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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一期目錄（2004 年 3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發刊詞 王金凌 Ⅰ 

專題研究 

中國古代王權的絕對與超越 樂  唯 1 

孔子思想分期之可能及其意義 林啟屏 39 

月令架構與古代天文的哲學思索   丁原植 77 

論《呂氏春秋》的雜入統出與博古通今   顧史考 99 

西漢的儒法治道──兼論《荀子》與《鹽鐵論》、《漢書．

刑法志》的傳承 

邵台新 123 

建立帝國的深層穩定機制──陸賈「逆取順守」觀念新探 林聰舜 155 

《孔叢子》引《尚書》相關材料的分析 許華峰 171 

國際論壇 

現代生活新思維座談會：諸子學術的研究概況與當代意義 

之一：諸子學術的研究與教學 王金凌、陳麗桂、顧史考、

陳文豪、葛兆光 

199 

之二：諸子學術的影響與當代意義 王金凌、陳福濱、徐漢昌、

蔡志忠 

223 

資料彙編 

日本的王充研究：綜述篇 鄧  紅 229 

日本的王充研究：以戰後的研究為中心 井之口哲也 247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二期目錄（2004 年 9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專題研究 

古代元文化之空間意識──道家、神話思維、精神分析 鄭振偉  1 

「無為則無不治」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的傳承 黃耀堃  33 

試析梁啟超和嚴復對《老子》評價之歧異 李慶國  57 

論東漢學者的反讖緯 蘇瑞隆  75 

漢人經解與漢代思想研究的另一側面──試以陳澧《漢儒

通義》對鄭玄《毛詩箋》的輯錄為例 

車行健  93 

文學史和神話學敘事中的夸父故事與夸父問題──「後現

代狀况」的視野下關於知識類型的案例研究 

呂  微  109 

國際論壇 

日本中國學界有關《春秋繁露》偽篇問題的論爭 鄧  紅  185 

漢帝國的海外貿易：從南海到印度洋 吳建華、楊曉東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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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通義》的社會學詮釋 王慶中  203 

資料彙編 

臺灣近三十年來老莊哲學研究相關資料初編 張曉芬、謝偉先  221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三期──《說文》專刊目錄（2005 年 3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專題研究 

《說文》訛誤釋例 許錟輝  1 

段注《說文》會意有輕重之商兌 蔡信發  25 

《說文》形聲商榷 柯淑齡  39 

《說文解字》編輯觀念析述 曾榮汾  65 

《說文解字》「省體會意字」初探──以大徐本為主的討論 何樹環  93 

國際論壇 

從形聲立場看六書體用與造字之本說 陳新雄  115 

從四體六法說看形聲 許錟輝  123 

形聲探微 王初慶  139 

龍宇純先生六書形聲說 李宗焜  171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四期目錄（2005 年 9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專題研究 

論章法「二元對待」的哲學義涵──以《周易》為考察核

心 

黃淑貞  1 

經德秉哲：孔子知識建構的取向 高大威  27 

泰山封禪考：從觀象授時到祭天告成 劉宗迪  61 

漢代郊祀歌〈天馬〉章考釋 殷善培  81 

「東漢定型圖讖」中夢意象的文化意涵 黃復山  99 

國際論壇 

克商之年儀式典禮所用文書考 賈海生  127 

王充論「龍」 鄧  紅  137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五期──《楚辭》專刊目錄（2006 年 3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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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審美觀及〈離騷〉的「奇」、「豔」之美 陳怡良  1 

向死而生：論屈原的死亡與不朽 廖棟樑  55 

一個失落的上古神話儀式──〈天問〉「何勤子屠母，而死

分竟地」解 

陳建憲  83 

遍遊神國的曼荼羅脈絡──從屈賦到河圖、洛書 許朝陽  99 

漢中葉賦家對屈原喻託手法的承繼與應用 吳旻旻  127 

楚辭闡釋與漢代的興喻文學觀 尚學峰  151 

論劉煕載評屈原 包根弟  165 

從《楚辭》韻例看郭店楚簡〈語叢四〉 顧史考  187 

國際論壇 

楚辭中幾種信仰之隱現及其特質 彭  毅  217 

〈天問〉之「天」何所指？ 小南一郎  261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六期目錄（2006 年 9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專題研究 

論《毛詩．傳、箋》與《楚辭章句》說「興」之異同 魯瑞菁  1 

經學闡釋與文體的生成─以《春秋公羊傳》與《春秋繁露》

為中心 

于雪棠  33 

〈九歌〉、〈湘君〉、〈湘夫人〉之圖象表現及其歷史意義 衣若芬  45 

楚地出土文獻與《楚辭》研究之“宏觀”“微觀”考察 許學仁  89 

論楚辭游仙傾向及其文學史意義 陳  洪  107 

〈神鳥賦〉集校集釋 踪  凡  135 

國際論壇 

漢畫像石中的射鳥圖像與升仙 張從軍  177 

漢代循行制度論 張  強 

楊  穎  

185 

究竟要走多遠：楚辭文化學研究之問題 常  森  209 

韓國的楚辭研究概況 宣釘奎  247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七期目錄（2007 年 3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專題研究 

由《離騷》與《天問》的神性異同所做的作者考 宣釘奎  1 

《楚辭．九章》思想內涵探析 高秋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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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賈《新語》與《春秋榖梁傳》 王初慶  39 

《詩經》中「行」字音義試探 李添富  63 

國際論壇 

泰山祭祀及其宗教特徵 劉  慧  97 

論漢代的讖緯美學觀 朱存明  119 

解釋學視域下的經今古文學之爭 曹洪洋

方環海  

129 

中國戲曲的早期形態──秦漢伎藝的承襲、演化與傳播問

題的考察 

趙興勤  147 

《古本竹書紀年》中「春秋之筆法」與《春秋經》 井上了  183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八期目錄（2007 年 9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專題研究 

續說曾姬無恤壺銘文 黃麗娟 1 

《老子》文體考源 過常寶 23 

論形法家的涵義 陳連山 36 

《山海經》古本篇目考 劉宗迪 70 

氣化宇宙論的哲學史定位 許朝陽 86 

國際論壇 

漢畫像石藝術中的外族風格 伍利華  101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九期 ──《詩經》專刊目錄（2008 年 3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專題研究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由《詩經》及《周易》探析「天」

之本體詮釋的發展歷程 

趙中偉 1 

《詩經》的古音學價值 鄭張尚芳 33 

《詩經．野有死麕》新識──一個結合周代禮俗與純文學

觀點的考察 

魯瑞菁 43 

《詩經》禽鳥詩的倫理觀探究 張曉芬 71 

《孔子詩論》與《魯詩》三題 張  強 103 

王昌齡「意興說」之作品存在觀及對詩教的接受及轉化 陳劭為 119 

王禮卿先生之「興」義研究 陳瑩珍 157 

國際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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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詩經》學的關注與展望 王初慶 

李康範 

鄧紅 

蘇費翔 

李山 

楊晉龍 

209 

簡評鄭康成《毛詩鄭箋》與《詩譜》 李康範 227 

日本著名《詩經》專家目加田誠其人其事 鄧  紅 241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十期目錄（2008 年 9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專題研究 

論《詩經》中的瓜類名物及其比興義 楊明璋 1 

明儒季本《易學四同》之易學觀初探 游騰達 17 

北平「明經學會」講著《春秋正議證釋》初探 馮曉庭 41 

《馬王堆漢墓簡帛》古醫書「脈」字考──兼論原始脈觀 陳惠玲 61 

《漢書．五行志》所見劉向災異論 張書豪 81 

附錄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一至九期目錄   105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十一期目錄（2009 年 3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專題研究 

《詩經》中不具音韻關係的聯綿詞研究 李添富 1 

從「禮玄對舉」到本體論理解：論唐、牟二先生對王弼易

學之詮解所呈顯的哲學史意義 

許朝陽 27 

聖人名實的轉移：從《老子》到《黃帝四經》的觀察 李智平 49 

從「人倫」、「事理」、「物類」三端探討先秦儒學之發揚進

路 

鍾永興 75 

「倉頡作書」及其相關傳說探析 謝秀卉 95 

特邀專稿 

《郭店、上博楚簡》〈緇衣〉引書考 程元敏 119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十二期目錄（2009 年 9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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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論《廣韻》異讀字在上古音研究中的地位──《廣韻》異

讀字研究之一 

張渭毅 1 

上古章、見交替反映的齊魯、楚、吳越、中原方言歷史層

次淺論 

黃易青 19 

明末徽州學者程元初的古音分部 高永安 37 

萬光泰《九經韻證》與古音十九部評述 張民權 47 

從《說文解字約注》中的同源字窺測上古複輔音聲母 于  昕 65 

從現代漢語方言論古無複輔音聲母 丁啟陣 85 

國際論壇 

上古音研究與教學  97 

附錄 

孔廣森《詩聲類》音注考證 李鵑娟 115 

《說文解字》音注關係比較研究 李峰銘 131 

論段玉裁《說文解字讀》之反切及其成書時代 叢培凱 149 

魏建功「異位同勢相轉軌」探析 錢  拓 175 

近八年中國大陸地區上古漢語語音論著目錄 張渭毅

主編 

193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十三期目錄（2010 年 3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專題研究 

《晉書》語境裡的「攘夷大義」 蔡妙真 1 

漢畫像石「榮成（容成）氏」圖像考 武利華 27 

論《漢書．藝文志》未立史類之緣由 曾聖益 43 

《山海經》西王母的正神屬性考 陳連山 59 

樂府沿革與采詩及教化思想考論 張  強 73 

國際論壇 

殷墟甲骨刻辭「記」文考論 梅  軍 95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十四期目錄（2010 年 9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專題研究 

古代望祀重探 曾聖益 1 

荀子「制天命」說的形成及思想內蘊 姚彥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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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主政時期貨幣政策研究 諸葛俊元 49 

特邀專稿 

桀之亡而不及未喜之考辨 蔡信發 77 

訓詁學與經學、子學──辭章．義理．考據之訓詁思辯 孫雍長 89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十五期目錄（2011 年 3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專題研究 

《史記》漢初武將析探 蔡忠道 1 

從性惡看荀子思想中的道家自然義 劉榮賢 23 

劉向的校讎工作對經學儒學的影響 曾聖益 39 

「界」與「類」：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的儒學倫

理向度 

周志煌 59 

特邀專稿 

試論西周瞽史的諫誡職責 過常寶 85 

《尚書·虞夏書》三篇的寫制年代 李  山 97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十六期目錄（2011 年 9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專題研究 

《漢書》顏師古注所引《易》《書》《詩》經注析論 潘銘基 1 

論戰國時期「情」概念的發展──以《孟子》、《莊子》、

〈性自命出〉、《荀子》為範圍的考察 

王志楣 33 

《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有白玉三回而不戔」及「州

徒」 

大西克也 61 

論《諧聲譜》「絲牽繩引法」對於陳澧《說文》聲訓體系

之影響 

叢培凱 75 

國際論壇 

訓詁學與古文字考釋 張連航 95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十七期目錄（2012 年 3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專題研究 

漢儒災異說商榷 胡正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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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選漢賦研究──以明代詩文「評論」與「選集」為

主的考察 
王欣慧 39 

從傳世文獻再探兩周金文紀時詞彙 彭慧賢 61 

上博楚簡〈武王踐阼〉及傳世本《大戴禮記．武王踐阼》

對讀 

黃武智 89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十八期目錄（2012 年 9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專題研究 

「叔向說〈昊天有成命〉」《國語》、《新書》比勘 郭萬青 1 

漢代讖、緯分合演變考 張峰屹 41 

論馬王堆一號漢墓 T 形帛畫的安魂護靈功用 魯瑞菁 77 

戰國兩漢銅鏡紋樣解讀 張從軍 93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十九期目錄（2013 年 3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專題研究 

從「純孝」到「純臣」──《左傳》「鄭伯克段于鄢」與

「衛州吁弒桓公而立」之敘事結構分析 
陳逢源 1 

論《說文》小篆理據重構的體系性 孟琢 25 

漢字構形分析的形式化樹模型──以《說文解字》小篆

為例 
胡佳佳 35 

大型古漢語語文工具書編寫和修訂如何處理多音多義字

的音義關係──以「解」字為例 
孫玉文 51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徵稿啟事 67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撰稿格式 69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二十期目錄（2013 年 9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專題研究 

「瓦不成味」解 李添富 1 

因史證經．從經入史．由史而文──以明代春秋學與史

漢之學為中心 
張德建 13 

「氣」與「陰陽」──以《太一生水》、《凡物流形》為

討論中心 
邱文才 27 



9 
 

兩漢封禪轉變及其意義 胡正之 47 

兩漢典籍引《詩》頻率考 張錦少 77 

墨家「非樂」之藝術批判 蕭宏恩 105 

漢代知識階層的屈原意象研究 諸葛俊元 119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徵稿啟事 145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撰稿格式 147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二十一期目錄（2014 年 3 月） 

篇名 作者 頁碼 

專題研究 

《易傳》之德性本體論詮釋──以「憂患九卦」為例 趙中偉 1 

「推類」與「辨異」：荀學觀念在近現代思潮中的運用及

其歷史意義 
周志煌 41 

上博 楚竹書《吳命》篇簡 4 文意補說 李詠健 65 

從天人關係看《淮南子》中的氣化宇宙觀──以〈原道〉、

〈俶真〉、〈精神〉為例 
張伯宇 83 

察實名數──董仲舒王充思想較論 蔡錦昌 105 

《國語．周語上》勘校攷異 郭萬青 125 

知機察變，體道安命──漢晉士人對「知命」與「安身」

的詮釋及實踐 
施穗鈺 153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徵稿啟事 173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撰稿格式 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