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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維鈞與中國外交國際學術討論會

上海‧2000.9.15-16

由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

及上海嘉定文化局聯合主辦之「顧維鈞與中國外交國際

學術討論會」，於 89 年 9月 15 -16 日在上海復旦大學舉

行，共有來自美國、日本、英國、大陸及臺灣之專家學

者四十餘名出席，發表 30 篇論文。本會議是以一個民

國的外交家顧維鈞為對象進行專題討論。茲將各場研討

會主持人、主講人、論文題目、評論人臚列附後：

■9月15日

☉第一場主持人：汪　熙

唐德剛 編撰顧維鈞回憶錄與民國外交史 陶文釗

雜記　

國內外學術會議
Domesti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0年9月

1. 顧維鈞與中國外交國際學術討論會

◎2000年10月

2. 海峽兩岸水下考古學術研討會

3.「經濟全球化與中華文化走向」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0年11月

4.「『社群』研究的省思：跨世紀臺灣人類學的展望

之一」學術研討會

5. 臺灣與中國大陸關係史討論會

6. 中國史地關係學術研討會—紀念張其昀先生百歲

誕辰

7. 語言文學之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

8. 臺灣儒學與現代生活國際學術研討會

9. 布農族歷史文化研討會

10. 東部地區歷史與文化研討會

11. 「海峽兩岸歷史小說與戲劇的對話」研討會

12. 「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學與文化書寫」國

際學術研討會

13. 千古風流—東坡逝世九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

14. 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育學術研討會

15. 第五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

16. 臺灣歷史文化研討會—性別與文化論文研討

17. 「第三個千禧年哲學的展望：基督宗教哲學與中

華文化的交談」學術研討會

18. 第四屆臺灣史與文化研討會

19. 二十世紀前半葉人文社會學術研討會

20. 社會學與轉變中的中國社會：楊慶堃教授紀念研討會

◎ 2000年12月

21. 臺灣美術百年回顧學術研討會

22. 百年來海峽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學術

研討會

23. 紀念李約瑟博士百年誕辰科技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24. 家人關係及其心裡歷程：第五屆華人心理與行為

科際學術研討會

25. 兩岸小戲大展暨學術會議

26. 2000年臺灣美術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27. 第四屆華人社會社會指標研究研討會

28. 第四屆青年文學會議

29. 第五屆中國訓詁學全國學術研討會

30. 近代日本與臺灣研討會

31. 第七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

32. 朱子學的回顧與二十一世紀的展望—朱熹八百

歲誕辰紀念學術研討會

33. 朱子與宋明儒學學術研討會

34. 道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

35. 第六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

36. 與大歷史對話—黃仁宇研討會

◎ 2001年1月

37. 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會

◎ 2001年2月

38. 第三十一屆「中國社會與國家」研討會

39. 新馬的漢學研究：國大馬大中文系研究狀況的探討

◎ 2001年3月

40. 海外華人社團跨國活動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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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敏淑 顧維鈞參與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 陶文釗

唐啟華 顧維鈞與北洋政府對國聯的參與： 羅志田

一九一九∼一九二二　　

王建朗 北京政府修約外交運動簡論─ 羅志田

兼述顧維鈞等新一代外交家的崛

起　

☉第二場主持人：王念祖

趙勝土 顧維鈞與中蘇建交談判　　 汪朝光

嶽謙厚 廢約外交：顧維鈞民族主義外交 汪朝光

及其運作個案　　

熊志勇 從一戰到華盛頓會議期間的中美 汪朝光

外交

曹振威 顧維鈞在九一八事變期間的外交 陳鵬仁

活動　　

鹿錫俊 一九三三年中國對日絕交計畫的 陳鵬仁

浮沉─兼析《顧維鈞回憶錄》

的有關觀點　

☉第三場主持人：陳鵬仁

張　力 顧維鈞與一九三○年代中國和國 胡禮忠

聯的技術合作　　

胡永寧 顧維鈞與國聯　　 胡禮忠

西村成雄　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從中國代 邵銘煌

表團報告書看中國的自畫像　

金光耀 顧維鈞與中國參加敦巴頓橡樹園 邵銘煌

會議　

李朝津 顧維鈞與舊金山會議　　 邵銘煌

■9月16日

☉第四場主持人：陶文釗

陳立夫 顧維鈞與中英平等新約　　 吳景平

謝俊美 顧維鈞的經世品格及其成因　　 吳景平

戴鞍鋼 顧維鈞的人格魅力　　 王念祖

王立誠 顧維鈞與近代中國外交官文化的 王念祖

變遷　　

☉第五場主持人：西村成雄

石源華 重評民國時期的職業外交家群體 楊奎松

劉維開 顧維鈞在韓戰初期中美關係中的 楊奎松

角色　　

資中筠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 張濟順

消─重讀《顧維鈞回憶錄》有

感　

章　清 學人外交：從幕後到前臺　　 張濟順

☉第六場主持人：顧雲深

石建國 顧維鈞與陸徵祥　　 唐啟華

錢玉莉 顧維鈞與陳友仁　　 唐啟華

金重遠 顧維鈞與塔列蘭　　 唐德剛

朱葆晉 《顧維鈞回憶錄》中文版評價　　 唐德剛

川島真 《顧維鈞回憶錄》的史料價值初探 唐德剛

（陳憶華）

海峽兩岸水下考古學術研討會

澎湖‧2000.10.24-25

「海峽兩岸水下考古學術研討會」由教育部指導，

澎湖縣政府、國立歷史博物館主辦，中華民國海下技術

協會協辦，於 89年 10月 24 -25日在澎湖馬公市舉行。

茲以水下考古工作的探討作為此次研討會的主要目

標，為開發水下考古的更深層面，並展示國立歷史博物

館研究成果，廣邀海峽兩岸此一領域的學者專家，研討

水下考古此一現代的專業論題。本次研討會共涵括五個

論題：1.水下考古的歷史性意義；2.海峽兩岸水下考古

的實際情況及成果；3.水下考古作業的技術層面；4.水

下考古的法令規章；5.水下考古文物之研究。茲將發表

人、論文臚列如下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林　果 連江定海水下考古發掘概述

張　威 水下考古在中國

栗建安 水下考古發現的福建外銷瓷

黃光男 水下考古的歷史性意義

黃永川 水下考古的價值與本世紀重大成就─從

澎湖將軍一號沉船考古談起

楊式昭 澎湖清代沉船將軍一號之發掘與意義

劉慶柱 水下考古與中外交流研究

簡連貴 澎湖海域水下探勘發掘技術之探討

（國立歷史博物館）

「經濟全球化與中華文化走向」國際學術

研討會

北京‧2000.10.27-28

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藝術

研究院主辦之「經濟全球化與中華文化走向」國際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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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於 89 年 10 月 27-28 日在北京舉行，共發表論

文 89篇，茲將議程臚列如下：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10月27日

☉召集人：黃衛平、劉　力

馮　征 繼往開來　開拓創新

墨子刻 中國文化與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

黃衛平 經濟全球化：面對 21世紀的思考

劉　力 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家的陷阱？

尉天驄 全球化與人性的重建

☉召集人：葛劍雄、謝寶笙

成中英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文化的再發展

閻純德 試論經濟的全球性與文化的獨立性

葛劍雄 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應該並行不悖

謝寶笙 從波浪哲學到相對融合論─一個中西融

合的新體系

董金裕 孔孟的階梯哲學及其現代意義

☉召集人：周昌龍、萬本根

湯一介 在經濟全球化形勢下的中華文化定位

萬本根 經濟全球化與中華文化的未來發展

溝口雄三　中華文化在二十一世紀將起到什麼作用

周昌龍 從中國自由傳統到新自由主義

☉召集人：黃　平、李　強

吳易鳳 全球化的二重性

秦　暉 「制度碰撞」與「文化交融」全球化的兩

種景觀

黃　平 全球化：未解的難題之一

董光璧 科學文化：經濟全球化形勢下中國的選擇

李　強 全球化背景下的主權國家

☉召集人：張汝倫、李慶本

趙　岡 經濟全球化與東西文化的交匯

方　銘 經濟全球化與中西文化的互動

納日碧力戈　全球化與文化共存

李慶本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身分問題

張汝倫 全球化與文化論同

☉召集人：姜廣輝、江秀平

龔鵬程 華夏文明的異化與再生

陳映真 經濟全球化下的中國文化問題

姜廣輝 中國文化的「協和萬邦」思想應成為第三

代人權的基本準則

江秀平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政治文化的影響

☉召集人：劉　奔、黎德機

王懷寧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和規律

黎德機 全球化與中、日、歐、美

王銳生 全球化的哲學

劉　奔 經濟全球化與發展價值觀的變革

方　軍 「全球化與中華文化走向」國內外學術討

論綜述

☉召集人：王殿卿、方李莉

丁守和 中外古今法與文化研究

王銘銘 世界體系、民族─國家與文化自覺─

社會人類學的思考

許啟賢 經濟全球化與「尊重」道德

王殿卿 中華文化與新世紀的道德重建

方李莉 經濟全球化與「文化生態」的構成

☉召集人：王維江、鄒重華

王　堯 全球化中的中華文化的走向─學習《共

產黨宣言》的感想

熊　玠 二十一世紀國際秩序與中華文化之可能起

的作用與貢獻

王維江 二十世紀的德國漢學研究

錢　遜 找對中國文化的位置

陳連開 中華文化的基本特點及其在現代化中的弘

揚

鄒重華 「文化中國」與全球化

☉召集人：徐遠和、李甦平

徐遠和 東亞經濟發展和儒家文化

張立文 全球意識與東亞意識

葛榮晉 儒家柔性管理與東亞經濟發展

李甦平 全球背景下的東亞文化

彭燕韓 經濟全球化與東亞儒商文化的發展

☉召集人：王　寧、方　軍

樂黛雲 多元文化及其發展中的兩種危險

湯恩佳 經濟全球化與世界文化多元發展

萬俊人 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論

沙蓮香 中華文化與企業精神─對中華文化精神

的一種論證

王　寧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文化研究的影響

☉召集人：俞榮根、鄧思平

劉海年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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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榮根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當代法制建設

賀蕭特 記憶的性別：中國農村婦女與 1950年代

艾　華 母親及其生育在中國：大眾敘事中的性別

預期

鄧思平 中華文化如何進一步面向世界、走向未來？

■10月28日

☉召集人：俞可平、楊慧林

黃心川 經濟全球化與東西方宗教的關係

楊慧林 基督教神學價值「一體化」、「全球化」問

題中的三種困難

魏白蒂 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國際化」的先鋒

─早期來華西方人士著作書目探討

俞可平 經濟全球化與治理的變遷

☉召集人：李宗桂、翁乃群

吳元邁 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經濟全球化與

民族化

李宗桂 經濟全球化與文化的民族性

翁乃群 全球化背景下社會文化的再生產─文化

的延續與創新：人類田野研究實例

鄒重華 「文化中國」與全球化

黎建球 全球經濟化與全球倫理宣言

龔書鋒 經濟全球化與維護中國文化的民族特性

☉召集人：蔡福金、薄曉瑩

瞿林東 中華文化在 21 世紀的發展機遇、特徵及主

要趨勢

郭少棠 中華文化的本土化與全球化

蔡福金 新世紀弘揚發展中華文化必須堅持五條原

則

周穎南 中華儒家文化在經濟全球化中的積極作用

薄曉瑩、馬小紅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傳統文化可

利用因素舉例

☉召集人：黃愛平、景 軍

艾爾曼 重思儒學：中、日、朝、越的過去與現在

張　璉 多元社會中知識分子的經濟自主與自我定

位

景　軍 社會轉型與兒童食品

黃愛平 18 世紀世界發展的趨勢與中國的世界觀念

─百年中西交流歷史的回顧與思考

關愚謙 從歐美的矛盾看世界多元化的發展以及中

國文化在 21 世紀的國際舞台上能發揮何種

作用？

☉召集人：詹海雲、郭齊勇

段　渝 論經濟全球化中的文化多元演進

孫　歌 全球化與文化差異：對於跨文化知識狀況

的思考

詹海雲 論新經濟的發展與儒道兩家思想之關係

郭齊勇 儒學能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什麼

魯　諄 面對經濟全球化的中華文化

☉召集人：周 源、楊念群

林安梧 「外王」與「內聖」：從「社會正義」到

「心性修養」─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走向

的新可能

成崇德 近三百年中國西部開發的啟示

達素彬 近一百年來中國西部開發的歷史啟示

周　源 中國西藏：走向現代化的艱難之路

楊念群 經濟全球化視野下的「辜鴻銘現象」

（張　璉）

「『社群』研究的省思：跨世紀臺灣

人類學的展望之一」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0.11.2-4

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之「『社群』研究

的省思：跨世紀臺灣人類學的展望之一」學術研討會，

於 89年 11月 2-4日，假民族學所舊館三樓第一會議室

舉行。茲將發表者、論文題目及評論人臚列附後：

發表者 論　　文　　題　　目 評論人

John Shepherd Demographic Studies of Plains 

Aborigines: An Exploratory Overview

詹素娟 加禮宛人在東臺灣的定著與變遷 林玉茹

陳文德 試論「社群」研究的意義─一 施添福

個卑南族聚落的例子

林開世 文明研究傳統下的社群 陳其南

張　珣 社區研究的省思─以大甲為例 林美容

林瑋嬪 血緣或地緣？臺灣漢人的家、聚 陳祥水

落與大陸的故鄉

童元昭 周邊的想像：族群研究的啟發 葉春榮

蔣　斌 「張」長屋（Rumah Chang）：一 王嵩山

個砂勞越伊班族長屋的族群、歷

史與區域貿易關係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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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宣衛 區域的形成與聚落的性質：再談 康培德

阿美族文化的地域性差別

伊凡諾幹　十九世紀末 Tayal [msbtunux]之 陳茂泰

土地制度與聚落（qalang）共同體

潘英海 「平埔研究」中「平埔族群」的理 張隆志

論內涵

何翠萍 景頗羊毛裙的故事 莊雅仲

謝世忠 國族—國家、共同體與解構： 王明珂

泰中兩國的少數族群人類學社群

關係研究

郭佩宜 The 'Community of Communities': 王梅霞

Historical Studies on Settlements of  

the Langalanga, Solomon Islands

（伊凡諾幹）

臺灣與中國大陸關係史討論會

臺北‧2000.11.3-4

由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主辦，國家圖書館協辦之

「臺灣與中國大陸關係史討論會」，於 89 年 11 月 3-4 日

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國內專家學者與會

討論，共發表論文 16篇，茲將議程臚列如下：

主講人 論　　文　　題　　目 評論人

▉11月3日

☉第一場主席：劉翠溶

陳信雄 試論漢族開拓臺澎之年代、歷程 李東華

與因素

賴福順 探索元明時期中國與小琉球國的 許雪姬

關係─論臺灣自古非屬中國的

領土

☉第二場主席：朱重聖

許毓良 清代「消極治臺」說之評析─ 林玉茹

以文武口的掛驗為例

陳翠蓮 在日本與中國之間：臺灣人的國 盧建榮

家認同（1920-1945）

☉第三場主席：陳明通

江燦騰 日據時期殖民統治體制下的中日 侯坤宏

臺三地佛教交流：以大正後期

（1925）「東亞佛教聯合會」的會

內外交流經驗為例

朱德蘭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廣東的經濟 鍾淑敏

活動─以農產事業為例（1939 -

1943）

林瑤棋 臺中圳堵張氏家族發展之探討 黃秀政

▉11月4日

☉第四場主席：張勝彥

吳安家 臺海兩岸交流的回顧與前瞻 顏萬進

曾華璧 兩岸關係思維的新向度：環境主 徐斯儉

義

☉第五場主席：遲景德

石之瑜 誰來解讀中共的「大國外交」 邱坤玄

─兼論現實主義之外的兩岸關

係論述

呂士明 美國對華政策與兩岸關係 魏良才

☉第六場主席：呂士明

卓克華 前清淡水總稅務司官邸之歷史研 黃富三

究─海關史的一個側面考察

謝敏聰 兩岸故宮博物院的發展與比較 馮明珠

☉第七場主席：張炎憲

林德政 抗戰期間臺籍人士在重慶的活動 何義麟　

張世瑛 人間煉獄：一九五○年代中央日 薛化元

報漫畫半週刊反映下的大陸形象

柳金財 「一個中國論述」的歷史探討： 趙建民

論一九九○年代以來中華民國內

部關於「一個中國論述」內涵的

轉變與爭議

（陳憶華）

中國史地關係學術研討會─紀念張其昀

先生百歲誕辰

臺北‧2000.11.7-8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為緬懷創辦人張其昀先

生，倡導中國史地學研究的精神，促進史地學研究的精

進，邀請大陸、臺灣、日本史地學者共濟一堂，以「中

國史地相互關係」為主題進行討論，共宣讀 28 篇論

文。茲將論文發表者及論文題目臚列如下：

發表者 論　　文　　題　　目

宋　晞 張著《景福門回憶錄》讀後感（主題演講）

陳吉餘 中國海塘工程史地研究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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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孚 商周史研究議題中的地圖問題

呂春盛 西魏北周的霸府─同州與西魏北周的政

局

張繼昊 史地關係與北魏建國時期的歷史研究

徐衛民 周秦漢唐建都關中的自然環境的關係

梁國真 東周時代江淮地區文化的變遷─淮夷文

化之研究

秦照芬 豐鎬考古與宗周文化

石蘭梅 從商代都邑分布看商代王權的發展

陳橋驛 論史地關係

陳文豪 萬軍井傳說辨正─讀《澎湖廳志》札記

盧湖彬 頭城的寺廟與地方發展

羅獨修 先秦建都對國勢興衰之影響試探

桂齊遜 從邊防結構的改變看唐代節度體制的創建

─以河東軍的建置為例

吳智和 明人山水休閒生活

周振鶴 中國歷史上自然區、行政區與文化區關係

莊吉發 戰爭與地理─以嘉慶初年川陝楚白蓮教

之役為例

彭明輝 從沿革地理到歷史地理學

韓桂華 宋代的真州的興起

江天建 北宋陝西路絹帛之研究

廖幼華 秦隋間廣西郡縣分布與水路交通之關係

林天人 明代治理黃河成績的檢討─兼評述潘季

馴的治河

賴福順 臺灣，早期文獻把你縮小了

許賢瑤 茶郊媽祖及其祭典

川島真 戰前日本外務省對中呼號政策─正式國

名‧略式國‧地域名稱

蔣武雄 山西與五代政權轉移的歷史關係

蔣義斌 《漢書》〈地理志〉的地理觀

周偉洲 長安子午谷新羅人金可紀摩崖碑釋解

陳清香 清水祖師生平事蹟及造像考

（蔡素蘭）

語言文學之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0.11.8

由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主辦之

「語言文學之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89 年 11 月 8日

在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行。此次研討會邀請

國內學者專家共同與會討論，茲將議程臚列如下：

主講人 論　　文　　題　　目 特約討論人

☉第一場主持人：劉兆祐

陳慶浩 域外漢文資料與中國古籍文獻之 劉兆祐

整理

曾榮汾 介紹教育部四部電子辭典 葉鍵得

林文寶 臺灣地區兒童讀物選書工具初探 馬景賢

☉第二場主持人：范文芳

叢文俊 中國古代書法論著的文體與文學 施隆民

描寫

陳光憲 論報導文學的時代性 陳銘磻

何石松 「令子」研究 羅肇錦

☉第三場主持人：陳維德

范文芳 將語文教學視為培養思辨能力之 叢文俊

最佳課程

陳正治 全國師院生兒童文學創作獎探討 林文寶

葉鍵得 聲韻學在語文教學上的運用 曾榮汾

☉第四場主持人：孫大川

浦忠成（巴蘇亞‧博伊哲努） 原漢語言 孫大川

文學接觸流變探析

吳俊傑（瓦歷斯‧諾幹） 談當代原住民 廖咸浩

文學的後殖民和離散的現象

（吳嘉琦）

臺灣儒學與現代生活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0.11.9-10

儒學在臺灣之發展，有三百五十年之歷史，已構成

臺灣文化的重要基底。不但對仕紳階級之形成及其意識

內容有重要影響，更對臺灣庶民倫理生活與價值觀有著

強大的形塑作用。因而臺灣在未來文化發展上，無論強

調本土性或現代性，均不能忽視儒學之內涵與功能。

今年適值朱熹逝世八百年，特策劃本研討會，探討

臺灣儒學與朱子學之傳統中如何開展出現代生活，同時

並研討儒學對現代社會之倫理生活之重建又能產生何種

作用。本研討會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主辦、淡江大學中

國文學系承辦、臺北市立圖書館、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東吳大學哲學系、淡江大學漢學

研究中心、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教學組、鵝湖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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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東方人文基金會協辦，於 89年 11月 9 -10日在臺北

市立圖書館總館 10 樓會議廳舉行。其研討子題一為朱

子學與臺灣人文傳統（生活、禮俗、倫理）；二為臺灣

儒學與現代生活，邀請國內、日本、韓國等學者專家與

會討論，其議程臚列如下：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11月9日

☉主持人：高柏園

劉述先 「理一分殊」與道德重建

袁保新 臺灣新儒學運動的回顧與展望─從臺北

市廣設社區大學談起

☉主持人：袁保新

顧史考 鄭衛之音與現代的和諧社會

龔鵬程 生活儒學的重建─以朱熹禮學為例

羅多弼 From Modernization to Modernity: Confucianism

and Modern Values

☉主持人：楊祖漢

金東洙 朝鮮中期朱子學（以禮學為主）

李瑞全 論朱子之心學與性理情欲之關係

曾昭旭 論現代生活之本質即儒學之本質

☉主持人：羅多弼

佐久間正　近世日本會與儒教

高柏園 格物致知新論─兼論臺北市的文化地位

及其發展方向

連清吉 就中日儒學的因革論臺灣儒學現代化的取

向

▉11月10日

☉主持人：周志文

伊東貴之　宋學‧朱子學的〈意義〉轉換─經

學‧歷史學‧「天論」‧「性說」的考察

潘朝陽 從閩學到臺灣的傳統文化主體

殷善培 朱子治《論語》的歷程與方法

☉主持人：周彥文

小島毅 喪禮在臺灣：宋學之近代性

陳德和 儒學對臺灣意識的開拓

周德良 朱子的人物品類論

☉主持人：蕭振邦

曾守正 沐浴涵濡，海東鄒魯─清代臺灣教育與

朱熹

葉海煙 生活與文化互動中的臺灣新儒學

鄭志明 臺灣儒學的社會關懷

☉主持人：王邦雄

陳德和、葉海煙、林安梧、林月惠　座談會

（黃麗卿）

布農族歷史文化研討會

臺北‧2000.11.11-12

「原舞者」於 89年 12月 13-14日在新舞臺展演「誰

在山上放槍」─布農族祭儀，為使廣大民眾更進一

步了解布農文化，充分探討布農族之來源、遷移、氏

族、親屬關係、部落組織、社會運作、舊部落生活狀

態、傳統祭儀歌謠及當代之布農族社會問題、傳統歌謠

與相關祭儀間的關係、歌謠在過去日常生活中的意義及

其後來的轉變，特於展演前籌辦「布農族歷史文化研討

會」。藉此希望匯聚研究布農族之學者、文化工作者、

布農族耆老及社會菁英等，共同研究布農族的歷史文化

和思索布農族的未來發展，俾對布農族歷史文化及其歌

謠作寬廣、深度的探討。

「布農族歷史文化研討會」由原舞者主辦，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中心、Palihabasan（北部地區

布農族學生讀書會）、山海文化雜誌社協辦，於89年11

月 11-12 日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綜合館國際會議廳

舉行，茲將議程臚列於下：

主講人 論　　文　　題　　目

▉11月11日

☉主持人：陳光榮

松國榮 布農族傳統信仰與西方宗教的互動與變遷

卜袞依斯瑪哈單依斯立端（林聖賢） 傳統生活祭

儀與故事

田哲益 布農族的 samu（禁忌）與信仰

伍　錐 hanitu（靈）與布農人

邱韻芳 改宗理論的探討─以平埔與布農為例

☉主持人：浦忠成

杜石鑾 談 taki vatan（丹社）群的氏族

辜木水 談布農族恢復姓名的意義

余明德 氏族的形成與意義

☉主持人：江明清

吳榮順 Pasibutbut（祈禱小米豐收歌）的呈現在民族

音樂學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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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立國 布農族的傳統音樂與祭儀

余貞玉 布農傳統音樂在部落紮根

司阿定 部落傳統歌謠團運作的分享

☉主持人：伊凡諾幹

林澤富 南投布農人的移住

葉家寧 高雄布農人的移住

李敏慧 臺東布農人的移住

鄭安晞 花蓮布農人的移住

☉主持人：蘇清喜

齊莉莎 布農語的結構與句法

葉美利 布農語的音韻分析

全正文 布農語言的傳承與記錄

▉11月12日

☉主持人：孫大川

全文孝 談雙龍的例子

李文廣 布農族的陶器製作

張志誠 談高雄地區布農族自主運動的例子

☉主持人：高德義

全文盛 立法院問政經驗分享

余明德 談布農民族議會建構的理念

尤哈尼 展望原住民族的自治

（原舞者）

東部地區歷史與文化研討會

花蓮‧2000.11.11-12

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與東華大學觀光暨遊憩管理研

究所合辦之「東部地區歷史與文化研討會」，於 89年 11

月 11-12 日在花蓮東華大學舉行，邀請與此議題學有專

長之學者專家與會共同討論，茲將議程臚列如下：

主講人 論　　文　　題　　目

☉第一場主題：「史學研究方法」，主持人：吳密察

姚　誠 花蓮寺廟祭典

林富士 田野調查

趙川田 東臺灣研究會─一個地方文史團體的蛻

變

☉第二場主題：「史學研究個案」，主持人：林富士

張堯城 平埔族與池上平原的開發

陳鴻圖 日治時期東臺灣的水利開發─以卑南大

圳為例

李宜憲 花蓮史上的吳光亮

☉第三場主題：「新編地方志工作」，主持人：許義忠

宋秉明、方志鵬　鄉志編纂─以瑞穗鄉為例

張振岳 富里鄉志編纂

李來旺 阿美族文學傳說

☉第四場主題：「鄉土教育教學方法」，主持人：吳翎君

顧瑜君 鄉土教育

康培德 花蓮南勢阿美、南部西拉雅人原住民

張　力 口述歷史

☉第五場主題：「鄉土教育個案座談」，主持人：許世璋

張裕明 三棧國小經驗

朱苓尹 大興國小經驗

古月恆 景美國小經驗

☉第六場主題：「地方文史工作實例座談」，主持人：

顧瑜君

林興華 大富源─拔仔庄的過去與現在

邱坤成 豐田社區─日本移民村巡禮

廖鴻基 鳥踏石村史

蔡義昌 馬太鞍社區總體營造

莊明儀 林田山林業發展社區

田貴實 泰雅族紋面老人紀錄

（李榮聰）

「海峽兩岸歷史小說與戲劇的對話」研討會

臺北‧2000.11.12

由歷史文學學會、佛光人文社會學院主辦，文化建

設委員會贊助之「海峽兩岸歷史小說與戲劇的對話」研

討會，於 89年 11月 12日在佛光臺北道場法堂舉行，邀

請兩岸學者、作家與會討論，茲將議程論文臚列如下：

主持人 發表人 題　　　　　　　　 目

英迺滇 關紀新 老舍未完成的長篇歷史小說《正

紅旗下》

林佩芬　延藝雲 歷史與文學的王莽

陳憲仁 汪天雲 太平天國運動文化內涵和歷史局

限

郝明義 李紀祥 趙氏孤兒的「史」與「劇」：文

述與演述

徐立功 黃以功、 「歷史的多元展現─小說與

夏美華、　戲劇」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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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源、

楊　葵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學與文化

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0.11.16-18

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之「空

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學與文化書寫國際學術研討

會」，於 89年 11月 16-18日在中央研究院生醫所會議室

舉行，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與會討論，茲將議程臚列

如下：

主講人 論　　文　　題　　目

■11月16日

☉第一場主持人：李豐楙，討論人：蒲慕州

鄭文惠 空間形式與文化權力─武氏祠漢畫石刻

研究之二

劉苑如 慾望塵世／境內蓬萊─《拾遺記》的中

國圖像

☉第二場主持人：戴璉璋，討論人：顏崑陽

鄭毓瑜 東晉「建康」論述─名士與都城的相互

定義

周大興 阮籍的名教空間觀與大人先生的神貴空間

☉第三場主持人：何寄澎，討論人：王文進

衣若芬 宋代題「瀟湘」山水畫詩的地理概念、空

間表述與心理意識

尤雅姿 虛擬實境中的生命諦視─談魏晉文學裏

的臨界空間

■11月17日

☉第四場主持人：林玫儀，討論人：簡宗梧

鄭在書 園林與帝國的書寫空間─以〈子虛〉、

〈上林〉兩賦為例

蔣秋華 從〈廣陵對〉看汪中的地理意識

☉第五場主持人：熊秉真，討論人：林鋒雄

王璦玲 明清之際江、浙地區文人風流劇作之審美

造境與其文化意涵

曹淑娟 祁彪佳與寓山─一個主體性的空間的建

構

☉第六場主持人：梅家玲，討論人：廖炳惠

楊玉成 士庶、性別、地域：論南北朝的文學閱讀

鄭慧如 一九九○年代臺灣身體詩的空間層次

☉第七場主持人：洪銘水，討論人：康來新

李奭學 中國晚明與西方中世紀─論明末耶穌會

古典型證道故事的時空與文化背景

高桂惠 《西遊記》續書的魔境─以《續西遊記》

為主的探討

■11月18日

☉第八場主持人：柯慶明

彭小妍 朱天心的臺北─地理空間與歷史意識

桑梓蘭 〈古都〉的都市空間論述

張季琳 日本人看朱天心的〈古都〉

☉第九場主持人：華 瑋，討論人：蔡英俊

戴思客 古代中國的文本空間：《周易》的模型設

計

☉第十場主持人：呂正惠，討論人：胡萬川

李豐楙 多面王母、王公與昆侖、方諸聖境─從

古神話到六朝上清經派空間神話的考察

小南一郎　遠遊─時間與空間的旅行

（鄭秀卿）

千古風流─東坡逝世九百年紀念學術研

討會

臺北‧2000.11.17-18

輔仁大學中文系於 89 年 11 月 17-18 日，假輔仁大

學谷欣廳舉辦「千古風流─東坡逝世九百年紀念學

術研討會」，邀請臺灣、香港、大陸學者參與討論，茲

將議程臚列如下：

主講人 論　　文　　題　　目 特約討論人

▉11月17日

☉主持人：包根弟

專題演講：王靜芝　東坡的詩境生活

☉主持人：賴明德

何寄澎 風神、遊戲與傳奇─小論東 王基倫

坡的傳記文

王　洪 蘇軾：近代詩歌奠基人 蔡振念

王隆升 衝突與和解─試論王安石與 黃奕珍

蘇東坡之情誼

李鵑娟 蘇東坡黃州詩用韻研究 姚榮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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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立信

黃坤堯 東坡詞律析論 陳文華

王偉勇 「東坡樂府編年箋校」補疏 徐照華

江惜美 析論蘇軾詩中的思想 王保珍

胡幼峰 試論清初揚宋抑宋詩話對蘇詩 黃景進

的評價

☉主持人：董金裕

黃啟方 從東坡書牘認識東坡─以黃 謝海平

州、惠州、儋州時期書牘為主

邱俊鵬 蘇軾貶儋時期的精神支柱與自 柯慶明

我排遣

劉昭明 章惇〈寄蘇子瞻〉與蘇軾〈和 馬寶蓮

章七出守湖州二首〉考論

黃志誠 蘇試詩歌中的寄託探析 呂正惠

▉11月18日

☉主持人：王初慶

衣若芬 閱讀風景：蘇軾與「瀟湘八景 李　栖

圖」的興起

劉　瑩 悠遊於意與法之間─論蘇東 施隆民

坡的書法美學觀

李美燕 蘇軾的琴藝道境 吳瑞泉

楊宗瑩 一笑、呵呵、絕倒─東坡尺 周志文

牘中笑的探索

☉主持人：司仲敖

陳新雄 竹西詩案 邱俊鵬

張高評 蘇軾詠物詩與創意造語─以 周益忠

詠花、詠雪為例

簡宗梧 蘇軾賦觀及其相關的問題 王金凌

☉主持人：葉國良

趙中偉 東坡的「柔道」─解析《東 黃沛榮

坡易傳》的思維結構

趙世瑋 蘇軾〈正統論〉及其思想問題 林聰舜

析論

游宗蓉 從仕宦經歷論戲曲中的蘇軾形 陳　芳

象

☉主持人：康來新

朱靖華 東坡歷史地為詞創立新範式 陳慶煌

韋金滿 淺論東坡詞之「和美」 劉漢初

包根弟 劉熙載《詞概》蘇軾論平議 黃文吉

☉主持人：陳新維

朱靖華 兩岸五十年來蘇軾研究與展望

衣若芬

（郭士綸）

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育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0.11.17-18

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與中國近代史學會、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共同主辦之「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

育」學術研討會，於 89 年 11 月 17日至 18日假該院學

術活動中心第一會議室舉行。會中邀集國內外相關學者

專家共同與會，共發表論文17篇，出席學者凡百餘人。

茲將論文發表人及論文題目臚列如下：

1.桑　兵 近代大學史學課程設置與學風轉變

2.王仲孚 試論中學歷史教科書的幾個特性

3.劉靜貞 歷史教學的目標與取徑：「神入」試探

4.朱重聖 檔案與歷史教育

5.黃秀媛 「多元文化主義與歷史教科書」：美、澳、

臺的比較

6.白永瑞 超越本國史的框架：從歷史教科書來看韓

國人的亞洲認識

7.蕭勝文 國（初）中歷史教科書中「近代中日關係」

教材之研究（1936-1999）

8.段瑞聰 日本的歷史教育與中日關係

9.林麗月 國中歷史教科書的編寫與思考

10.袁筱梅 國中歷史教科書中的人物分析

11.林慈淑 「學歷史」與「歷史學」之間─從九年

一貫「人與時間」領域談起

12.熊秉真 自轉與公轉：晚清以來世界史教科書的轉變

13.劉德美 談中學歷史教學外國史圖片之利用

14.管美蓉 教、學、考試與歷史科教科書

15.嚴佳芳 探討現行國、高中教科書的銜接性─以

本國歷史為例

16.林佳玲 高中歷史教學的實務分析

17.陳奉梅 新編高中本國史（初版）有關臺灣日治時

期教材之分析比較及其與國中《認識臺灣》

（歷史篇）連貫性之探討

綜合討論 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育的省思

引言人：李國祁、張玉法、張元、周婉

窈、桑兵、白永瑞

（沈松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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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

嘉義‧2000.11.18-19

由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歷史系、中國唐代學會合

辦之「第五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89 年 11 月 18-19

日於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會議廳舉行，會議內容分

「歷史組」及「文學組」同時進行，就唐代文學、唐代

史學、唐代哲學、唐代藝術、唐代宗教、敦煌學各主題

進行研討，邀請臺灣、大陸唐代研究學者及研究生與會

討論，茲將議程臚列如下：

歷史組：

1.甘懷真 唐禮之「立禮研究」

2.宋德熹 長孫氏家族與「關隴集團」盛衰的互動關

係

3.林冠群 唐代吐番贊普位繼承之研究

4.郭啟瑞 唐代前期對叛亂案的善後處置

5.廖幼華 唐代廣西州治所分布與地域開發之關係

6.賴亮郡 隋唐時期的東宮兵

7.桂齊遜 唐代律令格式之性質再探

8.曾賢熙 唐代御史大夫職權的研究

9.胡　戟 唐代家禮述論

10.陳俊強 試論唐代的量移制

11.耿慧玲 由高力士的先世看百越與中國中央之關係

12.羅彤華 唐代食利本錢初探

13.王怡辰 試析唐代貨幣政策的特色

14.林偉洲 唐肅代二朝天下兵馬元帥與內朝權力的形

成

15.黃玫茵 唐代殺人罪之刑律初探

16.劉進寶 唐初戶口銳減原因初探

17.何永成 後唐明帝論

文學組：

1. 呂武志 孫樵的古文理論和創作

2. 李建崑 中晚唐苦吟詩人研究

3. 胡楚生 韓柳交誼與韓柳文之比較

4. 謝海平 淺論唐代晚期古文家的史學素養

5. 方　介 韓愈與揚雄

6. 許東海 白居易諷諭詩歌與辭賦之關係

7. 蔡榮婷 唐五代時期禪宗漁父詩初探

8. 王三慶 試論敦煌文獻中的經濟活動及其相關問題

9. 王文進 南朝與盛唐邊塞詩的傳承軌跡

10.謝明勳 敦煌本《舜子變》故事考論

11.王國良 《金剛般若經集驗記》探究

12.李立信 科舉考試對唐代文學之影響

13.汪　娟 唐代佛教經懺之雙璧─華嚴懺儀和圓覺

修證儀

14.蔡振念 杜甫詩影響史

15.羅宗濤 由唐入五代詩人心境變化之探討

16.鄭阿財 從敦煌文獻論俗曲在佛教傳布的運用

17.朱鳳玉 敦煌「上大人」歌與臺灣俗曲「上大人」

歌謠

18.劉文起 楊倞注《荀子》的成就

（賴玫宏）

臺灣歷史文化研討會─性別與文化論文

研討

高雄‧2000.11.18-19

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與高苑技術學院諮商與輔導中

心、高雄縣自然史教育館合辦「臺灣歷史文化研討會

─性別與文化論文研討」，於 89年 11月 18-19日在高

雄縣高苑技術學院舉行，議程如下：

發表者 論　　文　　題　　目 評論人

☉專題演講

江寶釵 臺灣民間文化中呈現的性別意識

☉第一場主持人：張守真

陳瑛珣 探討清代臺灣漢族、原住民族群 葉振輝

性別角色與文化互動─以契約

文書論證之

邱淵惠 清代臺灣移民、禁令與性別　 簡炯仁

☉第二場主持人：鄭魁香

吳敏華 當孽子遇上逆女：白先勇與杜修 江寶釵

蘭同性戀書寫之比較

鐘宜伶 新聞論述建構之RU486語藝視野 陸偉明

─以報紙新聞報導為分析對象　

☉第三場主持人：謝臥龍

陳玉瓊 性別與新聞傳播科技關係之初探 陸偉明

─以「女性網站」呈現方式為

例

吳書昀 報紙中的女性形象　 陸偉明

☉第四場主持人：李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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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欣 醫療體制下的女性身體自主　 吳秀碧

彭莉惠 從生育作為一個母職的實踐來探 吳秀碧

討本土女性的生育自主性─以

質性研究之焦點團體切入

☉第五場主持人：吳秀碧

王世哲 以情慾的觀點論析男性的外遇　 郭麗安

郭麗安 大學生同志身分認同之分析研究　 謝臥龍

☉第六場主持人：吳慈恩

鄭淑芬 男女回憶錄對話　 郭麗安

黃玉梅 婚姻暴力的質性研究分析─一 謝臥龍

個女性被打 20年的故事

（李榮聰）

「第三個千禧年哲學的展望：基督宗教

哲學與中華文化的交談」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0.11.23-25

由輔仁大學哲學系主辦之「第三個千禧年哲學的展

望：基督宗教哲學與中華文化的交談」學術研討會，於

89 年 11 月 23 -25 日在輔仁大學舉行，邀請國內、外學

者專家與會討論，議程如下：

主講人 論　　文　　題　　目

■11月23日

☉專題演講

李振英 中國傳統文化之優良特質與現代化社會的

整合

☉主持人：陳文團

Peter C. Phan Inculturat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 in Asia

through Philosophy－A Dialogue with John

Paul II 's FIDES ET RATIO

Jean Ladrière The Christian Thought and the Destiny of

Philosophy

☉主持人：陳福濱

鄔昆如 文化哲學的意含

葉海煙 當代新儒學與基督宗教的哲學對話—以唐

君毅為例

尤煌傑 《易經》思想與多瑪斯思想對於「生命原理」

之比較研究

☉主持人：艾立勤

Michel Renaud "Human Dignity"－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Reflection

陳文團 The Task of Christian Philosopher－Critique

and Prophecy

☉主持人：黎建球

曾春海 基督宗教與儒家家庭倫理之對比研究

蕭宏恩 德行與幸福

潘小慧 德行倫理學在中西─以儒家和多瑪斯哲

學為例

☉主持人：葉海煙

黃人傑 基督宗教哲學與中華文化中的人學

陳德光 「神」、「神的根源」─艾克哈思想與中

華文化對話

袁信愛 人性的整合

■11月24日

☉主持人：雷敦龢

Jean Greisch The Manifold Meanings of Experience and

the Idea of Truth

William Sweet Philosophy, Culture, and the Future of

Tradition

武金正 Wittgenstein on Religious Points of View－

Relevance for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主持人：柏殿宏

Ghislaine Florival Existential Rootedness Of Culture And

Worldwide Globalization－Teleology And

Restructuration

雷敦龢 Just War－Chinese & Western Perspectives

黃筱慧 From Dialogue to Harmonization－Deleuze's

Philosophy as an Approach of Thinking to

Christian Philosophy

☉主持人：鄔昆如

關永中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與莊子對談神秘

經驗知識論

莊慶信 貝瑞與朱熹環境哲學的對話─以生命倫

理為核心

☉主持人：王初慶

陳俊輝 時間與救贖─從基督宗教思想與中國儒

家、道家哲學的對話談起

賴賢宗 佛教的空與基督教哲學─基督教哲學與

佛教哲學之對話的一個當代反思

☉主持人：林正弘

1
7



會 議 報 導

102 漢學研究通訊 20 : 1（總 77期）民國 90年 2月

黎建球 道、理、神─中西存有的通路

鄭志明 「神」觀的交談

杜保瑞 多瑪斯與宋明儒學的形上學問題意識比較

■11月25日

☉主持人：詹德隆

Eui-chai Tjeng, SJ The Philosophy of Life in the Oriental

Philosophies and in the Theory of Thomas

Aquinas－From the View Point of Immanence

and Transcendence

Isabel C.R. Renaud Ethics as the Life of Living

趙敦華 The Chinese Way to Polytheism

☉主持人：房志榮

George F. McLean The Role of Christian Philosophy in the

Present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arlo Huber, SJ Philosophy and Culture

Françoise B. Todorovitch Worshipping the Divine in Spirit

and in Truth

（輔仁大學哲學系）

第四屆臺灣歷史與文化研討會

臺中‧2000.11.25-26

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與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合辦

之「第四屆臺灣歷史與文化研討會」，於 11 月 25 -26 日

舉行，議程如下：

主持人 主講人 論 文 題 目　 對談人

阮昌銳 何傳坤 從史前文化遺址看臺灣 洪麗完

先住民

楊正寬 關華山 臺灣原住民居住文化　 陳覺惠

黃富三 莊國土 論十七至十九世紀閩南 古鴻廷

海商主導海外華商網路

的原因

黃秀政 許文雄 清朝臺灣最後的民變　 張勝彥

賴澤涵 陳哲三 從水沙連茶到凍頂烏龍 許雪姬

茶：鹿谷凍頂烏龍茶移

入傳說考

☉綜合座談：「近代臺灣社會」，引言人：許雪姬

李立信 李國樑 「臺灣籍民」與近代廈門 吳文星

社會經濟的若干考察

梅可望 廖福村 戰後臺灣警民關係之研 王定村

究

林柏榕 侯錦雄 戰後休閒文化之變遷 李英弘

李增祿 曾華源 我國志願服務應有的走 張震東

向和潛在問題

徐　泓 郭玉聰 大陸臺商企業的人本管 陳介玄

理初探

☉綜合座談：「當代臺灣社會」，引言人：瞿海源

（李榮聰）

二十世紀前半葉人文社會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0.11.29-30

由東吳大學主辦之「二十世紀前半葉人文社會學術

研討會」，於 89年 11月 29-30日在東吳大學國際會議廳

舉行。邀請國內及美國專家學者共同與會討論，茲將議

程臚列如下：

主持人 主講人 題　　　　　　目 評論人

☉議題一：嚴　復（1854 -1921）

俞雨娣 吳展良 論嚴復的終極關懷 呂實強

☉議題二：章太炎（1859-1936）

張中訓 汪蓁植 章太炎與中國近代學術 王遺義

☉議題三：蔡元培（1868 -1940）

許清雲 王更生 蔡元培先生在近代中國 陶英惠

教育史上的地位與貢獻

☉議題四：連　橫（1878 -1936）

張炎憲 林文月 青山青史─連雅堂的 陳昭瑛

使命感

☉議題五：陳　垣（1880-1971）

王德毅 蕭啟慶 推陳出新的歷史學家陳 杜維運

垣

☉議題六：董作賓（1884 -1942）

許錟輝 黃彰健 董作賓先生對甲古學的 鍾柏生

貢獻

☉議題七：熊十力（1885 -1968）

李明輝 劉述先 熊十力的精神世界 葉海煙

☉議題八：趙元任（1892-1982）

孫清吉 卞趙如蘭　趙元任在學術上的貢 李壬癸

獻（由何希蕙宣讀）

☉議題九：胡　適（1891-1962）

張玉法 詹德剛 胡適在中國近代文化史 楊貞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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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位置

☉議題十：梁漱溟（1893 -1988）

韋政通 艾　愷 梁漱溟與他的歷史觀 金春峰

☉議題十一：費孝通（1910-）

趙星光 李亦園 費孝通的社會學與人類 喬　健

學思考

☉議題十二：顧頡剛（1893-1980）

劉兆祐 林慶彰 顧頡剛之經學 李威熊

☉議題十三：晏陽初（1893-1990）

李明政 徐　震 定縣平民教育運動對各 康邁賢

國社區發展工作之影響

☉議題十四：江文也（1910-1983）

申學庸 張己任 江文也與近代中國音樂 許常惠

☉議題十五：馮友蘭（1895-1990）

龔鵬程 周質平 馮友蘭學術與氣節的道 熊自健

術變遷

☉議題十六：錢　穆（1895-1990）

賴明德 王吉林 錢穆先生的思想 黃兆強

☉議題十七：何　廉（1895-1975）

黃秀端 徐振國 何廉與南開經濟學家對 孫中興

戰後中國經濟制度的研

討

☉議題十八：李芳桂（1902-1987）

謝志偉 何大安 尖端與洞見：李芳桂先 姚榮松

生的語言學研究

☉議題十九：蕭公權（1897-1981）

黃　默 黃俊傑 蕭公權與中國政治思想 蔡明田

史研究

☉議題二十：李　濟（1896-1979）

石　磊 張臧華 李濟與中國現代考古學 黃士強

傳統的建立

（東吳大學）

社會學與轉變中的中國社會：楊慶堃教授

紀念研討會

Sociology and Chinese Society in 

Transition：A Conference on the Legacy 

of Yang Ch’ing-K’un
香港‧2000.11.30-12.2

由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美國匹茲堡大學亞洲研

究計畫及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合辦之「社會學與轉變

中的中國社會：楊慶堃教授紀念研討會（Sociology and

Chinese Society in Transition：A Conference on the Legacy of

Yang Ch'ing-K'un）」，89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2日假香港

中文大學祖堯堂舉行，來自中、港、美、法等地學者三

十多人在會中宣讀論文，宣讀者及題目臚列如下：

1.Burkart Holzner, C.K. Yang：Sociology in the Encounter

of Civilizations

2.金耀基 C.K. Yang'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Religion

Study

3.Wang Ning, A Study of Luijiang Village：Following C.K.

Yang's Footsteps

4.Neil Diamant,    The Rural Family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ssessing C.K. Yang's Contributions in Light of

New Archival Evidence

5.劉創楚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C.K.

Yang's Theory of Social System Change

6.許倬雲 Comments on C.K. Yang's Research on Markets

and Its Extension

7.李明堃 The Rebirth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8.蘇耀昌 The signification of Soci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and Metamorphosis

9.Zhao Zixiang, Sociology and Chinese Society in Transition

10.Ruan Danching, The supporting Function of the Chinese

Family─A Comparative Analysis

11.Chen Jieming, When to Give and Why：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Resources in Urban Chinese Families

12.Helen Siu,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Difference：New

Immigrant Families in Hong Kong

13.Deborah Davis, When a House Becomes his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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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邊燕杰 Family Social Capital in Urban China

15.Jeffrey Wasserstrom, Familial Imagery and Chinese

Political Movements, 1899-1999

16.李沛良 Institutional and Diffused Medicine in Chinese

Society

17.Xu Wei, Chinese Politics in Transition

18.莫家豪 Local Responses to Global Agenda：Changing

State-Education Relation in Mainland China

19.Thomas Rawski, Social Capabilities and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20.Cai He, The Authoritarian Mentality of Enterprise

Employees and its Impact on Enterprise

Management

21.Qiu Haixiong, Restructuring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Formation of Enterprise Elite

22.Isabelle Thireau,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Dealing with

Migration and Labor in Shenzhen

23.Tang Wenfang, Political and Social Trends in the Post-

Deng Urban China：Crisis or Stability?

24.Lu Kangqiang, A Survey Study on Social Change in

Pudong

25.彭玉生 Collective Legacy, Kinship Networks,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 i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26.Mark Seldon, Revisiting China's Countryside：Reflections

on a Quarter Century of Research in Rural China

27.Liu Weiwen,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Labor in Rural

Enterprises in China

28.Wang Feng, New Communities’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29.Zhang Zhenxin, Change in Labor Institutions and Income

Inequality：An Analysis of Income Surveys of

Chinese Residents

30.Guan Xinping,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Protection

in China under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31.Liu Dehuan, The Social Base of the Ambiguous Concept of

Sexual Harassment

32.Li Wenbo,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Layoff Workers in

Guangdong：The Idea and Behavior of Collective

Job Searching

33.Qiu Genxiang,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Shanghai

（游學華）

臺灣美術百年回顧學術研討會

臺中‧2000.12.1-3

由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主辦之「臺灣美術百年回顧

學術研討會」，於 89 年 12 月 1-3 日舉行，共提供 12 篇

論文，茲將議程臚列如下：

主持人 發表人 題　　　　　　目 特約討論

■12月1日

李戊崑 倪再沁 20世紀臺灣美術的斷代 林惺嶽

與展現

劉　新 謝里法 從臺灣美術之道聽塗說 倪再沁

中建立的故事性小檔案

探索畫家個別關係所串

聯起來的時代脈絡

黃冬富 廖瑾璦 臺展東洋畫部的地方色 黃冬富

高千惠 陸蓉之 戰後女性藝術家創作的 張元茜

衍變

■12月2日

李戊崑 黃海鳴 跨城市「游牧居民」創 陳朝興

意工廠─關於「廣義

生活空間／開放創意工

廠／藝術品展覽場」之

間的新關係

李向陽 吳步乃 光復初期（1945-1949年 潘元石

4月）大陸到臺美術家

的活動及其影響

林惺嶽 楊孟哲 琉球皇民化教育延伸中 林惺嶽

的臺灣初期師範圖書教

育

蕭　勤 謝東山 非常叛逆─李仲生的 蕭　勤

現代藝術

楊　照 陳芳明 當殖民地的作家與畫家 楊　照

相遇─30年代臺灣文

學史的一個側面

■12月3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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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陽 陳英德 臺灣美術百年：尋追自 高千惠

我身分所面對的困境

溫淑姿 劉　新 20世紀臺灣美術發展的 蕭瓊瑞

分期和特徵

陳芳明 林惺嶽 從凱綏珂勒惠支說起 陳芳明

─探索一段左翼美術

的滄桑史

（國立臺灣美術館）

百年來海峽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

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0.12.2-3

由東吳大學民族主義學會主辦之「百年來海峽兩岸

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學術研討會」，於 89 年 12 月 2-3

日在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共有學者專

家約 185 人、學生觀察員計 138 人參加，本次研討會之

目的在於探討百年來兩岸民族主義之形成與其曾經產生

締造反帝、反壓迫的現代「民族國家」與造成狂流之種

種原因。會中共有 6場研討會及一場綜合座談，計發表

14 篇論文。茲將各場研討會主持人、主講人、論文題

目、評論人臚列附後：

發表者 論　　文　　題　　目

■12月2日

☉主題演講

李國祁 共信與分歧─海峽兩岸百年來

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與當前困境

☉第一場：歷史、思想與民族主義，主持人：周質平

姜新立 民族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矛盾 蕭高彥

對立或辯正統一？　

丁學良 民族主義作為「意識型態後」時 沙培德

代「主義」，為什麼？　

牟鍾鑒 現代民族主義及文化的和理性的 陳德和

民族主義　

☉第二場：少數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主持人：林恩顯

陳建樾 多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及其在中 石之瑜

國大陸的命運　

洪泉湖 臺灣的族群意識與族群關係　　 孫大川

☉第三場：社會心理與民族主義，主持人：吳學燕

黃光國 權力結構與族群認同：民族主義 高宣揚

的心理基礎　

張茂桂 關於民族主義論述中的認同與情 江炳倫

吳忻怡 緒：尊重與承認的問題　

■12月3日

☉主題演講

張　灝 對民族主義的若干歷史問題的省思

☉第四場：區域化與民族主義，主持人：黃　默

鄭永年 民族主義與區域政治結盟　　 趙建民

林沁雄 區域政治結盟與民族主義　　 朱景鵬

☉第五場：民族主義的未來，主持人：朱堅章

林佳龍 The Ploitical Formation of Taiwanese 沈宗瑞

Nationalism

高宣揚 後現代與後殖民的反種族中心主 廖成浩

義論述　

☉第六場：兩岸關係與民族主義，主持人：林嘉誠

董立文 中共的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　　 邵宗海

王曉波 日據下臺灣民族運動及其兩條路 戴國煇

線─林獻堂與蔣渭水的比較研

究　

施正鋒 臺灣民族主義與墾殖國家的政治 楊開煌

民族塑造　

☉綜合座談　主持人：張玉法

圓桌論壇：百年來兩岸民族主義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陳憶華）

紀念李約瑟博士百年誕辰科技史國際學術

研討會

高雄‧2000.12.8-9

為紀念李約瑟百年誕辰，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特主

辦「紀念李約瑟博士百年誕辰科技史國際研討會」，於

89 年 12 月 8 -9 日在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舉行，邀

請國內、外學者專家與會討論，茲將議程臚列如下：

■12月8日

☉專題演講主持人：謝義勇

何丙郁 我和李約瑟博士在中國科學史上的合作

☉主持人：謝義勇

古克禮 天文學真理的產生：東漢時的行動者和網

絡

John Moffett 人去留影：以李約瑟博士的圖書館作為

2
2

2
3



會 議 報 導

106 漢學研究通訊 20 : 1（總 77期）民國 90年 2月

未來研究的遺產

☉專題演講主持人：楊翠華

黃興宗 抗戰時期的中英科學合作館（SBSCO）

☉主持人：楊翠華

劉廣定 初探李約瑟與傅斯年之友誼與學術交流

☉主持人：古克禮

中山茂 懷念李約瑟：兼談藪內清

陳介甫 傳統中藥學對藥物科學原則的貢獻及所論

之藥物相互作用

■12月9日

☉主持人：吳嘉麗

梁其姿 傳統中國社會的衛生觀念與實踐

王道還 中國道家與西洋胚胎學的界面─科學家

李約瑟

☉主持人：何丙郁

唐　立 豎式榨油機起源問題：傣文化圈新證之影響

徐義保 李約瑟與中國數學史研究

☉主持人：梁其姿

潘吉星 論南宋發展的三種新型火器：銃炮、火槍

和突火槍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家人關係及其心理歷程：第五屆華人心理

與行為科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0.12.8-10

由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暨研究所及國立臺灣大學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

計畫共同主辦之「家人關係及其心理歷程：第五屆華人

心理與行為科際學術研討會」，於 89 年 12 月 8-10 日，

假民族所舉行。茲將發表者及論文題目臚列附後：

發表者 論　　文　　題　　目

【中西思維理路比較】

李美枝 格物致知的中西方認知取徑

郭士賢 從「天人類比」再思「控制觀」：一個行

動理論的觀點

邱耀初、許鶴鐘　從拼音系統制定的西化過程看中

國人的名實思維

【本土心理學方法論】

阮新邦 實證本土取向研究立場剖析

李潔文 華人自我觀研究的方法學問題：一個詮釋

論的觀點

翟學偉 本土心理學研究中的本土資源：從研究對

象到研究方法的轉化

黃光國 現代性的不連續假說與建構實在論：論本

土心理學的哲學基礎

楊中芳 從主流心理學研究程序看本土化的途徑

【家庭與婚姻暴力】

陳高凌 婚姻暴力中義之分析

袁信愛 家暴、道德與人權

王雅各 兩性成長團體的特色與動力：一個本土觀

點的實例探討

【同性戀者與家人關係】

畢恆達 臺灣男同性戀者的自我認同與家庭關係之

研究

曾寶瑩、丁興祥　同性戀主體與家庭關係互動歷程

探索

【心理輔導與治療】

張包意琴、陳麗雲　和諧中變革：易經與中國人的

心理輔導初探

翁開誠 心學與心理治療中的知與行

張本聖 憂鬱認知模式中的易感因子與壓力之驗證

【家庭系統觀點與家人關係】

林維能 青少年和父母維持不同的依附關係對早期

家庭經驗的詮釋方式及其個人適應之影響

賈紅鶯 一個家庭的癥狀與家庭互動的轉變歷程：

結構─策略家族治療的觀點

陳惠雯、吳麗娟　婚姻衝突、家庭界限與青少年子

女適應之相關研究

【家人關係與兒童發展（1）】

李懷敏 發展遲緩兒的家庭關係與支持網絡

方紫薇 青少年所知覺之父母衝突及其因應

【兒童發展】

林麗卿 探討青少年和父母維持不同的依附關係、

對早期家庭經驗的詮釋方式、及其個人適

應之影響

蕭翊杰、葉光輝　父母的後設情緒理念類型與孩子

的情緒調節能力

【華人文化與管理】

樊景立、鄭伯壎　華人社會的社會取向：臺灣與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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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比較研究

陶新華、朱永新 古代兵家管理心理思想的現代價值

顏世富 中國傳統文化心理與「治心為上」管理論

【組織承諾與組織認同】

賴志超、鄭伯壎、陳欽雨　臺灣企業員工組織認同

的來源及其效益

鄭伯壎、姜定宇　華人組織中的主管忠誠：主位與

客位概念對員工效能的效果

龍立榮 教師的職業承諾結構及效果研究

姜定宇、鄭伯壎　組織承諾、主管承諾及員工效

能：接近假設抑是整體假設？

【學校文化與教育】

郭建志、章珮瑜、鄭伯壎　學校文化與學校效能：

以國民小學為例

許　燕 21世紀理想教師心理結構的研究

劉曉紅、周海宏　學校情境中的成就焦慮及其與學

習動機的關係

劉本傑 Higher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Effects: Taiwan and USA

【信仰心理與價值取向】

林　端 情、理、法：臺灣「調解委員」的法律意

識

寇　彧 青少年道德判斷、價值取向發展及其與道

德觀念影響源的關係

張漢音 新加坡華族青年的價值觀

鄭志明 臺灣人的信仰心理與宗教行為的變遷

蔡小瑛 Nativism from the sojourner experience in Japan

【青少年心理】

陳漢瑛 臺灣原住民青少年用藥行為與性行為之結

構方程模式之考驗：族群認同、藥物信

念、心理社會、同儕、家庭等因素之影響

孫時進 中國三大城市青春期調查報告：京、滬、

穗大中學生性心理、生理和觀念的調查

朱錦鳳 大學生學習策略量表的編製

吳艷紅 大腦序列記憶信息的提取

【自我概念】

葉錦成 從孝經看孝道對現代人青少年自我形象的

矛盾與無奈

邱皓政 從小我到大我：青少年自我概念中個人認

同與社會認同的內含與發展之研究

程千芳、游一龍　官校生之自我概念與其社會關係

【個體化與自律】

譚偉象、夏允中、蔣世光　分離：個體化歷程的臺

灣本土研究

劉久清 是自主還是自律？：試論個人在中國家庭

中的定位與演變

【家庭教化】

高淑芳、陸　洛　父母管教態度與國中生升學考試

壓力感受之關係

羅瑞玉 家庭因素與兒童的利社會行為

【家人關係與兒童發展（2）】

宋鴻燕 發展遲緩兒的家庭關係與支持網絡

鄭欣佩、葉光輝　父母的後設情緒理念在孩童依附

戀關係的角色與影響

【親子關係】

曾端真 從童年記憶的家庭生活析論親子關係

林愛冰 從童年記憶的家庭生活析論親子關係

趙梅如 從憤怒的情緒背後看華人母子關係

許育光、趙淑珠　主題情境式的親子溝通之探討

洪瑞雲、陳姵樺、蔡明明　有其母必有其子：父、

母親的社經地位與子女的心理變項的關聯

【領導、團隊及績效】

戚樹誠、羅新興　組織成員的團體歸屬與其正義知

覺之關係：以一家臺灣中小企業個案為例

鄭伯壎、周麗芳、樊景立　家長式領導：三元模式

的建構與測量

彭泗清　高新技術企業中的高層管理團隊建設

黃敏萍、戚樹誠、黃國隆　團隊正式化與團隊效

能：跨功能任務團隊之探討

【組織、工作及管理】

劉世南 因應不確定策略：以員工對組織變革之態

度為例

任金剛、葉淑娟、扈克勛　臺灣地區醫院人力資源

彈性運用之初探

王叢桂 父母職責與工作價值觀

【人際關係與互動】

佐　斌 中國人的關係取向：理論與測量

張志學 人情的含意及其對中國人決策的影響

【性格向度與性格動力】

許功餘、王登峰、楊國樞　臺灣與大陸華人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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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向度的程度比較

張妙清 人際關係取向：華人性格測量的獨特因

素？

莊耀嘉、李雯娣　兒童性格結構：五大模型的本土

化檢驗

張建新、付明秋　中國大學生在「裝好」、「裝壞」

和「實際自我」的條件下，對本土化和引

進之「測謊」量表的反應

【家庭功能與精神疾病】

王淑惠、柯慧貞　家庭功能與國人婦女憂鬱與焦慮

之關係

林美足、柯慧貞、陸汝斌　酒精依賴患者與正常控

制組家庭功能之差異

楊添圍、郭千哲、黃智佳、　華人的殺人行為與精

陳喬琪、許文耀、吳文正、　神病理的關係：以普

蔡墩銘 通殺人犯為例

【心理創傷】

郭麗安、張虹雯　九二一受災程度不同之家庭其家

庭結構之分析、追蹤比較研究

林耀盛 意義時間與時間意義：擬探創傷、疾病與

敘說的多重構關係

黃正璋、余安邦、黃曉慧　生死、人觀與生活處

境：以仁愛鄉法治村武界布農人為例

錢玉芬、呂信慧、劉慧美　臺灣地區大學生在家庭

與學校中受傷的童年經驗之個案調查研究

【華人思維特徵】

汪鳳炎 尚「和」：中國人的集體潛意識

林安梧 「我」與「無我」的連續性與斷裂性：華

人心理的特點

王俊秀 從社會比較方式看「中庸」

【婚姻觀與婚姻關係】

黃麗莉 華人婚姻觀的辯證建構：一項本土化的初

探

張思嘉、周玉慧、黃宗堅　從擇偶歷程看婚姻關係

的形成與發展

高淑清 來自異鄉華人的心聲：海外華人留學生太

太的生活世界

【自我認知與婆媳關係】

孔祥明 媳婦？女兒？婆婆？媽媽？：從「誰是自

己人」看婆媳關係

楊宜音 「自己人」概念與婆媳關係：一項個案研究

利翠珊 親子情感、家庭角色與個人界域：已婚女

性兩代間情感糾結的經驗與內涵

【心理健康與幸福感】

石　林、林春梅、孔軍輝　人生觀與身心健康

賀岭峰 解讀幸福

張衛東 社區老年人心理健康狀況及其心理社會影

響因素測評的結構方程建模研究

胡家欣、陸　洛　大學生的休閒認知、涉入與體

驗：兼論人格特質的影響

【社會問題】

詹昭能 當前臺灣社會問題或現象研究：社會心理

學本土化策略探討

何英奇 教改有理，犯錯無罪：臺灣升學主義文化

改革的迷思與困境

葉光輝、翁儷禎　臺灣民眾的疏離感及其變遷

（伊凡諾幹）

兩岸小戲大展暨學術會議

臺北‧2000.12.11-13

小戲雖然簡陋粗糙，但根源鄉土，有純正的語言腔

調，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的歌謠，流露各地群眾鮮明

的思想性格。對於發展完成的大戲而言，小戲往往是它

的雛形，它對民族藝術文化而言，涵藏著民族性、大眾

性、口語性、汲取性、滑稽性等五種特性；也因此具有

文學、娛樂、教育、研究等價值。基於上述之觀點，由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主辦，國立臺灣戲曲專科學校

與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承辦「兩岸小戲大展暨學術會

議」，於 89年 12月 11-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

會議廳舉行。邀請兩岸學者共同與會討論，茲將議程臚

列如下：

主講人 論　　文　　題　　目 特約討論人

■12月11日

☉專題演講主持人：柯基良

曾永義 論說小戲

☉第一場主持人：鍾明德

卜　鍵 《詩經》中的社歌與風情小戲 曾永義

劉　禎 小戲〈天觀賜福〉研究 邱坤良

鄭榮興 臺灣採茶小戲及特色 許常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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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主持人：胡耀恆

林逢源 民間小戲的題材及其特色 林鋒雄

李國俊 閩南小戲及其音樂研究 李殿魁

王安祈 補論平劇中的幾齣小戲 沈　冬

■12月12日

☉第三場主持人：孫崇濤

薛若林 小戲的民俗意涵與藝術特色 陳芳英

林茂賢 臺灣的牽亡陣 呂錘寬

☉第四場主持人：余　從

呂錘寬 嶄命魔與東海黃公─道教儀式 李豐楙

中的戲劇性法事及其與小戲源流

關係試探

孫崇濤 小戲源流考 陳　芳

郭士星 談小戲之振興 林宗毅

☉第五場主持人：顏天佑

余　從 小戲的藝術特性 林鶴宜

羅麗蓉 元戲中之小戲面貌 許子漢

楊馥菱 有關臺灣車鼓戲之幾點考察 毛禮鎂

☉第六場主持人：洪惟助

常靜之 小戲及其音樂 王櫻芬

胡健國 音樂─小戲形成發展的軌跡 游素凰

陳世雄 小戲與民間詼諧文化 張啟超

■12月13日

☉第七場主持人：常靜之

王士儀 小戲釋義及其應用性 卜　鍵

潘麗珠 從審美形態論小戲藝術的美學意 劉　禎

涵

☉第八場主持人：薛若林

蔡欣欣 論歷代宮廷演劇中之小戲 胡　忌

黃玲玉 臺灣歌舞小戲在九年一貫課程中 吳騰達

的應用以八家將水族陣車鼓陣為

例

汪志勇 《新小戲》與歌仔戲社團的互動 陳世雄

☉第九場主持人：牛川海

毛禮鎂 江西採茶戲淵源與流變的形成 鄭榮興

郭思九 雲南花燈的形成、演出形態及其 黃玲玉

特點

☉座談會及示範表演

引言人：柯基良、曾永義、鄭榮興、薛若林

子　題：1.  兩岸小戲目前之狀況如何？

2.  小戲進入現代劇場的利弊得失？

3.  小戲有何價值？有何弊病？

4.  如何維護小戲？

5.  如何運用小戲豐富現代生活？

示範表演：

閩南車鼓、山西秧歌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

2000年臺灣美術教育發展國際學術

研討會

臺北‧2000.12.13-14

為檢討近世紀美術教育對臺灣美術發展之影響，以

作為未來美術教育政策規劃之參考。國立臺灣藝術學院

與國立歷史博物館共同策劃「2000年臺灣美術教育發展

國際學術研討會」，期以國內外美術發展現況、各層級

美術教育思想、政策、課程與創作人才培育等主題，將

臺灣美術館創作情況與美術人才培育加以聯結，以展望

新世紀美術教育之契機。此研討會由教育部指導，國立

臺灣藝術學院、國立歷史博物館主辦，於 89年 12月 13-

14 日在國立臺灣藝術學院演奏廳舉行。議程臚列如

下：

主持人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12月13日

羅振賢 施翠峰 臺灣美術三百五十年

羅振賢 黃光男 臺灣畫家養成教育之初探

陳秋瑾 羅振賢 水墨畫─新世紀‧新展望

陳秋瑾 王德育 從中、西藝術史研究的發展看臺

灣之大學階段的藝術史教學

■12月14日

蕭耀輝 李美蓉 回顧我國國民小學美勞科教師師

資培育理想與現實

蕭耀輝 袁金塔 臺灣大專院校水墨畫教育之探討

─以臺灣師大、臺灣藝院、文

化大學為例

呂清夫 茱莉雅‧馬莎　藝術教育與舊金山州立大

學

王秀雄 陳朝平 臺灣美術教育思想的演變與跨世

紀的思維

王秀雄 陳志誠 臺灣之藝術傳衍與西方脈絡之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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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思潮引入篇

（國立歷史博物館）

第四屆華人社會社會指標研究研討會

香港‧2000.12.14-16

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香港大學亞洲研

究中心及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合辦之「第四

屆華人社會社會指標研究研討會」，89年 12月 14 -16日

假香港中文大學祖堯會議廳舉行，中、港、臺學者三十

多人出席會議，會上宣讀論文者及題目臚列如次：

1.孔愛玲 關於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水平評價指

標體系的探索

2.王俊秀 島嶼永續社會指標的探索：「短氣度」的

臺灣個案

3.李　實 中國大陸各省份人類發展指數的測定與比

較

4.朱慶芳 改革開放以來（1979 -1999 年）社會經濟協

調度的綜合評價

5.陳家華 上海社會發展評價指標研究

6.田雪原 人口城市化與城市人口劃分標準研究

7.李永展 臺灣 921 震災重建區產業發展之限制與選

擇：空間、時間與結構脈絡的分析

8.陳東升、陳端容　跨社會群體結構性社會資本比較

分析

9.陳膺強 個人社會網路與私隱界限

10.林鶴玲 「資訊社會」與「數位落差」的測量問題：

以臺灣為例

11.王甫昌 臺灣的族群通婚與族群關係再探

12.王家英、尹寶珊　香港的族群認同狀況：一個探討

性的研究

13.任　越 香港新移民：「特殊」的居港權

14.許欣欣 從職業評價與擇業取向看中國社會結構變

遷

15.呂大樂 上海白領

16.莫家豪 市場化與高等教育發展：香港與內地比較

研究

17.蕭新煌、劉維公　一九九○年以後文化全球化在臺

灣的發展之初探

18.王卓祺、周健林、蕭新煌　港臺兩地華人社會對人

類基本需要的觀念

19.丁國輝 生男與生女：香港生育觀念的變遷

20.蕭新煌、尹寶珊　華人環境意識：臺灣與香港的比

較

21.Russell Stone、蕭新煌、范綱華　臺灣生態女性主義

的浮現？

22.李明堃 回歸後香港之階段、危機與衝突

23.劉兆佳 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

信心問題

（游學華）

第四屆青年文學會議

臺北‧2000.12.15-16

由文訊雜誌社主辦的「第四屆青年文學會議」，於

89年 12月 15 -16日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進行兩天的

研討，共提出 10 篇論文，並有一場座談。茲將議程臚

列如下：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講評人

■12月15日

☉第一場主持人：何寄澎

吳旻旻 九○年代大陸女性小說的突圍表 蕭義玲

演

蔡雅薰 新移民的弦歌新唱─九○年代 劉秀美

新世代海外女作家小說初探

顏健富 「感時憂族」的「道德」書寫─ 郝譽翔

試論黃錦樹的小說

☉第二場主持人：張雙英

邱珮萱 九○年代散文中的「原鄉」書寫 鍾怡雯

─以夏曼‧藍波安和廖鴻基的

海洋散文為例

林秀蓉 生命與人文的對話─侯文詠醫 王浩威

事寫作析論

☉第三場主持人：康來新

林積萍 九○年代的小說新典律─論入 張瑞芬

選「年度小說選」的六篇佳作

陳巍仁 食譜詩／詩食譜─試論焦桐 唐　捐

《完全壯陽食譜的文類策略》

■12月16日

☉第四場主持人：林政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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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昭吟 隱匿在色彩下的訊息─從幾米 吳明益

的繪本文學談起

王正良 第七位作者的誕生─以《畢業 陳大為

紀念冊‧植物園六人詩選》為基

點

黃清順 高貴靈魂的輓歌─試探邱妙津 莊宜文

文學作品中的死亡意識及相關問

題

座談會「文學：科技、圖書與消費、閱讀的再思考」

☉主持人：陳信元

王榮文 傳統的寫書、編書、印書、賣書、讀書與

新世紀的電子出版人

向　陽 書寫行為的再思考

須文蔚 新時代的文學場域：誰能在數位鴻溝上搭

起橋樑？

侯吉諒 無法抵擋的電子書時代

陳昭珍 藏書的數位化─以國家圖書館為例

（漢學研究中心）

第五屆中國訓詁學全國學術研討會

臺中‧2000.12.16-17

由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於 89 年 12 月 16 -17 日，假

逢甲大學第六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五屆中國訓詁學全國

學術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與會討論，共發表論文16

篇。其議程如下：

主講人 論　　文　　題　　目 特約討論人

☉主持人：簡宗梧

陳新雄 《禮記‧學記》「大學之教也」段進一解

☉主持人：王初慶

許錟輝　說文訓詁條例之三─又說例釋 周聰俊

蔡信發 有本字用字假借之商兌　　 胡楚生

朱歧祥 論子組卜辭的一些特殊字例 季旭昇

☉主持人：董金裕

邱德修 日語在臺灣漢字化現象研究（一） 戴瑞坤

─以「虱目魚」、「阿給」為例　　

甘漢銓 義父與乾爹─同義詞的形成　　 姚榮松

曾榮汾 由語料統計看漢字的實用約制力 宋建華

蔡哲茂 《論語‧鄉黨》「色斯舉矣」臆解 邱德修

☉主持人：謝海平

王松木 試從認知角度論漢語詞義演化的 李添富

動態歷程　

呂珍玉 讀屈萬里先生《詩經詮釋》（國 林葉連

風）疑義　

張意霞 《廣雅疏證》「與某通」音讀析論 林平和

☉主持人：李威熊

盧鳴東 何休說禮方式及相關問題之考察 莊雅州

林宏明 試說「高宗亮陰三年不言」及其 蔡根祥

相關問題　

賴貴三 焦循「《爾雅》釋《易》」說述評 方俊吉

☉主持人：李　鍌

竺家寧 論佛經中的「究竟」 何大安

魏慈德 關於一二七坑非王卜辭裡幾個辭 朱歧祥

語的解釋　

何樹環 金文釋讀（二則） 許學仁

（熊翠玉）

近代日本與臺灣研討會

臺北‧2000.12.22-23

由國科會、文建會、新聞局指導，輔仁大學外語學

院、日文系、臺灣文學協會主辦，國家圖書館協辦之

「近代日本與臺灣研討會」，於 89年 12月 22-23日在國家

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共同與

會討論，茲將議程臚列如下：

主講人 論　　文　　題　　目 講評人

■12月22日

☉專題演講主持人：鄭欽仁

黃昭堂 臺日關係應有的方向

☉第一場主持人：許介鱗

松尾章一　近代日本殖民地統治史研究的 王泰升

現狀與課題─以臺灣為中心

☉座談會主持人：西田勝

神谷忠孝　殖民統治下的韓、臺日語文學─以李

光洙與呂赫若為中心

林　郁 臺灣與我

☉座談會主持人：林永福

李　喬 臺灣文學的困境與機會

黃春明 臺灣地區文學創作的語文問題

☉第二場主持人：趙天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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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興昌 日治時期臺語文學的戰鬥位置 陳明台

三澤真美惠　由法規擴充過程中看臺灣 邱坤良

總督府的電影政策（1895-1942）

■12月23日

☉第三場主持人：陳萬益

奧出健 西川滿的文學與臺灣 陳藻香

柳本通彥　某臺灣原住民女性的生涯 戴台馨

邱若山 佐藤春夫「女誡扇綺譚」及其系 姚巧梅

譜

☉第四場主持人：黃英哲

李承機 日本治下殖民地臺灣媒體政策的 須文蔚

確立

☉座談會主持人：張勝彥

施正峰 日本殖民統治與臺灣民族主義

蔡錦堂 日本治臺時期所謂「同化政策」的實像與

虛像

廖仁義 日本哲學對近代臺灣哲學的影響

☉座談會主持人：山田博光

西田毅 民本主義與帝國主義

進藤榮一　國際政治中的臺灣

（漢學研究中心）

第七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

嘉義‧2000.12.22-24

由國立中正大學、中央研究院語言所籌備處合辦之

「第七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於 89 年

12 月 22-24 日在國立中正大學舉行，邀請國內、外專家

學者與會討論，茲將議程臚列如下：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12月22日

☉專題演講主持人：何大安

王士元 Language Emergence

☉第一場主持人：鄧守信

連金發 Interface Between Construction and Lexical

Semantics: A Case Study of the Polysemous Word

KeK 4激 and its congeners u3, chng1裝 and Ke3

假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Robert Sanders, Satoshi Uehara & Chien-ling Chiang A

Case of Cognitive Restructuring in the Southern

Min and Mandarin of Taiwan

Kathleen Ahrens & Chu-Ren Huang TIME IS MO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Parameterizing Conceptual

Metaphors

張麗麗 從認知角度探討漢語中及物動詞的複合

■12月23日

☉第二場主持人：李行德

張顯達、趙文崇　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的語言能力

研究

James Myers & Jane Tsay The Acquisition of the Default

Classifier in Taiwanese

Joyce H. C. Liu & Jane Tsay An Optimality Theoretic

Analysis of Taiwanese Consonant Acquisition

☉第三場主持人：王旭

Jesse Snedeker & Peggy Li The Limits of Observation:

Can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Words Occur Account

For Cross-linguistic Variation in Vocabulary

Composition?

Charles Chien-Jer Lin & Kathleen Ahrens Calculating the

Number of Senses: Implications for Ambiguity

Advantage Effect During Lexical Access

畢永峨 Classifier and Construction: The Interaction of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Cognitive Strategies

☉第四場主持人：黃宣範

徐嘉慧 Ritualization in Evolving Pragmatic Functions: A

Case Study of DUI

王萸芳、祈愛亞、陳智華　From “Propositional” to

“Expressive” Meanings－Shuo (“say”) in

Chinese BBS Talk and Conversation Produced by

Young People in Taiwan.

賴惠玲 The Polygrammaticalization of Hekka BUN

☉第五場主持人：黃正德

湯廷池 漢語複合動詞的「使動與起動交替」

林若望 論現代漢語的時間解釋

蔡維天 從狀語的分布與詮釋看「語法─認知介

面」的問題

■12月24日

☉專題演講主持人：曹逢甫

曾志朗 Language and Brain

☉第六場主持人：李壬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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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金 Focus System of Mayrinax Atayal: A 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 Perspective

陳佑民 Any without Any: NPI-licensing and Structural

Iconicity Between Semantics and Syntax in Tsou

Edith Aldridge VP-fronting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Neg to Q in Middle Chinese

許文獻 戰國楚系簡牘帛書 *-1與 *s-複聲母研究

☉座談會主題：語言與認知　主持人：鄭錦全

謝信一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Reality

黃正德 Language Variation and Formal Explanations

李行德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Quantificational Competence

黃宣範 Language in the Wild: Grammar and Distributed

Cognition

戴浩一 概念結構與非自主性語法：漢語語法概念

系統初探

（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朱子學的回顧與二十一世紀的展望─

朱熹八百歲誕辰紀念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0.12.22-24

由輔仁大學哲學系主辦之朱子學的回顧與二十一世

紀的展望─朱熹八百歲誕辰紀念學術研討會，於 89

年 12月 22-24日在輔仁大學舉行，邀請國內及大陸學者

專家與會討論，議程如下：

主講人 論　　文　　題　　目

■12月22日

☉主持人：鄔昆如

羅　光 朱熹認識論與生命哲學認識論

沈清松 建構體系與感謝他者─紀念朱子辭世八

百週年

☉主持人：朱建民

劉述先 「理一分殊」的規約原則與道德倫理重建

之方向

黎建球 朱熹的生命哲學

葉海煙 朱熹的社會倫理觀

☉主持人：董金裕

朱漢民 論宋儒的思想建構

袁信愛 天理與人權

李國鈞 朱熹「大人之學」思想再認識

☉主持人：黃人傑

董金裕 從〈觀書有感〉二首看朱熹的哲理詩

傅佩榮 朱注《論語》的商榷

林建勳 朱子兩性問題之研究

■12月23日

☉主持人：林安梧

張永 清代朱子學的歷史處境及其發展

蔡仁厚 朱子性理系統形成的關鍵與過程

曾春海 朱熹的生命哲學

☉主持人：葉海煙

金春峰 馮友蘭《中哲史》（三十年代）論新儒家的

得失之評論

林安梧 儒學的轉折─從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

說起

蔡方鹿 朱熹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張立文 超越與創新─二十世紀朱子學研究的回

顧和展望

（輔仁大學哲學系）

朱子與宋明儒學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0.12.24-25

由鵝湖雜誌社、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國立中

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策劃主辦，教育部、美國安泰人壽臺

灣分公司、臺北市文化局、國科會、世華銀行文化慈善

基金會贊助之「朱子與宋明儒學學術研討會」，於 89 年

24-25日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國際會議廳舉

行，邀請此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與會討論，茲將議

程臚列如下：

主講人 論　　文　　題　　目

■12月24日

☉主持人：黃慶明

蔡仁厚 從人文教化看朱子的成就與影響

曾春海 由中國家訓闡朱熹的家庭倫理

陳榮灼 朱陸匯通之新途

☉主持人：蕭振邦

林安梧 朱子「以理殺人」辦析：兼論「良知自虐」

盧雪崑 《通書》「幾善惡」辨解

蔡家和 陽明《傳習錄》對朱子的理解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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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顏國明

吳　明 朱子與道家

鄭志明 朱子的鬼神觀

蕭美齡 論朱子對《莊子》之評見及儒道之判釋

☉主持人：曾昭旭

吳汝鈞 純粹力動屈折而開世諦智與良知坎陷而開

知性的比較

金春峰 朱熹歷史思想散論

林憶芝 朱子的經權觀點

■12月25日

☉主持人：方穎嫻

楊祖漢 朱子與胡五峰

岑溢成 朱子〈性命對揚章注〉之分析

連清吉 九州二儒岡田武彥先生與荒木見悟先生於

宋明理學的詮釋

許淑華 朱熹的佛學思維探究─從朱子思想看儒

釋和會

☉主持人：王邦雄

李瑞全 朱子哲學與倫理學型態重議

李明輝 劉蕺山對朱子理氣論的批判

謝大寧 朱子格物說的再檢討─以朱子的易經詮

釋為例

☉主持人：王財貴

顏炳罡 朱子《論語》「殷因於夏禮」章之檢討

林月惠 劉蕺山對《大學》〈誠意〉章的詮釋及其對

朱子的評論

陳玉琪 朱子《易學啟蒙》與邵子「先天圖」

☉主持人：陳德和

陳榮開 朱子的孟子觀

周博裕 從康德「自由意志」省思朱子理解孟子的

心性論之進路

黃漢忠 從明道、朱子、人、物之辨論動物之道德

地位

☉綜合座談主持人：劉述先

鍾彩鈞、　宋明儒學研究之前瞻

陳榮開、

楊祖漢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道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0.12.28-29

由國立歷史博物館主辦，漢學研究中心協辦之「道

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於 89年 12月 28-29日，在國立

歷史博物館遵彭廳舉行，邀請此議題學有所長之學者專

家與會討論，茲將議程臚列如下：

主持人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黃光男 詹石窗 金丹派南宗之成立及其詩詞論要

詹石窗 鄭在書 太平經之道教的文學觀

卿希泰 蔡相煇 媽祖信仰的起源與實地考察

神塚淑子　李豐楙　從太上老君到常陽天尊─北

朝碑到唐代雕像的發展

陳耀庭 莊宏誼 元代道教玄天上帝信仰

鄭在書 孫劍秋 俞琰易學思想探微

黃永川 神塚淑子　六朝道教中的因果報應說與初

期江南佛教

李豐楙 陳耀庭 道教的教育和道士的培養

黃光男 黃永川 道教與中國早期山水繪畫的創建

黃光男 卿希泰 道教文化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地

位及其現代價值

（漢學研究中心）

第六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

臺北‧2000.12.26-2001.1.1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於 89 年 12 月 26 日至 90 年元

月 1日，假臺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第六屆世界

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與會學者來自 27 個國家地區，達

三百餘人。提交之論文經學術審查會議評選核定，共發

表專題演講 2篇及論文 152 篇。議程中並安排二場座談

會，第一場是「語言政策與華文教學座談會」，第二場

是「中文音譯與鄉土語言教學座談會」，邀請國內外專

家學者針對當前重要課題進行討論。茲將論文發表人、

論文題目臚列於下：

☉專題演講：

柯華葳 語文學習和語文能力測驗

曹逢甫 華語詩詞的研究與教學─以「呢」為例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吳英成 詞典的有效使用：詞彙的學習與應用指導

3
4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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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勝鴻 關於兩岸現行漢字字體、字形統一的思考

俞步萬 華語、英語的語音與構詞比較

盧丹懷 漢語和英語中的否定結構比較

何子銓 關於培養語言技能問題

王連清 漢語的類詞

鄭懿德 試析「是不是」句式

施仲謀 普通話教材發展探索

石　鋒 漢語聲調語調的可見操練系統

田美華 漢語聲調語調的可見操練系統

徐家禎 關於編寫適合海外學生使用的基礎漢語課

本的構想和實踐

唐　潤 網上中文閱讀課程教學模式

劉國強 提高華語教學質量之探索

謝增英 馬來西亞與海峽兩岸華文詞彙的比較

馬盛靜恆　高年級華語教材的編製及教學法

馬仲可 成語典故與中國人的謀略文化研究

趙伊露 對外漢語教學法與課程設計

李　愷 話裡與話外─華語教學中的語境與背景

陸儉明 現代漢語裡的否定是非問句及其答話

馬　真 從表加強否定語氣的副詞「並」和「又」

說起—提出對外華文教學中一個值得注

意的問題

唐世陶 （1）中文「聽、說、讀、寫」的需求分析

（2）基於需求研究的中文互動教材設計模式

的探討

孫蓉麗 （1）中文「聽、說、讀、寫」的需求分析

（2）基於需求研究的中文互動教材設計模

式的探討

馮竹迪 （1）中文「聽、說、讀、寫」的需求分析

（2）基於需求研究的中文互動教材設計模

式的探討

曾佳美 學生學習策略、學習心理與漢語教學關係

之研討

張德鑫 字母詞語是漢語詞彙嗎？

孟子敏 日語學生的華語語音偏誤成因及教學對策

鄭定歐 漢語粵方言的「體」與「貌」

侯精一 黃河流域漢語方言研究

趙金銘 漢語差比句的南北差異及其由來

王　琪 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語言借用對現代漢語

句法的影響

許福吉 文學與語言教學之互動：新加坡高中華文

教材中的散文教學與創意思考

蘇芳儀 美國中文學校師資培訓班課程

韓　萱 是聽說讀寫，還是先聽說後讀寫─淺談

對外漢語教學初級課程設計中聽說與讀寫

的關係

王曉鈞 華語補語句之習得研究

史　湄 朗讀中外來音譯詞的語音變異現象

周　剛 漢、英、日語連詞語序對比及其語言類型

學意義

李英哲 臺灣國語重疊現象的分析和臺語的影響

何綿山 試論多媒體中國文學教學軟件的設計與稿

本編寫

王澄濱 美、加地區華語文教育之落實與創新

王清源 美、加地區華語文教育之落實與創新

梁莉莉 普通話詞語的附屬義─香港普通話詞彙

教學中的一個思考

杜珠成 母族文化與民族自尊

黃樑軒 南非地區華語文教育和電子遠距教學

歐孝明 略談日本網際網路的中文學習資源

淺野一志　略談日本網際網路的中文學習資源

盧毓文 華文教科書的現有問題與應對之道

陳　申 語言文化互動教學模式

韋惠英 〈學習華語文三部曲〉課程

何寶璋 美國大學華裔子女漢語課程教學探討

關之英 香港小學寫作教學的改革─理念與實踐

渡邊麗玲　代名詞「自己」、「人家」、「別人」的

語用考察

唐燕兒 多媒體交互式課室在華語文教學上之作用

吳鳳平 字詞的學習空間與課堂互動的關係

陳志銳 從最古到最新─以科技教材教導文言文

的可能

譚慧敏 知網中文信息結構與中文教學

謝家浩 語文教學新路向─簡易電腦多媒體技術

在語文教學上的應用經驗

陳淑貞 電腦輔助中國語文學習─一套老師自訂

材料的遊戲軟件「對對碰」的介紹

孟　虹 成人習得漢語之特點及教師行為準則

古川裕 現代漢語疑問句的兩個功能系統─〈表

疑〉功能和〈提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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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君明 文化因素溶入課程之設計構想

王曙光 對外華語教學中對「無標志被動句式」的

處理

陳延河 印尼學生學習漢語中常見語序偏誤之分析

陳月紅 從《香港高校中文水平測試研究》探討語

文能力的結構

許玉增 漢語作為外語的狀語習得

齊滬揚 與「把＋O＋V＋L」句式中V後成分脫落相

關的一些問題

陳徐蕊 加拿大中英雙語課程教學活動設計經驗談

申亞敏 華語和日語裡作格動詞的及物性

關　蓀 多媒體漢字綜合學習─書寫、字典、開

放系統

王培光 寫作語感的評量研究

陳恩泉 論雙語人代碼變換的功能

白樂桑 漢語教學與滾雪球規律─《說文解詞》

工具書的編寫

鄭佩芳 港臺中國語文科課堂語言對比研究

鄧立立 建貫形式於漢語口語裡的使用

區健美 國際語言課程中小學華語老師在教學上的

挑戰

何文勝 「以能力訓練為編選體系的初中中國語文實

驗教科書」的編寫與教學實驗計畫

朱靖華 世紀之交華語文詞彙教學的思考

劉彩霞 世紀之交華語文詞彙教學的思考

唐秀玲 港臺語言環境對語文科教學語言運用效果

的影響研究

姚道中 網際網路與檔案文件夾評鑒

阮福祿 從俗諺中的媒婆形象看中國封建社會中女

性的社會角色問題

畢念平 閱讀試題的種類與分析─華裔子弟之需

求

吳淑雄 記憶術教學的探討

易洪川 漢字的表意屬性研究

陳謙臣 對日本學生華語教學的問題初探

盧增緒 析論菲華師資培育之新途徑

周　健 論文化混融語境中的交際

李延風 美國中文教學網頁之分類與分析

黎宜浩 中文三年級網路練習之製作

史西倫 中文三年級網路練習之製作

鄭惠芬 海外華文教材的設計及美術在華文教學的

應用

傅健雄 香港在職語文教師學習普通話情意初探

梁長城 國語與粵語的名量詞對比分析

陳雅芬 中文遠距教學評估：威斯康辛大學經驗

沈薇薇 跨中英兩文化（語言）差異的詞彙學習法

比較：華文教學的拓展方向

謝慧鶯 澳洲大學生初級漢語聲調習得探索

孫　琳 視覺、直接理解、動感、記憶與多媒體漢

字教學

李玉芬 生活在語言和文化中：康乃爾大學中文之家

張在雲 怎樣判斷古代漢語中某個名詞在句子中活

用為動詞？

屈承熹 認知功能語法與華語教學─「原型」、

「像似性」、「連綿性」等概念在教學上的

應用

葉憲年 幼教在加拿大發展的前景及潛力

蕭素秋 對韓國兒童華語教師師資培育方法的介紹

吳端陽 馬來西亞華文學院評析

林華東 說「創」

戚桐欣 中文教學─偏傍、聲韻、筆形、筆順、

六書、檢索、輸入、字序

連金發 華語非謂形容詞的語意探索

劉小梅 國語來去動詞與物體及事件間的平行語意

張莉萍 華語教材中的語法用語

許長謨 華語教學中幾組重要音位與其他語言相近

音素之對比

唐宜傑 漢語標準語的一字多音現象與標準音的制

定

鄧守信 現代漢語詞彙中的句法現象

蔡智敏 由學生病句探討中文「四字格」的教學方向

楊蕙慈 臺灣華語「說 shuo」與閩南語「講 kong」

的對比分析

吳慧敏 漢語拼音與注意符號對華文閱讀字彙習得

的影響

李希奇 全語言教學觀在華語文教學的應用與實踐

湯廷池 （1）華語複合動詞的內部結構與外部功能

（2）華語動詞的音節數目與句法表現

湯志真 華語複合動詞的內部結構與外部功能

林雪芳 商業華語密集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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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德明 外籍生漢字書寫策略探討

竺家寧 臺灣校園新詞的發展和對教學的影響

忻愛莉 華語情態動詞的語意與句法成分之互動

林慶勳 對外華語教學「注音符號」教材的編寫

黃凱筠 對外華語教學「注音符號」教材的編寫

蔡美智 基礎華語教材語法項的選擇與排序

王姿人 快樂學中文─以溝通性和趣味性為主之

華語基礎會話教材編寫

吳霓虹 聽障教學和華語教學的共通性與華語教學

設計

白麗娜 從句型教學看國小國語教材之編寫

吳昭蓉 中文學校裡的學習文化─以在英國的中

文學校為例

邱鳳儀 「風」的主題多元性華語文網路教學之探討

曾仁德 「風」的主題多元性華語文網路教學之探討

信世昌 「斷句分詞」的閱讀策略訓練─文句認讀

的教程發展與實踐

林蕙珊 以優選理論談華語及臺灣話夾碼時的連續

變調

吳瑾瑋 從優選理論試析華語中外來語之音韻現象

楊孝敏 臺灣閩南語入聲輔音韻尾消失之聲學現象

周玟慧 「覺」義演變探微

張淑敏 漢語與日語動貌表現的比較分析

張道循 溝通裡的幽默：以「脆弱」一文為例

陳純音 外籍學生使用之華語語法句型之比較研究

李臻儀 國語中主題名詞組之語意研究

陳立元 從華語教學談漢字─漢字表意所產生之

迷思與教學之困擾

陳麗雪 華語聯義詞探索

薛玉娥 電影教學學術化

巫宜靜 新聞標題與教學

李明懿 從認知的觀點討論初級華語課程的教學設計

曾金金 建立「華語為第二語言習得資料庫」的基

本構想

李主愛 韓國人學習華語之語音通病

畢永峨 華語手部動詞語意研究

曹逢甫 國語的聚焦結構：分裂句與準分裂句

謝佳玲 國語的聚焦結構：分裂句與準分裂句

林武憲 華語文學習的新途徑

吳堅立 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新制中文會考

陳曼麗 臺灣在二十一世紀華語文教學發展中的重

要地位

黃居仁 「文國尋寶」與搜文解子─為華語文教學

設計的兩個數位物館網站

（涂佩鈴）

與大歷史對話─黃仁宇研討會

臺北‧2001.1.6

由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辦，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時

報出版公司、聯經出版公司協辦之「與大歷史對話

─黃仁宇研討會」，於 90年 1月 6日在臺北市政府官

邸藝文沙龍舉行。茲將議程臚列如下：

主講人 論　　文　　題　　目 講評人

☉專題演講

高承恕 從萬曆十五年到二○○一年

☉第一場：長期合理性與資本主義，主持人：周伯戡

裴元領 遙遠的現在─論黃仁宇的大歷 高承恕

史考察對中國與全球變遷有何意

義

李福鐘 黃仁宇和他的大歷史 薛化元

☉第二場：歷史敘述與意識形態，主持人：楊 澤

潘光哲 歷史的合理化及其仲裁─黃仁 黃克武

宇史學的性格與它在二十世紀中

國史學裏的位置

江政寬 歷史、虛構與敘事論述：論黃仁 林載爵

宇的《萬曆十五年》

☉第三場：文化史的傳承比較，主持人：林載爵

劉季倫 「大歷史」下的個人─黃仁宇史 彭明輝

學中的緊張性

張惠菁 從小說成了清明上河圖─歷史 陳芳明

學家黃仁宇與小說家李尉昂

☉第四場：現代性問題，主持人：楊 照

陳正國 當東方遇上西方─黃仁宇的現 楊肅獻

代化論述與西方歷史

邱澎生 「數目字管理」是洞見或是限制？ 劉瑞華

審視明清中國市場與政府關係的

演變

☉座談會：黃仁宇現象在臺灣，主持人：楊 澤

出席人：林載爵、楊照、裴元領、郝譽翔、張惠菁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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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1.1.9-11

由國父紀念館主辦、教育部指導之「孫中山與現代

中國學術研討會」，於 90年 1月 9-11日在國父紀念館中

山講堂舉行，計有來自海峽兩岸、日本、德國之學者專

家參加，會中共有 10 場研討會，計發表 31 篇論文。茲

將各場研討會主持人、主講人、論文題目、評論人臚列

附後：

主講人 論　　文　　題　　目 評論人

■1月9日

☉主題演說

李建興 孫中山思想與我國近百年來之社會變遷

☉第一場思想組主持人：周虎林

孫劍秋 中山先生知行思想與現代儒學　　 曾漢塘

詹哲裕 中山先生倫理思想闡微　　 黃人傑

黃振位 孫中山與新文化運動　　 林能士

朱言明 蔣介石、毛澤東功過評析　　 周家華

☉第二場歷史組主持人：陳鵬仁

郝　萍 試論興中會首創檀香山的社會基 李本京

礎

高橋強　孫中山與中國留日學生 黃福慶

李嘉谷 蘇聯早期對華政策與孫中山聯俄 陳三井

之路　

☉第三場時代組主持人：朱堅章

楊逢泰 從民族主義探索臺灣海峽兩岸的 林有土

關係　

郭家驥 孫中山的民族思想與中國大陸民 朱浤源

族地區的社會變遷　

欒　睿 從現代西北地區民族融合與社會 張駿逸

變遷　

■1月10日

☉第四場歷史組主持人：陳福濱

莊　政 孫中山聯俄容共的真象　　 蔣永敬

墨　軻 德國人眼中的孫中山　　 周惠民

徐萬民 孫中山的聯俄政策與外蒙問題　　 洪泉湖

☉第五場思想組主持人：朱重聖

張海鵬 五十年來中國大陸對中山的紀念 周陽山

與評價　

黃明同 孫中山系統思想觀與百年之思維 盧瑞鍾

變革　

☉第六場時代組主持人：張海鵬

謝政諭 東亞經濟發展中的文化因素─ 李英明

韋伯學說再思考　

朱　英 民初孫中山發展實業的思想與活動 卓遵宏

蔣鐵柱 孫中山的「東方大港」構想及時 鄧志松

代意義　

☉第七場思想組主持人：張希哲

蘇嘉宏 社會主義中國的民族認同與民主 姜新立

進程　　

潘錫堂 從跨黨派小組到國統會與國統綱 梁崇民

領看當前兩岸關係　

莊明哲 從臺灣民族主義發展的反思： 沈宗瑞

1987-2000

■1月11日

☉第八場時代組主持人：劉光華

趙建民 自中山先生的議會思想論中共人 石之瑜

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監督　

曾育裕 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思想有關規 王家煌

定地價辦法之研究　

江田憲治　孫中山與黨內民主 劉維開

☉第九場思想組主持人：許介鱗

謝瑞智 平等權的研究　　 翁玉榮

喬寶泰 孫中山先生的社會福利思想　　 吳學燕

陳春生 孫中山的人權論　　 黃　城

☉第十場歷史組主持人：呂芳上

高永光 考試權獨立行使的意義　　 蔡良文

劉阿榮 全球化、資本主義與利用外資、 鄧毓浩

外才─孫中山的兩面思考　

嚴昌洪 孫中山移風易俗與廿世紀社會 林立樹

飯島涉 鼠疫與近代中國　　 巫仁恕

（劉碧蓉）

第三十一屆「中國社會與國家」研討會

莫斯科‧2001.2.5-7

2001 年 2月 5-7 日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於莫斯

科舉辦「第三十一屆『中國社會與國家』研討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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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該所的研究員外，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世界文

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大學及 Samara 域航空學院、烏克

蘭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俄羅斯人文大學、聖彼得堡俄羅

斯科學院圖書館、莫斯科東方藝術博物館均有多位學者

出席參加。茲將論文作者及題目臚列於下：

1.Kobzev A.I. 「春錢」的秘密。

2.Smolin G. Ja. 杜佑解釋「以農為本」的特徵

3.Garushjats Ju. M. 袁世凱與維新派

4.Usov V.N. 中國大陸的中國當代史研究及其評價

5.Ogneva E. 西藏的書刊檢查

6.Kadyrbaev A. Sh. 蒙古大汗宮庭中的西藏人

7.Bazarov B.V.    歐亞社會政治變遷過程與中國蒙古諸族

8.Kuznetsov V.S. 臺灣宗教生活的新狀況

9.Kalashnikov N. I. 臺灣與韓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共

同之處與特點

10.Sinetskaja E. A. 2000 年的情色小說─《上海寶典》

─社會文化新現象

11.Kuchera S. I. 古代中國歷史發展不平衡規律的問題

（依據考古新發現）

12.Deopik D. V., Ul'janov M. Ju 《山海經》中〈山經〉的

電腦研究

13.Savitskaja Ja. K. 中國詩詞中的西湖描寫

14.Miljanjuk A. O. 「太極拳」起源的問題

15.Kozhin P. M. 華夏民族的形成與發展

16.Khokhlov A. N. Pokotilov D.D.（1865-1908）─一位

俄羅斯外交官與東方學家

17.Riftin B. L. 關帝傳說與信仰

18.Neglinskaja M. A. 莫斯科國家東方藝術博物館所藏光

緒時期的琺瑯

19.Pisarev A. A. 中華民國的農村與政權

20.Litvinova Ju.G. 臺灣工業中中小企業的作用

21.Kulikov D.E. 羌族古代史研究之諸問題

22.Svistunova N. P. 明代官員成分複雜之問題及其官稱

的俄語翻譯

23.Boktshanin A. A. 哥倫布時代的人及其追隨者在非西

方世界希冀追尋者為何？

24.Khokhlov A. N. 1899 年海參崴東方學院之建立為俄

國重要之事件

25.Andreeva S.G. 義和團時期（1898 -1901）北京東正教

會館之情況

26.Katkova Z.D 陳友仁外交活動研究

27.Kostjaeva A. S. 恒社研究

28.Tjapkina N. I. Noriko Kamachi 女士有關日本學者對清

代中國社會與國家之研究

29.Rykova S. L. 藍衣社研究

30.Kuznetsov V. S. 俄國文獻中西藏喇嘛教會與中國大

陸政府的關係

31.Bereznyj L. A. 後現代主義與歷史事實問題（西方漢

學家的爭論）

32.Kobzev A. I. 「太極」的起源及其意義

33.Golovacheva L. I. 孔子教誨門人（《論語》11.26 條解

釋）

34.Ageeva N. Ju. 杭辛齋（1869 -1924）及東西方文化對

比關係的問題

35.Lukicheva P. 楚國銅器風格的特徵

36.Gorodetskaja O.M. 《金瓶梅》中的詩與音樂

37.Vinogradova T. I. 戲劇年畫上的的音樂（樂人、樂器）

38.Belozerova V. G. 摩崖研究

39.Mazhurina K. V. 中國女作家創作中的獨立現象─

「女性散文」

40.Kozyrev V. A. 1930-1940 年代中國找尋經濟發展之模

型及實行「經濟計劃」的主張

（李福清）

新馬的漢學研究：國大馬大中文系研究

狀況探討

新加坡．2001.2.10-11

新加坡大學中文系創辦於 1957 年，當時還是馬來

亞大學。後來新加坡脫離馬國獨立，馬來亞大學隨即遷

至吉隆坡；1963年馬來亞大學中文系成立。而新加坡大

學與南洋大學則於 1980 年合併成新加坡大學；兩校的

中文系就是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簡稱國大中文

系。因此兩校於 2001年 2月 10 -11日在新加坡共同主辦

「新馬的漢學研究：國大馬大中文系研究狀況的探討」

學術研討會，討論會上首次公開各自對漢學研究各個領

域研討的成績單。茲將議程臚列如下：

發表者 論　　文　　題　　目

■ 2月10日

☉主席：楊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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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潤華 國大中文系的學術研究

蘇慶華 馬大中文系教職員的學術研究概況

☉主席：蘇瑞隆

陳志鴻 馬大中文系古典文學研究

陳　君、李國彤　七年回眸─國大中文系教師著

作與學位論文評析（古典文學部分）

☉主席：陳徽治

許齊雄、陳寶良　國大中文系師生二十年來的史學

研究

張惠思 馬大中文系有關中國歷史、哲學與文字學

研究概況

何國杰、林緯毅　國大中文系中國哲學研究概況

1980 -2000年

☉主席：李子玲

祝家豐　馬大中文系社會科學研究簡述

吳福煥、馬文嬋　國大中文系的語言學研究

■2月11日

☉主席：蘇慶華

夏　菁、莫顯英　國大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狀

況

林素珍 現代文學與馬華文學研究概況

郭惠芬、韋佩儀　國大中文系的新馬華文文學的研究

☉主席：劉　宏

陳徽治 近十年來馬西亞漢學研究初探

容世誠 近十年國大中文系的研究動向

（蘇慶華）

海外華人社團跨國活動國際研討會

新加坡．2001.3.9-10

華裔館於 1995年 5月正式成立，其目的是要發展成

為具有領導地位的海外華人研究中心，以增進人們對中

華文化傳承及遍布全球華裔社區的知識與了解。為了落

實這個目的，華裔館展開了一系列活動，並將於 2001

年 3月 9 -10日，主辦「海外華人社團跨國活動國際研討

會」，議程如下：

發表者 論　　文　　題　　目

■3月9日

☉主席：張瑞發

洪玉華 華裔與全球化：菲律賓觀點

許天堂、汪友山　印尼華人社團組織：二十一世紀

的挑戰與機會

林水檺 馬來西亞華團跨團活動

楊作為 泰國華人、華裔社團在新世紀面臨的機遇

和挑戰

☉主席：魏維賢

庄國土、李一平　1978年以來海外華人社團在福建社

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周　敏、金利淑　美國新華裔移民組織：突破唐人街

和國界

李明歡 群體效應、社會資本與跨國網絡：從「歐華

聯會」看全歐人社團的建立、運作與功能

廖赤陽 日本華僑華人社團及其網絡：地域、國家

與全球化

■3月10日

☉主席：周清海

濱下武志　全球化與潮州網絡的展開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海外華人跨國網絡的建構

潘國駒 21 世紀世界潮州社群的社團組織、文化特

色與面對的挑戰

陳松沾 世界華人宗鄉活動全球化的現象與本質

曾　玲 全球化趨勢下海外華人宗鄉社群的文化認

同：新加坡華人社團跨國活動的調查與研

究

◎學者與華人社團領袖的對話與討論

☉主席：曾　琴

☉討論：區如柏、方百成、盧鶴齡、何國才、蘇克福、

林金福、韓山元、蔡錦淞

（蘇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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