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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1月-12月）海外中國法律史研究論著目錄 

（臺灣出版） 

劉欣寧 

 

一、通代（具有概論性質，跨域不同斷代的作品） 

（一）論文 

徐振雄，〈從禮、法與「禮之法文化」探析傳統中國法律的意涵〉，《理論與政策》

20：1，2017年 3月。 

鄒濬智，〈偵查語言學的上層學科、內涵及其在中國犯罪偵查史的源頭追溯〉，《警

專論壇》22，2017年 3月。 

曾春僑、鄒濬智，〈我國古今刑事鑑識科技綜論〉，《弘光人文社會學報》18，2017 

年 6 月。 

 

 

二、先秦 

（一）專書 

陳紹輝，《楚國法律制度研究》，桃園：昌明文化，2017年 3月。 

 

（二）論文 

李若暉，〈《厚父》「典刑」考〉，《哲學與文化》44：10，2017年 10月。 

洪增宏，〈中國最早的司法觀念──論《周易》中「獄」的思維〉，《孔孟月刊》56：

1-2 = 661-662，2017年 10月。 

陳瓊霞，〈由《管子》觀齊法家的法治特徵〉，《哲學與文化》44：11 = 522，2017

年 11月。 

 

 

三、秦漢魏晉南北朝 

（一）專書 

倪彬，《漢唐「匿哀」等罪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7年 9月。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    

年 11月。 

 

（二）論文 

陳偉，〈嶽麓書院藏秦簡先王之令解讀及相關問題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88：1，2017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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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松長，〈嶽麓秦簡〈亡律〉初論〉，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五輯，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年 4月。 

劉欣寧，〈秦漢訴訟中的言辭與書面證據〉，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

五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年 4月。 

羅仕杰，〈從敦煌、居延漢簡看漢代邊郡的官、私馬與駱駝〉，《止善》22，2017

年 6月。 

徐世虹，〈大庭脩先生與中國法制史研究──以《秦漢法制史研究》為中心〉，《法

制史研究》31，2017年 7月。 

游逸飛，〈從張家山漢簡論漢初之郡的中央外派性質〉，《漢學研究》35：3，2017

年 9月。 

張循，〈儒、法之間的過渡環節：戰國時代三晉地區的儒學〉，《鵝湖月刊》43：3 

= 507，2017年 9月。 

李綉玲，〈《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所見《說文》未收字研究〉，《東海中文

學報》34，2017年 12月。 

 

 

四、隋唐五代 

（一）專書 

嚴茹蕙，《唐日令中所見節假生活初探》，新北：稻鄉，2017年 5月。 

陳登武，《地獄‧法律‧人間秩序：中古中國宗教、社會與國家》，臺北：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 6月。 

徐道鄰，《唐律通論》，臺北：臺灣中華書局，2017年 11月。 

 

（二）論文 

邵祖威，〈唐代軍法與軍事審判案例探討〉，收於《博雅與融通：2016吳鳳科技大

學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17

年 3月。 

陳登武，〈敦煌出土《唐判集殘卷》中的法律與社會問題──兼論唐代「判」的傳

播〉，〈法制史研究》31，2017年 7月。 

陳俊強、高梓軒，〈唐律十惡是否能以贖論〉，《法制史研究》31，2017年 7月。 

趙妙菁，〈唐律中的華夷通婚──以日本遣唐人員為例〉，《景文學報》27：2，2017

年 7月。 

王志浩，〈中唐「復仇」案例與禮法爭議研究〉，《書目季刊》51：3，2017年 12

月。 

古怡青，〈從差役看唐朝流刑的配送與執行〉，《成大歷史學報》53，2017年 12月。 

洪銘吉，〈從日本《大寶令》、《養老令》的〈學令〉探討初、盛唐〈學令〉存廢〉，

《弘光人文社會學報》21，2017年 12月。 

陳俊強，〈關於唐代法律中的時間問題〉，《法制史研究》32，2017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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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曉宜，〈從〈為人興利判〉看唐代官員的均水理念與為政經驗〉，《早期中國史

研究》9：2，2017年 12月。 

 

 

五、遼宋金元 

（一）專書 

鄒濬智，《《折獄龜鑑》與古代犯罪偵查：代表案例之分析與古今合證》，桃園：

中央警大，2017年 2月。 

洪倖珠，《宋朝兒童收養》，新北：花木蘭文化，2017年 3月。 

高明士，《天聖令譯註》，臺北：元照，2017年 10月。 

鄒濬智，《捕快的口袋書：從現代犯罪偵查看《折獄龜鑑》》，臺北：獨立作家，

2017年 10月。 

 

（二）論文 

張仲元，〈論西夏皇帝制度的轉變〉，《史化》33，2017年 10月。 

李如鈞 ，〈予奪在上——宋徽宗朝的違御筆責罰〉，《臺大歷史學報》60，2017年

12月。 

李如鈞 ，〈簡便之罰：宋代的違制罪與「以違制論」〉，《史學彙刊》36，2017 年

12月。 

 

 

六、明清 

（一）專書 

劉冰雪，《清代喪葬法律與習俗：以《大清律例》的規定為主要依據》，新北：花

木蘭文化，2017年 3月。 

陳惠馨，《向法規範回歸之清代法制研究》，臺北：元照，2017年 5月。 

沈成寶，《清代則例適用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7年 9月。 

鹿智鈞，《根本與世僕：清朝旗人的法律地位》，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7年 11

月。 

 

（二）論文 

狄君宏，〈論《孝慈錄》之改制與影響〉，《臺大中文學報》56，2017年 3月。 

林文凱，〈清代臺灣與近代早期英格蘭的土地制度與經濟發展：一個統治理性的

比較制度分析〉，《思與言》55：1，2017年 3月。 

陳殷宜，〈清朝回疆阿奇木伯克的職掌〉，《民族學界》39，2017年 4月。 

池永歆，〈清代臺灣中部的鹿產：以「岸裡大社文書」文本為主軸的論述〉，《嘉

大應用歷史學報》2，2017年 5月。 

吳靜芳，〈清律「原毆傷輕，因風身死」例的成立與變化〉，《東吳歷史學報》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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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月。 

林宜萱，〈清代臺灣漁村社會──牽罟合約文書解析〉，《臺灣史料研究》49，2017

年 6月。 

張凱特，〈晚明公案小說集中清官形象形構之對蹠筆法所映現社會意識〉，《漢學

研究集刊》24，2017年 6月。 

江存孝，〈清代前期「殺死姦夫」條的規定及其裁判實態〉，《法制史研究》31，

2017年 7月。 

謝晶，〈財產何必「神聖」？──清代「盜官物」律例論解〉，《法制史研究》31，

2017年 7月。 

顧元，〈名分攸關與夾簽聲請──清代服制命案中的嚴格責任與衡平裁斷〉，《法制

史研究》31，2017年 7月。 

孔令偉，〈國法與教法之間：清朝前期對蒙古僧人的禁限與懲處──以《理藩院滿

蒙文題本》中蒙古僧人坐罪案例為核心〉，《歷史人類學學刊》15：2，2017

年 10月。 

陳殷宜，〈清朝回疆伯克年班制度〉，《民族學界》40，2017年 10月。 

楊鎮魁，〈明太祖時期中央審判機構的淵源與變遷──以大理寺設置為例〉，《史匯》

20，2017年 10月。 

齊汝萱，〈黜邪崇正──《大清會典》中的民間秘密宗教兼論官方政策〉，《史匯》

20，2017年 10月。 

吳靜芳，〈清代前期（1723-1820）民間傷口處理與破傷風治療──以鬥毆因風身死

案為中心的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7，2017年 11月。 

李宗育，〈《大清律例．刑律．鬬毆》與和諧秩序的想像──十九世紀中國川陝楚地

區客民錢債糾紛及其暴力〉，《法制史研究》32，2017年 12月。 

邱唐，〈清代對外法律秩序的規範分析──以乾隆朝為中心〉，《法制史研究》32，

2017年 12月。 

陳玉美，〈跨域、情殺與法秩序──乾隆時期臺灣邊區的法律與社會問題〉，《法制

史研究》32，2017年 12月。 

郭嘉輝，〈論「李善長案 」的形成與性質──從《昭示姦黨錄》的重構切入分析〉，

《明代研究》29，2017年 12月。 

張孟珠，〈「賣某少頭嘴」：從「以妻為貨」現象窺探臺灣底層社會的能動性（從

清領到日治初期）〉，《文化研究》25，2017年 12月。 

 

（三）書評 

張孟珠，〈書評：Matthew H. Sommer, 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95，2017年 3月。 

胡祥雨，〈書評：Matthew H. Sommer, 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s,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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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 Press, 2015〉，《漢學研究》35：2 = 89，2017年 6月。 

林文凱，〈從「性別政治」論賣妻現象：評論張孟珠「賣某少頭嘴」一文〉，《文

化研究》25，2017年 12月。 

 

七、近現代（1840-） 

（一）專書 

王泰升，《去法院相告──日治臺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

中心，2017年 2月。 

武之璋，《臺灣光復日產接收真相暨檔案彙編》，臺北：致知學術，2017年 3月。 

施瑋，《近代中國刑事審判制度研究（1902-1937）》，新北：花木蘭文化，2017年

3月。 

吳豪人，《殖民地的法學者：「現代」樂園的漫遊者群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中心，2017年 4月。 

劉波，《中國郵政立法研究──以近現代社會變遷為背景（上、下）》，新北：花木

蘭文化，2017年 9月。 

唐屹編輯，《中華民國國史館典藏外交部移轉中法邊界及抗戰以來中國外交專題

研究檔資叢書第一冊》及《中華民國國史館典藏南沙群島檔資叢書第一冊刊

本》合刊本 ，臺北：唐屹，2017年 10月。 

何鳳嬌、林正慧、吳俊瑩編，《霧峰林家文書集‧補遺》，臺北：國史館，2017年

12月。 

薛化元、許志雄主編，王良卿等著，《中華民國憲法七十年》，臺北：國立中正紀

念堂管理處，2017年 12月。 

 

（二）論文 

余青，〈論陶希聖的法治思想──以《夏蟲語冰錄》為主要依據〉，《湖北文獻》202，

2017年 1月。 

吳有道，〈從古契約書探討臺灣地方土著地權的流動：以臺中大肚山坪頂臺地區

為例〉，《中國地方自治》70：2，2017年 2月。 

趙萃文，〈試析刑法親親相隱的歷史軌跡和當代價值〉，《軍法專刊》63：1，2017

年 2月。 

王泰升，〈臺灣的繼受歐陸民法：從經由日中兩國到自主採擇〉，《法令月刊》68：

4，2017年 4月。 

吳宗謀，〈實踐導向的法律史研究：運用歐洲法律史知識書寫臺灣原住民族傳統

規範的可能性〉，《臺灣原住民族法學》1：2，2017年 4月。 

林文凱，〈臺灣「中央財政」體制的轉型：日治初期(1898~1905)後藤新平總督府

財政改革之歷史意義〉，《中央大學人文學報》63，2017年 4月。 

梁弘孟，〈論大理院判解中妾的地位──以財產關係為重心〉，《中正大學法學集刊》

55，2017年 4月。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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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機，〈在文字權力與檔案統治之外──殖民地臺灣的音聲文化與唱片取締政策

的形成〉，《歷史臺灣》13，2017年 5月。 

李春福，〈臺灣日治時期「刑事訴訟」近代化之探討〉，《興大法學》21，2017年

5月。 

吳聰敏，〈大租權土地制度之分析〉，《經濟論文叢刊》45：2，2017年 6月。 

黃仁姿，〈戰爭與糧食：二戰期間臺灣糧食管理體制的建構（1939-1945）〉，《國史

館館刊》52，2017年 6月。 

謝濬澤，〈二十世紀初臺灣與福建商人間的國籍選擇與商業糾紛：以林謀昌案為

中心〉，〈臺灣史研究》24：2，2017年 6月。 

王志亮，〈中西刑獄文化交流中的《萬國公報》〉，《矯政》6：2，2017年 7月。 

江玉林，〈人格尊嚴與徐復觀的民主政治思想〉，《法制史研究》31，2017年 7月。 

吳歡，〈「形散」與「神聚」──民初平政院行政訴訟裁決書再探〉，《法制史研究》

31，2017年 7月。 

李春福，〈民初大理院非常上訴判決之研究〉，《東吳法律學報》29：1，2017年 7

月。 

黃源盛，〈晚清民國民法繼受百年〉，戴東雄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編，《身分法之回顧與前贍：戴東雄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臺北：元照，

2017年 8月。 

陳宛妤，〈日治時期土地法律關係之法源──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1980 號

判決評析〉，《月旦裁判時報》63，2017年 9月。 

陳宛妤，〈辯護士古屋貞雄的跨境、思想與行動〉，《臺灣史研究》24：3，2017年

9月。 

王泰升，〈政府檔案的整編及學術上運用：一位臺灣法律史研究者的經驗談〉，《國

史館館刊》54，2017年 12月。 

林文凱，〈臺灣近代統治理性的形構：晚清劉銘傳與日治初期後藤新平土地改革

的比較 〉，《臺灣史研究》24：4，2017年 12月。 

許蕙玟，〈日治初期商標法施行及其發展──以煙草商標登錄為主〉，《臺灣史學雜

誌》23，2017年 12月。 

黃美惠，〈日本統治初期における在臺日本人の社会秩序の形成──地域自治組織

の結成を中心に〉，《臺大日本語文研究》34，2017年 12月。 

楊素霞，〈原敬の内地延長主義とその実現--臺湾と樺太の植民地統治機構の構

築〉，《臺大日本語文研究》34，2017年 12月。 

趙晶，〈論宮崎道三郎的東洋法制史研究〉，《法制史研究》32，2017年 12月。 

劉楷悅，〈法律近代化對女性的負面影響──以民國榮縣繼承糾紛中的寡婦權利為

例〉，《法制史研究》32，2017年 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