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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中文學報》刊登篇目 
 

第一期：（民國 84 年 5 月）  

 
《說文》形聲字聲符不諧音析論  ------------------------------------------- 許錟輝  

老子思想中「道」的特性  --------------------------------------------------- 黃登山  

《荀子正論篇》正補  --------------------------------------------------------- 劉文起  

研讀《呂氏春秋》應有之認知  ---------------------------------------------- 朱守亮  

論古代寺院的牙刷──楊枝  -------------------------------------------------- 林伯謙  

《乾	 子》研究  --------------------------------------------------------------- 王國良  

《野叟曝言》光緒四年精鈔本析論  

    ──兼論《野叟曝言》版本問題  -------------------------------------- 王瓊玲  

南方民族的竹子神話傳說與信仰  ------------------------------------------- 鹿憶鹿  

韓愈〈雜說四〉（馬說）及〈獲麟解〉賞析比較  ---------------------- 陳素素  

唐‧劉禹錫〈陋室銘〉完整賞析說  ---------------------------------------- 梁煌儀  

唐人近體詩句法之倒裝  ------------------------------------------------------ 許清雲  

兩宋詞人取材唐詩之方法  --------------------------------------------------- 王偉勇  

秦觀何以不開拓豪放詞？  --------------------------------------------------- 蘇淑芬  

孔尚任《桃花扇》命意之探索  ---------------------------------------------- 廖玉蕙  

秦香蓮與米蒂亞二劇女性形象之淺探  ------------------------------------- 羅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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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民國 85 年 5 月）  

 
從人文進展觀點對《周易》「孚」字作一考察  ------------------------- 孫劍秋  

《古文尚書》辨偽述略  ------------------------------------------------------ 李振興  

心齋學述評  --------------------------------------------------------------------- 陳郁夫  

元明「釋教劇」的佛教思想  ------------------------------------------------- 林伯謙  

韓愈〈送窮文〉新探  --------------------------------------------------------- 陳素素  

賀鑄《東山詞》取材唐詩之方法  ------------------------------------------- 王偉勇  

辛棄疾與陳亮交游考  --------------------------------------------------------- 蘇淑芬  

南宋遺民詩人連文鳳及其詩析論  ------------------------------------------- 王次澄  

沈周〈夜坐記〉與道家審美意識  ------------------------------- 王祥齡、劉梅琴  

孟稱舜《嬌紅記》之審美經驗淺析  ---------------------------------------- 羅麗容  

《桃花扇》〈罵筵〉關目因襲性之研討  ---------------------------------- 廖玉蕙  

李汝珍在《鏡花緣》中所展現之技藝  ------------------------------------- 王瓊玲  

南方民族的女神神話及其信仰  ---------------------------------------------- 鹿憶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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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民國 86 年 5 月）  

 
兩岸標準字體同異比較述要---------------------------------- --------------- 許錟輝  

《韻鏡校證》補校  ------------------------------------------------------------ 林炯陽  

訓詁學流衍述要  

    ──清代篇(探討清儒治訓詁與經學的理念) ------------------------- 李振興  

胡樸安〈擬續修地方志體例〉述論  ---------------------------------------- 沈淑芳  

老子論人生  --------------------------------------------------------------------- 黃登山  

隋文帝〈敕智顗書〉與智顗晚年出處考  ---------------------------------- 林伯謙  

論唐人絕句含蓄美的表現手法  ---------------------------------------------- 許清雲  

晏殊《珠玉詞》借鑒唐詩之探析  

    ─ ─兩宋詞人大量借鑒唐詩之先驅  ----------------------------------- 王偉勇  

辛棄疾農村詞辨析  ------------------------------------------------------------ 蘇淑芬  

自《文心雕龍‧定勢》論勢與文章語言姿態之關係  ----------------- 魏王妙櫻  

馮夢龍之戲劇美學思想及其實踐  ------------------------------------------- 羅麗容  

王琰《冥祥記》小考  --------------------------------------------------------- 王國良  

《夷堅支志》中異類婚戀故事的幾點觀察  

   ─ ─兼論與唐代異類婚戀故事的比較  -------------------------------- 廖玉蕙  

台灣原住民與大陸南方民族的洪水神話比較  ---------------------------- 鹿憶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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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民國 87 年 5 月）  
 

說桑中--------------------------------------------------- ------------------------ 曾勤良  

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蠡探  ---------------------------------------------- 沈淑芳  

沈周「寫意冊」中物化審美思想研究  

    ──以〈莊生夢蝶〉為論旨  -------------------------------------------- 王祥齡  

北傳佛教與中國素食文化  --------------------------------------------------- 林伯謙  

彝族的洪水神話  --------------------------------------------------------------- 鹿憶鹿  

鄭子瑜修訂韓文之商榷  

    ──以篇章修辭為主  ----------------------------------------------------- 陳素素  

李白七言絕之自然風格  ------------------------------------------------------ 許清雲  

《臨川先生歌曲》借鑒唐詩之探析  

   ─ ─王安石為詞壇開啟集句入詞之風氣  ----------------------------- 王偉勇  

陳亮劉過詞比較研究  --------------------------------------------------------- 蘇淑芬  

劉勰《文心雕龍》和陸雲〈與兄平原書〉  ------------------------------- 呂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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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民國 88 年 5 月）  

 
閻若璩及其《尚書古文疏證》的研究方法論  ---------------------------- 魏慈德  

李世民五律聲律研究  --------------------------------------------------------- 許清雲  

晏殊〈浣溪沙〉（三月和風滿上林）詞探微  

	 	 ──以唐詩繫年宋詞之又一證  ------------------------------------------ 王偉勇  

陳維崧社會詞研究  ------------------------------------------------------------ 蘇淑芬  

《錄鬼簿》中所載「書會」、「才人」對元劇發展之影響  ----------- 羅麗容  

王梵志出生傳奇再探  --------------------------------------------------------- 林伯謙  

從神話到民間傳說中的龜  --------------------------------------------------- 鹿憶鹿  

從文體論看摯虞《文章流別論》對劉勰《文心雕龍》的影響  -------- 呂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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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民國 89 年 5 月）  

 
〈太誓〉考辨--------------------------------------------- --------------------- 許錟輝  

惠洪非「浪子和尚」辨  ------------------------------------------------------ 林伯謙  

汪元量〈憶王孫〉集句詞二考  ---------------------------------------------- 王偉勇  

毛奇齡經學論著及其學思歷程  ---------------------------------------------- 陳逢源  

陳維崧與清初詞壇之關係研究  ---------------------------------------------- 蘇淑芬  

有關禹的神話傳說信仰  ------------------------------------------------------ 鹿憶鹿  

戲曲科諢之名稱、淵源、承傳及演變再探  ------------------------------- 羅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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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民國 90 年 5 月）  

 
魯迅輯校整理古籍的成績與影響  

──以《古小說鉤沈》、《唐宋傳奇集》、《嵇康集》為例  ---- 王國良  

《付法藏因緣傳》之譯者及其真偽辨  ------------------------------------- 林伯謙  

韓愈〈原道〉篇章修辭特色  ------------------------------------------------- 陳素素  

宋詞箋注之缺失與示例  ------------------------------------------------------ 王偉勇  

從徐文長到阿Ｑ的「精神勝利法」  ---------------------------------------- 鹿憶鹿  

從陳維崧與雲郎關係論清初士人男寵之好原因  ------------------------- 蘇淑芬  

清人曲論曲律之序跋初探  --------------------------------------------------- 羅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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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期：（民國 91 年 5 月）  

 
《楚辭章句》連綿詞訓釋芻議  ---------------------------------------------- 鄧聲國  

從北宋學術思潮看蘇氏之學  ------------------------------------------------- 涂美雲  

辛棄疾與劉過交游考  --------------------------------------------------------- 蘇淑芬  

惠洪《智證傳》研究  --------------------------------------------------------- 林伯謙  

王雱《老子注》「性論」發微  

    ──謙論「援儒入《老》」之詮解向度  ------------------------------ 江淑君  

儷古異同之比較  --------------------------------------------------------------- 陳松雄  

清雜劇序跋之研究  ------------------------------------------------------------ 羅麗容  

眼睛的神話  

    ──從彝族的一目神話、直目神話談起  ------------------------------ 鹿憶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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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期：（民國 92 年 5 月）  

 
孔子論《詩》可以興的義涵與後世論興的義界述微------------- ------- 朱孟庭  

《楚辭章句》聯綿詞訓釋語義分析二題  ---------------------------------- 鄧聲國  

古辭間儷之文用  --------------------------------------------------------------- 陳松雄  

《大正藏》載錄北魏太武帝滅佛前後史事考探  ------------------------- 林伯謙  

陳維崧筆下之婦女研究  ------------------------------------------------------ 蘇淑芬  

現代散文三題：本色、破體、出位  ---------------------------------------- 劉正忠  

朵思及其詩歌美學析論  ------------------------------------------------------ 洪淑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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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期：（民國 93 年 5 月）  

 
《詩經》興取義析論  --------------------------------------------------------- 朱孟庭  

《讀禮通考》略論  ------------------------------------------------------------ 鄧聲國  

《說文》「从某、象形」例及其相關問題之探討  ---------------------- 許錟輝  

聲律與南朝文學  --------------------------------------------------------------- 陳松雄  

禪宗西天祖統再探  ------------------------------------------------------------ 林伯謙  

論陳維崧昆仲手足之情  ------------------------------------------------------ 蘇淑芬  

中國古劇場演變初探  --------------------------------------------------------- 羅麗容  

關於辭章學研究的答問  ------------------------------------------------------ 鄭頤壽  

動態助詞「卻」的語法化探究  ---------------------------------------------- 高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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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期：（民國 94 年 5 月）  

 
國家體制的思維  

    ──《春秋》書例的另一種詮釋方向  -------------------------------- 陳逢源  

儷古並存之原因  --------------------------------------------------------------- 陳松雄  

中國文學史遺漏之唐近體詩興盛因素  ------------------------------------- 許清雲  

中國古典詩的線索設計研究  ------------------------------------------------- 黃登山  

宋代文人俗詞  

    ──口語思維下的文字文本  -------------------------------------------- 陳慷玲  

宋金元神廟劇場研究  --------------------------------------------------------- 羅麗容  

楊宏道詩歌探析  --------------------------------------------------------------- 林宜陵  

王夫之論《詩》的文學闡釋  ------------------------------------------------- 朱孟庭  

論蔣景祁對詞壇的貢獻  ------------------------------------------------------ 蘇淑芬  

清初蘇州私家藏書論考  ------------------------------------------------------ 薛雅文  

陳球《燕山外史》探析──兼論其反應的傳統文人價值觀  ------------- 湯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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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期：（民國 95 年 5 月）  

 
孔融〈薦禰衡表〉與〈論盛孝章書〉  ------------------------------------- 林伯謙  

漢魏晉樂賦中音樂審美思想分析  ------------------------------------------- 郭慧娟  

儷古同體探源  ------------------------------------------------------------------ 陳松雄  

吳訥《唐宋名賢百家詞》析論  ---------------------------------------------- 陶子珍  

明代神廟劇場研究  ------------------------------------------------------------ 羅麗容  

《金瓶梅》中的戲劇世界  --------------------------------------------------- 高禎臨  

《寶顏堂祕笈》所收宋何薳《春渚紀聞》小說研究  -------------------- 薛雅文  

《烏絲詞》受廣陵詞壇影響研究  ------------------------------------------- 蘇淑芬  

袁枚論《詩》的文學闡釋  --------------------------------------------------- 朱孟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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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期：（民國 96 年 5 月）  

 
六朝麗辭體用說  --------------------------------------------------------------- 陳松雄  

晉裴啟《語林》之佚文考辨  

    ──兼論其品鑒人物的思考模式  -------------------------------------- 黃東陽  

依情待實，述志為本  

    ──《文心雕龍》「情文」探微  -------------------------------------- 溫光華  

由〈文選序〉辨析選學若干疑案  ------------------------------------------- 林伯謙  

五代至宋初四朝之士行與學風試論  ---------------------------------------- 涂美雲  

燬煙後的情誼  

    ──鄧廷楨、林則徐唱和詩詞研究  ----------------------------------- 蘇淑芬  

中國文學經典的評注考據與西方闡釋學  

﹙Hermerneutik﹚的比較研究  ----------------------------------------------- 方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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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期：（民國 96 年 11 月）  

 
庾信「辭」「賦」，風擅南北之勝  ---------------------------------------- 陳松雄  

彌陀本願之理論體系及其詮釋  ---------------------------------------------- 陳啟文  

《陳眉公家藏祕笈》所收《次柳氏舊聞》文獻學探究  ----------------- 薛雅文  

論意象之組合方式  

    ──以趙山林《詩詞曲藝術論》所論為考察範圍  ------------------ 陳滿銘  

國中學生命題作文之抽樣分析  

    ──以寫作常犯的錯誤為主要範圍  ----------------------------------- 林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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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期：（民國 97 年 5 月）  

 
徐庾辭賦同體異風說  --------------------------------------------------------- 陳松雄  

朱熹注四書之轉折  

    ──以《學庸章句》、《或問》為比對範圍  ------------------------ 陳逢源  

林雲銘《莊子因》初探  

    ──以「歸莊入儒」及「文理相通」為論述中心  ------------------ 陳煒舜  

論九轉【貨郎兒】在傳統戲曲中之轉變  ---------------------------------- 侯淑娟  

錢鍾書杜詩學析論  ------------------------------------------------------------ 徐國能  

洪水過後的悲憤創造  

    ──平議「創造社」北伐時期文論之轉折  --------------------------- 黃東陽  

《字彙補》俗字析論  --------------------------------------------------------- 許錟輝  

探析宋代文化與政治史的相互建構與影響：  

    評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  ------------------------------------ 柯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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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期：（民國 97 年 11 月）  

 
陸機家世及其在麗壇之地位  ------------------------------------------------- 陳松雄  

「假託人物」與「呼應前作」：  

    ──論歷代物色賦的「設辭問對」與「互文性」  ------------------ 祁立峰  

論《宋高僧傳》之闕錄  

    ──自柳宗元釋教碑銘說起  -------------------------------------------- 林伯謙  

蘇軾〈陳公弼傳〉與〈方山子傳〉之比較  ------------------------------- 陳素素  

李庭詩詞中所顯現的仕與隱  ------------------------------------------------- 林宜陵  

黃式三《易釋》的「通貫」精神  ------------------------------------------ 商   瑈  

鴉片床與診療椅：張愛玲〈金鎖記〉、歐文‧亞隆《診療椅上的謊言》  

心理治療圖示  ------------------------------------------------------------ 蘇偉貞  

試論《冷海情深》（1992─1997）時期  

夏曼‧藍波安的文化策略  --------------------------------------------- 楊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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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期：（民國 98 年 5 月）  

 
《封診式‧經死》爰書初探  ------------------------------------------------- 周敏華  

兩漢七類之作的文化意涵──兼論七的文類意義  ------------------------ 郭章裕  

《文心雕龍》「贊曰」的淵源  ---------------------------------------------- 林伯謙  

徐陵麗辭之文藝性與實用性  ------------------------------------------------- 陳松雄  

《花間集》的女性化書寫  --------------------------------------------------- 陳慷玲  

邵雍的觀物思想  --------------------------------------------------------------- 許志信  

由北曲般涉調〔耍孩兒〕曲段觀察元雜劇所存之諸宮調遺形  

 ----------------------------------------------------------------------------- 侯淑娟  

由《玉劍尊聞》考察清初世說體之文體特質  ---------------------------- 黃東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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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期：（民國 98 年 11 月）  

 
論二元互動與章法結構  

──以多二一（0）螺旋結構切入作綜合考察  ----------------------- 陳滿銘  

《二年律令‧置後律》中的「置後」與「戶後」繼承制度  ----------- 周美華  

〈韓朋賦〉之體製與故事衍化意義  

──從《搜神記》「韓憑妻」與敦煌本〈韓朋賦〉比較談起  

 -------------------------------------------------------------  蔡文榮、盧翁美珍  

南朝麗辭之韻化與詩化  ------------------------------------------------------ 陳松雄  

溫庭筠十四首〈菩薩蠻〉之「空間蒙太奇」  --------------------------  陳慷玲  

試析「審醜」的傳奇手法：以十一篇宋傳奇為例  

 ---------------------------------------------------------------------------------  趙修霈  

《全元散曲》般涉調曲套程式析論  ---------------------------------------- 侯淑娟  

山水構圖之紀實特徵與抒情性：以王士性《五嶽遊草》為考察對象  

 ----------------------------------------------------------------------------- 范宜如  

日治時代臺灣詞社初探  ------------------------------------------------------ 蘇淑芬  

生成─書信：張愛玲的創作─演出  ------------------------------------------ 蘇偉貞  

論朱天文小說的電影感  ------------------------------------------------------ 鍾正道  

高中學生閱讀型短文寫作之抽樣分析  

──以所犯的缺失為主要探討範圍  ------------------------------------ 林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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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期：（民國 99 年 5 月）  

 
老莊與南朝麗辭  --------------------------------------------------------------- 陳松雄  

戰國秦漢幾種《老子》注養生思想的遞變  

──從全身保身、精神境界、技術化導向到宗教教訓的發展  

 ---------------------------------------------------------------------------- 羅   因  

《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簡再探  -----------------------------------  周敏華  

王充《論衡‧非韓》的批判精神  ------------------------------------------- 黃紹梅  

《說文》釋義變例舉要  

──以一曰類及疊釋多義類為討論範圍  ----------------------------  許錟輝  

劉伶〈酒德頌〉析論  -------------------------------------------------------  陳素素  

《唐律疏議‧名例律》「天」與「刑」關係之探析  

──兼論經學與律學的交涉  -------------------------------------------- 劉怡君  

從元祐黨爭看蘇軾學禁及其發展  ------------------------------------------- 涂美雲  

蘇軾惠州時期飲食重蔬食因素探論  ---------------------------------------- 林宜陵  

心學語境下的《詩經》詮釋  

──楊簡《慈湖詩傳》析論  -------------------------------------------- 黃忠慎  

論《樂府指迷》的詞學觀  --------------------------------------------------- 林佳蓉  

笑話／文化‧漢化／和化  

江戶漢文笑話中所凸顯出的文化思想意涵  ------------------------- 金培懿  

進化思想與梁啟超的「史界革命」  ---------------------------------------- 王文仁  

胡樸安《樸學齋集》及《樸學齋叢書》的文獻價值  -------------------- 沈心慧  

「地方」與「世界」的辯證：  

台灣三○年代鄉土文學論述及其文化意涵  --------------------------- 林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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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期：（民國 99 年 11 月）  

 
《詩經》詁訓疑義探析三則  ------------------------------------------------- 姜龍翔  

論篇章邏輯  

──秩序、變化、聯貫、統一  ------------------------------------------ 陳滿銘  

失落的英雄  

──由「英雄歷程」解析《燕丹子》之文化意涵與士人心理  ---- 黃東陽  

麗體文之前茅與後勁  --------------------------------------------------------- 陳松雄  

論《文心雕龍》中的「意象」與「比興」  

 ----------------------------------------------------------------------------------- 陳秋宏  

從「政治實踐」到「心性體證」：  

朱熹注《孟子》的歷史脈絡  ------------------------------------------- 陳逢源  

楊慎《杜詩選》評述  --------------------------------------------------------- 簡恩定  

新舊變革與文學典律  

──張我軍與胡適的文學革命行動  ------------------------------------ 王文仁  

臺靜農書學觀闡發  ------------------------------------------------------------ 郭晉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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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期：（民國 100 年 5 月）  

 
《左傳》與南朝麗辭  --------------------------------------------------------- 陳松雄  

《奏讞書‧獄簿》案例分析  ------------------------------------------------- 周敏華  

前秦與北魏之漢化進程較論  

──以教育政策與官方文學活動為討論核心  ------------------------ 龔詩堯  

寫本異體字構字部件形體變異研究  

──兼與唐代字樣書俗訛字相較  --------------------------------------- 蔡忠霖  

「獨樂」與「中和」  

──論司馬光園林書寫中的修身意涵  --------------------------------- 林素芬  

《詩經》註我，我註《詩經》  

──楊簡《慈湖詩傳》再探  -------------------------------------------- 黃忠慎  

元代題畫詞探析  --------------------------------------------------------------- 趙桂芬  

北曲雜劇對宋詞之跨界傳播析論  

──以篇章借鑒為範圍  -------------------------------------------------- 侯淑娟  

魏校及其《尚書》經筵講義析論  ------------------------------------------- 陳恆嵩  

析論紀容舒《杜律詳解》之時文手眼  ------------------------------------- 陳美朱  

日治時代《臺灣日日新報》所刊載之詞研究  ---------------------------- 蘇淑芬  

中國新文學史的開路者  

──朱自清及其《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  --------------------------- 王文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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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期：（民國 100 年 11 月）  

 
先秦至秦始皇統一後所見「五大夫」  

在軍功爵中的歷史地位  ------------------------------------------------- 周美華  

《說文解字‧女部》姓氏婚姻字群文化意涵探析  ---------------------- 沈心慧  

庾信辭賦之用典申說  --------------------------------------------------------- 陳松雄  

從現地研究看杜甫入蜀詩的旅行日期  ------------------------------------- 簡錦松  

生命的檢證──從《稽神錄》考述五代民間信仰中  

自我與神明之詮解及份際  ---------------------------------------------- 黃東陽  

南宋時期之薦亡齋醮文化研究  

──以洪邁《夷堅志》為探討中心  ------------------------------------ 盧秀滿  

金末遺臣楊宏道詩學對《詩經》的承繼  ---------------------------------- 林宜陵  

論許衡對孔孟學說的詮釋  --------------------------------------------------- 李蕙如  

宋濂之文論  --------------------------------------------------------------------- 劉文起  

陳耀文駁楊慎〈嵎夷既略〉評述  ------------------------------------------- 劉玉國  

向文化大傳統的回歸與變奏  

──連橫對台灣古典詩「正典」的追尋  ------------------------------ 江寶釵  

戰後題襟亭填詞會與鷗社詞作研究  ---------------------------------------- 蘇淑芬  

與契訶夫的生命對話  

——巫永福〈眠ぃ春杏〉文本詮釋與比較  -------------------------- 許俊雅  

性別‧凝視‧再現──李昂小說《殺夫》、《暗夜》  

之電影改編與影像詮釋  ------------------------------------------------- 黃儀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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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期：（民國 101 年 5 月）  

 
「樂」／「語」：儒家「即樂起興」的途徑與趨向  -------------------- 陳靜容  

《二年律令》中「五大夫」的地位釋析  ---------------------------------- 周美華  

《老子想爾注》生命倫理觀探究──以積善成仙為主題  --------------- 王   璟  

從《世說新語》看魏晉士人的生命意識  ---------------------------------- 王妙純  

《荀子‧大略篇》楊倞注之探討  ------------------------------------------- 劉文起  

王安石翻案詩與「真」的探索  ---------------------------------------------- 張瑋儀  

別是個、瀟灑乾坤──論晁補之詞中的廬山情懷  ------------------------ 郭娟玉  

宋元時期的「東華派」探討——系譜、聖傳與教法  -------------------- 謝世維  

耶律楚材的三教思想  -------------------------------------------------------- 羅   因  

《四書大全》徵引人物系譜分析  ------------------------------------------- 陳逢源  

朱彝尊對於後世學術發展的影響  ------------------------------------------- 楊果霖  

時代的悲吟與創憶：論晚清詩的苦難敘事  ------------------------------- 林香伶  

「結構」與「韻部」  

──「方法論」對「祭月」分合釐定之影響  ------------------------ 李昱穎  

張星建及其文藝之道  

──以《南音》、《臺灣文藝》為考察中心  ------------------------ 王文仁  

當代先鋒戲劇對現代與傳統融合之新變思考的實驗  

──以高行健劇作為探討範疇  ------------------------------------------ 侯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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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期：（民國 101 年 11 月）  

 
《詩經》「誰謂雀無角」「角」義舊解析評  ---------------------------- 劉玉國  

應物制巧   隨變生趣──以《昭明文選》曹植章表為範疇  ------------ 陳素素  

示藩鎮以箴規：論《玄怪錄‧郭代公》的政治訓教  -------------------- 鄧郁生  

《宋詩話全編‧陶穀詩話》訂補  ------------------------------------------- 許清雲  

書題焦竑所編《皇明人物考》考述  ---------------------------------------- 謝成豪  

《唐詩歸》與《唐詩別裁集》之杜詩選評比較  ------------------------- 陳美朱  

錢謙益藏書研究之一──以《牧齋書目》為主的考察  ------------------ 王國良  

瀛社・南社・虞社・壽蘇會──莊玉波的域外詩緣  --------------------- 蘇淑芬  

冷眼之愛：論龍應台知性散文中的三種觀看角度  ---------------------- 侯作珍  

中日漢字知識庫：漢字傳播與擴散觀點  ---------------------------------- 周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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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運用與解釋：  

析論孔孟荀在《詩經》學史上的貢獻與意義  ---------------------- 黃忠慎  

《世說新語》圖書文獻與數位化觀察—─以國家圖書館典藏為例  

 ----------------------------------------------------------------------------- 薛雅文  

杜光庭《道教靈驗記》的聖俗反思  ---------------------------------------- 黃東陽  

宋代樂曲與南戲北劇承傳之探討  ------------------------------------------- 侯淑娟  

從明《千金記》到清《綴白裘》的項羽人物書寫  ---------------------- 李佳蓮  

陳景雲校注《絳雲樓書目》探究  ------------------------------------------- 王國良  

戴震與荀學關係析論──以人性善惡及成善工夫為中心  ---------------- 郭寶文  

曾國藩文章行氣論及其在散文創作上的啟示  ---------------------------- 蔡美惠  

王韜《漫遊隨錄》的物質文化  ---------------------------------------------- 陳室如  

結合中日漢字知識庫和教育部異體字字典在中日漢字比較的運用  

 ----------------------------------------------------------------------------- 周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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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遑恤我後」「遑」義舊解析評  ------------------------------- 劉玉國  

論《左傳》中的「諫」  ------------------------------------------------------ 劉文強  

《史記》敘事之抒情性——以〈刺客列傳〉為核心之探討  ----------- 黃馨霈  

杜甫七律之會通與轉化  ------------------------------------------------------ 許清雲  

朱子《五經》閱讀次序及其義理定位  ------------------------------------- 姜龍翔  

越南黎忠義「生祠」及「後神」碑銘研究  ------------------------------- 林珊妏  

從《古今說海》的版本差異論清代處理違礙字詞政策的發展  

——以嘉靖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和道光本「說選部」為討論範疇  

 ----------------------------------------------------------------------------- 李昭鴻  

《六朝麗指》氣韻論及其與駢文創作關係之考察  ---------------------- 溫光華  

呂韻清、高劍華生平考辨：兼論清末民初女小說家的形成  ----------- 黃錦珠  

日治時期臺灣文人對語言使用的主張暨其平議  ------------------------- 江寶釵  

跨國資本主義與理性化精神：論王禎和與黃春明筆下的中小企業主原型  

     ----------------------------------------------------------------------------- 謝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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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期：（民國 103 年 5 月）  

 
論殷卜辭的「亦」字  

──兼論讀「夜」和「也」的商榷  ------------------------------------ 胡雲鳳  

孔子與陽虎  --------------------------------------------------------------------- 劉文強  

現身說法  

——顏之推《冤魂志》對報應驗證的書寫策略  -------------------- 李昭鴻  

呂祖謙、嚴粲《詩經》學之比較研究  ------------------------------------- 黃忠慎  

從「禁錮」到「一尊」  

──看朱學在宋、元時期的發展  --------------------------------------- 涂美雲  

丁易東大衍數說聯結圖書易學析論  ---------------------------------------- 陳睿宏  

元代前期記遊書寫析論  

──以王惲散文作品為考察重心  --------------------------------------- 謝玉玲  

閩南語「得」字的語法功能及其歷史來源  ------------------------------- 郭維茹  

徐復觀與當代學者關於「考據」與「義理」之論爭及評議  ----------- 張崑將  

知識養成與文學傳播：  

《黃旺成先生日記》（1912－1924）呈現的閱讀經驗  ----------- 許俊雅  

抒情意識與現代現實的交會  

──鍾理和《笠山農場》的烏托邦敘事美學  ------------------------ 陳惠齡  

「寫真」與「二我」  

──《風前塵埃》、《三世人》中攝影術、攝影者與觀影者  

之象徵意涵  --------------------------------------------------------------- 李欣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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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的心性觀  

──真樸之性與無措心境  ---------------------------------------------- 謝如柏  

唐代「援經入律」探析  

──以《唐律疏議》婚姻規範為中心之考察  ---------------------- 劉怡君  

唐賦寒食清明節俗書寫  

──以「禁火、改火、賜新火」為主的考察  ---------------------- 黃水雲  

寒山及其詩在宋代禪林的迴響：  

    以禪師的引用為中心  --------------------------------------------------- 黃敬家  

張居正理學思想初探：  

兼論與其禁毀書院的關係展  ------------------------------------------- 何威萱  

《海外孤本晚明戲劇選集三種》之滾唱與曲牌關係析論  -------------- 侯淑娟  

陸世儀為何不治鄉  

──  一種嘗試性的解讀  ----------------------------------------------- 王慧燕  

張惠言《易》學之禮象及義理析論  ---------------------------------------- 楊自平  

日治時代臺灣醫生廖煥章在上海的焦慮書寫  

──以詩詞為例  --------------------------------------------------------- 蘇淑芬  

真實或虛構？／新聞或小說？  

——《臺灣日日新報》轉載《申報》新聞體小說的過程與理解  

 ----------------------------------------------------------------------------- 許俊雅  

臺灣光復前竹塹地區詩文應用《詩經》探論  

──以現存古典詩集和鸞書為對象的觀察  ------------------------- 楊晉龍  

異體字字系研究  

──以形聲字形符變換為主題  ---------------------------------------- 呂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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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期：（民國 104 年 5 月）  

 
《詩經》「我心匪鑒，不可以茹」「茹」字舊解述評  ----------------- 劉玉國  

從「中和」到「仁說」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愛之理，心之德」之義理進程考察  

 ----------------------------------------------------------------------------- 陳逢源  

朱熹《易》學與理學的交涉：  

以取義、取象說和理本論的關係為例  ------------------------------- 周欣婷  

張性《杜律演義》研究  ------------------------------------------------------ 徐國能  

中國寓言的新枝  

──談晚明漢譯寓言在華的發展與影響  ---------------------------- 陳秋良  

清代話本序跋考論  ------------------------------------------------------------ 徐志平  

生活在「他齋」  

    ──論陳夢林纂修《諸羅縣志》之特色暨其內蘊與價值  -------- 江寶釵  

《四庫全書》之異文現象  

──以文淵閣、文津閣本《古今說海》「說選部」為討論範疇  

 ----------------------------------------------------------------------------- 李昭鴻  

借鑑與轉化：  

論三部清代入華傳教士漢文報刊的中國文學書寫特徵  ----------- 李佩師  

民國以來詞總集「凡例」之檢視與前瞻建議  ---------------------------- 王偉勇  

吳蔚《魚玄機》、《大唐遊俠》對古籍文本之承衍  -------------------- 趙修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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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屈宋用韻的數理統計分析  

──兼論「上古楚方音特色」之可信度  ---------------------------- 魏鴻鈞  

《史記》表序與屬辭比事  --------------------------------------------------- 邱詩雯  

《太平經》與《老子想爾注》守一法的比較  ---------------------------- 羅鈴沛  

城市與山林之間：  

論南朝佛教詩賦的空間書寫與權力結構  ---------------------------- 祁立峰  

論《集韻》對俗字的辨正  

──以平聲字做考察  --------------------------------------------------- 楊素姿  

輔廣、朱鑑之《詩經》朱學編纂比較研究  ------------------------------- 黃忠慎  

吳訥《文章辨體》中的辨體觀念析論  ------------------------------------- 鄭柏彥  

晚明戲曲選集對《五桂記》及竇儀故事的輯存  ------------------------- 侯淑娟  

試論龔自珍「尊情說」之內涵及其詩歌之情感基調  -------------------- 陳志峰  

清代至近代《說文》學之轉向：  

論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學術地位之變化  ---------------------- 鍾哲宇  

越南「生墳壽藏」文化研究  

──以三方乂安碑銘為主  ---------------------------------------------- 林姍妏  

八○年代目睹之怪現狀  

──論王禎和《大車拼》的諧謔傾向與社會觀察  ----------------- 許珮馨  

論常用形聲字聲符結構的位變、形變、省略現象  ---------------------- 胡雲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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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西孔子天命觀重要思想型態的當代詮釋  ---------------------------- 羅雅純  

史學與文體學視野下的論贊  ------------------------------------------------- 黃自鴻  

王琰《冥祥記》生命見解中的「博識」論述  ---------------------------- 黃東陽  

吉藏之二智觀探究  

──以《大乘玄論‧卷第四》為主要依據  ------------------------- 李明書  

《唐詩三百首》所收仄韻近體五絕之平仄及其於吟詩之特色  -------- 陳茂仁  

《宋史‧道學傳》人物從祀孔廟之探析  ---------------------------------- 李蕙如  

趙孟頫書學在帖學傳統中的典範意義  ------------------------------------- 郭晉銓  

從《古今詞統》選詞論稼軒在明代詞壇之地位  ------------------------- 蘇淑芬  

明清「異體式」回文詞析論  ------------------------------------------------- 郭娟玉  

喬億「（太白詩）獨無一篇似陶」說釋疑  

──兼論陶、李體道之別  ---------------------------------------------- 張俐盈  

試論章太炎「語言文字之學」成立的思維理路及其發展  -------------- 陳志峰  

論中古漢語「所」、「許」、「處」的分佈情形及語法功能  -------- 曾昱夫  

變動中的台語：  

台語/o/音素三種主要讀音的現狀分析  ------------------------------- 許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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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祭視域中的包山楚簡禱祠祖先祭品考  ---------------------------------- 鄭雯馨  

「逝者如斯」、「上下同流」與「溥博淵泉」：二程思想之水喻論究  

 ----------------------------------------------------------------------------- 黃繼立  

董其昌的「尚意」書學  

──從董其昌對趙孟頫的評述談起  ---------------------------------- 郭晉銓  

《咬臍記》的選輯及其所反映的問題和現象  ---------------------------- 侯淑娟  

清中葉汪紱對朱子《易》的承繼與開展析論  ---------------------------- 楊自平  

襲人之命名探論：《紅樓夢》人物形象與意涵的重省  ----------------- 歐麗娟  

夏承燾對日本詞人的接受研究  ---------------------------------------------- 薛乃文  

關於 1930、1940 年代佐藤春夫《女誡扇綺譚》的中譯及改寫  

──兼論「女誡扇」之意涵  ------------------------------------------- 許俊雅  

張夢機詞日常書寫的自傳色彩與苦難消解  ------------------------------- 黃雅莉  

靈性傳統的變遷與轉化  

──從胡臺麗民族誌影片析論文化媒體的「中介」實踐  -------- 徐國明  

說畝  ----------------------------------------------------------------------------- 胡雲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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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期：（民國 106 年 5 月）  

 
依違於儒道之間──從文學表現論潘尼的處世心態  -------------------- 陳慶元  

蚍蜉之喻與歷史殷鑑：《纂異記‧徐玄之》諷喻書寫試析  ----------- 鄧郁生  

朱熹的諸子學：  

    以「攻異端」與「闢邪說」為脈絡的系譜考察  ------------------- 張書豪  

超越「進取之累」──陳騤《文則》新論  ------------------------------- 鄭芳祥  

《金瓶梅》的身體感知  

──觀看、窺視、潛聽、噁心與快感的敘事意義  ----------------- 林偉淑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對時間之闡發  ------------------------------------- 鄭婷尹  

論《梁溪詞選》編選心態及其版本補校  ---------------------------------- 梁雅英  

劉熙載詩學觀重探  

──以「才學並重，奇法兼備」為中心  ---------------------------- 張韶祁  

孫衣言《葉文定公年譜》辨疑及其對水心思想推闡之意義  ----------- 趙世瑋  

《胡樸安文集》文獻整理及其價值  ---------------------------------------- 沈心慧  

呂赫若戰後四篇中文小說所透露的文學借鑑關係  ---------------------- 許俊雅  

論王鼎鈞自傳體散文對自由之嚮往與體認  ------------------------------- 佘佳燕  

論歌仔冊「鄭元和／李亞仙」之文化傳釋  ------------------------------- 柯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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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期：（民國 106 年 11 月）  

 
論「任筆」的文學史地位──以任昉在文體革新方面的成就為中心--唐梓彬	

《雲仙散錄》之撰作時代：由書中所錄之唐人詩文才華故實析論--------趙修霈	

元明雜劇《抱粧盒》對明代新南戲《金丸記》流傳的影響--------------侯淑娟	

明代《日記故事》類書籍之刊印及其在日本之傳播	

──以《新鍥類解官樣日記故事大全》為中心的考察-------------林桂如	

論清初《說文》學之興起------------------------------------------鍾哲宇	

論戴震「絜情」──從儒簡「貴情」談起兼以對比西方情感論德性倫理學之	

「同情」、「移情」----------------------------------------------羅雅純	

論《昭代詞選》的編纂意義與其對雍乾詞壇的建構--------------------梁雅英	

桅影重疊與醫國隱喻：《花月痕》中的「逆倭」及時局寄託------------曾世豪	

京劇鼎盛期上海香菸廣告梅蘭芳京劇圖像研究------------------------李湉茵	

歷史小說與近代主義──再探施蟄存《將軍底頭》--------------------徐禎苓	

論唐君毅疏解陽明與船山義理衝突----------------------------------李瑋皓	

「告白」與「技藝」的書寫迴路	

──論李喬《重逢──夢裡的人：李喬短篇小說後傳》------------陳惠齡	

咒詛、養生、安魂	

──論李喬「幽情三部曲」斯土／斯民之裂解／和解歷程----------楊雅儒	

說何等，云何說	

──論「云何」體詞性主語用法的來源與演變--------------------曾昱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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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期：（民國 107 年 5 月）  

 
論《文心雕龍》「雜」之觀念與「雜文」 ------------------------郭章裕	

近體詩歌辭情外的聲情美感探論-----------------------------------陳茂仁	

〈九日藍田崔氏莊〉與〈登高〉的古今選評比較	

──兼論當代唐詩選本之選詩特色-----------------------------陳美朱	

蘇軾詠茶詩及其茶禪研究──以唐代詠茶詩為映襯的觀察-------------蕭麗華	

左輔詞析論-----------------------------------------------------許仲南	

世紀末的城市魅影：	

論《恐怖時代》的身體裂變，幻異時空與邊緣敘事---------------蔣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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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期：（民國 107 年 11 月）  

 
大數據下的杜甫詩研究 -----------------------------------------楊果霖	

唐陳岳《春秋折衷論》輯佚及其思想義旨析探---------------姜龍翔、蔡根祥	

西湖‧江南‧吳地──仇遠詞江浙書寫析論-------------------------林佳蓉	

水滸傳中的語言現象及其所反映的著作年代探討---------------------魏岫明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金瓶梅詞話》的尊生意識-----李志宏	

侯孝賢的末世圖像與時間意識：	

從《尼羅河女兒》、《南國再見，南國》到《千禧曼波》和〈青春夢〉	

-----------------------------------------------------------謝世宗	

華閩雙語人元音分布變異──以台南為例---------------------------劉秀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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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期：（民國 108 年 5 月）  

 
聖賢與世變：呂祖謙《東萊書說》 --------------------------------張琬瑩	

明代「宋無詩」論的形成與被揚棄----------------------------------陳聰穎	

《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襲用戚繼光兵書之考析----------------------蕭海揚	

論《後西遊記》之寓意對晚明個人價值的定位------------------------梁評貴	

黃景仁豪放詞風成因及評價----------------------------------------陳慷玲	

論《國朝詞雅》與《國朝詞綜》對浙西詞派的建構--------------------梁雅英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邑名考釋之探析--------------------------------余風	

魯實先先生「方名繁文例」探析──以从「囗」之字為例--------------鐘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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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期：（民國 108 年 11 月）  

 
融貫性詮釋──用郭象以《老》注《莊》為例展開--------------------楊穎詩	

元結撰、顏真卿書〈大唐中興頌〉碑主旨新探------------------------楊化坤	

方以智《瞻旻》的亂離書寫與孤臣心志------------------------------謝明陽	

戴震的「理──禮」視域新探──以《孟子字義疏證》為中心----------施盈佑	

論花東卜辭同版異文現象------------------------------------------胡雲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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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期：（民國 109 年 5 月）  

 
玄義之葬──論魏晉《莊》學中「速朽歸真」之流衍------------------邱冠儒	

論阮籍之莊學為「文人老莊」的詮釋觀點----------------------------謝君讚	

南宋心學體系下的解《詩》歧異──楊簡《慈湖詩傳》與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

義》之比較研究--------------------------------------------------黃忠慎	

論康熙年間顧貞觀、納蘭性德詞名消長及成因------------------------涂意敏	

德性資於學問──戴震知識論新釋----------------------------------羅雅純	

秦簡訛變字「粦卩」辨析------------------------------------------葉書珊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未聞」商補--------------------------------李淑萍	



《東吳中文學報》第 1-40 期篇目  

 

- 40 - 

第四十期：（民國 109 年 11 月）  

 
「孟學」或是「荀學」？儒學經典類型詮釋中的問題、方法與實踐------曾暐傑	

「龍象」：佛教漢化的一個早期縮影--------------------------------蒲成中	

從「訄言」到「檢論」──章太炎思想轉折之考察--------------------林書漢	

論文學史述作的學術倫理──從楊雲萍批判黃得時之「剪刀漿糊」說起

---------------------------------------------------------------江寶釵	

常與重返神聖：奧崴尼·卡勒盛《消失的國度》的災難紀事及靈性療養

---------------------------------------------------------------陳伯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