說

邱霄鳳、童春發　研究部落主體的親屬關係：排灣族

為例

楊政賢　 蘭嶼 Tao 歌謠文本裡的島嶼記憶與歷史意識

李慧慧　 utux 藏在細節裡：解碼泰雅族 ’msbtunux 地區

水庫移民的關鍵詞彙

董恕明　 弦歌不墜—歷史的非典型實踐

文高明　 Yono 再生—撰寫《鄒族久美部落歷史研究》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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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喇•尤道、王人弘　顛沛見堅韌—紅葉部落的太魯

閣族史

許秀霞、林清財　 阿里擺部落史的研究與論述經驗談

8
第四屆《群書治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群書治要》與老莊思想

廖育正、陳康寧主編  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2024年 3月  ISBN 978-626-3860-49-0  176頁           

林朝成　 貞觀視野下的《文子》—《群書治要•文

子》的接受與應用詮釋

葉海煙　 道家的政道與治道—以《群書治要•莊子》

選錄文本為詮釋核心

林明照　 《莊子》中的當解而難解—兼論其中含蘊的

實踐悖論

李志桓　 如何思考共生與社會生活—從《群書治要》

中的老、莊形象說起

林淑文　 用無如何可能？從茶道哲學切入日常知覺的

反轉

聶　 豪　 鍾泰《莊子發微》「以《易》勘《莊》，以《莊》

合《易》」之詮釋架構探析

鄭文泉　 馬來（“Melayu”）文明的道家內涵

陳德興　 從氣化宇宙論與三千大千世界的論述探論老莊

思想與般若經典中語言工具的義理定位

9
殖民地臺灣的經濟與產業發展之再思考

蔡龍保主編  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2024年 3月  ISBN 978-626-3668-38-6  320頁           

文明基　 為何沒有《帝國主義下の朝鮮》？—矢內原

忠雄的殖民政策研究以及臺灣與朝鮮

陳德智　 帝國 殖民地的海洋—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從

沿岸到遠洋漁業調查試驗之研究（1909-1922）

林佩欣　 從臺島之酒到帝國之酒：日治時期樹林酒工場

的紅酒改良與行銷

曾立維　 有線到無線—對外無線電報系統在臺灣的建

立與發展（1928-1949）

蔡龍保　 由森林鐵路到觀光鐵路—日治時期阿里山鐵

路經營策略之轉變（1896-1945）

林采成　 臺中輕鐵（株）的經營分析—軌道•鐵道•

汽車

三澤真美惠　由白克和林摶秋的足跡試論戰後臺灣電影

的「雙重連續性」

王淳熙　 臺灣日治時期建築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的檢

視—以日式宿舍為初探對象

10
歷史記憶的倫理—從轉型正義到超克過去

許家馨編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24年 3月  ISBN 978-986-3508-10-6  560頁           

許家馨　 導論：從轉型正義的反思到歷史記憶的倫理

洪子偉　 轉型正義中的記憶與知識

汪宏倫　 我們能和解共生嗎？反思臺灣的轉型正義與集

體記憶

石忠山　 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德國「歷史學家之爭」

及其時代涵蘊

藍適齊　 在國族之外的歷史和解：「地域性」的二戰紀

念活動與歷史記憶

楊孟軒　 歷史記憶與記憶的歷史：創傷、情感、牽連性

與和解

葉　 浩　 介於過去與未來的政治行動：論鄂蘭思想之轉

型正義意涵

曾慶豹　 除去記憶中的恐懼：二二八平安運動的和平與

正義

許家馨　 對當代臺灣政治論述中「和解」概念的初步

反思

范耕維　 歷史記憶、如何共享：對 1985 至 1995 年出生

之二二八共生音樂節成員經歷的初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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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猷欽　 從文化資產角度審視臺灣偉人塑像之存留

陳柏良　 臺灣命運中不能承受之重？初探加害人／被害

人多元圖像與《政治檔案條例》資訊回覆權

11
海洋亞洲的想像：全球化與去全球化

劉健宇、李新元、白偉權、孔德維主編  臺北：秀威資
訊出版公司

2024年 4月  ISBN 978-626-7346-54-9  536頁          

陳文松、李新元、劉健宇　導論：從亞洲角度想像海洋

亞洲

毛帝勝　 高雄市旗山區溪洲的水患記憶與對寺廟影響初

考—以鯤洲宮為核心

莊凱証　 澎湖漁船船旗、船祭與船俗之初探

蔡至哲　 臺灣主體性的追求與新興教會的教勢發展—

以臺灣基督教福音教會為例

陳康言　 新加坡廣東喃嘸師傅的變遷

謝名恒　 泛大伯公現象：東南亞大伯公研究的回顧與

探討

魏明寬　 試論華社對漢傳佛教在中國、馬來亞發展的影

響（19-20 世紀）

廖明威　 英國掌政下柔佛彭古魯的困境與轉變（1910-

1941）

莫家浩　 世界經濟大蕭條下柔佛邊佳蘭鄉區華人社會的

嬗變

陳建發　 新村計劃對華人社會關係的影響—以利民達

華人社會為例

曾凱文　 帝國網絡與馬六甲英華書院的營運

周皓旻　 日治末期至戰後初期臺灣師範教育制度與近代

西方教育的典範轉移（1941-1949）

劉健宇　 馬來亞大學創校與英國遠東高教政策—以英

國殖民統治為中心

吳安琪　 馬來西亞留臺生爭取學位承認之過程及意義

李樹甘　 中國與亞洲區域內經濟一體化進程與交易費用

陳家樂、林皓賢　當代中國的亞洲地區戰略及其亞洲定

位思考初探

曾俊基、陳家樂　國際援助的經濟作用：競爭力指數的

實證視角

黃瀚輝　 馬來西亞中文電影在全球化與去全球化語境下

的傳播

Chan Long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Negarakuku: An 

Analysis of Viewer’s Comments on Music Video

朱鎮雍　 以文化變遷的視角試論現代越南流行語

張　 振　 中國音樂在全球化視野下的演變道路

羅永生　 朝廷以外的私人外交—五代名相馮道的理念

探討

張曉宇　 宋代士大夫日記中的私領域—以林希〈元祐

日記〉為例

林皓賢　 《天盛律令》中防走私條例看夏宋之間的走私

情況

陳沛滔　 論朝鮮士人朴趾源的身分認同—兼論新清史

學派對中韓關係史研究的啟示

廖伯豪　 合禮與權宜—從臺灣傳世文物談清代官員禮

服混用現象

李新元　 戰前在臺日本人世界觀初探—以兩本在臺日

人參與少年團世界大會遊記為中心

曾　 苡　 主義還是學術？冷戰時期美臺互動與胡適紀念

館的形塑

呂嘉穎　 緬甸政局的另一種視角：翁山蘇姬的兩難與緬

甸軍方的思考

12
第三屆《群書治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林朝成主編  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2024年 4月  ISBN 978-626-3860-51-3  256頁           

潘銘基　 《群書治要》所引《說苑》研究—兼論《群

書治要》摘取《說苑》篇章與「治要」之關係

林朝成　 治身與治國：《群書治要•老子》文本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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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應用詮釋

宋惠如　 先王與先王之道：論《群書治要》資鑑的理想

政治與君主理型

陳弘學　 《群書治要》體現之「義」論內涵及其政治實

踐考察—當代視域下的觀察與省思

林盈翔　 論《群書治要》對《三國志》的筆削與取義

邱詩雯　 遠讀群書：以詞語顯著性探討《群書治要》的

編纂旨趣

潘永鋒　 《群書治要》引《荀子》研究

江伊薇　 《群書治要》編選《抱朴子•酒誡》意蘊：貞

觀時代的飲酒與政治關係

郭庭芳　 論《群書治要•春秋左氏傳》編纂特色及唐太

宗對其中政治思想的接受與借鏡

13
2024年馬來西亞華人民俗研究論文集
陳琮淵、廖文輝主編  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24年 5月  ISBN 978-629-7575-22-3  389頁           

鄭洲升、安煥然　二十四節令鼓藝在臺灣的傳播發展及

其在地流變

謝貴文　 安溪城隍信仰在臺灣的發展與特色

蔡武晃　 走出原鄉：臺馬財帛星君信仰的流變

李淑如　 籤詩無國界：土地公靈籤的發展與變遷

林綺純　 仙法師公與地方感的營造：馬來西亞潮州籍漁

民的民間信仰研究

陳建發　 民間信仰與地域社會的型構：以柔佛州利民達

華人地方社會為例

張　 釗　 淺析馬來西亞德教會的社會公益活動：以濟陽

閣為例的分析

黃新洋　 馬來西亞霹靂南海會館的耆英會與七夕節：華

人風俗儀式的傳承問題研究

柯榮三　 麻坡作家黃桐城筆下的閩南人物傳說

廖筱紋　 「猴心」看真心：中馬民間故事比較研究

莫家浩　 柔南謝港民俗初探

劉健宇、周建興　 真君大帝研究：馬來半島真君廟考

黃文車　 南洋在地風：1950-1960 年代新華小報中的

「娛樂」記憶

趙　 薇　 在記憶中「流俗」：《流俗地》中「神」與

「鬼」的文化功能

廖文輝　 馬新鄉音曲藝概論

李永球　 消失中的傳統：馬來西亞福建人喪俗調查研究

林漢聰、王秀娟　臺馬新生代殯葬禮儀公司的定位與經

營：以「冬瓜行旅」（臺北）及「一圓」（吉隆

坡）為研究對象

高靜宜　 海外華人民間信仰傳承：吉隆坡廣東義山中元

超渡法會探析

14
小道可觀—中國日用美學

凌筱嶠主編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24年 5月  ISBN 978-986-3508-27-4  452頁           

吳英均著，凌筱嶠譯　 前言

凌筱嶠　 序論

孫曉靖　 「文」與「制」之外：從蘇軾教坊詞看宋代文

人樂語

麥瑞怡著，凌筱嶠譯　 搬演皇帝：睢景臣《高祖還鄉》

伊維德著，凌筱嶠譯　飲食、戲曲與儀式：神仙與凡人

展演之東道禮儀

辛兆坤　 「律」、「變」、「極」：王驥德《曲律》中的互文

指涉與規範化構想

郭英德　 守望文明：蘇州府太倉州王時敏家族的戲曲活

動（1640-1680）

王璦玲　 「以宮商爨演，寓垂世立教之意」：論晚清楊恩

壽之戲曲觀及其《坦園六種曲》所展現之敘事

性特質

裴志昂著，凌筱嶠譯　發人深省的食物：北宋中期的消

費競爭與遠離塵囂

吳思遠　 「互圖性」的旅程：對明代中晚期通俗文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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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至汶　 應用歷史在大學端的教學實踐—以國立嘉義

大學應用歷史學系的模組化課程為例

林果顯　 政大臺灣史研究所的教學實踐摸索

楊善堯　 史學訓練如何應用於文案計畫書寫

胡金倫　 出版與新媒體

蕭遠芬　 史學與教科書出版

林弘毅　 學術出版與史學加值

許峰源　 國家檔案影像的加值與應用：兼談「檔案應用

與歷史學實務專題」課程設計

李立劭　 形塑歷史紀錄片創作之路—從「我那遙遠的

呼喚」到「記憶家園」

張淑卿　 口述歷史應用於醫護專業人士訪談之探究與

限制

王力堅　 桃園市陸籍新住民訪談的收穫與遺憾

謝仕淵　 博物館的大眾史學實踐

吳淳畇　 館之外的博物館人

吳宇凡　 從文化典藏到年長者照護—龜山社區年長者

懷舊治療的施行與史學應用

潘宗億、邱柏薰　Replay 歷史：東華大眾史學遊戲課程

的設計、實踐與反思

張少濂　 我用歷史做遊戲

梁世佑　 輕學術作為具備商業、知識傳播與興趣實踐的

可能性

吳宇凡　 從《聯合報》圖像應用看記憶擷取與商品轉化

16
名古屋大學•屏東大學文化交流學術會議論文

集•第一輯

黃文車主編  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2024年 5月  ISBN 978-626-3861-14-5  238頁           

丸尾誠　 「大聲」的詞類辨析

田村加代子　否定詞的修辭作用—以《論衡．偶會

篇》為例

林秀蓉　 跨文化的女性自傳：論張福英《娘惹回憶錄》

品中「遊歷」主題版畫的考察

吳英均著，凌筱嶠譯　 誰人讀食譜？類書中的飲食指南

劉苑如　 病中倫常：魏晉南北朝小說中的省疾、問疾與

侍疾

胡曉真　 風聲與文字：從歌謠運動回思非漢語的漢字

傳述

賀衛林著，辛兆坤、凌筱嶠譯　尋索「真正的中國」：

明治時期日本的中國文學史書寫

15
史學玩應用—臺灣應用史學探究集

皮國立、楊善堯主編  新北：喆閎人文工作室

2024年 5月  ISBN 978-986-9926-87-4  336頁           

皮國立　 臺灣「應用史學宣言」

楊善堯　 我想讓大眾知道的「應用史學」

林果顯　 不唸歷史系的人為何要學歷史？

許峰源　 國家檔案與教學應用：兼談高中職跨領域課程

設計

林奇龍　 一起來探究—歷史、公民與表藝結合的白恐

教案

蘇健倫　 桃園飲食文化指南實作專題

鄭政誠　 千禧年後的桃園學：國立中央大學的地方學角

色扮演

莊淑瓊　 取徑地方文化—滾雪球般的教學實踐

皮國立　 從大園到大溪：地方學實作教我們的事

許毓良　 新北市新莊區土地公廟田野調查：課程教學與

實務分享

鄭巧君　 史學訓練與口述田野調查

何彩滿　 人與物件的連結—航空城大海社區的文化創

生之路

洪健榮　 海山學的 USR 課程連結及其實踐

李明彥　 大梨救小校—中原大學在苗栗卓蘭的地方創

生之路

蕭道中　 應用史學在輔大，一點經驗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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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萬世之鷙：歐陽無畏教授逝世三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陳乃華主編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史館、文化部蒙

藏文化中心

2024年 5月  ISBN 978-626-7147-49-8  370頁           

蕭金松　 歐陽無畏教授逝世三十週年紀念研討會主題

發言

張駿逸　 臺灣藏學之父—歐陽無畏老師的教學

林崇安　 回憶歐陽無畏教授零記

曾慶忠　 先師歐陽無畏先生講課應用經教傳統之技巧略

探—試摘二段講課內容謄錄文字分析

張昆晟　 歐陽無畏〈德格土司世傳譯記〉與 20 世紀上

半葉的多康研究

陳又新　 《量之道引》管窺

廖本聖　 世出世間道與等至的關係考察

胡進杉　 藏文《金剛經》之蒙古文、滿文再譯本述略

黃奕彥　 正因論式中的兩種命題型式

張中復　 伊斯蘭蘇非派對青海卡力崗藏語穆斯林「文明

化」的傳說及其討論

梅靜軒　 利美思潮的傳承與創新—米龐嘉措之入世關懷

隋皓昀　 第一輩甘珠爾巴諾們汗羅桑慈成事蹟（1717-

1734）之研究

劉宇光　 學僧、密使及族裔菁英：二十世紀初藏傳佛教

的高原政治

王惠雯　 歐陽無畏藏傳佛學教學語音記錄典藏的應用與

發展芻議

王廷宇　 親屬、根根及骨與肉：四川四土嘉絨藏人分類

與結群之簡介

陳乃華　 臺灣當代主要涉藏研究機構與人員

張駿逸　 歐陽無畏先生簡介

中的自我詮釋

杉村泰、郝文文　關於臺灣日語學習者的日語成對動

詞之不及物動詞、及物動詞和被動形式的選

擇—基於母語遷移的可能性

陳志峰　 日本詩話中的《詩經》論述—以《日本詩話

叢書》為考察對象

勝川裕子　對日本中文學習者進行聽力培養的試行方

案—TPR 實驗及其效果

黃文車　 從《莎韻之鐘》到《紗蓉》：電影歌曲的翻唱

與傳播

簡光明　 蘇軾文學中的莊子身影

鐘文伶　 晚明爭奇文學的出版與傳播—以龍谷大學所

藏《茶酒爭奇》為討論核心

17
弄潮：劇場文化、記憶與產業變遷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

許仁豪主編  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

2024年 5月  ISBN 978-626-9708-56-7  156頁           

許仁豪　 導論

王婉容　 新世紀的亞洲回望：透過劇場重獲的城市時光

和空間意義探尋

李元皓　 從梅派的傳播檢視京劇流派藝術：以 1945 年

以前的臺灣京劇唱片為切入點

杜思慧　 疫情下劇場展演的數位轉譯：以《亡命紀事：

我是誰？》為例

周慧玲　 虛擬肉身與數位現場之間：後疫情時代臺灣視

窗裡的線上戲劇「新現場」初探

倪淑蘭　 戲劇與文化研究：以跨文化互文性作為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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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第一屆姜太公世界道家論壇論文集

中華道家世界協會、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主編  臺北：
萬卷樓圖書公司

2024年 6月  ISBN 978-626-3861-36-7   558頁          

楊祖漢　 道家與佛教的圓教之比較—玄學與天台佛教

的互證

趙飛鵬　 《六韜》的文獻流傳及其文化史意義

鄭燦山　 「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唐宋內丹思

想的源起試探

蕭登福　 《周易參同契》的丹道修行法門—兼論此書

是內丹抑或外丹書的問題

李紀祥　 《史記》與《漢書》中的姜尚—姓氏名字號

與著述考

陳振崑　 論船山氣學的內丹養生

桂齊遜　 老莊思想中的入世關懷—以法制思想為核心

杜忠全　 六朝玄學時代的般若學與佛教中國化—以支

遁的即色義為考察對象 

王國忠　 由氣論視角詮釋杜光庭心性論

朴榮雨　 遊於道境與物境之間的「忘」與「化」：《莊

子》「卮言」式的思維結構

李美智　 談《黃帝內經》的養生觀

曾暐傑　 以《莊子》作為方法—荀子「聖╱王」敘事

與孔孟「聖人」敘事的深層結構重探

許隆演　 試論道教、道家與《周易》的氣論

陳錫勇　 《老子》上篇首章王弼注校詁

周貞余　 太公望思想探究—以《六韜》為視點

黃靖芬　 《六韜》與周王朝立國精神關係之探析

林登順　 姜太公之戲劇形象探析

謝世維　 北斗、本命與燃燈：宋元以來的道教燃燈儀式

洪昌穀　 書畫藝術中道家樸素思維的內化與外顯

孔令宜　 回光見性為全真：《太乙金華宗旨》丹法之研究

金貞淑　 明代中葉「名聲建除」機制的轉變—從《吳

郡二科志》切入論析

19
挑戰與新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九十五

周年所慶論文集

李貞德主編  臺北：中央研究院

2024年 6月  ISBN 978-626-7341-57-5  348頁           

王汎森　 「由下而上」的思想史—檢討入所之初的一

篇未刊稿

林聖智　 「比較藝術」與「一切造形」：史語所的圖像蒐

集、整理與研究

李仁淵　 中研院史語所遷臺以來的中國制度與法律史研

究：宋代到清代

陳韻如　 從另類到跨域：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的發

展（1992-2023）

吳孟軒　 論史語所和戰後宗教史研究

李峙皞　 從新文化到新文化史：史語所思想文化史研究

的淵源、變遷與展望

藍弘岳　 史語所與世界史研究：從「虜學」到全球史

王冠文、王儷螢　聚焦臺灣考古學界：由中、英文期刊

所見近二十年臺灣與東南亞考古之研究趨勢與

反思

陳光祖　 史語所臺灣考古學研究的歷程、既有成績、當

下困境與展望

陳熙遠　 「走入歷史」的歷史學家—反思數位轉型中

的人文研究

高震寰　 95 周年所慶：史語所居延漢簡整理簡介

黃儒宣　 史語所近四十年禮俗史研究回顧（1987-

2023）—以戰國秦漢時期為中心

孔令偉　 史語所的語文學傳承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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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形康　 近代中日學人《論語》解釋中對《三朝記》及

《論衡》之關注—近代儒學經典詮釋學的型

態及未來展望

22
民主與民主之外：李登輝百年誕辰紀念學術討論

會論文集

何鳳嬌、林本原、薛月順執行編輯  臺北：國史館

2024年 7月  ISBN 978-626-7470-27-5  414頁  

松田康博　 探索巨人的足跡：李登輝與他的時代

林果顯　 民主化前夕的都市治理：以李登輝任臺北市長

為中心（1978-1981）

蘇瑞鏘　 黨外省議員與省主席李登輝的民主對話（1981-

1984）

任育德　 劉明修與《李登輝傳》的書寫史研究

羅國儲　 李登輝與資深中央民意代表的退職：以立法院

為中心的探討

林孝庭　 李登輝主政時期臺灣對外軍購議題再探究

李福鐘　 從心口不一到兩國論—李登輝總統任內關於

兩岸論述的演變

廖文碩　 李登輝亞洲集體安全構想與民主和平論探

析—兼論臺印關係的開展

薛化元　 政治改革路線與國家定位的延續與斷裂：從蔣

經國到李登輝

許妝莊　 李登輝任內政府與長老教會的關係—以 URM

城鄉宣教運動受監控情況為例

洪紹洋　 農業經濟學者李登輝與他的經濟幕僚

連　 克　 厚生利群—李登輝與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的

建立

李鎧揚　 從皇國少年到左翼青年：1940 年代李登輝的

轉向

盧啟明　 李登輝的基督信仰歷程與實踐

連啟元　 明代崇道思想與社會風氣的探究

黃竹芳　 《老子想爾注》長生成仙思想探微

李佩圜　 以《六韜》論齊國尚賢精神

陳　 樹　 世界道家論壇時代使命與價值

紀俊臣　 中國道統與臺灣文化

林水吉　 道家的軟實力

國恕強　 道家思想之現代社會啟示錄

張廣博　 道家的思想與智慧

鄭卜五　 「道家」與「道教」的社會功能與作用

馬銘浩　 藏風聚水文化創生

21
儒學的當代性：生態、政治、文化

黃冠閔、林維杰主編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24年 6月  ISBN 978-626-7341-59-9  476 頁           

孫　 震　 序：儒家思想在 21 世紀的使命

黃冠閔、林維杰　導論：從儒學當代性的視野回應生

態、政治、文化的時代挑戰

黃俊傑　 儒學能為 21 世紀新生態文化提供何種思想資

源？

蔡振豐　 《詩經》對環境與生態理論的啟示及其現代意義

黃冠閔　 生生不息的創造性：反思人類世生態下的生命

論述

李明輝　 儒家傳統與信任社會

林遠澤　 儒家政治文化與華人民主政體的未來展望

陳昭瑛　 民族主義：徐復觀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對話

張崑將　 儒家管仲論爭議的公私論與當代公共哲學的

對話

陳立勝　 儒家思想中的「內」與「外」—「內聖外王」

何以成為儒學之道的一個「關鍵詞」

楊祖漢　 如何活化宋明理學的智慧

林維杰　 跨時代與跨文化—當代新儒家的兩個詮釋

向度

藤井倫明、金培懿　 作為「樂」哲學之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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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婉儀　 人、生活世界與價值

合田正人（Masato Goda）　“On Confucian Ontology”by 

Hajime Tanabe

張　偉　 舍勒與宋明儒者論一體感：一項現象學的與比

較宗教學的探究

林慧如　 仁者愛人：傳統儒學仁論之現象學重構

張國賢　 從「不忍人之心」到「不忍人之政」的可能

性：以列維納斯的角度思考孟子

志野好伸　 和辻哲郎與洪耀勳的風土概念

林東鵬　 海德格的想像力詮釋：一種在康德的表象主體

與牟宗三的道德心性主體間的詮釋橋樑

蔡士瑋　 他者的文化存有：從孔子和德希達的殖民處境

所著手的比較嘗試

楊德立　 牟宗三與海德格論康德：以「有限性」作擂臺

李雨鍾　 非對稱的相互性：從列維納斯與呂格爾之爭到

《論語》中的「仁禮」關係

25
漢字思維與跨文化哲學：方法的反省

劉滄龍主編  臺北：政大出版社

2024年 7月  ISBN 978-626-9867-31-8  276頁 

宋灝（Mathias Obert）　中文字的視像性與書法上的

「勢」

林俊臣　 書法作品的詮釋學向度

林永勝　 作為思想方法的字義解釋

范麗梅　 從出土寫本反省經學思想研究的理據與方法

王　 華　 儒家倫理思想與美德倫理學對話的一些方法論

考量

劉滄龍　 跨文化對話中的臺灣莊子學

鄧敦民　 概念隱喻與跨文化哲學

陳弘學　 「人情」作為正義普遍原則的可能：從 Mcknight

〈法律與道德〉對「人情」的理解談起

曾守仁　 從山水到宮體：再探抒情傳統論的主體問題

23
區域文學史的書寫與視野—2022第八屆屏東
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黃文車主編  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2024年 7月  ISBN 978-626-3861-49-7  234頁           

黃文車　 異同視野，多元書寫

施懿琳　 現地考察•文學史料•時空分界—關於臺灣

區域文學史的省思

余昭玟　 區域文學的展望—以屏東為例

莊華興　 馬華地域文學研究芻議

董恕明　 不一樣的美麗—臺東文學初探

葉連鵬　 論臺灣區域文學史的寫作與出版—以彰化和

澎湖為例

陳政彥　 嘉義地區現代文學史寫作重探

魏貽君　 尋鹽之途—21 世紀花蓮原住民族漢語文學

探論

廖振富　 區域文學史最大的特點：要去看見彼此的異

與同

黃美娥　 「異同視野」的產生有賴啟動新詮釋框架和尋

找文學新定位

王潤華　 區域文學書寫異同的視野：重劃新馬的書寫

地圖

陳昌明　 我們要建構怎樣的區域文學史？

24
現象學與儒學

張國賢主編  臺北：政大出版社

2024年 7月  ISBN 978-626-9867-30-1  360頁 

Günter Zöller　Rites and Rights. A Comparative Phenomenology 

of Confucianism and Kantianism 

寧問天（Eric S. Nelson）　道德情感與倫理生活世界：儒

家現象學

汪文聖　 技藝在現象學與儒學裡意義的比較

黃冠閔　 里仁為美：感通共同體的現象學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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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書銘　 同奈人即客家：越南客家研究的回顧與討論

陳琮淵　 戰後砂拉越客家產業的發展及其族裔經濟變貌

（1949-2000）

張書銘　 我族打大番：越南同奈人客家的宗教信仰與族

群邊界

張容嘉　 唱自己的歌—當代馬來西亞客家流行音樂的

認同展現

黃信洋　 東南亞客家博物館的客家意象探討

陳琮淵　 新生代的民藝傳承與客家認同：砂拉越石隆門

客家獅隊研究

劉瑞超　 製作文化遺產—沙巴客家的族群性展現

28
臺灣文化之復振與共榮：本土文化教育研討會論

文集 2023

林承緯主編  臺北：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024年 9月  ISBN 978-626-3455-38-2  358頁 

王雅萍　 新北市烏來區泰雅族的民族教育及工藝技藝

傳承

王朝賜　 西拉雅族群復振的實驗教育

何信翰　 國家語言發展法對臺灣臺語教育的影響和未來

展望

張錦霞　 本土海洋教育在學校課程的深耕與實踐

藍淞地　 海洋運動與社區參與—澎南國中地方本位國

際教育計畫

曾敏泰　 左營舊城地方學與覆鼎金墓碑學

張崴耑　 數位融入在地戶外教學

林恬安　 臺灣唸歌近二十年之現況

林曉薇　 向真實學習—以文化資產作為教學應用之實例

王瀞苡　 運用工藝文化資產提升本土教育素養之探

討—以藝閣保存技術為例

廖英杰　 宜蘭縣史館與地方教育

吳茂成　 陪伴孩子重回文化共同體，社區大學推動本土

教育的實踐

26
2023臺灣國際儒學學術論壇論文集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臺灣孔子研究院編輯  南投：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

2024年 8月  ISBN 978-957-8825-15-4  371頁 

武東星　 序

張世良　 序

董金裕　 專題演講：學以致用—得其所而遂其生

劉煥雲　 先秦儒家內聖外王思想現代意義之研究

謝如柏　 層層敘說「命」的「故事」：淺談井上靖的《孔

子》

李皇穎　 試論「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林俞佑　 以意逆志：《孝經》引詩之詮釋運用

張步雲　 儒家文化在現代社会的重要價值

呂辛福　 儒家政教視野下曹植圖畫「鑒戒說」的流傳與

誤讀

張加佳　 「昭忠示烈」的儒家生死觀—以鄭兼才重整

臺灣府昭忠祠為例

蕭振聲　 儒道二家人性論比較

陳振崑　 當代新儒家的道德宗教觀

孔憲詔　 易傳的人生論

吳慧怩　 儒家跨學科與跨文化研究

孟祥凱　 善的力量

張隆憲、黃明豐　中美儒學 Hofstede 的集體主義與個人

主義跨文化現象初探

湯恩佳　 孔教儒學在當代世界的偉大價值與廣泛運用

27
東南亞客家族群性的多樣展現

蕭新煌、張翰璧主編  高雄：巨流圖書公司

2024年 8月  ISBN 978-957-7327-20-8  368頁 

蕭新煌、張翰璧　導論：東南亞客家「新族群性」的形

塑與呈現

白偉權　 泛客家化：當代馬來西亞客家新族群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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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

王翠玲　 劉宋居士孟顗

江伊威　 論《高僧傳》中數術應用與思想意蘊

黃武智　 《關尹子》「生命元素論」對莊子思想之汲取及

發展析論

蘇韋菱　 論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的宇宙觀

林永勝　 三教交涉視野中的無情有性說

黎秉一　 以儒為本，五教合一：民初救世團體的宗教綜

攝、文明論述及「儒教」的再定位

須文蔚、蘇婷、莊丞志　慈幼印書館發行梅安尼青少年

小說之研究

李淑如　 清代臺南寺廟與名士網絡關係研究—以大觀

音亭暨祀典興濟宮為例

柯榮三　 芳名與佛，同垂不朽—大觀音亭暨祀典興濟

宮清領至日治時期碑記上兩家香鋪與三位捐題

者的討論

高佩英　 臺灣南部地區的蜈蚣陣—百足真人

羅景文　 時光掠影下的陰神信仰—以高雄文史作家林

曙光對在地陰廟的記錄為討論核心

洪淑苓　 「菩薩」的挪用—隱匿詩作中的現實關懷與

生命書寫

朴現圭　 韓國最早建立的南關王廟考：1598 年至 1600 年

林德順、李珮玲　 吉隆坡威鎮宮觀音寺的佛教化研究

阮長生　 20 世紀前半葉越南佛教報刊上關於女性問題的

討論

阮清風　 「知末劫、行救劫」：越南南方民間宗教對於五

公王佛信仰的吸納現象

杜　 溫　 緬甸華裔重塑華族文化的現狀—以帕安建德

堂為研究分析個案

蘇玉枝　 民間動能與教育實踐—以「驚嘆號—原住

民族群永續教育計畫」為例

29
2023澎湖學第 23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張美惠總編輯  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2024年 10月  ISBN 978-626-7211-52-6  210頁 

Roderich Ptak　Island Studies and the Penghu Archipelago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Times: Viewpoints, 

Categories and Counterfactual Concerns

中島樂章　 十六世紀前期歐洲地圖中的「琉球」

陳宗仁　 巢穴與汛地：荷蘭人來臨前的澎湖

金國平　 天啟二年「攻剿红夷」石刻索隱

鄭維中　 通事、販客、走私販 / 犯：被捲入澎湖衝突的

平民群像

康培德　 荷蘭時代往來臺澎間的唐人船主

Ryan Holroyd　The Penghu Island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Nautical Charts

陳瑢真　 澎湖、大員與巴達維亞之三層關係

盧泰康　 澎湖風櫃尾荷蘭城堡所發現的晚明貿易陶瓷

黃恩宇　 從防禦觀點論澎湖風櫃尾堡壘的選址、設計與

營造

顏廷伃　 從風櫃尾到熱蘭遮城：從考古學的研究談荷蘭

人的抉擇與建城規劃

蔡光庭、陳英豪　從姓氏遷徙—探究 1604-1661 年間

彭湖居民分布聚落

盧正恒　 從外洋到內海—1815 年汪志伊〈澎湖圖說〉

的解讀與地圖知識流變

30
文學、思想與宗教之研究

陳益源主編  臺北：里仁書局

2024年 10月  ISBN 978-626-9811-05-2  736頁 

杜忠全　 牟子〈理惑論〉成書論考：從早期佛教傳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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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24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陳一標主編  臺北：華嚴蓮社

2024年 11月  ISBN 978-626-9817-52-8  270頁 

陳英善　 從迷悟看華嚴與地藏—以蕅益智旭為主

李治華　 《華嚴經》與《楞嚴經》的菩薩階位比較再

探—以十迴向位與如來藏理為主

Atsushi SATO　Quotations from the Huayan wujiao zhang 

in Liao Dynasty Huayan Sources

文志勇　 圭峰宗密法師的禪法思想

釋德安　 試論晉水淨源對《華嚴原人論》的解讀

Jin Y. Park（朴真暎）　National Master Ŭich’ŏn and Huayan 

Buddhism

郭　 磊　 新羅明皛之《海印三昧論》考

崔紅芬　 俄藏黑水城漢文《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分類探析

吳國聖　 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版本之比對研究

姚彬彬　 章太炎的華嚴哲學觀初探

俞懿嫻　 方東美論華嚴宗「亦宗教亦哲學」

Makoto ITO（伊藤真）　D. T. Suzuki’s Pre-war Views on 

Shishi Wu’ai and Bodhicitta

董　 群　 理事圓融與人間佛教

釋天曉　 華嚴哲學視域中的真理論「嚴淨實踐美學」

黃惠菁　 從國教課綱「核心素養」談語文教材的取材

──以《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五十三

參」為例

33
貫之以道：五教同源脈絡下的民間儒家實踐

楊弘任編  臺北：政大出版社

2024年 11月  ISBN 978-626-9867-38-7  304頁         

蘇為德（Hubert Seiwert），袁光譽（Robert Ivan）、王善榆

譯　宗教對臺灣現代化的回應：以一貫道為例

楊弘任　 「五教同源」論述的社會建構：從民初救世團

體到當代一貫道

31
第五屆《群書治要》與《貞觀政要》國際學術研

討會暨經典現代化論壇論文集

黃聖松主編  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2024年 10月  ISBN 978-626-3861-58-9  350頁 

潘筱蒨　 《群書治要》與《貞觀政要》「譬喻之說」的藝

術探析

林盈翔　 論《群書治要》與《貞觀政要》對「奪嫡之

爭」的書寫

黃絹文　 《群書治要》選錄《國語》的宗旨—兼論

《貞觀政要》中的政治理想落實度

林朝成　 治國典範與政治文化資本的傳承與轉移—從

《群書治要》到《貞觀政要》

黃人二、費俊聰　敦煌寫本《帝王論》（伯二六三六）

與《貞觀政要》

潘銘基　 帝冑貴族的治國教材：論《群書治要》的教育

意義

邱詩雯　 數位人文視野下的《群書治要》與《貞觀政

要》比較初探

龐壯城　 《群書治要•莊子》之文本對比與字詞現象管窺

牟曉麗　 論君臣—《貞觀政要》與《荀子》比較研究

江伊薇　 《群書治要》選錄《桓子新論》之「術」思想

探析

劉正山　 省察臣道：從《群書治要》與《貞觀政要》反

思中階經理人的角色與使命

鄧文龍　 從《貞觀政要》談領導藝術

吳秋育　 從〈金鏡〉與《帝範》看唐太宗的領導哲

學—用以檢視《貞觀政要》中的實踐

洪儒瑤、洪裕琨　 《群書治要》現代化意義與實踐舉隅

聶菲璘　 敦煌遺書與《群書治要•左傳》的流佈

楊朝閎　 尋繹義理：論戈直《貞觀政要集論》的治道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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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宇光　 佛教與森林：泰國生態僧山林保育的宗教意義

與淵源

林汝羽　 僧侶、候鳥與喜馬拉雅河川：印度東北達旺的

爭議領土環境保育與宗教動員反水壩運動

林敬智　 環境保護與宗教實踐的交錯：臺灣民間信仰中

金紙與香的符號意識形態與非人能動性分析

林益仁　 呼應羅斯頓的「故事居所」敘事：以泰雅人飲

食實踐中的生態靈性為例

周序樺　 農本主義與希望詩學：「耕作」作為方法

蔡怡佳　 沙漠、山海與小鎮：生態繪本中的地方與靈現

35
第四屆國際暨海峽兩岸春秋左傳學術研討會論文

選集

張曉生、蔡瑩瑩編輯  臺北：臺北市立大學

2024年 12月　ISBN 978-626-4100-33-5　540頁 

陳溫菊　 《左傳》第三十例「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

逃」例辨析

張高評　 《左傳》晉楚鄢陵之戰及其敘事義法—以記

事成法、敘事傳統、歷史編纂為例

吳智雄　 服虔《春秋》書法觀蠡測

張曉生　 林堯叟《春秋經左氏傳句解》對杜注的補充與

修正—兼論其書與宋代《春秋》學術的關係

劉德明　 論杜諤《春秋會義》特質及其對《左傳》的去取

潘銘基　 表裡《論語》：論《左傳》與《論語》之相互

發明

古育安　 《左傳•昭公六年》叔向致子產書新詮

黃庭頎　 從新見春秋金文再論五等爵制—以「公」

為例

謝博霖　 西周金文在《左傳》中的繼承—以冊命相關

紀錄為例

水野卓　 《春秋》和《左傳》的「公」—《左傳》之素

材探析

劉文強　 系統性解析《左傳•文公十八年》之古人、古史

黎秉一　 民初「五教合一」論述的兩個類型：以李佳白

與道院為例（1921-1927）

柯若樸（Philip Clart）著，黎秉一譯　華人宗教兼容論

語境中的耶穌形象：一貫道的基督論及其在跨

宗教對話上的含義

鍾雲鶯　 一本《大學》，多元解釋：民國以來民間儒教

對《大學》的宗教性解釋

畢遊塞（Sébastien Billioud）著，黎秉一譯　齊家：當代

綜攝性宗教語境中的《大學》理念

畢遊塞（Sébastien Billioud）著，黎秉一譯　儒家火炬，

傳諸大眾：組構中國儒家復興的挑戰

畢遊塞（Sébastien Billioud）著，黎秉一譯　隱藏的傳

統：現當代中國的儒家及其轉型

34
宗教環境學在亞洲的跨界對話（第三卷）：臺灣

與亞洲共同直面的環境危機與宗教實踐

張珣、高晨揚、江燦騰主編  新竹：元華文創公司

492頁 

張珣、高晨揚　 導論

劉璧榛　 穀物黏人、野菜女人與「包心」菜：北部阿美

族的儀式植物與感官生態學

李宜澤　 認同與跨越的環境之羽：當代阿美族人與鳥的

交纏關聯

陸澐杉（Agathe Lemaitre）　重新思考消失的意義：排灣

文化中雲豹（likulau）的滅絕與韌性

吳考甯（Courtney Work）　能通力與市場攫取：柬埔寨

白朗森林的祖靈經濟

美惠（Mayfair Yang）　非自然、非文化：中國佛教的素

食主義、親屬關係與輪迴觀

倪杰（Jeffrey Nicolaisen）　護生在臺灣：「自然的權利」

能否保護一切有情眾生？

鄧元尉　 從社會系統理論看「生態宗教」的可能性：以

放生爭議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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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隆　 探討臺中市日治時期舊城區私人醫院的空間分

布變遷

蔡侑穎　 日治至戰後初期嘉義市私設西醫診所的地理

變遷

蘇睿弼　 從醫療診所的人事物與空間分布—談臺中文

化城中城的場所精神

蘇明修　 社區營造概念下的舊醫館活化—歷史建築

「牛挑灣吳杯初濟生醫院」的經驗

郭盈良　 嘉義市老醫館的現況與展望：以臺灣圖書室調

查之 60 家老醫館為例

蘇明修　 結合社區營造與歷史空間活化—臺北「仁安

醫院」

張仁豪　 從四方醫院到時代治癒所

陳國超　 建構兼具地方脈絡及時代意義的醫療文化復

興—新店「陳外科醫院」

黃士娟、黃天祥　 竹東「長春醫院」保存活化歷程

李預萍　 透過設計留住空間特質並回應時代潮流—臺

中「1035 collab」

蕭定雄　 百年醫院新生，再次牽動古鎮藝文思潮—鹿

港「長源醫院」

方婷婷　 醫者町學堂—推廣茶、詩、菓文化的嘉義

「泓仁診所」

張進通許世賢文教基金會　原貌保存—嘉義市「順天

堂醫院」

陳正哲　 嘉義「德山醫院」與桃城豆花

黃崇哲　 老屋自己修，故事自己說—朴子「清木外

科」之修繕再利用

關啟匡　 《讀經示要•第一講》外王學維度中的「物」論

許懿昀　 試探「伐」字雙音化現象：以殷周春秋戰國語

料為主的考察

謝政修　 關夫子與《春秋》：儒士詮釋下的關聖信仰

蔡翔宇　 從關公對春秋的踐履形象初探傳世與當代關聖

文化建構發揚之影響

李康範　 〈城濮之戰〉的文化聯想—在網路傳媒與傳

統學術研究之間

蔡妙真　 當古經穿越到數位時代—以多模態創意教學

提升《左傳》教學成效與傳播之研究

36
醫者•醫館•醫者町—探尋臺灣近代基層醫療

文化與空間

蘇明修主編  嘉義：嘉義市政府

2024年 12月  ISBN 978-626-7419-66-3  212頁 

陳錦煌　 從日治時代新港林開泰醫師—談社區醫師、

社區健康營造、健康社區吉社區健康生活共

同體

江寶釵　 日治時期諸峰醫院產婆講習所與張李德和的漢

詩事情

駱芬美、駱芳美　 土庫萬德醫院—女兒的視角

王昭文　 長老教會嘉義中會的沿海醫療團初探

陳奕達　 流動的醫德：日本時代臺人醫學期刊所中介的

現代與傳統

蔡鈞曄　 南彰化地區診所建築的空間類型與特質

陳坤毅　 日治時期臺灣診療所發展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