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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李永熾著，《日本史》，(台北市：水牛，1984 年 10月) 

32、 陳大齊著，《孔子言論貫通集》，(台北市：台灣商務，1982年) 

33、 広頼豐編纂，劉梅琴譯，《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七卷》，(東京都：岩波，

1940年~1942年) 

 

三、中文論文(依出版年代順序) 

 

1、 陳義隆著，《日治時期臺灣武道活動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2008

年 7月) 

 

2、 陳信安著，《台灣日治時期武德殿建築之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所

碩士論文，1997年 6月) 

 

四、網路資料 

 

1、 台灣大百科全書：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index 

2、 中國網，www.china.com.cn/book/txt/2009-07/12/content_18119689.htm 

3、 東京女子大學網頁：http://www.twcu.ac.jp/ 

4、 今川時代再発見：http://www2.tokai.or.jp/marco/imakawa/imajyo.htm 

5、 山形県米沢市《米沢上杉まつり》公式ホームページ：http://yamagatan.com/ 

6、 江戶旧聞，http://www12.ocn.ne.jp/~kyubun/haxtuto.htm 

7、 ウィキペディア（Wikipedia），http://ja.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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