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目錄（近十九年 2005-2024） 

傅大為 Daiwie Fu 
 

      04/Apr./2024 
 
A 類（評審過及一般之學術著作） 
 
 
23.  2005,《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台灣》，群學出版社。四

百五十頁，26萬字，此書書評目前有六篇，見本CV最後★後。 
24.  2006, “CS, VBAC, and an Ironic Past in Taiwan’s Obstetrics” in No.2, Gender 

and Sexuality, pp.25-41, CGS,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Tokyo, 
Japan. 

25.  2007, “The Flourishing of Biji or Pen-Notes Texts and its Relations to History 
of Knowledge in Song China (960-1279)”, in a special issue “What did it mean 
to write an Encyclopedia in China?”, pp.103-130, Hors Serie,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2007,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26.  2007, “How far can East Asian STS go?”, position paper, 1st issue of EASTS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1, 
no.1, pp.1-14. 

27.  2008, Oct., “Professor Hacking on Kuhn and Foucault”, No. 7, 《科技、醫療、

與社會》，頁203-214，台灣STS學會＆高雄工博館。 
28.  2009, “대만의 1세대 남녀 산부인과 의사: 식민지적 의료근대화와 젠더 

구조”translated and revised from the SNUH symposium (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Native Doctors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 article “Two first-generation Obstetrics-Gyneocology doctors 
in Taiwan: Colonial Medical Modernity and Gender Structure”, 동아시아 

1세대 의사들의 생애,  pp.200-257.  
29.  2010, March,「從文藝復興到新視野─中國宋代的科技與《夢溪筆談》」，

《中國史新論──科技與中國社會分冊》，祝平一編，中研院史語所／聯

經出版社。頁271-297. 
30.  2010, “When Shen Gua Encountered the ‘Natural World’--- A Preliminary 

Discusson on Mengxi Bitan and the Concept of Nature”, eds., by Hans Ulrich 
Vogel and Günter Dux, in Concepts of Nature: A Chinese-Europea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Brill: Leiden & Boston (2010), pp.285-309. 

31.  2010, Oct. 「一個務實又微笑的STS──評《科學與技術研究導論》兼論如

何使用它」(Review Article)，科技、醫療與社會，No.11, pp.321-338. (TSSCI 
& THCI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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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12, Feb. (with Wang Hsiu-Yun, Joel Stocker) “New Conceptions Of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Their Relevance To Science 
Education”, Kaohsiung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SCI-E), vol.28, no.2, 
Supplement, corresponding author,  pp.52-7. 

33.  2012, Dec. “Kuhn’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PS and STS in Taiwan: A Short Story”, EASTS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6.4, pp.541-548. 
(Scopus) 

34.  2013, April, 「定位與多重越界：回首重看STS與科哲」，科技、醫療與社

會，No.16, pp.49-102. (TSSCI & THCI core) 
35.  2013, Sep. 「網絡與漣漪：評李尚仁《帝國的醫師》 與 劉士永《武士刀與

柳葉刀》」(Review Article)， 中研院近史所集刊，No.81, pp.187-201 (THCI 
core) 

36.  2014, May, 「孔恩 vs. STS的興起：《科學革命的結構》五十年的驀然回首」，

科技、醫療與社會，No.18, pp.29-98.(TSSCI & THCI core) 
37.  2014, Oct.,「導論：STS視野下的科技爭議運動」，收於《臺灣科技爭議島》，

頁4-24，王文基、傅大為、范玫芳編，台聯大STS經典系列叢書，交通大

學出版社。 
38.  2015, Sep., 「我研究《夢溪筆談》的幾個階段經驗與感想」，第一屆科學

史典籍研讀工作坊專題演講特稿《科學史通訊》，第39期：頁1-12。 
39.  2017, July「『醫療化』論點的當代多元演化，與來自性別與社會研究的商

榷」，《東亞醫療史：傳統、性別、與殖民》王文基、劉士永主編，頁191-221，
聯經出版社。 

40.  2018, Jan., 「身體史、醫療建構與近代台灣」，《科學有性別嗎？》─「我

們的科學文化」系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頁47-80. 
41.  2019,「基進2.0」《臺灣理論關鍵詞》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

主編，頁205-217（聯經） 
42.  2019, May《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橫看近代科技的一種編織與打造》台

大出版中心─台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 08，共37萬字。2019六月此書獲得科

技部人文社會中心的專書補助（社會學類兩本之一）（三篇書評） 
2019九月國際4S官網的Backchannel刊登此書的訪談 

43.  2020, Jan. “A Review Essay of Shen Gua’s Empiricism.” By Ya Zuo.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113.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70: 223-231. 

44.  2020, May「回首兩個50年：從孔恩、愛丁堡學派到SSK在台灣的幾點回

顧與期待」《愛丁堡學派在台灣》，頁33-42，黃之棟編，國立空中大學，

教育部補助。 
45.  2020, May「傅大為訪談錄：愛丁堡學派」（黃之棟訪談）《愛丁堡學派

在台灣》，頁97-107，黃之棟編，國立空中大學，教育部補助。 
46.  2020, June  “Emergence, Social and Cognitive Trends, and the Next Step? Two 

Decades of ST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EASTS, vol.14, no.2: 411-418 
(SSCI & AHCI) 

https://www.4sonline.org/blog/post/a_genealogical_history_of_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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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020, June 「基進2.0: 反思臺灣三十年來的學術及其政治實踐」（與馮建

三、陳信行、嚴婉玲共同與談）傳播 文化 與政治，十一期，頁117-167。 
48.  2020, Oct. “A genealogical explication on the emergence and constructions of 

STS: a view from East Asia,” Tapuya: Latin Americ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Vol.3, no.1, (pp.1-11) https://doi.org/10.1080/25729861.2020.1785114 

49.  2021, Feb., 「孔恩在科學的人文社會研究中」（導論）孔恩《科學革命的

結構》50週年紀念修訂版（遠流）─改寫。 
50.  2022, Nov.,《介入與回應─女性主義科技研究與STS的一段關鍵歷史》，

人文新猷叢書，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 pp. 
51.    2022, Dec., 「泛靈、類比、與對應：以《酉陽雜俎》與《夢溪筆談》為例」，  

《闢類以明：華人傳統思維新探》，馬凱之、王華編，政大華人文化主體 性        
研究中心出版，頁119-144。 

52.    2022, Dec.,（傅大為、馮建三、李泳泉、李行德、汪宏倫（與談）、郭力

昕（主持）「當代公共知識分子：杭士基 (Chomsky) 座談會」，《傳播、

文化與政治》，16 : 165-224。 
53.    2024, Mar., 「國際左翼與反戰」，《思想》49，頁229-242。（後經轉載

於《風傳媒》三月15、16日上下兩篇） 
54.    2024, June, 「一位反戰人來評《止戰》一書」，《中外文學》六月號（即

將刊登） 
55.    2024, “STS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Technology, 

eds., Francesca Bray et. al., series B., (forthcoming) 
56.    2024, fall （傅大為、朱元鴻、江玉林、楊凱麟）「傅柯的行動與思想：座

談會引言、討論、與註腳」，《文化研究》，no.49, (forthcoming) 
 

 
 
B 類（參與學術會議宣讀論文） 
 
16.  2005, Mar.21-25, 「性別、醫療與傅柯」演講與座談系列：《亞細亞的新身

體》，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博士班短期講座。 
17.  2005, July 24-30, “The Commentaries and Developments of An Ancient Chinese 

Mathematical Canon Zhoubi Suan-Jing（周髀算經）: a deutoronomic practices 
or research tradition?”, XX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y of Science, 
Beijing, China. 

18.  2005, Oct., 「跨領域的研究與實踐──概念分析與一點個人的經驗」，專題

演講，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討會，成大台文所（研討會論文集後已出版）。 
19.  2005, Oct., “CS, VBAC, and Gynecological Surgery: Connections and 

Contradictions of Action Networks in Post-War Taiwan”, 4S Conference 2005, 
Pasadena, California. 

20.  2005, Nov.,「戰後台灣的剖腹產秘史」，第五屆性別與醫療工作坊，台大。 
21.  2006, Jan., 「STS的實踐，與台灣的新適當科技運動？」, STS之構思、教學

與實踐研習營，第二梯次。 

https://doi.org/10.1080/25729861.2020.1785114


 4 

22.  2006&2007, July, “World Knowledge and Administrative Techniques— 
Literati's biji experience in some Song biji.” I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Song State and Science, Hangzhou, China. 後出版於會議論文集 《宋代國家文

化中的科學》，孫小淳、曾雄生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北京，2007, 
頁253-68. 

23.  2006, Sep., 「從文藝復興到新視野──中國宋代的科技、與《夢溪筆談》」，

「科技與中國社會」工作坊，中研院史語所。 
24.  2006, Oct., “CS, VBAC, and an Ironic History of Post-War Obstetrics in 

Taiwan”, in “Body Knowledge and Gender in Asia” International Workshop 
2006, CGS in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in Tokyo, Japan. 

25.  2006, Nov., “The Menopause Medicalized and Modernized in East Asia: the case 
of Taiwan”, in 2006, 4S Annual Conference in Vancouver, Canada. 

26.  2007, Aug., “How far can East Asian STS go?”, position paper draft presentation 
in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S Journal, Taipei. 

27.  2007, Oct,. “How far can East Asian STS go in 4S?”, in 2007, 4S Annual 
Conference in Montreal, Canada. 

28.  2008, Jun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STS Practices in East Asian Contexts”, 
plenary speech in the Annual Meeting of Korean Societ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Jeju University. 

29.  2008, Aug. “Acting with East Asian STS: Thinking from the Taiwanese Case”, 
4S Annual Conference,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30.  2008, Oct. “Two first-generation Obstetrics-Gyneocology doctors in Taiwan: 
Colonial Medical Modernity and Gender Structure”, 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Native Doctors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 

31.  2009, June「植民地時期の台湾における医療の近代性と出産・産婆」

presented in workshop テーマ：「近代アジアの出産と介助者―ジェンダー

の視点から」，日本，奈良市，奈良女子大學。 
32.  2009, June, “A Cross road betwee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East Asian STS”, 

the Third EAS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Conference: Traditions, Knowledges, and 
Technologies, Taipei,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33.  2009, Dec., “New Conceptions of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S&TS” in Science 
Education for Tomorrow’s Health Professionals conference, 2009 高雄醫學

大學專業素養與醫學人文教育學術國際研討會, 專題演講。 
34.  2010, Aug., 「科技史、STS中的視覺文化：以 Leonardo 與哥白尼為例」，

陽明大學人社院藝術與文化組，2010視覺文化學術研習營 
35.  2010, Aug., “The Formation of East Asian STS Approaches and its Relations to 

Philosophies”, in 4S2010 Annual Meeting in Tokyo with JSSTS. 
36.  2011, July, 「從賽伯格宣言到STS」Donna Haraway 經典閱讀工作坊，東海

大學社會系 
37.  2012 夏天有兩個會議論文，一長一短。短的是EASTS國際期刊會議 “How far 

has EASTS gone?”, 另一個是孔恩《結構》出版五十年紀念工作坊「後期孔

恩 vs. STS 的興起」，均在陽明大學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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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013, May, 「Leviathan and Air Pump 二十五年──從STS到實驗哲學」，中

正大學文學院演講。 
39.  2013, July, “What are the identities and positionings in East Asian STS? ---A 

View from EASTS Journal (2007-2012)”, A Keynote Speech presented in  
Asia-Pacific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Network (APSTSN) Biennial 
Conference on 15-17 July 2013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同年，

類似一篇的文字，於年底十一月在第十一屆東亞STS網絡會議 (11th 
EASTSN)中宣讀，日本東京、東京工業大學(TIT)。 

40.  2014, Oct., 「STS的下一步」，第五屆STS研究生研討會，演講，陽明大學。 
41.  2014, Nov., “To Reconsider the Contempor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ST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Fourth East Asia & Southeast Asia Conference 
o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LIM, Bangi, Selangor, Malaysia. 

42.  2014, Nov., 「Thomas Kuhn VS. The Rise of STS，或，为什么孔恩对ＳＴＳ的

兴起有意见？」第四届「两岸STS学术交流会议」（陽明大學STS所＆清華

大學STS所），中國北京清華大學STS研究所 
43.  2014, Nov., 「來自下層＆近代臺灣的性別與醫療」臺灣社會工作的記憶、

敘事、與研究 研討會（東海大學社工系）主題演講 (keynote)。 
44.  2015, April, Keynote Speech in 13th 性別與醫療國際研討會（陽明大學），

「性別與醫療」的再思考：從「醫療化」論點的當代演化談起。 
45.  2015, April, 「我研究《夢溪筆談》的幾個階段經驗與感想」，第一屆科學

史典籍研讀工作坊專題演講 （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 
46.  2016, Mar., 「從早期『醫療化』論點的當代多元演化談起 」2016臺灣STS

學會年會論文。  
47.  2016, Oct., 「SSK與科學史：在兄弟般的互動中一起成長(1970-1990)」，清

華大學「科學史方法論」工作坊。 
48.  2016, Nov., “Thomas Kuhn's Struc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SK in UK: a 

potential East Asian perspective”, 12th EASTS Network Conference, 中國清華

大學。 
49.  2017, Mar.,「科學史學史的回顧與咒語──兼及科學史與STS的關係」，第

十一屆科技史研討會 主題演講(keynote 之一)，中研院科技史委員會主辦，

南台大學 (forthcoming) 
50.  2017, Mar., 「維根斯坦與SSK」，2017年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年會，高

雄醫學大學 (forthcoming) 
51.  2017, Sept.,  “The Strategies and Trajectories of EASTS Journal (2006-2015) and 

its Social and Academic contexts”, 4S Annual Meeting in Boston. 
52.  2017 July-Aug. 獲邀至柏林 Max Planck 科學史研究所作一個月的研究，並

完成大書的書稿。 
53.  2017, Oct.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History Department, “Two 

first-generation Obstetrics-Gyneocology doctors in Taiwan: Colonial Medical 
Modernity and Gender Structure” (Manila, Philippine) 

54.  2018, April,「廣義科技研究的政治與社會介入」，台灣STS 2018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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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ech。 
55.  2019, April,「女性主義科技研究如何開始介入STS」，臺灣STS2019年會。 
56.  2019, June 獲邀至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對  Science in the Forest, 

Science in the Past II workshop 進行兩天工作坊的評論工作。 
57.  2020, April 臺大科教「科學史沙龍」演講「威瑪文化、量子理論、與科學

社會學的興起」 
58.  2020, July  與楊振邦共同組織專題論壇「科學史對STS的重要性及其關係」

共五位引言人，臺灣STS2020年會。 
59.  2020, Sep. 臺大科教「科學史沙龍」演講「科學實驗有它自己的生命？！從

證實、重複、到度量」 
60.  2020, Nov. 「從《夢溪筆談》的筆記脈絡看類比思維與知識分類」（主題演

講）華人傳統類思維工作坊，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中心。 
61.  2020, Nov. 「STS 早年的人類學時期及二者互動的後續線索」臺大人類學系

邀請演講。2021, July 「女性主義科技研究如何介入STS？」中研院文哲所

報告─I。 
62.  2021, July 「從STS看Haraway千禧年前的兩本書」中研院文哲所報告─II。 
63.  2022, April “Weimar Culture, Quantum Theory, and the Rise of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of Knowledge”, 清華大學物理系演講。 
64.  2022, Sep. 「台灣的性別、醫療與公衛研究：個人回顧」主題演講，於「她

們與公衛的距離：婦女與戰後台灣公共衛生，1950─1970年代」研討會，

中研院近史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婦聯會合辦。 
65.  2023, Oct., 「氣候危機 與 Global Green New Deal」中正大學中正講座。 
66.  2023, Dec.,「科學史中牛頓《數學原理》研究的前後兩端及其命運的迴轉？」

香港中文大學，重讀通識經典研討會（二），牛頓《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 
 
 
C 類 （其他一般著作、評論及翻譯） 
 
13.  2005, Apr., 「自由的兩種近代史──從知識與身體的兩種觀點來看」，《自

由十講》，頁47-83，鄭南榕基金會，玉山社。 
14.  2005, Oct., 「口述史、史料建構與研究案例的選擇──從性別史的角度來

看近代婦產科的興起與產婆的故事」，《婦研縱橫》，76期，頁1-10. 
15.  2005, Dec., 「贏了女人、輸了歷史：簡短回應姚人多」，《台灣社會學》

第十期，頁177-183. 
16.  2006, Jan., 「對『亞細亞的新身體』的一種詮釋──從底層與邊緣來看台

灣的醫療近代性」，《當代》，一月號，221期，頁32-41. 
17.  2006, Feb., 《回答科學是甚麼的三個答案：STS、性別與科學哲學》，國

立台灣大學出版。國科會人文處總策劃，新視界文庫22. 
18.  2006, Mar., 「早熟的科學、混淆的革命，評胡大年的 _China and Albert 

Einstein: the Reception of the Physicist and his Theory in China: 1917-1979_ 
(2005)」, pp.203-210, 近史所集刊, No.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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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06,  Dec., 「實驗科學誕生的政治史：評翻譯書《利維坦與空氣泵浦》」，

《科學人》，頁117-8. 
20.  2008, Feb., 「一隻鳥仔或雙人枕頭？威而剛與男性身體」，《醫療與社會

共舞》，成令方、傅大為、林宜平編，群學出版社，頁192-199. 
21.  2008, Feb., 「婦產科的手術技藝與性別政治」（與李佩穎合寫），《醫療

與社會共舞》，成令方、傅大為、林宜平編，群學出版社，頁264-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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