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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考科目 參考書單 （依姓名筆畫排序） 

漢學文化概論 專書： 

1.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1987。 

2. 徐興慶編，《東亞文化交流與經典詮釋》，台大出版中心，2008。 

3. 黃俊傑，《思想史視野中的東亞》，台大出中心，2016。 

4.  楊儒賓，《異議的意義》，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期刊論文： 

1、張崑將，〈關於東亞的思考「方法」：以竹內好、溝口雄三與子安宣邦為中

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1 卷 第 2 期，2004，頁 259-288。 

2、葛兆光，〈地雖近而心漸遠──十七世紀中葉以後的中國、朝鮮和日本〉，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3 卷 第 1 期（總第 5 期），2006，頁 275-292。 

東亞文化互動

與交流 

專書： 

1. Arjun Appadurai 著，鄭義愷譯，《消失的現代性 ：全球化的文化向度》台北：

群學，2009。 

2.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台北：時報出版，2010。 

3. 王賡武著，金明、王之光譯，《十九世紀以來的中英相遇：戰爭、貿易、科學

與管治》（Anglo-Chinese Encounters since 1800: War, Trade, Science and 

Governance），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 

4. 白永瑞，《橫觀東亞：從核心現場重思東亞歷史》，臺北：聯經出版社，2016。 

期刊論文： 

1. 江柏煒，〈人口遷徙、性別結構及其社會文化變遷：從僑鄉到戰地的金門〉，

《人口學刊》46 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2013，頁 47-86。 

政治學 專書： 

1. David Marsh, Gerry Stoker 著，陳義彥、陳景堯等譯，《政治學方法論與途

徑》，臺北：韋伯圖書公司，2009。 

2.吳玉山、林繼文、冷則剛編，《政治學的回顧與前瞻》，臺北：五南圖書公

司， 2013。 

3.呂亞力，《政治學》，臺北：三民書局，2009。 

4. 陳義彥編，吳重禮等 14 人著，《政治學(7 版)》，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6。 

期刊論文： 

1.張弘遠，〈「發展型國家」的回顧及其在 中國研究適用性之探討〉，《東亞研

究》，第 38 卷第 2 期，2007，頁 86-121。 

2. 曾國祥，〈實證主義與政治理解的貧困--政治學方法論的反思〉，《臺灣民主

季刊》，第 8 卷第 3 期，2011，頁 87-134。 

3.湯京平，〈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比較的觀點〉，《臺灣政治學刊》，第 19 卷第

2 期，2015，頁 1-5。 



經濟學 1.  Hal R. Varian(2014),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A Modern Approach, 

9th edition. 

2.  Krugman, Obstfeld, & Melitz (2015),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th Edition, 

Pearson. 

3. Pindyck & Rubinfeld (2013), Microeconomics,8th Edition, Pearson. 

4. William Scarth(2014), Macroeconomic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thods for Policy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