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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on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本中心為協助「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臺

灣獎助金」學人，在臺研究期間體驗臺灣傳統文化

及認識臺灣重要節慶佳節，於 2 月 23 日舉辦「2024

學人新春交流茶會」，計有來自韓國、紐西蘭、西

班牙、德國、波蘭、匈牙利、蒙古、馬來西亞、印

尼、泰國與菲律賓等駐臺單位 16 位代表，近百位嘉

賓在一年之初齊聚一堂，餐敘交流。會場備有各式

臺灣特色茶點，同時首度以文化攤位形式，帶領學

人體驗臺灣傳統技藝如捏麵人、彩繪燈籠、多色套

印與傳統服飾等，讓學人充分感受年節的歡愉氣氛。

• 美國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2024 年

會暨書展，於 3 月 14 日至 17 日在西雅圖舉行。本中

心為宣揚臺灣的學術成果與出版近況，與蔣經國國

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在年會中合辦圖書展覽。本次參

與書展的學術單位還有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等重要機構，合計參展書籍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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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餘種，並於會後將圖書分贈華盛頓大學、奧勒岡

大學及蒙大拿大學圖書館。王涵青館長在華大的贈

書儀式上，以國圖出版之《Pearls of the Sea》一書作

象徵性致贈，由華大圖書館資深主管 Lauren Pressley

教授代表、奧大圖書館王曉彤女士代表受贈。

「2024 學人新春交流茶會」學人體驗捏麵人（左）及傳統服裝穿著體驗（右）

由左至右︰駐西雅圖辦事處甄國清處長、華大 Lauren 
Pressley 教授與國圖王涵青館長分別持臺灣大學、中央研
究院以及國圖出版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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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協助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與外

交部委辦「臺灣獎助金」獲獎學人在臺進行研究期

間能充分掌握學術資源分布與運用，辦理「外籍獎

助學人圖書館資源利用課程」，3 月 27 日由本中心資

料服務組組長魏令芳博士擔任講師，介紹本館館藏

查詢網站、期刊文獻資訊網、臺灣碩博士知識加值

系統、中國知網、華藝線上資料庫、還有大專院校

學術檢索網站等資源。4 月 24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王俞才專員，介紹「學術調查

研究資料庫」（SRDA-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該資料庫是中研院人社中心所建置之臺灣最大社會

科學數據資料庫，彙整及統計學術單位及政府單位

的各種數據資料，包含有：家庭動態、社會變遷、

臺灣教育追蹤等。

• 4 月 29 日召開《漢學研究》第 88 次編輯委員會，由

主編王鴻泰委員擔任主持。

Meng-Hsuan Yang）副教授主講「Trauma and Memory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in Taiwan: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臺灣國共內戰的創傷

與記憶：歷史轉型與當代意義）」。

「外籍獎助學人圖書館資源利用課程」學人參與課程

楊孟軒教授於「臺灣漢學講座」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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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月 4 日，本中心與美國史丹佛大學合辦「臺灣漢學

講座」，邀請美國密蘇里大學歷史系楊孟軒（Dominic 

• 

2 月 21 日舉行，鄭珉係本中心「外籍學人來臺研究

漢學獎助」訪問學人、韓國漢陽大學國語國文學科

教授。邀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李奭學研究

員擔任主持人。

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東國教友上教皇書》是 1801 年

被稱為「辛酉迫害」時期，處於朝鮮教會瓦解狀態的

信徒們致函教皇和北京主教的一種願望書。書信中生

動地描繪了當時朝鮮教會的真實情況和信徒們的信

仰，描述了 1801 年迫害期間主要殉道者的經歷。書

中包括四封信函，其中有寫給教皇和主教的信件、

主教的回覆以及對此的再回覆。鄭教授逐一介紹這

些資料存在的歷史背景、性質、價值、作者和寫作

經過以及核心內容。鄭教授並展示其以驚人的耐心，

將全文長達 13,384 字，以細如螻蟻之字體書寫之「東

國教友上教皇書」帛書原件（現藏於梵蒂岡），重新

謄寫還原之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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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1 日舉行，李光洙係本中心「外籍學人來臺研

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韓國國民大學校中國人文

社會研究所 HK 研究教授。邀請成功大學政治系周志

杰教授擔任主持人。

李教授首先介紹作為分裂國家，臺灣與韓國在歷史

經驗、地緣政治、外交情況的相似性和差別性；接

著指出 40 年來，兩地各世代的大學生同樣歷經民

主運動洗禮，並在現代面臨低薪的社會現實。李教

授透過訪談與問卷調查發現，兩地大學生都是經歷

民主化和經濟增長帶來豐富物質文明的「民主富二

代」，對現在的臺灣大學生和韓國大學生來說，比

起作為一個國家的統一，更傾向於希望建立獨立自

主的交流關係。臺灣年輕一代隨著民主化產生的「本

土意識」的高漲，對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和制度也

自發地接受，對權威主義黨國家體系具否定意識，

故對中國文攻武嚇產生強烈的反彈，且進一步加強

了對兩岸統一的排斥感。韓國年輕一代對北韓金氏

一家的三代世襲、導彈和核武開發導致的軍事力量

增強指向，對改革開放持消極態度逐漸感到失望和

厭惡，比起共享同一民族意識、統一為單一國家，

更傾向於南北韓各自維持獨立的國家體系，維持穩

定的友好關係。

• 美籍學人 James Morris Hargett（何瞻）於 113 年 2 月

16 日報到，他是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夏洛特分校教

授，研究主題為「清朝和早期民國時期中國遊記文

學史」，研究期間為 113 年 2 月至 6 月。

• 新加坡學人 Jason Lim（林捷勝）於 3 月 13 日報到，

他是澳洲伍倫貢大學副教授，研究主題為「臺灣在

東南亞的反共活動：1955 年至 1975 年臺灣與南越、

馬來西亞及其新加坡的關係」，研究期間為 113 年 3

月至 5 月。

• 俄羅斯籍學人 Iakov Mirkin 於 2 月 2 日報到，他是獨

立研究員，研究主題為「Decoding the Taiwan Economic 

Miracle: Leveraging Its Experience and Best Practices for 

the Enhancement of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Post-Soviet States, and Advancing Their 

Integration with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on a Global 

Scale」，研究期間為 113 年 1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機

構為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及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

所。

• 孟加拉籍學人 Raian Hossain 於 2 月 5 日報到，他是

英國諾丁漢大學博士生，研究主題為「South and East 

鄭珉教授（右）「寰宇漢學講座」，左為主持人李奭學研究員 李光洙教授（右）「寰宇漢學講座」，左為主持人周志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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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s Small Powers Foreign Policy among US-China Rivalry 

in 21st Century」，研究期間為 113 年 2 月至 5 月。在

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 瑞典籍學人 Marcel Mangold 於 2 月 6 日報到，他是

瑞典國防大學助理教授，研究主題為「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Military Training: Learning, Creativity 

and Debates in the Reforms of Conscrip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in Taiwan」，研究期間為 113 年 2 月至 7 月。

在臺駐點機構為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

• 奧地利籍學人 Henriette Lavaulx-Vrecourt 於 2 月 7 日報

到，她是德國柏林民族學博物館策展人，研究主題

為「Collaborative Research on Austronesian Objects from 

Taiwan」，研究期間為 113 年 2 月至 7 月。在臺駐點

機構為政治大學歐洲臺灣史料研究中心。

• 韓國籍學人朴宣昤（Sun Ryung Park）於 2 月 7 日報到，

她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研究主題為「Race to Go Green: Exploring Proactive Green 

Industrial Policy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East Asia」，研究

期間為 113 年 2 月至 4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

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

• 丹麥籍學人 Franz Jessen 於 2 月 15 日報到，他是丹麥

獨立學者，研究主題為「Decoupling/Derisking—What 

ar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aced by Taiwan and 

are There Lessons to be Learned in Europe from the Debate 

in Taiwan」，研究期間為 113 年 2 月至 11 月。在臺駐

點機構為政治大學臺灣安全研究中心。

• 波蘭籍學人和家樂（Czeslaw Jerzy Wojciechowski）於 2

月 15 日報到，他是波蘭天主教托倫教區獨立學者，研

究主題為「Integration of Migrants From Different Continents 

into New Cultural Context in Taiwan and the Impact of the 

Religiosity or Philosophy in the Process of Adaptation (1949-

2023)」，研究期間為 113 年 2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

機構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菲 律 賓 籍 學 人 Sherwin Ona 於 2 月 16 日 報 到， 他

是菲律賓德拉薩爾大學副教授，研究主題為「At 

the Frontlines of Taiwan’s Cyber War: Opening Policy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Philippines」，研究期

間為 113 年 2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國防安全

研究院。

• 匈牙利籍學人 Mihály Szilágyi-Gál 於 2 月 20 日報到，

他是匈牙利羅蘭大學媒體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研究

主題為「From Apolitical to Apolitical Conceptual Outline for 

Understanding Apolitical Elements in Hungary and Taiwan」，

研究期間為 113 年 2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東

海大學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 日本籍學人松村昌廣（Masahiro Matsumura）於 2 月

20 日報到，他是桃山學院大學教授，研究主題為

「Taiwan’s Evolving Defense Strategy Against China: 

History, Inconsistency, and Implications to Japan」，研究

期間為 113 年 2 月至 8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

學臺灣安全研究中心。

• 科威特籍學人 Abdullah Alhajeri 於 2 月 20 日報到，

他是科威特大學教授，研究主題為「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Arab Gulf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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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研究所。

• 波蘭籍學人 Blanka Brzozowska 於 3 月 1 日報到，她

是波蘭羅茲大學副教授，研究主題為「Taiwan’s Soft 

Power in Poland」，研究期間為 113 年 3 月至 8 月。在

臺駐點機構為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 印尼籍學人張思卉（Fikry Zahria Emeraldien）於 3 月

1 日報到，她是印尼蘇南安佩爾州立伊斯蘭大學助

理教授，研究主題為「The Trust of Taiwanese Youth in 

Mainstream Media and Social Media」，研究期間為 113

年 3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師範大學大眾

傳播研究所。

• 越 南 籍 學 人 陳 德 英 山（Tran Duc Anh Son） 於 3 月

5 日報到，他是越南東亞大學資深講師，研究主題

為「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The Adjustment over 

the Past 50 Years and Its Impact on the Asia-Pacific and 

ASEAN」，研究期間為 113 年 3 月至 12 月。在臺駐

點機構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西 班 牙 籍 學 人 Jose Ignacio Recio Rodriguez 於 3 月 6

日報到，他是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教授，研究主題



67總 170 期　民國 113 年 5 月（2024.5） 頁 63-69　漢學研究中心

為「Application of Neurofeedback Techniques to Improve 

Anxiety and Sleep Quality in Young Taiwanese with 

Anxiety and Sleep Disorders」，研究期間為 113 年 3 月

至 7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北醫學大學醫學院睡眠

研究中心。

• 奈及利亞籍學人 Okonicha Ferdinand Ottoh 於 3 月 11 日

報到，他是奈及利亞拉各斯大學副教授，研究主題

為「Sub-National Involvement in Para-Diplomacy: Nigeria 

and Taiwan in Focus」，研究期間為 113 年 3 月至 12 月。

在臺駐點機構為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 馬來西亞籍學人胡秋萍（Chiew Ping Hoo）於 3 月 12

日報到，她是馬來西亞東亞國際關係策進會資深研

究員，研究主題為「From Tipping Point to De-Risking: 

Mapping Precarious Pathway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Taiwan Straits」，研究期間為 113 年 3 月至 12 月。

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烏克蘭籍學人 Alina Zubkovych 於 3 月 12 日報到，她

是基輔經濟學院助理教授，研究主題為「Perspectives 

of Ukraine-Taiwan Cooperation」，研究期間為 113 年 3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 波蘭籍學人 Kaja Kaluzynska 於 3 月 12 日報到，她是

波蘭亞捷隆大學社會科學博士學院博士候選人，研

究主題為「Social Capital of Taiwan and South Korea: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Public Diplomacy」，研究期間

為 113 年 3 月至 7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師範大

學臺灣語文學系。

• 義大利籍學人 Nicola Casarini 於 3 月 14 日報到，他

是義大利國際事務研究院副研究員，研究主題為

「Potential, and Limits, of Italy/EU-Taiwan Relations」，

研究期間為 113 年 3 月至 7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

灣歐洲聯盟中心。

• 德國籍學人 Angela Stanzel 於 3 月 14 日報到，她是

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研究員，研究主題為

「Exploring Paths towards Improving Taiwan’s Space 

Force」，研究期間為 113 年 3 月至 6 月。在臺駐點機

構為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 奈及利亞籍學人 Michael Ikechukwu Ugwueze 於 3 月

19 日報到，他是奈及利亞大學副教授，研究主題

為「China’s Vision 2035: Implications for Continued 

Taiwan’s Sovereign Statehood」，研究期間為 113 年 3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臺灣安全研究

中心。

• 日本籍學人山浦紘一（Koichi Yamaura）於 3 月 29 日

報到，他是日本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副教授，研

究主題為「Clarifying Differences in Consumer Restrained 

Buying Behavior by Information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Taipei and Taichung, Taiwan」，研究期間為 113 年 3 月

至 9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 印 尼 籍 學 人 陸 碧 宜（Luh Nyoman Ratih Wagiswari 

Kabinawa）於 4 月 2 日報到，她是澳大利亞西澳大

學 博 士 候 選 人， 研 究 主 題 為「The Role of Migrant 

Workers in Indonesia’s Policies toward Taiwan」， 研 究

期間為 113 年 4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

學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 日本籍學人湊照宏（Teruhiro Minato）於4月2日報到，

他是日本立教大學經濟學部教授，研究主題為「U .S. 

Aid and Taiwanese Chemical Fertilizer Industry」，研究期

間為 113 年 4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

• 日本籍學人安藤丈將（Takemasa Ando）於 4 月 9 日

報到，他是日本武藏大學社會學院教授，研究主題

為「Antinuclear Movements and Their Legacy for Civil 

Society: A Comparation of Taiwan and Japan」，研究期

間為 113 年 4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中心。

• 比利時籍學人戴里仁（Charles-Emmanuel Detry）於 4

月 9 日報到，他是法國巴黎第二大學博士候選人，研

究主題為「The Status of Taiwan in Light of the Regulation 

of the Use of Force in International Law」，研究期間為

113 年 4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

• 印度籍學人 Kamlesh Agnihotri 於 4 月 9 日報到，他

是印度海事協會研究員，研究主題為「Contemporary 

Taiwan Strait Situation and Global Security Order: Ind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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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in Maintaining“Balance of Power”?」，研究期間

為 113 年 4 月至 7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國

際事務學院印度研究中心。

• 奈及利亞籍學人 Jude Cocodia 於 4 月 16 日報到，他

是奈及利亞尼日爾三角洲大學副教授，研究主題為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and Its Ramifications for 

Security and Democracy in Africa」，研究期間為 113 年

4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

究所。

• 印度籍學人 Rishi Gupta 於 4 月 30 日報到，他是印度

亞洲社會政策中心研究員，研究主題為「Taiwan and 

the Great Himalayas: An Assessment of Taipei’s Strategic 

Interests」，研究期間為 113 年 5 月至 12 月。在臺駐

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印度研究中心。

• 美國籍學人畢思明（Kristopher Erskine）於 4 月 30 日

報到，他是美國雅典州立大學助理教授，研究主題

為「Taiwan’s Plant-based and Vegetarian Food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研究期間為 113 年 5 月至 8 月。在

臺駐點機構為漢學研究中心。

• 

113 年 2 月出版，篇目：〈中國大陸學界十年來關於

《經世文編》的文獻回溯（2012-2023）〉（黃麟凱、

雷中行）、〈從史料量化到數位人文：明清社會經濟

史研究中的數位方法演進〉（趙思淵、潘芸淇）、〈韋

政通研究綜述〉（柳恒）、〈土田滋對臺灣南島語言研

究的貢獻〉（李壬癸）、〈良工巧匠，學精教善—臺

灣古典詩學重鎮陳文華教授的教學典範〉（黃雅莉）、

〈新書評介：John Kieschnick,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黃庭碩）、〈新書評介：Andrew B. Liu, Tea 

War: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India〉（崔

馨）。

• 

113 年 3 月出版，篇目：〈《莊子》中的差異政治觀〉

（廖昱瑋）、〈茅山道教與顧況詩歌之關係〉（何安

平）、〈晚明《詩經》名物學草木類之博物學要素—

以日本江戶時期同類著作為參照〉（羅聖堡）、〈君

師之間—晚明思想場中的歐洲教宗制〉（陳拓）、

〈抒情的兩種政治—陳世驤與保釣運動〉（楊婕）、

〈黃侃《爾雅音訓》「一語」術語及其轉注與同源

詞理論探討〉（莊斐喬）、〈《安南國譯語》所反映的

近代漢語聲母現象〉（江佳璐）、〈評 David J. Mozina

莫達夫 , Knotting the Banner: Ritual and Relationship in 

Daoist Practice〉（巫能昌）、〈評 Christian de Pee 斐志

昂 , Urban Life and Intellectual Crisis in Middle-Period 

China, 800-1100〉（許凱翔）、〈評 Richard G. Wang 王

崗 , Lineages Embedded in Temple Networks:Daoism and 

Local Society in Ming China〉（賀晏然、褚國鋒）。

• 

113 年 2 月 1 日、3 月 1 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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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個國家超過 550 位外籍學人。

為了凝聚歷年獲獎訪問學人情誼，漢學研究中心特別於

2011 年規劃成立了「世界漢學學友會」，並於 Facebook

網路社群平臺成立社團，作為學人間聯繫的管道。同時

在《漢學研究通訊》報導近期學友在世界各地的學術活

動，包括學人參加研討會、演講、發表論文、獲獎及出

版新書等：

• 米翰寧（Von Mirabach Henning，德國籍，2021 年漢

學中心獎助學人，現為英國倫敦大學科陶德藝術學

院助理教授），1 月 10 日於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專題演講，講題「死者之山水—清初山水畫裡的

哀悼與紀念」。

• 蔣永學（Thilo Diefenbach，德國籍，2022 年漢學中

心獎助學人，現為德國譯者），1 月 21 日於臺灣鍾肇

政文學推廣協會、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主辦「2024

年鍾肇政百歲冥誕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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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一座幻想︰《歌德激情書》評論」；2 月 29 日

於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112 學年度椰林精英計

畫系列講座，主講「從德國看東亞：談德語『臺灣

文學史』的編纂」。

• 戴 立 協（Michel Dalissier， 法 國 籍，2023 年 漢 學 中

心獎助學人，現為日本金澤大學副教授），2 月 19

日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學術座談會，主講

「On Tradition.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 馬愷之（Kai Marchal，德國籍，2004 年漢學中心獎

助學人，現為政治大學哲學系副教授），3 月 9 日

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氣學與美學：

跨領域的探索研討會」，發表論文「Zhang Zai (1020-

1077) on Self-Transcendence and the Soul of the World」。

• 斐志昂（Christian de Pee，荷蘭籍，1995 年漢學中心

獎助學人，現為美國密西根大學歷史系教授），其

著作 Urban Life and Intellectual Crisis in Middle-Period 

China, 800-1100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2)，3

月於 2024 年美國亞洲學會會中，獲頒「約瑟李文森

書獎」（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

• 張樂翔（Lawrence Lok Cheung Zhang，加拿大籍，

2007 年漢學中心獎助學人，現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

學部副教授），其著作 Power for a Price: The Purchase 

of Official Appointments in Qing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3 月於 2024 年美國亞洲學會會中，獲頒

「約瑟李文森書獎」（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

• 田 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 美 國 籍，1995、2018

年漢學中心獎助學人，現為美國亞歷桑那州立大學

教授），3 月 27 日於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專題演

講，講題「宋代儒學的道學演變」。

• 汪榮祖（Young-tsu Wong，美國籍，1994 年漢學中心

獎助學人，現為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榮退教授），

3 月 30 日於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專題演講，講題

「有關蔣介石的研究—過去與現在」。

• 沈國明（Kok Meng Sim，馬來西亞籍，2015 年漢學

中心獎助學人，現為心向太陽劇坊主席），與孫天洋

主編《精神不死：馬來西亞華文話劇口述歷史（第

一輯）》（心向太陽劇坊，202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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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

日於臺灣大學哲學系「現代日本與傳統：由哲學的

省思」演講系列工作坊，主講「日本近、現代『共

生思想』潮流的興隆和衰退」。

※ 本中心獎助國外大學和學術機構之外籍漢學研究學者來臺研究

※ 提供經濟艙直飛來回機票乙張及每月研究補助費

　 教授級　　　NT$ 60,000　　副教授級　    NT$ 50,000

　 助教授級　　NT$ 40,000　　博士候選人　NT$ 40,000

※ 提供在臺獎助期間意外傷害保險新臺幣一百萬元（附加意外傷害醫療保險）

※ 研究期限：一個月至一年

※ 申請文件：1. 申請表　2. 簡歷表（含著作目錄）  3. 研究計畫　4. 推薦函至少一封

※ 截止日期：每年 5 月 31 日（ ）

※ 如欲了解詳情，請洽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或上網查詢申請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電話：886-2-23147321　傳真：886-2-23712126

　　　　 E-mail:ccsgrant@ncl.edu.tw　https://ccs.ncl.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