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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杰 體用觀念來源之爭議考 

劉百里 瓦舍文化在宋代社會中的歷史意義──以北宋開封瓦舍為 

    主軸的討論 

李沐恩 朱子語類所見王安石形象 

李孟衡 從上海看一九四八年的中國幣制改革──以《申報》為考察 

中心 

鄭宏興 國民黨政治菁英與解嚴以前臺灣的政治轉型（1950-1988） 

 

99學年度學位論文彙目（2010.8-2011.7）                     （依作者姓氏筆劃序） 

博士論文 

陳思宇 冷戰、國家建設與治理技術的轉變──戰後臺灣宏觀經濟治理體制的形成 

（1949-1973） 

黃裕元 日治時期臺灣唱片流行歌之研究──兼論一九三○年代流行文化與社會 

賴玉玲 國家與邊區社會的治理──以中北部臺灣金廣福、廣泰成墾號為考察中心 

（1834-1920） 

碩士論文 

石秀英 民國時期內蒙古教育政策中的國家意識 

朱祐鋐 清代杭州的火災、火政與社會生活（1644-1861） 

艾立德 晚清民族主義中的省籍意識──以新知識分子關於湘、粵的論述為例 

吳挺誌 北宋中後期的文臣統兵：以陝西沿邊五路經略安撫使為例(1038-1100） 

邱建智 漢魏南北朝墓誌的起源與發展 

范珮芝 抗戰之際的救亡思想：戰國策派的文化改造主張 

徐乃義 荀子思想中的「知慮」問題 

高震寰 漢代地方大姓與政府的依存關係──以成陽仲氏為例 

陳姵琁 東漢的三輔士人 

陳昶安 東北流通券──戰後區域性的貨幣措施（1945-1948） 

傅 揚 從喪亂到太平──隋朝的歷史記憶與意識形態 

楊月惠 試論十八世紀的「世界觀」──以伏爾泰《風俗論》為例 

蔡耀緯 雖非真而近於真矣：庚子年武昌假光緒案鉤沉 

黎康翰 法西斯主義、反理性主義與中國三○年代的思潮 

羅貫倫 閻錫山參加北伐的決策歷程──從保境安民到出師討奉（1926-1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