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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參加之學術會議﹐是「第十五屆中國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五屆戚繼

光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為每兩年舉辦一次的大型年

會，亦是全球各地明代研究者踴躍參與的學術盛會。本屆會議延續過去兼具

學術研討與史蹟考察的傳統，於2013年8月19日至21日在山東蓬萊召開，會議

分「政治、思想、人物」、「經濟與社會」、「地方史專題」、「軍事史與戚繼光

研究」等四組，與會包括中、港、澳、臺、日、韓等地學者共135人，發表文

章124篇。會議主題除了廣泛涉及明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族等問題

之外，同時也針對明代文武全才的將領戚繼光作多面向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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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 目的 

此次參加之學術會議，是第十五屆「中國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是全球各地

明代研究學者們踴躍參與的學術盛會。特別是自 1985 年於黃山召開第一次會議

後，這個每兩年舉辦一次的大型年會，已為明史學界的年度盛事，更成為國際間

明史研究者重要的交流場域，也間接促成無數的國際合作計畫。以上屆會議為例，

2011 年 7 月於浙江溫州文成縣舉辦時，適逢明初名臣劉基誕辰 700 周年，文成是

劉基故里，就有多達兩百位的成員出席並宣讀論文，會後亦集結成書正式出版。 

本次在山東省蓬萊市舉行為期四天的國際學術會議，係由「中國明史學會(The 

Chinese Society on Ming Dynasty History)」所促成﹐其目的是提供並鼓勵來

自各界明史學者，能於此會面並交流意見，激盪出互為尊重的對話，之後將形成

一個交流網絡，加強業務協作，推進明史研究，進而展開跨領域的多元文化交流

與合作。這一屆的會議主題除了廣泛涉及明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族等

問題之外，也因為蓬萊是明代名將戚繼光的家鄉，所以同時特地舉辦「第五屆戚

繼光國際學術研討會」，針對明代文武全才的將領戚繼光作多面向的探討，這也成

為這次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一大亮點。 

為了響應參加此次國際學術盛會，臺灣明史研究群特別集結各校學者，由臺灣

的「中國明代研究學會」理事長邱仲麟教授發起，本人擔任秘書長，並與東吳大

學徐泓、香港中文大學邱澎生、中研院近史所巫仁恕教授等組成考察團體（成員

另有臺北大學、清華大學、暨南國際大學、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化大學等多名

學者）共同赴會，並籌組歷史文物考察團，決議會後前往山東、河北地區進行文

化資產考察，相關支出費用由成員自理。 

透過本次會議，我們展現了臺灣明史學術界的最新研究動向，攜帶甫獲得國科

會人文科學研究中心通過的核心刊物(THCI Core)《明代研究》，與諸多學者、機

構交換最新研究出版成果，達成能見度與宣傳目的，並討論往後合作舉行學術研

討會的可能性，期能提高學術水平，互有收穫，結識新學友，共同推動明史的深

入研究。主辦單位也宣布，本次會議亦將徵選審查若干論文，計畫在會後出版研

討會論文集。 

二、 過程 

本次出國行程分為兩階段，8月 17 日至 21 日參加學術會議與大會安排學術活

動；8月 22 日至 28 日為歷史文物考察團山東河北田野調查考察活動。第一階段由

中國明史學會(The Chinese Society on Ming Dynasty History)主辦，與會人數

達 135 人，臺灣與會人員合計 20 人。第二階段除上述會議人員自由參加，臺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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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團成員共計有 17 人。以下簡述出國期間行程。 

（一）學術會議過程 

8 月 17 日，為大會規定與會人員報到日。地點為山東蓬萊市，若從國內搭航

空班機前往，須先到山東煙台或是青島等地，再轉藉由陸路方式等交通工具，方

能抵達目的地，所以交通上並非順捷。然而在古代的山東登州蓬萊地區，是明代

軍事防禦重地，亦是彼時對遼東、朝鮮的交通樞紐，所以率領臺灣學者與會的邱

仲麟教授，在應邀開幕致辭中提到此地有三好：其一風景好，歷代文人雅士留下

許多記錄；其二位置好，分隔黃海與渤海，是元明時期的海運重心；其三人物好，

孕育出明代軍事專家戚繼光，曾轉戰南北，很少有一個將領有如此豐富的生命歷

程，同時還有一套軍事理論，產生極大的軍事作用。 

 8 月 18 至 19 日進行會議各項議程，如附錄一，8月 21 日。赴長島考察及閉

幕。大會安排四個主題，第一組為「政治、思想、人物」、第二組「經濟與社會」、

第三組「地方史專題」、第四組「軍事史與戚繼光研究」。筆者報告題目為「明代

浙江總捕都司與防礦兵力小考」，大會安排於第四組發表。 

進一步將相關會議內容與學術交流內容敘述於下： 

1、大會主題報告與發言 

本次會議分為主題發言以及各組會議討論，除了大會主題報告外，各分組會

議均為同時舉行。會議各篇論文內容豐富，參與研討學者眾多，涉及諸多層面，

較另人印象深刻的論文有以下諸篇：例如中國明史學會理事長、社科院歷史所商

傳教授在主題報告中指出，明末曾有過人文主義思潮，但晚明又是缺乏人文精神

的時代，到處充滿著對立與矛盾。晚明雖有人文主義，但真的要讓人文精神發展，

要有強而有力的推動，可惜晚明不具備此一條件。河南大學牛健強教授討論地方

先賢祭祀的展開與明代祭祠權力的基層滲透，探究國家在地方社會的教化作用，

回溯先賢與國家社會的發展關係。華中師範大學吳琦教授針對晚明鄉宦的文化裝

扮及其自我認同研究，指出野服有一種解釋是為農夫之服，但鄉宦的野服有所更

改，超過了農耕的實用性，鄉宦以野服示人，雖然部分是出自舒適的需要，可是

這種扮相實際上也朝向出世的方向轉換，成為民眾效法對象，所以野服躬耕傳遞

了士人的社會選擇與社會感受。 

中研院近史所巫仁恕教授分析了明清之際江南城鎮士民的逃難經驗，主要是

談城居士人如何在戰爭時逃到下級城市或鄉村。在戰爭中，婦女被掠奪最多，南

京、蘇州為二大人肉市場，這些婦女出現二種極端，一種是悲哀淒慘，另一種是

極度媚清，因為覺得丈夫太窮，寧可與清將軍士一起生活。日本關西大學松浦章

教授〈明代的登萊海運與沿海航運〉揭示明代海運的南進，闡釋行政性的政治權

力如何被經濟規律與百姓實際生活所影響。韓國江原大學的元廷植教授分析明代

福建新縣和地區文化變化，指出新開發地區如何透過行政手段及教育手段進行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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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東吳大學徐泓教授研究明代廣東的築城運動，指出廣東和福建雖然同屬華南，

但在築城的發展上很不一樣，福建築城以地方社會與地方政府合作，廣東則有大

量軍隊衛所的參與。築城址因防衛的關係，多在山上與水邊。經費方面，官員捐

俸，號召地方士紳富民捐輸，是最常見的方法，或者分攤至土地稅或人丁稅，廣

東也有些地方以軍民合作來解決築城經費問題。 

中國社科院歷史所阿風教授針對明代徽州人的訴訟書證，提出過去文書有公

籍與私籍兩大類，一旦進入訴訟書證，均可作為提交政府衙門時的重要證據。其

中公籍包括土地冊（黃冊、魚麟圖冊）、賦役全書，私籍則可公籍化（例如族譜送

入縣衙押印）。文化大學連啟元先生從司法角度討論禁殺牛隻的問題，雖然明代法

律禁止宰殺牛隻，對私宰、誤宰乃至蓄意宰殺有其規定，但明中期以後禁殺牛隻

禁令漸馳，只嚴格管理宰殺耕牛。此外，牛角、牛筋、牛皮、牛骨，有課稅的問

題，往往因為誣告私宰，而產生刑罰問題。香港中文大學邱澎生教授則就明清士

人與官員的法律知識展開論述，認為宋元明清以來，法家的字義是非常有趣的，

有時指法家，有時指法官或懂法律知識的人。讀法律的人不只背法條，而要有仁

慈、哀矜之情，治律令如試人治本經，是今日應該多加重新理解與認識之處。 

2、軍事史專題的研究討論 

「軍事史與戚繼光研究」可說是本次會議召開的焦點，多篇文章均從軍事制

度發展、戚軍光的人際關係、軍事貢獻及其對山東地區發展的影響進行討論。如

范中義教授提到，在軍事建設思想與作戰思想，俞大猷與戚繼光各有所長，表現

在練兵、選兵、編伍、配備武器以及選將，終而形成有系統的軍隊建設理論。又

如張學亮、張鳳林、盧岩等研究亦提及戚家軍的形成，由於明代中後期軍事制度

出現嚴重弊端，中央軍隊缺伍情況嚴重，作戰難有成效，戰鬥精神持續退化，所

以戚繼光大力改革軍隊軍紀以治軍。而戚繼光的軍事理念與著作也影響甚钜，例

如劉鳳鳴根據朝鮮史料，分析了《紀效新書》傳入朝鮮的時代背景及其影響。何

歌勁分析李騰芳奏疏中的戚繼光練兵法，論證戚繼光兵學在明末的影響。戚繼光

所帶領的軍兵，主要多為來自浙江山區的義烏子弟。龔劍鋒、高文龍、張金龍等

人的研究均指出義烏籍軍事將領的重要與貢獻，並爬梳不少義烏兵的相關史料與

史實。此外，筆者的研究指出，義烏兵的起源是專為防禦礦徒而組織的民兵，而

浙江「總捕都司」是專為防禦浙江礦徒出沒而設的軍事鎮戍職官，隨著礦徒倡亂

事件減少，為減輕地方兵餉財政負擔，於是總捕都司改為總捕守備。 

晚明軍事防禦體系的演變討論也相當熱烈，如廣州暨南大學湯開健教授研究

明季天主教徒韓霖的《守圉全書》，他比較了目前留存各地的版本後，指出本書是

專為守城而寫的兵書，其編書有明確傳播西學的取向。中社科院歷史所的趙現海

先生論述西北地區的巡撫系統政治利益，以及與榆林明長城立體防禦體系的構建

關係，文中說明正統以後蒙古開始進入河套，向南進入榆林地區，明遂建長城、

修邊牆。修築邊牆後，與堡連結起來，利用邊牆來阻隔蒙古軍隊，如蒙古軍隊進

入，則由營堡奇兵連合部隊作戰，故為一動態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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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歷經兩天半的大會主題報告、分組會議討論後，再由各組推舉一位代表，

上臺進行小組總結發言，彙報各組各自討論的情況，最後在主辦單位代表與學者

的致詞下，本次會議正式結束。 

3、大會安排的考察活動（8月 21 日） 

開會期間，在主辦單位的安排與邀請下，與會學者參觀了蓬萊閣、戚繼光故

里、備倭都司府等歷史古蹟，以及蓬萊古船博物館、登州博物館等文化景區，這

些考察地點均在蓬萊水城及蓬萊閣附近。蓬萊水城始自北宋時期即修建寨城，至

明初則在原有基礎上建起了碼頭、土城牆、炮臺等建築，擴大城防規模，戚繼光

就曾在此操練水軍；而蓬萊閣則是號稱中國四大名樓之一，諸多官員、文人雅士

在此題字駐足，現均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其中，筆者最感興趣的考察地點是備倭都司府。所謂的備倭都司，是明朝初

年，為了節制山東沿海海防力量，於是在山東設置備倭都司，以抗擊倭寇，備倭

都司府即為其長官行署。由於筆者本次會議發表的論文〈明代浙江總捕都司與防

礦兵力小考〉，同樣是在探索明代軍事「都司」的活動演變，所以參觀山東備倭都

司府地區，聽取導覽人員的解說，閱讀相關的文獻資料，深刻感到啟迪，並較能

理解其設置時間、海防地理形勢、前後職掌變化等關鍵問題。例如山東備倭都司

的地位在明代中後期呈下降的趨勢，職能已轉為武官升遷的一個中轉站，相較之

下，筆者所探討的浙江總捕都司職能地位也有明顯的轉變。毋庸置疑，透過實際

的考察，不僅能讓人深刻感受登州地區這個軍事古城在海防軍事上的重要性，還

可跳脫史料的侷限，具體認識明代海防規劃體系及其效益，亦是參與此次會議的

一大收穫。 

正式會議結束後，主辦單位亦邀請學者前往蓬萊碼頭對岸的長島參訪。蓬萊

與長島之間隔著廟島海峽，長島北邊則是渤海海峽，自古即是山東海路前往遼東

半島首經之地，漁民亦多集中在長島附近進行捕魚作業。可想而知，在晚明時期，

這裡的國防軍事地位格外重要，這些島嶼更是海防門戶，名將毛文龍即是由此領

兵前往援遼作戰，而毛文龍的遼東舊部孔有德，亦是從長島登陸到山東登州，最

終擊潰明軍。可惜的是，長島當地並未留下太多明清之際的文化資產，我們參觀

的九丈崖、月牙灣、望夫石等三處，大多是已風化的石崖嶕岸、灘地，目前僅能

從奇特造型與自然美景之中，憑空想像過往的歷史足跡。 

（二）山東、河北地區的田野考察活動 

自 8月 22 日至 28 日止，歷史文物考察團山東河北田野調查考察活動。每日考察

地點簡列如下： 

8 月 22 日  蓬萊、龍口、萊州市、平度市 

8 月 23 日  青州、濟南 

8 月 24 日  濟南、德州 

8 月 25 日  景縣、滄州、趙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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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 日  正定、石家莊 

8 月 27 日  定州、曲陽、易縣、定興 

8 月 28 日  返程，自北京出發。 

此次文化資產田

野考察活動其用意有

二：其一，筆者身為學

會秘書長，協助籌辦規

劃田野考察活動行

程，理應全程參與，責

無旁貸；其二，筆者的

國科會計畫「明清山東

採礦調查與封禁議

論」，即將進行結案報告，對於山東青州等地的考察活動，當有助於計畫的執行與

完成結案工作。此外，為求考察的深度與效益，學會特地邀請北京大學歷史學系

副教授李新峰先生陪行參訪，並討論出適當的參訪動線，以及聯繫找尋住宿地點。

(關於學會成員考察行程的行程動線，請參考以上行程示意圖。) 

8 月 22 日考察蓬萊、龍口、萊州市、平度市。離開蓬萊的第一站是到萊州市

龍口黃城鎮，參觀清代中後期相當顯赫的丁百萬故宅。丁氏故宅建於清代雍正年

間，家族鼎盛時期曾建造豪華宅第達 3,000 餘間，現雖僅存 243 間古建築，卻兼

具京城府第與膠東民居的神韻。同樣在萊州地區，距市郊東南方的雲峰山上有歷

代刻石 30 餘處，其中尤以〈鄭州公下碑〉等北魏鄭道昭刻石而馳名中外，南宋鄭

明誠、清代包世臣與近代的康有為均相當推崇此為書法名碑。平度與萊州車程較

近，因此 22 日下午來到平度市天柱山參觀北魏天柱山下碑，並到平度市博物館、

舊城區與東門外千佛閣參訪。由於李新峰先生是平度人，亦與平度市博物館館長

崔傳富先生熟識，透過介紹，崔館長招待學會成員觀賞當地的書法名作，並希望

今後能與臺灣書法界多交流。 

8 月 23 日青州、濟南的考察。從平度出發，向西前行約三小時即到青州市。

青州在明代曾是藩王分封之地，當地還留下許多衡王府的遺跡。在清代，官方有

鑒於青州地理位置的重要性，特地修築滿城，留有八旗軍隊駐防。筆者之所以鍾

情於青州地區的考察，是由於明清時期的青州地區山產資源豐富，但也發生多起

礦徒事件，有著特殊的地域文化。青州市博物館館藏文物達四萬餘件，參觀了青

州市博物館後，可以深入了解青州地區濃厚的歷史底蘊，特別是青州市博物館不

收門票，只要攜帶有效證件即可入館參觀，而堪稱鎮館之寶的萬曆年間趙秉忠狀

元卷，更是明代科舉文化研究的重點對象。 

在山東省會濟南，學會成員們則是參訪曾被乾隆皇帝冊封過的「天下第一泉」

─趵突泉。趵突泉位於濟南市中心，面積 10.5 公頃，是以泉水為主的文化名園。

在明清時期，趵突泉以及大明湖內的庭園一直是山東地方官吏招待賓客的地方，

據筆者研究，因為就位於官署附近，所以康熙末年當欽差專員陸師拜會山東巡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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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李樹德時，曾題詩云：「中丞開府傍泉亭，繡斧牙旗何綽約。」李樹德還在衙

署旁的名勝景點珍珠泉設宴款待，賓主盡興，「更寬禮數恣歡謔」。明清濟南名泉

可謂山東另類官場文化的展示平台。 

8 月 24 日，學會成員來到山東聊城，登上始建於明初洪武七年的光岳樓。光

岳樓建造與明初的築城運動息息相關，原因是當時東昌衛指揮僉事陳鏞為了軍事

上的需要，主持將土城改築為磚城，而光岳樓即為利用築城餘料，作為窺敵遠望

之用。光岳樓的型式為四重檐歇山十字脊過街式樓閣，部分沿襲宋元樓閣遺制，

通高 33 公尺，是中國最古老、最高大的樓閣之一，亦是明初建築的重要遺物。在

聊城另一處重要的明清文物建築是山陝會館，俗稱關帝廟，由於聊城位於古運河

旁，於是山西、陝西商人在此集資合建一處神廟與會館相結合的古建築群。據相

關碑文記載，山陝會館於清乾隆八年始建，歷經四年主體工程竣工，至嘉慶十四

年方具現今之規模，其正門兩側的門柱楹聯頗具雄心：「本是豪傑所為，只此心無

愧聖賢，洵足配東國夫子；何必仙佛功德，惟其氣充塞天地，早已成西方至人。」 

在山東地區最後一個考察地點是德州的蘇祿王墓。古蘇祿國位於今菲律賓蘇

祿群島上，明代永樂十五年蘇祿國王率領大批官員入中國朝貢，然在回程途中，

東王染病辭世，永樂帝得知後下令擇地厚葬，即此蘇祿王墓，除了東王墓外，還

有王妃、王子墓、祠廟、御碑亭、牌坊、清真寺拜堂等古建築群。而《明太宗實

錄》在永樂十五年八月甲申朔條亦記：「權蘇東國巴都葛叭答剌，權蘇祿西國麻哈

剌吒葛剌麻丁，故權蘇祿峒者之妻叭都葛巴剌卜，各率其屬及隨從頭目凡三百四

十餘人，奉金縷表來朝貢，且獻珍珠寶石玳瑁等物，賜予視滿剌加國王。」通過

這次實地田野考察，對於明初外交研究與明史教學有很大的助益。 

8 月 25 及 26 日，兩天均停留在河北正定市，主要考察的是位於正定市內的隆

興寺、開元寺、廣惠寺、文廟等多處文物單位，以及到曲陽市參觀北嶽廟。正定

市的寺廟建築遠者如開元寺始建於東魏興和二年，近者如文廟修建是在明洪武七

年，整體多為唐末五代的建築風格。其中正定城東南隅的龍興寺占地面積最大，

則保存較多的宋代佛教建築遺跡。至於北嶽廟是歷代帝王祭祀北嶽恆山的場所，

始建於南北朝北魏時期，主體建築德寧殿是目前現存元代最大的木結構建築物，

也是五嶽祭祀建築中規格最高的建築。 

最後兩天是在北京，回國返程前學會成員參觀了北京石刻藝術博物館與智化

寺。石刻藝術博物館是在原來明永樂年間修建的真覺寺遺址上，原寺今僅存一金

剛寶座塔，又稱五塔寺，博物館即以古塔為中心，露天陳列大量的歷代北京地區

的石刻碑銘，並分列陵墓石刻、寺觀碑刻、墓誌陳列、耶穌會士碑、祠墓碑刻、

公共碑刻、會館碑刻、石刻法帖等八處展區，亦有室內展廳擺放珍貴碑銘與相關

解說文獻。其中，最讓人再三佇足的是耶穌會士碑，如蔣友仁、張誠、白晉在清

代都是很具知名的來華傳教士，墓碑上也很詳細記載這些傳教士的生平事蹟，顯

見石刻碑銘均是重要的研究史料。 

關於智化寺的地點則相當不起眼，也少有人知道其來歷，找尋相當費工夫。

其實智化寺建成於明正統九年，初為明代宦官王振的家廟，獲得明英宗賜名「智



  7

化禪寺」。可能是王振的惡名遠播，智化寺一直不被重視，到了清代更有官員請求

皇帝予以毀禁，因此智化寺的香火並不盛，也少有人知悉。智化寺是目前北京保

存最為完整的明代木結構建築群，最特別的是，寺內還有一幅明代王振的石刻畫

像，至為罕見，同樣對明史研究與教學有很高的參考價值。 

三、 心得與建議 

感謝本校願意部分補助專任教師出席大陸地區國際學術會議，得以藉此機會

順利與各地學人進行學術交流，亦有機會將會議論文正式刊登發表。透過這次會

議，可以讓我們了解到自己的優勢與不足，也能知曉近年學界熱烈討論的課題，

例如對於地方社會研究的高度重視，呼籲從田野文獻中擇出隱藏於正史中的「話

語」，強調明史研究的多元面向，乃至於如何呼應全球化史觀的研究取徑，對於筆

者而言，都是一場學術洗禮，深獲啟發。 

至感欣慰的是，由於參加本次會議，結識北京中央民族大學歷史文化學院的

彭勇教授，得知彭勇教授其研究範圍除了深入理解明帝國內的班軍類型外，還關

注於明代邊疆的軍事防禦體制、民族關係史，尤側重制度史的相關研究。於是回

國後，筆者邀集幾位學友，共同向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提出「補助青年

學者學術輔導與諮詢」申請，邀請彭勇教授來臺擔任薪傳學者，以強化學群間的

研究能力與拓寬學術視野。有幸本項申請案已獲得通過補助，明年彭勇教授即將

來臺進行學術交流，可謂達成本次出國學術深度交流與合作的初衷。 

本次大會總共邀請百餘位的學者、貴賓出席會議，場面相當盛大，學者們所

提交的論文，選題多元廣泛，會議除大會主題發言外，圍繞「政治、思想、人物」、

「經濟與社會」、「地方史」、「軍事史與戚繼光研究」等四個專題進行分組討論，

其中有不少新的史料論證文章，亦不拘泥因循舊說，這些均讓明史研究提升新的

水平。能成功地辦好這樣的盛會，實屬不易。據悉，主辦單位是與當地政府共同

承辦合作，企望由歷史名人與地方研究進而促銷歷史文化類的文化資產遺物與文

化觀觀光結合，以擴大城市對外的知名度和美譽度。換言之，若能與有關部門取

得很好的合作關係，是一個雙方互贏的局面。此外，由於我們的「中國明代研究

學會」打算也在這一兩年將舉辦學術研討會，所以如何展開接待、擬定合適議程、

井然有序地進行會議討論、安排考察地點的訪查等等，對方這些有關籌備大型會

議的工作細節、進程，同樣很值得我們去觀察與學習。 

值得一提的是，受到當局禁奢令的影響，整個會議期間用餐一律改採自助餐

形式，也未提供茶點，並取消了晚會活動，可說完全沒有以往宴飲的熱鬧氣氛。

關於這次禁奢令的作法，由上至下均嚴格奉行，然而我們也聽到一些不同的聲音，

比方說過去實在是太浪費了，確實要有所節制，不過現在的硬性規定卻很可能是

削足適履，因為打擊到的不一定公務人員、富貴階層，影響波及與衝擊更大的反

倒是市井小民，可見政策的過與不及，均非是好事。 

當然，會議期間減少不必要的應酬，卻有更多機會充份交流及討論。至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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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結束後筆者所參加臺灣「中國明代研究學會」舉辦的歷史文物考察團山東河北

田野調查考察活動，全程均為自費考察，由於在暑假出訪，亦不影響授課教學。

此次山東、河北文物考察同行者有大陸學人，亦有香港學友，他們表示其單位相

當鼓勵學校教師實地考察研究，對於臺灣教學授課時數的繁重均不能理解，建議

有關單位應該更重視學校教師課外的實地研究考察活動，並酌情擴大予以獎勵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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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會議議程 

第一組 政治、思想、人物 

牛建強 汪維真 地方先賢祭祀的展開與明清國家權力的基層滲透 

解揚 楊東明學術形象的異代歧見及其在《明儒學案》中的歸屬問題 

吳仁安 明清時期中央朝廷與地方關係中的江南著姓望族 

孫祥寬 試論朱元璋定都臨濠的原因 

林延清 趙騰 武宗張皇后化解正嘉之交皇位繼承危機 

葉群英 論明嘉靖年間的外戚張延齡案 

齊暢 宦官、寺廟與國本之爭——以京師《東嶽廟碑記》為中心 

蔡明倫 「報聞」與「不報」：從《萬曆邸鈔》看萬歷朝奏疏留中 

田冰 萬曆至崇禎年間官員諡號述論 

李新峰 析俞本《紀事錄》朵只巴事蹟繫年 

鄭潔西 沈惟敬赴日行實考 

馬順平 明代海外貢豹考 

岑玲 明代史料所見之琉球國的物產狀況——以琉球漂流船為中心 

王竹敏 明代中國與暹羅國的外交往來 

盧偉 明初亦失哈巡視奴兒幹考 

何孝榮 論明朝宗教的特點 

李為香 「三教融合」質疑 

何淑宜 晚明社會文社的經世政論：以松江幾社為中心 

陳時龍 王明陽的廉政思想 

劉勇 晚明理學的師承建構與宗旨分歧——以李材與何喬遠的互動為

例 

吳兆豐 真德秀《大學衍義》對宦官的態度及其在明代的「反響」 

朱冶 試析《四書五經性理大會》對明儒薛瑄《讀書錄》的影響 

陳懷仁 朱元璋‧鳳陽花鼓‧燃燈金橋壩 

夏玉潤 洪武皇帝朱元璋與孤莊村三戶農民 

胡丹 相術、符號與傳播——對「朱元璋相貌之謎」的考析與解讀 

周紅梅 從《恭穆獻皇帝實錄》看興獻帝對嘉靖少年時期的教育思想 

謝葵 王廣森 張懋修《墨卿談乘》及其相關問題初探 

翟愛玲 明代名臣劉健生卒年及為官經歷考論 

陳志剛 交鄰有道實為保土之方——論明代封貢體系的重心與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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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乃明 歐洲勢力東漸與晚明學術流變 

 

第二組：經濟與社會 

巫仁恕 逃離城市：明濟之際江南城鎮士人的逃難經歷 

吳琦 馬俊 野服躬耕：晚明鄉宦的文化裝扮及其自我認同 

曹永憲 1572-1573 年海道漕運的「夭折」及其意義 

胡克誠 明代蘇松督糧道制考略 

曾美芳 試論明代戶部組織運作及其特質 

蘇新紅 明代的內府「十庫」——清代官修《明史》考證一則 

劉利平 明代中後期廣西鹽業利潤初探——以殷正茂《運鹽前議疏》為中

心 

周喜峰 明代西北馬市與東北馬市探析 

王尊旺 晚明九邊糧料召買——以遼東鎮為中心 

羅曉翔 明代南京的房產管理與居住條件 

阿風 公籍與私籍：明代徽州人的訴訟書證觀念 

連啟元 試論明代禁殺牛隻的禁令及其影響 

邱澎生 律例本乎聖經：明清士人與官員的法律知識論述 

周致元 明代的刑法與救荒制度 

余清良 論明代鈔關的差官制度 

高夀仙 分層與交融：明代北京的民俗信仰 

包詩卿 庇佑「敵國」：明代江南地區的關羽信仰 

林宜蓉 明清易代「醫病、治國」論述之前承與後繼 

馮玉榮 醫與士之間：明末清初上海李延星的邊緣人生 

段建宏 明代沈王與上黨社會 

吳才茂 理講、鳴神與鳴官：明清時代黔東南地區糾紛的多元解決形態 

鞠明庫 從《大學衍義補》看丘濬的荒政思想 

吳志遠 鄭民德 明代的地震災害與國家應對舉措 

商傳 略論晚明的人文主義與社會轉型 

邱仲麟 隆慶初年的選秀女訛言與社會恐慌 

張獻忠 道統與文統：明中後期科舉考試中主流意識形態的分化 

蔣明宏 趙倩 明清東南望族「文教聯姻」現象之教育視角 

錢茂偉 富戶、科舉與理學：明代學人黃潤玉研究 

劉明衫 晚明江南藝術市場與商人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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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萍 明代婢女政策與法制的演化及其社會內涵 

耿勇 明代北京南內考論 

李媛 明末清初耶穌傳教士關於中國祭禮問題的討論 

 

第三組 地方史專題 

松浦章 明代的登萊海運與沿海航線 

元廷植 明代福建新縣和地區文化變遷——以縣廳和縣學城為中心 

王日根 明代中後期福建沿海的鄉兵建設 

郭培貴 明代山東解元的空間分佈及其成因 

陳二峰 明代山東省東三府司法實踐與地方社會 

李紹強 王江華 論明代山東知縣的出身與遷轉 

劉少華 論世家大族與地方道德建設——以明清時期日照丁氏家族為例 

郭嘉輝 明代「山後人」初探 

陳文念 略論陳其學是明長城守建的功臣 

何寶善 略論明代遼東邊牆的修葺與摧圮 

李華彥 孫承宗與晚明遼東抗金事業 

奇文瑛 論明代遼東的女真人 

沈一民 試析明代地圖中的女真 

肖立軍 李玉華 明初山東總督備倭官淺探 

張金奎 洪武時期山東沿海衛所建置述論 

楊猛 簡述明代登州備倭城與海防建設 

張愛敏 明代登州衛、登州營及登州鎮考 

蔡志書 淺議登萊巡撫在抗擊後金和維護山東海防安全中的作用 

宋耀武 明末「登州事變」的再思考 

李新貴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萬里海防圖》初步研究 

李德楠 從虛幻到現實：蓬萊文化景觀的歷史建構 

林雅玲 晚明六種合刊本傳奇小說集之選編與消失 

吳德義 黃佐《革除遺事》諸版本辨析 

黃阿明 明初蘇州府知府任職情況考察：1367-1435 

展龍 明代回族史研究的學術反思：歷史、現狀與趨勢 

王秀玲 明代帝后服飾繡品 

臧卓美 試論江西省明藩王出土的明代頭面 

王偉 16 世紀中期東北亞商路開發與文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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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 軍事史與戚繼光研究 

趙毅 張居正與戚繼光關係論略 

劉鳳鳴 《紀效新書》傳入朝鮮半島的背景及影響 

常修明 戚繼光與明末中國的步兵革命初探——與戰國日本的比較 

馬驪 萬曆與大臣：以戚繼光與張居正為例 

曹文明 呂穎慧 戚繼光軍事管理思想初探 

袁曉春 芻議戚繼光研究 

劉斌 楊丁 蓬萊新出明《王母吳孺人墓誌》考釋 

張士尊 張曉明 明末毛文龍遼東活動二三事考 

胡凡 明代洪武永樂時期神機營初探 

彭勇 論明代福州三衛之設與閩都文化之建 

高春平 論嘉靖中後期政治腐敗對抗倭戰爭的影響 

何歌勁 李騰芳疏上《戚繼光練兵法》及其抗倭方略述 

曲樹程、蔡玉臻 戚繼光的啟蒙老師梁玠 

張金龍 戚繼光與戚家軍 

羅冬陽 土木之變史事考——兼論明清歷史書寫中的宦官話語 

唐立宗 明代浙江總捕都司與防礦兵力小考 

趙現海 西北巡撫系統政治利益與成化榆林明長城立體防禦體系的構建 

陽正偉 馬士英之軍事作為初探 

杜志明 試論明代民壯的組織與管理 

張學亮 明中後期軍紀與戚繼光治軍問題析論 

張鳳林 淺析戚繼光的「適成中國之大」思想 

汪義正 試論嘉靖倭亂主謀王直的實像 

王波 有明一代江蘇地區抗倭鬥爭考略 

曲樹程、蔡玉臻 戚繼光在登州 

葉玉傑 淺論戚繼光對明末國防建設的貢獻 

袁曉春 戚繼光石碑坊保護技術探究 

盧岩 淺析戚繼光百戰百勝的原因之關注細節 

龔劍鋒 高文龍 戚繼光與義烏兵探析 

李毓中 一個華人雇傭兵、兩個傳教士與一個卸任菲律賓總督：邁向另一

場全球微觀史 

陳支平 戚繼光在福建的史跡述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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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會議照片 

圖一 開幕式 

 

圖二 分組報告 

 

  

圖三 閉幕會後臺灣與韓國學人合影  圖四 閉幕會後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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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臺灣與會學人名冊 

臺灣學界參加第 15 屆明史會議學人名冊 

中文姓名 單位 職稱  

徐 泓 東吳大學歷史學系 教授  

王芝芝 輔仁大學歷史學系 教授  

邱澎生 香港中文大學 教授  

林雅玲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 教授  

邱仲麟 中研院史語所 研究員  

巫仁恕 中研院近史所 副研究員  

唐立宗 暨南國際大學歷史學系 助理教授  

連啟元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助理教授  

何淑宜 臺北大學歷史學系 助理教授  

李華彥 高雄樹德大學 助理教授  

林宜蓉 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 助理教授  

李毓中 臺灣清華大學歷史所 助理教授  

曾美芳 長庚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講師  

常修銘 臺灣清華大學歷史所 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