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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晋龍著作目錄及獲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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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清前期「非經部類」著作的滲透〉，《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 23 輯（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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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56 一文的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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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2022 年 4 月），頁 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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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楊晋龍：〈《詩傳大全》來源問題探究〉，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明代經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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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縱橫武林：中國武俠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

書局，1998 年 9 月），頁 207-245。 

7. 楊晋龍：〈皓首窮經：陳槃庵先生小介〉，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年 10 月），頁 455-456。 

8. 楊晋龍：〈《毛詩蒙引》攷辨〉，楊晋龍編：《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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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 年 1 月），頁 217-255。 

9. 楊晋龍：〈張以仁先生學術月表長編初稿〉，楊晋龍編：《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

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 年 1 月），頁 1161-1173。 

10. 楊晋龍：〈錢謙益的史學和性格述論〉，張高評、鄭卜五編：《周虎林先生六秩

榮慶論文集》（高雄：高雄復文出版社，1999 年 7 月），頁 91-145。 

11. 楊晋龍：〈論《詩問略》之作者與內容〉，鍾彩鈞主編：《傳承與創新：中央研

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1999 年 12 月），頁 653-697。 

12. 楊晋龍：〈慎獨齋本《山堂考索》之刊校及與「四庫本」之比較〉，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編：《第九屆所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高雄：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國文學系，2000 年 5 月），頁 93-117。 

13. 楊晋龍：〈論《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詩經學的評價〉，中國詩經學會編：《第

四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 年 7 月），頁

441-477。 

14. 楊晋龍：〈「四庫學」研究方法芻議---研究時的幾個問題〉，蔣秋華主編：《乾

嘉學者的治經方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 年 10

月），頁 17-70。 

15. 楊晋龍：〈導言：元代經學史的奠基與新猷〉，楊晋龍編：《元代經學國際研討

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 年 10 月），頁

1-21。 

16. 楊晋龍：〈《詩傳大全》與《詩傳通釋》關係再探---試析元代《詩經》學之延

續〉，楊晋龍編：《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籌備處，2000 年 10 月），頁 489-538。 

17. 楊晋龍：〈《經傳釋詞》內《詩經》條目析論〉，祁龍威、林慶彰主編：《清代

揚州學術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 年 4 月），下冊，頁 677-717。 

18. 楊晋龍：〈點校本劉壽曾集跋〉，林子雄點校、楊晋龍校訂：《劉壽曾集》（臺

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 年 4 月），頁 361-364。 

19. 楊晋龍：〈從《詩經傳說彙纂》到《詩義折中》---清代兩部官訂《詩經》注本

詮釋形式之比較〉，黃沛榮主編：《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論文集》（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 年 8 月），頁 367-392。 

20. 楊晋龍：〈汪喜孫的生平與著作編刊相關問題述論〉，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

系編：《第七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

中心，2002 年 6 月），上冊，頁 165-191。 

21. 楊晋龍：〈《文昌化書》內《詩經》資料研究〉，中國詩經學會編：《第五屆詩

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年 7 月），頁 583-598。 

22. 楊晋龍：〈臺灣《詩經》研究的反思：淵源與議題的研析〉，國立成功大學中

文系編：《第三屆臺灣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

學中文系，2003 年 2 月），頁 47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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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楊晋龍：〈詩經學研究概述〉，林慶彰主編：《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2003 年 5 月），頁 91-159。 

24. 楊晋龍：〈導言：汪喜孫著作述論〉，楊晋龍主編：《汪喜孫著作集》（臺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 年 8 月），頁 1-45。 

25. 楊晋龍：〈明清詩經學著作中的《文昌化書》〉，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編：《第

四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 年

12 月），頁 169-218。 

26. 楊晋龍：〈中山學說與學術研究的主體性：以《三民主義》為例的試探〉，蔡

守浦主編：《中山思想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專刊》（嘉義：吳鳳技術學

院，2004 年 4 月），頁 23-37。 

27. 楊晋龍：〈「曹瑾研究」的分析與評論〉，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編：

《鳳山知縣曹謹事蹟集：二○○三年海峽兩岸曹謹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

北：文津出版社，2004 年 10 月），頁 1-48。 

28. 楊晋龍：〈摘要寫作析論〉，張高評主編：《實用中文寫作學》（臺北：里仁書

局，2004 年 12 月），頁 259-305。 

29. 楊晋龍：〈明人何楷《詩經》詮解中的個人情感與大眾教化〉，鍾彩鈞、楊晋

龍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學術思想篇》（臺北：中央

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 年 12 月），頁 159-226。 

30. 楊晋龍：〈攷證與經世：汪喜孫研究初探〉，楊晋龍主編：《清代揚州學術》（臺

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 年 4 月），下冊，頁 555-596。 

31. 楊晋龍：〈臺灣學者「魏源研究」述評〉，朱漢民主編：《清代湘學研究》（長

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2 月），頁 493-534。 

32. 楊晋龍：〈兒童讀經法效益研究：朗讀與聽讀的初步分析〉，人間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編：《中華文化經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合輯》（臺北：人間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2006 年 10 月），頁 61-74。 

33. 楊晋龍：〈陸佃與蔡卞《詩經》相關解說比較研究〉，蔣秋華、馮曉庭主編：《宋

代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6

年 10 月），頁 273-309。 

34. 楊晋龍：〈開闢引導與典律：論屈萬里與臺灣詩經學研究環境的生成〉，國家

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等主編：《屈

萬里先生百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

系，2006 年 12 月），頁 109-150。 

35. 楊晋龍：〈明代詩經學論著運用佛典的研究〉，林明德、黃文吉主編：《臺灣學

術新視野：經學之部》（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 年 6 月），頁 126-169。 

36. 楊晋龍：〈「《詩經》的形成與流傳」研究初探〉，林慶彰、蔣秋華主編：《經典

的形成、流傳與詮釋（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 年 11 月），頁 121-190。 

37. 楊晋龍：〈論曾子傳述孔子思想的信實問題〉，編輯小組編：《吳宏一教授六秩

晉五壽慶暨榮休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 7 月），頁 68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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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楊晋龍：〈緯書與儒家經典神聖化述論〉，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編：《中華

文化的傳承與拓新--經學的流衍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銘傳

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2009 年 4 月），頁 339-365。 

39. 楊晋龍：〈經學與基督宗教：明清詩經學專著內的西學概念〉，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編：《第五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

大學中國文學系，2009 年 5 月），頁 399-437。 

40. 楊晋龍：〈通經致用：論「思維與寫作」在大學中的定位〉，國立臺東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編：《2009 思維與寫作在大學教育中的定位論文集》（臺東：國立

臺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09 年 6 月），頁 5-23。 

41. 楊晋龍：〈王通的研究及其詩經學觀探論〉，蔡長林主編：《隋唐五代經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 年 6 月），頁

319-369。 

42. 楊晋龍：〈論經學和思維在臺灣教育及研究上的意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文學系主編：《紀念瑞安林尹教授百歲誕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

哲出版社，2009 年 12 月），上冊，頁 129-152。 

43. 楊晋龍：〈西漢《詩經》的傳播與擴散探論〉，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孔德成先生學術與薪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2009 年 12 月），頁 155-189。 

44. 楊晋龍：〈錢謙益詩詞中的身體寫作及其自我觀述探〉，王璦玲主編：《明清文

學與思想中之情、理、欲：文學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

年 12 月），頁 261-308。 

45. 楊晋龍：〈《張壽林著作集》校訂跋〉，林慶彰、蔣秋華主編：《張壽林著作集

（續修四庫提要搞）》（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 年 12 月），

第 4 册，頁 333-358。 

46. 楊晋龍：〈提要摘要寫作〉，張高評主編：《實用中文講義》（臺北：東大圖書

公司，2010 年 09 月），下冊，頁 243-265。 

47. 楊晋龍：〈張以仁教授學術年表〉，張以仁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張以仁先

生文集》（臺北：國家出版社，2010 年 09 月），頁 387-411。 

48. 楊晋龍：〈論教育、學術與文學行銷〉，周慶華主編：《語文產業》（臺東：國

立臺東大學，2010 年 11 月），頁 1-29。 

49. 楊晋龍：〈神仙佛的經學傳播：臺灣地區民國前扶鸞賦經學訊息探論〉，國立

政治大學中文系編：《第七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

政治大學中文系，2011 年 08 月），頁 199-236。又刊於洪榮豐、鄭卜五主編：

《鸞藏》（高雄：高雄意誠堂關帝廟、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2022 年 10

月）第 1 輯，頁 545-591。 

50. 楊晋龍：〈張以仁教授生平年表（修訂版）〉，張以仁：《張以仁語文學論集．

附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11 月），頁 345-356。 

51. 楊晋龍：〈宋人的包公評論及其流變研究〉，何福田主編：《反腐倡廉包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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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財團法人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2014 年 08 月），頁 37-89。經審

查而獲得財團法人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包公文化論文獎」第一名。 

52. 楊晋龍：〈貞節牌坊與單親媽媽：論明清帝制時代朝廷對單親媽媽的尊崇與照

顧〉，何福田主編：《儒家文化與現代化》（新北：財團法人新人類文明文教基

金會，2015 年 4 月），頁 119-154。 

53. 楊晋龍：〈引導與典範：王叔岷先生論著在臺灣學位論文的引述及意義探

論〉，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王叔岷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5 年 5 月），頁 77-102。 

54. 楊晋龍：〈論經學對宗教的涵化與宗教對經學的容受--傳播擴散視野下的考

徵〉，何福田主編：《中華文化：儒釋道的融合》（新北：財團法人新人類文明

文教基金會，2016 年 02 月），頁 7-39。 

55. 楊晋龍：〈經學的「教」與「學」析論〉，何福田主編：《中華傳統美德與現代

文明》（新北：財團法人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2016 年 5 月），頁 111-150。 

56. 楊晋龍：〈清乾嘉揚州著名學者對《四庫總目》稱譽之考證家接受探論〉，田

漢雲主編：《清代揚州學派研究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 年 10 月），

頁 22-39。 

57. 楊晋龍：〈論《毛詩正義》中的王肅經說及其在詩經學上的運用：「宋學時期」

的觀察〉，楊晋龍、劉柏宏主編：《魏晉南北朝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6 年 11 月），上册，頁 293-325。 

58. 楊晋龍：〈臺灣學者研究魏晉南北朝經學述論：《魏晉南北朝經學國際研討會

論文集》前言〉，楊晋龍、劉柏宏主編：《魏晉南北朝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6 年 11 月），上册，頁 1-47。 

59. 楊晋龍：〈林慶彰先生與臺灣學術研究：以學位論文為對象的探討〉，蔡長林

主編：《林慶彰教授七秩華誕壽慶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8 年

9 月），頁 691-720。 

60. 楊晋龍：〈陳肇興與賴和古典詩作引用《詩經》比較研究--詩經學視野下的考

徵〉，董金裕主編：《第九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臺北：萬卷

樓圖書公司，2020 年 2 月），頁 553-590。 

61. 楊晋龍：〈清朝前期經解中的陳澔《禮記集說》：以《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書

籍為範圍的探究〉，《第十、十一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臺北：

萬卷樓圖書公司，2020 年 5 月），頁 643-679。 

62. 楊晋龍：〈伊斯蘭學者與儒家的交流：論穆斯林四大著譯家的《詩經》應用〉，

張文朝、劉柏宏主編：《多元視角下的經學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2020 年 6 月），頁 51-98。 

63. 楊晋龍：〈過去與未來的對話：臺灣經學的教學與研究〉，車行健主編：《傳經

授業：戰後臺灣高等院校中的經學教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萬卷樓圖書公司，2020 年 12 月），頁 183-209。 

64. 楊晋龍：〈《四庫全書總目》佛教訊息探論〉，江慶柏、楊新勛主編：《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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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四庫學研究高層論壇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21 年 4 月），頁

301-327。 

65. 楊晋龍：〈衛湜及其《禮記集說》在明朝士人著作內的身影考述〉，李威熊主

編：《第十二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2023.03），頁 521-542。 

 

三、會議論文（猶未正式出版） 

1. 楊晋龍：〈今本《搜神記》兩性交往故事中女性主動類型的心理分析〉，臺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第二屆中國文學與哲學研究生論文

發表會」論文（1991 年 12 月）。 

2. 楊晋龍：〈《儒林外史》研究的檢討：以莊紹光的原型為例〉，臺北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同人例行論文發表會（1997 年 9 月）。 

3. 楊晋龍：〈學前教育大躍進（教師篇）〉，南投縣幼兒教育事業學會主辦「幼教

教師研習營」專題演講論文（2001 年 3 月）。 

4. 楊晋龍：〈通識教育：誰的通識？誰的教育？〉，臺北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

程中心主辦「2007 年通識教育教學卓越座談會」論文（2007 年 6 月）。 

5. 楊晋龍：〈王應麟現存論著在清前期經學專著的傳播考徵（I）：以《四庫全

書．經部》收錄書籍為對象的探討〉，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文學院儒

學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等共同主辦的『「2018 年宋明清儒

學的類型與發展 V」學術研討會』論文（2018 年 10 月 25-26 日）。 

6. 楊晋龍：〈訓詁的「三教合一」論：「希望」概念內涵與發展述析〉，新北國

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第八屆中國文哲之當代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2018 年 11 月 2-3 日）。 

7. 楊晋龍：〈道教的「耳鳴觀」及其「療方」述論—以《道藏》為對象的討論〉，

高雄正修科技大學、高雄道德院合辦「2018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

宗教交流與融合」論文（2018 年 11 月 9-10 日）。 

8. 楊晋龍：〈經書中的鬼故事：《左傳》遇鬼事件歷代評論述析〉，臺北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主辦「2019 第六屆敘事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2019 年 10 月 4-5 日）。 

 

四、專書 

1. 楊晋龍：《治學方法》（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 年 9 月）543 頁。 

2. 楊晋龍：《溯源與開展：大陸渡臺學者與臺灣地區傳統學術研究關係論集》

（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1 年 2 月）3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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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位論文（猶未正式出版） 

1. 楊晋龍：《錢謙益史學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9 年 5 月）486 頁。 

2. 楊晋龍：《明代詩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7 年 6 月）394 頁。 

 

六、編輯點校 

1. 楊晋龍、林慶彰合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 期（1991 年 3 月）。 

2. 楊晋龍主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 期（1993 年 3 月）。 

3. 楊晋龍主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 期（1994 年 3 月）。 

4. 楊晋龍主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5 期（1994 年 9 月）。 

5. 楊晋龍主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6 期（1995 年 3 月）。 

6. 楊晋龍主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7 期（1995 年 9 月）。 

7. 楊晋龍主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8 期（1996 年 3 月）。 

8. 楊晋龍主編：《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 年

1 月）。 

9. 楊晋龍主編：《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

究所籌備處，2000 年 10 月）。 

10. 楊晋龍、林慶彰合編：《陳奐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2000 年 12 月）。 

11. 楊晋龍校訂分段，林子雄標點：《劉壽曾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

究所籌備處，2001 年 4 月）。 

12. 楊晋龍主編：《汪喜孫著作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 年

8 月）。 

13. 楊晋龍、鍾彩鈞合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學術思想篇》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 年 12 月）。 

14. 楊晋龍主編：《清代揚州學術》（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 年

4 月）。 

15. 楊晋龍校訂，林慶彰、蔣秋華主編：《張壽林著作集（續修四庫提要稿）》（臺

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 年 12 月）。 

16. 楊晋龍、劉柏宏主編：《魏晉南北朝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

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6 年 11 月）。 

 

七、其他 

1. 楊晋龍：〈實習醫生〉，《（臺大中文系）新潮》第 40 期（1981 年 9 月），頁 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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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創作） 

2. 楊晋龍：〈相愛真的容易相處真的難嗎---淺談相處之道〉，陳宇真主編：《（臺

北市誠正國民中學）誠正簡訊》第 25 期（2000 年 1 月），第 3 版。 

3. 楊晋龍：〈父母之道---教養子女的一些原則〉，鍾雲英等編：《流金山河》（臺

北：臺北縣立金山中學，2000 年 6 月），頁 11-14。 

4. 楊晋龍：〈從主體意識看見文化尊重（一）〉，《百世教育雜誌》第 168 期（2005

年 9 月），頁 34-37。 

5. 楊晋龍：〈從主體意識看見文化尊重（二）〉，《百世教育雜誌》第 169 期（2005

年 10 月），頁 56-61。 

6. 楊晋龍：〈從主體意識看見文化尊重（三）〉，《百世教育雜誌》第 170 期（2005

年 11 月），頁 64-67。 

7. 楊晋龍：〈從主體意識看見文化尊重（四）〉，《百世教育雜誌》第 171 期（2005

年 12 月），頁 66-75。 

8. 楊晋龍：〈別讓孩子輸在起跑點的迷思〉，《百世教育雜誌》第 177 期（2006

年 6 月），頁 4-6。 

9. 楊晋龍：〈勤能補拙？：學習迷思的反省〉，《百世教育雜誌》第 178 期（2006

年 7 月），頁 4-6。 

10. 楊晋龍：〈「公婆」說的都有理纔是經典〉，呂珍玉主編：《閱讀詩經》（臺北：

萬卷樓圖書公司，2012 年 10 月），頁 1-3。 

11. 楊晋龍：〈論文摘要寫作概說（上）（下）〉。《國文天地》第 29 卷第 10-11 期

（2014 年 03-04 月），頁 128-135、頁 126-135。 

12. 楊晋龍：〈師恩學術重於一切  氣度毅力非常人也：我眼中的林慶彰老師〉，《國

文天地》第 31 卷第 6 期（2015 年 11 月），頁 44-47。 

13. 楊晋龍：〈感恩：吳宏一老師印象略憶〉，梅家玲等編：《我印象中的吳宏一老

師》（臺北：吳宏一教授八秩壽慶籌備小組，2023 年 7 月），頁 80-86。 

 

 

楊晋龍獲獎紀錄 

（一）學術獎項 

1. 79 年              臺灣大學中文系所薛明敏先生學術論著獎。 

2. 80 年              臺灣大學中文系所薛明敏先生學術論著獎。 

3. 81 年              臺灣大學中文系所薛明敏先生學術論著獎。 

4. 82 年              國科會乙種研究成果獎勵。 

5. 83 年              國科會乙種研究成果獎勵。 

6. 84 年              國科會乙種研究成果獎勵。 

7. 85 年              國科會乙種研究成果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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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6 年              中央研究院年輕研究人員著作獎。 

9. 87 年              國科會甲種研究成果獎勵。 

10. 88 年              國科會甲種研究成果獎勵。 

11. 89 年              國科會甲種研究成果獎勵。 

12. 100年             國科會 100年度補助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3. 102年             國科會 102年度補助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4. 103年             國科會 103年度補助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5. 104年             科技部 104年度補助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6. 105年             科技部 105年度補助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二）研究計畫 

1. 國科會計畫：〈文昌化書與詩經學〉 

執行期限：90/08/01〜91/07/31 

計畫編號：NSC 90-2411-H -001-022- 

2. 國科會計畫：〈佛典與詩經學研究〉 

執行期限：91/08/01〜92/07/31 

計畫編號：NSC 91- 2411- H- 001- 021- 

3. 國科會計畫：〈埤雅與明代詩經學〉 

執行期限：92/08/01〜93/07/31 

計畫編號：NSC 92- 2411- H- 001- 082- 

4. 國科會計畫：〈埤雅與宋元詩經學〉 

執行期限：93/08/01〜94/07/31 

計畫編號：NSC 93- 2411- H- 001- 071- 

5. 國科會計畫：〈明清之交穆斯林漢文著作中的經學運用〉 

執行期限：94/08/01〜95/07/31 

計畫編號：NSC 94- 2411- H- 001- 078- 

6. 中研院主題研究計畫：〈先秦兩漢《詩經》的傳播與擴散研究〉 

執行期限：95/01/01〜98/12/31 

計畫編號：AS-95-TP-C01 

7. 國科會計畫：〈《毛詩正義》引述的王肅經解在詩經學史上的意義探論〉 

執行期限：95/08/01〜97/01/31 

計畫編號：NSC 95-2411-H-001-101- 

8. 國科會計畫：〈二十世紀前臺灣詩經學史的研究〉 

執行期限：96/08/01〜99/07/31 

計畫編號：NSC 96-2411-H-001-048-MY2 

9. 國科會計畫：〈二十世紀臺灣詩經學研究〉 

執行期限：98/08/01〜10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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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編號：NSC 98-2410-H-001-079-MY3 

10. 國科會計畫：〈鸞書中的詩經學訊息及其意義研究〉 

執行期限：101/08/01〜103/12/31 

    計畫編號：NSC 101-2410-H-001-087-MY2 

11. 科技部研究計畫：〈明清《詩經》官書和清代《詩經》專著關係研究〉 

執行期限：103/08/01〜105/10/31 

計畫編號：MOST 103-2410-H-001-079-MY2 

12. 科技部研究計畫：〈王應麟學術傳播研究（I）：元明時期〉 

執行期限：105/08/01〜106/07/31 

計畫編號：MOST 105-2410-H-001-096 

13. 科技部研究計畫：〈王應麟學術傳播研究（Ⅱ）：清朝時期〉 

執行期限：106/08/01〜107/07/31 

計畫編號：MOST 106-2410-H-001-088- 

14. 科技部研究計畫：〈清代《禮記》學視域下的陳澔《禮記集說》研究〉 

執行期限：107/08/01〜108/07/31 

計畫編號：MOST 107-2410-H-001-087- 

15. 科技部研究計畫：〈衛湜及其《禮記集說》在宋元明三朝的流傳研究〉 

執行期限：108/08/01〜109/06/30（7 月 1 日退休） 

計畫編號：MOST 108-2410-H-001-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