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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on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本中心於 112 年 11 月 30 日舉辦「黃寬重教授藏書

捐贈儀式」。黃寬重教授為國際知名宋史學者，歷任

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國家圖書館館長、中興大學副

校長、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會醫學科專任講座

教授等。其率先於 108 年 12 月贈予其任教長庚十年

之教學作業與筆記。更先後促成宋史知名學者臺灣

大學王德毅教授、梁庚堯教授等人捐贈藏書及研究

資料。本次黃教授捐贈逾千冊，內容聚焦中國史、

宋史等歷史學相關研究，網羅日本、歐美與大陸等

珍稀漢學名著，實乃兼具廣度與深度的珍貴藏書。

• 本中心 12 月 12 日在國家圖書館辦理外交部「臺灣獎

助金」112 年第 3 次成果發表會，主題為「在新地緣

政治風貌中展進：臺灣前景」，由外交部陳剛毅大使

擔任主持人。邀請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松

田康博（Yasuhiro Matsuda）教授，主講「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under the Sino-U.

S. Strategic Competition」、哈薩克蘇萊曼德米雷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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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鄭和（Umit Alperen）助理教授，主講「The Effects 

of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Hamas-Israel Conflict 

on China’s Taiwan Policy」、巴林阿里亞大學 Zainab 

Abdulnabi Jasim 助理教授，主講「Peace Journalism’s 

Role in Understanding Taiwan’s Geopolitical Context: 

Media Framing of Nancy Pelosi’s Visit to Taipei as a Case 

黃寬重教授捐贈藏書予國家圖書館

外交部「臺灣獎助金」112 年第 3次成果發表會，與會學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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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烏克蘭軍隊轉型和裁軍研究中心亞太部主任

Yurii Poita，主講「Features of Taiwan’s New Geopolitical 

Landscape: An Analysis of Variables」。會後並舉辦歲末

歡送茶會。

• 113 年 1 月 25 日召開《漢學研究》第 87 次編輯委員

會，由主編王鴻泰委員擔任主持。

• 

•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與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於

112 年 11 月 10 至 11 日舉辦「漢籍文本之國際漫遊：

對漢籍文本文化之當代態度與寰宇視角」國際學術

研討會。本次研討會邀請來自歐陸 10 國之 TRCCS 合

作單位，以及臺灣清華大學的祝平次教授與淡江大

學許維萍教授與會發表，並特地邀請來自比利時魯

汶大學的國際知名漢學家魏希德（Hilde De Weerdt）

教授進行專題演講。兩天研討會總計安排 15 位學者

針對「漢籍的實體與數位文本」、「傳播、翻譯、讀

者」、「歷來的漢籍典藏」、「文本與身分」等四主題

進行發表與交流。另配合研討會，會場外亦規劃主

題書展，展示與研討會主題相關之近年臺灣學術出

版品 120 種共 126 冊，會後該批書籍贈送拉脫維亞國

家圖書館，增益該館漢學研究資源。

國家圖書館致力於推動臺灣研究及漢學研究交流，

於國外舉辦「臺灣漢學講座」，建立交流平臺，呈現臺

灣與漢學研究成果。

• 11 月 10 至 11 日，本中心與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合

辦「漢籍文本之國際漫遊：對漢籍文本文化之當代

態度與寰宇視角」國際學術研討會。11 月 10 日專題

演講配合舉辦「臺灣漢學講座」，邀請比利時魯汶大

學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教授主講「The Global 

Travels of Sinitic Political Advice Literature」（中國政諫

文本的全球傳布）」。

• 11 月 15 日（荷蘭時間），本中心與荷蘭萊頓大學合辦

「臺灣漢學講座」，邀請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Irmgard 

Schweiger 教授主講「Memory, Activism and Social Justice: 

Kao Jun-honn’s Great Leopard Project（記憶、行動主義、

社會正義：高俊宏的大豹社事件計畫）」。

• 12 月 1 日，本中心與韓國國立慶北大學合辦「臺灣

漢學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林月惠研究員主

講「丁茶山的心性思想─從西學靈魂論之格義談

起」，並邀請該校安贊淳教授擔任口譯者。

拉脫維亞國家圖書館東亞藏書主任葉春萌（右）代表接受
國圖曾淑賢館長（左）贈書

「臺灣漢學講座」︰由左至右為魏希德教授、Irmgard Schweiger
教授、林月惠教授

• 

12 月 20 日舉行，陳穎佳係本中心「外籍學人來臺

研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美國衛斯理大學歷史系

副教授。邀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洪紹

洋教授擔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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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先從 2017 年的「八一五大停電」和 2018 年的

「以核養綠」公投事件，帶出了臺灣能源系統的脆

弱性。本次講座以歷史的角度，探討臺灣的能源安

全，如何影響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和經貿關係。臺

灣的能源安全架構與戰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二

戰期間，資源委員會的技術官僚在日軍的威脅下，

建立了戰時能源設施，並深刻地意識到穩定的電力

供應是穩定政權的先決條件。1945 年，這些技術官

僚負責接管日本的電力設施，而有一部分的工程師

和技術人員來到了臺灣。戰時經歷更促使大陸與臺

灣的電力工業在 1949 年之後，採取國家主導的發展

行徑。大陸和臺灣在共同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時，

如何藉鑒歷史的經驗，向淨零碳排的目標邁進。最

後陳教授分享三項以臺灣為出發點的研究能為「東

亞和世界能源史」開拓地緣關係、電力系統建置、

能源政治等視野。

• 韓國籍學人鄭珉（Min Jung）於 113 年 1 月 4 日報到，

他是韓國漢陽大學教授，研究主題為「17、18 世紀

東亞交友論的方向和朝鮮知識人」，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2 月。

• 韓國籍學人安洪善（Hong-seon Ahn）於1月4日報到，

他是韓國首爾大學副教授，研究主題為「殖民時期

朝鮮與臺灣教育雜誌之比較」，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5 月。

• 土耳其籍學人李珍（Sevda Kaya Kitınur）於 1 月 4 日

報到，她是土耳其愛琴海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主

題為「臺灣的跨媒體敘事實踐」，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5 月。

• 韓國籍學人李光洙（Kwangsu Lee）於 1 月 9 日報到，

他是韓國國民大學校教授，研究主題為「臺灣青年

一代的對大陸的認識和韓國青年一代的對北韓認識

的比較」，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2 月。

• 英國學人陸茜琳（Catherine Alexandra Sutherland）於

1 月 9 日報到，她是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候選

人，研究主題為「酷兒與女權主義親屬關係臺灣的

行動主義與社區以交叉方法」，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5 月。

• 越南籍學人范氏垂蓉（Thi Thuy Dung Pham）於 112

年 12 月 28 日報到，她是越南胡志明市經濟財政大

學研究員，研究主題為「The Impacts of Accession to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on Taiwan’s Economy: Applying the GTAP 

Model in the Labor Market」，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陽明交通大學管理學院。

• 法國籍學人本雅明•夏嘉立（Benyamin Aghhavani-

Shajari）於 112 年 12 月 29 日報到，他是法國艾克西

里亞商業大學助理教授，研究主題為「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for Cold Chain Decarbonization in 

Taiwan’s Maritime Industry: The Information Governance 

陳穎佳教授（右）寰宇漢學講座，左為主持人洪紹洋教授

• 本中心與波蘭卡基米日維爾基大學語言學院東方語

言學系合辦「比得哥什講座系列：臺灣文學、文化

暨藝術講座」，由陳力綺教授、林滄海教授策劃、承

辦，採線上全英文方式舉行。11 月 25 日由清華大

學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陳淑芬教授主講「漢語

中的佛化詞彙：從外來語到漢語文化之橋（Chinese 

Buddhist Vocabulary: A Cultural Bridge betweenForeign 

and Chinese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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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3 月。在臺駐

點機構為臺灣科技大學物聯網創新中心。

• 韓國籍學人金珍鎬（Jinho Kim）於 113 年 1 月 3 日

報到，他是韓國檀國大學教授，研究主題為「Conflict 

and Peaceful Resolution in Northeast Asia Focused on 

US-China Relations, Korean Peninsula, and Taiwan Strait 

Issues」，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9 月。在臺駐點

機構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 紐西蘭籍學人 Adam Jarvis 於 1 月 4 日報到，他是北帕

默斯頓市議會官員，研究主題為「The Future of Smart 

Cities: Lessons from Taiwan for Western Municipalities」，

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3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北

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 美國籍學人 Robert David Eldridge 於 1 月 5 日報到，他

是日本戰略研究智庫研究員，研究主題為「The Impact 

of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 Taiwan’s Future 

Foreign Policy」，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12 月。在

臺駐點機構為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

• 韓國籍學人李英任（Young Im Lee）於 1 月 5 日報

到，她是美國加州州立大學薩克拉門托分校副教授，

研究主題為「The Impact of Tsai Ing-wen and Park Geun-

hye’s Presidencies on Gender Equality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機

構為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

• 韓國籍學人朴貞烈（Chung Yeol Park）於 1 月 5 日報到，

她是韓國拿撒勒大學教授，研究主題為「The Role of 

Soft Power in Mitigating Cross-strait Tensions and the Potentials 

of Hallyu（韓流）towards Cultural Diplomacy」，研究期間

為 113 年 1 月至 8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大學翻譯

碩士學位學程。

• 西班牙籍學人塞巴斯蒂安•康丁（Sebastian Contin Trillo-

Figueroa）於 1 月 9 日報到，他是香港大學亞洲全球研

究所研究員，研究主題為「Strengthening Collaboration 

& Engagement through Track II Diplomacy」，研究期間

為 113 年 1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國

際事務學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

• 蒙古籍學人其木格（Enkhchimeg Baatarkhuyag）於 1 月

9 日報到，她是蒙古獨立研究員，研究主題為「『1911

至 1919 年蒙古獨立運動』及『蒙中俄三邊關係』」，

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

灣大學政治學系。

• 越南籍學人 Vo Thi Phuong Thuy 於 1 月 9 日報到，她

是越南人文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主題為

「Ports and Maritime Trade of Taiwan and Vietnam in the 

17th Century」，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12 月。在

臺駐點機構為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 加拿大籍學人葉敘理（Ashley Woodrow Esarey）於 1 月

9 日報到，他是加拿大亞伯達大學副教授，研究主題

為「Nylon Cheng（鄭南榕）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in the 1980s」，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7 月。在臺

駐點機構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德國籍學人 Kai Ralph Hebel 於 1 月 9 日報到，他是荷

蘭萊登大學助理教授，研究主題為「Promoting Peace 

and Strengthening Security: The“Helsinki Model”Applied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4 月。

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 拉脫維亞籍學人 Inna Stecenko 於 1 月 10 日報到，她

是拉脫維亞運輸和電信學院教授，研究主題為「The 

Development of High Technologies and Digital Waste: The 

Experience of Taiwan and the Baltic Countries」，研究期

間為 113 年 1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中國文化

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 美國籍學人吳雪菲（Sylvia Ngo）於 1 月 10 日報到，

她是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為

「Caring for Ethnographic Collections in Taiwanese Museums: 

Navigating Difference,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Alternative 

Futures」，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7 月。在臺駐點

機構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文化發展中心。

• 墨西哥籍學人米莉安（Miriam Laura Sanchez Cesar）

於 1 月 11 日報到，她是墨西哥泛美大學講師，研究主

題為「Nearshoring as a Vehicle to Strengthen Economic Ties 

between Mexico and Taiwan」，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

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

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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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籍學人 Prima Nurahmi Mulyasari 於 1 月 11 日報到，

她是印尼國家創新研究署區域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

主題為「Enhancing People-to-People Connections between 

Indonesia and Taiwan: The Role of Special Branch of 

Nahdlatul Ulama（PCI-NU）Taiwa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研 究 期 間 為 113 年 1

月至 6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 印度籍學人 Swati Arun 於 1 月 11 日報到，她是印度外

交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顧問，研究主題為「The Shifts 

in Sino-US Relations: Taiwan’s Role in Indo-Pacific Strategy 

2017-2024」，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12 月。在臺駐

點機構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 瑞典籍學人 Johan Englund 於 1 月 12 日報到，他是瑞典

防禦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主題為「Growing Tens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What are the Roles of Europe and 

Japan?」，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

機構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美國籍學人 Thomas Smith 於 1 月 12 日報到，他是

美國北伊利諾斯大學教授，研究主題為「Assessing, 

Comparing, and Predicting Pedagogical Self-Efficacy in 

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among Taiwanese Teachers」，

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7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中

山大學公民素養推動研究中心及屏東大學研究發展

處。

• 義大利籍學人絲芳（Silvia Frosina）於 1 月 12 日報到，

她是義大利比薩高等師範學校博士候選人，研究主

題為「“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 Taiwan’s 

Social Movements betwee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 越南籍學人黃心光（Tam Sang Huynh）於 1 月 12 日

報到，他是越南胡志明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講師，

研究主題為「Navigat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A Case 

Study of Taiwan’s Middle-Power Diplomacy」，研究期

間為 113 年 1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大學

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 波蘭籍學人秦雨輝（Maria Wisniewska） 於 1 月 12

日報到，她是波蘭洞見報媒體分析師，研究主題為

「Overcoming Barriers in Taiwan-CEE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研究期間為 113 年 2 月至 8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

灣歐洲聯盟中心。

• 印尼籍學人 Muhamad Rusliyadi 於 1 月 15 日報到，

他是印尼農業部日惹瑪格朗農業工藝發展中心研究

員，研究主題為「A Comparative Study of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12 月。在臺駐

點機構為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 印度籍學人杜明寶（Charu Ratna Dubey）於 1 月 15 日

報到，他是印度考底利耶大學助理教授，研究主題為

「Decolon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and India」，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9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

• 印度籍學人 Chetananand Patil 於 1 月 15 日報到，他是印

度孟買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為「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s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against Taiwan and 

India」，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

構為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 泰國籍學人 Abdullah Yuhannan 於 1 月 16 日報到，

他是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為

「Transformative Pathways: Exploring the Role of Digital 

Activism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n Driving Political 

Change among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and Thailand」，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12 月。在

臺駐點機構為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 英國籍學人孟麗英（Isobel Fleur Miller）於 1 月 16 日

報到，她是英國紐卡斯爾大學博士生，研究主題為

「“Re-education”Discourses in Xinjiang: How Far Does 

China’s Post-2017“De-Extremification”Campaign Constitute 

a Form of Authoritarian Conflict Management?」，研究期間

為 113 年 1 月至 4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中央研究院

政治學研究所。

• 蒙古籍學人 Davaanyam Rentsendorj 於 1 月 16 日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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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蒙古科學院國際研究所研究員，研究主題為「The 

Democratic System and Experience of Taiwan」，研究期

間為 113 年 1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中山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 奈及利亞籍學人 Akachukwu Darlington Umeh 於 1 月

16 日報到，他是奈及利亞獨立學者，研究主題為

「An African Perspective to China/USA Quest for Sole 

Maximum Influence and Control of Taiwan」，研究期間

為 113 年 1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國

家發展研究所。

• 美國籍學人李榭熙（Joseph Tse-Hei Lee）於 1 月 18 日

報到，他是美國佩斯大學教授，研究主題為「Taiwan 

and Christian Broadcast in the Battle of the Cold War 

Airwaves」，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7 月。在臺駐

點機構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美 國 籍 學 人 Shale Horowitz 於 1 月 19 日 報 到， 他 是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密爾沃基分校教授，研究主題為

「Taiwan as the Center of Gravity in the China-U.S. Rivalry: 

Understanding and Building Capacity in the Milita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pheres」，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5 月。

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 斯洛伐克籍學人 Daniel Zigo 於 1 月 26 日報到，他是

斯洛伐克夸美紐斯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研究主題

為「Promoting Sustainable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U and Taiwan: Legal Implications」，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 •

112 年 11 月出版，「丁邦新院士紀念專號」篇目：

〈高松下—邦新師行誼小記〉（何大安、楊秀芳）、

〈敬悼當代中國語言學大師丁邦新院士—是經師，

也是人師，豈止是語言學家〉（姚榮松）、〈望風懷

想，受業師丁邦新先生〉（林英津）、〈聽老師話，從

老師游—懷念丁邦新老師〉（陳忠敏）、〈追憶丁邦

新老師〉（郭必之）、〈海石多情，溪光春寒—永懷

恩師丁邦新院士〉（陳貴麟）。

篇目：〈二十一世紀以來北美明清文學專著漢譯現狀

與趨勢述略〉（溫作鼎、周睿）、〈新書評介：Maxim 

Korolkov, The Imperial Network in Ancient China: The 

Foundation of Sinitic Empire in Southern East Asia〉（羅

棋 布 ）、〈 新 書 評 介：Jimmy Yu, Reimagining Chan 

Buddhism: Sheng Ye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Dharma 

Drum Lineage of Chan〉（洪俊豪）、〈新書評介：古勝

隆一，《中国注疏講義 経書の巻》〉（徐新源）。

• •

112 年 12 月出版，「近年出土文獻研究專輯」，篇目：

〈「近年出土文獻研究」專輯導言〉（陳麗桂）、〈戰

國文字的諧聲繫聯方法〉（白右尹）、〈戰國楚簡「述

（遂）」舊讀「墜」之文例再探〉（張宇衛）、〈「抑

德」與「懿德」—從清華拾〈四告〉談起〉（季旭

昇）、〈論清華簡《攝命》「伯攝」的身分及相關問

題〉（蘇建洲）、〈由清華簡〈赤 之集湯之屋〉、〈尹

至〉談〈女鳩〉、〈女房〉的亡佚〉（沈寶春）、〈伊

尹良臣形象的建構及其意義—以清華簡的討論為

核心〉（林啓屏）、〈《六韜》學派傾向與思想體系新

詮—基於出土本與傳世本的綜合研究〉（張帆）、

〈北大漢簡〈節〉的兵陰陽思想探析〉（高君和）、〈堪

輿「八會」異說考辨—利用出土數術文獻及實物

驗證傳世典籍之一例〉（張婷、程少軒）、〈評王永

平，《信仰與習俗—社會文化史視野下的唐代道

教》〉（何安平）、〈評 Wai-yee Li 李惠儀 ,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Things: Literature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凌筱嶠）、〈評游子安、志賀市子，

《道妙鸞通—扶乩與香港社會》〉（劉文星）。

• •

112 年 11 月 1 日、12 月 1 日、113 年 1 月 1 日線上發布。

請參見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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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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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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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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志靜（Florian C. Reiter，德國籍，2007 年漢學中

心獎助學人，現為德國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教

授），10 月 18 日於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主辦

「道教、女神與女人國際學術研討會」，與丸山宏、

譚偉倫參與「優遊於歷史與田野之道：勞格文教授

榮休座談會」，同時發表論文「The Female Gender and 

Women in Traditional Taoism, Realities and Intellectual 

Perception」。

• 顧孝永（Piotr Adamek，波蘭籍，2015 年漢學中心獎

助學人，現為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主任），

11 月 8 日於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專題演講，講題「荷蘭

女神：修女同善媽」；12 月 27 日於輔仁大學宗教學

系主辦「你使地面，更新復興：天主教修會對臺灣社

會的貢獻論壇」，發表論文「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聖言會」。

• 容世誠（Sai Shing Yung，英國籍，1989 年漢學中心獎

助學人，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11 月

11 日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與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

合辦「流行南洋：重探戰後新馬華人的大眾文化國際

研討會」，分別發表論文「大眾與流行文化消費之慣

習」、「蔡文玄與邵氏兄弟：一位潮州文人在新加坡的

『跨界』經歷」；11 月 23 日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

化研究所「嶺南文化研究計劃」主辦「嶺南文化與世

界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From Amusement Park to 

Radio Broadcasting: Cantonese Popular Culture in Singapore/

Malaya in the 1950s」。

• 韓可龍（Henning Klöter，德國籍，2023 年漢學中心

獎助學人，現為德國柏林洪堡大學亞非學系教授），

11 月 24 日於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專題演講，講題「一

句話寫兩遍？反思十七世紀傳教文獻中的的漢字與

羅馬字」。

• 傅樂吉（Vradiy Sergey，俄羅斯籍，2001、2014 年漢

學中心獎助學人，現為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歷史、

考古、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12 月 14 日於中央

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歷史語言研究所、近

代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主辦

「2023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

論文「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廟碑─一座十九世紀末

的石刻遺跡」。

• 徐兆安（Shiuon Chu，英國籍，2016 年漢學中心獎助

學人，自 112 年 11 月 16 日起升等為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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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於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乃知兵者為兇器：冷戰時代的共生文藝：冷

戰現代主義文學」。

• 柯必德（Peter J. Carroll，美國籍，2006 年漢學中心獎

助學人，現為美國西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11 月 16

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近代城市的秩序

與失序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The Population 

Bell: Anxiety Regarding the Toll of Urban Suicide and the 

Shanghai State Response, 1935」。

• 周啟榮（Kai-wing Chow，美國籍，1990、2011 年漢學

中心獎助學人，現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東亞語言文

化系教授），12 月 1 日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主辦「書頁邊緣：中國書籍史與文本政治國際學術

研討會」，發表論文「Center in the Margin: Authority in 

Paratexts and the Culture of the Mercantile Literati（shishang 

士商）in Early Modern China」。

• 范莉潔（Brigid Vance，美國籍，2009 年漢學中心獎

助學人，現為美國勞倫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12

月 1 日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書頁邊

緣：中國書籍史與文本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

論文「Poeticizing Late Ming D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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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美國籍，1994 年漢

學中心獎助學人，現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

文明系教授），12 月 5、6、7 日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2023 傅斯年講座」，分別主講「試論

『鄉』字在何組卜辭裏一種特殊用法：兼論《周易》

『元亨利貞』的意義」、「西方漢學對口傳文化與書寫

文化在中國古書流傳中的辯論：以《詩經》為例」、

「略論《竹書紀年》的真偽」。

• 饒博榮（Steven Le Cain Riep，美國籍，1995 年漢學

中心獎助學人，現為美國楊百翰大學副教授），12

月 8 日於臺灣大學文學院主辦「楊牧的人文蹤跡研

討會」，發表論文「楊牧 1960、1970 年代的散文中

的環保意識」。

• 步德茂（Thomas Michael Buoye，美國籍，2003 年漢學

中心獎助學人，現為美國塔爾薩大學歷史系教授），

12 月 15 日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

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主辦「2023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Bloody”Codes and Capital Punishments: Criminal Justic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China」。

• 龐思考（Scott Pacey，澳大利亞籍，2006 年漢學中心

獎助學人，現為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院助

理教授），10 月 14 日於輔仁大學哲學系主辦「耶佛

交識—基督宗教與佛教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從福音到佛法：耶穌與佛陀在高智安著作裡的意

義」。

• 佐藤將之（Masayuki Sato，日本籍，1997 年漢學中

心獎助學人，現為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11 月 5

日於臺灣大學哲學系主辦「禮、情與倫理：國際視

野下的日本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近代

日本「哲學者孔子」的誕生：和辻孔子論前史」；

11 月 25 日於臺灣大學哲學系主辦「中國古代思想中

的『禮』與『法』概念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管子》『法』論的多層構造和其思想形成」。

• 許維賢（Wai Siam Hee，新加坡籍，2023 年漢學中心

獎助學人，現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中文

系副教授），11 月 10 日於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

主辦「新竹在地眾聲，亞洲區域交響：第六屆竹塹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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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於臺灣師範

大學國文學系專題演講，講題「華新同志書寫的裸

命：試論翁弦尉的《那裡》和《蝸牛起義》」；12 月

8 日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變異：文

本翻譯與文化跨境 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不可

能的任務：白垚歌劇史詩《漢麗寶》對《馬來紀年》

的轉譯和改寫」；12 月 19 日於臺灣大學哲學系專題

演講，講題「裸命：反思明清有關男色的敘述到當

代華人男同主體建構的話語」。

• 戴杰銘（Jeremy Taylor，澳大利亞籍，2001 年漢學中

心獎助學人，現為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研究學

院副教授），11 月 12 日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與

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合辦「流行南洋：重探戰後新

馬華人的大眾文化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Chinese 

Affairs”in Malaya: Colonial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During the Emergency」。

• 石峻山（Joshua Sidney Stenberg，澳大利亞籍，2019

年漢學中心獎助學人，現為雪梨大學中華研究系副

教授），11 月 23 日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嶺南文化研究計劃」主辦「嶺南文化與世界國際

學術會議」，發表論文「Performing under the Southern 

Cross: Historical Sketch of Cantonese Opera in Australia 

(1850s-1945)」。

• 荒木達雄（Araki Tatsuo，日本籍，2014 年漢學中心

獎助學人，現為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寄付研究部門

（U-PARL）研究員），11 月 30 日於中央研究院中

國文哲研究所主辦「書頁邊緣：中國書籍史與文本

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成本與講究之

間—《水滸傳》簡本」；與 U-PARL 主編，《なぜ

古い本を網羅的に調べる必要があるのか：漢籍デ

ジタル化公開と中國古典小説研究の展開》（東京：

文學通信，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