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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參考書目 

漢學文

化概論 

專書： 

1. 孟德衛 著，陳怡 譯，《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鄭州：大象出

版社，2010。 

2. 林志明、魏思齊 編：《輔仁大學第二屆漢學國際研討會「其言曲而中：漢學作為對西

方的新詮釋---法國的貢獻」》，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5。 

3.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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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謙立，〈《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譯的儒家經典〉，《中山大學學報》，2008 年第 2 期，

頁 131-1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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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蔡芷茵、石之瑜，〈澳洲學者白杰明的「後漢學」主張及其中國意象〉，《東亞研究》

47:2 (2016), 頁 37-72。 

東亞文

化互動

與交流 

1. John W. Dower 著，胡博 譯，《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臺北：遠足文

化，2017。 

2. 文安立 (Westad, Odd Arne) 著，林添貴 譯，《躁動的帝國：從乾隆到鄧小平的中國與

世界》，新北：八旗文化出版，2013。 

3. 岡本隆司 著，陳彥含 譯，《朝鮮的困境：在日清之間追求獨立自主的歷史》，臺北：

八旗文化，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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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甘懷真、貴志俊彥、川島真 編，《東亞視域中的國籍、移民與認同》，台北：臺灣大

學出版中心，2008。 

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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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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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