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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on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本中心於 2 月 8 日中午於本館藝文中心 3 樓川堂舉

辦「2023 外籍訪問學人新春交流茶會」，邀請外交部

「臺灣獎助金」學人、本中心獎助學人及配偶、外

交部研究設計會長官貴賓及本館長官同仁，在一年

之初齊聚一堂，餐敘交流，分享在臺研究經驗。此

次茶會由外交部研究設計會張亞光主任、本館曾淑

賢館長致詞，表達對學人誠摯的歡迎。

• 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

2023 年會暨書展，於 3 月 17 日至 19 日在波士頓舉行。

本中心為宣揚臺灣的學術成果與出版近況，與蔣經

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在年會中合辦圖書展覽，展

出臺灣近三年來漢學與臺灣研究相關之人文及社會

科學優質出版品共 400 種，439 冊。為擴大國際學術

交流特與同時參展的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臺

灣大學出版中心共同將參展圖書捐贈予哈佛燕京圖

書館。捐贈儀式於 AAS 會前 3 月 14 日下午在哈佛

燕京圖書館舉行。捐贈儀式參與者有我駐波士頓臺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孫儉元處長、教育組黃薳玉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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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陳韋涵專門委員、中央研究

院數位文化中心召集人陳熙遠研究員等人亦代表單

位捐贈。最後，曾淑賢館長特以國圖出版之《妙華

蓮華經》一書作象徵性致贈，哈佛燕京圖書館楊繼

東館長代表接受贈書。

• 本中心 4 月 10 日與國家圖書館國合組合辦「羅致

德教授捐贈藏書展」。奧地利漢學家羅致德（Otto 

Ladstätter）被讚譽為歐洲德語區等歐洲廣大區域中，

最早投入漢學研究的學者之一。羅致德教授畢生於

大學從事現代漢語的教學與研究，重視透過旅行的

探索經歷與體驗，進行語言與文化的科學研究，例

如有關中國邊疆民族的研究。其教學重點為有關近

代中國以及現代中文；研究方面則被尊崇為以科學

方法進行研究的先驅。羅致德教授的藏書原存放於

奧地利的阿爾特倫巴赫（Altlengbach），經羅致德教

授的公子 Markus Ladstätter 教授應允將該批圖書贈予

國圖典藏。其典藏中包含各種語文有關中文語言教

學與漢學研究的書籍；國圖受贈此批最難得的是其

中超過百年以上珍籍約 150 種，年代最久遠的一本

「2023 外籍訪問學人新春交流茶會」合照 曾淑賢館長（右）代表贈書予哈佛燕京圖書
館楊繼東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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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是 1834 年出版；全部贈書中，重要漢學書刊與其

他類藏書各約 2,500 冊以上，總數量逾 6,000 冊，數

量龐大，而且內容十分豐富，對國內外漢學研究者

而言，實為一大福音。

學獎助」訪問學人、澳洲墨爾本大學亞洲研究所翻譯

研究學系高級講師。邀請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藍弘岳副研究員擔任主持人。

史峻教授的演講為他 2021 年出版之著作《中國的亞細

亞主義：1894-1945 年》（Chinese Asianism: 1894-1945）

之一部。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震撼，知識分

子考慮以跨國方法來解決世界性的問題。在此種國

際精神之中，1924 年孫中山以「大亞洲主義」為題

發表演講。他主張亞洲民族在「王道」的原則下聯

合，並且也批評了日本的「霸道」。從 20 年代到 40

年代，許多知識分子討論孫中山的亞洲主義，組織

跨國性團體，包括北京的「亞細亞民族大同盟」與

上海的「亞細亞民族協會」，亦出現了很多亞洲合作

的期刊如《大亞雜誌》與《新亞細亞》等。史峻教

授嘗試把上述團體與期刊放進歷史脈絡中，考察中

國亞洲主義的發展，也探討大戰之間的亞洲主義，

與汪精衛政權所提倡的亞洲主義的密切關係。

「羅致德教授捐贈藏書展」展品一隅

• 4 月 28 日召開《漢學研究》第 84 次編輯委員會，由

主編王鴻泰委員擔任主持。

• 

 本中心與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波蘭卡基米日維爾

基大學，於 3 月 17 至 18 日合辦「華語文教學線上

圓桌論壇」，採線上視訊辦理。3 月 17 日由卡基米

日維爾基大學林滄海老師擔任主持人，主講者有關

島大學許怡貞、陳亮光老師；臺灣大學李馥蘭老師；

瑞典臺灣華語文學中心陳羿廷老師；3 月 18 日由卡

基米日維爾基大學陳力綺老師擔任主持人；主講者

有捷克馬薩里克大學呂維倫老師；虎尾科技大學陳

怡君老師；文藻外語大學趙靜雅老師。兩天論壇皆

由清華大學陳淑芬教授擔任與談人。論壇適度跨越

國界藩籬，展現臺灣華語文教學成果，講題包含：

華語教學經驗、教學現況、面臨挑戰、文化因素和

數位素養等。

• 

2月 14日舉行，史峻係本中心「外籍學人來臺研究漢

史峻教授（右）之寰宇漢學講座，與主持人藍弘岳副研究
員（左）合影

• 

2月 14日舉行，童楷文係本中心「外籍學人來臺研究

漢學獎助」訪問學人、美國約翰霍普金斯大學歷史系

博士候選人。邀請國立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主任張嘉鳳教授擔任主持人。

主講人取材自清代晚期吐魯番直隸廳的檔案資料，

在 1880-1911 年東土耳其斯坦（新疆）大規模疫苗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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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工作的背景下，探討清代的殖民主義。

1877 年重新佔領該區的湘軍統帥，在東土耳其斯坦

廣設官方疫苗接種機關，以對抗突厥穆斯林社區與

駐軍中猖獗流行的天花。在吐魯番，雖然由來自中

國內陸的接種士領導，但牛痘接種局的人力，極大

程度仰賴當地同化主義下設立的義塾的突厥穆斯林

畢業生。童先生指出，藉由對突厥穆斯林學徒進行

各種醫典培訓，並在疫苗接種過程中，利用他們在

全境傳播中國醫療，吐魯番牛痘局強化了湘軍殖民

同化的任務。然而，當地的突厥穆斯林在流行病與

治療方面自有獨到的知識體系，時常抵制清代／中

國強加的醫療行為規範。

空熱忱」（Air-minded），以建立航空骨幹和航空文化

的過程。他指出，中國在此期間成功地引進了外國

技術，但卻無法規範中國人或外國人如何運用此一

新的技術來控制中國的領空。

童楷文先生（右）之寰宇漢學講座，與主持人張嘉鳳教授
（左）合影

包安廉教授（右）之寰宇漢學講座，與主持人林志龍副教
授（左）合影

• 

3 月 29 日舉行，安贊淳係本中心「外籍學人來臺研

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韓國國立慶北大學中文系副

教授。邀請國立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蔡振豐教授擔任

主持人。

退溪李滉（1502-71）的學術以及文學造詣，即使與

同時期的中國文人學者相比也毫不遜色，甚至在中、

韓古代理學家當中，其文學思想與創作也堪稱卓越

不凡。對李滉文學面貌的整體梳理與系統考察，以

及他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吸收與借鑒、創新與發展，

是退溪學研究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

李滉與朱熹同爲理學家兼文人，因此在對待文學的

基本態度上頗有近似之處。但因爲兩人分處朝鮮、

宋代兩朝的學術和文學環境，所以亦有相異之處。

安教授的演講從時代和國度的不同來探討。他指出，

李滉與朱熹對待文學的基本態度差異之原因，主要

是朝鮮與宋代在學術與文壇上的環境差異。李滉所

處時代並不像朱熹時代的古文家之間有針鋒相對，

或「道統」與「文統」之爭，故李滉無須像程、朱

一樣要從古文家的對立中展現其對文與道的觀點。

• 

3月 29日舉行，包安廉係本中心「外籍學人來臺研究

漢學獎助」訪問學人、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歷史學

系教授。邀請國立中興大學歷史學系林志龍副教授擔

任主持人。

飛機讓人類溝通超越空間、地理的侷限。西方人不

僅將它視為交通工具，更是一種再生、改革，甚至

救贖的科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理論主張無

論民航業或軍用航空，都將是導致社會轉型的關鍵

產業。中國政府從國外輸入技術以建立航空業，同

時希望航空產業成為國家與民族現代化的一股推

力。包教授的演講主要介紹一戰後至 1945 年間，中

國透過華僑與培養國內人才，培養人民與業界的「航



87總 166 期　民國 112 年 5 月（2023.5） 頁 84-92　漢學研究中心

安贊淳副教授（右）之寰宇漢學講座，左為主持人蔡振豐
教授

孔思宇助理教授（右）之寰宇漢學講座，與主持人鄭毓瑜
院士（左）合影

• 

4月 25日舉行，孔思宇係本中心「外籍學人來臺研究

漢學獎助」訪問學人、美國聖路易華盛頓大學歷史學

系助理教授。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國立臺灣大學中

國文學系鄭毓瑜講座教授擔任主持人。

從清末開始，中國的改革者和革命者認為中國漢字

需要消除。在他們眼中漢字太難學習，阻塞通訊管

道，妨礙科學進步，不符合現代化的需求。本次演

講探討從清末到 1940 年代中國文字改革的全球史。

通過考察文字現代化的物質條件和政治經濟因素，

孔教授主張這些文字改革是一個新興資訊時代的第

一線。面對新通信技術和基礎建設的挑戰，以及工

業、教育和官僚的資訊管理壓力，改革者將文字作

為提高勞動效率和規劃可選擇的政治未來的工具。

• 

4月 25日舉行，貝思維係本中心「外籍學人來臺研究

漢學獎助」訪問學人、英國牛津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候選人。邀請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林芳玫

教授擔任主持人。

解嚴以來，原住民文化在臺灣文藝界的地位逐漸提

升，原住民文藝創作產量也日漸增加。此前數世紀

中，定居殖民之壓迫不僅導致原住民文化邊緣化和弱

勢化，而且迫使它處於垂死狀態。卑南族作家、編輯

暨政治人物孫大川於民國 88 年的散文〈陪他們走最

後一個黃昏〉提議：原住民若要自己的文化復振，有

必要先面對文化死亡的可能性。他引用基督教聖經裡

耶穌復活的故事為例，鼓勵原住民不要懼怕文化改

變、外界影響等等問題，因為這些都像死亡一樣是無

可避免的。孫大川認為原住民文化要真正存續下去，

應該像耶穌一樣跨進「死亡的敞開性」來復活。本場

演講先解讀孫大川這篇散文，後用「死亡的敞開性」

來剖析幾部原住民的創作，其中包括賴安淋（Anli 

Genu）的油畫、林介文（Labay Eyong）的編織作品、

曾修媚（Rimuy Aki）長篇小說《山櫻花的故鄉》與

邱金士（Auvini Kadresengan）的《野百合之歌》等。

貝思維先生（中）之寰宇漢學講座，與嘉賓孫大川教授
（左）、主持人林芳玫教授（右）合影

• 美國籍學人包安廉（Alan Baumler）於 112 年 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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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報到，他是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教授，研究主

題為「中國起飛：民國的航空與地方控制」，研究

期間為 112 年 2 月至 4 月。

• 巴西籍學人武昭（Thiago De Oliveira Braga）於 2 月 9

日報到，他是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博士候選人，

研究主題為「中華茶藝的差異政治」，研究期間為

112 年 2 月至 6 月。

• 韓國籍學人金知原（Jiwon Kim）於 2 月 18 日報到，

她是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為「殖民

地的帝國大學和帝國主義的戰略」，研究期間為 112

年 3 月至 7 月。

• 新加坡籍學人許維賢（Wai Siam Hee）於 3 月 3 日報

到，他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研究主題為

「冷戰時期臺灣現代作家與馬華場域的互動與影響：

以《文學雜誌》、《現代文學》和《蕉風》為例」，

研究期間為 112 年 3 月，7 月至 8 月。

• 日本籍學人天江喜久（Yoshihisa Amae）於 3 月 7 日

報到，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研究主題為「從

『殖民』到『文化』：當代臺灣日本殖民遺產的挪

用與日本時代記憶的文化再現之研究」，研究期間為

112 年 3 月至 5 月，8 月至 10 月。

• 土耳其籍學人孔思宇（Ulug Kuzuoglu）於 3 月 9 日報

到，他是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助理教授，研究主題

為「中國的科技政治」，研究期間為 112 年 3 月至 5 月。

• 義大利籍學人安伺堂（Lorenzo Andolfatto）於 3 月 24

日報到，他是瑞士弗里堡大學副教授，研究主題為

「國家即自然—中華民國國家公園的文化政治」，

研究期間為 112 年 4 月至 8 月。

• 德國籍學人安可馨（Angela Köckritz）女士於 2 月 2 日

報到，她是德國獨立作家及德國《時代週報》、《南德

日報》及媒體集團 Geo 及 Mare 之記者，研究主題為

「The Cross-Strait Conflict in the Light of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研究期間為 112 年 2 月至 4 月。在臺

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

• 捷克籍學人 Zdeněk Kresl 博士於 2 月 2 日報到，他

是捷克國家科學院國際關係處副處長，研究主題為

「The Role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Science Parks in 

Taiwa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Industry 

with Emphasis on Semiconductors, Chip Manufacturing, 

Transfer of Knowledge into Industrial Practice and Related 

Opportunities for the Czech Republic and Czech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Gener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zech 

Republic and Taiwan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and Related Opportunities for Czech and Taiwanese 

Institutions for Closer Cooperation」，研究期間為 112 年

2 月至 4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國家實驗研究院。

• 立陶宛籍學人白立斯（Balys Astrauskas）先生於 2

月 3 日報到，他是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博士生，研

究 主 題 為「Hakka Ancestor Worship Practices in Rural 

Taiwan」，研究期間為 112 年 2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

機構為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及中國文學系。

• 土耳其籍學人鄭和（Ümit Alperen）助理教授於 2 月

14 日報到，他是土耳其蘇萊曼•德米雷爾大學助理

教授，研究主題為「A Comparative Study on Turkey and 

Taiwan’s Approach to PRC ’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研究期間為 112 年 2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

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 紐西蘭籍學人 Richard Martin Heraud 博士於 2 月 7 日

報到，他是紐西蘭獨立學者，研究主題為「Enterpris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ulsory Military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Motivating 

Conscripts to Optimize Their Compulsory Training in the 

Taiwanese Armed Forces」，研究期間為 112 年 2 月至

7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國防安全研究院。

• 立陶宛籍學人白瑞格（Raigirdas Boruta）先生於 2 月

7 日報到，他是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博士生，研究

主題為「Taiwanese Diplomatic Approaches to the Baltic 

States in the 1990s and the Present: Rationale, Methods and 

Challenges」，研究期間為 112 年 2 月至 12 月。在臺

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及全球及區域風險評

估中心。

• 英國籍學人使凱平（Oliver Scanlan）博士於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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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他是孟加拉國文科大學副研究員，研究主題

為「Indigenous Ways of Knowing, Nation-Building, and 

Land and Forest Governance: Comparing Indigenous Peoples’ 

Policies in Taiwan, India and Bangladesh」，研究期間為 112

年 2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 德國籍學人 Philipp Böing 博士於 2 月 8 日報到，他是

德國歐洲經濟研究中心創新及產業動態經濟學高級研

究員，研究主題為「The Quest for Global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 Patent-base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研

究期間為 112 年 2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中央研

究院經濟研究所。

• 印度籍學人葉文（Aravind Balaji Yelery）博士於 2 月 9

日報到，他是北京大學資深研究員，研究主題為「Soft 

Power Advocacies and Taiwan: Taiwan’s New Construct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Diverse and Multi-Polar World」，研

究期間為 112 年 2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大

學政治學系。

• 法國籍學人 Laure Léa Luccia Assayag 女士於 2 月 10 日

報到，她是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政治法律哲學博士

候選人，研究主題為「A Theory of Constitution-Making 

and Compromise in Deeply Divided Societies: Lessons from 

Taiwan’s Constitutional Experience」， 研 究 期 間 為 112

年 2 月至 6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哲學系。

• 印尼籍學人林莉雅（Rita Pawestri Setyaningsih）女士

於 2 月 14 日報到，她是印尼國家研究與創新機構博

士生，研究主題為「Role of the Indonesian Community 

in Taiwan in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 

Halal Tourism Industry」，研究期間為 112 年 2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

位學程及東南亞研究中心。

• 芬蘭籍學人 Ari-Joonas Richard Pitkänen 先生於 2 月 14

日報到，他是芬蘭土庫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為

「Performing the Pacific Island: Place, Practice, and Matter 

in the Making of Oceanic Taiwan」，研究期間為 112 年

2 月至 10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 法國籍學人 Jean-François Di Meglio 先生於 2 月 14 日報

到，他是法國智庫「亞洲中心」智庫主任，研究主題

為「How Taiwan’s Digital Democracy and New Tools Used 

to Improve Political Life Can Help Western Democracies 

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Ties Between Taiwan and 

Europe」，研究期間為 112 年 2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機

構為政治大學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 法國籍學人杜懋之（Math ieu Gilles Duchatel）博士

於 2 月 14 日報到，他是法國智庫「蒙田研究院」

亞洲中心主任，研究主題為「Supply Chain Secur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研究期間為 112 年 2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

機構為臺灣歐洲聯盟中心。

• 馬來西亞籍學人李耀祥（Yow Siang Lee）先生於 2 月

17 日報到，他是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博士生，研究主

題為「Taiwan Can Help ︰臺灣文化輸出對馬來西亞檳

城州中文劇場的影響初探」，研究期間為 112 年 2 月

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中國文化大學藝術學院。

• 塞爾維亞籍學人 Dragana Mitrovic 教授於 2 月 21 日報

到，她是塞爾維亞貝爾格勒大學政治學院教授，研究

主題為「The Concept of Indo-Pacific Region: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for Local Actors」，研究期間為 112 年 2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 德 國 籍 學 人 史 明（Ming Shi） 先 生 於 3 月 2 日 報

到，他是德國第一廣播聯盟資深記者，研究主題為

「Taiwan and the Chinese-speaking Diaspora in Europe 

and the World: The Impetus for Political Debates about 

Democracy and Freedom?」，研究期間為 112 年 3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越南籍學人阮鄧蘭英（Nguyen Dang, Lan Anh）博

士於 3 月 3 日報到，她是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博

士後研究員，研究主題為「Responses to Grey Zone 

Coerc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研究期間為 112 年 3 月至 9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中

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 泰國籍學人李財興（Nattanin Ueasin）博士於 3 月 3

日報到，他是泰國孔敬大學副教授，研究主題為「A 

Study of Taiwan and Thailand Renewable Energy Policies: 

Trends to the Future」，研究期間為 112 年 3 月至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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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駐點機構為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 澳洲籍學人張靜芳（Artemis Chang）副教授於 3 月 6

日報到，她是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副教授，研究主

題為「Transnational Taiwanese Family Firms in the New 

Business Environment: Identities of the Successors and 

Firms」，研究期間為 112 年 3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機

構為義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 越南籍學人張光聰（Quang Thông Truong）副教授

於 3 月 7 日報到，他是越南胡志明市經濟大學副教

授，研究主題為「China’s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Response to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Lessons Learned」，研究期

間為 112 年 3 月至 7 月及 11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

機構為中央大學金融財務學系。

• 波蘭籍學人 Joanna Skrzypiec 女士於 3 月 8 日報到，她

是波蘭電視臺資訊頻道記者，研究主題為「An Analysis 

of Taiwan’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Implication of 

Taiwan’s Democracy and High-Tech Economy on Geo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aiwan’s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Russ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研究期間為 112 年 3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機

構為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

• 義大利籍學人 Tonio Savina 博士於 3 月 10 日報到，

他是義大利羅馬大學博士後研究，研究主題為「The 

Construction of Taiwanese Political Identity and Its Perception 

in Europe: An Analysis in Light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Scenario」，研究期間為 112 年 3 月至 8 月。在臺駐點

機構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日 本 籍 學 人 松 田 康 博（Yasuhiro Matsuda） 教 授 於

3 月 10 日報到，他是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

所教授，研究主題為「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under the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研究期間為 112 年 3 月至 12 月。在臺

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 印尼籍學人Dion Maulana Prasetya先生於3月14日報到，

他是馬來西亞蘇丹再納阿比丁大學博士生，研究主題

為「Is China Satisfied or Dissatisfied Power?: Understanding 

China’s Bilateral Approach towards ASEAN」，研究期間為

112 年 3 月至 8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亞洲大學人文社

會學院。

• 韓國籍學人申沅雨（Wonwoo Shin）博士於 3 月 14 日

報到，他是韓國漢陽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所助理研究

員，研究主題為「China’s Maritime Gray Zone Strategy 

and Responses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研究期間為

112 年 3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東亞研

究所。

• 哥倫比亞籍學人 Juan Gabriel Gomez Albarello 博士於 3

月 14 日報到，他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研

究主題為「Self-Determination and Diatopic Hermeneutics 

as Political Tools in the Midst of Great Powers Rivalry」，

研究期間為 112 年 3 月至 7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

大學政治學系。

• 美國籍學人麥德威（Scott McDonald）先生於 3 月 29

日報到，他是美國弗萊徹法律與外交關係學院博士

候選人，研究主題為「The Potential of Hierarchy: The 

Role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研究期間為 112 年

3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 荷蘭籍學人Sven Kevin van Langen 先生於4月7日報到，

他是義大利那不勒斯帕薩洛普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

主題為「Comparing ESG Reporting and Sustainable Finance 

Policies & Regulations in the ROC, PRC, and EU; Assessing 

Their Effects on Taiwanese Firms」，研究期間為 112 年

4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歐洲聯盟中心。

• 日本籍學人星純子（Junko Hoshi）博士於 4 月 11 日

報到，她是日本茨城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研

究主題為「Toward Understanding Complex Governance 

in Rural Taiwan: The Emergence of Diverse Community 

Development」，研究期間為 112 年 4 月至 12 月。在

臺駐點機構為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 蒙 古 籍 學 人 Narantsatsral Enkhbat 女 士 於 4 月 11 日

報到，她是蒙古國立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為

「Interpreting Politico-Strategic Motivations for Chinese 

Military Exercises」，研究期間為 112 年 4 月至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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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大學政治系。

• 馬來西亞籍學人吳素君（Soo Khoon Goh）博士於 4

月 11 日報到，她是馬來西亞理科大學副教授，研究

主 題 為「Examining the Income Inequality and Aging in 

Taiwan」，研究期間為 112 年 4 月至 7 月。在臺駐點

機構為臺北市立大學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 新加坡籍學人陳正見（Cheng Kian Tan）博士於 4 月

14 日報到，他是新加坡新躍社科大學資深講師，研

究 主 題 為「Comparison Social Robot as Companion for 

Older Adults in Taiwan」，研究期間為 112 年 4 月、5

月及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師範大學研發處及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高齡健康暨長期照護學系。

• 

 112 年 2 月出版，篇目：〈論法國漢學教育的現代

化奠基者沙畹（Edouard Chavannes）之教學實踐〉

（賀夢瑩）、〈五城何迢迢？─懷念賴瑞和教授〉

（陳肇萱）、〈令人懷念的中國現代史教育家─林

能士老師的生平與追憶〉（高郁雅）、〈全球視野中

的中國研究︰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

心」簡介〉（任路漫、陳星宇）、〈新書評介：Robert 

Lawrence Chard, Creating Confucian Authority: The Field 

of Ritual Learning in Early China to 9 CE〉（吳啟維）、

〈新書評介：Arunabh Ghosh, Making It Count: Statis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陸

卓瑩）、〈新書評介：森岡優紀，近代伝記の形成と

東アジア：清末明治の思想交流〉（詹宜穎）。

• 

 112 年 3 月出版，篇目：〈殷周之際物觀念的生成脈絡

─以儀式行動與禮文意識為線索的考察〉（李松

駿）、〈曆數與推厄─漢唐間的「陽九百六」說及

其災異論述〉（田可）、〈唐代鬱金考述〉（梁樹風）、

〈世祖建元故事與元初內外政制─馬可•波羅所

記「十二男爵」、「三十四省」、「蠻子九國」考釋〉

（封淵）、〈「西子湖原如畫本，南屏僧慣作詩人」

─南屏「七代詩僧」考論〉（李舜臣）、〈清法戰爭

與北臺灣武裝集團的動員─以張李成為例〉（陳志

豪）、〈晚清北洋翻譯官曾蘭生研究（1875-1895）〉

（劉曉琴）、〈漢語方位詞的詞類與詞態屬性〉（梁瑀

庭、何萬順）、〈評李猛，《齊梁皇室的佛教信仰與

撰述》〉（徐光明）、〈評 Xiaoshan Yang 楊曉山 , Wang 

Anshi and Song Poetic Culture〉（Benjamin Ridgway 白睿

偉 ）、〈 評 Rivi Handler-Spitz, Pauline C. Lee, and Huan 

Saussy, eds. The Objectionable Li Zhi: Fiction, Criticism, 

and Dissent in Late Ming China〉（Ann Waltner 王安）。

• 

 112 年 2 月 1 日、3 月 1 日、4 月 1 日線上發布。請參

見 https://ccsnews.ncl.edu.tw。

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施行三十幾年

來，已補助過來自 47 個國家的外籍學人 520 餘人。為了

凝聚歷年獲獎訪問學人情誼，漢學研究中心特別於 2011

年規劃成立了「世界漢學學友會」，並於 Facebook 網路社

群平臺成立社團，作為學人間聯繫的管道。同時在《漢學

研究通訊》報導近期學友在世界各地的學術活動，包括學

人參加研討會、演講、發表論文、獲獎及出版新書等：

• 高喜明（Simona Grano，瑞士籍，2011 年漢學中心獎

助學人，現為瑞士蘇黎世大學漢學系高級講師、研究

員），與 David Wei Feng Huang（黃偉峰）合編 China-

US Competition: Impact on Small and Middle Powers’ 

Strategic Choices  (Palgrave Macmillan, 2023.1)。

• 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比利時籍，2019 年漢學中

心獎助學人，現為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教授），於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第三十四屆錢賓四先生學術

文化講座，3 月 16 日第一講主講「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Chinese“Gazette”in 

European Sources」；3 月 17 日第二講主講「The Art 

of In-Betweenness: Cultural Contact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s an Example」；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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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第三講主講「Sino-European In-Betweenness and 

Displacements: The Circulation of Print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羅然（Olga Lomova，捷克籍，2008 年漢學中心獎助

學人，現為捷克查理斯大學漢學系教授），3 月 27 日

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

與 Harriman Institute: Russian, Eura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合辦 Lectures and Panels，主講「Sinomania in 

1950s Czechoslovakia: Socialist Re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夏頌（Patricia Sieber，瑞士籍，1996 年漢學中心獎助

學人，現為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副

教授），與 Guo Yingde, Wenbo Chang and Xiaohui Zhang

合編 How to Read Chinese Drama in Chinese: A Language 

Compan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3)。

• 徐兆安（Shiuon Chu，英國籍，2016 年漢學中心獎助

學人，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3

月 3 日於聯經書房舉辦的「余英時的第一課」活動，

主講「【革命的余英時】青年余英時與他的『胡適

式革命』」。

• 陸敬思（Christopher Lupke，美國籍，2002 年漢學中

心獎助學人，現為加拿大亞伯達大學東亞研究學系

教授），3 月 20 日於香港浸會大學 HKBU CHI 60th 

Anniversary Lecture Series 主講「A Beautiful, Desolate 

Gesture: Nie Yinniang and the Aesthetics of Resignation in 

Hou Hsiao-hsien’s The Assassin」。

• 費德廉（Douglas L. Fix，美國籍，2018 年漢學中心

獎助學人，現為美國里德學院歷史系教授），3 月

21、24 日分別於「中研院臺史所 30 年所慶—專題

演講系列」及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講「看不見的藝

術家和他的視界：19 世紀晚期臺灣中部的圖像」。

• 沈國明（Kok Meng Sim，馬來西亞籍，2015 年漢學

中心獎助學人，現為心向太陽劇坊主席），1 月 8 日

於心向太陽劇坊主辦之「吉隆坡淪陷 81 周年紀念」

主講「馬來亞抗戰戲劇」；3 月 26 日於馬來西亞民

眾圖書館及研發中心遷館開幕 1 周年紀念主講「冷

戰時期的民眾圖書館—從『搶救百年馬華話劇史

料運動』談起」。

• 陳靝沅（Tian Yuan Tan，新加坡籍，2010 年漢學中心

獎助學人，現為英國牛津大學邵逸夫漢學講座教授），

2 月 25 日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新加坡華族文

化中心、雲茂潮中華文化研究中心聯合主辦「2023

年雲茂潮中華文化講座」，主講「康熙下江南的文學

世界」；3 月 31 日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明清研

究群、古典文學與思想研究群」聯辦講座，主講「明

代曲類選本中的散出、零曲與異文」；4 月 18 日於

NUSS Graduate Club「NUSS Professorship Lecture」主講

「Literary Encounters: Reading Across Cultures」。

• 荒木達雄（Araki Tatsuo，日本籍，2014 年漢學中心

獎助學人，現為日本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特任研究

員），3 月 6 日於東京大學專題演講，主講「東京大

學所藏『水滸傳』諸版本について」。

• 陳英傑（Ying-kit Chan，新加坡籍，2017、2020 年漢

學中心獎助學人，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助理教授），

與 Chang-Yau Hoon 合編Southeast Asia in China: Historical 

Entanglements and Contemporary Engagements (Lexington 

Books, 2023.1)。

• 郭靜云（2005 年漢學中心獎助學人，現為中正大學

歷史學系教授），撰著《商文明的信仰世界與傳統思

想淵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1）；2 月 4

日於波蘭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主辦「第十二屆漢字

與漢字教育研討會」，發表論文「釐清『獸』與『守』

之本義和假借關係」。

• 樂永天（Elad Alyagon，以色列籍，2012 年漢學中心

獎助學人，獨立學者），撰著 Inked: Tattooed Soldiers 

and the Song Empire’s Penal-Military Complex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