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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瑜《阿母的故事》，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04年 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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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叔青《寂寞雲園──香港三部曲 3》，台北：洪範書店 1997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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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偉格《王考》，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02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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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碧雲《十二女色》，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0年 9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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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恩美《灶君娘娘》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 年 03 月 10 日 

譚恩美《百種神秘感覺》，台北：時報文化公司，1998年 8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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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0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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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月 

劉人鵬《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台北：學生書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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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蕾，格林(Green Gayle)、考比里亞‧庫恩(Kahn Coppela)《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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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哈布瓦赫(Halbwachs Maurice) 《論集體記憶》，畢然等譯，上海：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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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2002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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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林〈女性生命的詠嘆——評蔣韻《櫟樹的囚徒》〉，當代文壇 1997年 04 期  

石之瑜〈超越政治學中的線性時間觀：女性時間意識札記〉，婦女與兩性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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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一萍〈鍾文音的家族三部曲──台北上河圖〉，聯合報讀書人版，2003年 4月

6日 

梁鴻〈論中國 20世紀小說家族主題的流變〉，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2年 06 期 

張小虹〈父親幽靈的悼亡書寫〉，《聯合文學》第 12 卷 10 期，1996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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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麗貞《香港．政治．媚行者─黃碧雲小說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90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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