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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引言 

《老子》：「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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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1999），頁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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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資料為主的初步探討〉，《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1（2002），

頁4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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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悵望江頭江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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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 Porter, “History of the Body Reconsidered,” in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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