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理｜高詩雯｜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收錄部分 2017 年 3 月書目）

2017 年 4 月～ 2017 年 9 月
婦女與性別研究出版書目

一、 專書

■  文學

合山究著；陳翀譯（2017.04）《《紅樓夢》新解：一部「性別認同障礙者」的烏托邦小說》，
　　　臺北：聯經出版。

Patrick Banon 著；周明佳譯（2017.05）《上帝創造性 ‧ 慾：聖經性別議題新解》，臺北：
　　　聯合文學。

■  歷史

上野千鶴子著；郭凡嘉譯（2017.04）《裙底下的劇場：人為什麼要穿內褲？一部日本社會　
　　　的性文明史》，臺北：聯合文學。

洪郁如著；吳佩珍、吳亦昕譯（2017.06）《近代臺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臺
　　　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人文社會  

小野一光著；李舜文譯（2017.03）《荒地之花：三一一地震災區的九個風俗女子》，臺北：
　　　沐風文化。

Amy Ellis Nutt 著；葉佳怡譯（2017.04）《變身妮可：不一樣又如何？跨性別女孩與她家庭
　　　的成長之路》，臺北：時報文化。 

張雅雲（2017.04）《田田進行曲：鄉村婦女翻轉性別平等》，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Mounira M. Charrad 著；李宗義譯（2017.05）《國家與女權：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與摩洛
　　　哥後殖民時期的建構》，臺北：五南。

戴伯芬主編（2017.05）《性別作為動詞──巷仔口社會學 2：性別如何形塑，又如何在行動
　　　中翻轉？》，臺北：大家出版社。

Roxane Gay 著；婁美蓮譯（2017.06）《不良女性主義的告白：我不完美、我混亂、我不怕
　　　被討厭，我擁抱女性主義》，臺北：木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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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文風著（2017.06）《謊言，假話，胡謅學：論美國宗教右派與臺灣反同基督徒》，臺北：
　　　臺灣好世協會。

張玉佩、邱佳心著（2017.07）《色情暴動：遊走於男性愛遊戲的同人迷群》，新竹：國立交
　　　通大學。

楊芳枝主編（2017.07）《邊緣主體：性別與身分認同政治》，臺南：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謝馬力著（2017.07）《女子翻轉》，臺北：大塊文化。

Sigmund Freud 著；孫中文編譯（2017.08）《性學三論》，臺北：華滋出版。

劉士永、王文基主編；廖恩琪、楊祐羽譯（2017.08）《東亞醫療史：殖民、性別與現代性》，
　　　臺北：聯經出版。

歐陽文風著（2017.08）《同志亦基督徒》，臺北：臺灣好世協會。

蕭郁溏著（2017.08）《性別力》，臺北：白象文化。

Arlie Hochschild著；張正霖譯（2017.09）《第二輪班：那些性別革命尚未完成的事》，臺北：群學。

何春蕤著（2017.09）《性別治理》，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藝術

池上英洋著；林佩瑾譯（2017.04）《情色美術史：解讀西洋名畫中的情與慾》，臺北：時報文化。

■  法律

賴偉文、黎博文著（2017.03）《我國女性夜間工作規範與實況之研究》，臺北：勞動部勞研所。

二、期刊論文

1. 專題論文

■  「女性與領導」，《性別平等教育季刊》（2017.03）78。

黃淑玲〈一位溫和改革者在女性主義團體的領導經驗〉，78：15-20。

黃長玲〈值日生與接力賽的領導經驗〉，78：21-26。

陳佩英〈為維護公共利益而領導——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之推動經驗〉，78：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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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蘭〈當女性成為領導者〉，78：32-37。

陳艷紅〈在父權的槍林彈雨中匍匐前進——女校長的生存法則〉，78：38-43。

TWeetHer〈汝聲〉，78：44-50。

陳佩英、謝小芩〈高等教育的女性領導——教育統計與 2005 年調查報告〉，78：51-57。

■  「2030 可持續發展目標與性別」，《婦研縱橫》（2017.04）106。

張琬琪〈性別平等與可持續發展目標〉，106：6-15。

張靜貞〈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下亞太地區婦女的經濟參與〉，106：16-19

陳羿谷〈從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第 8 項目標觀察女性經濟賦權趨勢〉，106： 20-25。

葉德蘭〈SDGs 與 CEDAW：性別平權主流化的雙軌推手〉，106：26-33。

編輯室〈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5：具體目標及監督指標〉，106：34-35。

■  「同性婚權」，《台灣法學雜誌》（2017.04）317。

宮文祥〈以實質正當程序論非憲法明文之基本權—以同性婚為例〉，317：85-99。

廖元豪〈宗教自由與同性婚姻—真的衝突或假的對立〉，317：100-107。

陳重陽〈宗教自由與同性婚姻相關議題之討論座談會與談稿〉，317：108-111。

紀和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思辨—法國經驗概述〉，317：112-118。

陳和慧〈同志成家無助於解脫輪迴行十善及守戒才能離苦得樂〉，317：119-122。

■  「想像不家庭」，《應用倫理評論》（2017.04）62。

卡維波〈同性婚姻不是同性戀婚姻：兼論傳統與個人主義化〉，62：5-35。 

賴麗芳〈性平治理與友善校園：兒少保護主義的含蓄政治〉，62：37-68。

王顥中〈性運 2.0：歷史與當下的雙向運動〉，62：69-83。

陳逸婷〈以「反恐同」來「反恐」：西方關於文明與援助的兩種矛盾〉，62：85-99。

郭彥伯〈超越破立修辭，回歸關鍵爭議——回應何思瑩〉，62：101-114。

洪凌〈愛的圈養：晚近臺灣社會「毛小孩主義」的興起〉，62：11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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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修同行，建築的雅典娜」，《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2017.04）86。

許麗玉〈建築的雅典娜〉，86：6-7。

Dana K. GULLING〈Women in Architecture: Same Cannot Mean Equal〉，86：32-35。

林嘉慧〈我從事的「建築師」這一行〉，86：36-38。

黃文誼〈「公─民」：當都市整體發展遇上個體權益〉，86：44-46。

林秀叡〈性別現身 UNESCO 世界遺產〉，86：47-51。

張小虹〈當代建築的陽性思維〉，86：54-55。

張榮哲〈陰不是陽的反面〉， 86：57-60。

■  「男性照顧者面面觀」，《性別平等教育季刊》（2017.06）79。

王行〈聽「家庭內男性照顧者」說故事〉，79：14-20。

劉昱慶〈男性照顧者說不出的心聲——從孝道與就業的雙重責任談支持性服務與勞動政策〉，
　　　79：21-28。

岳青儀、林文善〈男兒有累不輕談〉，79：29-33。

王育慧〈不單單是老公——他，一位男性助人者的第三十八年〉，79：34-46。

吳書昀〈少男做為家庭照顧者的初步關切：從兒童少年家庭照顧者現象談起〉，79：47-53。

SJY〈在照顧裡跳支舞，小小地〉，79：54-62。

愛迪〈母親是我與世界的唯一連結〉，79：63-68。

■  「非常規親密關係」，《女學學誌》（2017.06）40。

趙彥寧〈與之共老的酷兒情感倫理實作：老 T 搬家四探〉，40：5-52。

王維邦、陳美華〈非常規性實踐的性別化態度：男「性」特權、性別分工和婚家體制的角色〉，
　　　40：53-106。

胡郁盈〈從「現身」到「關係」：台灣性別社會變遷與女同志親子協商〉，40：107-149。

■  「同婚突圍」，《台灣法學雜誌》（2017.09）328。

林更盛〈釋字第 748 號解釋在方法論上的批判－大法官、大躍進〉，328：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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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瑀如〈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出爐之後的立法因應〉，328：49-57。

顏厥安〈後釋義學的法釋義學？－由釋字 748 談起〉，328：58-66。

鄧學仁〈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之檢討與課題〉，328：67-71。

許育典〈釋字第 748 號解釋後同性婚姻的修法方向：民主與法治的憲法價值衡量〉，328：72-80。

■  「科學學習與性別景觀」，《性別平等教育季刊》（2017.09）80。

劉淑雯、楊書婷、林昕穎〈STEM GIRL：鼓勵女孩參與 STEM 領域的繪本介紹與討論〉，
　　　80：15-23。

邱美虹〈國際 PISA 調查中男女學生表現之評比〉，80：24-34。

張一知〈近年參與奧林匹亞化學競賽的性別觀察〉，80：35-38。

許芮平〈機械走到流行科系的性別遊記〉，80：39-42。

祭仇〈私立高職理工科教學現場的性別互動〉，80：43-46。

楊凱評〈從求學到求職：物理女孩的性別刻板印象威脅經驗〉，80：47-51。

謝小芩〈從量變邁向質變─科技領域的性別研究〉，80：52-59。

洪文玲〈科技部性別與科技計畫 10 年回顧〉，80：60-66。

2. 一般論文

■  文學

李惠儀（2017.06）〈懷舊與抗爭：獨立、自由、性別書寫與陳寅恪詩文〉，《中國現代文學》
　　　31：31-58。

陳美瑤 （2017.06）〈女性ハードボイルド小説における性と暴力——桐野夏生『OUT』を中心
　　　に〉，《臺大日本語文研究》33：1-27。

蔡知臻（2017.06）〈同志悲歌及其純愛：論邱妙津《鱷魚手記》、《蒙馬特遺書》的動物意象、
　　　性別政治與情感象徵〉，《臺中教育大學學報》31（1）：43-57。

■  社會

陳芬苓（2017.03）〈CEDAW 對臺灣性別政策的影響〉，《社區發展季刊》157：25-31。

劉曉春（2017.03）〈揉進社會性別觀點的婦女服務方案歷程與反思〉，《民生論叢》13：　
　　　10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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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柔（2017.04）〈女性主義治療應用於女力時代的崛起〉，《諮商與輔導》376：30-36。

李冠霈（2017.04）〈斷裂飲食：談父權資本主義下之飲食文化與母職想像〉，《婦研縱橫》
　　　106：52-59。

邱珍琬（2017.04）〈母女對話：代間女性對於身為女性與對婚姻的觀點〉，《婦研縱橫》 
　　　106：60-73。

彭渰雯（2017.04）〈從性別高峰會看各國推動科研領域之性別平等〉，《婦研縱橫》106：82-87。

魏偉（2017.04）〈家本位傳統和中國特色同志運動〉，《婦研縱橫》106：74-81。

廖于玄（2017.05）〈以正向觀點探討女性負向身體自我意象〉，《諮商與輔導》377：39-42、61。

蔡秉忻（2017.05）〈雙性戀者如何在諮商中被看見？——反思臺灣多元性別諮商專業現況〉， 
　　　《諮商與輔導》377：10-13。

林文玲（2017.06）〈從田野到視野：跨性別／肉身的體現、重置與挑戰〉，《臺灣人類學刊》 
　　　15（1）：53-102。

高雅寧（2017.06）〈末婆、嬤嬤、娘娘與我：反思壯族儀式研究的田野經驗與知識生產〉， 
　　　《臺灣人類學刊》15（1）：1-51。

張源泉（2017.06）〈熬煉成為女教授的遙迢長路：德國女性學術人員生涯發展之管漏現象探 
　　　析〉，《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13（2）：103-139。

郭令筑、徐元民（2017.06）〈臺灣酒促小姐之質性研究：以自我敍說為中心〉，《身體文化 
　　　學報》 24：153-180。

陳巧雲、柯政宏、游家權（2017.06）〈社會排斥對暴力與非暴力男性青少年之影響〉，《青 
　　　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9（1）：1-48。

劉千嘉、章英華（2017.06）〈地區婚姻市場內的擠壓：論原漢通婚對原住民族男性單身機率 
　　　之影響〉，《臺灣社會學刊》 61：95-134。

■  法律

楊錦青（2017.03）〈「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對於我國法令建置之影響〉，《社區 
　　　發展季刊》157：11-24。

劉宏恩（2017.05）〈民法親屬編規定「使同性別二人間不能成立法律上婚姻關係」違憲疑義 
　　　解釋案鑑定意見書〉，《月旦法學》264：111-122。

吳啟安（2017.06）〈跟蹤騷擾案件執法現況探討〉，《警察通識叢刊》7：65-75。

■  教育

張如慧（2017.04）〈運用繪本融入國中小族群及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之協同行動研究〉，《師 
　　　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10（1）：4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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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莉玲（2017.04）〈從職場性別倫理談性別教學〉，《育達科大學報》44：137-150。

趙淑美（2017.04）〈軍校生所認知的「性別平等」〉，《空軍軍官》193：3-16。

■  歷史

王雅玄、蔣淑如（2017.04）〈書寫歷史——教科書中性別化國族主義的批判分析〉，《教 
　　　科書研究》10（1）：101-136。

金仕起（2017.05）〈中國傳統醫籍中的乳癰、性別與經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47：1-74。

■  醫學

傅中玲、莊凱迪、王署君（2017.03）〈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生執業狀況調查〉，《臺灣醫學》 
　　　21（2）：155-165。

吳思萱（2017.04）〈呼叫助產士：從臺灣醫療使用者角度探看助產士接生〉，《婦研縱橫》 
　　　106：36-51。

林晏如、梁景洋、陳俊志（2017.04）〈性別差異在宗教信仰與健康生活品質關聯性之研 
　　　究〉，《臺灣公共衛生雜誌》36（2）：123-136。

許嘉甫（2017.04）〈不同性別與年齡層在運動階段與知覺運動障礙之研究：以臺南市樂 
　　　齡中心中高齡者為例〉，《嘉大體育健康休閒》16（1）：109-120。

葉明叡、吳建昌（2017.06）〈「男性間性行為者」捐血禁令之公共衛生倫理分析〉，《臺 
　　　灣公共衛生雜誌》36（3）：215-228。

蔡妍妮（2017.06）〈女性學員之認知學習模式與活躍老化之相關研究〉，《華醫學報》 
　　　46：80-107。

■  藝術

簡瑛瑛、柯沛吟（2017.04）〈性別與科技：臺灣女性數位藝術家論壇〉，《婦研縱橫》 
　　　106：88-95。

吳佩珊（2017.06）〈她方的記憶——側談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與用具展〉，《臺灣工 
　　　藝》65：58-61。

鄭芳婷（2017.06）〈酷兒感官書寫：徐堰鈴《踏青去》（2015）的戲劇策略〉，《女學學誌》 
　　　40：15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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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唯珍、劉燕怡（2017.07）〈南部女性銀髮族於服裝色彩、布料種類、布料圖案之喜好研究〉， 
　　　《紡織綜合研究期刊》27（3）：37-45。

詹慧珊、朱惠英、蔡宜萱、林容慧（2017.07）〈新古典主義時期女性髮型與化妝之研究〉， 
　　　《美容科技學刊》14（1）：9-24。

■  體育

姜穎（2017.03）〈2014 巴西世界盃臺灣平面媒體的女性再現與性別意涵〉，《體育學報》 
　　　50（1）：95-111。

黃貽佩（2017.04）〈性別與運動工作坊紀實〉，《婦研縱橫》106：96-105。

姚淑芬、李加耀（2017.06）〈愛「棒球」什麼：職棒兄弟象女球迷看球經驗之研究〉，《身 
　　　體文化學報》24：47-77。

張博涵、黃長福、李佳美、劉錦璋、柯柏任（2017.06）〈大專女性足球及籃球員側向跨步切 
　　　入對下肢生物力學分析〉，《運動表現期刊》4（1）：53-62。

郭憲偉、郭金芳（2017.06）〈論懷孕女性職業技藝展演者的體認與策略〉，《運動文化研究》 
　　　30：33-53。

譚躍、蕭蘋（2017.07）〈男性氣概和運動：運動員模特兒在男性生活時尚雜誌廣告中的形象 
　　　分析〉，《傳播研究與實踐》7（2）：179-201。

三、會議論文

■  2017「臺灣研究在東亞」學術研討會：性別與國族的臺灣 2017.4.14

（主辦：國立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韓國外國語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地點：國
立中興大學）

申東順，解讀鈕承澤導演的「軍中樂園」。

李淑君，政治的記憶與記憶的政治：白色恐怖紀錄片中的女性身影與記憶政治。

林大根，韓國人心目中的臺灣。

金順珍，韓江和李昂的小說比較。

高嘉勵，沼澤型臺灣：王幼華《騷動的島》中的物件展示與中性敍事。

陳國偉，現代之愛、怪物身體與瓊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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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筱筠，跨國勞動中的愛情與性別：談臺灣紀錄片《T 婆工廠》。

黃善美，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的朝鮮認識。

楊翠，少數說話：排灣族女作家利格阿樂‧阿烏與圖博女作家茨仁‧唯色的歷史敘寫。

■  2017 女性文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 2017.6.15-6.16

（主辦：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地點：淡江大學）

王翠菊，論〈鏡花緣〉對婦女出路的探索。

王學玲，從「金釵問字」到「桂苑講仙」：重探陳文述與碧城仙館女弟子。

李李，由《聊齋．商三官》看蒲松齡心目中的女性典範。

李桂芳，穿越時間鏡像的女人：論楊德昌《海灘的一天》的女性意識與文化徵候。

林盈鈞，人海燈雜誌中的女性書寫～ 1949 年為限。

林淑貞，眾鬼喧嘩：胡金銓《山中傳奇》女鬼形象論詮。

林菁菁，詩經中的女性史事書寫——以鄭玄的箋釋為例。

林黛嫚，新世紀以降小說家的女性書寫初探——以平路《黑水》及蕭颯《逆光的臺北》為討 
　　　論中心。

徐秀慧，丁玲憶故人——追憶、反思與成長。

張凱特，情欲與禮教：明代公案集中女性對禮教的依違。

張瑋儀，空間移動與內在對話——女性旅遊散文的自我治療。

郭璉謙，潘金蓮的隱情——試析秋翁〈潘金蓮的出走〉及紫虹〈李綺年潘金蓮單刀會〉。

陳秀美，從「文本再製」論李娃「女性」形象的價值兌現。

黃文倩，兩種「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感覺結構——以陳若曦及蔡翔的早期文 
　　　學為例。

黃麗卿，論《聊齋志異》悍婦書寫的意義。

楊宗翰，當代女詩人創作中之情慾呈現。

楊雅儒，以佛理越愛之慾／獄，取古題建前世／今生系譜——論施叔青《度越》的愛情與修行。

謝靜國，畢飛宇小說中的女性。

顏訥，空間的內訓：唐宋詞家屋空間的寓居與禁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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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屆臺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性別 ‧（後）解嚴？——臺灣語言、文學、文化

與性別政治」2017.9.8-9.9

（主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王鈺婷，臺灣女性文學傳統之傳承與轉化：論臺港《純文學》林海音主編「近代中國作家與 
　　　作品」專欄及其發表作品之意義。

姜學豪，將「同志」酷兒化：二十一世紀的華語語系重建。

紀大偉，後現代小說的身心健全主義。

梁慕靈，論解嚴後江文瑜詩作中女性意識的轉變。

許維賢，同志潛影與早期華語語系明星：以白雲為例。

陳佩甄，共產黨與同性戀：戰後初期臺韓社會中的他者們。

曾秀萍，臺語女同志電影的（不）含蓄美學與策略。

黃美娥，戰後臺灣通俗小說史的再考掘——吳漫沙 1950 年代的女性書寫。     

解昆樺，異變與原型：陳克華《我撿到一顆頭顱》、《與孤獨無盡遊戲》、《欠砍頭詩》中 
　　　身體詩畫文本之互文性。

劉亮雅，重新銜接臺灣戰前與戰後：郭強生《惑鄉之人》中的臺灣歷史想像。

劉靈均，《世紀末少年愛讀本》材源考：翻譯家．編輯者．小說家吳繼文與須永朝彥。

■  2017 臺灣女性學學會年度研討會—從外太空到內子宮 2017.9.23
（主辦：臺灣女性學學會；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于政民，台灣跨性別醫療評估中的關係與自主。

王兆慶、王舒芸，托育公共化的政治動力。

王采薇，代理代課或兼課：是性別議題。

王曉丹，我們可以從房思琪學到什麼？強暴、自我、主體與法律。

王譽潔，試從李昂《看得見的鬼》探究女性「身體」、「空間」之異質性。

白爾雅，女同志家庭研究方法探討：伴侶與個人二階段訪談法。

吳宜霏、廖珮如，拳拳到肉：肉身化女權的青少女培力計畫。

吳靜如、許淳淮，家務國際移工與照顧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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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雯，性別平等「公私分明？」：大學生親密關係互動中的性別（平等？）實作。

李雪菱，「保守」的家，「開放」的性？「無欲」的性？—反思「親職性教育」的性別差異。

沈秀華，親密關係的轉變與性別運動在台灣。

沈夢睿，中國媒體建構剩女形象下的主體性研究。

林高賢、林立、黃囇莉，新世代男性性傾向少數者之自我認同歷程。

林實芳，桃花爛漫始抬眸：台灣同性婚姻合法化運動。

姜貞吟，越南新移民女性微型創業與社會再生產之間。

洪識舒、趙淑珠，雙重身分：非異性戀女性在異性戀婚姻中之困境與抉擇。

張君玫，解構性別：跨界與結盟。

張綾、巫欣真、魏妘珊、王大維，大學生分手暴力傾向及其與親密關係溝通模式之相關研究。

程志媛，論呂碧城詞學創作觀與主體定位及性別認同。

潘莉敏，女性音樂家的形象與再現。

蕭靖融，身障者的情慾腳本—以手天使的服務對象為例。

賴怡靜，同志生養下的母女關係—試論《日常對話》中的性別、家庭、階級及相關社會議題。

鍾道詮，女同志性別角色與性愛實踐的量性探究。

魏若庭，建構醫學教育的性別友善環境—以醫學生使用者經驗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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