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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Recent Activities of Research Institute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國內

1.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2.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3. 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4.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5.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7.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9.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10. 中正大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

11.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12.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13. 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14.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15.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

16.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17.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

18.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19.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20.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

21.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22. 東吳大學哲學系

23.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24.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5.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26.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

27. 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8.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29.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30. 政治大學哲學系

31. 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32. 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33.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34.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35. 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

36. 國史館

37.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38. 國立故宮博物院

39.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

40.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41.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42.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

43. 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

44. 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45. 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46.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47. 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48.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

49.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50. 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51.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52.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53.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54. 臺北大學歷史學系

55.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56. 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57.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58.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59. 臺灣大學文學院

60. 臺灣大學哲學系

61.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62.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63.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64.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65.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66.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67.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68.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69.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70.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71.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

國外

72. 日本東京大學

73. 香港中文大學

74.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75.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

76.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漢學研究通訊》　0253-2875　第 43 卷第 1 期　頁 107-155



學 界 消 息

108 　總 169 期　民國 113 年 2 月（2024.2） 頁 107-155　漢學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學人動態

1. 杜佳倫教授自 113 年 2 月 1 日起榮膺本系系主任，杜

老師係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研究領域為漢

語音韻學、漢語方言學、歷史語言學、音變研究等。

2. 紀志昌教授榮獲本校特聘教授獎項。紀老師係臺灣大

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研究領域為魏晉玄學、六朝

學術與文化、三教交涉、中國思想史、世說新語等。

3. 張屏生教授自 112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7 月 31 日教

授休假研究 1 學年。

4. 楊雅惠教授自 113 年 2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教授休

假研究 1 學期。

5. 賴佩暄老師於 113 年 2 月 1 日起改聘為本系助理教授，

賴老師係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研究領域為

中國當代小說、當代華文文學、現代文學等。

6. 本系於 113 年 2 月 1 日起新聘專任教師黃資婷助理教

授，黃老師係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暨成功大學建

築系博士，研究領域為現代文學、現當代建築文學與

美學、影像敘事與文化研究、文學與跨領域實踐等。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9.15　  胡其瑞 《DocuSk 系列 IV》地理空間資訊：

Geoport 及 DocuGIS

112.9.28　  陳志銘 HSS & AI：發展 Human Intelligence 

(H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協 作

之數位人文研究與教育模式

112.10. 2　林豪鏘 情感運算與 AI 共創

112.10.20　鄭安睎 GPS 田野應用與文史故事地圖

112.10.23　鄭毓瑜 乃知兵者為兇器：冷戰時代的共

生文藝：〈二十世紀的悲傷：陳世

驤與楊牧的「時代」〉

112.10.23　李育霖、陸敬思　乃知兵者為兇器：冷戰時

代的共生文藝：冷戰現代主義文學

112.10.23　邱怡瑄、張錦忠、王智明　乃知兵者為兇

器：冷戰時代的共生文藝：在邊

緣與中心之間的美學

112.10.24　賴錫三、楊儒賓　乃知兵者為兇器：冷戰時

代的共生文藝：兵者，凶器，非君

1 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112.11. 9　許世融、賴政宏　歷史統計資料的圖像化與

空間化

112.11. 2　彭小妍 國際大師的跨界深談：跨文化現代

性與啟蒙問題：「跨文化語彙：方

法論的探討」

112.11. 2　石井剛 國際大師的跨界深談：跨文化現代

性與啟蒙問題：「反思啟蒙：紀念 

『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一百週年」

112.11. 8　奚密（Michelle Yeh）　「解構主義之道：德 

希達與莊子比較研究」四十週年紀

念活動

112.11. 8　勞悅強（Lo Yuet-Keung）　先秦諸子與天下

秩序

112.11. 9　奚密（Michelle Yeh）　重新思考臺灣 70-80

年代本土詩學

112.11.23　黃資婷 空間作為關鍵詞：談馬祖文學、影

像的地方與非地方

112.12. 7　李豐楙 過關與證果─西遊五聖的出身修

行傳

112.12. 8　劉苑如 病中倫常─魏晉南北朝小說中的

省病、問疾與侍疾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6　張哲嘉 近代早期流傳中國的西洋醫學

112.11. 7　齊茂吉 中共史研究的困難與侷限—「林

彪事件」的考察

112.11.13　張弘毅 村史即國史—文化記憶和大眾史

學的展望

112.11.17　潘光哲 胡適與現代知識人研究之回顧

112.11.20　李文成 讓人上癮的臺灣史與歷史創意人生

112.11.22　李君山 國日蹙百里：兩岸分治初期大陸沿

海島嶼撤退之回顧（1949-1955）

112.11.23　李盈慧 海外華人與中國政局

112.11.23　張隆志 從博物館看見臺灣—以臺史博

2.0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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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2. 4　李尚仁 從 COVID-19 反思及病史

112.12. 5　劉季倫 毛澤東、魯迅人物研究：回顧與討

論

112.12.11　孫裕利 把「事故」變「故事」—歷史系

所畢業生的創業逆境翻轉學

112.12.21　吳翎君 國際史和中美關係史的研究回顧與

拓展

二、學術活動

1. 臺北大學山海學研究中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新北

市立圖書館等主辦，本所協辦之「傳承與創發：王

世慶先生與臺灣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11 月

24-25 日舉行。

2. 本所 11 月 24-25 日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

近代史學會、中興大學歷史學系、臺中教育大學區域

與社會發展學系、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合辦「中國近現

代史議題與趨勢」冬季學校。

3. 本所 12 月 14-15 日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興

大學歷史學系、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合辦「2023 中國現代史研究生工作

坊」。

三、出版訊息

晚明泉州的士大夫：開海、商業與宗教

李孝悌，臺北：東大出版社，112 年 10 月。

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出版訊息

議藝份子‧第 41 期

112 年 11 月，篇目︰〈聖人的面孔—尼古拉．薩莫利

對里貝拉聖哲羅姆圖像的援引與重構〉（徐婕）、〈狂喜：

醫療攝影的宗教隱喻〉（林毓恩）、〈感知王德瑜作品中

的無形圖像〉（蕭珮瑩）、〈探索《圖像史》的魅力—

幾位藝術史研究生的觀察〉（編輯部撰稿）、〈提香聖馬

可祭壇畫贊助之研究〉（劉鈺涵）、〈記憶轉換之層層隱

語—簡莉芸個展「古典力學的錯誤分析實例」〉（柯

曉如）、〈演出暫停：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新劇運動」

特展與戲劇導覽《黃金塔計畫》〉（羅美淳）。

3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一、學術活動

1. 本所 11 月 9-10 日舉辦「衝突與共存：經學視野下的

思考」學術研討會。

2. 本所 11 月 24-25 日舉辦「法界安立：東亞文化交流視

域下的佛教文化與政教關係」學術研討會。

3. 本所 11 月 30 至 12 月 1 日舉辦「書頁邊緣：中國書

籍史與文本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

4. 本所 12 月 1 日舉辦「東西方哲學之宗教向度」研討

會。

5. 本所 12 月 7-8 日舉辦「變異：文本翻譯與文化跨境」

學術研討會。

6. 本所 10 月 2、7 日分別舉辦「逸興論學：文哲所青年

學者論壇」︰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2　楊得煜 東亞唯識學的基因定序─圓測的

案例研究

112.10. 2　馬培祺（Patrick Magoffin）　另一個天台願

景：北宋的天台異端和佛性思想

112.12. 7　黃鈴棋 明清文壇的朝鮮女性詩歌批評

112.12. 7　朱雯琪 「文」與「新知」：以「認知文類」

初探明清之際穌會士如何譯介西

方古典修辭學

7. 本所 10 月 6 日舉辦「2023 經學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林昕嬡 英譯《左傳》譯字考辨─以「義」為例

8. 本所 10 月 18 日舉辦「科玄論戰百年反思」座談會︰

主講人　　　講　　　　　　題　　

王榮麟 何謂科學的人生觀？科學可以解決人生觀的問

題嗎？

江日新 科學、哲學與人生─在若即若離於「科玄論

戰」中再覓哲學路

陳思廷 科玄互斥或共生？從現當代西方科學理論構作

方法論的哲學之發展談起

楊祖漢 論接受科學的態度

楊貞德 「科學為萬能之夢」：回顧百年前的一場論戰

9. 本所 11 月 16-17 日舉辦「2023 異人類：物 ‧ 怪」工

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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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講　　　　　　題　　

黃涵榆 「植物恐怖」：一個概念的考察

邱彥彬 旁托邦（epitopia）：從 Catherine Malabou 思考異

類生命作為政治範式的可能性

郭朝順 止觀中的魔、鬼、獸

周大興 鬼怪的哲學

陳國偉 怪物現代性：臺灣大眾文學中的身體與文體秩

序

賴佩暄 誌異中國：論馬建小說《肉之土》、《陰之道》

中的異常身體

黃璿璋 從「幻境」到「科幻境」：韓松《地鐵》中的

異物、異類與志怪類型的變造

涂銘宏 「異人」思想與科技的錯位糾纏

蔡士瑋 「手—怪物」—從德希達〈海德格的手〉展

開的嘗試

黃雅嫻 生成與變異—一個哲學人類學的初步探究

顏　訥 收編野生？宋代精魅艷遇敘事的跨物種情感

劉家幸 異人、異界、異聞—《地藏菩薩感應傳》中

的宗教經驗與敘事

10. 本所 11 月 24 日舉辦「中國哲學與經學研究」工作

坊︰

主講人　　　講　　　　　　題　　

劉鎧銘 從宗教神聖性到政治客觀性—論天在早期中

國政治思想中的概念轉變

鄧康宏 傳統工夫論述的當代詮釋與實踐：梁漱溟與熊

十力的案例考察

張莞苓 論朱熹之「知覺」與「主敬涵養」工夫

江俊億 韓儒李寒洲對羅欽順「道心」、「人心」說的批

判

陳韋縉 威利《詩經》英譯補遺

高善銘（Sam Goldstein）　清華簡《殷高宗問於三壽》的

哲理與歸類

劉柏宏　《家禮大成》與明清禮教知識的分化

陳重羽　「獨化」論述在莊學史的演變與影響

吳明峰　《莊子》禮樂觀的思維表達特徵

11. 本所 12 月 13 日舉辦「情動騷亂」青年學者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林祁漢 逐浪星球之海：夏曼．藍波安《大海浮夢》的

情動航向

陳泠樺 歷史小說的散步哲學：以《單車失竊記》為例

葉心余 怪誕動物園：依違在規則間的「人」之疆域

勵心如 論情動的轉譯：近代小說《渺小一生》的劇場

改編

謝琬湞 楊德昌《恐怖分子》中恐怖—分子的翻譯運

動

陳錫瑩 廢墟中的微光：《醉 ‧ 生夢死》裡的特寫／臉

陳頊姍 21 世紀紀錄倫理的「情動」轉向：以《流離島 

影：我的綠島、03:04、馬祖舞影、噤聲三角》

為例

汪卉婕 經血•虎人•青春：論馬來西亞電影《虎紋少

女》的流變—動物與女性身體

陳佳榆 作為情動的移民／遺民：論聶華苓《桑青與桃

紅》中的陰性書寫與逃逸路線

林軒羽 向死而生的反動：談邱妙津〈寂寞的群眾〉中

的情動政治

黃百晟 至—福：論胡淑雯《字母會》中的情動詮釋

與倫理學解讀

林文心 新人類•新關係•新感覺：新世紀臺灣女作家

科幻書寫中的情感與身體

12. 本所 12 月 18-19 日舉辦「雛鳳清聲：文哲青年學者

冬季論壇」︰

主講人　　　講　　　　　　題　　

邱琬淳 佛說實語：論《法華經》的法源敘事

黃文儀 中古中國植物遷移史：以苜蓿為研究個案

盧啟聰 識字何為？—馬建忠《文通》經學性質初探

江俊億 朝鮮儒者對羅欽順「良知非天理」說的討論和

批判

朱雯琪 譬喻與越界：明清耶穌會士的古典修辭學論與

亞里士多德的譬喻論述

陳韋縉 威利詩經英譯補遺

林芝禾 夾縫裡面做文章：賀友直連環畫《山鄉巨變》

（1961-1965）中的藝術與政治

13. 本所「數位人文 X 流寓敘述讀書會」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1.29　徐　津 從「他山之玉」到「歸園田居」：

入華粟特人石葬具上表現的中古

文學母題

112.12.20　簡錦松 唐長安城數位新圖與唐詩研究的

新途徑

14. 演講、座談、討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2　佐藤將之　從聖人到哲學家：明治時期日

本孔子形象的轉換



學 界 消 息

111總 169 期　民國 113 年 2 月（2024.2） 頁 107-155　漢學研究中心　

112.10.23　林月惠 「宗旨」與「功夫論」之建構：以

王陽明「致良知」、劉蕺山「慎獨」

為中心

112.10.23　李鍾壽 朝鮮時代佛教儀禮與信仰的大眾化

112.10.26　馬培祺 另一個天台願景：北宋源清和智圓

的異端著作考察

112.11.1　John A. Tucker　字義與政治：戴震與日本哲

學詞典編纂

112.11. 3　沈玉慧 清日文化交流下的仙巖園

112.11.10　卡里寧（Ilia Kalinin）　能源的想像：後蘇

聯文學的石油詩學與烏托邦

112.11.14　范麗梅 「虛屬」的經學建構─從子學史

學思想進入討論的一種嘗試

112.11.15　楊凱麟 差異的經驗綿延與表達物質的他性

112.11.20　陳威瑨 「大《易》不我欺也」：三宅尚齋

與朱熹《易學啟蒙》相關議題

112.11.23　白右尹 戰國竹簡全文資料庫的開發與應用

112.11.23　曾慶豹 戴上面具的漢語神學

112.11.27　佐野誠子　唐臨《冥報記》中所見的《法華

經》靈驗

112.11.27　阮才東 Dialogue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n Vietnam’s History

112.11.29　涂銘宏 音樂與情動力：從尼采到德勒茲

112.12. 4　余泰明（Thomas Mazanec）　詩僧：唐末五

代佛詩之發明

112.12. 6　陳雅萍 流變分子化，流變宇宙力—舞蹈

的情動力政治

112.12.12　鄺師華（S. E. Kile）　媒介主人：李漁的「改

造」藝術

112.12.15　金　鎬 東亞知識環流論究：以朝鮮為討論

範圍

112.12.21　劉怡伶 回望先鋒：趙友培及其構建的文藝

場域

二、出版訊息

1.朱鶴齡集

黃智明點校，蔣秋華校訂，112 年 11 月。

2.明清間天主教證道故事箋注

上、中、下冊，李奭學、林熙強主編，112 年 12 月。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1　林育淳 異鄉／故鄉臺北情：探索陳澄波與

郭雪湖心象風景

112.10.25　Aaron Su（蘇鋒）　「參與式設計」的可能

與侷限：臺灣原住民知識與智慧科

技發展之衝突

112.10.30　彭仁郁 跨越多重邊界的政治暴力創傷療

癒：精神分析人類學的實踐

112.11. 1　段洪坤 平埔族群復名復權的最後一哩路？

憲判字 17 號

112.11. 6　Josiane Cauquelin　The Inevitable Extinction of 

Shamanism in Pinuyumayan/Puyuma 

(Nanwang)

112.11. 6　司黛蕊 人類學∞ D.W. Winnicott：過度性

客體、資本主義與創意

112.11.15　朱芳儀 從囚徒之島到熱帶天堂：綠島的

威權歷史遺產與宗教現

112.11.18　黃從仁 Unavoidable Social Contagion of False 

Memory From Robots to Humans

112.11.20　Philippe Descola　Varieties of Animism, in 

Amazonia and Southeast Asia

112.12. 1　程子芸 安寧療護介入：當外來文化與傳統

觀念相遇

112.12. 6　許　晶 中國好孩子：幼兒道德發展的跨領

域對話

112.12.13　陳力航 二戰後臺灣人的西伯利亞戰俘經驗

與處境

112.12.18　Peter Pels　Why The Spirit of Matter? On 

Secularism and Materiality as Topics 

for Anthropologists of Religion

二、學術活動

1. 本所 10 月 7 日舉辦「家庭動態調查資料庫（PSFD）

在行為科學之應用與實作」工作坊。

2. 本所 11 月 9 日舉辦「組成多世界︰紀錄片放映會與

Philippe Descola 映後座談」。

3. 本所 11 月 29 日舉辦「紮根與傳承：2023 年度民族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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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學人成果發表會」︰

發表人　　　講　　　　　　題　　

益田喜和子　都市中泛族群性的建構過程：關於臺灣的

「泛原住民族意識」

拉厚 ‧ 玖固　都市原住民青年文化韌性初探：以三鶯

地區原住民青年為例

Julien Laporte（羅立安）　Entanglements between the Land 

and the Sea: The Case of Tao People and Their“More-

Than-Liquid” Identity

松倉祐希　從當代舞蹈的角度來看臺灣原住民的傳統與

將來性

陳佩妤　「放心（hòng-sim）」照顧民族誌—居家照顧

服務工作的情感勞動與性別實作

Dinkelaker, Eva Samia　“Stres”and Self-Protection. Indonesian 

Migrants in Taiwan’s Fishing Industries

黃怡菁 重修舊好：關於無家者社會關係與家的想像

Karoline Buchner（書立涵）　“They Engage Almost 

Everywhere”: Taiwan’s Role in Assembling a Global 

TEAM (Traditional East Asian Medicine)

4. 本所 12 月 2 日舉辦「中庸的實踐：陰陽、全局、辯

證的運用」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楊中芳 緣起─進入中庸心理學研究的下一階段

陳淑欽 辯證行為治療（DBT）在醫療與生活的應用與

實踐

釋演一 建構層次理論在禪修中的應用

陳思宏 自我與情境的交響曲與教練策略

金樹人 辯證的生命─中庸生涯調和模式

5. 本所 12 月 7-8 日舉辦「以思考進行追憶：黃應貴教

授紀念研討會」。

三、出版訊息

反思與變革：學術典範、社會議題與地方發展

葉光輝主編，112 年 12 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學人動態

1. 余敏玲研究員於 112 年 12 月 1 日起退休。

6

2. 徐兆安助研究員，自 112 年 11 月 16 日起升等為副研

究員。

二、學術活動

1. 本所 11 月 16-17 日與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ISS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UChicago 

Global/the Hong Kong Center 合辦「近代城市的秩序與

失序」國際學術研討會。

2. 本所 12 月 1 日舉辦「近代中日思想交流的脈絡連鎖」

國際學術研討會。

3. 本所 12 月 15 日與民族學研究所合辦「60 年來臺灣人

文社會科學的回顧與展望：以《思與言》為中心」學

術研討會。

4. 本所10月13日與勤益科技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合辦「知

識 ‧ 學知 ‧지식：近代東亞的跨境交流」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唐屹軒 19 世紀晚期朝鮮士人的清朝觀與國際觀

周東怡 日本對歐美在華教育文化活動的觀察（1900s- 

1920s）

王超然 內戰時期中共的國際政治知識的生成與流傳

翁稷安 從毛筆到鋼筆—中國近現代書寫工具的轉換

（1910s-1940s）

劉芳瑜 滿洲國氣象官僚的知識養成：以李一心為例

林志宏 工藤忠夫與滿洲土木學的傳承

吳雅琪 冷戰時期牛乳營養學在東亞的傳播及實踐

5. 本所 12 月 12 日與中研院「東亞文化交流視域下的城

市書寫」主題計畫合辦「近代東亞的城市空間書寫」

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蔡松穎 空間？還是人群？—從歸化城看清代官員的

職權疆界

張純芳 香港的城市空間與鼠疫流行網絡：一個英國防

疫醫官的觀察

孫慧敏 抗戰時期上海租界的房屋建設：以 1939 年及

1947 年版《上海市行號街名路圖錄》為中心的

考察

張哲嘉 視覺工具與城市治理：江戶時期的災害圖

李侑儒 報時系統與近代中國的城市空間：感官體驗與

意象形塑

楊　妍 善堂空間在新馬華人社會的嬗變與分型

許怡齡 朝貢的準備空間—朝鮮時代中朝邊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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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藝勻 臺灣的宗教地景：以雙北地區為例

6. 本所 12 月 25 日舉辦「晚清性別、文學與文化」學術

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潘少瑜 末日 ‧ 奇案 ‧ 虛無黨：楊心一的翻譯小說與

晚清文學脈絡

黃璿璋 格物 ‧ 齊物 ‧ 新物：晚清科學小說中入夢結

構與物學啟蒙

詹宜穎 清末民初翻譯小說中的「毒婦」

黃錦珠　「世界主義的婦人」：晚清女報的新願景

陳氏秋香　重建母職—《大同書》的育嬰職員與清代

育嬰堂乳母之連結

曲　洋 在晚清想像印度：從十九世紀旅行者到二十世

紀改革者

7. 學術講演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5　連玲玲 才女文化的近代轉型：一個社會

網絡的觀點

112.10. 6　Henrietta Harrison（沈艾娣）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112.10.11　Joshua A. Fogel　The Origins of the Esperanto 

Movement in China and Japan: A 

Comparison

112.10.11　Joan Judge（季家珍）　China’s Mundane 

Revolution: Cheap Print, Vernacular 

knowledge, and the Rise of the 

Common Reader, 1894-1954

112.10.12　謝歆哲 死亡的差等：清代死刑執行中的守

密原則與斬絞失誤

112.10.16　Michele A. Matteini　Ordinary Affects: Luo Ping 

and His Craft

112.10.21　徐兆安 「白卷英雄」張鐵生：文革後期的

中國學霸

112.10.21　汪正晟 現代史中的青年與政治

112.10.23　王廉明 北京天主堂：1600-1800 年間的宗教

及跨文化空間

112.10.26　徐兆安 嘉慶四年會試爭議與清代科場「搜

求名士」的興衰

112.10.26　Xavier Bouvier（謝樂）　Introducing “Persons 

and Things Chinese” to the West. 

Research Leads from the Sino-

International Library (1932-1950)

112.10.27　劉維開 蔣中正日記 1957 年 7-12 月

112.10.27　Laura Pflug（路雅蘭）　Juggling Politics, 

Economy and Non-proliferation: Cold 

War Nuclear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nd 

Taiwan

112.10.31　王國斌（Bin Wong）　Before and Beyond 

20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112.11. 3　倪墨杰（Jack Neubauer）　中國兒童與全球

人道主義的興起

112.11. 3　François Gipouloux（吉浦羅）　The impossible 

Advent of Capit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th-19th Century

112.11. 7　Marie-Paule Hille　The Case of Xidaotang and 

Its Trading Establishment Tian Xing 

Long

112.11. 9　賴毓芝 重新發明「圖譜（Durugan）」：清

宮院體與滿洲視野下的「畫」與

「圖」

112.11.10　康　豹 苗可道非常道：研究非漢族宗教

生活的方法論挑戰

112.11.17　任天豪 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

「體育」視角下的中華民國外交

112.11.22　Felix Wemheuer（文浩）　東歐的經濟改革

與中國早期的改革開放：知識的交

流（1978-1985）

112.11.24　劉維開 蔣中正日記 1958 年 1-6 月

112.11.27　長澤裕子　戦後平和構築における対日講

和条約の課題—朝鮮半島、台

湾の主権と賠償条項

112.11.29　Felix Wemheuer（文浩）　毛澤東時代中國

的不平等問題

112.12. 5　尹聖柱 建立一個資訊國家：張之洞與他

的文案委員（1883-1915）

112.12. 7　朱瑪瓏 基隆煤炭、怡和洋行與東亞近代

的「離岸」能源史

112.12. 7　謝世維 多重方法作為手段的道教研究：

以明清斗母信仰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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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2.11　Victor Louzon（盧松）　祖國的懷抱：去

殖民化、走出戰爭與政治暴力在

1947 年的臺灣

112.12.12　陳穎佳 Dreams of Sustainability: Towards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the Plastic 

Industries in Chinese East Asia

112.12.12　吳海傑 以言入罪：英治香港的政治審查與

言論自由（1842-1997）

112.12.22　劉維開 蔣中正日記 1958 年 7-12 月

112.12.22　余慧君 當「放棄」成為一種文化資本時：

畫家 Georgette Chen（張荔英）與

新加坡的國族意識建構

三、出版訊息

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20 期

112 年 6 月，篇目：〈跨界的國家建構：光緒華北旱災、

日本捐賑與清朝外政秩序〉（姜博）、〈明治到昭和初

年日本農村副業的發展與組織—以茨城縣為中心

的探討〉（陳耀煌）、〈棄民何從：一個冀東小人物的

身分表演（1931-1948）〉（任耀星）、〈「社會」的形

塑與發展：關於近代中國知識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韓承樺）、〈John Kieschnick,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林盈君）。

2. 如何啟蒙，怎樣運動：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概

念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08），陳建守，112

年 12 月。

3.戰爭、制度與思想：近代中國參謀本部的興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09），蘇聖雄，112

年 12 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20　邱函妮 地方色、故鄉意識與認同：日治時

期臺灣美術的研究

112.10.31　陳偉智 在田野中發現歷史：臺北帝國大學

文政學部史學科「臺灣史料調查

室」的田野調查活動

7

112.11.15　利格拉樂・阿𡠄　原住民族政治受難經驗的

社群交織性：以阿里山鄒族為例

112.11.21　謝國興 唐山過臺灣的廟會陣頭：以蜈蚣

陣、宋江陣的傳承變異為例

112.11.22　荻野富士夫　台湾における治安維持法運

用の特徴

112.11.28　盧令北 從歷史發展階段看美國國家特色的

形成

112.12. 1　吉川莉莎（Lisa Yoshikawa）　Island Lives: 

Considering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112.12.26　葉高華 強制移住：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

離

二、學術活動

1. 本所 12 月 13-15 日協辦「2023 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

討會」。

2. 本所 11 月 24 日舉辦「國家、權利與原住民族：法律

與歷史的觀點」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吳欣陽、鄭川如　成為原住民：法律史觀點下的憲法訴

訟與身分認定

陳怡君 從西拉雅人之原住民身分訴訟案談平埔族之原

住民身分承認

郭　晴 原住民族土地權利的法律史考察：從「蕃人所

要地」到「原住民保留地」

詹素娟 憲判 17 號後平埔原住民的民族認定與身分恢

復疑義

黃國超 後原運：那些不在街頭的行動

廖希正 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槍枝文化與官方管制政策

的矛盾及衝突—以布農族為例

顧恒湛 戰後初期「山胞」獵槍的管理與挪用（1945-

1955）

3. 本所 12 月 15 日與英國 Portsmouth University Port Cities 

Center 合辦「移動、航路與海洋史」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濱下武志　Key Aspects of World history of Maritime Seas: 

Climate, Maritime Seas, and Port Cities

游博清 The Eastern Passage and the British Knowledge of 

the Sea Areas between the Taiwan and Philippine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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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正恒 Russian Maritime Survey on Taiwan: A Study of Ivan 

Kruzenshtern’s Fleet to China in 1805

陳偉智 The British Royal Navy’s Survey of the Eastern 

Taiwan Coast and Suao Bay Area after the Mid-

Nineteenth Century and Its Effects

Rudolph Ng（伍漢騏）　Migration and Taiwan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4. 本所 12 月 28-29 日與國家人權博物館合辦「2023 白

色恐怖歷史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張英哲、廖純義　那個時代：出走海外

陳泰源、張俊明、蔡恒毅　政治受難家屬心聲

黃春蘭、鄭竹梅、王昭文　閱讀監控檔案

楊碧川、翁佳音　那個時代：誰監控誰

顧恒湛 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高山族工作」─

以山地工作委員會為中心

何鳳嬌 戰後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在臺武裝基地的建立

─以中部地區為例

楊麗祝 中共臺灣省工委會麻豆支部謝瑞仁案的幾個面

向

吳俊瑩 戰後臺灣白色恐怖陸軍段澐等案之研究

張　力 1949 年海軍「美頌」軍艦叛亂案

侯坤宏 張旺等叛亂案之研究

林政佑 臺灣監獄島的形成：以郭琇琮案來看新生訓導

處與職訓總隊

莊永清 1950 年白色恐怖下的臺南大內農村

蘇瑤崇 非典型臺獨案─論方鳳揚臺共臺獨案

李禎祥 陸效文案：規模最大的政大校友政治案件

三、出版訊息

1.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22 年度

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編輯小組編，112 年 11 月。

2.陳懷澄先生日記（九）一九二六年

陳懷澄著，許雪姬編註，112 年 12 月。（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共同出版）

3.黃旺成先生日記（廿四）一九三九年

黃旺成著，許雪姬編註，112 年 12 月。

4. 臺北大稻埕商業文書：陳源順號（一）（一九○一～

一九○四）

林玉茹主編，112 年 12 月。

5.學海悠遊：黃富三先生訪問紀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學人動態

1. 本所通信研究員梅祖麟院士於美東時間 112 年 10 月

14 日在美國逝世，享耆壽 90 歲。

2. 王汎森特聘研究員榮獲德國洪堡基金會 2023 年「洪

堡研究獎（Humboldt Research Award）」，成為臺灣人

文學領域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學者。

3. 顏娟英兼任研究員總策畫之《臺灣美術兩百年》一

書，榮獲第 47 屆金鼎獎（2023，非文學圖書獎）。

4. 林圭偵副研究員榮獲 2023 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

研究成果獎」。

5. 內田純子副研究員自 11 月 16 日起升等為研究員。

6. 陳維鈞副研究員自 12 月 27 日起升等為研究員。

7. 巫毓荃副研究員及郭素秋副研究員榮獲本院「深耕計

畫」獎助，計畫名稱分別為「療癒的身體：近代日本

身體本位心理治療的歷史」、「臺灣史前玉器的生命

史」。

8

林玉茹、曾品滄、林正慧訪問，林建廷記錄，112 年

12 月。

6.保密局臺灣站白色恐怖史料彙編（四）

許雪姬、林正慧主編，112 年 12 月。

7.視覺臺灣：日本朝日新聞社報導影像選輯

鍾淑敏、貴志俊彥主編，112 年 12 月再版。

8.臺灣史研究‧第 30 卷第 4期［‧設所 30 年紀念

112 年 12 月，篇目：〈九龍江生計圈：16-17 世紀臺

灣早期移民的主要原鄉〉（謝國興）、〈殖民地戰爭動

員中的近代性與治理性：以 1914 年「保甲人夫」徵

用為中心〉（劉漢儀）、〈1924-1926 年《臺灣民報》

對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的報導、評論以及論述轉

折〉（許時嘉）、〈1917-1945 年臺灣地方信用組合的

金流動向：以高雄中洲、興業信用組合為例〉（郭婷

玉）、〈破土深耕 ‧ 開枝散葉：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三十年所慶座談會〉（許雪姬、詹素娟、張隆志、

劉翠溶、黃富三、施添福、吳叡人、林文凱、曾文亮、

陳培豐、陳姃湲、陳宗仁、林玉茹著，莊勝全、陳偉

智彙整修訂）、〈賴澤涵來文：讀吳俊瑩一文的回應〉

（賴澤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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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2　Joseph W. Peterson　Sacred Rivals: Catholic 

Missions and the Making of Islam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and Algeria

112.10.11　陳怡安 須彌山圖的起源與開展

112.10.21　陳珮瑜 跟史前人當鄰居？日常生活中的

考古文化資產

112.10.21　吳孟軒 什麼叫「全球史」？

112.10.26　楊　熠　「考古資料數位典藏資料庫」在史

語所藏甲骨整理中的重要作用與

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112.10.26　江昱緯 明代獄訟的法理與實踐：以訴訟、

捕亡、斷獄律為中心

112.10.26　侯家榆　「狂人狂女」：《臺灣日日新報》

中的瘋狂者（1898-1940）

112.10.27　George van Driem　East Asian Ethnolinguistic 

Prehistory: Languages, Genes, and 

Migratory Paths

112.10.31　Marie-Paule Hille　How Can Hagiographic Material 

Be Used to Study Religious Issues in 

China? The Case of Chinese Islam

112.11. 6　林宗翰 初探西周時期銅器銘文套語的形式

類型─以《陝西金文集成》為觀

察對象

112.11. 6　盧翊豪 論周初諸王的歷史記憶─以金文

與先秦傳世文獻比較為中心

112.11. 8　胡馨怡 唐宋時期道教仙真祠廟：以國家封

賜制度為主的考察

112.11. 8　任洧廷 朝鮮學術史中儒教與佛教的交涉

─以清虛休靜、石菱金昌熙為例

112.11.10　Gil Raz　道跡：記憶與變化在道教本生故事

112.11.13　前島志保　通過「透明媒介」所描寫的帝

國：近代日本視覺報導的展開與

1930 年代大眾寫真記事

112.11.21　黃寬重 從劉宰的賑濟探討南宋士人與社會

的生命力

112.11.21　大西克也　中國吳越的鳥書和日本熊野的

「牛玉寶印」─漢字信仰從中國

到日本的傳播

112.11.28　梁臨霞 清代司法成案解讀：以鬥殺故殺案

為例

112.11.30　Mario Cams　Re-imagining the World: When 

Geometrical and Administrative 

Mapping Intersected (ca. 1555-1655)

112.11.30　胡明輝 從北京到伊犁有多遠？清代中期的

大地測量

112.12. 4　Mario Cams　Imagining the Qing as a Eurasian 

Empire: Fabricating the Qing Court 

Maps (ca. 1685-1785)

112.12. 4　胡明輝 黃河之水天上來？十八世紀清代中

國從《大義覺迷錄》到《河源紀略》

的版圖思考

112.12. 5　Monica Black　Sickness as Sin and Healing as 

Redemption in Germany after WWII

112.12. 5　賴惠敏 寡人好洋貨：十八世紀的貿易與宮

廷器物

112.12. 6　Monica Black　Witchcraft in the Era of the 

H-Bomb? Germany’s Post-WWII 

Witch Trials

112.12. 6　出口智之　明治文學作品所見卷首繪及插圖

之探討

112.12. 7　Nélia Dias　Colonial Governance, Collecting 

and Exhibition Practices in Paris and 

in Hanoi: A Tale of Two Museums in 

the 1930s

112.12.12　Maanasa Raghavan　The Power of Ancient and 

Modern Genomics: Human Genetic 

Histories at Geo-Cultural Barriers

112.12.18　Radu Bikir　Intimacy with the Invisible in 

Religious Stories from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112.12.20　勝又基 The Magical Power of Filial 

Commendation: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Edo Period

112.12.20　李榮哲 芝山岩文化與圓山文化的陶器技

術體系：一個多角度的考古學研究

112.12.20　廖月萱 清水中社遺址的人群分際─從營

養與健康談起

112.12.21　Andre Wakefield　Science, Disney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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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由研究個案觀察發展趨勢

10. 本所 2023 年「傅斯年講座」，邀請美國芝加哥大學

東亞語文系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講座教

授擔任主講人，主題為「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互

校」：

日　　　期　　　講　　　　　　題　　　　

112.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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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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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2. 7 略論《竹書紀年》的真偽

11. 中央研究院主題研究計畫：史語所「考古資料數位

典藏資料庫」收錄甲骨的新綴、驗證與研究，12 月

9 日主辦「史語所藏甲骨及資料庫的整理、利用與

研究」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蔡哲茂 談史語所甲骨綴合經驗

魏慈德 史語所 127 坑出土甲骨研究計畫追憶

張惟捷 史語所藏甲骨書跡漫談

陳逸文 《殷虛文字甲編》相關資料整理雜談

張宇衛 史語所藏改製背甲研究

12. 本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本所世界史研究室、中研

院種子計畫「清帝國對明鄭臺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

同的重構」，於 12 月 19 日舉辦「知識的跨境與感染：

知識史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Jacob Soll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Temptation of Mythology: 

Digging for the Truth in European Renaissance and 

Enlightenment Narratives of Progress

孔令偉 The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Territorial Expansions, 

Power Discourse,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李仁淵 From Intelligence to Knowledge: The Circulation of 

Frontier In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Frontier Studies 

Among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Macabe Keliher　The Origins of Taiwan and the Global 

Construction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in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1874-1920

賴炣妌 Taste and Science Ingrafted: Aesthetic Experiences 

and the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Practice in The 

Botanical Magazine , 1787-1800

三、學術活動

1. 本所 10 月 17-18 日舉辦「挑戰與新生─歷史語言研

究所慶祝九十五周年學術研討會」。

2. 本所 10 月 23-25 日舉辦「臺灣出土的日本製近現代陶

瓷器與亞洲近現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3. 國科會計畫「傳統中國的「魅病」論述與醫療策略」

與本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於 10 月 27 日主辦「病魅：

東亞視域下的醫療與鬼邪國際研討會」。

4. 中央研究院數位人文研究計畫「臺灣宗教地景地理資

訊系統發展與研究」、本所禮俗宗教研究室，於 11 月

22 日主辦「地景、宗教與數位人文」學術研討會。

5. 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本所主辦，臺灣內陸歐亞學

會協辦之「國際史脈絡下近現代中國的族群性與國族

認同建構─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合作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11 月 29-30

日舉行。

6.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中

國文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於 12 月

13-15 日主辦「2023 年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

研討會」。

7. 本所數位人文學研究室及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於

10 月 26 日舉辦 ｢ 中央研究院文字辨識與校對平臺教

學工作坊」。

8. 中央研究院數位人文研究計畫「符圖與醫療之數位人

文研究計畫」、本所數位人文學研究室，於 11 月 28

日主辦「道教符圖、醫療與數位人文」學術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松本浩一　符圖電子化的優點︰檢索和分析

謝世維 道教符圖類型與醫療

陳藝勻 道教醫療的研究取徑與內容

李豐楙 散形與聚形︰唐宋以後書符的衍變

林聖智、黃坤農　道教符圖檢索系統的介紹、測試與建

議

9.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舉辦 ｢ 數位人文與資料智

能專題講座」，邀請美國肯特州立大學資訊學院曾蕾

（Marcia Lei Zeng）教授主講：

日　　　期　　　講　　　　　　題　　　　

112.11.29 強化數位人文鏈結資料的潛力─芬蘭

SAMPO 數位人文語意入口網帶來的啟示

112.12. 1 深化提升數位人文研究的方法及研究成果



學 界 消 息

118 　總 169 期　民國 113 年 2 月（2024.2） 頁 107-155　漢學研究中心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1　鄭相峰 韓國儒學的哲學論辯

112.10.31　高俊耀 言語之界─劇場語言的探討與分

享

112.11. 2　Howard Blanning　On August Strindberg’s A 

Dream Play

112.11.13　曾嘉民 布袋戲之認識與欣賞─五洲勝

義閣操偶師之學藝生涯

112.11.16　洪惟仁 看地圖說臺灣語言故事

9

謝佳娟 What Knowledge about China Was Useful? Presenting 

China in The Penny Magazine (1832-1845)

李峙皞 To“Grow a New Emotion”: Cosmopolitanism, 

Chinese Poetry, and Eileen Power’s Teaching of 

World History, 1920-1940

王飛仙 The Fantasies of the Qing Empire: Historical 

Imaginations and Their Raw Materials

13. 本所與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中西檔案讀書會」，

於 12 月 22 日主辦「《議覆檔》及明清史料研讀工作

坊」：

主講人　　　講　　　　　　題　　

孔令偉 依違於清俄帝國之間：歐亞史視野下的阿睦爾

撒納與準噶爾汗國

高曉宇 銅業帝國：智利銅、英國的全球貿易以及中國

貨幣制度的轉變（1800-1862）

王士銘 出入平安：清代庫倫地方的旅蒙商人與搶盜案

件

高　銳 財政危機與主權爭議：十七世紀中英賦稅、政

治發展比較初探

陳重方 新政策與舊司法的碰撞：1950 年初推行《婚姻

法》時期婦女虐殺命案的審判問題

簡瑞瑩 非治之藥：清代常民的藥毒知識與毒藥使用

李岱樺 中西醫療史視野下的巧克力神話

蔡名哲 「譯奏派員招撫居於海島之滿洲摺」札記

莊祐維 恰克圖界約簽訂後的呼倫貝爾邊境貿易：以一

檔館藏《雍正朝滿文議覆檔》為中心

蔡偉傑 托時出使俄國對雍正朝政局與清俄關係的後續

影響

14. 本所同仁學術講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2　黃儒宣 戰國至西漢時期隨葬品標簽及相關

問題

112.10.16　李尚仁 從 Covid-19 反思疫病史

112.10.30　陳韻如 六朝唐宋沉香的藥用與物質知識變

遷

112.11.13　黃銘崇 匈奴的父系來源與其文化演變─

語言學的、基因的和物質文化的觀

點

112.11.27　李貞德 當歸─二十世紀上半「女人要

藥」的重製與新研

112.12.11　陳雯怡 地域視角的時代變動：元明之際徽

州的趙汸

112.12.25　林聖智 鸚鵡與白玉：隋代虞弘墓的地域網

絡

四、出版訊息

1.慶祝九十五周年史語所檔案選輯

李貞德主編，112 年 10 月。

2.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94 本第 4分

112 年 12 月，「出土文獻與古代史」專題，篇目︰〈出

土文物所見先秦至漢代的卜筮操作─參照《周禮•

春官•大卜》的記述〉（黃儒宣）、〈馬王堆帛書《刑 

德》、《陰陽五行》諸篇曆法與神煞再考〉（高潔、程

少軒）、〈試論五一廣場東漢簡中的「待事掾」─

兼論東漢「掾」的發展〉（高震寰）、〈嘉禾吏民田家

莂的生成、性質及其功能〉（凌文超）。

3.古今論衡‧第 41 期

112 年 12 月，篇目︰〈秦漢時代的文字銷毀與廢棄〉 

（馬增榮）、〈秦漢簡牘研究的「工作取向」〉（籾山

明）、〈復原與發現：論史語所簡牘整理小組的綴合〉 

（姚磊）、〈本年係何年─讀《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

編》一得〉（劉錚雲）、〈史語所一生的栽培─專訪

陳仲玉先生〉（李修平）、〈傅斯年圖書館藏《萬里回

疆圖》繪製考述─兼述其修復過程〉（林武弘）、 

〈《平定海寇方略》滿漢文本對勘 ‧ 導論〉（孔令 

偉）、〈《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十）〈釋明誕 

傳〉、〈釋明璨傳〉、〈釋慧重傳〉、〈釋寶積傳〉〉（《續

高僧傳》研讀班）、〈《平定海寇方略》滿漢文本對 

勘 ‧ 卷一（1）〉（孔令偉、李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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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

一、學人動態

童信智助理教授榮獲全國原住民族第四屆十大傑出

青年獎。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4　王文仁 打造長銷書的十個心法

112.10. 4　少妮瑤 原住民傳統表演藝術─鼻笛音樂

112.10. 6　林淑惠 以科技公共化為取徑之永續農創發

展

112.10.14　王昭華 基礎臺羅記音

10

112.11.23　林璟辰、蔡岳勳　新編京劇《劉姥姥和王熙

鳳》─李寶春的紅樓印象講座

112.12.18　許　曼 女正位乎內？─ 10 ～ 14 世紀多

元視角下的東亞女性、家庭和儒學

112.12.18　蕭景宇 寫作為職場加分：從主管到自己創

業之路

二、學術活動

1. 本系「書籍史與知識環流：東亞漢籍雲端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1.10　陳　捷 江戶的詩經名物學與東亞知識環流

112.11.13　張伯偉 書籍交流與政治：兼談東亞書籍史

的研究方法

112.11.21　鄭雨峰 朝鮮時代的漢籍接受與知識轉化：

兼談海外特藏

112.11.28　阮俊強 近世越南的漢籍接受、知識轉型與

歐亞視野

112.11.30　陳益源 作者署名不可輕信！─越南漢籍

文獻知識型態一瞥

2. 本系 12 月 1 日主辦 2023 寫作工作坊「中文系的多重

宇宙」︰

主講人　　　講　　　　　　題　　

郭繐綺 打造一位「多巴胺」老師─作文教學「開心」

工程

蕭景宇 只是寫好玩有什麼不行─創作是最好的紀錄

112.10.25　黃信彰 人文學域職涯練金術

112.10.31　孫松榮 電影的美術館轉向：如何展示「一 

一重構：楊德昌」

112.10.31　林茂賢 媽祖信仰與民俗祭典

112.11. 4　瀟湘神 遊戲與類型：類型敘事手法與轉化

為遊戲的格式

112.11.10　蔡運福 卡那卡那富之河祭與河流文化

112.11.14　黃顯凈 解放記憶：民雄老照片展

112.11.16　林志育 遊戲，不只是遊還有戲：有利於進

行遊戲的故事撰寫

112.11.17　李瑞騰 臺灣文藝生態系統導論

112.11.17　李瑞騰 親近臺灣文學

112.11.17　郭基鼎 多元文化與拉阿魯哇族人文生態概

述

112.11.18　李瑞騰 像我這樣的教授

112.11.18　謝貴文 臺灣文化資產的形成、保存及活化

案例分析

112.11.22　鍾國風 走向西拉雅考古遺產─臺灣原住

民考古的發展軌跡與行動策略

112.11.24　吳幸如 從大武獵熊事件淺談排灣與魯凱族

狩獵禁忌與信仰

112.11.28　黃國超 文子裡／鏡頭下的相遇：報導文

學（家）與原住民族

112.11.28　王鈺婷 新世紀集體書寫性別文學史─

《性別島讀》的概念與策劃

112.11.29　林佩蓉 當文學遇見博物館

112.11.30　洪瑩發 疾病與它的「產地」：疾病民俗學

112.12. 8　葉仁傑 原住民族土地政策之發展

112.12. 8　李芬芳 從母體文化找到生命中的感動

112.12.13　張哲維 重拾臺灣美術史的碎片─「名單

之後：臺府展史料庫」建置前後

三、學術活動

1. 江寶釵教授 10 月 16 日至中原大學演講，講題︰「抄 

襲：一個文化轉譯的難題」；10 月 31 日至永慶高中

演講，講題「用雙語『話』嘉義」。

2. 本所 11 月 30 日舉辦「打開丹扉：看見女性幽默文學」

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蓬　丹 從丹扉談海外華文文學人的互動與交流

林黛嫚 臺灣渡海女性文學家的方塊書寫與報紙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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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3　千野拓政　何等現在，何為未來？—從

《灌籃高手》和《三體》看東亞青

少年的文化心理

112.10. 4　王君琦 在類型與型態之間：臺語片的跨

世紀流變

112.10. 5　千野拓政　我們走向何方？—從次文化

和村上春樹看現代文化的轉折

112.10. 6　千野拓政　疫情以後等待我們的是什麼？ 

—從科技，青年文化談起

112.10.25　曾昭程 文生在世：地方、語言和馬華文學

的南方境遇

112.10.25　林建國 從孔乙己和阿 Q 談起

112.11. 6　今福龍太　航向群島論

112.12.13　陳穎佳 人類世視角下的能源史與文學想

像

13

史─概述、爭議與新發展」；12 月 6 日擔任新北市

教育局高中歷史科課發中心講座講師，講題：「美國

新清史的背景、爭議與新近發展」。

3.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財

團法人松山教育事務基金會於 11 月 4 日合辦「2023

文獻與出土資料學術研討會」。

4.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臺灣大學全國夏季學院、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財團法人九華山地藏主辦，中正大學高

齡跨域創新研究中心、臺灣古文書學會協辦，中正

大學媽祖文化研究中心策劃執行，於 12 月 2 日舉行

「2023 南臺灣地方史事與鄉土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27　徐志平 生態批評的演變及其應用

112.11. 3　劉建志 流行歌曲的研究方法與實例分析

12

江寶釵 丹扉與臺灣女性文學的瑣碎書寫

楊智景 女作家與家務空間

胡夕嘉 文字工作七十年

胡安嘉 小確幸的總合─丹扉的嬉戲與樂活

江寶釵 養成女作家

卓翠鑾 課綱裡的女作家

周子薇 成為女作家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1　廖瑞芬 漫談膠彩始末

112.10.13　歷史下酒菜 Wendy　歷史學於生活中的使用

說明書

112.10.17　法藏法師　紊世、問世—打開天窗說亮話

112.10.17　何文玲 東方山水畫的空間與基礎表現技法

112.10.19　李品儀 臺灣的國家博物館：國家歷史與文

化認同的想像

112.10.31　林茂賢 媽祖信仰與民俗祭典

112.11. 7　李耀騰 楷書碑帖介紹與實作練習

112.11. 8　林其村 素描、水彩—講解與示範

112.11.14　李耀騰 篆刻基礎概說與實作練習

112.11.22　顏尚文 臺灣佛教通史纂修的史法與心法之

融通

112.11.23　張智豪 別讓想像力限制你的超能力！那些

歷史系教會我的事情

112.12. 7　林佩瑩 日本新興宗教綜述

112.12.10　曾德宜 臺灣第一位飛行家謝文達的人生壯

遊

112.12.21　張弘毅 Rethinking History：作為一種思想史

的大眾史學

112.12.28　朱浩毅 漢莽諸子與《太史公書》

二、學術活動

1. 朱振宏教授 10 月 16 日至嘉義縣立竹崎高中演講，講

題：「如何自主學習」。

2. 蔡偉傑助理教授 12 月 1 日擔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

院區線上講座講師，講題：「百駿圖領路看美國新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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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活動

1. 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主辦，教育部「玉

山學者計畫」協辦，於 10 月 6-7 日舉辦「The Work of 

Cinema in the Age of New World Order」國際研討會。

主講人　　　講　　　　　　題　　

Michael Berry　The Allegorical American: Position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ese-Language Cinema

Shu-Mei Lin　A Schizophrenic“National”Cinema?: Double 

Mindsets and Bilingual Intertitles in Chinese Silent Films

Min Hui Yeo　Bondmania in a Decolonizing Asia: Malay 

Bond-ing in Hong Kong

Paola Voci　The Work of the Cinema of the Real: Visible 

Evidence, the Ethical Turn, and Postdigital Screens

Mirjam Tröster　Evolving Networks of Extended Reality Film: 

The Case of Kaohsiung Film Festival

Ting-Wu Cho　Politics of Excess in the Cultural Cold War: 

Market, Censorship, Taiwan Pulp

Po-Hsi Chen　In the Heat of the Bomb: The Hong Kong 

Handove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lden 

Horse Awards in the Mid-1990s

Elmo Gonzaga　Border-Making in the Inter-Asian Migrant 

Labor Melodrama

Yee Lok Tam　Toward a Geopolitical Subjectivation: 

Reenactment of Three Geopolitical Moments in Blue 

Island

Pei-Sze Chow　Mediating the Material Geopolitics of Cross-

border Identities: Cinematic Relationality between 

Bron/Broen in Scandinavia and The Bridge in 

Southeast Asia

2. 本所「川流臺灣文學駐校作家」—馬華小說家鄧觀

傑︰

日　　  期　　　講　　　　　　題　　　  

112.11.16　我的「寫作」路：發起不可能的溝通

112.11.23　臺灣數位內容產業與企劃實作

112.11.24　「臺灣的飛地」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1. 3　閻鴻中 今古沉吟：中國通史教學經驗談

112.12. 6　黃子寧 從白話字看歷史 ‧ 作研究

112.12.13　林志宏 回首我的學史時光：兼論如何選題

和進行研究

二、學術活動

1. 吳政憲教授10月26日至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演講，

講題︰「穹蒼之櫻—近代臺灣理蕃航空班之研究分

享」。

2. 李君山教授 11 月 22 日於南高中央、喆閎人文主辦民

國史薪傳系列講座演講，講題︰「國日蹙百里：兩岸

分治初期大陸沿海島嶼撤退之回顧（1949-1955）」。

3. 本系 11 月 24-25 日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

近代史學會、中央大學歷史所、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合

辦「中國近現代史議題與趨勢」冬季學校。

4. 中興大學文學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臺北分會於 11 月 8 日主辦「數

位人文教學與實務」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余佳韻 日本的數位人文概況

康友維 數位內容敘事課程教學經驗

葉韋君 歷史社會關係網絡概念

鄭怡玲 數位人文概論教學經驗

張哲維 在歷史教學中運用地理資訊系統

黃智偉 從那些年漢珍數位過的檔案來看數位文獻的利

用

14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

出版訊息

戲曲演進史

後三冊（全卷共八卷），曾永義，臺北：三民書局，112

年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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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學人動態

劉威志助理教授、陳菘霖助理教授升等為副教授。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6　楊儒賓 1949 敘事與儒家公民社會

112.10.23　李哲賢 漢學視域下之荀子名學研究及反思

112.11. 1　汪筱薔 反思、行動與連結：從文學邁向

世界文化遺產路徑

112.11. 6　黃一農 數位與傳統的對話：以避諱研究為

例，探索文科的新機遇

112.11. 6　王建國 歲月如歌—現代女性詩作選讀

112.11. 7　林仁昱 現代歌曲與記憶文本

112.11.10　廖咸浩 看不見的《紅樓夢》：私情？家史？

國恨？

112.11.20　鄧育仁 公民哲學裡的故事思考和批判思考

112.12. 4　劉擇明 「我不會國語但我會寫中文」透過

言文分離實現的在地語言傳承與保

育：以香港為例

112.12. 4　潘銘基 《九条家本群書治要》的整理經過

112.12.14　姚彥淇 預約下一個網紅—談談 POCAST

的文字腳本寫作

112.12.20　吳東晟 歷史的路口：談邱永漢小說《香

港》

三、學術活動

1.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財團法人臺南市至善教育

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企業研究院學術教育基金會合

辦之第五屆「《群書治要》與《貞觀政要》國際學術

研討會暨經典現代化論壇」，於 10 月 13-14 日舉行。

2. 財團法人臺南市臺疆祖廟大觀音亭暨祀典興濟宮、成

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臺灣中文學會主辦，成

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府城觀興文化藝術基金會合辦

之「文學、思想與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11 月

18-19 日舉行。

16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1. 6　邱貴芬　解嚴以來的臺灣原住民文學研究方

法︰後殖民、華語語系、第四世界

文學、全球南方

112.11.24　星名宏修　閱讀《萬壽果》—日治時期的

臺灣漢生病文學

112.12.12　美國阿勇　我是 án-chóaⁿ 學／講臺語—美

國人學臺語 ê 經驗 kap 臺灣人建立

臺語意識 ê 重要

112.12.18　鄧津華 中國精英與美國排華法案：1905 年

波士頓金氏兄弟事件中的種族歧視

和階級特權

17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一、學人動態

1. 翁嘉聲教授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申請休假研究 1 學年。

2. 江達智副教授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申請休假研究 1 學

期。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3　翁佳音 明鄭時代再考

112.10.24　洪惟仁 真理與正義的不歸路

112.11.14　陳偉智 從伊能嘉矩到移川子之藏：日治時

代臺灣人類學的族群研究及其再詮

釋

112.11.21　Tobias Targosz　Buddhism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Burma from 1885 to 1942

112.11.24　韓可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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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1.28　吳密察 臺灣史的發展階段：一個試論

112.12. 7　中村元哉　美蘇冷戰下臺灣與香港的自由主

義

112.12. 8　中村元哉　實證地域研究的危機與其克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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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3　謝世宗　求偶的藝術與書寫的技藝

112.10.17　李昶霖、李佳諺　手足情、研究心：自學兄

弟初窺研究之路經驗分享 & 心得

對談

112.10.31　黃于倫 PowerPoint 封面設計學—主宰美

感的開疆闢土

112.12.27　衣若芬 人文地理學：從瀟湘八景開展的東

亞視覺審美

19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1　岑丞丕　胡適與南港中研院

20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學人動態

鹿憶鹿教授榮獲科技部 112 年度「學術研究優秀人

才獎勵—研究優良」（自 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5　石兆軒 古文字學相關數位研究資源介紹

112.10.19　Lulu Bernstein　“Air”Cultural Conflicts: Female 

Flight Attendants “Unfair Treatments 

Between the US and Asia”

112.10.19　Lulu Bernstein　Social Media and How It 

Influenced the Gen Z and Future: 

Compared with the US and Taiwan

112.11. 2　王明旭 設計思考融入文學創作的新思維

112.11. 9　方菁蓉 互動、創意與文的交集

112.11. 9　王儀瑄 漢字教學影片剪輯實務：運用

CapCut

112.11.16　李政良 葡萄美酒夜光杯：小談葡萄酒的飲

食與文化

112.11.17　陳姞淨 文字學什麼？談文字學的教學與研

究

112.11.20　黃慕清 細讀是枝裕和的場面調度─以電

影《如父如子》為例

112.11.23　李雨萌 漫談古文字學研究生的培養方案與

科研學習—以學生爲視角

112.12. 7　歐瑞安 漢字文化如何邁出自己舒適圈？淺

談對外漢字教學方法與操作

112.12. 7　歐瑞安 「未來全球普通話」還是曇「華」

一現的時尚？以波蘭為例談談華語

教學與應用的今後前景

112.12.12　唐瑜凌 孔德成紀錄片拍攝籌劃分享

21

—以日本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為例

112.12.15　李文良 番屯與隘墾：十九世紀北臺灣大溪

的案例

112.12.26　陳進金 口述歷史與檔案的對話—以戰後

臺灣白色恐怖研究為例

三、學術活動

1. 本系 10 月 23-28 日協辦「省議會與戰後臺灣民主研討

暨巡迴展系例活動」︰

主講人　　　講　　　　　　題　　

許宏彬 從韓石泉看早期臺灣醫師的政治參與

鄭　梓 議政風雲百年、見證半世紀

2. 本系 11 月 17-18 日舉辦「不獨具人類的歷史」世界史

國際學術研討會。

3. 本系 11 月 25-26 日舉辦 2023「近代臺灣週邊海域」

國際學術研討會。

4. 本 系 12 月 6-9 日 舉 辦【Formosa 偎 海 e 所 在 】「 從

Formosa 航向東亞」第四年成果聯合展示。

112.11.11　林志晟　我眼中的「青天精神與價值」

112.11.15　陳家豪 戰後初期臺灣的接受與社會情況

112.12.20　韓承樺 歷史人物的故事如何寫︰以近代中

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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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25　胡昌智 俄烏戰爭對德國能源政策的影響

112.11.10　康綉蘭 博物館社會實踐的進行式—以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教育推廣為例

112.11.12　葉素伶 面對歷史的意象劇場

112.11.24　李宗興 空間與身體關係

112.11.30　王佩迪 研究臺灣漫畫史

112.12. 7　湯瑞弘 重新思考歷史想像力

24

東吳大學哲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1　何彥如 如何使用線上語言資源增進英語學

習力

112.10.18　陳湘韻 斯 Ameliorating Gendered Language

112.10.25　劉滄龍 道法之間—戰國時期「公天下」

的政治思想

112.11. 1　潘怡帆 抵抗與進化︰論柏格森的直觀行動

112.11.22　林月惠 「宗旨」與「功夫論」之建構—

以王陽明「致良知」、劉蕺山「慎

獨」為中心

112.12. 6　Johann Michel　The Capable Man: Interpretation 

Techniques (interpretation) and Repair 

Procedures (reparatio)

22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1　蘇奕瑄 創作是一場面對自己的過程

112.10.24　陳姵穎 從臺灣到北京，這麼近，那麼遠

─聊聊我在大陸 3 ＋ 4 年的觀察

體會

112.10.26　王鴻泰 困頓與優雅：明清士人的科舉挫折

與遊藝生活

112.11.16　吳冠宏 虛靈與充實─我玄思，故我存在

112.12.14　蘇碩斌 非虛構寫作的文學意義

二、學術活動

本系 11 月 4 日舉辦「漢語、漢字與漢文化─研

究與推廣論壇」。計有 1 場專題演講（彰化師範大學國

文學系蘇建洲教授，主講「趨同」還是「立異」？談談

面對出土文獻「異文」需要注意的問題）及 2 場論壇（論

壇一：漢字文化的傳播與推廣；論壇二：語言與文化、

文學的跨域觀察）。

23

112.12.15　林保淳 俠的前世與今生

三、學術活動

1. 本系常態性學術研討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25　謝君讚 論嵇康〈聲無哀樂論〉之「樂理」

與養生「玄理」的內在思想關係

112.11.29　陳恆嵩 申時行及其《尚書》經筵講章析論

112.12.27　張詠婷 曹元弼〈歷代用禮功效〉詮論

2. 所學會論文寫作工作坊︰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25　賴位政 一手文獻的詮釋

112.10.25　蔡瑩瑩 二手文獻的詮釋與寫作策略的運用

112.12. 5　謝君讚 論文寫作策略淺談

112.12. 5　何維剛 更把金針度與人：談論文寫作策略

四、出版訊息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 60 期

112 年 12 月 31 日，篇目：〈「豪」俠與「盜」俠：重思 

《酉陽雜俎 ‧ 盜俠》的形象定位〉（李金萍）、〈清宮元

旦承應戲《喜朝五位》之舞台提示分析〉（郭芳妤）、〈逝

去的香港—論馬家輝《龍頭鳳尾》與《鴛鴦六七四》

中的港島「文化記憶」〉（謝育澤）。

112.12.13　馬愷之 從戴維森道德斯科拉︰宋代哲學思

想的當代意義

112.12.20　Alexandre Erler（艾力）　What is Narrative 

Identity, and Does It Really Have to 

be“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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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2.19　何俊頤 未竟的控制之夢︰戰後臺灣地下

水治理（1949-86）

二、學術活動

1. 本系 11 月 17-18 日與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在本

校合辦「2023 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論文計畫審查工作

坊」︰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林育賢 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研究—以荷

屬東印度為中心（1895-1937 年）

黃睿仰 「土匪」的殖民統治經驗︰日治初期臺北縣下

的歸順、監察與授產（1896-1902）

龔奕純 從土地整理到糖業改良：沖繩的「民地近代」

與臺灣（1895-1917）

陳浥潔 危疑的「義胞」：被忽略的大陳島政治案件與

來臺的聚落監控

許哲兢 從義士到叛亂：韓戰戰俘政治案件研究

鍾文凱 技術移轉、比較利益與產業政策的三重奏：

1970 年代～ 1980 年代臺灣半導體產業發展歷程

陳德娜 出生於臺灣：《甘露水》的社會生命史探查

莊佩翎 108 課綱「探究與實作：歷史學探究」課程設

計與學生回饋分析：以「白色恐怖時期的學生

政治犯」課程為例

謝佳真 歷史科雙語教案設計：出走臺北、漫步城南 

（多元論文：教案）

劉哲亨 下淡水溪下游人與環境之互動—以大寮地區

為例（1920-2020）

洪郁宸 從竹棑仔到五分車—鹿耳門溪南岸鹽業鐵道

的嬗變（1919-1970）

王詠怡 土牛溝、五分車、高鐵新竹六家歷史上的「三

條線」

陳育材 戰後臺籍菁英之政治空間與侷限︰以楊肇嘉為

中心

陳泓璿 鄭南榕思想研究

2. 本系於 12 月 15 日邀請彰化師範大學、中興大學、臺

中教育大學及逢甲大學的歷史系舉辦「中臺灣五校歷

史系所交流工作坊」。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4　馬耀 ‧ 比吼　你是誰？身分認同作為一切

的起點

112.10.11　George van Driem　茶的故事：從茶的發展

史反思知識形構與研究方法

112.10.12　Kajicihung（旮日羿 ‧ 吉宏）　靈界召喚　萬

代同行—太魯閣族歲時祭儀緣起

112.10.18　陳杰敏 什麼是原住民的行動觀點：港口部

落海洋文化

112.10.25　Namoh Ka’atay　神話創建與政治除魅

112.10.26　楊美惠 No Nature, No Culture: Buddhist 

Vegetarianism, Kinship, and 

Transmigration in Wenzhou

112.11. 2　陳偉智 從伊能嘉矩到移川子之藏：日治時

代臺灣人類學的族群研究及其再詮

釋

112.11.16　Philippe Descola　重新思考文化與自然的分

野

112.11.12　拉夫琅斯‧卡拉雲漾　原住民農耕文化裡的

科學觀點

112.11.23　鍾雨恩 地方創生與青年行動

112.11.29　Katu 柯俊雄　原重返未來：內本鹿復返行

動的空間實踐

112.11.30　Bakan Walis　賽德克族青年的離家與返家

112.11.30　Jiamulong‧Sigooloo（嘉木郎）　現實和你

想的不一樣

112.12. 5　林文源 AI 與照護的未來：人文社會的三

種視野

112.12.11　吉恩 ‧ 丹尼森　歐塞奇族未來的故事—

在「花月殺手」中遺失的脈絡

112.12.13　吳雪月 從野菜到酒麴植物—阿美族的

釀酒文化

112.12.14　李柏賢 地方學與學習型組織經營

112.12.14　Eliana Ritts（李愛娜）　在原視的視覺主權

Visual Sovereignty at TITV

112.12.14　賴淑娟 記憶、技藝與學術：探問族群、

性別與階級交織的社會學想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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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2　陳　雪 寫作課：陳雪給創作者的 12 道心

法

112.10.26　簡莉穎 創作心得分享，有效讓你交出初稿

的方法

28

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29　曹欽榮 歷史電影與口述文本的文學想像 

—關於《流麻溝十五號》

112.10.30　鄭憲仁 幾組漢字的字形分析

112.11.13　朱書萱 趙孟頫與道教寫經

112.11.20　張高評 史傳如何改編為演義小說—《春

秋》書法與歷史編纂之敘事轉化

112.11.27　范銘如 文本，地方與空間性

112.12. 4　鄭卜五 華夏核心思想「致中和」之體現

112.12.16　劉惠萍 如何利用考古圖像材料研究古人的

日常生活—以漢魏墓室畫像為例

112.12.16　楊雅惠 遊心物外：宋代山水詩畫的「造

／化」觀

二、學術活動

1. 本系 11 月 24 日與日本一般財團法人ユーラシア財團

（from Asia）歐亞基金會舉辦「第十屆近現代中國語

文國際學術研討會」。

2. 本系 12 月 23 日承辦「漢字文化與教學研習坊」︰

主講人　　　講　　　　　　題　　

姜允玉 韓國漢字教育現狀與課題

朱歧祥 漢字中的文化訊息

宋建華 《說文解字》與文字教學

施順生 簡簡單單學會甲骨文

鄭憲仁 國語文國字教學的點線面

楊徵祥 時代唯今，標準唯一—談一字多音與辭典取

音

27112.12.14　藍姆路卡造　地理學者不是只會玩石頭、

記縣市好嗎？

112.12.20　Ciwang Teyra　原住民的性別觀點與權益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

一、學人動態

1. 李依倩副教授獲選為本校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112 年度

教學優良教師。

2. 吳明益教授著作《海風酒店》分別入圍 2023 臺灣文

學獎金典獎、榮獲 2023 年 Openbook 好書獎、入選博

客來 2023 年度百大──中文選書。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1. 2　柴柏松 背對生命原始的贈與：詩創作與跨

性別

112.11. 8　梁心愉 一本翻譯書的完成─以及幾個幕

後故事

112.12.20　鄭順聰 飲食如何書寫？臺味按怎飄撇？

三、學術活動

1. 吳明益教授於 11 月 26 日至馬來西亞檳城 Hikayat 講

座演講，講題為「定位臺灣文學：個人觀點」。

2. 本系「駐校作家黃信堯講座系列」︰

日　　  期　　　講　　　　　　題　　　  

112.10.13　創作變形記：莫名地走上影像創作

112.10.17　真實的虛構，虛構的真實：由「多格威斯

麵」與「唬爛三小」的反思，直視影像創

作

3. 本系「楊牧文學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2.14　解昆樺、謝旺霖　詩的軌跡—談楊牧手稿

112.12.26　陳文芬 漢學家馬悅然與詩人楊牧—和我

知道的諾貝爾文學獎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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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以「合題」為討論中心

陳彥綾 蕅益智旭〈論語點睛〉生死觀詮釋之研究─

兼論與朱子詮釋之差異

任洧廷 清虛休靜儒佛會通論與朱子學─以〈儒家龜

鑑〉為主

2. 本系 11 月 4 日舉辦「2023 道南論衡全國研究生學術

研討會」︰

研究生　　　題　　　　　　目　　

潘殷琪 《四溟瑣紀》的實學視閾及其知識建構

陳雨若 帝國盛世的鬆動與衰敗：從《熱河日記》的「筆

談」看乾隆晚年的文人處境

王羽禾 夏宇散文的空間書寫

謝采芳 朱淑真以「詩」入詩：試探宋代女性詩人自我、

文學活動與空間

張容欣 「明之瞎盛唐」：論吳喬《圍爐詩話》對李攀

龍的評價

鄭宜娟 析論《四庫全書》著錄《杜詩攟》之原由

黃競緯 從明末清初扶乩活動論汪象旭《呂祖全傳》的

編寫策略

李威德 施雨興雲：論苟元帥的形象、神性和神職建構

劉子君 三生「石」、世世「情」─從〈圓觀〉故事

到明清擬話本小說中的演繹

林屏汝 東漢楊孚《異物志》對異域的觀察與建構

陳鼎崴 南朝音樂的傳衍與拒卻─以《宋書》、《南

齊書》、《梁書》、《陳書》等作為考察核心

陳　勳 李慈銘評議魏晉風氣之視角探賾─由余嘉錫

《世說新語箋疏》對李說之徵引談起

秦　楓　《殷墟文字丙編》中的特殊界畫現象

3. 2023 王夢鷗學術講座︰顏崑陽教授

日　　  期　　　講　　　　　　題　　　  

112.12.11　找回被冷落的「賦」義─重構中國古代

詩歌「敘述學」芻議

112.12.15　以史解詩而詩意亡─重構中國古代詩歌

適切性的「詮釋學」

112.12.18　中國古代「詩用」之美─重構中國古代

詩歌的「原生性美學」

4. 第十屆深波甲骨學與殷商文明學術講座：夏含夷教授

日　　  期　　　講　　　　　　題　　　  

112.12.12　試說中國貞卜之性質

112.12.14　略論殷墟時代的年代

112.11.14　林盈翔 經典的永恆現代：古文的當代思辨

112.11.14　黃偉誌 文學不死，只是轉生：臺灣文學數

位典藏與轉譯

112.11.20　楊富閔 文學實作與跨域想像—「機車媽

媽」的故事

112.11.21　張旭南、孔玥慈　紅樓戲曲中的生與旦

112.11.23　房慧真 命運交織的雨林：孵化創作的一次

撞擊

112.11.27　汪卉婕 「她／牠」的故事：香港與馬華小

說的性別閱讀

112.11.27　陳柏煜 天空終於能停住：「如詩如畫」的

另一種解釋

112.11.29　郭　楓 重繪邊疆：1930 至 1940 年代的西

北民族誌攝影及山水寫生

112.11.29　曲　洋 書寫南洋的兩種視角：跨文化視角

下的南洋文藝

112.12. 1　羅睿晣 從《詩經 ‧ 蟋蟀》的三種文本看

古書形成源流

112.12. 4　洪敬清 「空間」作為閱讀的方法與視野：

從明清小說談起

112.12.12　黃璿璋 科幻與奇譚：晚清至當代科幻小說

中的魔法與鬼魅

112.12.12　秘淮軒 臺灣流行音樂的語言與文化

112.12.19　黃璿璋 科幻與奇譚：晚清至當代科幻小說

中的魔法與鬼魅

112.12.20　袁紹珊 略大於宇宙：詩的流動與空間創造

112.12.20　雷勤風（Christopher G. Rea）　清末民初玩

「瓜戲」，聯想色情亦暴力

112.12.25　陳星宇 人生所遇無不可—不小心把書法

從興趣做成事業

二、學術活動

1. 臺灣海峽兩岸朱子文化交流促進會、政治大學中國文

學系於 10 月 28 日主辦「2023 道南傳心朱子學青年論

壇」︰

發表人　　　講　　　　　　題　　

張崑將 臺灣書院訪查心得分享

何方媛 由陽明格竹試析朱子格物的實踐

闕河仰 論郭店楚簡〈六德〉中有關「德」的兩個問題

楊嘉卉 白鹿洞書院學規的體式與目的

王亭林 試論朱子之《春秋》觀對明代科舉《春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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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1. 3　利文祺 戒嚴下的生存方法與反抗：楊牧的

後殖民詩歌

112.11.14　Gal Gvili　Opening“New Chinese Literature” 

Beyond China：許地山

112.11.16　鄭慧如 理念與聲色的轉換—楊牧詩藝概

說

112.12. 7　解昆樺 陳世驤會不會問：葉珊你博論寫完

31

故事》新書發表暨座談會。

2. 本系 12 月 1 日與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

班合辦「第六屆原住民族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論壇：

從還我土地到國土計畫：原住民族土地自治的願景與

挑戰」。

政治大學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4　Dobin Choi　Harmonizing Justice: Self-Interest, 

Moral Sentiments, and the Practice of 

Justice

112.10. 5　野家啓一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iki 

Kiyoshi

112.10.31　王偉雄 How to Read the Eternal Recurrence 

as a Thought Experiment

112.10.31　張晉慊 從占卜見易理：金錢卦占卜探討與

實作教學

二、學術活動

本系主辦，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西班牙巴賽隆

納大學哲學系協辦之「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actical 

Philosophy across East Asian Traditions（跨東亞傳統實踐

哲學國際會議）」，於 10 月 6-7 日舉行。

30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3　陳怡萱 重思原住民保留地的集體性：以金

崙地熱開發案為例

112.10. 6　林郁芳 在地知識與空間規劃：以生態系統

服務分析促進原鄉土地永續治理

112.10.12　卓浩右 來去拉丁美洲做研究：一個關於

墨西哥邊境工廠的民族誌

112.10.26　Marie-Paule Hille　The Cult of Saints in a 

Muslim Community in Gansu: Between 

Resis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112.11. 1　田軒豪 平埔青年的文化復振

112.11. 2　黃　昱 民族學與音樂創作

112.11. 8　李孟儒、李政政　大洋洲政治多樣性：區域

關係與原住民外交

112.11. 8　王子嫣 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經驗分享 

—從課輔陪伴到認識移民家庭

112.11. 9　柯哲瑜 民族學與文創產業

112.11.15　廖昱凱 追尋蝦子︰臺灣地理學家與越南多

點民族誌

112.11.16　林芳儀 民族學與博物館展示教育

112.11.16　劉子愷 構想研究計畫︰從什麼是問題意

識談起

112.11.24　劉子愷、Juliet Paulsen、Austin Pope、Paula 

Tolton　Migration, Return, and (Im)

mobility in the Post-Pandemic Milieu

112.12. 7　廖慈惠、閃淑娟　多元文化的共榮與共好

112.12. 7　陳叔倬 當代原住民族的人口、社會與政

治

112.12.13　金其琪 遷移者的藝術表達：香港移臺創傷

經驗的合作民族誌試驗

112.12.13　郭益昌 製造妥協：中國與巴紐冶煉廠員工

的工作關係與身分認同的轉變

112.12.20　江婉綺 我的臺北生活與田野

112.12.20　許韋晟 原住民族語言復振推動現況

二、學術活動

1. 本系 11 月 13 日辦理《異地安身︰臺灣的東南亞田野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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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一、學人動態

萬依萍特聘教授榮獲本校 112 年度教師及研究人員

申請國科會研究獎勵。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4　李衣雲 變形與符號化的漫畫文法

112.10.18　George van Driem　Language Evolution and 

the Symbiotic Theory of Languag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Symbiosism and 

Symbiomism

112.12.27　郭令育 華語人工電子耳兒童語言發展的預

測因子：早期詞彙組成及家長語言

輸入

三、學術活動

蕭宇超教授於 12 月 18 日舉辦政治大學外語學院深

耕子計畫：英語、華語與臺語童謠的口語藝術及其相關

議題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蕭宇超 英語、華語與臺語童謠的口語藝術

32

歐淑珍 歌曲中的語言韻律

Thomas Sellari　Rhythm, Pulse, and Meter in Free Verse in 

English

凌旺楨 漢語聖經經文入樂之策略：以〈唱的聖經〉為

例

黃　婷 彈指之間的韻律覺醒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一、學人動態

楊瑞松特聘教授、崔國瑜副教授榮獲 112 學年度國

科會研究獎勵。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 9.27　Matthew Augustine　Resettlement during the 

American Interlude in Northeast Asia

112.10. 5　邢義田 新材料、新思路—對上古史研究

的新開展

112.10.13　劉世珣 當動物變成藥：阿膠的歷史文化考

察

112.10.17　雷祥麟 科學文化權威的黎明

112.11. 3　皮國立 強身與壯陽：近代中國到戰後臺灣

的荷爾蒙藥品

112.11.15　洪仕翰 與過去的自己對話：從學術逃兵到

出版編輯的奇幻旅程

112.11.23　Ross Feingold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nd Geopolitics

112.11.29　杜晉軒 為何他們在臺灣？馬來西亞華人漂

向北方的 70 年

112.11.29　吳穎錫 China: Angel or Dragon in Latin America?

112.11.29　莊仁傑 柔佛古廟遊神：從華人史到東南亞

史

112.12. 4　楊秀菁、趙士弘　歷史教育：課綱＊教育現

場

112.12.12　王文基 戰後臺灣精神醫學論述中的文化、

遷徙與精神疾患

112.12.15　黑田明伸　從全球貨幣史來看的中華帝國制

度的特殊性

33

了嗎？—留美時期的楊牧與被完

成的將來

112.12.11　熊宗慧 塔可夫斯基的《潛行者》—幻想

時間與現實時間

二、出版訊息

臺灣文學學報‧第 43 期

112 年 12 月，篇目：〈臺灣古典詩的 SARS 疫情書寫〉（李

知灝）、〈在身心健全主義底下：戒嚴時期袁瓊瓊小說

的「身心障礙」和「家醜身體」〉（紀大偉）、〈廢墟與靈

光：鍾文音「母病三部曲」─《捨不得不見妳》、《別

送》、《訣離記》探析〉（陳韻如）、〈銘刻處境：《老鷹，

再見》、《柬埔寨旅人》的旅遊敘事〉（林淑慧）、〈「心」 

「物」相融─論蕭蕭散文中的茶書寫〉（李翠瑛）、 

〈《臺灣文學的世界之路》書評〉（林姵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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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20　許栢昂 你遇過的人生難題，戲裡都有解

112.10.20　鍾宗憲 教育部國教署國語文課程與教學輔

導諮詢團隊中央團

112.11.17　黃福鎮 新聞 ABC

112.11.29　葉秀娟 關於我和你變成國文老師的這件事

112.12. 7　林榮森 漢字書寫的美學詮釋與時代精神

112.12.26　莊金梅 金聲梅影—唱出不同凡響的歌仔

戲

二、學術活動

本系與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於 12 月 2 日合辦

「2023 年第四場經學講會」—千年底蘊：經學的延續

與新境︰

34

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4　蔡景昌　周易序掛與天文

112.11.21　陳康寧　《莊子》的他者倫理學

112.11.22　陳威瑨 社會在走，太卜要有：《左傳》中

的《易》占

二、研究計畫

1. 112 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陳政揚 氣性一路如何安立道德：以明代後天型氣學為

中心

劉怡君 元代老子學理論框架的創構—以鄧錡《道德

真經三解》為論述核心

2. 民間產學合作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陳韋銓 《鸞藏》第二輯

三、學術活動

1. 劉怡君副教授 11 月 21 日至高雄餐旅大學通識中心演

講，講題︰「穿越時空遇見老莊」。

2. 本所 12 月 15 日主辦「2023 中華經典與研究學術研討

會」。

3. 本所 12 月 14 日主辦「第十九屆青年經學學術研討會」

（實體、線上）︰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吳文文 以清華簡等出土文獻校釋《老子》八則

梁　濤 黃侃手批《毛詩》符識釋例

王予立 鄭玄的井田制理論

范旭艷 《大戴禮記 ‧ 易本命》在清代的詮釋與知識轉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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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2.18　王鴻泰 明代文武關係與武俠文化

112.12.19　許維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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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2.22　謝歆哲 速斃、全屍與冤抑：透過絞刑看近

代中國死刑執行文化

三、學術活動

政大歷史系 10 月 25-28 日與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

科，共同進行「東アジア近現代史大学院生交流ワーク

ショップ」學術會議。

四、出版訊息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59 期

112 年 11 月，篇目：〈聖言東傳：楊生神父書信中的魯

南傳教事業（1879-1897）〉（吳蕙芳）、〈二十世紀上半

葉中國佛教的戒律復興—以弘一法師對在家戒律的闡

釋與宣傳為中心〉（林盈君）、〈「四一五」清黨前廣州

國民黨左派的反共轉向—以《現代青年》為中心的研

究〉（彭毅聰）、〈「英格蘭是一座島」：英格蘭島嶼性

的成形與再現（中古至十六世紀）〉（林美香）。

主講人　　　講　　　　　　題　　

張琬瑩 詮釋與建構：黃彰健先生的經學與古史考辨

王詩評 二十世紀華文易學史書寫概論

黃澤鈞 晚清「金石學」到民初「古籍新證」的典範轉

移

陳韋銓 經學所的發展沿革與未來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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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真 《儀禮 ‧ 喪服》「報」字解

王麒瑋 論《莊子・齊物論》的環中思想

呂依依 從葉時《禮經會元》一書略論王安石《周禮》

學在南宋的評價

趙　暾 語言 ‧ 考古 ‧ 歷史地理學視域下的解經之法

─《左傳》地名訓解二題

鄭佑瑩 《詩經》採摘詩的文化及創作特性─對比今

存民間與客家採摘歌謠

張郁涔 中華茶道與《孟子》「誠」之融攝研究

顏偉珉 《詩經》的巫術性質：以白川靜歌謠咒言為進

路

劉子銘 重探《史記》張釋之執法中之「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也」

趙　磊 〈周南•漢廣〉創作時地及其內涵演變蠡測─

兼論「周公奔楚」之地望

林冬瑩 平心體會，觀其規律─《詩經》中「言」字

之多元意涵探析

國史館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5　林滿紅 兩岸情勢、國際法與正義原則—

以開羅宣言、舊金山和約與臺北和

約為中心的討論

112.10.12　蕭世暉 解殖民的文化地景再現：以泰雅族

人繪製「會吟唱的地圖」為例

112.10.19　張隆志 從博物館看見臺灣：以臺史博 2.0

為例

112.10.26　張四德 他山之石：多元族群與美國歷史書

寫的辯證關係

112.11. 2　歐素瑛 四六事件案外案—臺電總經理劉

晉鈺和他的兒子們

112.11. 9　利亮時 從臺灣客家到東南亞客家：社團經

營模式的異同

112.11.16　洪芳怡 戰後十年臺灣聲音景觀：以流行音

樂為中心（1946-1956）

112.11.23　李筱峰 圖說臺灣史

112.11.30　戴寶村 檔案中的庶民百姓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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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2. 7　陳秀琪 臺灣客語的語言活力評估與客語復

振

112.12.14　陳昶安 蔣經國的首次訪美行

112.12.21　李癸雲 阿媽的料理和黑貓時代—詩與紀

錄片的歷史重構

112.12.22　林玉茹 向海立生—曹永和院士「臺灣島

史」史觀的理念和實踐

112.12.28　蕭瓊瑞 重新認識黃土水

二、學術活動

1. 國史館 10 月 31 日與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合辦《蔣中正

日記（1948-1954）》新書發表暨座談會。

2. 國史館 12 月 9 日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合辦「臺灣原住民族史專題計畫」第四期成果發

表會。

3. 國史館 12 月 30 日舉辦《蔣經國日記（1970-1979）》

新書發表暨座談會。

4. 國史館修纂同仁學術討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26　歐素瑛 從蓬萊俱樂部到日僑互助會—戰

後初期在臺日本人的結社組織及其

活動

112.11.30　林秋敏 重返 VS. 加入—1990 年代臺灣對

於參與聯合國的爭議

112.12.21　林孝庭 國共內戰、東亞秩序、與「中華

民國到臺灣」

5. 國史館 12 月 16-17 日主辦「多元史料的交光互影—

戰後臺灣史研究新階段學術討論會」︰

主講人　　　講　　　　　　題　　

林孝庭 檔案中的李登輝與臺灣務實外交

吳淑鳳 1950-60 年代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情報合作—

以雙方協議為中心的考察

張世瑛 「蔣總統」的人才庫—以侍從室檔案為中心

的探討（1948-1988）

羅國儲 國史館藏青年黨籍監委《陳翰珍日記》介紹及

其史料價值

陳儀深 重新認識八二三砲戰—以兩蔣日記為線索的

討論

蘇聖雄 蔣經國與陳誠的關係—以日記為中心的探討

陳昶安 蔣經國與中央心理作戰指導會報

陳頌閔 復員與轉化：美國與戰後中國空軍的改組（1945-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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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李居編，112 年 12 月。

8.宗像隆幸與彭明敏往來書信集

陳儀深主編，112 年 12 月。

9.蔣經國日記

蔣經國著，歐素瑛、張世瑛、廖文碩、陳昶安、陳梅

萱編輯校訂，按日記年度分冊出版，分別為 1970、

1971、1972、1973、1974、1975、1976、1977-1978、

1978-1979 等共 9 冊，112 年 12 月。

10. 美國國家安全與對臺政策檔案選譯（一）︰杜魯門

至艾森豪時期（1947-1961）

廖文碩編輯，112 年 12 月。

11. 美國國家安全與對臺政策檔案選譯（二）︰甘迺迪

至詹森時期（1961-1969）

廖文碩編輯，112 年 12 月。

12.從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到臺灣關係法史料彙編

吳淑鳳編輯，112 年 12 月。

13.臺灣環保運動訪談錄

許瑞浩、張世瑛訪問，林映汝、李仕寧、吳淑鳳、

林佳瑩記錄整理，112 年 12 月。

14.國史館館刊‧第 78 期

112 年 12 月，篇目：〈由「重整後臺灣省工委」案

看調查局對自首自新分子之運用〉（林正慧）、〈劇

本與劇本之外—美麗島事件之構陷脈絡〉（陳佳

宏）、〈情治機關對異議人士的監控：以林義雄檔案

為例（1977-1993）〉（蕭李居）、〈東亞冷戰下的臺

日政治角力—日本設置高雄總領事館過程之考察〉

（任天豪）。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訊息

1.「客家」業主：清代臺北新莊地區的潮州、汀州籍移

民及其移墾事業

陳志豪、黃宥惟，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客家委員會出

版，112 年 10 月。

2. 阿巴里與高一生：文獻與口述的交織

高英傑口述，胡斐穎、劉仁翔訪談整稿，112 年 10 月。

3. 法國身‧臺灣心—吉雷米口述訪談紀錄

吉雷米口述，石瑞彬、李澍奕訪談紀錄，1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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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佳宏 戰後林獻堂之國際政治觀

前田直樹　「1 ＋ 1 ＝ 1 ＋ 1」：臺灣定位與前期佐藤政

權對中臺政策

李仕寧 總稅務司之外：《李度在華日記（1943-1954）》

介紹

李福鐘 婦聯會的黨國角色

廖文碩 1950-1970 年代臺灣戒嚴法令重申修正研議

蘇瑞鏘 威權鬆動時期的民主發展—以第六屆臺灣省

議會的黨外議員為中心（1977-1981）

陳進金 口述歷史 vs. 檔案—尋找 1950 年大肚紙廠案

的賴銀海

林本原 彭明敏出逃後：國民黨政府對謝聰敏與魏廷朝

的罪名羅織

林果顯 1950 年代香港僑辦刊物的跨境傳播：《新聞天

地》的言論 空間與限制

曾士榮 《黃繼圖律師日記》與戰後臺灣史研究：個人

私密視角所見的新竹地方選舉

許峰源 「辱華禁映」的好萊塢電影《聖保羅砲艇》

陳世局 從《賴名湯日記》看聯勤自力更生武器裝備的

建新計畫（1963-1967）

洪紹洋 石滋宜、自動化服務團與中小企業

三、出版訊息

1.蔣中正日記（1948-1954）

（全套：精裝）蔣中正，112 年 10 月。

2.總統好！我們來自非洲

陸瑞玉、吳恭全、楊騏駿、吳長諭、劉濟寬、陳君豪，

112 年 11 月。

3. 馬卡道族萬金部落歷史研究︰從湧泉帶到礫石地︰萬

金庄的流轉之路

潘麒宇、陳冠章，國史館、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合作出版，112 年 11 月。

4.雅美族紅頭部落歷史研究

夏曼 ‧ 藍波安、林嘉男，國史館、原住民族委員會

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合作出版，112 年 11 月。

5. 卑南族阿里擺部落歷史研究︰地圖中隱沒的阿里擺部

落

林清財、許秀霞、董恕明、賴靈恩，112 年 11 月。

6.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史明相關案件史料彙編

吳俊瑩、歐素瑛、陳世局、黃翔瑜編，112 年 12 月。

7.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廖文毅案史料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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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蕃事件調查研究

葉神保 drangadran validy，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原住

民族委員會出版，112 年 12 月。

5. 臺灣文獻‧74 卷 3、4期

74 卷 3 期（112.9），篇目︰〈王世慶先生與臺灣文獻

研究專題導讀〉（洪健榮）、〈戰後臺灣史研究在海外

的擴展與深化：以王世慶先生之人際網絡為中心〉（何

義麟）、〈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撫墾署與蕃情研究會〉

（陳偉智）、〈日治時期臺灣業佃會之成立及其運作

（1908-1938）：以農政官員的論述為中心〉（林文凱）、

〈戰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遺緒：以社有地保證金的

返還為中心〉（何鳳嬌）、〈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對樹林

酒廠的接收與經營（1945-1969）〉（林佩欣）、〈媒體

與特務：以林頂立辦《全民日報》（1947-1951）為中

心〉（歐素瑛）、〈王世慶先生對《臺灣總督府檔案》

的介紹、管理與研究〉（張家榮）、〈動物糧食：戰後

臺灣的飼料工業與雜糧生產、流通〉（李力庸）。

74 卷 4 期（112.12），篇目︰〈中臺灣區域研究專題導

讀〉（許世融）、〈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1965）

前後天主教會禮儀用品的變化：以臺中教區第一總

鐸區教堂文物為例〉（賴逸蓁、許世融）、〈從戰後臺

灣的國家文化論述看臺中市民俗公園的創建與詮釋〉

（林蕙安）、〈地方志編纂的史料運用：以《續修南投

市志》〈沿革篇〉、〈社會篇〉為例〉（邱正略）、〈臺

灣鸞堂的鸞筆形式與變遷：以儒宗神教為中心〉（王

志宇）、〈余登發父子叛亂案的政治救援與民主運動〉

（蘇瑞鏘）、〈從齋教到人間佛教：以南投靈山禪寺的發

展為例〉（邱敏捷）、〈清康熙年間的鹿港補遺〉（蕭信 

宏）、〈臺中市各區人口成長類型之探討（2010-2020）〉 

（周國屏）。

國立故宮博物院

一、展覽

1. 古畫動漫—明仇英漢宮春曉（民國 112 年 9 月 26

日至 12 月 24 日）。

2. 愛硯成癡特展（民國 112 年 9 月 28 日〜）。

3. 巨幅名作 III（民國 112 年 10 月 3 日至 113 年 1 月 7 日）。

4. 國寶聚焦 Ⅳ（民國 112 年 10 月 6 日至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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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筆歌墨舞—故宮繪畫導賞 III（民國 112 年 10 月 6

日至 12 月 24 日）。

6. 筆墨見真章—歷代書法選萃（民國 112 年 10 月 7

日至 113 年 1 月 7 日）。

7. 院藏清代歷史文書珍品：皇家建築圖檔文獻（112 年

11 月 18 日至 113 年 2 月 18 日）。

8. 無界之涯—從海出發探索十六世紀東西文化交流

（民國 112 年 11 月 23 日至 113 年 2 月 18 日）。

9. 祀與戎：古代兵器攻略（民國 112 年 12 月 1 日〜）。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4　華　瀾 中國祭祀圖像：從肉身到神像，從

寺廟到家壇

112.10.17　何炎泉 國寶進行式—「筆歌墨舞」、「筆

墨見真章」、「國寶聚焦」與「巨

幅名作」中之國寶與未來國寶

112.10.25　Jorrit Britschgi　To Provide Insights and Trends 

That are Transforming Museums

112.11. 2　許郭璜 五代南唐稀世之珍—相關趙幹

〈江行初雪〉的觀點與疑點

112.11.28　余佩瑾 不以海為界的跨域交會—從十六

世紀貿易瓷出發

112.11.28　許媛婷 漂洋過海的番作物—十六世紀不

期而遇美食篇

112.11.30　蘇峯楠 把世界畫出來！ 16 世紀歐亞人群

跨域交流中的地圖與全球輪廓

112.12. 6　李玉珉 從〈畫梵像〉談南詔、大理國佛教

信仰

112.12. 7　林麗江 藝術史探案：仇英《臨宋元六景圖

冊》之謎

112.12.17　謝艾倫 諸聖的遺跡：基隆和平島 B 考古

遺址

112.12.22　蔡承豪 「東番」、「高砂」與「福爾摩沙」：

17 世紀前期的臺灣競逐

113. 1.12　王亮鈞 以臺灣地名命名的陶瓷—以安平

壺為例

113. 1.19　蔡君彝 出入懷袖、清風在握：中國的摺扇

藝術

113. 2. 6　方令光 略談明代書家豐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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匣〉〉（陳慧霞）。

第 489 期（112.12），篇目：〈相遇東西—《程氏墨

苑》中的四張銅版畫的仿製與影響〉（林麗江）、〈基

隆和平島出土西班牙殖民時期相關遺物〉（謝艾倫）、

〈單冀凱旋？閩人董伯起的意外東瀛之行〉（蔡承 

豪）、〈百年島形 ‧ 多方交「繪」—探索院藏〈沙

勿略墓園與三洲島圖〉〉（蘇峯楠）、〈「院藏清代歷

史文書珍品—皇家建築圖檔文獻」展覽簡介〉（鄭

永昌）、〈揮翰學書—書法跨域新媒體展策展經緯與

概介〉（鄭佳耀）、〈怪魚與牠們的產地—關於《海

怪圖記》的歐洲身世〉（方慧潔）、〈從寓意於書畫到

寓意於自然—蔣溥畫《御製詩意》冊中的三友軒〉

（賴嘉偉）、〈各式白光 LED 的發光特性及展示有機

材質文物之適用性探討〉（張琳）、〈淺談宋郭熙〈觀

碑圖〉軸賞析與修護紀錄〉（郭倉妙）、〈帽合形離—

黑笠與宕巾〉（朱龍興）。

2.故宮學術季刊‧第 41 卷第 1期

篇目：〈從書寫習慣的新視角重新審視〈辨脈法〉的

作者考據〉（林智堯、楊仕哲）、〈權力與符號的流轉：

明代中期藩王府五爪龍紋瓷器〉（尹翠琪）、〈日治前

期臺灣「美術」概念的移植與形成—以博覽會與官

方展覽會為探討中心〉（邱函妮）。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7　霍晉明 新世紀的人文關懷與道德實踐

112.11.21　袁保新 我的中國哲學探索之路

112.12. 5　黃兆強 唐君毅先生的文思哲思想

112.12.12　曾昭旭 從西方的沒落說起—論中國文化

之大中至正者何在

二、學術活動

本系與儒學研究室於 12 月 15 日舉辦「中國哲學的

傳承與永續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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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術活動

1. 本院 10 月 3 日至 12 月 8 日舉辦「故宮 X 龍山寺遊藝

思—學子嗨 FUN 參訪北部院區」。

2. 本院北部院區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20 日舉辦「四時進

宮—故宮樂齡月　花影茶香好玩藝」。

3. 本院北部院區 11 月 10-26 日舉辦「古人 All Pass 秘

笈—故宮青年志工主題導覽活動」。

4. 本院北部院區 11 月 24 日舉辦「博物館開放授權與 AI

應用國際論壇」。

四、出版訊息

1.故宮文物月刊‧第 487-489 期

第 487 期（112.10），篇目：〈國寶進行式—「筆歌

墨舞」、「筆墨見真章」、「國寶聚焦」與「巨幅名作」

中之國寶與未來國寶〉（何炎泉）、〈也是科技考古 

—乾隆朝澄泥硯研製的成品〉（嵇若昕）、〈趙左對

董其昌畫學的實踐〉（高明一）、〈圖像的血統—院

藏〈生命之樹紋繪染掛飾〉的紋飾解謎〉（林宛萱）、 

〈淺談馬少宣款內畫鼻煙壺及其作者〉（申亮、王鑫）、

〈故宮展廳燈光優化座談紀實〉（黃雯瑜）、〈博物館

展示照明實務交流—以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為

例〉（翁誌勵）、〈淺談書畫卷軸夾口的修護—以院

藏宋蘇漢臣畫趙孟頫書〈萬國朝宗圖〉卷為例〉（施

雯文）、〈初探國立故宮博物院資料開放之界限〉（毛

舞雲）、〈「魔法與自然崇拜—凱布朗利博物館亞洲

典藏賞析」演講紀實〉（蔡昕容）、〈那一晚「東江米

巷」的暗夜惡火—十八世紀朝鮮使節在會同四譯館

的驚魂夜〉（許媛婷）。

第 488 期（112.11），篇目：〈異地相逢—朝鮮王朝

與清宮藝術交會特展〉（朱龍興）、〈時代印記—國

立故宮博物院藏〈北洋海岸圖〉試析〉（鄭永昌）、〈此

後再無《皇華集》〉（吳政緯）、〈朝鮮王室白瓷的生

產體制與變遷〉（方炳善）、〈關於「朝鮮王朝與清宮

藝術交會」特展的朝鮮陶瓷〉（林容伊）、〈記 2023 年

第 3 季「翰墨空間—故宮書畫賞析」〉（林宛儒）、 

〈古木奇姿—人氣國寶文物選介〉（策展團隊）、〈淺

談日語導覽—以日本修學旅行的學生為對象〉（林

鬱芯）、〈誰訂閱故宮南院 Facebook 粉絲專頁，挑戰

與機會〉（羅勝文、許桓翊）、〈金銅佛文物攝影棚拍

實錄—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楷棟堂佛像拍攝專案為

例〉（王钜元）、〈硯的書寫好夥伴們—清〈玉筆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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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1. 2　許燦煌 許燦煌文庫特藏—越南文獻與史

料

112.11.23　徐雨村 土地神信仰的比較研究：馬來西亞

大伯公與臺灣福德正神

112.11.30　王信杰 蒙元法制對明律的影響

112.12. 1　吳俊芳 臺韓的黑暗觀光與和平

112.12. 5　林信成 科技與人文的跨域

112.12. 6　楊　潔 馬來西亞性別意識的社會推廣

112.12.13　曾聖文 海洋保育與永續利用：大學的研究

發展與社會實踐

112.12.13　莊仁傑 柔佛古廟遊神：歷史資料與田野調

查

112.12.14　許朝祺 近代早期英格蘭的憂鬱與瘋狂：思

想、社會與醫療史的多重探索

112.12.19　劉世安 史學的基本觀念和中國史學的理念

112.12.20　鄭名烈 馬來西亞地方史的建構：以麻坡武

吉巴西為例

112.12.21　張書銘 你／妳可能不知道的越南華人！？

112.12.21　黃庭碩 從圓仁與成尋行記看唐宋政府對外

國僧人的移動管理

112.12.22　陳志豪 1884 年滬尾之役與臺灣本地武裝集

團的動員

40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2　梁文菁 二十一世紀英國國家劇院舞臺上的

女性劇作家

112.10. 6　尉培樂 我們如何透過語言感知時間？—

以波蘭語和漢語為例

112.10.11　李歐梵 迷踪達道：我求學的心路歷程

112.10.13　林文蘭、林芝婷　大學生的必修課：培養性

別友善與多元視野

41

112.10.17　高旭寬 性別不服從—身體、關係與表達

112.11. 3　王鼎豪 校園新生活—適應、融入與自我

實現

112.11.10　陳顯衢 AI 及數位工具對聽說教學的影響

及改變

112.11.29　張　洋 從舊愛到新歡—詩詞吟唱的展演

轉變

二、出版訊息

清華中文學報‧第 30 期

112 年 12 月，篇目：〈北大秦簡〈魯久次問數於陳起〉

補說─兼論中國古代看待「數」之兩類觀點〉（邴尚

白）、〈從體證到舉業─陳琛《四書淺說》經典詮釋考

察〉（陳逢源）、〈論湛若水之「敬」與動靜關係〉（張莞 

苓）、〈文化傳統之派匯：論湯用彤、蒙文通的思想史研 

究〉（余一泓）、〈論唐代詠物七律的發展、新變與影響〉

（徐國能）、〈《禪宗頌古聯珠通集》頌古詩中的「漁歌」

寓意與「歌」的喻指〉（楊珮君）、〈曾心儀小說中的女

性性工作者研究〉（戴華萱）。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1. 1　王偉雄 「永恆回歸」作為一個思想實驗

112.11.29　Michel Dalissier　The Anti-Cartesianism of 

Hans-Georg Gadamer

42

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1　黃美娥 跨疆界、跨領域的文學研究新視線 

—從新竹到亞洲

112.10.17　洪惟仁 語言學能不能追溯過去、預測未

來？

112.10.27　陳銘磻 從報導文學到文學旅行紀行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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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1. 8　黃琇苓 AIGC_AI 時代下語言教學設計︰數

44

112.10.31　韋煙灶 新竹地區語言區的彤塑與世居居民

祖籍分布之關聯性研究

112.11.11　黃子堅 馬來西亞華人地方史的沿革：民族

認同與國家歷史

112.11.14　范文芳 臺灣客家話的語音特徵及次方言差

異

112.11.17　楊麗珠 從童詩教學實務到《璀璨的明珠：

林煥彰童詩研究》的誕生—兼論

臺灣當代（戰後）童詩發展

112.11.22　吳漠汀 「俊男美女的調笑」—西方早期

《紅樓夢》接受研究

112.11.24　林新惠 科幻之為現實：幻設文學的閱讀與

寫作

112.12. 6　王梅香 如何透過史料研究文學？以美援文

藝體制為例

二、學術活動

1. 黃雅莉教授 10 月 2 日於彰師大「人文講堂」演講，

講題：「古典詩詞的審美感知—談意象、意境、境

界的差異與關聯」；10 月 27 日於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演講，講題：「一切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傳—

從生命敘事視角解讀王定國小說對自我的改寫與重

構」。

2. 本所於 11 月 10-12 日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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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與臺灣語文學會於 10 月 13 日合辦「第八屆青年

學者臺灣語言學術研討會」︰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王品程 論臺語「無一定」、「無定著」、「無的確」

市川春樹、多田惠　針對日本人臺語教材的幾項問題

宋姿妤 從臺灣東部四海話探究客語標準化及客語政策

宋慈鴻 論臺語光桿名詞做照應詞使用─以《臺語經

典笑話》為語料來源

李天群 論臺灣閩南語 [nəŋ6]/[nui6]、[lan6]、[luan3] 的

本字及相關問題

邱偉欣 用相依語法 ê 觀點探討台語動詞「有 (ū)」ê 結

合力款式。

洪嘉蘋 《本草綱目》除去語義場研究

胡均立 獅潭四縣客語語尾助詞的語用初步分析

翁曉萍 對作詞人武雄的臺語流行歌詞看臺灣民俗文化

馬書昀 《新編中等支那語教材教本》教材教法初探

馬慧君 成人原住民族語言教材內容設計研究─以初

級布農族語言能力為例

高清菊 原住民族語的復振之路─以賽夏族語為例

張于涵 早期長老教會白話字的教學方法探討

張昕宸 閩南族群對不同腔調的語言態度及本土語言政

策看法─以彰化地區鹿港腔、永靖腔、普通

腔為例

張育慈 閩南語 kā句式的分級排序研究

張家維 從類推和詞頻來分析大專生臺語的誤讀現象

莊銘彥 Unicode 時代臺語漢字資訊設備顯示問題及解

決方案初探

陳願竹 1926-1945 年《臺灣教會公報》藝術新知類文章

分析─以〈聲樂雜談〉、〈聲樂餘談〉、〈介紹

聖畫〉為例

曾櫳震 臺灣華語的中古舒聲韻通攝字語音現象研究

黃雅雲 高雄市某國小實施本土語言教學現況與困境之

研究

楊巽彰 嘉義縣西海岸地區的閩南方言交錯現象研究

葉盛暘 《臺灣土語全書》中的語彙假名拼音特色

劉芝芳 賽考利克泰雅語主格標記 qu 不完全是主題標記

劉思瑀 「媽祖遶境」融入小學臺語教學之研究─以臺

中市文武國小高年級為例

潘俞翔 試論賽夏語和布農語的 CCV(C) 詞根︰共時與

歷時分析

蔣富翔 臺中沙鹿地區泉腔方言研究─中、老年層元

音與聲調調查分析

賴怡臻 「轉型正義」相關的人權議題融入臺語教學─

以臺中市大同國小高年級為例

賴凱翔 太魯閣語語言轉移及語音變化

三、出版訊息

新竹在地文化與跨域流轉：第五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

林佳儀主編，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1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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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7　劉政諺 2023 美國語言學會語言學學院

（LSA Linguistics Institute）參與心

得報告

112.10.27　Maria Polinsky　The Syntax of Exceptive 

Constructions

112.11. 1　Josiane Cauquelin　Linguistic Evidence of the 

Decline of Shamanism in Nanwang 

Puyuma: 40 Years of Language 

Documentation

112.12.25　佐久間康之　Cognitive Effects of Early 

English Education in Japa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Working Memory

112.12.25　何　敏 Developing English-syllabic Awareness 

in Japanese EFL Learners: Insights 

from L1 Psycho-linguistic Evidence 

an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Chinese EFL

二、學術活動

1. 本所 11 月 9 日舉辦「清華大學語音實驗室構音研究

討論會」︰

主講人　　　講　　　　　　題　　

黃　婷 Tongue Shapes of the Pharyngeal Consonants in Amis

蔡宜瑾 An Articulatory Study on Taiwanese Glides

陳柏融 An Articulatory Study on Cantonese Glides

謝豐帆 An Articulatory Study on Word-level Prominence in 

Taiwanese Mandarin

45

2. 清華大學臺灣語言多樣性永續發展中心主辦，清華大

學語言學研究所、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協辦，

於 11 月 10-11 日舉辦「多言巧語：2023 清華語言學

論壇」。

3. 本所 12 月 15 日辦理「2023 年清華語言所學生學術工

作坊」︰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蔡宜瑾 An Articulatory Study on Glide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陳柏融 An Articulatory Study on Cantonese Glides

陳禹澔 The Effect of Linguistic Cues on Bilingual Speakers’ 

Sound Perception: An ERP Study

申堯燮 Chinese and Korean Resultatives

吳欣儒 The Processing of Non-Canonical Objects in Mandarin 

Chinese

吳盼惟 Investigating the Resolution Strategy for Chinese 

Null and Overt Subject Pronouns

葉芳綺 Reconstruction of Proto-Puyuma Phonology and Lexicon

宋硯之 Seediq: Phonology, Reconstruction and Subgrouping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1　姜照中 明代傣納人的種姓制度及其官種諸

氏族

112.10.17　Henning Klöter　Early Spanish- Chinese 

Encounter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Birth of Spanish- Chinese Lexicography

112.10.24　李孝悌 晚明泉州的士大夫

二、學術活動

1. 清華歷史研究座談︰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8　邱馨慧 荷蘭時代的跨域流動：離散的小琉

球人

112.10.18　陳麗華 日治時期的跨域流動：擴張的客語

家庭

112.11.22　李毓中 現存明代閩南西班牙語言文獻文本

關聯性及其編譯方法初探

46

位人文語言教學應用

112.11. 9　全茂永 卡社布農語隱喻

112.11.22　Aciang Iku-Silan　多元文化語境下的 AI 小幫

手：基於多媒體環境的决策引導聊

天機器人

112.12. 4　張榮興 從心理空間理論談詩中隱喻的解讀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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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22　蔡政良 aka la lima（不要被打敗）：都蘭部

落阿美族的傳統海洋知識與海洋保

護區的挑戰

112.11.27　楊芳枝 新臺劇的性別與族群再現：以花甲

男孩轉大人與俗女養成記

112.12. 7　謝文珊 從孟若（Alice Murno）短篇小說改

編電影《你的樣子》（Away From 

Her）談失智症疾病敘事與照護關

係為例

112.12. 7　黃雍熙 姜阿新洋樓與北埔姜家簡史

112.12.12　徐子懿 在殖民脈絡下發現「沒有帝國的商

人」荷屬臺灣的例子

112.12.13　李威宜 植物的多物種想像研究

112.12.19　陳樹衡 人文中的複雜，複雜中的人文

112.12.19　陳慕天 美感教育的社會創新旅程

112.12.26　江彥生 Modeling Like Arts: Agallery of the I 

have with Agent-based Simulat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3　周志遠 高效能計算—人工智慧發展的背

後推手

112.10.11　梁鈞筌 文學即戰力：從數位出版到文創提

案

112.11.22　吳東晟 不信中原不姓朱：古典詩中的鄭成

功

48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學術活動

1. 本系於 9 月 18 日至 11 月 17 日在游於藝迴廊辦理「半

線風情與磺溪精神篆刻展」展覽。

2. 本系於 12 月 6 日在游於藝迴廊辦理「浮動公佮孫的

臺語詩畫」展覽開幕式。

49

112.11.22　吳國聖 《滿洲實錄》滿蒙漢三語對勘研究

的歷史語言文獻學意義

112.12.20　黃一農 談 e 考據的研究方法：以避諱學為

例探索文科的新機遇

2. 本所 11 月 18 日與本校「物質流動與知識傳播：人文

與理工的對話」計畫協辦科學史委員會演講︰

主講人　　　講　　　　　　題　　

劉士永 Communicating Health among Ports: Quaranting 

Reporting Network in Modern East Asia

張純芳 近代東亞疾病地圖之研究：以傳染病為中心展

開

3. 毛傳慧教授 11 月 18 日於「物質流動與技術傳播」國

際工作坊，主講「18、19 世紀歐洲自然史考察與手工

業發展—全球視野下的野蠶知識建構」。

4. 英家銘副教授11月24日於中原大學應用數學系演講，

講題為「古代伊拉克數學—穿越四千年的人類文明

遺產」。

陽明交通大學人文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4　星純子 從日本的「區域研究／地域社會

學」漫談臺灣的「社區營造」

112.10.12　賴世若 貓裏文學行徑

112.10.16　郭憲鴻 打包你的單程旅行箱

112.10.18　黃瀚嶢 「溪畔記憶採集」認識頭前溪的植

物工作坊

112.10.23　林桂玲 18-19 世紀北臺灣客家社會

112.11. 1　林瑋嬪 馬祖的故事，臺灣的縮影：島嶼的

想像與未來

112.11. 5　施岑宜 水湳洞簡史

112.11. 6　劉懷仁 臺中東勢地區的客家傳統民宅

112.11. 8　吳明季 價值、本體論和主權：尋找原住民

參與部落發展的新可能

112.11. 9　謝世宗 陽剛文化的原始反終：論《山道猴

子的一生》

112.11.13　王威智 Vtuber 的表演政治

112.11.17　邱廉欽 時行好聽？客家歌仔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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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6　宋澤萊 如何讀文學史？

112.10.31　宋澤萊 臺語文學創作親身經歷甘苦談

112.11.15　宋澤萊 小說徵文比賽時有什麼獲獎的訣

竅？

二、學術活動

1. 臺灣文學學會主辦，本所承辦之「2023 臺灣文學與跨

媒介轉譯」學術研討會於 10 月 14 日舉行。

2. 陳彥君助理教授 11 月 25 日至臺中教育園區演講，講

題︰「中等學習臺語課按怎教」；12 月 18 日以《漢語

方言鼻音韻尾變異類型共時研究》獲國科會人文社會

科學中心專書出版補助獎勵。

50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學術活動

1. 胡其瑞助理教授 10 月 11 日至法鼓文理學院「看！ AI

它來了！！」工作坊，主講「AI 壤你不 BI（悲哀）：

生成式 AI 浪潮下人文研究的危機與轉機」；10 月 16

日至靜宜大學工作坊，主講「DocuSky 詞彙分析與視

覺化」；10 月 23 日、12 月 18 日分別至聯合大學工作

坊，主講「人文學者的好幫手：DocuSky 數位人文學

術研究平臺介紹」、「數位人文 DocuSky 詞頻分析實 

作」；11 月 2 日至臺南市 112-1 學年度高中歷史科專

業增能研習，主講「人文數位資料庫的簡介和實作」；

11 月 13 日與張智傑執行長至彰化師範大學「USR- 彰

化學系列講座」主講「數位走讀：以社區 GIS 實踐數

位彰化學 II 我們是怎麼完成『漫步在彰基』的？」；

11 月 25 日至中興大學中國近代史議題與趨勢冬季學

校，主講「從『史料未及』到『始料未及』—數位

史料資源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11 月 28 日、12 月

12 日分別於本校原資中心專題演講「部落 ‧ 觀光 ‧

然後呢？」、「部落跟著孩子去，我們帶著孩子走～崇

德小學堂的故事們」；12 月 8 日至法鼓文理學院「佛

51

學文獻數位化專題」授課，主講「文本分析與視覺

化」。

2. 李華彥助理教授 10 月 18 日擔任彰化女中「112 年高

中優質化計畫—歷史探究實作課程」系列講座講

師，主講「青色之城—呼和浩特蒙古汗由生變熟

的故事」；11 月 2 日擔任彰化師範大學「112 學年度

USR 系列講座」講師，主講「彰化縣志與古建築—

先人們的故事」。

3. 莊世滋副教授 10 月 21 日擔任 2023 年東吳大學 USR

計畫「士林學研討會」，主講「士林產業發展與社會

變遷」；10 月 30 日擔任「榮耀彰化 300 ︰彰化舊邑

創生論壇」講者，主講「北海道美愰町之林業創生發

展」。

4. 李宗信教授 11 月 12 日擔任吳三連基金會主辦「Fun 

Young 放漾青春玩歷史」研習營講師，主講「如何應

用歷史地理資訊系統研究臺灣區域史」。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1　福家道信　從翻譯開始，到心靈的故鄉去

─沈從文與日本的緣分

112.10.12　鄭相峰 多元角度理解的韓國文化

112.12.13　雷勤風（Christopher G. Rea）　瓜史：如何

以聯想為研究方法

二、研究計畫

國科會 112 年度新進人員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陳建銘 離夢躑躅：晚清民國舊體詩人的異鄉與故園

52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一、學人動態

1. 翁稷安副教授「歷史與圖像」課程「1980 至 1990 年

代初期臺灣黨外政治圖像資料庫的建立與大眾史學實

踐」獲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自 112 年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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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28　鍾正道 現代小說中的特寫鏡頭

112.12. 6　高嘉謙 臺灣＠南洋：關於浮羅人文的一點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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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7　林呈蓉 教育 21 世紀新人類？就先駕馭

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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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2. 陳瑢真助理教授獲中央研究院 113 年第 1 梯次「獎勵

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自 113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赴臺灣史研究所短期訪問研究。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2　林丁國 從日記看白色恐怖受害者的生命

經歷

112.10.25　邱士華 看「草蟲捉迷藏」裡的蝴蝶

112.11. 1　吳挺誌 明代西北官方養馬草場中的基礎建

設與人地關係

112.11. 6　許毓良 二二八事件的紀錄與迴響—以同

時期中國大陸期刊雜誌的報導為例

112.11. 8　林正慧 戰後臺灣的左翼政治案件探析

112.11. 9　胡　頎 歷史作為一種敘事：《宋書 ‧ 索虜

傳》中的南北拉鋸戰

112.11.10　胡　頎 陳言與新意：南朝史書所錄南洋表

文的再脈絡化

112.11.15　洪廣冀 東勢的林業

112.11.23　龍緣之 熊貓改變世界？

112.11.30　鄭螢憶 清代噶瑪蘭廳設置與沙丘人群的歷

史

112.12. 7　龍緣之 愛動物所以零皮草？時尚產業與環

境歷史之間的糾葛

112.12.20　甘懷真 在世界中的中古中國

三、研究計畫

本系 112 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陳瑢真 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大員商館的南向貿易

四、學術活動

1. 蔡思薇助理教授 10 月 15 日至臺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

演講，講題︰「臺北新公園的源流與歷史」。

2. 陳瑢真助理教授10月16日至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演講，

講題︰「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大員商館」；11 月 16 日至

雲林科技大學應用漢學所演講，講題︰「跨時空的荷

蘭戲劇：福爾摩沙圍城悲劇」。

3. 包修平助理教授 10 月 21 日於本校的人權教育青年培

力營演講，講題︰「巴勒斯坦問題與人權」。

臺北大學歷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1. 1　曾冠傑 口述歷史與地方文史：萬華經驗的

分享

112.11. 9　蔡承豪 天染之色—多重視角之下的臺

灣藍染歷史

二、學術活動

本系之學術講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5　伍碧雯 猶太人有事，我們沒事！ 1938 年

Évian 會議的猶太難民問題

112.11. 2　李訓詳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與道家史

觀

112.12. 7　王超然 中間地帶與一邊倒：國共內戰時期

中共的國際政治論述與宣傳機制

54

4. 本系於 12 月 15-16 日舉辦國科會歷史學門人才培育計

畫成果分享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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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一、學人動態

林瑋嬪教授以英文專書Island Fantasia: Imaging Subjects 

on the Military Frontline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2021（《島

嶼幻想曲：戰地馬祖的想像主體與未來》，2023）榮獲中

央研究院第十二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2　郭益昌 成為更好的人：中國與巴紐冶煉廠

員工的工作關係與身分認同的轉變

112.10.13　吳勁毅、鄭玠甫、林宏益　反思國家治理

系列—花蓮佳心布農舊社行動所

串起的復返迴路

112.10.20　黃宣穎 閱讀 KnowYourself：治療文化與中

國青年的自我塑造

112.10.24　黃冠閔 人文研究方法中的現象學與詮釋

學？

112.10.25　吳考甯（Courtney Work）　Spirits and Stories of 

the Land: Mapping Stories, Remapping 

History

112.11. 9　趙中麒 身處東亞巨龍旁：雜揉緬中關係

下的緬北贊米亞和緬甸國家／族

112.11.14　李鴻瓊 本體論的轉向

112.11.20　劉力葭 Understanding A Society from A burial 

Form: The Brick Tombs in the Eastern 

Han Sichuan Basin (ca. AD 2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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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20　Kumu Walis, Terau Leau　The History of 

Tahitian Dance ( From the 1st Contact 

with Europeans) Until the Heiva Festival

112.11.21　趙彥寧 人類學研究中的性別

112.11.23　高雅寧 異地安身：關於越南的田野調查故

事

112.11.23　許仁碩、謝竹雯　民主社會中的「老大哥」：

解密日本「公安警察」

112.11.24　徐進鈺 全球連結與仲接空間：特區作為方

法

112.11.24　洪伯邑 物流前沿：冷鏈、海洋空間政治與

臺灣的遠洋漁業

112.11.28　呂欣怡 環境人類學的當代進展

112.12. 5　黃冠閔 動態關係中的感觸論

112.12. 6　簡旭伸 人與環境關係：從條理視角到平滑

視角

112.12.11　邱茲惠 雲南考古近年發展

112.12.13　John Pouncett　(3D) GIS in Archaeology

112.12.15　Tatsuki Kataoka（片岡樹）　Baba Cemetery  

and Mahayana Chanting in Thailand: 

“Chinese”Religions Approached 

through Thai

三、學術活動

1. 113 學年度本系新聘教師候選人演講系列︰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2. 4　鄭玠甫 在臺日人的離散考古學研究：以山

區警察駐在所居民為例

112.12. 5　李克（Marco Lazzarotti）　說故事創造世界：

臺灣天主教村落中的地點、他者和

敘事

112.12. 6　艾理克（Eric Karchmer）　療癒脆弱的身體：

用中醫應對危險的世界

112.12.11　王儷螢 史前至歷史時期跨文化接觸下的在

地韌性—由淇武蘭遺址說起

112.12.12　李丹妮（Daniela Wolin）　骨骼的傳記：通

過生物考古學探索早期蒙古和中國

社會

112.12.14　郭益昌 製造妥協：中國跨國礦業公司在巴

布亞紐幾內亞面臨的在地化挑戰

112.12.15　卓浩右 踏出工廠外：國家力量和工人生活

2. 本系 12 月 23 日舉辦「東亞考古學交流工作坊」︰

112.10.24　黃文車 歌謠的跨界—從 30 年代臺灣歌

謠到海外福建歌曲

112.10.30　陳東昇 十九世紀末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處

境與選擇

112.11. 8　高維志 林亨泰風景‧熊秉明眼睛—冷戰

現代詩與法式批評

112.11.20　劉怡臻 青年學者經驗分享：壓不扁的小

花：我的文壇／學界求生術

112.11.28　楊富閔 故事的流轉：從《送葬人》、《花甲

男孩》到《花甲男孩轉大人》

112.11.29　李筱峰 林秋梧與臺灣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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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文學院

一、學術活動

1. 本院 11 月 7-15 日與臺文所、美國川流基金會合辦「百

年迷戀─裝置藝術」展覽。

2. 本院 11 月 21 日與臺灣歐洲聯盟中心、法國在臺協會合

辦演講活動，講者：法蘭西學院人類學 Philippe Descola

講座教授，講題：「Ways of Worlding: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3. 本院 12 月 8 日與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院主辦「臺大

與東大雙邊論壇」，主題：東亞與世界秩序變化（East 

Asia and the Shifts in Global Order）︰

主講人　　　講　　　　　　題　　

甘懷真 China and Japan in East Asia

清水剛 Infectious Diseases, Uncertainty and Management: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Japanese Companies before 

WWII

Ye Youyun　East Asian Confucianism’s Response to Global 

Capitalism: A Case Study of Eiichi Shibusawa’s “The 

Analects and The Abacus”

劉亦修 The Southern Spring Breeze: Taiwanese Popular 

Songs and Their Legacy in Hokkien-Speaking World 

in Southeast Asia

劉漢儀 Recognition and Naturalization of Japanese Wives in 

Taiwan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Ayuhiko Angelo Wada　Marriage 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overnmental Policy in 

Japa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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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講　　　　　　題　　

Mayke Wagner, Patrick Wertmann　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 

on Clothing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from about 

2000 Years Ago

Pavel Tarasov　Palaeoenvironments and Long-term Culture 

Change of Hunter-gatherers in Northern Eurasia: 

What Do We Know and What Would We Like to 

Know?

Christian Leipe　Insights into Plant Use and Cultivation in 

Tainan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and Metal Age 

Based on Archaeobotanical Remains from Waste Pits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學人動態

曹淑娟特聘教授 11 月 17 日榮獲教育部第 67 屆學

術獎（人文及藝術類）。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2　川合康三　杜甫的新面貌

112.10. 4　伍振勳 「道德」成詞的思想史考察：莊子、

荀子的「道德」論述意旨

112.10.12　顧永光 西周青銅器銘文與歷史記憶的問

題：重讀史牆盤與豳公盨銘文

112.11. 1　丁　亮 《老子》「無名」―欲望與自我

的符號解讀

112.11.22　顏崑陽 詩心未死，只待喚醒―讓我們都

做個「生活詩人」吧！

112.11.28　呂文翠 「游」與現代性：以王韜為中心

112.11.29　蔡璧名 「身輕」與「周身輕靈」：宋代身

體感與太極拳的共同演化

112.12.14　迪磊（Alexei Kamran Ditter）　以墓誌銘為例

探討中古中國的協作記憶

二、學術活動

1. 本系 10 月 14 日舉辦「曾永義院士《戲曲演進史》全

卷出版新書發表會」。

2. 本系 11 月 24 日舉辦《中國文學研究》第 57 期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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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屆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3. 本系 12 月 8 日舉辦「楊牧的人文蹤跡研討會」。

三、出版訊息

臺大中文學報‧第 83 期

112 年 12 月，篇目：〈論陸游〈姚平仲小傳〉及相關書寫

的敘事、志意與承變〉（廖安婷）、〈元明戲劇中的戰爭

與演武：以尉遲恭敘事為例〉（汪詩珮）、〈「萬死一生

真功夫」：試論王龍溪理想的「後天誠意」之功〉（張美

娟）、〈《周易》與後期水戶學的理論建構〉（陳威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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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Min Rethinking the Local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in the Early Era of the PRC: A Case 

Study of Visiting Groups, Foreign Traine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吳嘉浤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China among Taiwanese 

Local Intellectuals after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Using Journalist Nian Shun-yin’s Writings as a Clue

Kenji Matsuo　Sino-British Joint Trial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Xinjiang: Utilizing Chinese-Written 

Local Documents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王璟銘 British Attitude on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rry Parkes

二、出版訊息

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一百期

112 年 11 月，篇目︰〈東晉「沙門敬拜王者論爭」所反

映的禮制觀念和政治秩序〉（錢瑋東）、〈亡國悔書：王

夫之批評竟陵派的社會語境及思想析論〉（張歡歡）、〈楊

牧詩、文呈顯之儒者情懷與憂患意識探論〉（許嘉瑋）、 

〈辯護「無原則差別」論證〉（蕭銘源）、〈從 entropy 創

譯為「熵」檢視 AI 時代的譯者任務〉（鄭惠雯）。

臺灣大學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23　王偉雄 William James’s Pseudo—Epistemic 

Principles of Rationality

112.10.30　Charles H. Pence　The Causal Structure of Natural 

Selection

112.10.30　Alexandre Guay　Physical Possibilities from the 

Lagrangian Point of View

112.11. 2　Mark Siderits　Buddhist Non-self and Mereological 

Nihilism

112.11. 2　Jan Westerhoff　Three Main Arguments for the 

Idea of“Mind-only” (Cittamātra) in 

the Yogācāra School

112.11. 6　Geir Sigurðsson　Understanding Confucianism 

as 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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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damerian Approach

112.11.15　林義正 從《論語略講》談孔子學說的詮釋

112.11.16　陳志偉 The Resolution of Crises in Math History

112.11.20　Cameron Buckner　Moderate Empiricism and 

Deep Learning Research

112.11.25　末永高康　「記」的形成—以變除禮爲例

112.11.27　末永高康　新出土資料與中國古代思想史的

重構

112.11.28　末永高康　《儀禮 ‧ 喪服傳》與子思思想

112.12. 4　Martin Pickup　Where is God? Divine Presence 

and Location

112.12. 5　Matthew McGrath　The General Project: 

Motivation and Defense

112.12. 6　Matthew McGrath　Do We Have Positive 

Epistemic Duties?

112.12. 7　Matthew McGrath　The Problem of Suspension

112.12.10　Matthew McGrath　Should Have Known and 

Epistemic Appropriateness of Belief

112.12.18　Harald Wiltsche　The Coordination Problem: 

A Challenge for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of Science

二、學術活動

1. 本系 11 月 5 日舉辦「禮、情與倫理：國際視野下的

日本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 本系11月25日舉辦「中國古代思想中的『禮』與『法』

概念」國際學術研討會」。

3. 本系 11 月 3-4 日舉辦 2023「國際中觀學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Jan Westerhoff　Does Causation Entail Emptiness? Abhidharma 

and Madhyamaka Perspectives

Mark Siderits　Has Candrakīrti Refuted a Humean Account of 

Causation?

M. David Eckel　Bhāviveka’s Argument for the Possibility of 

Rebirth in Tarkajvālā III

姚治華 Emptiness as Dependent Designation: On Interpreting 

the Mūlamadhyamaka- kārikā XXIV.18

康　特 Circular Dialectics in Jizang’s Application of the 

Catus
·
kot

·
i

林恕安 The Validity of Candrakīrti’s Critique Against 

Bhāviveka: A Re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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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haniel Sharadin　Encroachment, the Zetetic Turn, and 

Epistemic Instrumentalism

Abelard Podgorski　Formalization and Ameliorative Epistemology

Alice Chao-Wei Huang　Track Records: A Cautionary Tale

Jeremy Fantl　What’s the Use of Traditional Epistemology?

Tsai-Wei Lo　Explaining Collective Wisdom

David Kinney　How (Rerational) Beliefs Simplify Reasoning

Ko-Hung Kuan　Updating by Averaging: Revisit the Zollman 

Effect

三、出版訊息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65 期

112 年 12 月，篇目︰〈《論語》中的疾病及其隱喻〉（許

詠晴）、〈《尹文子》「名」「法」關係探究〉（張璟）、〈以

道心與人心揭示荀子之倫理學基礎〉（陳士誠）、〈從實

在性的生命經驗至基督再臨：早期海德格〈宗教現象學

導論〉之體系性內在義理詮釋〉（陸敬忠）。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3　鄭印君 覷她的鬼故事：恐怖類型電影的焦

慮與哀愁

112.10. 5　吳鈞堯 火殤世紀：我的金門系列書寫

112.10.21　邱貴芬 世界文學空間裡的臺灣文學與研究

方法

112.11.21　陳榮彬 臺灣文學外譯史

112.11.30　劉吉雄 五十一船︰澎湖難民營視覺檔案和

影片三部曲

112.12. 1　下村作次郎　閱讀 ‧ 踏查 ‧ 翻譯臺灣原住

民文學

112.12. 5　朱盈樺 影像技術的再媒介

112.12.14　江柏煒 國際地緣政治下的地方社會：1958

年第二次臺海危機下的金門與馬

祖

二、學術活動

本所於 12 月 13 日與轉譯臺灣工作室、臺灣師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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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澤嘉康　Anumāna for Candrakīrti
邱珮琳 How Does a Mādhyamika Yogi Transform Ordinary 

Cognitions to a Yogic Perception of Emptiness? An 

Examination of Kamalaśīla’s View

齋藤明 Śāntideva on Epistemology

狩野恭 Two Types of Pratijñārthaikadeśatva

Anne MacDonald　Candrakīrti, the Lokāyatikas, and 

Indispensable Imperceptibles

吉水千鶴子　The Ultimate Truth (Paramārthasatya) and 

Reasoning in Jñānagarbha’s Satyadvayavibhan·ga 

from Early Tibetan Madhyamaka Perspective

Hyoung Seok Ham　Making Yogācāra Conventional: 

Jñānagarbha’s Yogācāra-Svātantrika and the 

Madhyamaka Inclusivism

胡志強 Logical or Alogical? A Reappraisal of Bhāviveka’s 

Proof of Emptiness

李勝海 Two Levels of Conventional Reality: From the Sixth 

to the Eighth Century

Achim Bayer　Pramān
·
a with a Hidden Intention: From Its 

Formation to Its Rejection by Atīśa
4. 本系 12 月 9-11 日舉辦「第五屆臺灣哲學邏輯研討會」。

主講人　　　講　　　　　　題　　

Shao-Pu Kang　A Puzzle about Self-Knowledge of Consciousness

Joyce E. S. Fungo　Trivial Truths and Epistemic Value

Simpei Endo　Truthmakers for Vagueness: The Case of 

Epistemicism

Masashi Kasaki　Assertion and Moore’s Paradox Across Language

Shane Ryan　Wisdom, Intellectual Virtue, and Epistemology

Jeremiah J. Joaquin　Deliberation and Credence Gluts

Kok Yong Lee　Cartesian Skepticism and Fallacy

Matthew McGrath　Should Have Known and Epistemic 

Appropriateness of Belief

Jay Jian　Putting Things in Order

Shawn Standefer　Indistinguishability and Knowledge in Relevant 

Epistemic Logic

Satoru Suzuki　Additively-Semiordered-Qualitative-

Conditional-Probability-Theoretic Foundations of 

Logic of Inexact Knowledge

Chung-Yeh Yang　Conditional Knowing-Why and Sum

Jingyi Wu　Modeling Injustice in Epistemic Networks

Vlademire K. D. Bumatay　Formalization and Ameliorative 

Episte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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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2　閻鴻中 歷史之可能—《史記》知識的多

面性

112.10.17　趙飛鵬 明清善本的認識與運用

112.10.19　藍弘岳 漫談日本思想史

112.10.25　陳芯宜 「無法離開的人」：虛擬實境的影

像敘事

112.10.30　熊鵬翥 博物館的當代議題 

112.10.31　謝佳螢 職業作家寫作經驗分享

112.11. 6　許紀霖 斷裂，還是連續：從自身的歷史脈

絡理解中國思想的現代性

112.11. 7　黃麗君 檔案整編與管理：史學與史學以外

的技藝

112.11.13　呂妙芬 明代儒學思想史概論

112.11.13　蔡天怡 人文學資源利用與跨域對話

112.11.15　洪一平 從虛擬實境到元宇宙及其在文化資

產的活化與應用

112.11.17　張安理 在博物館製作虛擬實境：一個歷史

學徒的工作經驗談

112.11.18　張維修 北臺灣戰後政治地景

112.11.20　鄭義愷 如何捍衛人文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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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21　莊　潔 文史資料轉譯：博物館展示與推廣

應用

112.11.21　陳建守 從選書到出版：幾點個人的觀察

112.11.23　沈孟穎 臺灣公宅百年：效率、衛生與經濟

的「現代」住居

112.11.27　歐麗娟 傳統經典的現代意義

112.11.29　陳瑋芬 近代日本「文明」之意、議、與譯

112.12. 4　沈　冬 「教我如何不想他」：中國近現代

音樂文化中的詩歌偕配與跨海綿延

112.12. 7　黃昱翰 建材、住房、都市與現代性：從混

凝土與「水泥土磚」談起 

112.12. 8　范姜士璁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薩珊—

羅馬邊境的理想與現實

112.12. 9　何義麟 戰後海外臺灣人運動史

112.12.12　Mathieu Torck　TRANSPACIFIC—一項跨文

化、跨學科與全球歷史研究項目：

方法挑戰、資料收集、數據處理和

公共宣傳

112.12.18　Jacob Soll　Free Market: The History of a Dream

二、學術活動

1. 本系教師講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5　陳弱水 唐末五代政治史料中所見之民間社

會情狀與軍中風習

112.10.26　呂紹理 北回歸線的誕生：日治時期「熱

帶」臺灣的地景論述與改造

2. 本系博士班講論會： 

日　　  期　研究生　　　論　　文　　題　　目　　

112.12.20　增田高志　近代「臺灣社會」的形成：以人

之移動所做的探討

3. 本系 10 月 20 日主辦「2023 年藝術史與科學史跨領域

工作坊：風景與水域（Landscapes and Waters）」：

主講人　　　講　　　　　　題　　

胡哲明 細川隆英與臺北帝大植物學者的自然史探索

郭秀鈴 「自然」還是「荒野」？德國都會史中自然論

述的辯爭

吳雅鳳 鮭魚迴游：莫利斯的社會主義烏托邦

賴淑芳　福鈞的終極島嶼植物探秘：從福爾摩沙到江戶

（續篇）

陳惠美　虛擬實境在綠色健康產業之研究與應用

學「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共同舉辦「文學兵推工作坊

II：瞭望田野：文史轉譯的裝備作戰」，講者為作家阿 

潑、程廷（Apyang Imiq）、錢真，由本所楊雅儒助理教

授主持。

三、出版訊息

臺灣文學研究雧刊‧30 期

112 年 12 月，篇目︰〈記憶性文學史料—戰後臺灣「日

治作家」的本土散文系譜生成及其歷史脈絡〉（李秉 

樞）、〈重讀鍾理和〈假黎婆〉︰一個關於翻譯與譯註的

研究〉（陳榮彬）、〈「文學」與「歷史」的對話之旅—

重讀李喬《結義西來庵》〉（明田川聰士）、〈雙重解殖

與「臺灣味音樂」的形塑（III）—臺語流行音樂之路 

（陳和平篇 中）〉（陳培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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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6　陳世民 美國對臺灣安全承諾的解析

112.10.25　Deasy Simanjuntak　Democratic Challenges in 

Southeast Asia

112.10.30　John A. Tucker　Toward a More Compassionate 

Economic Order: The Confucian 

Imperative for Greater Wealth Equity

112.10.31　John A. Tucker　Searching for the Historical 

Bodhidharma in the Zhuangzi

112.11. 9　陳琮淵 民間史料與東南亞歷史人物研究：

以陳嘉庚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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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巧楣　水時間：塞尚的巴黎近郊河景

洪廣冀　天然作為基礎設施

4. 本系 12 月 16 日與中央研究院創新性合作計畫「古代

至近世中國與歐亞世界間的政治與宗教關係」共同主

辦「近世以前中國的政教關係」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傅　揚 唐前封禪禮的信仰與政治文化史考察

胡　頎　須彌座上的聖王：梁武帝御講相關書寫中的新

政教關係

李龢書　禮儀中的王權與道教：一個長時段的觀察

許凱翔　五代十國的易代徵應及其傳播

黃庭碩　從南漢文偃教團看禪宗的政教互動與協商

李長遠　從虞集〈河圖仙壇之碑〉探析元代南方的道教

三、出版訊息

1. 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

的三方角力

陳翠蓮，臺北：春山出版社，112 年 11 月。

2.人文與民主的省思

陳弱水，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12 年 11 月。

3.南宋朝野論王安石與新法

梁庚堯，臺北：臺大出版中心，112 年 11 月。

4.公共人文學的反思與實踐—以臺灣為場域

陳弱水主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112 年 12 月。

5.蒙古帝國王族世系譜研究

文史叢刊 160，吳國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112

年 12 月。

6.臺大歷史學報‧第 72 期

呂紹理主編，112 年 12 月，篇目：〈漢代簡牘公文書

的形制、性質與行政程序—論「兩行」的制度地

位〉（石昇烜）、〈從西漢皇帝的決策流程論中朝官

的職能〉（黃怡君）、〈漢唐間的徵文主義—兼與冨

谷至先生商榷〉（劉可維）、〈楊梅瘡要藥考—明清

時期（16-18 世紀）土茯苓的文本知識演化〉（龐境 

怡）、〈吉朋與註腳的藝術〉（楊肅献）。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1.17　李永迪 因形器使—安陽殷墟制骨工藝生

產與組織

112.11.18　Alfreda Murck　Forty Years of Change: 

Observation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Asian Art Field

112.12. 2　黃庭碩 藉數位工具重繪唐宋佛教版圖

二、學術活動

本所於 112 年 11 月 1 至 113 年 1 月 6 日在本所美術

館辦理「受贈寄存周代陶器展」。展品來自章建行以及

謝明良、李月桂夫婦的收藏。

三、出版訊息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55 期

112 年 9 月，石守謙主編，篇目：〈從扭索紋到盤長〉（謝

明良）、〈唐長安大安國寺白石造像與《仁王護國般若波

羅蜜多經》〉（賴依縵）、〈宋夏元時期漢藏多民族佛教

信仰的彙聚與趨同—四臂觀音、三怙主、三大士與轉

經筒形成路徑考〉（謝繼勝）、〈徐渭的墨戲〉（石守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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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23　David Walton　Special Lecture on America’s 

Asia Policy

112.11.27　呂博侃（Wojciech Pawel Rybka, S.V.D.）　

波蘭漢學

112.12. 5　Chiew-ping Hoo　Special Lecture on North Korea

112.12. 5　王楠穎 你也可以一起讓世界看見臺灣的好 

—烏克蘭救援實錄

112.12.13　琴喜淵 Reappraisal of the Lukewarm Partnership 

between Seoul and Beijing

二、學術活動

本系 12 月 1 日與國立國父紀念館、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主辦 2023「第 5 屆中山學術青

年研討會：孫學與當代國家永續發展」︰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楊儒賓 主題演講：思考中華民國與孫中山

蘇瑞華 近代中韓救亡圖存的比較—以思想性格為中

心探究

許閔政、俞貞沅　中共領導人論述孫中山「民族主義」

及「辛亥革命」研究—庫博（Corpro）語料

分析應用

羅德駿 從孫中山航空救國願景看我國未來無人機發展

趨勢與不對稱作戰中運用方式之研析

林東余 「一個中國」與「臺灣共和國」：中華民國與

印尼對於建交的協商與阻礙（1966-1971）

吳鴻欽 中共二十大後國家發展困境與變革

胡芯婗 民生主義角度下中共鐵路集團的發展困境

吳靜君 從民生主義的觀點看中國大陸城鄉居民基本醫

療保險

蔡建成 「中山遺蹟」在香港澳門地區的承傳保育及歷

史教育作用探討

鄒仲蘇 孫中山「專家政治」論對戰後臺灣技術官僚之

影響

韓道昂 蔣經國在孫立人事件中的角色

林中影、林志龍　孫中山相關「國防計畫」用詞之當代

引用辯正研究

李文揚 孫中山思想與中國碳排放權交易之會通

汪皓如 以孫學觀點論民眾環境風險知覺

陳欣伶 《孫學》在永續發展的倫理應用

許文馨 生物辨識技術運用於國境線上行政調查之研究 

—以基本權保障為核心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一、學人動態

須文蔚教授榮任臺灣中文學會第七屆理事長。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12.9.26　王榮裕 浮浪貢與戲劇

112.11.24　洪惟仁 從語言地圖可以看到什麼故事？

112.11.28　許維賢 華新同志書寫的裸命：試論翁弦

尉的《那裡》和《蝸牛起義》

三、出版訊息

1.國文學報‧第 74 期

112 年 12 月，篇目：〈《論語》「射不主皮」章鄭玄注

的復原與其詮釋策略及成效的反思〉（許子濱）、〈莊

嚴的遊戲：〈毛穎傳〉人物形象與史傳敘事結構析論〉

（蔡瑩瑩）、〈陳師道《後山詩話》的文體觀探究〉（王

基倫）、〈宋版《文章正宗》重考〉（張峻源）、〈宋

代道經《女青天律》的文本與歷史問題初探〉（鄭燦 

山）、〈明儒崔銑《易》學及其反思與開展探微〉（楊

自平）、〈曹溶與浙西詞派之關係重探〉（許嘉瑋）、 

〈臺中龍井新漳海腔、老泉中腔的方音差及語音變異〉

（陳淑娟）。

2.四史導讀

王基倫，洪淑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12 年 9 月。

3.唐宋詞風景

王基倫，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12 年 10 月。

4.戲曲三思：誤讀‧後設‧跨文化

陳芳，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112 年 10

月。

5.有情天地的小說悅讀

張素貞，臺北︰釀出版（秀威資訊公司），112 年 10

月。

6.散淡書懷總關情

張素貞，臺北︰釀出版（秀威資訊公司），11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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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 7　林怡潔 從飲食人類學到新媒體：跨領域研

究

112.11. 7　陳淑容 保正伯：蔡秋桐的公共參與和文化

實踐

112.11. 7　陳涵郁 臺史博常設展 2.0 的多元協作及內

容轉譯

112.11. 7　Henning Klöter　Missionary Linguistics in East 

Asia: Sources and Dissemination of 

Linguistic Knowledge

112.11.14　Nancy Guy　Listening and Looking for Garbage 

in Taiwanese Popular Music and Film

112.11.21　林央敏 我向望的臺灣文藝復興

112.11.21　吳易叡 臺灣 tī 世界醫學史中間 ê 位處

112.11.23　Wendy Cheng　Island X: Taiwanese Student 

Migrants, Campus Spies, and Cold War 

Activism

112.11.23　Christopher Fan　How to Live Safely in a 

Taiwanese American Universe: 

Ambiguity in Charles Yu’s Fiction

112.11.27　吉田真悟　Uì「複語言」ê 觀點來認捌家己

ê 語言資源

112.11.28　Bi-yu Chang　The Making of Taiwanes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Social Studies Education

112.11.28　石婉舜　那些沒拍成電影的劇本告訴我們的

事―《林摶秋全集》的出版意義

112.11.28　林小杯 我如何踏上臺語繪本創作之路

112.11.30　王文傑 AI 時代下的語言學

112.12. 5　周盈成 正常 ê 臺語、大人 ê 臺語

112.12.11　劉展岳 臺語佇法國

112.12.13　莊嘉穎 相似的他者：臺灣和新加坡的歷

史、文化、政治、經濟淵源

二、學術活動

1. 本系於 10 月 28 日協辦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臺灣研

究的『上古神獸』：反思臺灣文化、語言與文學的開

拓者」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莊萬壽 師大臺文所的誕生與未來展望

姚榮松、劉承賢　臺灣語言學的傳統與新創：方法論的

對話

李勤岸、呂美親　白話字的研究與文學應用：經驗與展

望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1.17　王卓異 在藝術追求與政治宣傳之間：影片

《臺灣往事》中的臺灣

112.11.24　孟柱億 同源詞對跨文化交際的影響

112.12. 1　曾妙芬 真實任務化教學設計工作坊

112.12. 9　王炳勻 引導發現式學習於初中級華語課堂

教學之運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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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3　洪崇銘 鄉土文學的「影像化」―談洪醒

夫《歸鄉三部曲》的臺語電影改編

112.10. 3　天江喜久　Left Behind: Korean Women 

in Postcolonial Taiwan and Their 

Predicament

112.10. 3　黃震南 Tuì 文獻看臺語 ê 百年興衰史

112.10. 4　朱約信 楊逵把我們變成歌―遇見 30 歲

的鵝媽媽

112.10. 4　張友漁 找我的書嗎？請去童書舖

112.10. 6　張娟芬、施佑倫、羅士翔　寫作、拍攝與思

辯：《殺戮的艱難》與《彼岸》座

談

112.10.16　朱宥勳 「臺灣」在「文學」的哪裡―外

地文學與中央文壇

112.10.17　黃子寧 Tuì 白話字文獻看臺灣史

112.10.18　張友漁 童話仰著下巴說：「不要跟我講科

學！」

112.10.18　張友漁 故事在哪裡？

112.10.19　黃郁欽、陶樂蒂　用臺語看繪本

112.10.26　Wen-chi Li & Ti-han Chang　Making the Case for 

Taiwan Studies: Taiwan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Anthropocene

112.10.31　李清木 臺語聲調語音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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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系於 11 月 25 日舉辦「怙臺語釘根本土—用文學

交陪萬國︰臺語文學外譯／世界文學臺譯」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吉田真悟　徙栽文學：論臺語文學日譯的經驗

陳麗君 用咱的話聽／講外邦的故事—世界經典文學

臺譯

鄭清鴻 起造新讀者—臺語文學編輯 kah 經典文學臺

譯的出版

3. 本系於 12 月 6 日協辦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Taiwan-

East Asia Event: Feature on Taiwan Culture: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Historical Memory」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Rosa Lombardi　Historical Memory, the Isle and Its People in 

the Poetry of Chen Li

Silvia Schiavi　Translating Taiwan’s 1930s Surrealist Poetry to 

Reconstrud the Memory of Colonialism: Le Moulin 

Poetry Society as Case Study

Edward Vickers　Public History, Colonial Victimhood and 

the Fascist Impulse-Chauvinism and Paranoia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Asian Past

Darryl Sterk　A Tale of Two Ethnobotanies, Siraya and Seediq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一、學人動態

1. 吳翎君教授於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113 年 2 月 1 日

至 7 月 31 日）休假研究。

2. 李宗翰教授、陳秀鳳副教授、王麒銘助理教授、陳建

元專案助理教授，榮獲本校 112 年度「學術論文暨專

書獎助」。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1　陳健民 從抗爭共同體到苦難共同體：香港

爭取民主的奮鬥

112.10.12　陳麗華 在田野中穿越時空：六堆客家族群

的嘉年華之旅

112.10.14　周東平 晉隋刑法志研讀與法史研究

112.10.19　蔣竹山 戰後臺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新趨

勢：從 1960 年代的養鳥熱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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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0.20　白暄、何昱璇　高中歷史科教師甄試準備與

教學經驗分享（一）

112.10.26　吳政憲 穹蒼之櫻：近代臺灣理蕃航空班之

研究分享

112.11. 2　秦曼儀 談談舊制度時期貴族沙龍的社交文

化：從路易十四時代到啟蒙世紀

112.11. 2　李長遠 從文物圖像談歷史上八卦的流傳與

應用

112.11. 5　許秀孟 製造衛生的火腿：近代中國的豬肉

出口與肉品檢驗文化

112.11. 9　費約翰 歷史上國共兩黨對民族恥辱的不同

看法

112.11. 9　吳宗謀 法律史研究狀況概述：臺灣與世界

112.11.17　呂怡真 高中教師甄試準備與教學經驗分享

（二）

112.11.24　陳禹仲 威廉 ‧ 布萊克史東與約翰 ‧ 亞當

斯論歷史、法律與政治

112.11.25　曾品滄 戰爭時期的食物配給和黑市

112.11.28　何宜樺 過來人的經驗談：歷史人的職涯想

像

112.12. 7　張志雲 從全球、國家與個人的角度重探近

代中國海關

112.12. 8　吳政哲 中等階段歷史科教學的實務經驗分

享

112.12.29　清水唯一朗　原敬—日本政党政治の開拓

者

三、學術活動

1. 學術討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8　陳南旭 清代臺灣的地方政府與資源輸送：

以清法戰爭為例

112.11.22　王麒銘 彭明聰與戰後臺灣醫學發展

112.12.13　呂春盛 梁末侯景之亂對南朝士族殘害之考

察

2. 臺灣日本研究學會、財團法人中日文教基金會主辦，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協辦之「臺灣日本研究學會

112 年度第 2 次學術演講會」，於 10 月 21 日舉行︰

主講人　　　講　　　　　　題　　

余昕晏 恆春民謠大解密

梁寶華 變動的世界、變動的貨幣—疫情、俄烏、通

膨、升息與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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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綽中 俄烏戰爭下的美日臺三角關係

3. 本系 12 月 21 日舉辦「第七屆研究生論文發表研討

會」︰

研究生　　　論　　文　　題　　目　　　　 

陳佳明 赤白之間的變調—重探李淵「改旗幟以示突

厥」的歷史意義

陳沛羽 輟市舶之贏：南宋慶元府的舶利運作

林煒恩 美國與近代中國籃球運動的興起

劉悅音 日本帝國的教會移植—1920 年代臺灣聖教會

的出現

蔡雨喬 金縢變形記：周秦時期成王周公故事的演變意

義

柯韋帆 北宋中期的儒學危機—以對王安石的批判論

述為中心討論

范廷威 心身關係的轉化—從《治心免病法》到《衛

生學問答》

張　濤 臺灣人對大亞細亞主義的因應：以大同促進會

為中心

四、出版訊息

聖諭與教化：明代六諭宣講文本《聖訓演》探析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46），林晉葳，112 年

12 月。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3　施養慧 《騎鵝歷險記》和作者賽爾瑪•拉

格洛夫以及她的時代

112.10.16　徐硯美 工具、工具人與人─一個中文人

的自我養成

112.11. 3　巫維珍 從天真到平權─談百年男孩經典

112.11. 9　陳逸宏 影像與記憶─透過鏡頭看見宗教

美學

112.11.13　高振宏 瘋顛與神異─中國文化中的瘋道

112.11.20　劉漢初 徬徨與抉擇─從竹林七賢的自處

之道論人的境界（嵇康向秀阮籍之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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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2. 7　陳秀芬 身心與療癒：文史研究的新視野

112.12.12　劉漢初 徬徨與抉擇─從竹林七賢的自處

之道論人的境界（山濤劉伶王戎阮

咸之部）

112.12.26　郭珠美 建構新形勢下與國際接軌的華語教

學資源─反思與前瞻

二、學術活動

1. 本系「全球現代主義與華語文學」系列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1.22　黃丁如 雲豹、吳明益與臺灣生態文學

112.11.30　許明德 現代主義與故事新編：香港文學的

範例

112.12. 5　鍾夢婷 現代主義、文化冷戰與愛荷華寫作

工作坊：香港範例

2. 本系 12 月 15 日舉辦「《輔大中研所學刊》論文發表

會」︰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于海躍 《說文》「俞」聲及相關韻部字深層詞源義初論

曾學杰 《初學記》引《山海經》考述

資偉倫 論《論語》中的「謂」（二）（某謂某 1：孔子

弟子）

江伊薇 《數術略 ‧ 五行》選錄書名意義抉微

吳佩壎 新冠疫情下的獨特時間觀：論《當武漢病毒來

臨》時間書寫的停滯與飛速

朱倪禎 論唐捐遊戲詩的語言特徵與表現手法

沈駿杰 學術的界外：從近代報刊看殷墟佚事與文學書

寫

蘇嘉駿 如何哀情，怎樣小說？─《玉梨魂》情感敘

述的承衍與新變

曾雅庭 《真相畫報》研究─「寫真畫」監督政治

曾郁婷 明清女性群體間的悼亡詩詞之淺析

許睿承 論《蝴蝶巷春夢》中的殖民地記憶

王冠淇 江南為國：南朝史學家沈約（441-513）地域觀

探究

3. 本系 12 月 27 日舉辦「教師學術研討會」︰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王秀珊 自「乘桴且恁浮於海」一語論蘇軾〈千秋歲〉

詞中之儒家精神

李鵑娟 臺灣孩童重疊親屬稱謂詞口語變調變異現象探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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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世瑋 試論《韓非子》政治理想觀的提出─以〈六

反〉為例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一、學人動態

本系退休教授武金正神父於 112 年 10 月 14 日安息

主懷。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4　李安琪 最後的送別：大體化妝師的暖心使

命

112.10.14　楊偉苹 新移民姊妹表演工作坊

112.10.16　龐君華 後疫情的靈性培養：基督宗教的祈

禱與靈修

112.10.25　Justin Nnaemeka Onyeukaziri　Spiritans in 

Taiwan: 25 years of Tarrying with the 

Holy Spirit

112.11. 7　Anne MacDonald　Empty Things, an Empty 

World: The Madhyamaka Interpretation 

of Dependent-Arising

112.11. 8　羅頌恩 基督教藝術的心像世界—睜開眼

的祈禱

112.11. 8　顧孝永 荷蘭女神：修女同善媽

112.11. 8　王廷宇 一個皇帝，三種宗教：從乾隆畫像

談清帝國的多元宗教治理

112.11.10　林玉裳 和諧共存的檳城：多元宗教的文化

融合

112.11.13　高振宏 瘋癲與神異：中國文化中的瘋道

112.11.15　何翠萍 進入中國景頗人靈的世界

112.11.22　柯士達 Communion and Liberation Taiwan

112.11.24　藤野陽平　Are You Human? 走向後人類

（Post-human）時代的媒體人類學

112.11.24　連瑞枝 佛教與大理社會中的女神：一個歷

史面向的討論

112.12. 4　陳世賢 天主任用的佛教徒

112.12. 7　陳秀芬 身心與療癒：文史研究的新視野

112.12.12　阿琳娜（Elena Valussi）　中國宗教實踐中的

扶乩與性別

70

112.12.12　王鏡玲 記憶 ‧ 美學實踐 ‧ 日常非日常

112.12.13　簡美玲 煩悶、日常與雲貴高地村寨 Hmub

人的遊方

112.12.13　李宗益 新泰地區開發與信仰發展

112.12.13　蔡憶雲 聖賀德佳自然療癒和壓力紓解

112.12.19　Elz·bieta Przybył-Sadowska　Language of 

Orthodox Icons - Symbols and 

Meaning、Slavonic Mythological 

Creatures: Between Monsters and 

Protectors

112.12.29　藤野陽平　媒體和觀光裏創造的臺灣的日

本神／臺灣的日本神創造的媒體

和觀光—從日本人凝視「親日臺

灣」的觀點出發

112.12.29　三尾裕子　透過民間信仰而出現的歷史：以

將日本人奉爲神明的信仰為例

三、學術活動

1. 本系於 10 月 14-15 日舉辦「第 21 屆研究生論文發表

會」：

研究生　　　論　　文　　題　　目　　　　 

池雅慧 以費蘭查女性神學詮釋《創世紀》卅四章性暴

力敘事之初探

曾曉冬 從《約伯記》看理查德 ‧ 斯溫伯恩的神義論

李瑞翔 肉身的顫慄：從路德思想觀教皇主題畫作裡人

的悖論性—以委拉斯凱支和培根的教皇形像

為例

施文萍 禮以載道：教會主日禮拜型態與傳播之初探

釋仁平 漢傳佛教菩薩戒研究初探

黃心如 南宋無文道璨箴銘研究

王曉鈴 從楞伽經涅槃差別門的角度探永續發展

王瀚、陶銳　Constructing Bureaucratic Hell in Chinese 

Buddhism

陳繼賢 安身、興學、救濟與避暑：伊文思夫婦的在華

傳教支援事業

黃素真 宗教信仰在宗教建築設計與資產管理實踐中的

體現：以大溪方濟生活園區為例

蕭嘉宏 從 David J. Bosch 在《更新變化的宣教》中的

宣教神學探討臺中旌旗教會的社區宣教工作

黃金龍 以戲劇詮釋《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朝聖行

鍾立權 初探宋譯《楞伽經》中自性的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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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

學術活動

本所 10 月 14 日舉辦「華教的突破與挑戰」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Sebastian Wielosz（尉培樂）　Challenges in Teaching 

Mandari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Poland

曾金金 漢語口說能力評測和問題導向式聲調教學

連育仁 從產學趨勢精準掌握全球雙語教育

呂維倫 談捷克華語文教育現況及發展：從傳統到創新

71

日本東京大學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30　張　超 在法國研究中國宗教

112.12. 6　羅　崗 對近 20 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的反思

二、學術活動

1. 東京大學 10 月 3 日舉辦 EAA 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孫飛宇 無家可歸的孤兒與作為天職的科學：韋伯科學

觀中的精神氣質問題

章永樂 「當中國皇帝佔領巴黎……」托克維爾的「帝國

理由」與二十世紀中國道路之辯論

72

教修會對臺灣社會的貢獻論壇」：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聶達安 The Contribution of Catholic Religious Communities 

to Taiwanese Society

何達味 Benedictines 本篤會

魏嘉華 Mercedarian Missionaries of Berriz 伯利斯仁慈聖

母會

邵燕玲 Focolare 普世博愛運動

顧孝永 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聖言會

何萬福 Dominicans 道明會

郝惠娟 Sisters of the Precious Blood 寶血會

楊恩綺 日本動畫《寶石之國》中的宗教空間敘事為例

楊晏菱 中古晚期明器所見之民間道法芻議：以南漢出

土地券為例

冉　燦 以道教為例論中國本土性「宗教」概念的構建

洪已棠 道教絳衣文物解析—以中華服飾文化中心的

館藏為例

董銘仁 靈魂與聖境的連結—「瑤池崑崙聖境」

楊育霖 淡水安溪人移墾歷史與信仰變遷—以義山里

安溪人為核心

丁　满 論禁忌的資本化邏輯—以藏地魚類捕食禁忌

為例的分析

張仕辰、張朱岱仡　在口頭與筆下之間：泰山崇拜之流

變

張美婷 談峇里島印度教宇宙觀的空間倫理、應用與人

文關懷：創造「神、人、魔」三界空間之和諧

胡凉瑱 留守老人的靈性生活：以廣西八達鎮廣化壇為

分析對象

王新宇 使鹿鄂溫克人的靈性復新：作為一種泛化思維

的薩滿文化

高慶禮 臺灣通靈現象的靈脈系統：老祖（父神）系統

的源頭與路徑試探

林宜慧 從媽祖遶境考察朝聖的現代意涵

蕭佳莉 亙古常新的生命傳承—初探猶太教育的內涵

與傳遞

2. 本系舉辦勞達一講座，邀請日本南山大學金承哲教授

主講：

日　　  期　　　講　　　　　　題　　　  

112.10.23 Christianity and Literature: Reading Shūsaku 

Endō’s Novel Silence

112.10.27 Christianity and World Religions: From Nostra 

Aetate to the Theology of Religious Pluralism

112.11.29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Buddhist-Christian Dialogue

3. 本系於 12 月 15-16 日舉辦「宗教與 AI 國際學術研討

會」。

4. 本系於 12 月 18 日舉辦「瑤學研究臺灣論壇：女神、

女人與歌謠」，邀請德國慕尼黑大學漢學系吳佳芸博

士候選人、廣東韶關學院傳播學系郭正宜副教授、臺

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鄭美惠助理教授主講。

5. 本系於 12 月 22 日舉辦「靈性、宗教與生命教育」影

片與戲劇導讀工作坊。

6. 本系於 12 月 27 日舉辦「你使地面，更新復興：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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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アジア研究圖書館上廣倫理財團

寄付研究部門（U-PARL）10 月 24 日舉辦「パンダは

かわいい！」は常に真實なのか？～文獻で見る「パ

ンダ觀」の歷史，發表人為家永真幸、荒木達雄、藤

岡みなみ。

3. 東京大學於 11 月 10 日舉辦「現代中國における輿論

と情報」研討會︰

主講人　　　講　　　　　　題　　

周　俊 中國共産黨の秘密主義の起源と米中諜報戰

鄭　成 微信から見た中國社會の輿論分斷

河野正 アメリカ國立公文書館所藏資料から見る對中

國宣傳

4. 東京大學於 11 月 26-27 日舉辦「ともに成り行く道、

ともに花する世界：東アジアから考える」研討會︰

主講人　　　講　　　　　　題　　

塚本麿充　死にのぞむ造形としての禪僧の「遺偈」：

社會的・身體的な喪失といのちのかたち

松下道信　頓悟と金丹：禪宗・全真教・内丹道の目指

すところ

柳幹康 禪の悟りとその先：ともになりゆく道

田中有紀　人となる第一步としての郷黨：孔子のふる

まいの美學

汪牧耘 開發と忍びざる心：中國の「肉食大國化」に

みるその相生と相克

丁　乙 王國維『人間詞話』における人間のあり方

崎濱紗奈　人はいかなるときに「ジンブン」を欲する

のか：人文學の實踐的意義を問う

5. 東京大學於 12 月 1 日舉辦「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新し

い文明形態の生成と發展」研討會︰

主講人　　　講　　　　　　題　　

黒住真 タイトル：20 世紀前半の生命哲学の動向と

日本—ベルクソン、ハイデガーと九鬼周造

・高橋里美・京都学派

大田英昭　片山潜の未刊原稿「在露三年」と 1925 年

の中國旅行

董灝智 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古學派の日本優越論

斉　暢 宦官の「東アジア性」—明代の朝鮮宦官鄭

同を例に

胡天舒 Re-observation on Wang Tao’s View of Japan

高　悦 德川家康の朱子學導入について—慶長年間

林羅山の活動を中心に

6. 東京大學於 12 月 5 日舉辦「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與

魯迅研究的問題和方法」研究會︰

主講人　　　講　　　　　　題　　

鈴木將久　以竹內好和藤井省三的魯迅研究為例，討論

日本魯迅研究中的「翻譯」問題

羅　崗 鲁迅研究的基本範式轉變

倪文尖 魯迅第一人稱小說的難題性

毛　尖 共和國山河浪漫主義：以七十年銀幕愛情語法

為中心

王　欽 張旭東在文學本體論層面對魯迅「雜文」的分

析

石井剛 虛無與飄渺：竹內好的「優等生」批判與人文

學科的反思

7. 東京大學 12 月 6 日舉辦王中江《自然と人—近代

中國における二つの思想の系譜の研究》書評會，發

表人為石井剛、伊達聖伸、張煒。

8. 東京大學 12 月 12 日舉辦「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學校と

大學」研討會︰

主講人　　　講　　　　　　題　　

梅村尚樹　宋代の學校—祭祀空間としての視點から

辻大和 京城帝國大學の探險隊派遣について

三、出版訊息

1. 台灣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中國」との相克の戰後

史

家永真幸，東京：文藝春秋出版社，112 年 11 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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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ARL、荒木達雄編，東京：文學通信出版社，112

年 12 月。

3.宣教師と中國をめぐる「知」の構築：アヘン戰爭以

前のプロテスタント
黄イェレ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12 年 12 月。

香港中文大學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 4　柳　揚 秦人的金帶鈎、帶扣和馬飾：與歐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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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1. 3　涂　航 情動於「中」：當代中國的思想爭

鳴與情感政治

74

劉　遙 Small Banks, Big Politics: The Cause and 

Consequences of Bank Proliferation in China

三、出版訊息

二十一世紀‧總第 199-200 期

總第 199 期（112.10），篇目︰〈社會改良與社會革命：國 

共競爭下的道路選擇〉（楊天石、黃克武、王奇生）、〈依

違之間—晚年張元濟的認同和尷尬〉（宮陳）、〈新中

國對舊知識精英的吸納—以蔣維喬為例〉（林盼）、 

〈《毛澤東語錄》在日本的傳播初探〉（曹嗣衡）、〈蔣介

石的功過是非〉（楊天石）、〈「異教徒的詩歌」：基督教

本色化與東西美學混合〉（盧昉）、〈奧本海默—物理、

原子彈與人生〉（湯兆昇）、〈唐君毅與余英時的交往 

（下）〉（彭國翔）、〈「英雄慣見亦常人」—評翟志成 

《新儒家眼中的胡適》〉（伍國）、〈「測不準」的康生和

測不準的體制—評余汝信編《康生年譜—一個中國

共產黨人的一生（1898-1975）》〉（秦暉）。

總第 200 期（112.12），篇目︰〈中國經濟改革四十五年

的思考札記〉（朱嘉明）、〈從改革開放到新時代：中國

在經歷怎樣的變化？〉（姚洋）、〈從「內外一體」看中

國政治改革〉（何包鋼）、〈民族性、現代性與話語建

構︰「話劇」概念的生成與演進〉（高子文）、〈何為「文

化革命」？—文化大革命發生學再探（上）〉（吳一

慶）、〈中央政策分歧與地方派系分化—1967 年廣州

奪權運動〉（嚴飛、武瑞）、〈中國當代水利志修纂的興

起—以河西走廊為例景觀〉（張景平、陳智威）、〈氣

功畫、心靈治療與身體革命〉（王歡）、〈還有理由做個

自由主義者嗎？〉（周保松）、〈衷懷悲感總無名—評

Vladislav M. Zubok, Collaps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田少穎）、〈冷戰史研究的「文化轉向」—評翟韜 

《文化冷戰與認同塑造：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宣傳研

究（1949-1965）》〉（曲升）。

亞草原及北方游牧民族藝術的互動

和融合

112.10.18　何碧琪 尚待發掘的宋拓魅力：從「北山十

寶」漢唐碑刻談起

112.10.19　鄒穎文 《海角嚶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藏蘇文擢致何叔惠函牘》述介

112.10.24　鄭培凱 宋代茶飲與點茶風尚

112.10.26　Angelo Cattaneo　The Global Eye. Dutch and 

Portuguese Maps and Vistas of Global 

Nodes (ca. 1650) in the Collection of 

Cosimo III de’ Medici

112.11. 7　阿琳娜 四川宗教空間之混合性、靈活性及

包容性：今昔田野考察之反思

112.11. 8　彭善國 10 世紀中葉前後耀州窯青瓷與所

謂柴窯

112.11.8　劉　輝 「上善堂」藏耀州窯青釉瓶的幾個

問題

112.11.14　Marco Caboara　The First Printed Missionary 

Map of East Asia- Hybrid Cartography 

and Propaganda

112.11.20　盛亦惠 「細讀」與「細聽」：傳奇戲曲中

文本與音樂的跨媒介關係

112.11.21　李　理 來自盛京　融入中原—瀋陽故宮

及其典藏的清宮文

112.11.24　李灶新 絲路美酒，清香溢遠—從「南海

I 號」出土醬釉罐說起

112.11.28　榮思彬 變化的力學：10 和 11 世紀的中國

瓷器及其美學

二、學術活動

1.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及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於 10 月

20 日舉辦「藩王與瓷器：明代藩王瓷器生產與消費

研討會」。

2. 「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訪問學者 11 月 17 日

公開講座︰

主講人　　　講　　　　　　題　　

王勝宇 Adrift in the Land of Immortals: Extraordinary Ships 

and Dao in Wang Tao’s Late Nineteenth-Century 

Tales about Global Navigation

陳鐵峰 Between Abolition & Opium: Masculinity & Race 

across Asian & Caribbean British Imperial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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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亞大學中文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1. 1　柯雪潤（Sharon A. Carstens）　Histories, 

Cultures, Identities In Malaysian 

Fieldwork: Stories from the Ground

112.11.11　陳保亞 深度接觸的一種機制：基礎語言導

致母語簡化與弱化

112.11.24　郭麗珠 馬來西亞華人回族的身分認同：以

檳城百奇郭為例

二、學術活動

1. 馬大中文系研究生學會 10 月 20 日舉辦「地理學與數

位人文工作坊」。

2. 馬大中文系 10 月 28-29 日主辦「21 世紀漢學／中文

系的定位與未來」漢學國際研討會。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3　Jorge Díaz-Cintas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in 

the Age of Streaming

112.10.19　黃丁如 跨物種虛構：與臺灣雲豹一起想像

滅絕

112.10.24　商海鋒 香嚴本寂：15-18 世紀東亞香事典

範的遺忘與記憶

112.11. 1　鍾淑敏 臺灣的南洋相關檔案資料介紹

112.11. 1　商海鋒 雪山成道：宗教療愈與蘇軾元豐五

年的雪世界

112.11.15　Sophie Volpp　Rare Books in Exile: The 102 

Crates of the National Peiping Library

112.11.21　雷璐燦 多少琵琶過別船—明代《琵琶

行》的文圖詮釋與南北分野下的吳

中詩畫關係

112.11.21　史亦真 平行與交匯：漢墓壁畫中闕門與

西王母圖像的關係研究

112.11.22　史濛輝 「城市准方言島」的形成與特點 

—蘇州方言中的非典型吳語特徵

112.11.21　Christoph Anderl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Late 

Medieval Chinese: With a Focus on 

Dunhuang Materials

二、學術活動

1.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11 月 11-12 日與新加坡華族文

化中心聯辦「流行南洋：重探戰後新馬華人的大眾文

化」國際研討會。

2.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70 周年系慶活動—東南亞

漢學研究現狀與展望國際會議，於 12 月 1-2 日舉行。

3.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12 月 19 日舉辦「莆田：文化

遺產的存續與更新」講座︰

主講人　　　講　　　　　　題　　

鄭振滿 莆田的水利與儀式聯盟

劉　源 莆田「綠心」與新城規劃

鄭　靜 社區組織、神廟系統與跨境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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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12.11.21　Simon Mahony　How Has Digital Humanities 

Developed from the Stud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Challenges for Cooperation, 

Collaboration, and Engagement

二、學術活動

1. 城大—浸大雙校藝術史講座系列︰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0.18　王聖雨、李晨　早期中國考古及跨文化交流

的可能

112.11.29　李怡文、張書彬　佛教物品與東亞海上世界

2. 總整研習講座系列︰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2.11. 4　鄭詩亮 人文素養的「生產力」：以《上海

書評》與「忽左忽右」播客為例

112.11.11　王冠宇 研究、策展、教育及出版：香港中

文大學文物館陶瓷專題展覽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