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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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出版者：

1. 離詞、辨言、聞道：古典研究再出發

2. 地方美術館與當代藝評實踐線上學術研討會論

文集

3. 近代啟蒙脈絡中的思想論爭：倫理與人道

4. 城市共筆：第十屆臺北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5. 臺灣觀音信仰硏究及其他

6. 2022 金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7. 第 12 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8. 銘傳應用中文

9. 2022「村裡村外」全國眷村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10. 經學的國際化：從國際視野看經學的當代性

11. 大雅當傳─第二屆海峽兩岸《左傳》學高端

論壇論文選集

12. 全球客家的多元經驗：全球客家研究聯盟（GHAS）

論文集Ｉ

13. 物種與人類世：20 世紀的動植物知識

14. 客家飲食文化的跨國經驗

15. 2022 澎湖學第 22 屆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16. 新竹在地文化與跨域流轉：第五屆竹塹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17. 數位化時代的中越文化與文學

18. 千面李喬：2022李喬文學、文化與族群論述國際

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19. 公共人文學的反思與實踐─以臺灣為場域

20. 文觀創意與實踐─2023 南投學研討會論文集

21. 她們在移動的世界中寫作：臺灣女性文學的跨

域島航

22. 和戰之際的中外博奕

23. 書寫與實踐：宜蘭史深耕30年─「宜蘭研究」

第 13 屆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4. 寒玉幽光︰溥心畬逝世 60 周年紀念座談論文集

25. 緣於山海之間：東臺灣的原民與客家

26. 邁向治理與世界構作的人類學︰比較南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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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1 ISBN 978-626-7002-93-3 557

范麗梅 導言

鄭吉雄 古典研究方法的反省：論先秦思想史中的語言

方法

馮耀明 A Bridge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hilology: A 

Methodological Problem in Chinese Classical 

Studies 

范麗梅 語之文與身之文―心性思想表述操作的兩端

鄭毓瑜 「可發聲性」與「可體現性」―詩國革命的

漢語脈絡

韋禮文 The Sinologist Gustav Haloun (1898-1951): Between 

History and Philology

張　巍 尼采重估「荷馬問題」―或語文學如何向哲

學轉化

高峰楓 亞述學家塞斯的「考古至上論」

馮勝利 王念孫「生成類比邏輯」中的必然屬性及當代

意義

鄭雯馨 論淩廷堪《禮經釋例》的「例」

鍋島亞朱華　幕末陽明學者吉村秋陽的解經方式―以

《大學賸議》為中心

楊儒賓 古典研究材料的分析：氣的考古學―風、風

氣與瑪納

末永高康　孟子「性」義小考―以《孟子・告子上》

第三章為線索

勞悅強 「異端」的思想史考察

陳　劍 《論語》「退而省其私」之「私」當為「和」

字之誤

黃麗娟 《清華簡（伍）‧ 湯處於湯丘》篇章研究―

以伊尹身世、政治思維、文獻性質為觀測重點

2023 2 ISBN 978-626-7264-08-9 176

江祐宗 地方美術館與國家美術館的競合關係：以新加

坡美術館（Singapore Art Museum, SAM）為例

蔡伊婷 地方美術史重建與實踐：以英國諾里奇城堡藝

術博物館為例

盤　龍 借他山之石助地方美術館發展

蔡瑞霖 脈絡即藝術：「事件後創作」對地方美術館發

展和影響

張鈞惟 藝術家與埤塘文化記憶之關聯：以桃園地景藝

術節為例

謝繡如 疫情後審美轉向之意義：以飲食現象為聚焦

潘迎佳 當代藝術呼喚自然：復歸和諧共生的歷程

鄭中信 用抹除刻畫指紋：談楊哲一「山水」攝影的礦

業風景

楊杰儒 自然劇場―論柯驎晏當代水墨中的觀光詮釋

與地景建構

梁廷毓、盧冠宏、盧均展、許博彥　負地理學：朝向一

種地理藝術的實踐

Emily Shin-Jie Lee　Curating Space and Time: Art Residencies 

as Para-institutions

劉旻宜 後疫情時代的藝文轉型

2023 3 ISBN 978-626-7300-15-2 226

楊貞德、吳曉昀　導言

李明輝 康德論同情

張　偉 羞感倫理何以是自律的？

李明輝 韓儒金昌協的四端七情論與「性情經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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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4 ISBN 978-626-7250-48-8 272

李乾朗 臺北百年建築流變

蘇文伶 解域與韌性︰當代臺北成長電影

高俊宏 刺探「地理」邊界：以「引爆火山工程」之藝

術行動為例

高鈺昌 現代的噪音，「造」音的現代《台北 ‧ 台北》、

《天橋上的魔術師》和《台北車站》中的臺北

車站聲音景觀

陳柏偉 賤斥與殘響―從一捲 1988 年工人抗爭歌曲

錄音帶談起

林傳凱 重探戰後初期臺北盆地「地下抗爭」的空間軌

跡（1945-1955）

黃慧慈、戴伯芬　殖民主義下在臺日妻的婚姻、家庭與

生命經驗

康旻杰 都市化外之島的日常與非常―社子島抗爭動

員下的聚合與交融

趙喬、陳德君　與蔗共舞：城市記憶，慶典與認同

吳比娜 留白城市：散步者的臺北想像

陳品潔、王志弘　挪用的日常：臺北穆斯林宗教生活支

持網絡初探

林君諭 走過雙十：新移民學習發展―參與臺北市生

活適應輔導課程的經驗

2023 4 ISBN 978-626-9550-53-1 482

邢　莉 遼代佛教信仰的中國化與本土化―兼談遼代

的觀音信仰

林仁昱 觀音與地藏組合供奉的信仰意義與衍發現象

楊明璋 觀音化現婦女度人成神傳說中的洗淨母題之源

流及其意涵

鄭芳祥 桃園市觀音、大眾爺合祀現象初探―以樂善

寺、西廟、慈善寺為例

溫宗翰 由空門化到文資化：白杞寮玉山岩的現代困境

及價值衝突

侯明福、柯榮三　眾神合祀觀音亭―臺南市大觀音亭

的合祀神祇考略

黃鈴雅 觀音合祀胂明之信仰文化及其社會現象分析

―以臺南市大觀音亭興濟宮為中心

李淑如 觀世音菩薩與孫悟空：萬福庵的今昔變遷及其

齊天大聖信仰傳播硏究

莊仁誠 南路靈寶拔度齋壇中的觀音神性

黃永財 屏東縣琉球鄉「碧雲寺」―小琉球人的信仰

中心

范文俊 越南流傳法華經觀音菩薩普門品硏究

裴光雄、范蘭鶯　越南薄遼市南海觀音信仰與天后信仰

的關係

阮清風 越南南方民閩教派的觀音奉祀與合祀之研究

許源泰 觀音信仰與其合祀神研究―以 19 世紀初的

新加坡華人廟宇為例

魏明寬 觀音、神祇、檀那及師親：英屬馬來亞古毛觀

音閣的奉祀系統研究

章　可 「主義」的悲劇：五四前後報刊小說中的「人

道主義」

楊貞德 人與非人―再讀《新青年》

郭亞珮 從安諾德到《學衡》的保守主義思想傳統―

兼論「人道主義」與「人文主義」的現代命運

張政遠 新渡戶稻造、日本與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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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6 ISBN 978-626-7215-28-9 450

宋怡明（Michael Szonyi）　金門學的回顧與展望

川島真 明治大正時期的日本政府所看到的「金門島」

鄭根埴 韓國的轉型正義與轉型期景觀

許振義 從《亞洲金門同鄉通訊錄》到《極目 ‧ 遠航》

―從出版物看新加坡金門會館的文化深耕

陳美寰 地緣政治、島嶼環境及地方社會對金門水資源

及水利設施的影響

王哲謙 戰地政務時期的石蚵產業及其社會生活

江柏煒 冷戰時期的汶萊華僑與臺灣的互動：以金門烈

嶼移民為中心的討論

王花俤 初探竿塘諸島防衛體系―從軍事戰略到文化

景觀策略的演變

翁沂杰、江柏煒　從大擔小擔到大膽二膽：島嶼戰地文

化景觀之形成及變遷

高丹華、袁興言　烏坵歷史與景觀保存：回顧與現實

吳宗江、李錫㨗　文化資產的數位圖資

李錫㨗、吳宗江、徐熙堯、李芝敏　浯洲金門尋根溯源

數位平台：金門族譜數位化及其相關之研究與

應用

林德順 畢利斯計劃試錯︰以武吉曾江和峇東新村為案例

吳俊芳 韓國的金門研究概況

陳成基 晚清金門的僑商捐官

李建明 馬來西亞吉膽島五條港的山海醮

陳兆丰 「浯江衍派」在海外：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

氏家族會

邱銘源 從戰地到後戰地的金門變遷：以《島嶼紀行》

系列紀錄片為中心的考察與省思

李權升 戰後北部金門同鄉會的社群發展與功能變遷

張皓斌 新北市中和區之金門五眷村未來文化資產保存

推廣探析

2023 6 ISBN 978-626-7269-22-0 381

鍾淑敏 從南支南洋到南方：檔案中的日治時期臺灣對

外關係

李明峻 從臺灣總督府檔案看戰前南海島嶼歸屬問題

李盈慧 「南洋研究」的政治作用：戰前臺灣總督府與

中國暨南大學的出版品之比較

蔡蕙頻 國立臺灣圖書館南方資料典藏始末

林廷輝 日治時期經營「南沙（新南）群島」的海洋法

意涵

張靜宜 南方支援―戰爭期間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後勤

資材補給之分析

李文環 日治時期新南群島的「發現」、經營與治理

王學新 南進政策與特別志願兵制度之實施―臺灣人

當志願兵的合理性

謝濬澤 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下的對泰國策略與臺灣人

利用（1935-1945）

陳世芳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水產南進政策―以在菲

律賓之發展為例

王俊昌 日治時期南進政策下高雄漁港的角色

蔡昇璋 1930-1940 年代臺灣總督府與日商企業集團南

進環中國海的漁業活動

歐素瑛 航向南十字星―高雄工業學校與日本南進政策

陳貞如 從 2016 年《中菲南海仲裁判斷》看終戰前日

本歷史文件對當代南海秩序之影響

湯熙勇 被遺忘的歷史：南海長島（太平島）日本人聚

落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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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6 ISBN 978-957-8584-49-5 351

丁如盈 《紅樓夢》裡科舉教育之研究

李光龍 顧頡剛購書的日常生活書寫―以《顧頡剛日

記》（1921-1927）為中心

李佩師 施瑋小說與《聖經》之互文敘事

李敏瑋 貓街人生―從《憂鬱的貓太郎》分析王幼華

的書寫策略

胡倩茹 《高麗史》引孔子言初探

徐惠玲 六卷構造 ‧ 活體叢書：《重修竹南鎮志》析探

陳明恩 《論語》〈子在齊聞韶章〉異讀析論

陳啟仁 從「招隱」與「反招隱」論魏晉隱逸詩

陳富容 從伯夷叔齊之怨看司馬遷對孔子思想的接受

陳溫菊 三晉地理文化所孕育的諸子人物及其思想

游秀雲 《紅樓夢》擬聲辭「啐」情緒狀態之研究

蔡知臻 錯置，然後追尋：論陳雪《陳春天》中的「局

外人」

蔡淑閔 苦難中的追問―〈約伯記〉與〈天問〉人神

／天關係論之比較

鍾哲宇 從宮室類字比較清末《蒙學報》〈釋名〉與字

課圖說之釋義內容及方法

2023 7 ISBN 978-626-7264-51-5 486

黃煌雄、李廣均　眷村保存十年回顧

劉立偉 不同文資種類之眷村修復歷程―探討與未來

發展展望

蔣竹山 從眷村發展史到眷村學︰近三十年來臺灣的眷

村研究回顧與展望

顧超光 在竹籬笆記憶的長河裏溯泳―探討臺灣眷村

的光陰足跡

胡蘊玉 眾聲消匿︰重探澎湖眷村之足跡

陳美靜 共構的城市地景︰戰後南機場與柳川克難屋風

景之演繹

李依倪 礦工外省人研究初探

榮芳杰 眷村文化保存的下一步︰從「居住本質」到

「保存價值」的概念轉換談起

董俊仁 詮釋新眷村―從眷村保存行動試論眷村文化

保存與再生產

翟允翎 初探眷村文學中的顛覆動能︰以〈想我眷村的

兄弟們〉、《離開同方》、《誰來穿我織的美麗

衣裳》為例

周育弘 向下紮根的眷村兒童文學︰兒童繪本分析

周韋廷 逃離與回歸︰《逆女》改編作品的眷村地景

謬正西、牟立邦　眷村文化「符號」形塑與流變

林立玄 白先勇、王文興作品中的族群關係與城市空間

書寫

張正霖 眷村與客家的交織︰析論朱天文作品中的族群

意象與空間敘事

李玉瑛 是紀念還是製造記憶︰從私密走向公眾的眷村

老照片

曾恕梅 眷村後裔的語言流變―以高雄左營建業新村

最後住民曾妙錦與楊惠芳的子孫為例

余天琪 眷村學童教育―空軍子弟學校之研究

陳敏男、陳冠州、畢偉華、陳慕帆、邱雅梅　臺灣眷村

場域之離散、雜揉及權力更迭―以桃園市龜

山區憲光二村為例

謝銘峯 從都市空間治理的觀點探討眷村保存與再發展

之實施程序與經營模式的永續性思維策略

黃嵩清 婦聯會對眷村事務的參與―以「為軍眷籌建

住宅」為例

黃婉雯、程家倩　窗、框、鏡、心―眷村空間的四種

看見

郭晨薇、劉為光　眷村環境色彩意象歸納與應用原則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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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舒媛、劉為光　眷村活化做為高齡日照中心的可行性

探討—以新竹金城新村為例

賴律萱、劉為光　眷村的未來︰垂直化生活聚落延續

—眷村文化的可能性探討

10

12

11

2023 7 ISBN 978-626-7341-25-4 496

張文朝 導言

鄭吉雄 經學國際化的四個關隘―翻譯、跨領域、創

新研究、全球在地化

勞悅強  「當代經學」之可能性及其意義―一個方法

論的考察

余其濬 美國之《論語》教學與應用

張万民 宋代《詩經》學「人情論」的當代意義

張文朝 《詩經》戰爭詩篇中的寓示故事

蘇費翔 《詩經》與當今中國的文化―論王長征的《習

經筆記》

吳萬鍾 論先秦時期儒家之「學」

朴榮雨 隱與顯―從《周易》與《春秋公羊傳》語境

中論「正名」實踐之結構

種村和史　詩義多層性之認識及其與嚴粲所論「言外之

意」的關係

張高評 《春秋》書「遂」與屬辭見義―《春秋》義

例之修辭與詮釋

工藤卓司　遠藤隆吉《孔子傳》的學術地位

阮進立 《春秋三傳》在越南的研究與教學

武氏青簪　《禮記》在越南的翻譯與研究

劉柏宏 越南家禮學研究概況與意義試析

2023 8 ISBN 978-957-7326-95-9 336

黃紹恆 戰後臺灣客語流失的政經觀點考察

2023 8 ISBN 978-986-4788-57-6 540

張高評 秦穆公稱霸西戎與《左傳》比事見義之書法

何松雨 春秋《經》、《傳》莊公元年「文姜孫齊」筆

法分析

王亭林 論王源《左傳評》中的「奇正」與「賓主」

王怡然 《左傳》諫言說理的模式化特徵

李隆獻 二次弭兵的再省察

羅軍鳳 論晉人受春秋王室饗禮之利

黃聖松 春秋齊國卿數獻疑

王寶妮 《左傳》亡國土地利用方式考察

朱正源 《春秋》「躋僖公」廟制探義

沈凱文 《左傳》所見墨子「明鬼」之底色及其色差

呂　芳 論《左傳》象徵型自然觀

郝梅梅 《左傳》酒文化探賾

侯少奎 從《春秋左氏傳章句》輯文管窺劉歆《左氏》學

湯青妹 稱國以殺／稱人以殺：論蘇轍《春秋集解》對

書「殺」的解釋及其思想意義

李侑儒 兩漢迄唐正史書志、補志「春秋類」著錄情形

探析

魏慈德 《春秋左傳注》對王引之《左傳述聞》中校勘

說法的採用與辨證

張博倫 清華簡六《子儀》篇文本釋讀及相關史事再討論

蔡妙真 以應用導向提升《左傳》教學成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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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2023 9 ISBN 978-626-7325-31-5 336

劉士永 萬物皆有序―試探中西分類自然的動機、知

識與差異

皮國立 寄生蟲知識的形成―從華佗療「吐蛇」之謎

談起

劉世珣 以驢為藥―《本草綱目》中的驢藥論述

曾齡儀 從「難產」到「壯陽」―戰後臺灣「海馬」

中藥消費文化

郭忠豪 補肺氣與益陽道―戰後臺灣的蛤蚧食療與消

費初探

葉爾建 來自中國的蔬果―二十世紀前期西北太平洋

地區農業交流的歷史地理

2023 9 ISBN 978-626-7242-36-0 430

蕭新煌 我對客家飲食文化相關研究的評述和期待

周錦宏 時令節氣的客家「味緒」

賴守誠 菜系化對營養化的競爭：臺灣客家豬肉菜餚的

社會生命歷程（1956~2022）

俞龍通 客家飲食的當代新風貌：兩個個案的觀察

洪綉雅、謝仕淵　以客家之名：萬巒豬腳的文化傳統與

當代論述

黃宣衛、陶辰瑋、黃宛玲　美國客家餐廳的線上評價：

文字探勘的應用

張展鴻 探討香港本地客家的傳統飲食「瀨鑊邊」及其

社會文化意義

河合洋尚　客家菜系的「誕生」：中國東南部食物景觀

的形成

安煥然 族群認同與南洋品牌：馬來西亞客家菜與海南

餐飲

橫田浩一　客家料理與潮州料理：飲食分類的資源化

林開忠 一個未定型的「料理」：客家菜在馬六甲

吳中杰 來臺之印度塔壩客家移民的語言特性

李美華 全球議題在地化：客家電視國際新聞與本地新

聞的馴化與反向馴化

賴守誠 臺灣客家菜系開展與新移民口味遷移的交會：

桃園印尼女性新移民參與客家料理烹製的初探

賴維凱 同源、移借與異境發展―以虛詞「啊」為例

廖經庭 「小氣」的客家人？：近代臺灣客家族群「小

氣」形象的建構與解構

徐桂萍、范瑞玲　苗栗市閩南媳婦學習客語的動機與態度

黃子堅 另一種客家人：馬來西亞的客家基督徒

簡美玲、潘怡潔　返鄉、環境與創生：浮羅山背客庄地

方性的轉變

何啟才 馬來亞客家人的革命情懷：論馬來亞共產黨早

期領導層中的客家派系

蔡靜芬 「抹到」（Mat to）：西婆羅洲客家人污染的觀念

徐富美 越南同奈省艾話與客話幾個語音特點所反映的

族群生態

葉德平 香港第一教友村―香港客家古村鹽田梓村研究

劉健宇 香港新界客家人的「出洋」：以北婆羅洲為例

王士銘 清代蒙古鹿茸貿易初探

侯嘉星 農藥作物魚藤在東亞的認識與臺灣總督府栽培

事業

江豐兆 清末民初舟山群島海域的漁鹽與水產加工―

以黃魚鯗、螟蜅鯗為中心的考察

余佳韻 烽火與英雄―近代嶺南文人詩詞中的「木

棉」

沈佳姍 近代獸醫教育在臺灣與社會變象（一八九五―

一九四五）

趙席敻 人狗關係的演變―探討動物保護運動中狗的

角色與作用

侯嘉星 人類世下的人與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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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怡彥 鍾鐵民文學中的客家飲食書寫

羅秀美 客家茶之文化記憶與身分認同：以《東方美人》、

《幸福之葉》、《茶與客》、《茶金》為範圍

陳淑華 小食和食飽：日治時期彰化作家與鍾理和作品

的飲食初步比較

15

16

2023 10 ISBN 978-626-7211-26-7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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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剿紅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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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11 ISBN 978-986-4789-95-5 626

石守謙 陳進家中的隸書屏風

王潤華 重返東南亞熱帶雨林：南洋本土多元地方文化

書寫

牟立邦 學術史脈絡下的竹塹研究回顧

王惠珍 龍瑛宗與新竹地區藝文人士的社群網絡研究

羅秀美 女性主體與地方認同―一九二○至一九五○

年間成長的新竹女作家及其作品中的「新竹」

記憶

明田川聰士　戰後臺日雙方的少年工意象比較

張日郡 「野」孩子―談徐仁修《家在九芎林》的童

年再現

蔣興立 後人類時代的虛擬愛情：論平路與張系國科幻

小說中的電子情人

劉柳書琴　我祖父的 Tapung（李崠山）事件：尖石鄉

耆老口述歷史與 Lmuhuw 吟唱之互文意義

王秋今 生態智慧：里慕伊．阿紀《山櫻花的故鄉》的

三維生態學

林佳儀 南來北往：新竹同樂軒之軒社經營與進香演出

黃思超 新竹九甲什音初探

黃美娥 為天下女人訴不平：金玫與臺語片《難忘的車

站》

吳嘉陵 新竹客家紙寮窩造紙產業

奚昊晨 重現地方：北埔作為區域型文化資產的保存與

活化

陳惠齡 「新竹寺」的歷史紋理、社會實踐及其場所性

楊璟惠 中興法雲、繼往開來：新竹州法雲禪寺真常法

師的重要生平與佛行事業

劉麗芳、曾安安　大乘佛教在泰國曼谷的發展趨勢

邱彩韻 馬來西亞地方詩社、文人社群及詩社活動：以

南洲詩社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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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2023 11 ISBN 978-626-9800-60-5 374

陳慶成 越中網路文學交流一瞥

陳益源 越南與臺灣之間文學翻譯、文化研究的合作之

道―關於《越南文學史略》、《貢草園集》

的出版建議

林永勝 多義性與漢語的思想方法

王基倫 歐陽脩墓誌銘的女性書寫

陳逢源 由「靜」致「虛」：蔡清《四書蒙引》「心體」

論考察

高嘉謙 馬來海域與華夷交會：王大海《海島逸誌》及

其風土觀

范雲容 中世紀越南漢字詩選：數位化時代背景下資料

的保存和使用趨向

黎文強 越南西山朝後碑文內容中的信仰與風俗

阮福安 論阮德達《南山叢話》之〈學問〉一篇

裴伯鈞 易學與越南命名文化：從傳統到當代的視角

阮青延 《翹傳》中譯本之詩體問題

許俊雅 日治時期臺灣的土地文學敘事

杜秋賢 湘浦現象與 20 世紀初越南文學中的女性聲音

陳國球 通古開新：吳興華詩學初論

梅家玲 「故」事如何新編？―臺灣現代主義小說家

的當代關懷與美學技藝

阮氏懷秋　20 世紀 90 年代中國文學的轉變―以余華

的作品爲例

阮秋賢 文學如何在數位化時代裡生存？―從越南視

角看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實踐

洪淑苓 飲食與旅行―尹玲詩中的歐亞文化書寫

須文蔚 臺灣當代數位詩與數位藝術互動創作論

阮氏梅箏　重審中國學者對葉石濤「臺獨文學」的觀點

丁黎明通　臺港日作家跨界聯手創作之協同寫作小說典

範―《筷：怪談競演奇物語》

阮氏玉華　《YCT 標準教程》中國文化因素的輸入情況、

2023 12 ISBN 978-626-3860-22-3 484

李　喬 敬讀優特名論的感受

李　喬 感佩與感懷

三木直大　李喬文學在日本受容的三階段及其今後的開展

高鈺昌 （不）發聲的身體―《V 與身體》的身體論

述及其意涵

陳龍廷 從李喬小說〈蜘蛛〉、〈恐男症〉論戒嚴時代的

性愛恐懼症

蔣淑貞 李喬中長篇小說―一甲子來的遞嬗演變

楊雅儒 無救與呼救―論李喬文學創作的土地倫理

陳惠齡 曠野妖、鄉土性與族群觀―論李喬的魍神敘事

林姵吟 翻譯臺灣史―以李喬《寒夜三部曲》英譯和

楊小娜《綠島》的中譯為例

明田川聰士　存在主義風潮下的主體追尋―論李喬

〈小說〉與其安部公房閱讀史

蔡造珉 能劇上演，最後的狂言―李喬悲愴絕望的

《生命劇場》？

許素蘭 自我超越與終極關懷―小說家李喬的變與不變

羅詩雲 向生態懺情―論李喬《草木恩情》與《游行

飛三友記》的生態倫理與懷舊意識

陳佩甄 心靈的分斷―李喬〈告密者〉與冷戰感覺結構

黃儀冠 從後殖民觀點重探李喬小說影視改編之族群傳

播與歷史敘事

孫湊然 荒誕世界中的反抗者―李喬短篇小說初探

教學困境及教學策略

阮芳蓮 中國大眾文化產品中的理想男型在越南―從

改革開放到今天的轉變

黎時賓 工業 4.0 時代的人文社會科學活動―訪問維

基百科和百度百科時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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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惠豐 「李喬」文學知識的建構與趨勢―以文獻計

量方法進行探究

劉亮延 臺灣大眾劇場的接受論初探―重讀《藍彩霞

的春天》

陳萬益、曾貴海、江寶釵、鄭邦鎮、黃美娥、楊富閔　

李喬作品的經典性及文學史定位

19

20

21
2023 12 ISBN 978-986-3507-84-0 368

陳弱水 導言

陳弱水 公共人文學的理念及其基本面向

洪子偉 臺灣公共哲學的當代實踐：從思想反抗到社會

對話

蔣竹山 影像與公眾史學：以電影建構全球視野的歷史

意識

游雯涵、丁昱寧、林奇秀　流行文化創意「IP」：緣起、

概念與產業發展

謝筱玫、張鰲騰、陳思縈　從 IP 經營的視角看霹靂的

全球化布局（2014-2020）

陳慧宏 宗教與現代臺灣發展關係的思考：從基督宗教

看臺灣與世界

黃文信 近代臺灣社會中的基督宗教：以真耶穌教會研

究為中心的觀察

陳怡方 臺灣原住民工藝的內涵：論太魯閣族織布的變

遷與延續

陳重仁 失憶記事：臺灣當代失憶書寫的情境與困境

2023 12 ISBN 978-986-5471-59-0 166

李瑞騰 專題演講：南投文學與文創的多元共構

2023 12 ISBN 978-957-0872-12-5 408

吳　文 女性衣櫥，臺北鏡嫿―論潘人木〈綵衣〉中

的妝扮敘事

言叔夏 文字中：李渝的書寫與離散敘事

楊　翠 島內旅行―從 1970 年代啟程的女作家，一

直在路上

李欣倫 從父系出走，抵達母土：周芬伶、陳玉慧、鍾

文音的島內行旅

黃宗潔 尋找逝者的旅程：《留味行》與《溫泉洗去我

們的憂傷》的移動與生命敘事

洪淑苓 青鳥展翅：蓉子詩的旅行書寫與文化語境

王鈺婷 時代風景：從城南走來的林海音

王萬睿 寶島玉女：張美瑤明星形象生成的跨國路徑

李淑君 飄移過海與從南方來：陳又津的家族與跨域書寫

天神裕子　叙述童年的方法―二戰與歐陽子

李京珮 重返心靈的故鄉：林文月與京都

李文茹 M/other(’s) Tongue(s) ―跨越時代交會在日

語圈的「臺灣」與「韓國」

詹閔旭 李琴峰與千禧世代女同志的跨國飄浪

彭心怡 慚愧祖師的信仰文化與神跡崇拜―以中寮村

長安寺為主要探討對象

黃永財 臺灣包公信仰―南投縣包公廟實地調查

王嘉勳 里山概念下的原鄉部落營造―以南投縣仁愛

鄉東岸部落為例

黃國超 歷史的造（噪）音：閃靈樂團鎮魂三部曲《賽

德克 ‧ 巴萊》、《十殿》、《高砂軍》討論

李桂媚 住所 ‧ 旅程―向陽散文的地誌書寫

張凱惠 文化轉譯―《追追追，爽文哪裡去》桌遊的

文化行動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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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12 ISBN 978-626-9766-85-7 256

楊子震 導論：「戰爭」與「和平」間交織的外交張力

應俊豪 戰時宣傳：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外務省操控英文

新聞輿論的嘗試

呂慎華 無聲的戰場：庚子事變後北京使館區重建問題

初探

蔡振豐 1919 年中日交涉「寬城子事件」之研究

任天豪 1920 年代的胡惟德使日與中日關係

朝野嵩史　1923 年長沙案與保護日本僑民

尤淑君 從華夷變態到東亞聯盟：近代日本型華夷秩序

的形成與轉型

2023 12 ISBN 978-626-7247-30-3 630

戴寶村 立基三十 ‧ 蘭陽歷史：宜蘭研究的在地學術

意義

李信成 地方知識與區域研究：宜蘭研究近三十年之回顧

陳偉智 宜蘭縣史館三十年：一個公共歷史學的實踐

林正芳 宜蘭縣鄉鎮志修纂的回顧（1990-2020）

陳進傳 宜蘭傳統漢人家族史研究的回顧

廖英杰 戰後宜蘭地方志與宜蘭縣史館的泰雅族書寫與

紀錄

李素月 宜蘭近 30 年口述歷史成果初探

吳永華 千山獨行：宜蘭自然史書寫三十年之回顧

吳思儀 森林思想起：羅東林管處林業史書寫的新視界

柯佳伶、蔡佳純、徐銘鴻、陳曜裕、簡瑛欣　「宜蘭研

究與在地教學」對談

邱彥貴、張峻浩、林彥安　宜蘭民間信仰研究的回顧與

期待（1990-2020）

蔡明志 宜蘭地方建築史書寫及其當代科普化實踐

黃文瀚 噶瑪蘭民變與分類械鬥新史料之發見

陳麗蓮 涓流隱伏有待江河日大―有關宜蘭文學史書

寫之回顧與展望

賴淑娟 女聲跫音：宜蘭女性書寫與性別民主

王梅香 跨域流動的歲月：冷戰時期謝冰瑩的南洋經驗

與書寫

侯建州 詩馨菲華：由臺灣到菲律賓的謝馨―詩與詩

人的故事與故事的故事

施慧敏 赤道之眼走天涯：鍾怡雯的越界書寫

羅秀美 以食物記憶一座城市―蔡珠兒的雲吞城市及

南方行旅

陳秀玲 當煙霞進港：張曼娟的香港情緣

石曉楓 走覽世界的起點：胡晴舫與香港

陳室如 女子西行：徐鍾珮與鍾梅音的歐美遊記

戴華萱 橄欖樹的流浪傳奇―三毛跨域移動的生命實

踐與自我追尋

謝欣芩 臺灣女生的大城小事：章緣、美國及越界

李時雍 洋紫荊與雙生火焰：芙烈達，施叔青到鍾文音

陳芷凡 復返之間：巫師、記憶與伊苞的離返故事

張俐璇 跨域以安身―蔣曉雲及其「民國素人」的百

年逆旅

李癸雲 跨越邊境，找回自己―「邊境詩人」彤雅立

顏　訥 繞遠路又狹路相逢：張亦絢創作中的「法國意

思」

陳立樵 英俄大博奕與回民事變中的阿古柏政權

黃家廉 1945 年中蘇莫斯科談判：國家尊嚴與國家安全

的張力平衡

王文隆 餘論

24

2023 12 ISBN 978-986-5329-59-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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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23 12 ISBN 978-986-5659-47-9 378

王俐容 臺九線與花東縱谷的客家族群與原住民族

謝世忠 生活族群「內表」與「外表」的一幕：從阿美

族樹梢頭和美山路部落主街的原客情事談起

tanivu tapari（王昱心）、pasuya poiconx（浦忠成）　花

蓮地區客家與西部原鄉差異探討

潘繼道 1945 年之前花東縱谷秀姑巒溪流域的客家移民

姜貞吟 客家遷移東部與宗族化過程

王俐容 流動於族群邊界的花蓮客家：文化、語言與認同

2023 12 ISBN 978-626-7341-39-1 560

鄭瑋寧、郭佩宜　導論

楊淑媛 國家治理與菲律賓布卡洛人的傳統領域運動

洪廣冀 什麼是 sbalay? 歷史人類學的探索

林浩立 「模糊空間」中的合作：斐濟原住民海岸的主

權與治理

陳文德 臺灣都市原住民的治理：桃園市的例子

邱盈翠 自我治理還是國家治理：以邵族的原創條例實

踐經驗為中心

林開世 論特別法保護原住民傳統智慧的必要性：兼論

臺灣現行體制的效應

郭佩宜 遺產公約的有形與無形：大洋洲的文化治理研究

吳明仁 像國家一樣展演：當代巴布亞紐幾內亞東南沿

海居民的國家召喚

鄭瑋寧 政經治理性下的主體、希望和欲望：以當代魯

凱人為例

王保鍵 客家孤島與周邊族群：以臺九線大南澳濱海客

家為例

蔡志偉 轉型正義框架的侷限與開展：以林田山為例

石慧瑩、程進發、劉慶昌　基於環境教育模式的生態旅

遊：以北花蓮客庄為研究場域

吳忻怡 認同形構的多重交織：花蓮縣客家認同形塑的

公私部門協作

王俐容 期盼的下一步

董良彥 西山先生的藝事與軼事

劉芳如 略論溥心畬繪畫中的逸格與「異」格―以史

博館典藏為例

劉梅琴 從「現代文藝復興」論溥心畬繪事之文化根源

―以華岡博物館館藏為例兼論「南張北溥」

莊千慧 「鼎湖弓箭歸何處」―論溥心畬《凝碧餘音

詞》的故國書寫

龔詩文 遺民與移民之間―以溥心畬的宮廟碑文與臺

灣風物為例

何炎泉 漫話舊王孫―溥心畬畫中的幽默與創新

黃智陽 六十年幽光再現―國立歷史博物館所藏溥心

畬精品評析

吳國豪 溥心畬與孫過庭《書譜》

蔡耀慶 文氣舒心―溥心畬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