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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全世界做朋友

──獎助外籍學人來臺研究

一、獎助施行概況

為促進國際漢學的研究與交流，漢學研究中心

創立時，即有獎助國外大學和學術機構的外籍漢學

研究學人來臺研究的構想。75 年初，草擬「教育部

協助漢學研究人士來華研究實施要點」，並經指導

委員會審慎研究通過。自 77 年 7 月開始實施，惟

因經費於同年 12 月及隔年 1 月到位，受理申請也

因而延後截止，經審查通過第一批及第二批來臺學

人共 12 人。之後每年獲選人數視預算而定，平均

為 15 人左右，錄取率約 3 成。因施行績效良好，

每年都吸引不少學者前來申請，至 100 年截止，申

請人數已逾千人，獲選人數已累計至 348 人。（詳

表一）實際來臺學人為 324 人。（每年都有部分學

者通過審查後，因故不克來臺，故來臺總人數少於

獲選人數，完整的獎助學人名單，詳見本中心「外

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學人資料庫 http://ccs.ncl.

edu.tw/ccs2/scholars.aspx）為宣傳此獎助案，本中心

將獎助辦法和申請書等資料，分寄外交部駐外各單

位，請其分送給當地各大學和研究機構，並在《漢

學研究通訊》以及歐美著名學術刊物登載廣告，更

利用參與美國亞洲學會和全美中國研究協會等單位

舉辦書展的機會，散發摺頁並讓各國學者瞭解這項

獎助，因此每年都吸引不少學者前來申請，平均在

50 人以上；截至 100 年為止，已有 40 個國家學人

通過審查來臺研究，共計歐洲 141 人，亞洲 8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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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施行至今已逾 20 年，在國際上已建立相當知名度，申請人數逐年增加，近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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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完成他們的論文和專書，實施至今，補助過來自 40個國家的外籍學人 300 餘人。

獎助案開拓了國際學術文化交流的管道，增進世界各地的漢學家對臺灣的了解，

並能充分利用臺灣豐富的漢學資源；鑑於本中心對於獎助業務的推廣，已累積了相當

的經驗，加上國家圖書館豐富的館藏資源，自 99 年 9 月起，受外交部委辦「臺灣獎助

金」業務。漢學研究中心已成為國外漢學家心目中常常浮現的一個國際品牌，充分展

現和全世界做朋友的積極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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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 81 人，大洋洲（包含澳、紐）18 人。其

中以美國 70 人最多，其次是韓國 31 人、日本

20 人。在歐洲學界，以德國獲選 19 人最多，

法國 17 人居次。而本中心也會刻意鼓勵對漢

學研究發展較不蓬勃的國家，如印度、印尼、

蒙古、阿根廷、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土耳其

也都曾有 1 位學人獲得獎助。研究期限屆滿，

來臺學人須向本中心提出研究報告或論文；由

本中心擇優刊登於《漢學研究》半年刊，或

選入「漢學研究中心叢刊──研究獎助類」出

版。

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者利用這個機會，在臺

灣完成他們的論文和專書，包括歐美亞洲一些

傑出的學者，  如美國芝加哥大學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 教 授、 威 斯 康 辛 大 學 的 倪 豪 士

（William Nienhauser）教授、英國愛丁堡大學杜

博 妮（Bonnie McDougall） 教 授、 法 國 高 等 社

會科學研究院畢仰高（Lucien Bianco）教授、

斯洛伐克科學院研究員高利克（Jozef Marian 

Galik）教授、捷克查理士大學的羅然（Olga 

Lomová）教授、  俄羅斯科學院的的孟列夫（Lev 

N. Menshikov）教授、波波娃（Irina F. Popova）

教授、日本國士館大學光  督、韓國外國語大

學許世旭教授、延世大學人文學院白永瑞教授

等等。學人中也有少見的漢學研究父女檔，義

大利威尼斯大學的薩巴蒂尼（Marw Sabattini）

教授於 86 年來臺，相隔 16 年後，女兒艾麗沙

（Elisa Sabattini）也獲選來臺，另外，美國亞利

桑納大學田浩（Hoyt Tillman）教授及女兒田梅

（Margaret Mih Tillman）也分別於 84 年及 96 年

獲選來臺。獎助案開拓了國際學術文化交流的

管道，增進世界各地的漢學家對臺灣的了解，

並能充分利用臺灣豐富的漢學資源；當訪問學

人返國後，往往仍與本中心，甚至臺灣學界保

持密切的連繫與良好的關係。可以毫不誇張地

說，這個訪問計畫，已經成為至少兩代漢學家

心目中常常浮現的一個國際品牌。

表一：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歷年申請人
數及獲選人數統計表（民國 78年至 100年）

會計年度
申請

人數

獲選

人數

備取

人數

實到

正取

實到

備取
錄取率

78 (1988.7-1989.6) 不詳 6 － 6 －

79 (1989.7-1990.6) 不詳 6 － 6 －

79 續審 (1990.7-1991.6)﹡ 不詳 11 － 9 －

80 (1990.7-1991.6) 54 15 6 12 4 48.1 %

81 (1991.7-1992.6) 38 14 － 12 － 36.8 %

82 (1992.7-1993.6) 65 20 － 19 － 30.8 %

83 (1993.7-1994.6) 64 20 3 16 － 32.8 %

84 (1994.7-1995.6) 85 17 3 13 1 20.0 %

85 (1995.7-1996.6) 61 19 2 16 1 31.1 %

86 (1996.7-1997.6) 73 20 6 16 － 27.4 %

87 (1997.7-1998.6) 72 13 3 10 1 18.1 %

88 (1998.7-1999.6) 61 10 3 7 2 16.4 %

89 (1999.7-2000.12) ﹡﹡ 50 21 － 18 1 42.0 %

90 (2001.1-12) 34 11 5 11 － 32.4 %

91 (2002.1-12) 22 7 4 2 3 31.8 %

92 (2003.1-12) 29 12 3 10 2 41.4 %

93 (2004.1-12) 39 15 2 13 1 38.5 %

94 (2005.1-12) 28 14 － 14 － 50.0 %

95 (2006.1-12) 52 15 5 13 1 28.8 %

96 (2007.1-12) 68 15 5 11 4 22.0 %

97 (2008.1-12) 61 20 6 16 5 32.7 %

98 (2009.1-12) 90 20 7 18 1 22.2%

99 (2010.1-12) 95 11 10 10 3 11.5%

100 (2011.1-12) 105 16 5 14 2 15.2%

合　　計 1246 348 － 324

*      民國 79 年度增加預算補助，因而增額錄取學人，但續

審學人於 80 年度來臺。

**    因應民國 89 年度起會計年度變更起訖月份，故此年度

長達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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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不少學人，在臺研究期間，受到臺灣學界

研究氛圍的吸引，而留在臺灣學術機構研究或擔任

教職，如沙培德（Peter Zarrow）為中研院近史所副

研究員；柯嘉豪（John H. Kieschnick）曾任中研院

史語所副研究員；賴瑞和任教於清華大學歷史研究

所；佐藤將之任教於臺灣大學哲學系；郭靜云（Olga 

Blinova） 任 教 於 中 正 大 學 歷 史 系； 賀 安 娟（Ann 

Heylen）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馬

愷之（Kai Marchal）任教於東吳大學哲學系。可見

獎助案對於提升國內研究及教學水準貢獻良多。

二、訪問學人學術討論會

本中心為落實學術交流，提振國內漢學研究風

氣，本中心自 78 年 11 月起，在楊崇森主任的倡議

下，為來臺研究的訪問學人在圖書館內發表演講，

原先的對象是圖書館及本中心同仁，其後則擴大規

模，成為正式的學術討論會。每次根據主講人的主

題，邀請相關學者擔任主持人，並發函學界，邀請

研究該領域的學者共同參加討論，以加強國內外學

者的學術交流。演講多半以中文進行，顯示來臺學

人具有相當程度的中文能力。除本中心獎助學人

外，偶有國外知名學者來臺，本中心也把握機會，

邀請他們演講，舉辦學術討論會。

二十多年來（至 100 年 9

月為止）已舉辦過近 200 場，

主題各異，國內外學者交流

切磋，互相啟發，彼此皆獲益

良多。（詳見表二）97 年起將

演講內容錄製，經主講者授權

後，置於國家圖書館「遠距學

園──寰宇漢學講座」（http://

cu.ncl.edu.tw/learn/course_index.

php?10010305）， 以 便 全 球 各

地民眾可上網聆聽。至今已錄

製近 40 場。

民國 98 年 6 月為慶祝獎助案實施 20 周年，特

別邀請來臺學人，以「我的漢學奇幻旅程──與歐

美青年學者對談」為題參加座談，現場並展示 20

年來獲得獎助的外籍學人所出版的書籍，約三百餘

冊，呈現其研究成果。同時播放漢學研究中心歷來

學術活動的照片，讓各界了解本中心業務內容與發

展。系列活動亦擴展到校園，本中心與臺灣大學歷

史系共同主辦「踏上漢學之路──國外博士生的論

文經驗分享」座談會，邀請五位外籍博士候選人，

分享其投入研究漢學的因緣。

三、文化參觀活動

在學術研究之餘，本中心亦規劃舉辦訪問學

人文化參觀活動，一遊名勝古蹟，本中心自 81 年

起，每年例行為來臺學人舉辦文化參觀活動，招待

獎助學人走訪名勝古蹟。至今，已辦理過 20 餘次，

參觀旅遊地點遍及臺灣各地，從北部的臺北古蹟巡

禮、九份金瓜石、鶯歌三峽、三義和華陶窯、宜蘭

至臺灣省茶葉改良場、臺灣民俗村、鹿港等。隨行

都安排專業導覽，講解當地的文化特色、古蹟源

流、民俗掌故等，令來臺訪問學人印象深刻。

中心亦配合春節、端午、中秋三節，為學人舉

辦民俗節慶茶會，準備應景食物，讓海外學人更加

外籍訪問學人文化參觀二龍村體驗龍舟競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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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臺灣的風土人情、社會習俗等本土文化。例如

91 年 6 月 14 日端午節的前一天，安排來臺學人赴

宜蘭，除了參觀宜蘭縣史館、臺灣戲劇館外，還在

二龍河親自嘗試組隊划龍舟，與當地人進行一場小

小的友誼賽，92 年 5 月 30 日安排「烏來健行一日

遊」，包括內洞森林遊樂區健行、烏來風景區遊覽、

溫泉饗宴及老街巡禮。93 年「三峽、鶯歌陶藝之

旅」，94、96、98 年舉辦「三義木雕、華陶窯之旅」

特別加入體驗陶藝 DIY 等活動。95、97 年則到宜蘭

參觀傳統藝術中心、走訪林美石磐步道並享受礁溪

溫泉等。99 年度更邀請學人參加臺北賓館「國慶酒

會」及參觀「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

四、�外交部委辦「臺灣獎助金」

自 99 年開始，外交部為落實 馬總統「活路外

交」政策理念，建立國際友我人脈，提升我國家形

象，鼓勵外籍學者加強對臺灣、亞太地區及漢學的

研究，創設「臺灣獎助金」（Taiwan Fellowship）獎

助國外大學相關系所之外籍教授、副教授、助理教

授、博士候選人及學術機構同等級別之研究人員來

臺灣進行研究。獎助之研究領域以臺灣、兩岸研

究、中國研究、亞太研究、漢學研究之社會科學領

域為主。研究補助費依申請者職級，教授、副教授

每月新臺幣 6 萬元，助理教授及博士候選人每月新

臺幣 5 萬元。受補助期限最短 3 個月，最

長以 1 年為限。基於本中心「外籍學人

來臺研究漢學獎助」長久經驗及績效，

自 99 年 9 月開始，外交部主動將「臺灣

獎助金」相關行政及接待事宜委託本館辦

理。

本中心接受外交部委託辦理「臺灣

獎助金」，一為彌補「外籍學人來臺研究

漢學獎助」經費不足，名額有限；二為

將本中心對國內外漢學的影響力擴及社

會科學領域；三為將政府間的獎助資源整合。「臺灣

獎助金」99 年度二梯次合計錄取來自 37 國 74 位學

人，錄取學人的接待方式比照本中心學人。本中心

除協助其申請簽證、租賃居所、提供研究小間、電

腦網路設備及轉信等服務外，並介紹國家圖書館及

相關研究機構之圖書資源，以及協助聯繫國內相關

研究領域之學者，俾其順利在臺從事漢學研究，在

短期間內有最大的收穫。

五、結　語

本中心深信這樣的學術服務工作，對漢學在

國際的持續發展，具有密切的連鎖關係。不論是本

中心的「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或是外交部

「臺灣獎助金」，皆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學者，更開

拓了國際學術文化交流的管道。充分的體現「漢‧

世界做朋友」的獎助精神，獎助學人之中，有的是

士林敬重的漢學家，有的是剛入門的青年學者，獎

助案讓世界各地的學者增進對臺灣的了解，並能充

分利用臺灣豐富的學術資源。

獎助外籍學人來臺灣從事研究，是一種文化外

交，藉由這種國際性的學術文化交流活動，不僅可

以拓展臺灣學界的國際視野，亦可展現國家的文化

實力，透過交流能促進彼此的了解與認識，便於臺

灣主題的研究成果推向國際學界， 更加國際對臺灣

的親善度。（廖箴）

外籍學人受邀參加國慶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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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漢學研究中心歷年舉辦學術討論會（「*」與研究機構或學校合辦；「☆」為外交部臺灣

獎助金學人）

日　期 國　別 主講人 講　題 主持人

*  100.09.22 波  蘭 Sebastian Michalak☆
The One China Policy Impact on Taiwan ś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the EU

蘇宏達

*  100.09.08 馬來西亞
Roy Anthony Rogers
（永健）☆

Human Rights in Xinjia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Uyghur Dilemma and China ś Reaction

丁樹範

*  100.08.24 越　南 Do Ngoc Toan（杜玉全）☆ 臺灣新「南向政策」的進程及其前景 辛翠玲

    100.08.23 以色列 Sophia Katz（柯書斐）
儒家神祕主義與宋明哲理詩：試論邵雍與陳

獻章的學脈
鍾彩鈞

    100.08.23 斯洛維尼亞 Jana Rosker（羅亞娜）☆ 中國認識論中的「理」概念及其新詮釋 杜保瑞

    100.08.12 美　國 Shirley Ye（葉文靜）☆ 從航運看近代中國城市與水利工程的現代化 唐啟華

    100.08.12 美　國 Scott Gregory（葛思平） 創造光榮：晚明私刻本與通俗小說 陳益源

    100.08.12 越　南 Nguyen Nam（阮南）
滾滾長江南逝水：《三國演義》文化系列在

越南傳播與跟本地文化互動
陳益源

*  100.08.09 美　國
Tung-lung Steven Chang
（張東隆）☆

探討臺灣科技能力：對外投資與經濟成長之

研究
劉孟俊

*  100.08.02 韓　國 Han Inhee（韓仁熙）☆ 韓臺文化外交研究 李　明

*  100.07.29 美　國
Jonathan Schlesinger
(謝健) ☆

清淨與稀有：清代滿文檔案中的蒙古與東北

環境史，1820-1850
賴惠敏

*  100.07.28 愛沙尼亞 Eiki Berg☆
Revisiting Legitimacy Aspects of “One China 
Policy＂

甄曉蘭

*  100.07.26 菲律賓
Vicente Jr Chua Reyes 
(雷文森)☆

“From Good to Great＂ Quality Assurance 
in Education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Leadership & Teaching: Lessons from 
Singapore and Taiwan

嚴震生

    100.07.26 美　國 周啟榮 近世中國宗教與地方公共場域：以城隍廟為例 林麗月

*  100.07.19 馬來西亞 Tan Chee Seng (陳是呈)☆ 中日戰爭時期的吳鐵城 黃自進

    100.06.30 義大利 Martino Dibeltulo (馬蒂)
西藏佛教的系譜學與近現代中國：宗教、知

識和權力
許明銀

*  100.06.15 奈及利亞 Monday Lewis Igbafen☆
The Concept of Person in African and Chinese 
Philosophies: A Comparative Inquiry

汪文聖

    100.06.03 新加坡 J. J. Zhang (張家傑)
海峽兩岸觀光交流中的文化政治地理：一些

人文地理學的田野方法
江柏煒

*  100.05.31 印　尼
Paulus Rudolf Yuniarto 
(魯道夫)☆

“Business Globally, Tastes Locally＂: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donesian 
Entrepreneurship in Taiwan

蔡青龍



漢學研究通訊　30 � 3（總 119 期）民國 100 年 8 月  45

特　刊

日　期 國　別 主講人 講　題 主持人

    100.05.31 美　國 Wai-yee Li (李惠儀) 女英雄的想像與歷史記憶 王璦玲

*  100.04.13 比利時
Lutgard Lams
(藍露潔)☆

Negotiating (De)localization Processes in the 
Taiwanese English-Language Press Narratives 
during ROC Mid-Term Elections

廖達琪

*  100.03.28 阿根廷
Veronica Noelia Flores
 (傅維柔)☆

China ś Quest for Modernity: A Critical Review 
of Its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1905-1919)

王遠義

*  100.03.25 臺　灣
陳葆真

林煥盛
評論高羅佩《書畫鑑賞彙編》座談會 陳　珏

*  100.03.24 馬來西亞 Leong Kar Yen☆ (梁家恩)

Human Rights in Taiwan as a Marker of National 
Identity: A Preliminary Look a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Practice of Human Rights in 
the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黃　默

*  100.03.14 日　本
Daisuke Wakamatsu
(若松大祐)☆

21世紀臺灣官方歷史敘述的變與不變 ：
「中華民國在臺灣」能夠回溯到何處

呂紹理

    100.01.19 馬來西亞 Teh Pek Yen (鄭碧茵)☆ 師大地方的形象對訪客利用空間之影響 李素馨

*  100.01.19 美　國 Andrew Plaks (浦安迪) 物質文化――金瓶梅花園裡的鞦韆架 陳　珏

*  100.01.19 臺　灣 高桂惠
物趣與物論――從《聊齋誌異》的「鏡」與

「瓶」談起
陳　珏

    100.01.19 法　國 Paul Jobin (彭保羅) 從工業污染疾病看臺灣民主社會 周桂田

*  99.12.28 韓　國 Sooa Im (任秀娥)☆ 18世紀韓中宮廷鹵簿圖比較研究 朱靜華

    99.12.17 越　南 Duong Van Huy (楊文輝) 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末會安的華人社會 許文堂

    99.12.17 美　國 Nicole Barnes (江松月)
個人身體的警察化：重慶抗戰時期的公共衛

生與國民政府（1937-1945）
游鑑明

    99.12.17 美　國 Rebecca Nedostup (張倩雯)
流離失所的定義：分析1937至1960年間海峽

兩岸戰爭難民的一些基本問題
游鑑明

    99.12.03 中　國 方廣錩
敦煌遺書的前世與今生：談敦煌遺書的收

藏、鑑定與修護
鄭阿財

*  99.11.25 臺　灣 陳　珏 唐代文本風景中的物質文化 麥大維

*  99.11.25 加拿大 Jerry Schidmit (施吉瑞) 鄭珍詩中數、醫、科、技與物質文化 古偉瀛

*  99.11.11 泰　國 Pichamon Yeophantong☆ 思想的力量：中國、責任與全球治理 石之瑜

*  99.10.31 美　國 Rebecca Nedostup (張倩雯)

Mapping Body and Spirit: Displacement, Home 
and Community across China ś Mid Twentieth 
Century Wars（中國戰爭移民的家鄉觀念與社

區意識）

李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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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0.24 美　國 Scott Gregory (葛思平)
The Uses of the Margins: The Social Life of the 
Shuihu Zhuan（水滸傳）

施純福

*  99.09.25 法　國 Fabienne Jagou (谷嵐) 藏傳佛教在臺灣：西藏與漢籍法師的貢獻 簡錦松

    99.08.20 義大利 Bianca Basciano (白夏儂)
現代漢語普通話、閩南話與客家話的「帶音

的輕動詞」：說「打」與「加」
何萬順

    99.08.20 義大利 Giorgio F. Arcodia (馬振國) 漢語方言裡的「形態化」現象初探 何萬順

*  99.08.17 法　國 Fabienne Jagou (谷嵐)
宗教和平運動：理論與實踐――以藏傳佛教

為例
簡錦松

    99.08.03 捷　克 Ondrej Klimes (林昂) 現代維吾爾族自我認同的基礎 吳啟訥

    99.05.19 法　國 Marie Bizais (畢茉莉)
淺析《文心雕龍》關於體裁與風格的術語――

「體、風、骨」
廖棟樑

    99.05.04 德　國 Andreas Berndt (博安德) 明清時代的龍王信仰與崇拜 李豐楙

    99.05.04 美　國 常　成
蔣介石的秘密韓戰――美臺情報合作與一萬

四千名中國戰俘來臺
張淑雅

    99.04.29 新加坡 Tian Yuan Tan (陳靝沅) 清代文人曲家及宮廷演劇 王安祈

    99.04.16 比利時
Nicolas Standaert
（鍾鳴旦）

中歐移位：歐洲和中國之間的圖片傳播 祝平一

*  99.04.13 新加坡 Tian Yuan Tan (陳靝沅) 明清宮廷演劇研究的多重視角 孫　玫

    99.03.30 斯洛伐克 Marián Gálik (高利克) 「臺灣當代女詩人『蓉子』與聖經」 張漢良

*  99.03.16 美　國 常　成
蔣介石的秘密韓戰――臺美情報合作與一萬

四千名中國戰俘來臺
李廣健

*  99.03.16 日　本 若松大祐
臺灣兩次政黨輪替與官方歷史敘述――臺灣 
、中華、本土化

李廣健

    99.01.08 紐西蘭 陳智宏 爭取國際空間：臺灣外交關係的局限與契機 李　明

    98.12.16 義大利 Federica Casalin (費琳) 清代文獻中的羅馬：試以多元的觀點探論 陳　珏

*  98.12.13 蒙　古 Dugariav Naran (那仁) 在蒙古的成吉思汗崇拜――過去與現代 楊松齡

*  98.12.10 義大利 Federica Casalin (費琳) 中國人視野下的羅馬 王學玲

*  98.12.09 蒙　古 Dugariav Naran (那仁) 蒙古史學怎麼樣看待忽必烈？ 李貞德

    98.11.10 日　本
Daisuke Wakamatsu 
(若松大祐)

戰後臺灣蔣中正時代的官方近代史敘述：從

反共抗俄到反共復國
周婉窈

    98.11.10 馬來西亞 Thung Ju Lan (湯友蘭)
「華人性」與臺灣原住民的文化權――與印

尼的事例比較
周婉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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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9.24 美　國 Terry Kleeman (祁泰履) 早期道教的社會秩序與權威 李豐楙

    98.08.28 美　國 Peter Sturman (石慢) 家學傳承：宋代文人畫中的孝道 陳葆真

    98.07.24 俄羅斯
Ekaterina Zavidovskaya
(葉可嘉)

中國晉西、陝北地區鄉村廟宇組織「社」與

「會」及其宗教活動田野調查報告
張　珣

    98.07.21 加拿大 Kwok-Yiu Wong (王國堯)
理性與感性：從兩個不同的視角去看中國中

古末期文人文化的演變
甘懷真

    98.07.21 斯洛維尼亞
Nataša Vampejl Suhadolnik
(娜塔莎)

漢魏晉壁畫墓中的關聯宇宙觀 鄭文惠

*  98.06.11
日本、馬來

西亞、波蘭

美國、美國

Daisuke Wakamatsu
(若松大祐)、Leikuan 
Rongdao Lai (釋融道)、
Anna Rudakowska、(安娜)
杭行、Brigid Vance
(范莉潔)

踏上漢學之路――國外博士生論文經驗分享 查　忻

    98.06.08

保加利亞、

俄羅斯、斯

洛維尼亞、

加拿大

Severina Angelova 
Balabanova (謝薇娜) 、
Ekaterina Zavidovskaya
(葉可嘉)、Nataša Vampelj 
Suhadolnik (娜塔莎)、
王國堯

我的漢學奇幻旅程――與歐美青年學者對談 李貞德

*  98.06.04 保加利亞
Severina Angelova 
Balabanova (謝薇娜)

水中月――六朝和唐代夢小說中真實和虛幻

互換的夢境敘述
祝平次

*  98.05.27 斯洛維尼亞
Nataša Vampelj Suhadolnik 
(娜塔莎)

斯洛維尼亞的大學制改革及我的漢學歷程 李廣健

*  98.05.26 美　國 Xing Hang (杭行)
頭髮與衣冠的問題――從「鄭清和議」來看

17世紀東亞海域的認同和正當性
李廣健

98.6.8由左至右為李貞德、謝薇娜、葉可嘉、娜塔莎、王國堯 98.6.8「我的漢學奇幻旅程」會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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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5.26 美　國 Brigid Vance (范莉潔) 《夢林玄解》中的「夢案」 李廣健

    98.05.01 丹　麥 Poul Andersen (安保羅) 《玉樞經》和道教圖像學 李豐楙

    98.02.27 韓　國 Min-Ho Kim (金敏鎬) 由《燕行錄》所見朝鮮人眼中的中國形象 王國良

    97.12.22 馬來西亞 黃文斌 論錢穆及其歷史觀 吳展良

    97.12.22 瑞　典
Martin Svensson Ekström
(象川馬丁)

「斯言之玷」――亞里士多德的metaphora
（比喻）可以解釋《詩經》嗎？

曾珍珍

    97.12.15 瑞　典 馬　瑮
足行萬里書萬卷――清代女學人王貞儀及其

曆算成就初探
傅大為

    97.11.27 羅馬尼亞 Dinu Luca (迪努)
劉勰《文心雕龍》中的文本、文本之外，與

型態――閱讀〈序志〉篇
蔡英俊

    97.11.27 法　國 Stephane Laurent
文化、風格與全球化――中國與臺灣對西方

裝飾的接受
王正華

    97.10.29 中國大陸 王　鍵 中國大陸的臺灣史研究概況 顧　敏

    97.10.29 澳　洲 David Holm (賀大衛) 廣西壯族方塊字研究――漢學與壯學的焦點 魏捷茲

    97.09.23 奧地利 Sigrid Winkler (溫克樂) 歐盟面對臺灣爭取主權時的態度 蘇宏達

    97.09.23 澳　洲
Jon Eugene von Kowallis 
(寇致銘)

清末舊體詩的現代性――樊增祥的前後〈彩

雲曲〉與賽金花的傳說
鄭毓瑜

    97.09.23 加拿大 黃靜華 魂飛湯火命如雞――放生意象與明末文人 張哲郎

    97.08.20 韓　國　 白永瑞
作為制度的歷史學，作為社運的歷史學――

1970-80年代韓國與臺灣史學史的比較研究
陳芳明

    97.08.20 韓　國 尹　煜
清末驛站制度的演變――兼論其受近代郵政

之影響
陳芳明

    97.08.20 美　國 Katherine Carlitz (柯麗德)
《嘉定縣志》自1557年至1605年之演變――

張貞女事件和其他
林麗月

    97.08.20 斯洛維尼亞 Jana Rošker (羅亞娜)
中國現代思想中的認識論――朝向一種新的

整體性
李賢中

    97.06.24 捷　克 Olga Lomova (羅然) 翻譯司馬遷――跨文化溝通的嘗試 方　瑜

*  97.04.18 日　本 斯波義信 日本政府對人文學科研究與教育的資助 黃寬重

    97.04.11 俄羅斯
Valentin Golovachev
(劉宇衛)

邁入新世紀的臺灣――象徵、儀式與偏見的

變更
馬良文

    96.12.17 加拿大
Lawrence Lok Cheung Zhang 
(張樂翔)

官場中的商場與士大夫的選擇――清代的捐

納制度探析
陳熙遠

    96.11.21 挪　威 Halvor Eifring (艾皓德) 《紅樓夢》的心理結構 康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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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0.09 德　國 Florian C. Reiter (常志靜) 論五雷法的內涵及其發展的某些觀點 李豐楙 

    96.08.16 美　國 Margaret Mih Tillman (田梅) 掌握生產之道：理念與現實的更新 梁其姿

    96.08.16 日　本 秦玲子 蒙古帝國在中國醫學史上的重要性 梁其姿

    96.08.01 美　國 吳淑惠 連橫大陸之行與《臺灣通史》寫作 黃富三

    96.06.06 美　國 David McCraw (麥大偉) 《莊子》用韻與版本層次研究 何大安 

    96.03.29 韓　國 吳淳邦
傳教、翻譯、啟蒙、小說――19世紀在華新

教傳教士的文字工作與晚清小說的轉變
李奭學

    96.01.05 澳大利亞 吳存存
不重美女重美男：晚清都門士人的花譜、梨

園癖與男風
陳益源

    96.01.03 澳大利亞 Mark Stevenson (史馬克) 
藏族的小窗：從窗櫺木雕看青海藏族文化與

社會之演變 
馮明珠 

    95.12.05 加拿大
David Curtis Wrigh 
(賴大衛)

宋元之際的世界級海戰 黃寬重

    95.08.29 美　國 Peter J. Carroll (柯必德) 自殺與中國現代社會的爭論，1900-1949 巫仁恕 

    95.08.29 澳　洲 黎志剛 髮式與近代中國生活史 巫仁恕

    95.07.26 丹　麥 Uffe Bergeton (藍悟非) 先秦儒家隱逸思想中的「清」和「汙」
魏家豪

Wim de Reu 

    95.06.07 芬　蘭 Jyrki Kallio (高玉麒) 初清古文選集當中的《古文觀止》以及特殊性 方　瑜 

    95.04.07 美　國 王晴佳 重構與解構：當代臺灣歷史論述的內在張力 許倬雲

    95.03.30 日　本 大坪慶之 從光緒帝親政問題看清廷的政治決策過程 吳志鏗

97.6.24捷克Olga Lomova(羅然)教授(左)學術討論會 96.11.21挪威Halvor Eifring(艾皓德)教授(左)學術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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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8.31 韓　國 金弘吉 明代的宮殿建築和宦官的力量 徐　泓

    94.06.23 俄羅斯 Olga Blinova (郭靜云) 肖像定義與其範圍輪廓 陳葆真

    94.05.24 馬來西亞 賴瑞和 唐代職官研究的新視野、新材料和新問題 王吉林

    93.10.27 荷　蘭 Lloyd Haft (漢樂逸) 從西方觀點看周夢蝶的詩 彭鏡禧

    93.06.23 斯洛維尼亞 Jana Rošker (羅亞娜)
知識與文化――從比較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中

國傳統的認識論
陳鼓應

    93.03.25 捷　克 Lucie Olivová (包捷) 吸菸文化與清代社會 李孝悌

    92.09.26 美　國 Thomas Buoye (步德茂)
死刑與儒家的公平正義――中國傳統法律有

關寬宥的限度
陳惠馨

    92.05.27 美　國 Peter Ditmanson (戴彼得) 道學社會意義的演變――從元初到明初 劉靜貞

    91.08.07 美　國 Christopher Lupke (陸敬思)
諧謔與（政治）潛意識的關係：解讀王禎和

的本土幽默及全球憂慮
廖咸浩

    90.12.14 俄羅斯 Serguei Vradi (傅樂吉) 19世紀中國士大夫對西方國家之理解與反應 劉顯叔

    90.11.20 奧地利 Erich Pilz (皮爾茲)
了解回憶錄：《出版史料》對傑出出版工作

者的評價
王壽南

    90.08.29 韓　國 白永瑞
想像中的差異性，結構上的同質性 ――以

韓國京城帝大與臺北帝大看殖民地近代性
呂芳上

    90.06.28 澳　洲 Peter Zarrow (沙培德) 中國現代歷史學的緣起 古偉瀛

    89.06.23 韓　國 李浚植 韓中樂府詩主題之比較 張介宗

    89.05.06 瑞　典 Perry Johansson (高洋) 從通俗文學看精神分析與民族認同的關係 黃宗慧

    89.02.24 韓　國 李惠京
從「中國哲學史大綱」對諸子的批判論胡適

的倫理觀
劉述先

    89.02.18 韓　國 任大熙 《宋刑統》與《唐律疏義》的比較研究 高明士

    89.02.11 韓　國 辛珠柏 1910年代在殖民地朝鮮的朝鮮軍地位與作用 鍾淑敏

    89.01.28 韓　國 河世鳳 從貿易統計上看1930年代東亞的地區和城市 程哲國

    88.12.17 大　陸 曲六乙
儺與面具文化――窺視民族宗教、審美心態

的一個窗口
王秋桂

    88.12.10 英　國 Bonnie S. Mcdougall (杜博妮) 私生活：魯迅與許廣平出版與未出版的通信 周昌龍

    88.11.26 韓　國 全寅初 試探「龍飛御天歌」的敘事內涵 沈秋雄

    88.10.21 俄羅斯 Mikhail Karpov (卡爾波夫)
俄羅斯當代漢學派與其對中國大陸和臺灣態

度的演變（1978-1999）
劉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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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6.30 美　國 王晴佳 臺灣史學的「變」與「不變」：1949-1999年 杜正勝

    88.01.22 德　國 Martin Helmut (馬漢茂)
統一後的東西德學術文化：德國漢學史的地

域性、歐洲性及全球性
彭小妍

    87.12.16 瑞　士 Roland Altenburger (安如巒)
傳說／武俠小說／歷史演義：呂四娘故事的

來歷與演變
林保淳

    87.03.27 捷　克 Martin Hala (馬定和)
中國藝術和思想上納福迎祥的意象：吉祥圖案

作為一種視覺圖象元語言的結構和發展演變
張漢良

    87.02.23 韓　國 崔溶澈 明清兩代禁書政策和禁燬小說的流傳 王國良

    87.02.17 俄羅斯 Irina F. Popova (波波娃) 唐初政治思想特點 高明士

    87.01.15 挪　威 Vibeke Bordahl (易德波) 揚州評話中的口頭敘述與「說口」 李福清

    86.11.13 法　國 Evelyne Micollier (艾美玲) 現代中國社會的醫療文化 張　珣

    86.10.27 加拿大 Andrew Marton (馬昂主)
中國農村工業的組織結構和交流網路及鄉鎮

工業化
姜蘭虹

    86.10.17 俄羅斯 Konstantin Tertitski (郭杰) 民初時期新興宗教與中國社會 李福清

    86.09.17 英　國 Frank Dikotter (馮客) 民初的優生學 熊秉真

    86.09.02 土耳其 Bulent Okay (歐凱) 土耳其的漢學研究及其中文教學 羅宗濤

    86.05.12 捷　克 Lucie Borotová (包捷) 近現代中國畫於捷克共和國的蒐羅 莊素娥

    86.05.08 美　國 Tamara Hamlish (韓苔美) 博物館的文化――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為例 羅　青

    86.03.24 英　國 Hans van de Ven (方德萬) 1949年以前國民政府軍事化的歷史意義 陳三井

    86.02.17 韓　國 宋榮培
試論利瑪竇詮釋儒教和基督教觀的衝擊與困

境
沈清松

    86.01.23 澳　洲 黎志剛 香山商人的投機傳統 古偉瀛

    85.11.25 俄羅斯 Olga Borokh (博羅赫) 改革開放後大陸經濟學的演變 于宗先

    85.08.29 美　國 Hou-mei Sung (宋后楣) 中國花鳥畫的語言 林柏亭

    85.06.24 加拿大 Grace. S. Fong (方秀潔)
閨閣天地與事業生涯――清代中後期女詩人

的自我呈現之對照
張淑香

    85.03.12 美　國
Kimberly Ann Besio 
(金葆莉)

元雜劇評價與明代思想 曾永義

    85.03.12 美　國 Patricia Sieber (夏頌)
淫與文之間――淺談明人刊行與評論《西廂

記》之間之關係
曾永義

    85.02.13 法　國 Alain Thote (杜德蘭)
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的幾個外來的物品與相關

問題初步研究
杜正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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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2.09 俄羅斯 Andrei Vinogradov (魏安福) 中國現代化的思想初探 沈清松

    84.12.22 斯洛伐克 Jozef Marian Gálik (高利克) 年輕的謝冰心，年老的泰戈爾與善良的牧者 陳鵬翔

    84.11.21 俄羅斯 Stanislaw Kuczera (顧哲) 夏朝是否存在？一個歐洲人的看法 張光直

    84.09.14 拉脫維亞 Jelena Staburova (史蓮娜) 五四時期克魯泡特金對中國的影響 張朋園

    84.03.06 俄羅斯 Lev N. Menshikov (孟列夫) 唐詩歷史時期劃分問題 金榮華

    84.01.20 俄羅斯 Alexander G. Larin (拉林) 旅俄華僑史概要 陳三井

    84.01.09 俄羅斯 Vassili Kryukov (劉華夏)
從歷史學與人類學的角度來看西周時代的

「德」
張光直

    84.01.09 美　國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羅泰)

西周中末年禮制的改革在春秋考古中的反映 張光直

    83.11.23 日　本 岡野誠 唐律研究之現階段 高明士

    83.10.20 越　南 Van Cac Phan (潘文閣) 漢文化對越南文化的影響 金榮華

    83.10.04 美　國 Wai-lim Yik (葉維廉) 卞之琳詩中距離的組織 柯慶明

    83.09.12 美　國 Hoyt C. Tillman (田浩)
從宋儒何去非與朱熹對諸葛亮的評價回應劉

子健先生的儒將說
宋　晞

    83.06.17 英　國 Shigeru Jochi (城地茂) 東亞的幻方――從《洛書》到《縱橫圖》 李國偉

    83.06.09 美　國
Edward L. Shaughnessy
(夏含夷)

從周代筮法看《周易》的編纂 黃沛榮

    83.06.01 法　國
Jean-Pierre Cabestan 
(高敬文)

臺灣與中國大陸關係的演變和中華民國的前

途
朱雲漢

    83.05.17 斯洛維尼亞 Jana Rošker (羅亞娜)
老子與海德格的對話――試談一些有關中西

傳統存有論比較的問題
陳文團

83.9.12美國Hoyt C. Tillman（田浩）學術討論會 83.6.9美國Edward L. Shaughnessy(夏含夷) 教授(左)學術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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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5.10 俄羅斯
Konstantin S. Yakhontov
(雅洪托夫)

中國漢族文學對滿族文學的影響 廣定遠

    83.04.19 瑞　典 Marja Kaikkones (蓋瑪雅) 對中國大陸新時期通俗文學的一些觀察 周昌龍

    83.04.11 俄羅斯 Y.Vinogradova (維諾格) 後現代主義與中國傳統藝術 羅　青 

    82.11.16 法　國 Michel Desirat (鄧士涵) 論福州話的一些特點 何大安

    82.10.29 法　國 Francois Martin (馬如丹) 「文」、「言」和中國詩 方　瑜

    82.10.04 俄羅斯 Boris Riftin (李福清) 三國傳說研究 王秋桂

    82.07.20 美　國 Yong-tsu Wong (汪榮祖) 嚴復的翻譯 張朋園

    82.07.05 韓　國 Sewook Huh (許世旭) 中國歷代白話詩與新詩之縱承關係 邱燮友

    82.06.21 瑞　士 Genevieve Barman (白而曼)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主要階段 陳三井

    82.03.22 日　本 大塚秀高 從物語到小說――中國小說生成史序說 胡萬川

    82.02.08 俄羅斯 Vladislav Sorokin (索羅金) 元雜劇藝術結構形成的幾個問題 曾永義

    82.01.12 美　國 Cynthia Brokaw (包筠雅) 明末清初的善書與社會意識型態變遷的關係 李豐楙

    81.11.02 德　國 Helmut Martin (馬漢茂)
寫作中國現代文學史，面對三度空間――從

臺灣大陸西方角度來評估
張　健

    81.08.20 美　國 Peter Li (李培德) 老舍的滿族自我意識 齊邦媛

    81.08.10 加拿大 Pitman B. Potter  (彭德) 在臺灣關於私人債務的法則與民眾態度 馬漢寶

    81.07.10 澳　洲 Kam Louie (雷金慶) 尋根文學的異化――從異鄉異聞談起 龔鵬程

    81.02.17 加拿大 Daniel Bryant (白潤德) 從正德八年北京文壇談何景明文學著作的階段 羅宗濤

    80.11.28 韓　國 吳金成 韓國漢學研究現況 楊崇森

    80.11.28 法　國 Alain Arrault  (華瀾) 法國漢學研究現況 楊崇森

    80.10.17 義大利 Marw Sabattini  (薩巴蒂尼) 漫談義大利的現況 楊崇森

    79.09.19 義大利 Nicola Di Cosmo 蒙文與滿文之關係 辜瑞蘭

    79.08.15 美　國 Wendy Larson (藍溫蒂) 海峽兩岸的鄉土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 楊崇森

    79.07.24 美　國 John Copper 近十年來亞洲國家的變化 楊崇森

    79.05.29 丹　麥 Vivi Allan Kjaer (柯薇薇) 丹麥及其皇家圖書館 楊崇森

    79.01.08 日　本 光嶌督 喇嘛教學問寺院的新弟子教育 楊崇森

    78.11.21 澳　洲 Svetlana Dyer (葛維達) 蘇聯及住在蘇聯的中國回民 楊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