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變中的醫療史與疾病史國際研討會徵稿名單： 
＊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序 

01. 牟立邦 (明新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從傳統中藥辛味之應用看近代食補文化發展。 

02. 李岳峯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博士班/醫師)。登革熱下的中西醫交流 

03. 吳國聖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清宮醫案中的藥方〈益氣養榮湯〉 

04. 孟嘉杰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碩士/助教)。「文化翻譯」之外：論《申報》梅毒醫藥廣告 

05. 侯家榆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日治臺灣漢醫論述中的癲狂、精神病與心 

06. 陳肇萱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戰後臺灣藥政改革的啟動：《中華藥典》第二版的修訂 

07. 陳柏勳 (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博士候選人)。油

毒生連結：多氯聯苯事件與中西醫合作研究推行委員會 

08. 陳名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桂林古本《傷寒雜病論》的發現與流傳 

09. 張業祥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以《共榮報》為中心探討日據時期下的印尼醫療與衛生 

10. 葉人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只要我長大：臺灣轉骨劑型的發展 

11. 鄭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博士候選人/臺中科技大學兼任講師)。中醫典籍對小兒痿症古今應用之探討 

12. 鄧涵云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中西醫交融下的人體大改造：從習武養生到重訓健身 

13. 蔡虹音 (Tokyo Colleg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東京大學博士後研究員)。「翻譯」漢西醫學：日治時代台日漢醫的醫學與政治語言 

14. 蔡名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西洋藥書》中的中西醫理交流 

15. 劉韋廷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助理教授)。陳勝崑（1951-1989）醫學史寫作與宗教之關係 

16. 蕭琪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明代《醫學入門》中的老年身體與疾病 

17. 羅秀美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教授)。清代薄命才女王貞儀的病詩與醫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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