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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專長 Area of Specialization 

 文字學、訓詁學、漢字文化思想、《說文》學、清代小學，近代漢字啟蒙教育 

 學歷 Education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 

 經歷 Working Experience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國家教育研究院《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編審會委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異體字字典》編審會委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成語典》編審會委員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銘傳大學華語訓練中心兼任講師 

 國立中央大學華語識字教學策略研究計畫兼任助理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數位典藏組兼任助理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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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 Awards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111 年度教育部補助特殊優秀人才獎勵（學術研究類） 

 中國文字學會第二十屆優秀青年學人獎（2018 年） 

 國立中央大學 101 學年校長獎學金 

 國立中央大學 99、100 學年優秀學生獎學金 

 國立中央大學 99 學年學生研究成果發表績效獎金 

 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97 學年人文碩士學員獎學金 

 

 開設課程 Teaching 

國文（四技、二技、五專）、華語、實用華語、實用中文與寫作、現代倫理與視覺敘事、

影劇動漫與經典作品改編、小說選讀、電影與現代倫理、故事行銷與表達 

 研究 Research 

（一）期刊論文 

 1.〈王筠《說文釋例》與《文字蒙求》之六書觀比較〉，《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論文集刊》第十一期，2006 年 6 月，頁 80-101。 

 2.〈沈濤生平學行及其著作考述〉，《書目季刊》第四十三卷第三期，2009 年 12 月，頁

87-106。 

 3.〈試探知青下鄉的戀愛情況——不能說的秘密？〉，《有鳳初鳴年刊》第七期，2011

年 7 月，頁 671-683。 

 4.〈「《說文》四大家」形成溯源：一個學術史的考察〉，《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

十五期，2011 年 9 月，頁 65-78。 

 5.〈《史記》「古文」詞商兌〉，《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十七期，2012 年 3 月，頁

27-40。 

 6.〈桂馥《說文》義例觀念試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第七卷第二期，2013 年 6 月，

頁 74-86。（THCI 第三級） 

 7.〈沈濤《說文古本考》補缺〉，《經學研究論壇》第二期，2014 年 9 月，頁 167-176。 

 8.〈清代學者引用緯書注證《說文》之考察〉，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第二十

輯，2014 年 10 月，頁 139-142。（CSSCI） 

 9.〈清代至近代《說文》學之轉向：論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學術地位之變化〉，《東

吳中文學報》第三十期，2015 年 11 月，頁 269-291。（THCI 核心） 

10.〈論王船山《說文廣義》之義理思想〉，《船山學刊》，2017 年第 03 期，5 月，頁 30-34。

（CSSCI） 

11.〈論王船山《說文廣義》之漢字文化思想〉，《淡江中文學報》第三十六期，2017 年

6 月，頁 73-104。（THCI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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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論清初《說文》學之興起〉，《東吳中文學報》第三十四期，2017 年 11 月，頁 119-143。

（THCI 核心） 

13.〈王夫之《說文廣義》考訂《說文》析論〉，鄭州大學《漢字漢語研究》，2018 年第

1 期（總第 1 期），4 月，頁 68-74。 

14.〈文字者，國家之精神：清末西學浪潮下漢語之提倡及變革論述〉，《思與言》第 57

卷第 2 期，2019 年 6 月，頁 95-137。（TSSCI、THCI 核心） 

15.〈《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訂正段《注》析論〉，《漢學研究集刊》第 29 期，2019

年 12 月，頁 1-32。（THCI 第三級） 

16.〈合於時用：論晚清以來《說文》的改造應用及對於辭典發展之影響〉，《淡江中文

學報》第四十二期，2020 年 6 月，頁 225-255。（THCI 核心） 

17.〈論王念孫《廣雅疏證》資料取證之校勘方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第十四卷第

三期，2020 年 9 月，頁 59-73。（THCI 第三級） 

18.〈經史與經世：論清代學者對於顧炎武學術評價之變化〉，《人文社會學報》18 卷 3

期，2022 年 9 月，頁 215-231。（THCI 第三級） 

19.〈論嚴元照《爾雅匡名》校勘之方法〉，《漢學研究集刊》第 35 期，2022 年 12 月，

頁 213-242。（THCI 第三級） 

20.〈近代漢字教育之革新：清末《蒙學報》〈文學類〉識字啟蒙教材變革及演進析論〉，

《淡江中文學報》第四十八期，2023 年 6 月，頁 75-117。（THCI 核心） 

21.〈清末劉樹屏《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附字舉隅析論〉，《北市大語文學報》第二十

九期，2023 年 12 月，頁 35-60。（THCI 第三級） 

 
（二）專書論文 
 1.〈試論清代的《說文》校勘〉，《視覺與流變：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研究生第二屆人

文中央論壇論文集》，2010 年 7 月，頁 137-148。（ISBN 978-986-02-4118-1） 

 2.〈清代《說文》學之先聲：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引用《說文》諸問題試論〉，《第

二十六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5 月。（ISBN 

978-957-781-196-7） 

 3.〈論「《說文》四大家」學術史之意義〉，《銘傳大學 2015 年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

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5 月。（ISBN 978-986-6767-83-8） 

 4.〈論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古義今義之說〉，《第十二屆中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2015 年 12 月。（ISBN 978-986-7408-64-8） 

 5.〈試論顧炎武《說文》學之意義及影響〉，《銘傳大學 2016 年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

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6 年 4 月。（ISBN 978-986-93077-3-4） 

 6.〈王夫之《說文廣義》俗字觀析論〉，《第二十七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2016 年 5 月。（ISBN 978-986-04-8682-7） 

 7.〈清代引用玄應《音義》輯佚及校勘《說文》考論〉，《銘傳大學 2017 年中國文學之

「學理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7 年 7 月，頁 251-267。（ISBN 

978-986-9459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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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引用甲骨金文考訂《說文》之商兌〉，《第二十九屆中國

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8 年 5 月，頁 201-216。（ISBN 

978-986-05-5939-2） 

 9.〈試論清初《說文》學之內容特點〉，《銘傳大學 2018 年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8 年 7 月，頁 297-312。（ISBN 978-986-96670-3-6） 

10.〈從《說文解字約注》析論張舜徽《說文》義例之觀念〉，《第三十屆中國文字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9 年 5 月，頁 377-394。（ISBN 978-986-05-9178-1） 

11.〈從清代《四庫全書》的編纂論乾隆皇帝對乾嘉考據學風之影響〉，《銘傳大學 2019

年「古典與現代—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9 年 6 月，頁 197-214。

（ISBN 978-957-8584-09-9） 

12.〈錢大昕「《說文》連篆為句」說析論〉，《銘傳大學 2020 年「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

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20 年 6 月，頁 45-58。（ISBN 978-957-8584-16-7） 

13.〈錢玄同《說文段注小箋》訂正段《注》析論〉，《第三十一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2020 年 12 月，頁 267-286。（ISBN 978-986-99932-0-3） 

14.〈論《史記》「六藝」、「六經」之涵義〉，《銘傳應用中文》第一輯，2021 年 5 月，頁

199-210。（ISBN 978-957-8584-24-2） 

15.〈論清末葉瀚《蒙學報》〈釋名〉「以形說字」識字啟蒙方法〉，《第三十二屆中國文

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21 年 5 月，頁 359-376。（ISBN 978-986-99932-1-0） 

16.〈王育《許氏說文解字六書論正》訂正《說文》構形析論〉，《第三十三屆中國文字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22 年 5 月，頁 193-206。（ISBN 978-986-99932-3-4） 

17.〈論沈濤《說文古本考》對於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之承繼及考訂〉，《銘傳應用中

文》第二輯，2022 年 6 月，頁 333-352。（ISBN 978-957-8584-39-6） 

18.〈從宮室類字比較清末《蒙學報》〈釋名〉與字課圖說之釋義內容及方法〉，《銘傳應

用中文》第三輯，2023 年 6 月，頁 333-352。（ISBN 978-957-8584-49-5） 

 
（三）研討會論文 
 1.〈試探謝靈運詩中的色彩〉，淡江大學中文系「第四屆大學部學生學術論文發表會」，

2003 年 4 月。 

 2.〈錢大昕「《說文》連上篆字為句」說之商兌〉，「論劍指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

學系全國研究生論文發表會」，2006 年 12 月 2 日。 

 3.〈經史與經世——試論清代學者眼中的顧亭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中

國文學研究》第十七屆論文發表會」，2007 年 3 月 3 日。 

 4.〈清代《說文》學者校勘譜系：沈濤、王筠之比較〉，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08

年道南論衡——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2008 年 11 月 15 日。 

 5.〈試論乾嘉時期的《說文》校勘〉，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研究生第二屆人文中央論壇，

2009 年 5 月 8 日。 

 6.〈任大椿、孫星衍引用玄應《音義》輯佚相關問題試論〉，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

究所「第六屆青年經學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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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試探知青下鄉的戀愛情況——不能說的秘密？〉，第六屆「有鳳初鳴——漢學多元

化領域之探索」學術研討會，2011 年 5 月 31 日。 

 8.〈論「《說文》四大家」學術史之意義〉，銘傳大學 2015 年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

國際學術研討會，2015 年 3 月 13 日。 

 9.〈論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古義今義之說〉，第十二屆中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2015

年 5 月 15 日。 

10.〈清代《說文》學之先聲：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引用《說文》諸問題試論〉，第二

十六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5 年 5 月 30 日。 

11.〈試論顧炎武《說文》學之意義及影響〉，銘傳大學 2016 年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

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 年 3 月 11 日。 

12.〈王夫之《說文廣義》俗字觀析論〉，第二十七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

年 5 月 14 日。 

13.〈清代引用玄應《音義》輯佚及校勘《說文》考論〉，銘傳大學 2017 年中國文學之

學理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 年 3 月 17 日。 

14.〈《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訂正段《注》析論〉，第二十八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

術研討會，2017 年 5 月 13 日。 

15.〈論《廣雅疏證》資料取證之校勘方法〉，第十三屆中國訓詁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

年 10 月 20 日。 

16.〈試論清初《說文》學之內容特點〉，銘傳大學 2018 年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國際

學術研討會，2018 年 3 月 16 日。 

17.〈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引用甲骨金文考訂《說文》之商兌〉，第二十九屆中國文

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8 年 5 月 18 日。 

18.〈從清代《四庫全書》的編纂論乾隆皇帝對乾嘉考據學風之影響〉，銘傳大學 2019

年「古典與現代—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9 年 3 月 15 日。 

19.〈從《說文解字約注》析論張舜徽《說文》義例之觀念〉，第三十屆中國文字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2019 年 5 月 25 日。 

20.〈嚴元照《爾雅匡名》校勘方法探析〉，第十四屆中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2019 年

11 月 15 日。 

21.〈試論清末《說文》觀念轉變及對於辭典發展之影響〉，臺北市立大學「儒與藝：樂

琴書以消憂」國際學術研討會，2019 年 11 月 16 日。 

22.〈錢大昕「《說文》連篆為句」說析論〉，銘傳大學 2020 年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國

際學術研討會，2020 年 5 月 22 日。 

23.〈論臺灣 1950 年代推行漢字簡化之文化思想意義〉，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2020 漢學研

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20 年 10 月 30 日。 

24.〈錢玄同《說文段注小箋》訂正段《注》析論〉，第三十一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2020 年 12 月 18 日。 

25.〈論《史記》「六藝」、「六經」之涵義〉，銘傳大學 2021 年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國

際學術研討會，2021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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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論清末葉瀚《蒙學報》〈釋名〉「以形說字」識字啟蒙方法〉，第三十二屆中國文字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21 年 5 月 22 日。 

27.〈從宮室類字析論清末葉瀚《蒙學報》〈釋名〉釋義之內容及方法〉，第十五屆中國

訓詁學學術研討會，2021 年 10 月 30 日。 

28.〈論沈濤《說文古本考》對於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之承繼及考訂〉，銘傳大學 2022

年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2022 年 3 月 11 日。 

29.〈王育《許氏說文解字六書論正》訂正《說文》構形析論〉，第三十三屆中國文字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2022 年 5 月 28 日。 

30.〈從宮室類字比較清末《蒙學報》〈釋名〉與字課圖說釋義之內容及方法〉，銘傳大

學 2023 年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2023 年 3 月 17 日。 

31.〈清末劉樹屏《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異體字析論〉，第三十四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

術研討會，2023 年 6 月 4 日。 

32.〈王育《許氏說文解字六書論正》以「聖人制字立教」釋字析論〉，訓詁與辭書編纂—

第十六屆中國訓詁學全國學術研討會，2023 年 10 月 20 日。 

33.〈王育《許氏說文解字六書論正》以古文考釋《說文》析論〉，2023 漢學與東亞文化

學術研討會，2023 年 12 月 7 日。 

34.〈論王育《許氏說文解字六書論正》「中醫學」觀點之釋義〉，銘傳大學 2024 年中國

文學之學理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2024 年 3 月 15 日。 

（四）專書 

 1.《段玉裁與桂馥《說文》學之比較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十二編，臺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 年 3 月。（ISBN 978-986-404-975-2） 

（五）學位論文 
 1.《歷代循吏人格與治術之研究》，桃園：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學士論文，2005

年 6 月。 

 2.《沈濤《說文古本考》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6

月。 

 3.《段玉裁與桂馥《說文》學之比較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2013 年 6 月。 

 

 

 

 

 

 

 

 

 



7 
 

 服務 Service 

（一）學術類 

  「第二十六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講評，2015 年 5 月。 

   銘傳大學 2016 年「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審查委員 

  「第二十九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講評，2018 年 5 月。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第廿五屆金聲中文研究生論文研討會」論文審查，2018 年 9 月。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 107 學年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2019 年 1 月。 

  「第十四屆中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論文講評，2019 年 11 月。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第廿七屆金聲中文研究生論文研討會」論文講評，2020 年 10 月。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第 51 期《中國文學研究》暨第 41 屆論文發表會」論文講評，2020

年 11 月。 

   中國文字學會「第一屆中國文字學青年論壇」論文講評，2021 年 4 月。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第廿八屆金聲中文研究生論文研討會」論文講評，2021 年 10 月。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第 53 期《中國文學研究》」期刊論文初審審查，2021 年 10 月。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 2021 道南論衡─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講評，2021 年 11 月。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第 53 期《中國文學研究》」期刊論文複審審查，2021 年 12 月。 

   中國文字學會「第二屆文字學青年學者暨研究生論文研討會」論文審查，2022 年 3 月。 

   中國文字學會「第二屆文字學青年學者暨研究生論文研討會」論文講評，2022 年 4 月。 

   中國文字學會「第二屆文字學青年學者暨研究生論文研討會」座談引言，2022 年 4 月。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 111 學年碩士班研究生論文開題口試委員，2022 年 4 月。 

   銘傳大學「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三場會議主持人，2023 年 3 月。 

   中國文字學會「第三屆文字學青年學者暨研究生論文研討會」論文審查，2023 年 3 月。 

   中國文字學會「第三屆文字學青年學者暨研究生論文研討會」論文講評，2023 年 4 月。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 111 學年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2023 年 4 月。 

   《清華中文學報》（THCI 核心）期刊論文審查，2023 年 8 月。 

   《漢學研究集刊》（THCI 第三級）期刊論文審查，2023 年 11 月。 

   《清華中文學報》（THCI 核心）期刊論文審查，2023 年 11 月。 

 

（二）服務 

   桃園市啟英高中 103 學年大學申請入學模擬面試委員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 104、105 學年大學申請入學書面審查及口試委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8 學年大學部國文課程改進計畫諮詢委員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評鑑之系友晤談代表，2020 年 3 月 24 日 

   銘傳大學高教深耕計畫活動心得比賽評審，2020 年 2 月 19 日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 109 學年深耕計畫諮詢委員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人員甄選「公文寫作」筆試命題委員，2020 年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 110 學年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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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人員甄選「公文寫作」筆試命題委員，2022 年 

   國家教育研究院第八屆辭典編輯培訓工作坊培訓教師，2022 年 7 月 19 日至 22 日 

   國立中央大學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大一國文企劃案寫作比賽評審委員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國文組召集人（2021.8—2023.7）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111 學年度四技企管系導師 

國立中央大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大一國文企劃案寫作比賽評審委員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112 學年通識教育中心傳授教師 

國立中央大學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大一國文企劃案寫作比賽評審委員 

 學術計畫 Project & Grants 

國科會研究計畫 

1. 國科會研究計畫，「字體與國體：清末至民國（1890—1950）漢語之提倡及變革論述

研究（1/2）」（計畫編號：MOST 108-2410-H-141-001-MY2），主持人，執行期間：

2019.03—2020.02。 

2. 國科會研究計畫，「字體與國體：清末至民國（1890—1950）漢語之提倡及變革論述

研究（2/2）」（計畫編號：MOST 108-2410-H-141-001-MY2），主持人，執行期間：

2020.03—2021.02。 

3. 國科會研究計畫，「民智國強：清末（1894—1911）識字啟蒙教育之興起及其影響研

究 —— 以 報 刊 、 課 本 、 個 人 記 述 為 主 要 討 論 材 料 」（ 計 畫 編 號 ： MOST 

110-2410-H-141-017-），主持人，執行期間：2021.8—2022.7。 

4. 國科會研究計畫，「從通經到啟蒙：清末民間字課圖說之承繼及變革研究」（計畫編

號：MOST 111-2410-H-141-020-），主持人，執行期間：2022.8—2023.7。 

5. 國科會研究計畫，「從清末《最新官話識字教科書》論漢字啟蒙之轉變及其意義研究」

（計畫編號：MOST 112-2410-H-141-024-），主持人，執行期間：2023.8—20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