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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Activities of Research Institute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1.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2.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3. 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

4. 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5.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6.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8.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9.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10.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11. 中正大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

12. 中正大學歷史學系

13.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14. 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15. 中興大學歷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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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大學歷史系

20.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21. 東吳大學哲學系

22. 東吳大學歷史學系

23.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24. 東海大學哲學系

25. 東海大學歷史學系

26.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

27. 南華大學文學系

28. 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9.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30.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31. 政治大學哲學系

32. 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33.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34. 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35. 政治大學歷史學系

36.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37. 高雄師範大學臺灣歷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38. 國史館

39. 國史館臺灣文獻館

40. 國立故宮博物院

41.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

42. 淡江大學歷史學系

43.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44.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

45. 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

46. 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47. 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48. 清華大學歷史研究所

49. 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50.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51. 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52. 彰化師範大學歷史學研究所

53.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54. 暨南國際大學歷史學系

55. 臺北大學歷史學系

56. 臺北市立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57. 臺北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58. 臺灣大學人類學系

59.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60. 臺灣大學文學院

61. 臺灣大學哲學系

62.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63. 臺灣大學歷史學系

64.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65.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66.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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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

73. 日本東京大學

74. 香港中文大學

75.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歷史學系

76. 馬來亞大學中文系

77. 新加坡國立大學中文系

78. 德國華裔學志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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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 1　  王汎森 中國近代思想的幾種趨勢Ⅰ

113.3. 4　  王汎森 危機時代人文的力量Ⅰ

113.3. 7　  王汎森 學問的幾個階段

113.3. 8　  王汎森 中國近代思想的幾種趨勢Ⅱ

1.

劉昭明，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宋代文學史

料研究室，112 年 12 月。

2.

黃資婷，臺南：成大出版社，113 年 2 月。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 5　  王學玲 一個被忽略的群體：明次代遺民之

形成、交涉與書寫景觀

113.3. 5　  王汎森 人文 ‧ 行旅—「海上」視野中

的近代文藝知識譜系

113.3.13　  項　潔 數位人文視野下的類書研究

113.3.27　  林宏明 甲骨卜辭占卜內容復原與研究

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

皮國立副教授榮獲 113 年中央大學研究傑出獎、臺

北市中醫師公會第 94 屆國醫節「中醫藥著作獎」。

本所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大學歷史

系、中興大學歷史系、政治大學人文中心、臺北大學歷

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 9　  張智絜（Jennifer Chang）　小傳山水：嘉

道繪畫中的自我表述與傳揚

113.1.10　  米翰寧（Henning von Mirbach）　死者之山

水—清初山水畫裡的哀悼與紀念

113.1.12　  李宜蓁 再論默菴（？～ 1345）畫業與「金

剛幢下」的關係—以默菴筆〈布

袋圖〉（MOA 美術館）為例

2024 亞洲古美術研究與策展系列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 5　  邱士華 大博物館中的小齒輪：如何啟動一

場展覽

113.3.12　  何炎泉 看不見的展覽：談宋代花箋特展的

始末

113.3.19　  林宛儒 展覽幕後的大小事：細說實作經驗

113.4.16　  林宛萱 策展人的表裏

113.4.23　  朱龍興 國際借展的實境解謎

「臺灣攝影研究」專號，112 年 12 月，篇目︰〈心象考：

臺灣攝影中心的「心象」概念源起和挪用〉（陳佳琦）、

〈從風景到地方：1970 年代臺灣攝影中的風景與寓居視

野〉（曾少千）、〈從「南島」到「泛 ‧ 南 ‧ 島」：談

高雄市立美術館南方論述轉向〉（呂佩怡）、〈藝術史與

視覺研究的交界：神話、科學與意識形態〉（丹尼爾．

杜畢松、蘇菲．侯爾著，王瑞婷譯）、〈島影星系：評

《台灣電影的新三十二面體》〉（王萬睿）。

1

2

3

4

史系合辦，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歷史學研究人才培

育計畫」補助，於 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舉辦「中國近

現代史議題與趨勢」春季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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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 本所 3 月 9 日舉辦「氣學與美學：跨領域的探索」研

討會。

2. 本所 2 月 27 日舉辦「逸興論學：文哲所青年學者論

壇」︰

主講人　　　講　　　　　　題　　

洪敬清　會古人之心法：明代將傳的知識閱讀與編刊群

體

張康文　晚清小說的「反現代性」─從華工與新世界

的書寫談起

3. 演講、座談、討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 4　  Charles Walton　The Problem of Free Speech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13.1.15　  劉瓊云 改寫異人傳：明清之際的書籍文

化、歷史想像與詮釋競爭

113.1.15　  蔡哲茂 談清華簡中伊尹的形象

113.1.17　  陳春燕 以媒介理論探討當代文學文化的技

術環境：以駱以軍近期小說為例

113.1.18　  蔡家和 牟宗三先生對儒家圓教判斷之曲折

─關於蕺山與龍溪之歸屬

113.1.22　  呂政倚 「氣質之性何在？」─韓儒李震

相與郭鍾錫的「未發時氣質之性

有無」之辯

113.1.25　  迪磊（Alexei Ditter）　中古中國的協作記

憶：以墓誌銘為例

11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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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 1　  林永強 西田幾多郎、儒家與道德感學派：

情動倫理學的可能性

113.2. 2　  邴尚白 里耶秦牘「秦更名方」疑難文句解

析─附論木方之抄寫年分及對

「書同文字」政策的新認識

113.2. 5　  劉家幸 黃檗僧人眼中的江戶時代

113.2.19　  鄭　珉 東亞知識人的筆談

113.2.19　  戴立協（Michel Dalissier）　On Tradition.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5 113.2.22　  劉苑如 酒、溲之贈：宋魏征戰中的犒勞之

禮與遊戲話語

113.2.26　  顧史考（Scott Cook）　從安大簡〈仲尼曰〉

及王家嘴〈孔子曰〉探討先秦孔子

語錄的形成與發展

113.2.29　  李奭學 五四運動以前的荷馬

113.3. 6　  游逸飛 刀筆吏的身分證：秦漢人隨葬律令

與行政文書的意圖

113.3.21　  李育霖 侯孝賢《刺客聶隱娘》中的風景圖

像

113.3.22　  巫佩蓉 京都古寺文物於明治初期的意義轉

型：以參與新式博覽會為例

113.3.27　  楊　斌 中國來的魚鷹─中外交通史上的

一個插曲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 8　  侯宗佑 Can Robots Lead Humans? The Social 

Power in Human-Robot Interaction 

and Human-AI Interaction

113.1.24　  明立國 臺灣原住民音樂文化田野四十年：

以鄒族 Mayasvi 戰祭研究為中心

113.2.23　  古明君 聖地、移動政治與湄洲島

113.3.18　  郭佩宜 Langalanga 人的關係世界：樂意的

工作、共做的同理心與情動的交換

113.3.19　  包惠玲 走在神靈的路上

113.3.22　  Stevan Harrell（郝瑞）　鄉土中國的黃昏：

從生態史的角度看中國的「糧食

安全」與「規模農業」

113.3.22　  鄭雁馨 東西家庭系統的二分？兩世紀間臺

灣與瑞典婚齡變遷的研究

113.3.25　  賴思妤 女武神：道教女神九天玄女的武性

形象建構

113.3.27　  高郁婷 寓居的風貌：彰化市的造家實踐為

何且如何發生於地方？

113.3.29　  陳嘉瑋 死之前是否人人平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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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 9　  張邦彥 Measuring Chinese Minds: Intelligence 

Testing in Republican China

113.1.22　  高曉宇 銅業帝國：智利銅、英美的全球貿

易以及中國貨幣制度的轉變（1800-

1862）

113.1.24　  陳翠蓮 東亞冷戰、威權體制與民主化：

戰後臺灣政治發展中的美國因素

113.2.17　  趙　帥 轉換與建構：抗戰時期「國立中

央博物院」田野考察史研究

113.2.21　  Macabe Keliher（克禮）　The Global Cold 

War and Hong Kong’s Manufacturing 

Capacity: The Payoff of Economic 

Warfare, 1950-1990

113.2.23　  久保茉莉子　日本最近研究近現代中國的

新成果與趨勢

113.2.26　  武田知己　「ミドルパワー」しての日本：

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外交戦略を

めぐる歴史と現在

7

1. 本所 1 月 11 日舉辦人類學與哲學對談工作坊：「多元

本體論只是另一版本的宇宙觀，沒有概念和方法上的

創新」。

2. 本所 1 月 25 日舉辦「亞洲處境中的環境危機與宗教

實踐」學術研討會。

3. 本所 3 月 5 日舉辦「反思本土心理學：華人／性的視

角（Chinese Sexuality and Chineseness）工作坊」。

1.

藤崎濟之助著，陳文德、張隆志主編，臺北：中研院

民族學研究所，112 年 12 月。

2.

郭佩宜、鄭瑋寧主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112 年 12 月。

113.2.27　  徐莊驊（Jerry C. Zee）　Continent in Dust: 

Experiments in a Chinese Weather 

System

113.3. 6　  陳佩甄 「情感」作為方法：臺韓文學中的

冷戰、性別與情感政治

113.3.14　  蔡至哲 十八世紀朝鮮儒者論士商互動

─以柳壽垣《迂書》思想為中心

的觀察

113.3.21　  丘文豪 目錄學所為何事？杜定友《校讎新

義》對章學誠典範的挑戰（1920-

1940）

113.3.26　  司馬蕾（Hilary A. Smith）　Nutritional 

Imperialism: How Science Turned 

Difference into Sickness in China?

113.3.29　  蘇柏榮 哈伯瑪斯《事實性與效力》

（Faktizität und Geltung）導讀

1.

112 年 9 月，篇目：〈一則「海氛」紀事的輯印史：〈偷

頭記〉在近代中國的流傳與寓意改造（1863-1957）〉

（鄒子澄）、〈晚清西藥知識的引介與傳播─以中譯

西書為考察中心〉（劉菲雯）、〈個人記事與時代印記：

以熊式輝的日記、自傳及回憶錄為例〉（林美莉）、〈書

寫「東南亞華人」─中國政局下的多重表述〉（李

盈慧）、〈Mariana Münning, Sound, Meaning, Shape: The 

Phonologist Wei Jiangong (1901-1980) between Language 

Study and Language Planning〉（翁哲瑞）。

2.

112 年 6 月，篇目：〈「革命女傑」再探：俄國革命者

「蘇菲亞」形象在日本與中國的流播與轉化（1881-

1911）〉（詹宜穎）、〈多重邊緣的自覺：冼玉清嶺南研

究的重層視域〉（顏訥）、〈“Unqualified”and “Licentious” 

Nü Xiaozhang 女校長 in Republican China: Sexism toward 

Professional Women in School Leadership Positions〉（Ni Julia 

Haoran）、〈評介《壼政：清代宮廷女性研究》〉（李典

蓉）。



87總 170 期　民國 113 年 5 月（2024.5） 頁 83-113　漢學研究中心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1. 林玉茹研究員榮獲國科會 112 年度傑出研究獎（臺灣

史）。

2. 陳培豐研究員榮獲國科會 112 年度傑出研究獎（文

學）。

3. 李佩蓁助研究員 3 月初因研究需要前往歐洲出差，不

幸於法國 3 月 27 日因腦栓塞病故。李助研究員為成

功大學歷史學碩士、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長年研究

清末、日治初期臺灣經濟史，其對於清末臺灣洋行買

辦商人的研究備受學界矚目。其於 108 年正式聘任為

本所專任助研究員。此次不幸病故，同仁深感悲戚、

不捨。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11　  溫振華 從小地方看大歷史：臺灣歷史中的

聚落、族群與環境

113.1.26　  龔卓軍 流域美學：大地上的當代藝術策展

實踐

113.1.30　  林正慧 由特務到匪諜：「軍統案」的觀察

113.2. 6　  陳南旭 晚清臺灣涉外戰爭中的軍事運輸

113.3. 4　  王宏豪 櫻花樹下的高砂舞影—臺北高校

「臺高舞」與「高砂舞」重建

113.3.25　  廖桂賢 開發社子島：一個鄉村的都市問題

113.3.26　  顧恒湛 搖擺不定與不斷試行？戰後初期

山地行政機構變動之探究（1945-

1951）

1. 本所 3 月 19 日舉辦《學海悠遊：黃富三先生訪問紀錄》

新書發表會。

2. 本所 3 月 22 日與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科合辦「弱

小民族與小國：思想文化與歷史可能性」工作坊︰

發表人　　　講　　　　　　題　　

伊達勝伸　Japan, a Small Nation Feigning to be Something 

Greater in East Asian Context

田中浩喜　Imagining a Small Nation in an Empire: Kōtoku 

Shūsui and His “Small-nationalism”

8 張政遠 Philosophy in Hong Kong after 1949

吳叡人 Recent Developments of Nationalism in Okinawa, 

Taiwan and Hong Kong

陳偉智 Gandhi in Taiwan: A Moment for Colonial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Interwar Taiwan

顧恒湛 Subjectivity Unachieved: The Frustrated Quest of 

Taiwan’s Aboriginal Political Elites in Early Post-

WWII Era

113 年 3 月，篇目：〈由商業習慣到國際法：郊商在東亞貿

易中的紛爭和因應（1860-1905）〉（林玉茹）、〈“Formosa 

is Ours”: Robert Hart’s Role in the 1874 Taiwan Crisis〉

（Yorgos Moraitis [ 莫亦古 ]）、〈自本土萌芽：重新思考

1922 年大稻埕自由廢業事件〉（陳姃湲）、〈自主性的理

想：臺陽美術協會戰前創作活動（1934-1944）的再認

識〉（蔡家丘）。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1. 本所新聘助研究員鈴木惠可博士於 1 月 8 日到職。鈴

木惠可博士及陳藝勻博士榮獲國科會「112 年度博士

後研究人員學術研究獎」。

2. 本所新聘助研究員黃庭碩博士、石昇烜博士於 2 月 1

日到職。

3. 陳維鈞研究員 2 月 1 日退休，3 月 1 日起獲聘為兼任

研究員。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11　  Adam Mestyan　Primordial History, Print 

Capitalism, and Egyptology in 

Nineteenth-Century Cairo

113.1.10　  Glen Weyl　Writing an Unconventional Book 

on Taiwan’s Digital Democracy

113.1.19　  姜學豪 將性學歷史化

113.1.24　  Lance Pursey　「大定之分，甲天下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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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遼代中京地區出土石刻文獻觀

察遼代中期的社會轉折

11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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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 3　  高震寰 到漢朝當兵去：兩千年前學長們

在邊塞的苦日子

113.2. 5　  陳韻如 新書演講「Good Formulas: Empirical 

Evidence in Mid-Imperial Chinese 

Medical Texts」

113.2.19　  Michael Lackner　Poems for Diviners

113.2.24　  石昇烜 從居延漢簡看簡牘時代的書寫與行

政

113.3. 4　  Benjamin Ridgway　尋覓城市的遺跡：南宋

城市形象與抒情書寫，以董嗣杲的

《西湖百詠》為例

113.3. 6　  張名揚 日本中世密教星供淺探—以「稱

名寺聖教」為例

113.3.12　  Samuel Moyn　Making Warfare More Humane

113.3.18　  Petr Krištuf　Houses of the Dead: The Earliest 

Funerary Monuments in Europe

113.3.22　  Jan Turek　Perception of Gender Identities in 

Prehistoric Europe

113.3.26　  莫亞軍 From Shanghai to Shangri-La: Zhuang 

Xueben and China’s Ethnographic 

Frontier

1. 本所 3 月 7 日主辦「二十世紀中國與東亞國際史研究

新趨」國際學術研討會。

2. 本所、Spain-North Africa Project、The Mediterranean Seminar

及 UCLA CMRS Center for Early Global Studies 主 辦，

加拿大 Taiwan Studies Program at University of Alberta 協

辦之「相知與相異的地中海空間：第四屆亞洲聯合地

中海研究中心（AFOMEDI）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3

月 18-19 日舉行。

3. 本所同仁學術講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 8　  邱仲麟 明清泰山的設施整治與安全管理

113.1.22　  李建民 為什麼有民國史？

113.2.26　  鄭雅如 試析北魏襲爵紛爭的文化情境與多

元角力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22　  蔡忠道 魏晉玄學導論

10

113.3.11　  陳國棟 按針與看山：重建明清時期的航海

知識

113.3.25　  吳孟軒 同種療法的多重矛盾：Konstantin 

Hering與德國醫學知識的全球史，

1800-1830

4. 本所與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共同主辦「Samuel 

Moyn 著作討論會」：

日　　  期　與談人　　　閱　　讀　　材　　料　　

113.1. 4　  竇依仁、李峙皞、吳孟軒　Samuel Moyn, 

Liberalism against Itself: Cold War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113.1.25　  竇依仁、吳孟軒、駱怡辰　Samuel Moyn, 

Humane: How the United States 

Abandoned Peace and Reinvented 

War

113.2.29　  竇依仁、李峙皞、吳孟軒　Samuel Moyn, 

Not Enough: Human Rights in an 

Unequal World

5. 本所 2 月 2 日舉辦「新力初聲」系列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黃智新 從反光榮革命到反戲劇：Jeremy Gollier 著作的

政治性

張韡曦 從昂贊礦工工會再探 1914 年前法國礦工工會

主義

113 年 3 月，篇目：〈春秋時期楚申縣的采邑形態與政治

控制〉（王百川）、〈秦漢無官印之吏與印的關係—兼

論用印在文書行政中的深入化〉（陳韻青）、〈「房稿」

刊行的習慣與晚明時文評選風潮〉（徐兆安）、〈《臺灣

鄭氏紀事》與鄭成功和臺灣歷史書寫：從江戶日本到清

末中國〉（藍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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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27　  李淑君 白色恐怖文學歷史與性別研究的跨

域思考

11

1. 本系 3 月 16 日舉辦第九屆「子衿論衡：中文青年學

者論壇」︰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方湘瑩 虛實交織：慈禧太后身旁的才女作家―德齡

的生平、著作和影響

江道一 唐代雪賦之記憶與興義

林　軒 遺棄與治癒―論陳雪《少女的祈禱》中的傷

悲意識

林忠德 清初前期話本小說中生育文化下女子的「不完

全出走」：以《錦繡衣 ‧ 移繡譜》為例

李蘋芬 超現實主義的形構：中華獨立美術協會的繪畫

理論與現代詩轉譯

陳馨儀 科與幻：劉宇昆小說的華夷思索

黃金一 從《神州國光集》探討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人

文化救國思想

馮佩兒 「我從小兒不曉得幹那般事」―從性禁忌論

孫悟空隱晦的情慾

彭正翔 論翁台生〈痲瘋病院的世界〉、柏楊〈穿山甲

人〉、廖嘉展〈月亮的孩子〉之疾病書寫

鄭中信 雲棲祩宏〈湯厄〉所映照的苦痛與生命悟解

魏漪葦 「意法兩得」―論蘇軾書論之道家藝術觀

聶　豪 魏晉時期《易》教修身觀鉤賾：以《人物志》

「《易》以感為德，以謙為道」作為理解線索

2. 中正大學文學院東亞漢籍與儒學研究中心分別於 2 月

22 日、3 月 7 日、3 月 21 日、4 月 11 日、4 月 18 日、

5 月 9 日、5 月 23 日、6 月 6 日舉辦「牟宗三的康德

道德哲學」讀書會，由陳佳銘教授、賴柯助副教授導

讀。

蕭義玲，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13 年 2 月。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江寶釵 原住民族無形文化資產與創意應用學分學程

1. 江寶釵教授 3 月 29 日至中興大學工學院演講，講題：

「為什麼女鬼到處有—臺灣的女鬼的性別與文化意

義」。

2. 李知灝所長於 3 月 31 日至嘉義市西市場數位青創基

地演講，講題：「摩登嘉義：日治時期嘉義市的電力

發展」。

中正大學歷史學系

李若文教授、李淑卿教授自 113 年 2 月 1 日起榮退。

李淑卿教授並改聘為兼任教授。

本系與華夏科際整合聯合總會，於 2 月 23 日主辦

「中共地下黨與戰後兩年的臺灣省」學術研討會。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本系 3 月 16 日辦理「經學與文化」的傳承和永續

發展（「經學講會」2024 年第一場（總第 16 場））︰

主講人　　　講　　　　　　題　　

蘇費翔 歐洲經學與漢學當今的狀況與挑戰

車行健 中興大學中文系早年的魯籍學人與「山東勢

力」

蔣秋華 《尚書》的昨日、今日和明日

蔡妙香 《左傳》與傳播學

楊　菁 走向生活的《論語》—大學講堂中的教學實

踐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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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13　  施如芳 從揭幕到閉幕：從楊麗花看歌仔戲

電影

113.3.19　  蘇致亨 弄髒的電影史：歷史研究與深櫃美

學

113.3.20　  王萬睿 愛時火車感傷：臺語片的鐵道影

像與歌曲部署

113.3.26　  謝欣芩 是移工，也是同志：移工紀錄片的

抵抗複數形

113.3.27　  卓庭伍 身體與歷史：臺灣社會寫實片

1. 本所「2024 林榮三臺灣文學講座—黃明川導演系列

講座」︰

日　　  期　　　講　　　　　　題　　　  

113.3.25　  給自己的情書

113.4. 8　  詩藝親親　波濤最深處

113.4.15　  櫻之聲

2. 本所與人文社會科學前瞻研究中心「2024 中興大學駐

校作家」計畫︰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26　  東山彰良　故鄉的文學，文學中的故鄉

113.3.27　  東山彰良　臺灣與日本之間：跨文化之離散

　體認

中興大學歷史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15　  李廣健 《七林》：追尋《隋書 ‧ 經籍志》

一本失蹤目錄

113.3.21　  釋見諶 一座博物館的想像與建立

113.3.29　  黃冠雲 宫崎市定、錢鍾書與清代學術的一

樁公案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16　  吳智雄 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談中國

古典海洋文學的研究

112.3. 4　  鄭憲仁 新出土文物文獻對禮器研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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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中文系于維杰教授學術基金合辦，成大

中文系系友張點凡教授學術基金贊助，於 3 月 16 日舉

辦「第二屆成大至善全國中文系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趙明道 以射喻德：試釋〈大學〉中的「親民」次第

梁恩維 《春秋》之戰爭觀—以書「侵」為例

胡智聰 再讀平山三器銘文四則

洪楷能 《仲尼曰》「中尼之耑言屰也僕快周恆」試解

洪逸瑄 唐代應制詩的「典實」與「富艷」—以〈奉

和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詩為例

鄭宜娟 論吳闓生《古今詩範》對王士禛《古詩選》之

接受—兼論桐城派「以文論詩」

陳冠樺 歷代山濤評價考述

鄭筠琳 從 1926 到 1956—論臺灣現實主義和現代主

義文學的過渡

徐悅玲 沈從文的「人性神魔互涉」—以不同空間的

三篇短篇小說為例

林珮蓁 每個人都是局外人：《現實一種》當中的看客

敘事

潘佳雯 人與物的營造史—論王安憶《考工記》

廖靜儀 兩唐書中的武則天形象

鄭祖鏗 從三種典型女性形象探討唐代官修正史〈列女

傳〉中李唐官方的女性觀

呂昱瑩 清代革生的出路

楊乙玲 後傳統、重個人、合身心：析論《莊子》作為

修養所呈現的身體

包晏寧 《荀子》思想中的政治美學探析

黎駿朋 《荀子》論士之培養

鄭中信 雲棲祩宏〈示牙蟲〉釋詮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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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15　  林豪森 臺灣文學（語言）法譯的學術語徑

與翻譯政治：以鍾理和、夏曼・藍

波安與吳明益作品為例

113.3.6-8　Thilo Diefenbach（蔣永學）　臺語文學在臺

灣文學史研究的角色

17

成功大學歷史學系

1. 江達智副教授於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休假研究。

2. 翁嘉聲教授於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至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休假研究。

3. 王健文教授於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退休。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 8　  李宗信 「土地申告書時空檢索平台」的建

置、利用及其效益

113.3.19　  曾令毅 從「鐵路便當」到臺鐵便當：臺

灣鐵路便當的歷史文化考察

113.3.28　  許峰源 國家檔案中的老臺南

113.4.11　  林美香 島嶼研究與不列顛史：十六世紀的

不列顛環航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於 3 月 2-3

日主辦「臺大 × 成大歷史學系 2024 臺灣近代城市史工

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廖品硯 初探 1935 年臺灣地方自治選舉─以選務人

員、候選人、助選者為中心

楊智盛 快樂農夫耕耘機─1950 年代農復會與機械

耕作的早期發展

王學儒 二二八事件後的法律處置─人事變動、政治

18

介入與判決書初探

張尹嚴 嚴密監控？流於形式？─特殊分子考管制度

基層官僚的困境

曾郁蘭 從呂赫若日記看臺灣青年的職涯選擇（1942）

謝宜憲 臺灣鐵路紀念碑之研究─以花蓮縣舞鶴臺地

二座紀念碑為例

張　皓 保護、防範與「政治困擾」─美麗島事件後

情治機關對政治犯家屬之忌憚態度與因應措施

李易修 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1960 年代道德化教育

及其影響

佛光大學歷史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18　  駱　豐 日本地域研究的歷史和現在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1. 本系退休教師歐陽炯老師於2月1日辭世，享壽92歲。

2. 林盈翔助理教授執行之「思辨教育融入大學國文以提

升批判思考能力與學習動機」，榮獲教育部 111 年度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 年度績優計畫。

3. 謝靜國助理教授獲邀擔任臺灣大學舉辦之「跨校 EMI

教師成長社群」召集人。

1. 鹿憶鹿教授 1 月 19 日至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主講：「少一隻腳？多幾個頭？─從《山海經》的

天吳神、開明獸談起」。

2. 本系 3 月 20 日舉辦「第 235 次常態性學術研討會（臨

溪論學）」，論學主題：「學術不孤單─投稿與審查

的經驗分享交流」。

112 年 5 月，篇目︰〈《國語》釋詞五則〉（黃聖松）、〈征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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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哲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18　  David Benedict　Soul as Final Cause in 

Aristotle’s Natural Philosophy

113.3.20　  張忠宏 跨文化哲學是後比較哲學嗎？

112 年 12 月，「紀念林正弘教授專刊」，篇目︰〈科學實

在論爭辯在臺灣的發展—林正弘的關鍵地位〉（陳瑞

麟）、〈智慧作為知道如何過得好：一個知識論探索〉（蔡

政宏）、〈規約型 vs. 意圖型的話語施事行為：「話語施

事失能」如何可能？〉（鄭光明）、〈思想實驗的知態工

程〉（侯維之）、〈對真實性別的質問〉（陳湘韻）、〈探

索生物學新模型：從睡衣實驗到乳糖操縱組〉（葉筱凡）。

東吳大學歷史學系

112 年 12 月，篇目︰〈征服者與統治者—唐末五代以

來內亞諸草原帝國與中原農耕地區政權的抗爭和互動之

複雜性〉（張廣達）、〈給你「顏色」瞧瞧—從歷史失

色到再現〉（邢義田）、〈關天培與 1841 年廣州虎門要塞

之戰〉（袁展聰）、〈中共陝西省委的研究，1932-1942〉

（陳耀煌）、〈中國大陸人文學術史上的重要一頁—李

澤厚研究四十年〉（韓博韜）。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新聘李時雍先生為本系助理教授，李老師係臺灣大

學文學博士，研究專長領域為臺灣文學與歷史、現代主

義思潮、原住民書寫、編輯學、劇場與跨藝術研究。

李時雍助理教授 2 月 17-18 日擔任臺灣人文學社

「2024 年臺灣人文學社理論營—【嶼】」講者，主講：

「海洋島嶼的翻譯文學：鳥居龍藏到夏曼．藍波安」；3

月 26 日至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演講，講題：「在旅行

中定居：《永久散步》談起」。

21

22

23

東海大學哲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 5　  鄭會穎 描述形上學 vs. 描述心理學︰從超

驗的觀點看

113.3.12　  羅麗君 理解的循環︰自我與他人的對話與

體驗

113.3.19　  黃漢忠 從儒家的觀點省察病人自主權利法

1. 本系 3 月 2 日辦理「永續發展與哲學實踐教師教學研

習營」︰

主講人　　　講　　　　　　題　　

程立民 臺灣 2050 淨零轉型公正轉型關鍵戰略簡介

周序樺 環境人文研究︰哲學家參與的可能路徑

陸品妃 來自性別與平等的思考建言

周睦怡 社會實踐與社會創新

許書銘 在探索與實踐中學會學習—問題解決導向總

整課程設計

24

伐的消失：論日本五山時期漢詩中戰爭敘述的轉化〉（梁

評貴）、〈史籍與虛幻的曲折建構─論《三國演義》中

的「九伐中原」〉（王潤農）、〈王拯《歸方評點史記合

筆》探析〉（邱詩雯）、〈崑劇折子戲《澆墓》在當代的

傳承與藝術創作〉（謝俐瑩）、〈高亨《古字通假會典》

商榷〉（莊斐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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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歷史學系

本系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新聘陳穎禎先生為專任

助理教授，陳先生為日本明治大學理工學研究科博士，

研究專長為歷史地理學、文化資產保存類別，開設課程

為「文化資產保存實務」、「臺灣空間史」、「世界都市

發展史」等。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18　  陳柏君 談談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

和二戰軍事性奴隸與人權

113.3.24　  陳弱水 公共人文學的反思與實踐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

1. 顏崑陽老師擔任本系 112 年第 2 學期兼任教授。

2. 杜家祁老師續聘本系 112 年第 2 學期兼任助理教授。

3. 本系楊牧文學研究中心邀聘 4 位青年創作家，分別為

簡莉穎、廖育正、連明偉、盛浩偉。

4. 吳明益教授著作《海風酒店》入選亞洲週刊 2023 年

十大小說；吳明益教授第一部有聲化作品《天橋上的

魔術師》有聲書，由鏡好聽製作正式上線。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 4　  汪淑珍 文學如何與數位資訊互協

113.3.11　  李進文 詩獎以及詩的關鍵

113.3.19　  小　莊 漫畫有文學

113.3.22　  簡莉穎 從劇場到影視漫畫—內容為王？

簡莉穎創作分享

1. 校外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 5　  吳明益 凡人的掙扎、愛與不成抵抗的抵抗

25

26

—關於海風酒店

113.3. 9　  利格拉樂．阿𡠄、楊翠　穿越煙霧 ‧ 迎向光

—《女族記事》新書發表會

113.3.16　  簡子倫、吳明益　語言、文學及敘事的影像

呈現

2. 國際書展系列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2.22　  拉德娜．法比亞斯、吳明益　傷痕與新生：

直視荷蘭殖民歷史，以及後殖民時

代的挑戰

113.2.24　  吳明益 洪荒年代，幽微的火—我在 2023

認識的百家獨立書店的十種觀察

113.2.24　  呂昱、楊翠　白色恐怖見證者的文學轉譯

—《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

113.2.25　  黃宗潔 畫一道與萬物共存的隱形線：談阮

莊《守護馬來熊的女孩》與拯救大

象新作《大象哈努》

南華大學文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13　  謝育秀（謝小蜜）　編劇搞什麼？

113.3.27　  許喻理 編輯到底在幹麼？解密出版社不為

人知的工作日常

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18　  鄭凱元 莊子論自我與存活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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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本系 113 年 2 月起與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

民專班合聘專任陳怡萱助理教授。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 9　  Oliver Scanlan　Contrasting Histories from 

the Plains to the Hills: Explaining 

Stronger Recognition for Indigenous 

Sovereignty in India Compared with 

Taiwan

113.3.20　  羅中展 內陸歐亞的生態：中亞地區的自然

30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13　  劉慧芬 戲曲劇本的創作歷程與策略—

以京劇《未央天》、豫劇《長安

花》、客家戲《狐狸兒媳小翠的愛

情札記》為例

113.3.20　  李亦舒 復興京劇新美學

113.3.21　  廖偉棠 香港當代詩與小說的「交叉感染」

113.3.27　  李亦舒 京劇音樂的傳統與創新表現

112 年 11 月，篇目︰〈語氣副詞「曾」的相關用法及其

來源〉（董明祥）、〈論《群書治要》引《吳志》所見貞

觀君臣「嫡庶觀」〉（張珮瑜）、〈朱震易學對〈坎〉、

〈離〉之建構〉（王品勻）、〈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土

田陪敦」注解商榷〉（劉嘉文）、〈古典書法理論的「疾

病」譬喻概念、策略與當代啟示〉（楊嘉凡）、〈論楊澤

詩作中的「匱乏」書寫〉（黃立鵬）、〈閩南諺語中牛形

象隱喻建構過程探討〉（洪駿錫）。

29 生態與人文

113.3.27　  趙竹成 內陸歐亞的政治（1）：內陸歐亞

的政治制度變遷

113.3.28　  江怡葳 民族學與宗教研究

113.3.29　  伍麗華 原住民族學校法的立法願景與原民

師資培育的思考

本系 1 月 22 日舉辦「中國伊斯蘭與穆斯林研究工作

坊：Dealing with Uncertainty: New Approaches to Feasibility 

Studies on Muslims in China」︰

主講人　　　講　　　　　　題　　

中西龍也　Utilizing Arabic Sources for the Exploration of 

Islam in China: A Study of Book of Ode in Arab 

(Tianfang shijing 天方詩經 )

包修平 Before Chinese Azharites: Sino-Muslim Intellectuals 

and the Muslim World (1840s-1920s)

Amtul Shaheen　The Struggle of Shifting Field and Site: From 

Doing Research on Chinese Muslims to Researching 

Muslims in Taiwan

Francesca Rosati　Pie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rt-

time Religious Learning as a Model for Muslim 

Women’s Religious Education in Linxia from the 

Shijiuda to the Post-pandemic Era

Kevin Kind　Panic to the West: Rumor and Unrest in Xinjiang 

during the 1895 Dungan Uprisings

砂井紫里　Honesty, Mutual Interaction, and Local Vegetarian 

Food: Between Regulation and Daily Paractice of 

Halal Products and Service in Taiwan

洪德維 Encounters in the Nusantara Archipelago: Interactions 

Between Islam and Overseas Chinese Religions Before 

the 20th Century

張中復 Hidden Victims: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about the Mongols during the Muslim 

Rebellion of Northwest China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海野憲子　Beijing Muslim Communities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as Seen by the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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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哲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26　  李晨陽 視「禮」如「文化語法」︰重塑儒

學的一種方式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李維倫（詹志禹、洪慶宜、薛曉華、王崇名、王慧蘭） 

大學創新教育實驗方案實施內涵及可行制度之

研究

113 年 1 月，篇目︰〈理性、語言與翻譯：德希達的翻譯

政治論〉（黃雅嫺）、〈再探《莊子》「成心」之起源：

以偏執心與死生憂懼為線索〉（廖昱瑋）、〈法國有神

論存在主義在臺灣：論臺灣的馬賽爾哲學研究〉（姜文

斌）。

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25　  Christian Sorace（薩落旗）　「超越球體的

免疫」（Immunity beyond Spheres）

（從蒙古包，中國防疫，到臺灣科

幻）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11　  若林正丈　可視化政策與秩序重構（1）

113.3.12　  若林正丈　可視化政策與秩序重構（2）

31

32

33

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東京大學大學院總

合文化研究科、財團法人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愛知大學大學院中國研

究科，於 3 月 8-9 日合辦「政大台史所創所 20 週年暨

2024 第七屆臺灣與東亞近代史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

會」：

發表人　　　講　　　　　　題　　

若林正丈　重訪「土著地主資產階級」的概念 

賴英泰 十八世紀前後清帝國對臺灣原住民的知識形

成、形象描繪與原住民統治政策

梁廷毓 窮山惡水：19 世紀臺灣「內山」地區的山水

畫及其環境思維

蘇識宇 1980 年代黨外雜誌有關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報導

李翊媗 「移民」與「被移民」：閩人三十六姓之源流

與發展初探

向亞軍 近代東亞藥品流通與知識交流：以「六神丸」

為中心

高柳峻秀　圍繞「敵國」的知識和政治：住在廣州的臺

灣人的民族運動和日本研究（1932-1934）

李　昱 建國大學《研究院期報》的目的和立場之考察

研究

黃　鑌 辜顯榮與 1930 年代華南政治的變遷

楊雅麗 自治、自保、自困：華北地方維持會的演變

陳昭宏 蘇聯東方學家芳妮 ‧ 托潔兒的學思歷程與臺

灣研究

小野純子　日本統治最末期—臺灣原住民高砂特設警

備部隊之研究

褚珏然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相關人物之角色：以谷鳳

翔、王雲五及于斌為例

齊崇硯 1920 年代國體論與臺灣統治︰以臺灣司法官僚

的國體論及其活動為例

欒楚翹 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對一九六六年日中友好

團體「分裂」的立場—以衫村春子為例

橫山雄大　「中」日民間漁業協定與政治問題（1965 ～

1970）

郭聖傑 二戰前留日臺籍建築師與他們的時代

羅樂然 「東方的海濱」與「異國的臺灣 ?」：20 世紀初

東亞殖民地的觀光形象塑造

吳穎濤 侯孝賢『千禧曼波』中的「世紀末」、「末日」

與越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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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 6　  何萬順 世界語言中量詞與位數詞的詞序：

從「三隻兔子有幾隻腳」的乘法

算式談起

113.3. 7　  曾淑娟 語言學、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評

估、語言評估學習：以語音習得為

例

政治大學歷史學系

黃仁姿助理教授榮獲本校 111 學年度專業課程類與

通識類教學優良教師。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4. 2　  衣若蘭 中國婦女史如何進入「現代」？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1.

34

35

36

李碩珞 十六世紀東亞海域的唐人勢力：王直初探

松尾健司　從國籍識別反思國家建構：以 1910 年代新

疆的英國僑民名冊為例

矢久保典良　日中戰爭結束之後的中國回教協會與其展

望

廖彥豪 東亞冷戰與臺灣加工區：美援政策壓力、發展

路線競爭與高雄加工區的設置（1956-1966）

郭佩瑜 中華民國省制的變革（1912-1946）

連　克 記言亦記行—立法院公報指導委員會與《院

聞》月刊的出現

高雄師範大學臺灣歷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李文環教授 113 年 2 月 1 日借調高雄市立歷史博物

館館長。

37

第 37 期（112.4），篇目︰〈卜筮作為意向與決策之中

介變項研究—以《左傳》筮例為樣本〉（洪鎰昌）、

〈論《北夢瑣言》商本劣勢之因〉（薛雅文）、〈清初

宗唐詩話中的蘇、黃詩接受〉（許淑惠）、〈方成培和

姜夔〈卜算子〉詞研究〉（林淑華）。

第 38 期（112.11），篇目︰〈涉筆成趣—鏡花緣的

仿擬及其修辭功能〉（王松木）、〈《清華陸 ‧ 鄭文公

問太伯》之文本時間與鄭卿考論〉（黃聖松）、〈從認

知語言學視角探討等韻圖教學問題—以「轉」及相

近概念的詞為例〉（孔薇涵）。

2.

112 年 8 月，篇目︰〈《春秋》學對韓愈創作的影響〉

（陳英木）、〈張竹坡「潘金蓮不是人」析論〉（陳曉

玫）、〈佛教「懺悔」場的語言分析〉（鄭雅文）、〈張

載的聖人觀析探〉（邱寶慧）、〈《顏氏家訓》的教育

觀—以家庭倫理、品德涵養、治學教育為例〉（莊

佩媛）、〈析論孟郊詩作之奇〉（周威良）、〈論傳統

「金銀錢財」委婉語的時代特性〉（張育綸）、〈近代

中日醫學詞彙交流—以「解剖學」、「神經」、「血

管」為例〉（陳瑄妘）、〈臺灣現代喪禮中的飲食文化

研究〉（廖靜儀）、〈《水經注》中的瀑布近義詞彙分

析〉（盧亙貞）、〈分析顏延之〈秋胡詩〉之韻部聲

情〉（駱沛岑）、〈論《鎖麟囊》之為喜劇〉（吳愷文）。

3.

112 年 10 月，篇目︰〈論《西廂記》的戲劇衝突〉（陳

英木）、〈《全唐五代小說》中龍與人互動形象探析〉

（陳永順）、〈從韓國女團 Everglow 跪拜事件談中韓跪

拜禮文化差異〉（黃福鎮）、〈韓愈〈毛穎傳〉弘農陶

泓探源〉（謝永山）、〈濁酒尋陶令—試從杜甫詩歌

分析陶淵明模因現象〉（林昱廷）、〈論《解憂雜貨店》

中的穿梭敘事手法〉（吳京烜）、〈從《三言》看蘇東

坡在小說與歷史的形象差異〉（陳郁旻）、〈以敘事學

分析金庸《連城訣》中的懸疑性〉（盧亙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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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館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 4　  林淇瀁（向陽）　詩寫臺灣歷史容顏

113.1.11　  俞龍通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113.1.18　  林傳凱 檔案與口述互為倒影—50 年代

一群府城男女的地下經歷探索

113.1.19　  林育淳 臺灣島史 NEXT 系列講座：臺灣製

作，製作臺灣—從鄉原古統到陳

澄波、郭雪湖

113.1.25　  任天豪 「穹頂之下」：四個角度解析釣魚

臺論述的建構過程

113.2. 1　  王保鍵 國家語言政策與客家族群認同

113.2.22　  廖為民 臺灣的禁書年代—1949 ～ 1992

113.2.29　  沈秀華 性別、國家暴力與抵抗：從查某

人的二二八談起

113.3. 7　  謝國興 臺灣島史 NEXT 系列講座：漢化？

日治時期臺南左鎮地區平埔原住

民的婚嫁與生活

113.3.14　  沙力浪 東部布農遷移與八通關越嶺古道

的歷史故事

113.3.21　  林元輝 新聞學者與二二八研究

113.3.28　  黃舒楣 上海提籃橋監獄周邊的戰爭襲產

—從猶太難民預防接種證明書上

的「中華民國」說起

1. 國史館 1 月 20 日與國家人權博物館合辦《廖文毅案

史料彙編》、《史明相關案件史料彙編》及《宗像隆

幸與彭明敏往來書信集》新書發表暨座談會。

2. 國史館 2 月 20 日舉辦《陳水扁總統訪談錄》新書發

表暨座談會。

3. 國史館 2 月 21 日分別舉辦《臺灣環保運動訪談錄》

新書發表暨座談會及《李登輝和他的時代》新書發表

38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19　  唐耀明 霧台魯凱語的名物化

暨座談會。

4. 國史館 2 月 25 日舉辦《臺美關係的發展》新書發表

暨座談會。

5. 國 史 館 2 月 27 日舉辦「臺灣史與國族建構（Nation-

building）：張炎憲個人史料發表會暨史料入藏微型展」。

6. 國史館修纂同仁學術討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11　  蕭李居 中國對日本南進動向的觀察與因

應—以日軍進駐法印為例（1939-

1941）

113.3.28　  羅國儲 臺灣戰後政治世家與地方派系的歷

史性與延續性：以舊臺中縣市為例

1.

何鳳嬌、林本原、薛月順執行編輯，113 年 1 月，篇

目︰〈媒體與特務：以林頂立辦《全民日報》（1947-

1951）為中心〉（歐素瑛）、〈二二八事件後丘念台的

政治動向（1947-1967）〉（陳頌閔）、〈廖文毅《台灣

民本主義》一書之誕生（1948-1957）〉（葉亭葶）、〈溫

萬金與鹿窟事件的爆發〉（薛月順）、〈敵為我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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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調查局偵辦政治案件

之手法：以熊傑案為例〉（陳昱齊）、〈追尋高菊花的

自首證：「靖山專案」之探究〉（顧恒湛）、〈臺獨案

件的監控、成案與處置—以蘇東啟案為例〉（吳俊

瑩）、〈特務監控與內線布建下的美麗島政團〉（陳世

宏）、〈長老教會被監控事件初探〉（鄭仰恩）、〈1950

年代香港媒體的跨境傳播：以《自由人》的管制操作

為中心〉（林果顯）、〈余登發父子叛亂案的政治救援

與民主運動〉（蘇瑞鏘）、〈論戰後臺灣「半山」一詞

定義與指涉範圍分岐〉（羅國儲）、〈蔣經國政權下落

的起點—美麗島事件與情治機關的「反火」危機〉

（李福鐘）、〈劇本與劇本之外—美麗島事件之構陷

脈絡〉（陳佳宏）、〈鼓山事件的「事實」形成—以

偵訊與審判為中心〉（林映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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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奧會維護於國際奧會名稱問題所採策略之

演變（1949-1981）〉（劉進枰）、〈徐亨競選與當選國際

奧會委員初探〉（林秋敏）、〈奧會模式的肆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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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爭取主辦第五屆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為例（1979-

1982）〉（陳世局）。

2.

全六冊，任育德、李福鐘、李鎧揚、林孝庭、林果顯、

洪紹洋、許瑞浩、連克、陳世宏、陳進金、廖文碩、

鄭睦群、盧啟明、蘇瑞鏘撰稿；歐素瑛、張世瑛、林

秋敏、陳世局、連克、陳梅萱編輯。113 年 2 月。

3.

全四冊，陳水扁口述；陳儀深訪問；歐素瑛、林正慧、

黃翔瑜、吳俊瑩、陳世局紀錄整理。113 年 2 月。

4.

113 年 3 月，篇目：〈贛政十年—熊式輝在江西的

權力建構與核心幹部探析〉（余以澄）、〈歷史的「虛

構」與「錯誤記憶」—論二二八事件的高雄「學生

軍」與「雄中自衛隊」〉（蘇瑤崇）、〈印中分歧與臺

印關係的開展（1961-1966）〉（廖文碩）、〈黨外省議

員與省主席李登輝的民主對話（1981-1984）〉（蘇瑞

鏘）。

國史館臺灣文獻館

1.

孟祥瀚，原住民族委員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13

年 1 月。

2.

陳玉苹、曾明德、潘顯羊，原住民族委員會／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113 年 1 月。

3.

上、下冊，孫大川，原住民族委員會／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113 年 3 月。

國立故宮博物院

1. 筆歌墨舞—故宮繪畫導賞（民國 112 年 12 月 30 日

至 113 年 3 月 31 日）。

39

40

2. 國寶聚焦（民國 112 年 12 月 30 日至 113 年 3 月 31 日）。

3. 祀與戎：古代兵器攻略（民國 112 年 12 月 1 日〜）。

4. 巨幅名作（民國 113 年 1 月 9 日至 4 月 7 日）。

5. 筆墨見真章—故宮書法導賞（民國 113 年 1 月 11

日至 4 月 7 日）。

6. 道法自然—道教典籍展（民國 113 年 2 月 27 日至 8

月 25 日）。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 3　  方令光 筆歌墨舞—故宮繪畫導賞

113.1.12　  方令光 筆歌墨舞—故宮書法導賞

北 部 院 區 於 2 月 22-23 日 辦 理 113 年 度「 故 宮 講

堂—冬令文物研習營」︰

主講人　　　講　　　　　　題　　

曾紀剛 揭開《四庫全書》「不全」的秘密 

方令光 書法欣賞的常識與方法

許郭璜 從院藏歷來畫作看筆墨與賦彩的發展

黃銘崇 商周時期的戰爭與兵器

余佩瑾 遇見國寶

陳東和 透視青銅器的前世今生

1.

第 490 期（113.1），篇目：〈「祀與戎—古代兵器攻

略」觀展指南〉（鐘雅薰）、〈新科技、新時代與新故

事—上古中國最早的青銅兵器〉（李修平）、〈「無

界之涯—從海出發探索十六世紀東西文化交流」特

展書畫選粹〉（蔡君彝）、〈漂洋過海的「番」作物—

十六世紀從美洲到亞洲的番麥、番薯與番茄〉（許媛

婷）、〈清宮文獻裡的公主姿態〉（賴玉玲）、〈蘇軾的

「人書俱老」—再談〈渡海帖〉與〈江上帖〉〉（王

柏樺）、〈吳鎮〈嘉禾八景圖〉旅遊路線新考〉（許哲

瑛）、〈皇朝的背影—淺談一種始見於晚清的「皇

朝禮器」〉（王鑫）、〈19 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南洋陶瓷

貿易—從院藏泰興號沉船出水青花瓷說起〉（鄒培

姍）、〈以佛之名—清丁觀鵬〈極樂世界圖〉〉（方

令光）。

第 491 期（113.2），篇目：〈塵海瀲影中，情的流動



99總 170 期　民國 113 年 5 月（2024.5） 頁 83-113　漢學研究中心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

本系與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中國當

代】研究計畫於 3 月 2 日主辦「中國當代」關鍵詞共筆

工作坊。

黃嘉琪總編輯，蔡嫚芯主編，112 年 11 月，篇目︰〈論

《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香港文學」論述〉

（施美婷）、〈雙向度的革命敍事─論《潛伏》中的知

性與感性書寫〉（賀欣儀）、〈論歷史類電玩對中華文化

的取用─以《臥龍．蒼天隕落》為例〉（游淑絜）、

〈《閱微草堂筆記》稱謂詞及詞彙情感析論〉（郭俊宏）、

〈粵語語氣詞「囉［lo1］／［lo3］／［lo4］」之語氣表現

探討〉（黃嘉琪）、〈論蒲松齡公案小說的情禮關懷─

以《聊齋．臙脂》為討論核心〉（翁妤涵）、〈從《聊齋

誌異 ‧ 邵女》談妾德對悍妒婦的悍行轉化〉（蔡嫚芯）。

41—南院翰墨空間「情為何物，一往而深」主題展簡

介〉（鄭淑方）、〈「人氣國寶展—擬真物象」選件

介述〉（陳玉秀、林宛儒、王健宇）、〈成為王之前

—中國史前玉石鉞成形的歷程〉（鐘雅薰）、〈記

蔡襄〈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謝明良）、〈表殊榮

而符名實—清末禁衛軍皇族藩屬勳戚爵章的設計〉

（周維強）、〈見微知著—西周中期玉器的藝術特

徵及改製器復原研究〉（葉笛生）、〈保存科學發展概

述〉（莊子慧）、〈淺述線裝古籍裝幀與修護〉（謝宜

君）、〈展覽操作的模式—以阿姆斯特丹荷蘭國

家博物館為例〉（蔡昕容）、〈期刊編輯的「超級任

務」—以《故宮文物月刊》為例〉（蔡純純）、〈從

院藏三幅王府平面圖看清代王府建築規制〉（鄭永

昌）。

第 492 期（113.3），篇目：〈宋〈繡倫敘圖〉圖像意

涵與相關作品賞析〉（童文娥）、〈小中現大—2024

年第 1 季故宮北院書畫常設展的理念與展陳方式〉（方

令光）、〈由織物探索生活的多元面貌—談故宮南

院亞洲織品展〉（杜士宜）、〈不朽神兵—帶銘文吳

越兵器賞析〉（王詩涵）、〈論哲與餘韻—王世貞的

孔廟從祀哲儒之議〉（蔡承豪）、〈意在食外—從李

衛的謝恩摺看雍正皇帝 ｢ 克食 ｣〉（許媛婷）、〈東爪

哇甘竹窖藏出土九至十一世紀青銅造像—管窺馬

打藍王國佛教信仰的面貌〉（賴依縵）、〈織就祖先之

力—淺談院藏伊班族織布的神秘力量〉（陳慧芸）、

〈「桃花源」的理想世界？一個生態藝術史視角的反

思〉（陳昱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銅銀鑲嵌紫檀盒

修復〉（陳澄波）、〈古劍解密—瑯琊寶鋒〉（鐘雅

薰）。

2.

篇目：〈試論西魏北周時期鎮墓俑的文化元素—作

坊與式樣〉（劉瑋琦）、〈美學揀擇與後世重繹：〈四

梅圖〉的流傳及其在元明時期的影響〉（唐寧）、〈游

藝 ‧ 繁華 ‧ 名—明後期的文酒之會與成名藝苑〉

（王鴻泰）、〈從臺灣美術的脈絡重估溥心畬〉（魏可

欣）。

3.

王健宇、鍾子寅主編，113 年 2 月。

淡江大學歷史學系

李其霖教授團隊《淡江大學清法戰爭滬尾宴》榮

獲 2024 第五屆《遠見》USR 大學社會責任獎，傑出方

案︰產業共創組楷模獎。李老師執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計畫—淡北風情 e 線牽、海陸旅遊全體驗，於 3 月 21

日馬偕博士 181 歲冥誕，舉辦馬偕宴發表會。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15　  高偉凱 沒有玻璃鞋的灰姑娘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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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 6　  David Benedict　Predicative Hylomorphism in 

Metaphysics Z

44

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

本所獲國科會延攬「研究學者」張日郡博士於 1 月

31 日離職，轉任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本所與韓國檀國大學東洋學研究院於 1 月 17 日舉

辦「學術交流座談會暨學術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

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王鈺婷主編，112 年 5 月，篇目︰〈新世代的研究視域〉

（王鈺婷）、〈反身映照社會運動者自我：「編輯者賴和」

與《臺灣民報》上的戲劇新文類〉（張晏菖）、〈論甘耀

明《殺鬼》與《邦查女孩》「少年／少女成長」的性別

書寫意義〉（陳震宇）、〈原住民族文學中的同志書寫—

以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為例〉（陳妍融）、〈鄉土作

為一種方法—以《夕瀑雨》、《等路》以及《花甲男孩》

為觀察對象〉（尹振光）、〈乙未戰役遲塚麗水《大和武

士》與西川滿《臺灣縱貫鐵道》的對讀研究〉（鍾志

正）、〈黃崇凱的「臺灣轉折」—論《文藝春秋》〉（曾

瓊臻）。

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27　  黃琇苓 數位人文—詞彙探勘研究

113.3.29　  張永利 鄒語的語音與書寫

45

46

47

清華大學歷史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20　  李毓中 巴色差會與客家移民在沙巴

113.3.29　  呂怡屏 16、17 世紀的臺灣原住民—從博

物館的原住民歷史展示談起

毛傳慧教授 1 月 6-28 日獲邀擔任巴黎城市大學客

座 教 授， 分 別 於 1 月 11、12 日 主 講「From Practice to 

Writing: The Case of Wild Silk Making」、「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Transmission of Sericultural Knowledge in 

the Eurasian Contin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ong Sang 

Jiyao（The Essentials of the Agriculture and Sericulture, 

Preface of 1273）and La cueillete de la soye （1599）, in 

Section on “Circulation of Texts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within East Asia and between East Asia and Europe （16th-19th 

Centuries）”」。

1.

洪萬生主編、英家銘協編，臺北︰三民書局，113 年

1 月。

2.

洪萬生主編、英家銘協編，臺北︰三民書局，11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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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 6　  黃承達 中學國文科教案設計

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1. 本所通過「林榮三臺灣文學講座」計畫申請，邀請的

講座作家為歐銀釧。

2. 邱湘雲教授榮獲 2024 第九屆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客

語現代詩」教師組第一名。

1. 葉連鵬副教授於 2 月 3 日至彰化縣花壇鄉圖書館演

講，講題︰「那些文學教會我的事」；3 月 28 日應彰

師大 USR 推動中心之邀演講，講題︰「文學、飲食、

文化與在地的連結—USR 執行經驗談」。

2. 本所暨國文學系「學術活動月曆」活動，於 3 月 12

日舉辦「跟著作家遊故鄉」，邀請作家楊錦郁帶領研

究生進行彰化小西巷導覽。

3. 本所於 3 月 27 日舉辦「林榮三臺灣文學講座」，由作

家歐銀釧演講，講題︰「海的後面是什麼？」。

50

51

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1. 本系自 113 年 1 月至 12 月聘任謝一誼博士後研究員。

2. 蔣淑貞副教授於 113 年 2 月 1 日退休。

3. 段馨君教授 113 年 2 月至 7 月休假。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 2　  余曉倫 竹東林業發展史

113.1. 5　  黃雍熙 姜阿新洋樓與北埔文化資產

113.3. 6　  宋文里 去秘榮格：以榮格自傳的觀點來

解讀榮格著作中的神祕與隱匿

本系碩士班 2024 春季族群與文化碩士班系列演講

活動：

主講人　　　講　　　　　　題　　

宋文里 去秘榮格：以榮格自傳的觀點來解讀榮格著作

中的神秘與隱匿

侯廣豪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Ocean and Modern 

Taiwan

胡愈寧 文化創意產業與文化統計

張瑋儀 走入文學心理學—談社會認同與人格面具

黃聖修 兩岸人文學科的發展與挑戰：以「歷史學」為

中心的討論

張繼瑩 明清易代的環境解釋—兼談環境史研究的得

與難

林秀幸，臺北：經濟民主連合，113 年 1 月。

49 113.3.12　  楊錦郁 跟著作家回故鄉—走讀小西巷

113.3.20　  王錦宏 教學影片製作—腳本與拍攝

113.3.20　  徐秀榮 紅樓夢裡的酒令博戲

彰化師範大學歷史學研究所

1. 胡其瑞助理教授於 1 月 5 日至靜宜大學演講，講題：

「DocuSky 的探究與實作」；3 月 14、21 日至淡江大學

中文系演講，講題分別為「DocuSky 數位人文學術研

究平臺」、「DocuSky 數位人文學術研究平臺—不建

庫也好好玩」。

2. 李宗信教授於 3 月 8 日至成功大學「臺灣歷史研究暨

檔案史料專題系列講座」演講，講題：「土地申告書

時空檢索平臺的建置、利用及其效益」；3 月 22 日至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及國科會歷史學門「全國歷史

學門主管會議：AI 時代對歷史學研究的挑戰」主講：

「應用地理資訊系統（GIS）與社會網絡分析（SNA）

方法於臺灣史研究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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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12　  見諶法師　澹然世界寬—宋代禪僧墨跡管

窺

113.3.21　  廖肇亨 《居士傳》之後的佛教居士

113.3.27　  許維寧 好新聞去哪裡了？大眾媒體的運作

解密

53

暨南國際大學歷史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2.27　  湯開建 15 世紀末至 17 世紀中東亞海域的

大航海活動及與澳門的關係

113.3.13　  李榭熙 華南的基督教世紀：文獻與研究

方法

113.3.15　  菊池秀明　東亞的開發和社會變化—18-

20 世紀東京西部和臺灣的比較研

究

113.3.19　  林欣儀 唐宋佛教與儀式醫療—以敦煌寫

本和佛典材料為例

113.3.20　  廖肇亨 古典詩歌中的海洋世界：從中國的

「海盜之歌」說起

113.3.20　  曾昭倫 追尋先人的足跡：《親情：九江曾

家記事》撰寫經歷和田野調查

113.3.27　  田　浩 宋代儒學的道學演變

臺北大學歷史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21　  羅國暉 被扭曲的公民意識：1937 年中日

戰爭初期激進的上海童子軍

113.3.25　  劉靜貞 走出家戶—誰說女無外事

臺北市立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楊馥菱教授榮獲 112 年度本校教師研究成果獎勵。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30　  顏世鉉 談利用出土文獻校讀古書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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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臺北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20　  湯熙勇 臺灣水域的沉船發掘現況及展望

113.3.20　  潘光哲 專家、發展與現代化：知識的不確

定性

113.3.22　  林木材 臺灣紀錄片小史及其時代

112 年 10 月，篇目︰〈論二十一世紀初花蓮地方風物傳

說采集成果的學術價值〉（彭衍綸）、〈白色恐怖時期政

治受難者國家認同的轉折─以王康旼為中心〉（李美

蕙）、〈現實主義、本土論述與臺語詩：向陽一九七○

年代詩史論述〉（陳瀅州）、〈原住民作家與「臺灣島

史」書寫：以巴代的《暗礁》、《浪濤》、《月津》為例〉

（許明智）、〈展示文學的多元方法：以國立臺灣文學館

「文學力」常設展為例〉（簡弘毅）、〈傳奇日語教師吳

滄瑜先生訪談紀錄（口述訪談）〉（陳素玲）。

臺灣大學人類學系

1. 林瑋嬪教授榮獲「國科會 112 年度傑出研究獎」；自

57

58

113.3.25　  蔡龍保 日治臺灣史史料的介紹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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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1. 李隆獻、徐芳敏先生 2 月 1 日退休，改聘為兼任教授。

2. 本系退休教授金嘉錫先生 3 月 13 日辭世，享壽 97 歲。

59

113 年 1 月起接任國科會人社中心主任。

2. 本系新聘林秀嫚博士自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擔任兼

任副教授，教授「體質人類學」課程。

3. 本系邀請捷克籍圖雷克（Jan Turek）博士擔任客座教

授，教授「考古學與人權：文化資產管理與政治」、

「考古學對死的研究」英語密集課程。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 1　  圖雷克（Jan Turek）　Sacred Places of 

European Prehistory: Monuments, 

Ritual Landscapes and the Mythical 

Time of the First Farmers

113.3. 5　  徐莊驊（Jerry C. Zee）　Continent in Dust: 

Experiments in a Chinese Weather 

System

113.3. 8　  吳嘉苓 助孕科技的預想治理：臺日比較

113.3.14　  Petr Krištuf　Significance of Neolithic 

Monuments in Funerary Practices and 

Perception of Ancestral Links

113.3.14　  袁緒文 「百年對話特展」藏品與他們的產

地—人類學與當代跨國移動者

的對話

112 年 12 月，篇目︰〈虎頭山公園的史前陶胎：岩象分

析與實驗考古的物質性探索〉（甘聿群、江芝華）、〈卑

南史前人初探—由人骨體質特性分析為例〉（林秀

嫚）、〈山中歲月與國家計畫的時空：試論拉庫拉庫溪布

農族舊社石板屋修復的時間性與工作節奏〉（林靖修）。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2.22　  濱田麻矢　少女中國始末：近代文學中的女

學生想像

113.2.26　  黃英哲 再論許壽裳與臺灣（1946-1948）

—「解放空間」下兩岸知識人的

學知活動

113.3. 6　  汪詩珮 德庇時英譯元雜劇的思維：以《漢

宮秋》為中心的探索

113.3.12　  羅智成 詩之於我

113.3.14　  鍾文音 在寫作的歧路花園

113.3.27　  劉正忠 長輩考─臺灣文化史中的「老」

113.3.28　  黃瀚嶢 自然觀察與書寫─當代博物學

的敘事實踐

臺灣大學哲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 8　  Ralf M. Bader　Hyperintensional Equivalence

113.1. 9　  Ralf M. Bader　Grounding, Reduction, and 

Analysis

113.1.10　  Ralf M. Bader　Admissible Factorisations and 

Hyperintensional Independence

113.1.14　  Ralf M. Bader　Transcendental and Practical 

Freedom

113.3. 4　  新川拓哉　The Intentionality of Moods

113.3. 8　  David Benedict　Aristotle’s Hylomorphism 

Reconceived

61

臺灣大學文學院

本院 3 月 26 日舉辦「跨領域論壇：樂」第二場座談：

「飲食之樂：歷史與人文的對話」。講者：曾齡儀（臺

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校史室主任）、郭忠

豪（臺北醫學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專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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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26　  陳允元 戰後臺灣現代主義詩的根與路徑

113.3.26　  陳奕翔 閱讀攝影

113.3.26　  張少濂 《台北大空襲》的跨媒介敘事—

桌遊、小說與電玩

1. 本所椰林精英計畫（Eng-lite Program）系列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2.20　  陳榮強 新加坡二戰後有線廣播「麗的呼

聲」方言節目對華人社群的意義

113.2.29　  蔣永學 從德國看東亞：談德語「臺灣文學

史」的編纂

2. 本所「川流臺灣文學駐校作家計畫講座—張亦絢駐

校作家」：

日　　  期　　　講　　　　　　題　　　  

113.2.21 如果世界還不屬於我：臺灣文學與女性主義

113.3.19 文學應說哪國語？從音聲多樣談「小語言

們」

113.4.10 血肉之區：文學裡的肌膚之親（與不親）

113.5.10 在我們變幻的國家裡：談文學如何做「剩下

的事」

3. 本所「藤井省三教授」學術講座：

日　　  期　　　講　　　　　　題　　　  

113.3.19 小吃攤的「小姐們」與醉仙閣的「先生們」：

楊双子《臺灣漫遊錄》中的佐藤春夫〈女

誡扇綺譚〉

113.3.20 民國期北京四合院裡面的生活與虛構：魯迅

小説與周作人夫妻

62

113.3.11　  David Benedict　Method and Nutritive Soul in 

Aristotle’s de Anima 2.4

113.3.25　  李晨陽 當代儒家哲學研究的與時俱進原則

1. 本 系 於 1 月 12-14 日 舉 辦「2024 The Sixth Taiwan 

Metaphysics Colloquium (TMC-VI): 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and Its Discontents」國際學術研討會。

2. 本系 2 月 2-3 日與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合辦「第三屆

港中大—臺大哲學系交流工作坊：傳統型哲學與科

學型哲學（The 3rd Joint Philosophy Symposium of CUHK-

NTU: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Philosophy）」： 

主講人　　　講　　　　　　題　　

Caleb Lia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and Third-Person Perspective in Virtual Bodily Self 

Consciousness

Lei Zhong　Mental Knowledge and Mental Causation

Lok-Chi Chan　Naturalistic (Leibnizian) Monism and the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

I-Kai Jeng　Heidegger’s Seminar on Plato’s Sophist: The 

Dasein of the Philosopher

Christian Wenzel　Putnam’s Brains in Vats and Kant’s Things 

in Themselves

Hayden Kee　An Internal Affair: Reconsidering the Primacy 

of Touch

Fan-lun Mang　Some Reflections on Citizens’ Moral and 

Epistemic Character

Jiji Zhang　Regularity-Theoretic Interventionism

Nihel Jhou　Detecting the Alteration of the Past

Yong Huang　Two Defenses of Moral Expressivism: From 

Simon Blackburn’s Quasi-Realism to Wang 

Yangming’s Agent Based Moral Realism

3. 本系 3 月 16 日舉辦「現代日本與傳統：由哲學的省思」

演講系列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大黑岳彥　〈媒體〉哲學導論

林永強 西田幾多郎的理性與倫理

安井伸介　天皇存在的意義何在？—「統而不治」的

一種詮釋

佐藤將之　日本近、現代「共生思想」潮流的興隆和衰

退

112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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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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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21　  花亦芬 如何善終？—西歐中古末期至近

代初期宗教文化的轉折

2. 本系博士生論文發表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17　  蔡仲岳 最後的八旗：從帝制到共和的伊犂

邊疆治理與族群政治（1884-1938）

113.1.13　  楊朝傑 「腹地的建構」—十九世紀上半

葉中臺灣彰化平原的社會經濟發

展

113.3.15　  吳政緯 燕市萬軸存：東亞文化交流網絡

中的明清禁書

3. 椰林獎學金成果報告：

日　　  期　研究生　　　論　　文　　題　　目　　

113.3.13　  黃宥惟 土地投資、熟番地權與明志書院：

十八世紀上半葉臺北地區胡焯猷的

開墾事業

113.3.18　  黃方碩 《宋史全文》編纂歷程新探—以

光宗後各朝文本特色為端緒

4. 本系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興大學歷史學

系、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政治大學人文中心，於 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合辦「中國近現代史議題與趨勢

春季學校」：

主講人　　　講　　　　　　題　　

王超然　跨境流動與世界革命：中共研究的再思考

陳建守　臺灣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

吳翎君　跨國企業、技術革新與國家治理

廖敏淑　中國外政秩序

王良卿　讀懂電報與舊式公文：最低限度的幾項先備知

能

柯惠鈴　性別、檔案與律法視野中的婦女研究

皮國立　 感覺與樣態：生命與醫療史的再思考

韓承樺　 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趨向與轉變

5. 本系 3 月 25、27 日舉辦「《史原》學術寫作暨期刊

投稿工作坊—關於投稿你可能不知道的三件事」：

主講人　　　講　　　　　　題　　

林峻煒　Obsidian ─卡片盒筆記法的數位實踐

韓承樺　從句子開始─學術寫作經驗分享

王齊聖　臺大寫作中心資源介紹

6. 本系 3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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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師大

臺灣大學歷史學系

1. 甘懷真教授榮獲 112 年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2. 劉巧楣教授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休假研究一學期。

3. 楊肅献教授經本校 112 學年度第 4 次校教評會審議通

過，獲聘為臺大名譽教授。

4. 義大利威尼斯大學亞洲與北非研究學系博士研究員雷

岱騰（Dayton Lekner）獲歐盟計畫經費補助，113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至本系訪學交流。雷岱騰博士研

究興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

5.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東灣分校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Ja Won 

Lee 獲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Fellowship 

2023-2024 獎助，113 年 2 月 5 日至 5 月 4 日至本系訪

學交流。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2.26　  黃賢強 醫衛建設與田野考察：不一樣的鼠

疫鬥士伍連德

113.2.26　  陳重仁 西方經典文學的老化書寫

113.3. 4　  閻鴻中 四書和五經的翻轉：朱熹的新經典

和去經典

113.3.11　  許雪姬 離散與回歸：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

灣人

113.3.12　  菊池秀明　18 到 20 世紀日本關東西部和臺

灣中部的比較

113.3.13　  菊池秀明　東亞的開發和社會

113.3.18　  黃富三 霧峰林家中挫後重振探源

113.3.18　  徐乃義 古代儒家思想中的「言」與「默」

113.3.22　  陳禹仲 英語世界的史學史與歷史哲學

113.3.25　  劉志偉 宗族 v.s. lineage：一個理論性探討

113.3.25　  顧雅文 尋溯—水歷史的研究內涵

113.3.27　  陳建元 近代早期英格蘭的禮儀文化：從禮

儀書到商人指南

113.3.30　  林孝庭 東亞冷戰、美國政府與臺灣政治發

展

1. 本系教師講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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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早期中國史研究會（EMCH）共同主辦「2024

比較中古史（Comparing Medieval Histories: China and the 

West）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黃庭碩　Silla Monks in Chinese Chan Buddhism History

劉招靜　Franciscan Poverty and Gift Giving: John of Plano 

Carpini’s Mission to Mongolia (c. 1245-1248) 

Revisited

黃旨彥　The Quest for the Crown: Exploring the Dilemma of 

Female Monarchy in Medieval China

盧省言　“As Her Reasonable Share”—Heiresses in Thirteenth-

Century England

黑田明伸　The End of Medievals: The Ignition of Global 

Monetary History under the Eurasian Mongol Regime

Martin Roch　Comparing Medieval Europe and China: 

Reflections and Questions from a Western Perspective

1.

黃富三，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13 年 1 月。

2.

文史叢刊 156，二修版，游逸飛，臺北：臺大出版中

心，113 年 1 月。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16　  石守謙 五馬圖與文人畫的興起

本所於 3 月 27 至 6 月 15 日在所內美術館辦理「豈

止於善—受贈渡海書畫展」。此批展品為袁守謙（字

企止，1903-1992）先生之私人收藏，袁旃女士慷慨捐贈

本館。

1.

謝明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12 年 6 月。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1. 陳文政教授、潘鳳娟教授、田正利教授榮獲本校 112

學年度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

2. 江柏煒教授榮獲本校 113 年度獎勵學術卓越教師優聘

教授獎勵。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2.20　  劉佩倫 適應或衝突：了解東南亞民族政治

113.3. 5　  林永強 Feeling-to Ethics from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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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1. 吳聖雄教授於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退休。

2. 本系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白錦麟專案助理教授。

3. 羅凡晸副教授、陳室如副教授及陳炫瑋副教授，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升等為教授。

4. 蔡孟珍教授、陳芳特聘教授、金培懿特聘教授、林佳

蓉教授、石曉楓教授、郭維茹教授，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休假研究。

5. 李志宏教授擔任本系系主任，徐國能教授擔任本系副

主任。

6. 胡衍南教授兼任進修推廣學院院長。

7. 須文蔚教授兼任文學院院長。

66

2.

George Michell 著，黃蘭翔譯，臺北：南天書局，112

年 10 月。

3.

邱函妮，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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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12　  柯智豪 土地聲音的挖掘與提煉：從客語

樂團「好客樂隊」到製作原住民

歌手巴奈臺語專輯《夜婆》

113.3.12　  柯智豪 臺灣流行音樂的社會實踐：1990 年

代非主流音樂的臺灣社會凝視

113.3.18　  何玟珒 我是這樣子寫小說的：淺談我的

寫作生涯

113.3.19　  張亦絢 文學應說哪國語？從音聲多樣談

「小語言們」

113.3.19　  吳義芳 舞蹈 ‧ 身體 ‧ 幸福感：舞蹈療

癒實務

113.3.19　  Irmy Schweiger　Memory, Activism and Social 

Justice: Kao Jun-honn’s Great Leopard 

Project in 拉流斗霸

113.3.25　  林初梅 跨越藩籬，推展臺灣─日本坊

間的臺灣熱與模糊的臺灣意象

67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20　  陳義芝　記憶：在詩與史之間迴盪—陳義

芝〈遺民手記〉論壇

1.

113 年 3 月，篇目：〈顯學視域下的荀子經濟論述—

墨家節用思想之批判與反思〉（曾暐傑）、〈晚明《山

海經》圖像的南傳—以《謨區查抄本》為例〉（鹿

憶鹿）、〈朱門弟子師事年分考辨〉（王奕然）、〈傳經

不負千秋業—潘石禪先生寄予林景伊先生的書信

初探〉（林義翔）。

2.

須文蔚，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13 年 1 月。

3.

賴貴三，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13 年 3 月。

1. 本系於 3 月 15 日舉辦「酷異妖嬈，飄浪同行─臺

灣酷兒電影論壇」。

2. 本系於 3 月 22 日與臺灣文學學會共同主辦「臺灣文

學如何邁向世界工作坊─朝向世界的臺灣文學研究

四人談」，邀請翁聖峰教授主持，邱貴芬、黃美娥、

林芳玫、史書美教授與談。

劉承賢，臺北︰奇異果文創事業公司，113 年 1 月。

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系

陳登武教授於 113 年 4 月 1 日至 114 年 3 月 31 日受

邀至德國明斯特大學漢學與東亞學系研究與講學 1 年。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2.29　  Craig 高嘉良　大英博物館精選

113.3.13　  傅勻嫚 最佳職涯起點：下一個國際菁英

就是你！

113.3.30　  汪榮祖 有關蔣介石的研究—過去與現在

113.3.21　  侯嘉星 近代中國農業化學事業中的國家

權力

113.3.28　  Martin Roch　“Making oneself one”—Empathy—

Understanding.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Existential Dimension of the Study 

of History

1. 學術討論會︰

主講人　　　講　　　　　　題　　

113.3.20　  葉高樹 堂子與清朝的國家祀典

2. 本系、國科會歷史學門於 3 月 22 日辦理「全國歷史

學門主管會議：AI 時代對歷史學研究的挑戰」︰

主講人　　　講　　　　　　題　　

葉素玲 生成式對話之臺灣人文知識探勘系統計畫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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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13　  陳勁甫 在你視線停留的地方：電影裡的鏡

頭與鏡位

113.3.20　  鍾正道 華語電影中的畫外音

113.3.27　  黃嗣軒 從《陽光普照》看華語非商業片的

劇本手法

第 56 期（112.6），篇目：〈《超性學要》與《形神實義》

的「天神」與「靈魂」非同類之論─明清傳教士的靈

魂論譯述〉（林珊妏）、〈鋪采繪事 ‧ 印刻生命─姚

茫父〈畫賦〉與〈雙鉤書賦〉之研究〉（梁淑媛）、〈英

譯中國詩選與杜甫形象的塑造〉（黃自鴻）、〈論《華英

字典集成．語言文字合璧》的 19 世紀中後期粵語聲母

系統〉（王思齊、楊帥可）。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1. 張超然副教授榮獲本校 112 學年度「教師教學績優獎

勵」。

2. 黃庭碩助理教授於 113 年 2 月 1 日起離職，轉任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3. 本系於 113 年 2 月 1 日起新聘助理教授級專案教學人

員：林美伶（釋堅融）博士。林老師為清華大學中國

文學系博士、研究領域為漢譯經典語文、中印佛典比

較研究、《華嚴經》的翻譯與詮釋。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2.26　  Kunihiko Terasawa　Interreligious and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 of Religion 

as Resistance to Ultranationalist 

Populism in East Asia and Pacific Rim

113.2.29　  Kunihiko Terasawa　Nishida Kitaro, Kyoto 

School’s Philosopher of Religion: His 

Struggle with Secular Nationalism in 

Japan

113.3. 4　  Leo Lefebure　Shaping a Culture of Encounter 

in a Fragmented World: Culture, 

Politics, and the Promise of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113.3. 7　  Leo Lefebure　Spirit and the Law in 

Interreligious Perspective: A Catholic 

View

1. 本系 1 月 6 日、3 月 9 日舉辦「新住民 Podcast 工作坊」，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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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信 應用地理資訊系統 GIS 與社會網絡分析 SNA

方法於臺灣史研究經驗分享

陳淑君 數位人文研究的考察與實踐：從案例入手

王祥安 資訊技術應用於人文研究—以中央研究院數

位文化中心之技術應用為例

3. 本 系 與 The Comparing Medieval Histories group、 早 期

中國史研究會（EMCH）、臺大與中研院創新性合作

計畫「古代至近世中國與歐亞世界間的政治與宗教

關係」於 113 年 3 月 29 日辦理「Comparing Medieval 

Histories: China and The West 工作坊」。

112 年 12 月，篇目：〈從政府檔案到出版物：宋代方志

的轉變及其歷史意義〉（李宗翰）、〈十七世紀初英國東

印度公司的對日關係〉（肖飛燕）、〈一個葡萄牙傳教士

所見之十六世紀中葉廣州—民族誌視角下的《中國

志》文本與內涵〉（沈雪晨）、〈「真相」的拼圖：論英

國維多利亞時代鑑識科學的興起〉（賴慧潔）。

第 57 期（112.12），篇目：〈「同時之異世，並在之歧出」

《中國近三百年文學史》芻議〉（王德威）、〈隱藏藝術：

英千里在其英語教本裡的中文說解〉（高大威）、〈構想

／否想「現代主義」：再思現代與傳統的距離─以柯

慶明為例〉（李秉樞）、〈孫衣言永嘉經制學之淵源及其

內涵意義探析〉（趙世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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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幸福聯合國」節目主持人吳

振南主講「節目主持篇」、「聲音工作坊」。

2. 本系與梵蒂岡（聖座）跨宗教對話部、輔仁大學教育

部「宗教地景、療癒與社會實踐」標竿計畫於 3 月 8-9

日舉辦「基督宗教與儒家對話：指導方針與展望國

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Workshop “Christians Fostering 

Dialogue with Confucians: Guidelines and Prospects”）：

主講人　　　講　　　　　　題　　

Xinzong Yao, Seung Chul Kim, Anh Q. Tran, SJ, Chi-chen 

Chen　Religious Considerations for Dialogue with 

Confucians

Heup Yong Kim, Leo Lefebure, Edmund Chia　Panel Discussion 

on Shared Values

Umberto Bresciani, Stephanie Wong, Fr. Paulin Batairwa 

Kubuya, sx　Presentation of the Final Draft

3. 本系與輔仁大學教育部「宗教地景、療癒與社會實

踐」標竿計畫，3 月 14 日舉辦「宗教與文學療癒工作

坊」：

主講人　　　講　　　　　　題　　

楊雅儒　傳道日記與託夢記憶：鍾文音《想你到大海》

中的馬偕／張聰明

黃渼婷　臺灣女性文學的宗教心靈療癒：張秀亞的《皈

依》與陳若曦的《慧心蓮》

鄭印君　宗教文學的歷史繚域／療癒：以《沉默》與《艾

爾摩沙的瑪利亞》為主的考察

金承哲　基督神學與文體（style）

專題「聖典與宗教群體」，112 年 9 月，篇目：〈新見中

國摩尼教《五佛懺》寫本初探〉（曹凌）、〈正典文獻與

典外文獻：馬太福音、路加福音、多馬福音之情境語境〉

（劉加恩）、〈以「做宗教」論《道藏輯要》編纂及重刊

原因—兼論全真道與天仙派定位問題〉（黃頌軒）、

〈從人神相遇探討天主教信徒的寬恕經驗〉（潘春旭）、

〈非家傳入道：三位青年道士的學習歷程與臺灣北部道

教社會網絡〉（王兆立）。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18　  韓　靜 Translation as an Act of 

Communication—A Guide in Translating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113.3.19　  林豪鏘 與 AI 共創：結合 AI 畫畫與現代詩

視覺藝術

113.3.20　  韓　靜 Subtitling Principles and Rules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71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

第 23 期（112.6），篇目︰〈杜牧歌詩中歷史敘事策略與

書寫意圖─以〈感懷詩〉、〈杜秋娘詩〉、〈郡齋獨酌〉、

〈張好好詩〉諸詩為論〉（林淑貞）、〈臺灣古典詩中的

水果名稱與文化意涵─以天波羅、地波羅、亞波羅、

梨仔拔、番檨、染霧、丹荔、牙蕉、柚等水果為例〉（彭

心怡）、〈王讜《唐語林》的編纂意圖及其文化意義闡

說〉（鍾國卿）、〈阪本釤之助《臺島詩程》中的臺灣地

景〉（簡千芮）、〈17 世紀至 20 世紀初越南封建社會對

紅河三角洲天后宮信仰起源與發展的貢獻─以越南紅

河三角洲天后宮文物為中心的討論〉（裴光雄）。

第 24 期（112.12），篇目︰〈鄒衍評述資料輯證〉（林志

鵬、王寶妮）、〈敘事與意象的協奏─瓦歷斯 ‧ 諾幹

散文詩初探〉（陳敬介）、〈諷刺與幽默之筆：以《國民

新報 ‧ 副刊》中的黃鵬基小說為核心〉（李京珮、施晴

文）、〈意義不斷滑落的倖存者─細析胡淑雯小說〉

（謝樺瑩）、〈空間異境：談宗藩執導、田馥甄演唱〈人

什麼的最麻煩了〉MV 的影像遊戲〉（鄭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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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22　  馮明珠 君王與藝術─我對盛清瓷胎畫琺

瑯的一些看法

113.2.22　  白鴻葉 中國古地圖的製作與傳播─以

《建安甌寧兩縣地輿圖》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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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大學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2. 5　  藍弘岳 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帝國日

本の知識と臺灣―鄭成功、李

仙得、竹越與三郎

113.3.10　  陳叡超 北宋易学と近代科学

113.3.14　  大木康 馮夢龍研究の過去・現在・未來

EAA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東アジア前近代の地域社

会︰比較史研究の方法と史料」，於 113 年 3 月 11 日舉

行︰

發表人　　　講　　　　　　題　　

趙世瑜 近年來中國的民間文獻收集和區域社會史研究

賀　喜 祭：卡里斯馬的尋常化

湯浅治久　日本中世の地域社會―中間團體・社會的

權力・信仰

1.

汪牧耘，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13 年 1 月。

2.

『明清文學論集』編集委員會編，東京︰東方書店，

113 年 3 月。

3.

比護遥，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13 年 3 月。

73 113.3. 7　  左鵬軍 重新發現那一片戲曲史空間─

《近代戲曲叢刊》的編選意圖及內

容簡介

113.3.11　  沈志華 中朝蘇三角關係的歷史脈絡（1921-

1991）

113.3.15　  沈志華、李丹慧、牛軍　朝鮮半島安全結構

的變遷（1970-1990 年代）

113.3.18　  劉　傑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國軍事譯

員教育培訓

113.3.18　  劉計峰 神聖化的革命︰中國東南海防文化

與民間信仰邏輯的再生

113.3.19　  陳濟舟 物的文學：從小說《考工記》和上

海書隱樓談起

113.3.20　  李慧漱 中國藝術的動因與性別表達

113.3.25　  左鵬軍 嶺南學建構和嶺南文化研究的觀念

與方法問題

1.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花雨弦歌」六十周年系慶講座系

列︰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13　  陳煒舜 典則以麗：歷代帝王詩淺說

113.1.13　  徐　瑋 典則以麗：漫遊宋詞的藝術空間

113.2.17　  陳濟舟 文隨境遷：漫談香港「董富記」

與上海「書隱樓」

113.2.17　  崔文東 文隨境遷：魯迅漫步神保町

113.3.23　  郭必之 經典今詮：十九世紀廣州粵語音

系的重建及其演變

113.3.23　  潘銘基 經典今詮：動物世界裡的仁獸

2. 第 35 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美國普林斯

頓大學亞洲學柯馬丁講座教授」：

日　　  期　　　講　　　　　　題　　　  

113.2.28 反思早期中國的作者身分

113.3. 1 早期中國史家的聲音

113.3. 2 戰國時代的《詩經》：以新出土文獻的證據

談起

3.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主辦，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芝加哥大

學語言學系協辦，於 3 月 5 日舉行「香港中文大學—

芝加哥大學比較語言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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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歷史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23　  Patrick Chiu　Book Talk on A History of Western 

Pharmacy in China

113.1.23　  Floor Oosting, Alex Campbell　Book Publishing 

in the Humanities

113.2. 5　  余翠雁 錦繡乾坤：粵繡馬尼拉外銷披肩

藝術之我見

11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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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城大—浸大」雙校藝術史講座系列︰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18　  Gui Qiuzi, Maximilian Leopold Langef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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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Chris Kennedy　Pragmatic Indecision

Ming Xiang　Reducing Uncertainty in Contact-induced 

Linguistic Change: A Case Study of Cantonese

Itamar Francez　Suggestive Questions

Thomas Grano　Clause size and Modal Flavor in the Grammar 

of Attitude Reports: A View from Mandarin Xiang  

and Beyond

Alan C. L. Yu　On the Expressive Origins of Expletive Infixes

Dun Deng　Internal Asymmetry of Disyllabic Coordinative 

Verbs in Mandarin and an Explanation

Anqi Zhang　A Semantic Typology of Completives in 

Mandarin

Yenan Sun & Lawrence Yam-Leung Cheung & Jackie Yan-Ki 

Lai　Removing Variable Telicity with Mandarin Le

Xuetong Yuan & Ka-Fai Yip　Agreement in Imperative 

Clauses: Evidence from Mandarin and Cantonese

4.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社會科學高等研究

院、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吳多泰中國語

文研究中心，於 3 月 28 日合辦「中國古今邊域語言

及文化接觸學術研討會」。

Gender and Photography

113.2.28　  曹蓉、陳冠男　流動中的中國繪畫：敘述

與複製

2. 總整研習講座系列︰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2. 3　  魏時煜 跨洋粵劇：《古巴花旦》放映與對

談

113.2.29　  陳　馳 獨立策展何以激發混沌之力

3. 人文東北系列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2.24　  王德威、宋偉杰　主旨演講：意圖與方法

113.3. 9　  李　紀 第一講：漫長的季節：用西文書寫

的東北故事

113.3.22　  張　舸 第二講：喊麥的歷史與東北脈絡

馬來亞大學中文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29　  林國榮 Nanyang Volunteers, Wartime Transport 

and the Pacific War (1937-1942)

113.2. 6　  林國榮 臺灣關於中國近代史史料館藏概況

馬華文學專題課、中文研究方法課特約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3.19　  林建國 理論框架與應用

113.3.24　  張錦忠 話說《蕉風》

113.3.25　  賀淑芳 馬 華 文 學 中 的 513、 後 513 書 寫

—不能遺忘、不再重蹈的記憶與

詮釋

113.3.26　  陳康芬 如 何 寫 好 一 篇 小 論 文 或 學 術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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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華裔學志研究所

By Leopold Leeb. Collectanea Serica, New Series, Volume 

5.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Sankt Augustin, Routledge, 

Abingdon, Oxon 2024. xxix,  260 pp. ,  I l lustrat ions, 

Bibliography, Index and Glossary.

Contents: Ch. 1: The Trailblazers’ Guides (Anjirō and 

Zhong Mingren) , Ch. 2: The First Translators of European 

Texts (Yohoken and Xu Ruohan) , Ch. 3: Noble Promoters 

of Military Reforms (Ōtomo Sōrin and Xu Guangqi) , Ch. 

4:“Grace”and“Brilliance”(Hosokawa Garasha and Candida 

Xu) , Ch. 5: Pioneers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Fukansai 

and Yang Tingyun), Ch. 6: The First Native Priests ( Kimura 

and Luo Wenzao) , Ch. 7: The First Travelers to Europe 

(Itō Mancio and Zheng Manuo), Ch. 8: Precursors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Script (Dourado and Wang Zheng), 

Ch. 9: The First Editors of Bilingual Dictionaries (Martin Hara 

and Huang Risheng), Ch. 10: The Earliest Celebrities in Europe 

(Hasekura Tsunenaga and Shen Fuzong) , Ch. 11: Western Art 

in the East (Jacobus Niva (Ni Yagu) and You Wenhui), Ch. 12: 

Hope of the Suppressed (Amakusa Shirō and Wang Maria), 

Ch. 13: Interrogation of a Messenger from the West (Arai 

Hakuseki and Kangxi) , Ch. 14: Early Students of Western 

Medicine (Gao Leisi, Yang Dewang, and Sugita Genpaku), Ch. 

15: The First Teachers of Western Languages (Ogata Kōan and 

Xue Madou), Ch. 16: Organizers of Modern Media ( Fukuzawa 

Yukichi and Ying Lianzhi), Ch. 17: Creators of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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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15　  Michael Carl　Cognitive Modelling of Human 

Translation Production: Eliciting 

Mental Translation Processes through 

Translation Process Data and Active 

Inference

113.3.27　  Matthew Kohrman　Pharmakonic Tobacco: 

Masculinity and Biopolitics, from the 

mid-Atlantic to Mao’s China

新加坡國立大學中文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 9　  Jan-Louis Kruger　The Reality of Subtitle 

Speeds in the Age of Streaming

113.1.17　  Anthony Pym　Ruses of Trust: On the Use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for High-

stakes Messaging

113.1.19　  夏曉虹 柳亞子與晚清「女界革命」

113.1.20　  陳平原 有聲的中國—現代中國演說家

的理論與實踐

113.1.23　  Laurence Roulleau-Berger　Post-Western 

Sociology from East Asia to Europe

113.1.26　  Ma Xiaolu　Transpatial Modernity: Chinese 

Cultural Encounters with Russia via 

Japan (1880-1930)

113.1.26　  謝侃侃 在新馬之外尋找南洋：二戰中的

中國流亡知識分子和他們眼中的

馬來世界

113.2. 2　  嚴志雄 錢謙益與明清之際詩文研究

113.2.16　  王卓異 從《花木蘭》（1998）到《花木蘭》

（2020）︰在妥協中的進步

113.2.16　  Ricardo Muñoz Martín　Cognition and Reception

113.2.23　  Elisabet Tiselius　Putting Our Searchlight on 

the Invisible: Cognition in Dialogue 

Interpreting

113.2.27　  葉孝忠 一座城市要讓人記得，就要先讓文

字記得

113.2.29　  Jean DeBernardi　Christian Circulations: 

Missionary Helps Postcards and the 

Evangelization of Asia, 1907-1924

113.3. 1　  戴麗娟 中國第一個博物館在澳門的出現與

全球網絡

113.3. 1　  謝　瓊 蕭紅、文學劃界與東亞現代文學

113.3. 6　  邵燕君 貓膩和中國網路文學

113.3. 8　  Chang-Yau Hoon　Negotiating Chineseness and 

Christianity in Indonesia

113.3.11　  陳偉強 琴心與客情：李白遊山詩的仙道意

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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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 Yongjing and Niijima Jō), Ch. 18: Entrepreneurs and 

Philanthropists (Shibusawa Eiichi and Lu Bohong), Ch. 19: 

The First Female Physicians (Ogino Ginko and Jin Yamei), Ch. 

20: Pioneers of Women’s Education (Tsuda Umeko and Zeng 

Baosun), Ch. 21: Faith on the Way to Inculturation (Uemura 

Masahisa and Zhao Zichen), Ch. 22: Fathers of Constitutional 

Law (Ume Kenjirō and Wu Jingxiong), Ch. 23: Creators of an 

Image of the East (Nitobe Inazō and Gu Hongming), Ch. 24: 

Independent Prophets (Uchimura Kanzō and Wang Mingdao), 

Ch. 25: Pioneers in the Study of History (Saeki Yoshirō and 

Chen Yuan), Ch. 26: The First Students of Classical Hebrew 

(Kotsuji Setsuzō and Li Rongfang), Ch. 27: Indigenization of 

Christian Art (Chen Yuandu and Watanabe Sadao), Ch. 28: A 

Life for the Poor (Wu Yongbo and Kitahara Satoko).

　　國家圖書館（以下簡稱本館）負有完整保存國家圖書文獻的歷史使命，亦肩挑為學

術競爭力向下紮根的奠基任務。自開館以來，幸賴公私機關及社會人士慷慨捐贈豐富而多

樣的書刊文獻，得使館藏質量顯著躍升，方便廣大民眾利用參考。近幾年來，本館並致力

與研究單位進行多方合作與交流，藉此徵集到許多名儒學者的手稿與藏書。這些珍貴學術

資產的入藏，不僅為國圖館藏再添新翼，並厚植精進國家整體的學術競爭力！

　　對於徵集入館的各類珍貴書刊、文獻，本館均予悉心安排良善的典藏空間，並將入藏

的書目資料完整建檔提供捐贈者，同時開放各界免費查詢利用；若為手稿或舊籍，則於整

理後同步予以數位化，俾利完善、永續保存紙本與數位資源；未來更將於臺南市設置「國

家圖書館南部分館暨國家聯合典藏中心」，入藏的珍貴書刊皆能獲得具有國際水準之人類文

化遺產保存環境，兼可加值展現文化保存的永續與應用價值。

　　學術發展是國家競爭力的標竿展現，必須仰賴專業菁英的領頭與牽成，而教授們不但

是國家百年大計的基石；浸淫學術專長、研究所需而蒐羅的主題藏書，更猶如「春雨」、「金

針」能沾溉士林，化育學子！在此，本館誠摯懇請中研院及各大學學者專家捐贈家藏書刊

及文獻，徵集之書刊文獻範圍包括：

一、手稿：研究筆記、手抄卡片等研究素材資料、書信及文稿等。

二、個人典藏之中文舊籍：善本圖書、早期舊籍及教科書等。

三、 其他學術研究特色蒐藏：研究主題相關之外文圖書、個人博碩士論文、非書資料、照

片及灰色文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