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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4月～ 2015年 9月
婦女與性別研究出版書目

一、 專書

■  文學

林佩苓著（2015.07）《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臺灣當代菁英女同志小說研究》，臺北： 
　　　秀威資訊。

林幸謙著（2015.07）《身體與符號建構：重讀中國現代女性文學》，臺北：中華。

■  歷史

茂呂美耶著（2015.04）《大正日本：百花盛放的新思維、奇女子》，臺北：遠流。

張宏偉著（2015.05）《中國后妃全傳：從先秦到清末，探看歷代后妃傳奇》，臺北：西北國際。

許雪姬主編（2015.05）《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臺北：國家人權 
　　　博物館籌備處。

劉詠聰著（2015.07）《才德相輝：中國女性的治學與課子》，臺北：三聯。

許維賢著（2015.07）《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臺北：遠流。

楊翠、徐國明、李淑君著（2015.08）《後原運 ‧性別‧族裔：當代臺灣原住民族女性運動 
　　　者群像》，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人文社會  

張山本美香著；林仁惠譯（2015.04）《戰火摧毀不了的童真：一個女記者戰地找尋失去的純 
　　　真和希望》，臺北：木馬文化。

呂欣潔著（2015.04）《好好時光：給女同志身體、性愛與親密關係的指導》，臺北：好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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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威霆編（2015.05）《閱讀山城女書：苗栗女性的在地生存境遇與反思》，臺北：松慧文化。

張瓊玲著（2015.05）《性別主流化在文官體制的發展與應用》，臺北：韋伯文化。

Catharine A. MacKinnon（凱瑟琳 ‧ 麥金儂）著；陳昭如編；王慕寧、李仲昀、葉虹靈、韓 
　　　欣芸譯（2015.05）《性平等論爭──麥金儂訪臺演講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 
　　　版中心。

馬思恩著；吳菲菲譯（2015.05）《纏足幽靈：從榮格心理分析看女性的自性追尋》，臺北： 
　　　心靈工坊。

Alison Wolf（艾莉森 ‧ 沃爾夫）著；許恬寧譯（2015.06）《女力時代：改寫全球社會面貌 
　　　的女性新興階級》，臺北：大塊。

洪理達著；陳瑄譯（2015.07）《中國剩女：性別歧視與財富分配不均的權力遊戲》，臺北： 
　　　八旗。

李淑君著（2015.09）《黨外女性的他者敘述與自我敘述：民主與性別的歧義分析》，新北： 
　　　花木蘭。

■  法律

林志潔著（2015.07）《性別正義的刑法觀點》，臺北：元照。

陳惠馨（2015.09）《性別關係與法律：婚姻與家庭（二版）》，臺北：元照。

張文貞、官曉薇主編（2015.09）《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臺北：新學林。 

蘇滿麗著（2015.10）《性別培力：談情與說法》，臺北：元照。

■  政府出版品

林淑慧、李政儒著（2015.04）《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性別差異影響因素研究》，臺
　　　北：勞動部。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編（2015.06）《性別暴力防治與保護服務博碩士論文甄選集 103 年 
　　　度》，臺北：勞動部。

■  教育

 
林燕卿等合著（2015.04）《性別教育》，臺中：華格那企業。

■  藝術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2015.07）《潮代──清繡的天衣無縫：清代女性服飾展》， 
　　　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87

103

婦研103.indd   87 2015/11/17   下午 11:37:33



二、期刊論文

1. 專題論文

■  「在法律中「做」性別」，《性別平等教育季刊》（2015.06）71。

陳惠馨〈婚姻家庭法規範的變遷──以《民法》親屬編為中心〉，71:12-17。

陳昭如〈平等與歧視〉，71:18-23。

郭書琴〈從家事調解室的性別、婚姻與家庭談外籍配偶和同志家庭〉，71:24-30。

林昀嫺〈性別、法律與人工生殖〉，71:31-36。

王曉丹〈「拆解」防治性別暴力的法律：文件格式化、敘事失語以及文本性現實〉，71:37- 
　　　43。

楊婉瑩〈法律與制度如何規範性別權力〉，71:44-49。

■  「性別與照顧工作」，《女學學誌》（2015.06）36。

陳宜倩〈邁向一個積極對男性倡議的女性主義取徑？以臺灣「性別平等工作法」育嬰假之理 
　　　論與實務為例〉，36：1-48。

劉香蘭、古允文〈臺灣照顧分工的重組：兩個女性世代生命歷程的比較〉，36：49-104。

陳韻如、劉奕均〈男性居家托育照顧者：聯合托育中的認同與性別分工〉，36：105-144。

2. 一般論文

■  文學

謝世宗（2015.04）〈企業管理、性別分工與本土資產階級的想像：楊青矗與陳映真比較研究〉， 
　　　《臺灣文學研究學報》20：219-249。

鄭媛元（2015.06）〈《金瓶梅》中的「崩漏」之疾與女性身體〉，《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25：55-117。

孫浩哲（2015.05）〈近當代通俗女性主義文學在大陸的發展─上〉，《中國語文》116（5）： 
　　　37-54。

林沛玟（2015.05）〈我心聲處──以西西〈家族日誌〉的女性角色為例〉，《藝見學刊》9： 
　　　67-80。

施純宜（2015.06）〈創痛的身體：Wertenbaker及Kane之戰爭劇作中的性暴力演繹〉，《女學學誌》 
　　　36：14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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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文風（2015.08）〈反思中國男同性愛論述的非一般著作──評許維賢《從豔史到性史── 
　　　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文訊》358：132-133。

林沛玫（2015.09）〈自我實現──論施叔青《三世人》女性角色形塑〉，《中正臺灣文學與文 
　　　化研究集刊》15：33-48。

彭珮貞（2015.09）〈無父無家者的精神祭典──論陳玉慧《海神家族》中的憂傷書寫〉，《中 
　　　正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15：95-113。

■  社會

洪凌（2015.04）〈排除與補殘──從晚近同婚倡議探究臺灣性別政治鬥爭〉，《應用倫理 
　　　評論》58：175-205。

賴鈺城（2015.05）〈新移民婦女的就業因素──以高雄市為例〉，《華人前瞻研究》11（1）： 
　　　87-112。
 
曹劍波（2015.06）〈哲學領域的性別差異與哲學直覺的性別差異研究〉，《哲學與文化》42 
　　　（6）：123-136。

卜少平、駱明慶（2015.06）〈父母對子女教育投資的性別差異──以就學貸款為例〉，《人 
　　　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7（2）：361-393。

洪嘉瑜、銀慶貞、陶宏麟（2015.06）〈臺灣女性大學畢業生「教育─工作不相稱」對於薪資 
　　　與工作滿意度的影響〉，《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5（1）：43-87。

柯妧青（2015.06）〈從壓迫到解放：南洋新移民女性自拍影片的反再現與實踐〉，《臺灣教 
　　　育社會學研究》15（1）：89-131。

許碧純、邱皓政（2015.06）〈照顧子女的代價：母職對臺灣女性薪資影響的貫時性分析〉， 
　　　《臺灣社會學刊》56：53-113。

黃軍義（2015.06）〈男性性侵害循環的發生機制〉，《教育心理學報》46（4）：471-489。

陳志賢（2015.07）〈家庭權力關係中的第三人效果：數位家庭人我影響評估的性別差異與支 
　　　持行為分析〉，《新聞學研究》124：117-164。

許玉芳（2015.06）〈婚姻衝突經驗重新框架：一位受暴婦女的故事初探〉，《輔導季刊》51 
　　　（2）：21-30。

葉思妤、余美蓮（2015.07）〈一位新住民婦女受家庭暴力之急診護理經驗〉，《若瑟醫護雜 
　　　誌》9（1）：135-145。

■  法律

陳榮傳（2015.08）〈不問祭祀問繼承──祭祀公業和釋字第七二八號解釋〉，《月旦法學》 
　　　24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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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劉鶴群、詹巧盈、房智慧（2015.04）〈困境中生出的力量：以優勢觀點分析東南亞新住民女 
　　　性對經濟與就業排除之回應〉，《社會發展研究學刊》16：1-21。

陳憶芬（2015.06）〈識字意涵之探究：兼論東南亞新移民女性之識字教育〉，《中等教育》 
　　　66（2）：150-171。

周明武（2015.07）〈老師帶頭挑「性」：性別平等議題融入國小中年級視覺藝術教育之行動 
　　　研究〉，《國際藝術教育學刊》13（1）：106-162。

柯華葳、辜玉旻、林姝慧（2015.07）〈新移民女性學習中文之成效探討〉，《課程與教學》 
　　　18（3）：183-206。

■  歷史

林欣儀（2015.06）〈道教與性別──二十世紀中葉後歐美重要研究評述〉，《新史學》 
　　　26（2）：191-242。

■  醫學

林彥慈、王紫菡、成令方（2015.05）〈認識跨性別〉，《臺灣醫學》19（3）：270-278。

丘愛芝（2015.05）〈性別人權與陰陽兒的醫療介入〉，《臺灣醫學》19（3）：279-284。

林雅慧、闕可欣、林育寧（2015.06）〈女性睡眠障礙臨床護理人員之工作壓力、焦慮探 
　　　討〉，《榮總護理》32（2）：154-165。

黃升苗、王功亮、載承杰、簡莉盈、陳萍和、賴政延（2015.7）〈女性癌症病患的生殖保 
　　　護與治療〉，《臺灣醫學》19（4）：413-420。

張佳婷、黃俊豪、吳淑靜（2015.08）〈以計劃行為理論探討女大學生未來使用棉條之行為 
　　　意圖：檢視性取向、性別氣質之調節作用〉，《臺灣公共衛生雜誌》34（4）： 
　　　424-436。

■  藝術

邱詩惠（2015.05）〈從宮崎駿作品之女性形象與日本女性地位之演變探討日本女警角色〉， 
　　　《警學叢刊》45（6）：99-143。

李宜樺（2015.07）〈畫家妻女的鄉愁與獨白：看郭柏川紀念館展演的兩代離散女性敘事〉， 
　　　《藝術評論》2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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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論文

■  性別與醫療國際研討會 2015.4.25-4.26

（主辦：陽明大學與中央研究院「新世代跨領域科學人才培育計畫─醫療史研究群的建構與
發展」子計畫、陽明大學性別研究學分學程；地點：國立陽明大學）

吳嘉苓，Choreographing risk: Fetal reduction in Taiwan.

謝新誼，Embodied responsibility of motherhood? Risk prevention of childhood.

Hyunsoo Hong，Focus group interviews on human genetic testing and gender issues in East  
　　　Asia.

蕭昭君，「為了生這個孩子，我甚至可以賭上一隻眼睛！」──糖尿病友在社會的性別處境 
　　　檢視。

鄭子薇，毒品成癮現象的醫療化與性別差異。

林稚雯、郭育呈，病了之後──多發性硬化症女性患者生病經驗與意義之敘事初探。

何宇軒，清代女性著作中有關養生議題的探討。

鄭宛鈞、楊仕哲，從「推婦人行年法」試析晉宋醫學中的臨產照護與時空關懷。

呂佩珊，「繡履」與「朝靴」──以《再生緣》、《筆生花》論女性彈詞的身體想像書寫。

李宜蓉，人工生殖法下的生育自由──由婚姻制度與生育子女之關聯出發。

陳　其，多元成家的修法現況及其界限：以人工生殖為中心。

齊汝萱，清代社會中的「女毉」──兼論醫療形式及其形象。

張桂梅，臺灣女性醫療的婆媳典範──連瑪玉女士與高仁愛醫師的醫療史。

王秀雲、蔡景仁、黃涵薇，當代臺灣醫學教育中同儕身體檢查的性別身體政治。

胡馨方，以醫護人員視角出發解構與建構同志友善醫療之內涵。

陳鈺萍，如你所願：哺乳母親產後護理之家中的身體實作。

趙久惠，抑欲致鬱──宋元明清醫者乳巖絕症診療觀。

郭淑珍、陳怡君，性別與非西醫的補充與另類療法使用：以乳癌病患為例。

張淑卿，從「看護婦」到「護士」與「護理師」：戰後臺灣護理專業的發展，1945-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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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婉嫻，香港護士專業化的進程與婦女地位的演變（1842-1941）。

趙　婧，民國上海的助產士與產科醫療之發展。

吳燕秋，戰後婦女與食品安全史初探（1945-1987）。

翁裕峰，性別化的食品安全衛生驗證制度。

成令方，醫療性別創新之分析──以臺灣中風研究為例。

施麗雯，Technological mothering: Taiwanese pregnant women and their fetuses.

張瑛姿，Beyond compromise and transgression: Negotiating and reinventing lesbian motherhood  
　　　via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in Taiwan.

Kyoko Mimura，Negotiation between Western gynaecology practice and East Asian tradition: An  
　　　analysis of Japanese gynaecological examination tables。

楊幸真，性別主流化在醫學大學實踐之個案探析。

游美惠，醫療人員的性別意識培力──課程內容與推動方式的一些思考。

劉亞蘭，「強制異性戀」如何可能：以醫療場域的女同志身體為例。

王儷靜，同志友善醫療之要素分析。

雷祥麟，Housewives as kitchen pharmacists: Dr. Zhuang Shuqi, gendered identity,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East Asia。

張永明、蔡金川，從甲骨文字學與《金匱要略》探討婦人妊娠、生育臟象。

周珮琪，由日治時期臺灣婦女雜誌中廣告觀察婦女生活漢方醫療文化。

林立婷，日治時期臺灣乳兒哺乳知識的組成：以母乳爭辯為例。

■  2015 性別、家庭與生涯學術研討會──翻轉家庭與職場失衡　2015.5.1

（主辦：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合辦：臺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指導單位：
淡江大學教育學院；地點：淡江大學校園。）

李沂蓁、郭瓈灩，國內大學生生涯猶豫現況與相關輔導策略。

涂耀丰、郭瓈灩，心理僵化新解──心理位移日記書寫。

徐維辰、宋鴻燕，「科學女孩怎麼辦？」微電影中的觀影者性別偏見與認知差異之研究。

周羿彤、宋鴻燕，「幸福花鑰」曼陀羅運用於網路諮商研究──單身想婚熟女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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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靜婷、郭瓈灩，罕見疾病患者母親之壓力源、心理健康與相關輔導策略。

董育君，從傅柯的《性史》分析同志婚姻──以伴侶盟及護家盟為例。

邱惟真，臺灣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成效初探：從再犯率進行探討。

■  「性／別二十年」 2015.5.16-17

（主辦：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合辦：科技部人文司、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臺灣聯大文
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臺灣聯大文化研究跨校碩博士學程、國
立中央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樓會議廳）

何春蕤，性別與情感治理：一個文明化的解讀。

甯應斌，晚明男色小說：邁向「中國派」的性思考。

郭曉飛，無聲無息的變遷：中國法視野下的變性人婚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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