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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雅各 

服務單位 國立臺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研究領域 性別、文化 

婦女史 

相關著作 

《臺灣婦女解放運動史》，臺北：巨流圖書公司，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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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醫療需要有性別觀點〉，《臺灣醫學》，14：5（2010），頁 560-564。 

成令方、江語喬，〈反思自己、看見多元—身心障礙的性別平等教材簡介〉，《性

別平等教育季刊》，49（2010），頁 31-35。 

成令方、張廷碩，〈這樣的身教與言教－一個實習醫學生的經驗〉，《性別平等

教育季刊》，43（2008），頁 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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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主義歷史的挑戰：概念和理論—二十年來英美女性歷史學者關注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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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和身體的醫療化：以女性的生產和男性的性無能為例〉，《臺灣醫療四百



年》，臺北：經典雜誌，2006，頁 22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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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在現代中國》〉，《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11（2003.12），頁 303-315。 

〈同志．臺灣：性公民、國族建構或公民社會〉，《女學學誌：婦女與性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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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文學評論》，5（2001.12），頁 123-70。（另收入何春甤編《同志文化與性

／別政治：第四屆四性論文集》，臺北：巨流，頁 193-228） 

〈父親中國母親（怪胎）臺灣？白先勇同志的家庭羅曼史與國族想像〉，《中外

文學》，30:2/350（2001.07），頁 106-23。 

〈建立同志「國」？ 朝向一個性異議政體的烏托邦想像〉，《臺灣社會研究季

刊》，40（2000.12），頁 103-52。 

〈建立同志「國」？朝向一個性異議政體的烏托邦想像〉，《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40（2000.12），頁 103-52 。  

〈臺灣同志運動的後殖民思考：論“現身”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0

（1998.06），頁 35-62。 

〈（白先勇同志的）女人、怪胎、國族：一個家庭羅曼史的連接〉，《中外文學》 

26:12（1998.05），頁 47-66。 

“Some Ethnic Gays Are Coming Home; or, The Trouble with Interraciality,” Textual 



Practice 11.2(Summer 1997), pp. 219-35. 

專書論文 

〈父なる中国、母（クィア）なる台湾？同志白先勇のファミリ・ロマンスと

国家想像〉，山口守譯、垂水千恵編，《クィア／酷児評論集『父なる中国、母

（クィア）なる台湾？』（ほか全七篇）》，台湾セクシュアル・マイノリティ

文学［4］クィア（東京：作品社，2009 年 3 月），頁 7-35。  

〈同志．臺灣：性公民、國族建構或公民社會〉，朱偉誠編，《批判的性政治：

台社性／別與同志讀本》，臺北：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8，頁 413-38。  

〈臺灣同志運動的後殖民思考：論「現身」問題〉，朱偉誠編，《批判的性政治：

台社性／別與同志讀本》，臺北：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8，頁 191-213。 

〈建立同志「國」？朝向一個性異議政體的烏托邦想像〉，徐進鈺、陳光興編，

《異議：台社思想讀本》，上冊，臺北：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8，頁 197-237。 

〈白先勇（同志）的女人、怪胎、國族：一個家庭羅曼史的連接〉，柯慶明等

編，《白先勇研究精選》，臺北：天下文化，2008，頁 145-200。 

〈國族寓言霸權下的同志國：當代臺灣文學中的同性戀與國家〉，邱貴芬、柳

書琴編，《臺灣文學與跨文化流動：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三期‧臺灣

號（2007）》，臺北：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頁 235-57。 

〈臺灣同志運動的後殖民思考：論「現身」問題〉，收入何春蕤編，《從酷兒空

間到教育空間》，臺北：麥田出版社，2000，頁 1-25。  

 

作者 衣若蘭 

服務單位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系副教授 

研究領域 中國女性史、明清社會文化史、中國史學史 

婦女史 

相關著作 

《史學與性別：《明史．列女傳》與明代女性史之建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

社，2011。 

《「三姑六婆」—明代婦女與社會的探索》，臺北：稻鄉出版社，2002。 

〈舊題萬斯同 416 卷本《明史》〈列女傳〉研析〉，《漢學研究》，28：1（2010.03），

頁 263-293。 

〈革命、女權與史學：《神州女子新史》論析〉，《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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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Women and Cultural Tradition in Hong Kong,” (婦女與香港文化傳統), Fanny M. 

Cheung, ed., EnGendering Hong Kong Society: A Gender Perspective of Women's 

Statu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作者 Robert J. ANTONY 

服務單位 澳門大學歷史學系教授 

研究領域 中國社會刑事及法律史、中國大眾文化史、世界比較史、海洋史 

婦女史 

相關著作 

“Women, Family, and Ch'ing Law: The Potential of Current Western Research,” 

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5(1997.08), pp. 175-189. 

 

 


	成露茜主編，《近代中國婦女史英文資料目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