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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on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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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9 日由特藏文

獻組吳宜修助理編輯擔任講師，介紹本館特藏來源，

教導學人認識古籍精品及敦煌卷子等等，也介紹本

館建置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料庫」各項查詢功能、

特藏線上展覽館、當代名人手稿系統、通用型古籍

數位人文研究平臺等專題資料庫，透過實際操作與

運用，讓學人對於館藏特藏文獻之多元加值運用有

更多的理解。

• 本中心 6 月 25 日在國家圖書館辦理外交部「臺灣

獎助金」113 年第 1 次學人研究成果發表會，主題

為「自由及民主價值之雙邊及夥伴關係」，由外交

部向明德總領事擔任主持人。邀請新加坡拉惹勒南

國際關係學院 Kaewkamol Pitakdumrongkit 博士，主

講「Aligning ASEAN and Taiwan’s Economic Agen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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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ost-Taiwanese Election and the Shadow of US-

China Tensions」、美國前駐帛琉大使倪約翰（John 

Hennessey-Niland）教授，主講「Taiwan–A Model of 

Democracy and Key Partner in the Indo Pacific」、波蘭

羅茲大學經濟學院 Blanka Brzozowska 副教授，主講

「Taiwan’s Soft Power in Polish Social Media」。發表會

邀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王宏仁教授、中興大學國際

政治研究所劉泰廷助理教授擔任與談人。

• 本中心自 111 年起規劃舉辦國際青年漢學研習班，

旨在增進國際青年學生認識臺灣當前漢學研究之多

元主題，達到深化學術交流的目的。113 年研習班於

7 月 4-5 日舉行，以「文化藝術」為主題，共吸引來

自世界各地 70 位國際學生報名，最後錄取來自墨西

哥、烏克蘭、匈牙利、德國、印度、菲律賓、越南

等 13 個國家 18 位國際學生。本次研習班分別邀請

中山大學中文系的莫加南（Mark McConaghy）副教

授主講「危機時代的臺灣漢學：從『道統』到『共

生』」、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蔡家丘所長主講

113 年國際青年漢學研習班全體學員合影 邱椽鎮師傅（右）為國際青年漢學研習班學員示範古
籍修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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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臺灣美術史」。另本中心資料服務組魏令芳組

長以「學術資源與研究支援」為題，介紹臺灣重要

漢學研究學術資源。研習班也安排學員參觀本館善

本書室，介紹中式古籍裝幀物色及示範古籍修復。

此外特別安排學員參訪「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

進行書法體驗，以及「樹火紀念紙博物館」，認識各

式修復用紙及藝術用紙。

• 漢學研究中心設有指導委員會，任務為研訂漢學研

究中心重要政策方針並指導各項計畫之進行。教育

部終身教育司司長、國家圖書館館長為當然委員，

委員係由教育部部長聘任，任期二年。第 22 屆指導

委員，任期自 113 年 7 月至 115 年 6 月，名單如下（按

姓氏筆畫排序）：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士、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

所特聘研究員）

王涵青（國家圖書館館長兼漢學研究中心主任）

王鈺婷（國立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李壬癸（ 中央研究院士、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兼任研究員）

李貞德（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

所長）

李惠儀（ 中央研究院士、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

明系中國文學教授）

李毓娟（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司長）

李豐楙（ 中央研究院士、國立政治大學名譽講座教

授）

林瑋嬪（國立臺灣大學人類學系教授）

孫天心（ 中央研究院士、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莫加南（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陳儀深（國史館館長）

黃寬重（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黃樹民（ 中央研究院士、國立清華大學人類學研究

所、侯金堆特聘研究講座兼院長）

賴錫三（ 國立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國文學系特

聘教授）

• 

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國家圖書館漢學

研究中心以及德國聖奧古斯丁華裔學志研究所於 6 月

20-21 日共同舉辦「非洲與華人文化的相遇：經典、

歷史、宗教與圖像」國際會議，共邀請了近 30 位學

者與會，進行發表與交流。本次會議由天主教學術

研究院司馬忠院長、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黃文

德副主任代表國圖王涵青館長、華裔學志漢學研究

中心顧孝永主任以及德國聖奧古斯丁華裔學志研究

所的魏思齊主任暨主編的致詞揭開序幕。

• 

6 月 12 日舉行，柯若樸係本中心「外籍學人來臺研

究漢學獎助」1994、2017 年訪問學人、德國萊比錫

大學教授。邀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林仁昱教授擔

任主持人。

柯教授以漢學學者的視角回顧萊比錫大學的漢學研

究源起與發展，並介紹該校中文藏書的特色。柯教

授指出，藉由原訂 2020 年在該校舉辦的第 23 屆歐

洲漢學會議，德國漢學家與德國國家圖書館等 4 個

柯若樸教授（左）於「寰宇漢學學友講座」專題演講，右
為主持人林仁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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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合作，盤點了自 18 至 19 世紀以來收藏於萊比

錫的中文古籍，原先預計辦理一場古籍與手稿展，

雖然最終因新冠疫情會議停辦，但也藉此讓這些秘

藏在特藏書庫的善本有機會被翻閱整理，並以圖錄

的方式面世，未來也希望藉由合作數位化的方式，

讓古籍化身千百，讓更多學者研究利用。柯教授在

演講的最後，對數位時代漢學圖書館存在的意義與

功能走向，提出發人深省的建議。

• 

6 月 12 日舉行，王禮豪係本中心「外籍學人來臺研

究漢學獎助」2018 年訪問學人、德州大學奧斯汀分

校博士。邀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何明修教授擔任主

持人。

王博士在演講的一開始，先就「公民不服從」的定

義需包含公開性、非暴力、良知驅動，以及忠於法

治等四大項，才能被稱為「公民不服從」或「公民

抗議」。以此檢視臺灣「太陽花運動」與香港「雨傘

運動」後，王博士認為這兩場運動相當程度上符合

自由主義理想，但皆在各自的政治及社會背景下展

現出實際差異，顯示出公民運動的「理論」在現實

世界的應用上，並不完全符合嚴格的教科書理想，

由此看來，需要一個不那麼僵化的「公民不服從」

定義。

• 

7月 18日舉行，張崴崴係本中心「外籍學人來臺研究

漢學獎助」訪問學人、美國哈特威克大學副教授。邀

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陳志柔所長擔任主持人。

張教授近年來關注日本及臺灣獨立書店之營運，經過

定性研究，提出了在人們閱讀習慣大幅改變的數位

時代，獨立書店透過感官吸引力（Sensory Appeal）、

文化共鳴（Cultural Resonance）及活動物質性（Event-

based Materiality）等種種物質性的方式，精心設計空

間，營造獨特的閱讀氛圍，並透過舉辦活動，強調

與社區在地方文化的連結、製造讀者與書的「不期

而遇」等種種方式，提供了數位平臺無法複製的感

官體驗，使實體書店可以與線上競爭對手區分開來，

提供獨特的、沉浸式的體驗，吸引那些不僅僅追求

便利的消費者，展現實體書店在數位時代的韌性。

王禮豪博士（左）於「寰宇漢學學友講座」專題演講，右
為主持人何明修教授

張崴崴副教授於「寰宇漢學講座」專題演講

• 

7 月 18 日舉行，安德瑞係本中心「外籍學人來臺研

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加拿大渥太華大學政治學

院教授。邀請臺灣大學政治系張貴閔助理教授擔任

主持人。

安教授指出，臺灣面臨人口老化的危機，政府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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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期間為 113 年 5 至 7 月。

• 英國籍學人牛法鑫（Francis Newman）於 6 月 20 日

報到，他是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為

「天氣的疾病：醫學與天氣學於晚清帝國」，研究期

間為 113 年 7 至 10 月。

• 葡萄牙籍學人羅愛蓮（Helena F. S. Lopes）於 7 月 5

日報到，她是英國卡迪夫大學助理教授，研究主題

為「澳門的難民：相連的歷史從抗戰到冷戰」，研究

期間為 113 年 7 至 8 月。

• 德國籍學人李泳雯（Sabrina Habich-Sobiegalla）於 7 月

5 日報到，她是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教授，研究主題為

「第四次臺海危機」，研究期間為 113 年 7 至 8 月。

• 英國籍學人張必瑜（Bi-yu Chang）於 7 月 11 日報到，

她是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研究主題為「為

沈默者發聲：臺灣女性導演的困境與契機」，研究期

間為 113 年 7 至 8 月。

• 印尼籍學人鄭福運（Tonny Dian Effendi）於 7 月 30

日報到，他是印尼瑪瑯穆罕默德迪亞大學助理教授，

研究主題為「臺灣客家全球外展中的散居整合與公

共外交」，研究期間為 113 年 8 至 12 月。

• 日本籍學人前原志保（Shiho Maehara）於 5 月 3 日

報到，她是日本九州大學助理教授，研究主題為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aiwanese”in the Lee Teng-hui Era (1988-2000 and Its 

Beyond)」，研究期間為 113 年 5 月至 12 月。在臺駐

點機構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美國籍學人 John Thomas Hennessey-Niland 於 5 月 3 日

報到，他是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布希政府與公共事務

學院教授，研究主題為「Focus on Taiwan and Pacific 

Islands as Strategic Links in the Chain That Links Like-

minded Nations in Asia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Terms of Support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 Respect 

for Rule of Law, Economic Dependency and Concern for 

Environment」，研究期間為 113 年 5 月至 8 月。在臺

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安德瑞教授於「寰宇漢學講座」專題演講

2000 年提出長照 1.0 及於 2017 年提出長照 2.0 政策，

宗教團體也對此危機有所反應，透過設置醫療機構

及公益慈善事業，以進行各項長照社會服務。安教

授特別關注在臺之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

教等相關的慈善機構，及他們在關懷鏈兩端的具體

貢獻。各種宗教團體基於歷史背景、教義、使命、

組織形態、國際支援程度等，使其在投入長照時有

不同的參與度與關懷重點，但皆將是政府推動長照

政策時寶貴的輔助力量，也是支持勢弱勢群體權利

的民間社會行動者。

• 加拿大籍學人安德瑞（André Laliberté）於 113 年 5

月 11 日報到，他是加拿大渥太華大學教授，研究主

題為「宗教與社會福利：臺灣長期護理的經驗」，研

究期間為 113 年 5 至 7 月。

• 法國籍學人馬霞和（Mariavale Axelle Francoise Annick）

於 5 月 20 日報到，她是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博士候

選人，研究主題為「文學女性主義環保意識的興起：

兩岸當代女性詩的政治美學」，研究期間為 113 年 6

至 8 月。

• 美國籍學人張崴崴（Weiwei Zhang）於 5 月 18 日報到，

她是美國紐約哈特威克大學教授，研究主題為「探索

全球消費文化：後殖民糾葛與臺灣日常消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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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籍學人何玥（Phohnthip Naoise Smithsarakarn）

於 5 月 7 日報到，她是泰國詩納卡寧威洛大學人

文學院講師，研究主題為「English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Teaching in Taiwa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towards Higher Education Bilingual Program」，研究期

間為 113 年 5 月至 7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大學

人文社會高等研究所。

• 馬來西亞籍學人 Wong Ming Wong 於 5 月 7 日報到，

他是泰國格樂大學副教授，研究主題為「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in Taiwan and 

Thailand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研究期間為 113

年 5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彰化師範大學會計

學系。

• 葡萄牙籍學人鍾定瑤（Teng Io Chung）於 5 月 7 日報

到，她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為

「The 1970s US Military Withdrawal from Taiwan and Its 

Logistical Implications for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研究期間為 113 年 5 月至 8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中央

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

• 印度籍學人 Jojin Valiyathadathil John 於 5 月 7 日報到，

他是印度甘地大學助理教授，研究主題為「Middle 

Powers Realignment in the Indo-Pacific: Emerging 

Contours of India-Taiwan Relations」，研究期間為 113

年 5 月至 7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臺灣安全

研究中心。

• 美國籍學人 Ronald McNinch 於 5 月 8 日報到，他是美

國關島大學副教授，研究主題為「Improving Emergency 

Response in the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研究期間

為 113 年 5 月至 9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中山大學中

國及亞太區域研究所。

• 泰國籍學人林美霞（Sasinan Kruaechaipinit）於 5 月

15 日報到，她是泰國國立法政大學博雅學院助理教

授，研究主題為「Taiwan’s Empirical Diplomacy for 

Thailand: Smart Public Diplomacy Approach」，研究期

間為 113 年 5 月至 8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中山大學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 德國籍學人王禮豪（Leon Kunz）於 5 月 17 日報到，

他是美國德州奧斯丁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研究主題為「The Contributions of Social Movements to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研究期間

為 113 年 5 月至 10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師範大

學臺灣語文學系。

• 日本籍學人 Takuya Matsuda 於 6 月 4 日報到，他是日

本東京大學博士後研究，研究主題為「The U.S.-Japan 

Alliance’s Response to a Taiwan Contingency: Closer 

Coordination for a Robust Deterrence」，研究期間為 113

年 6 月至 8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 泰國籍學人 Kaewkamol Pitakdumrongkit 於 6 月 4 日

報到，她是新加坡拉惹勒南國際關係學院研究員，

研究主題為「Examining the Future of Taiwan-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US-China 

Rivalry and the Post-Taiwanes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2024」，研究期間為 113 年 6 月至 8 月。在臺駐點機

構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 英國籍學人李再文（Joyman Lee）於 6 月 5 日報到，

他是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研究主

題為「The Law of Express Trusts in Japan and Taiwa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from English and Quebec Law」，

研究期間為 113 年 6 月至 8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

灣大學法律學院。

• 越南籍學人 Nguyen Thi Ha 於 6 月 11 日報到，她是

越南人文科學院中文研究所研究員，研究主題為

「Promoting Vietnam-Taiwan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s New Southbound Policy 

Implementation」，研究期間為 113 年 6 月至 11 月。

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 匈牙利籍學人王俊逸（Péter Vámos）於 6 月 12 日報

到，他是匈牙利歸正會卡羅里·加斯帕爾大學教授，

研究主題為「Catholic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Indigenization and Religious Syncretism. A Case Study of 

the Former Hungarian Jesuit Mission in Chiayi County」，

研究期間為 113 年 6 月至 9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靜

宜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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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籍學人 Julieta Helena Heduvan 於 6 月 12 日報到，

她是拉美地區亞洲與非洲研究協會副研究員，研究

主題為「The Paraguay-Taiwan Relationship in a Complex 

World. An Analysis of the Persistence of an Unusual 

Relationship in an Uncertain International Order」，研究期

間為 113 年 6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

• 索馬利蘭籍學人 Mohamoud Abdirizak Abdi 於 6 月 25

日報到，他是索馬利蘭國防部研究員，研究主題為

「The Effect of Tripartite Agreement of Somalia, Ethiopia 

and Eritrea on Horn of Africa Security」，研究期間為

113 年 7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所。

• 蒙古籍學人 Manlai Nyamdorj 於 7 月 2 日報到，他是

德國特里爾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為「China’s 

Communication Within National and Global Media 

System(s)」，研究期間為 113 年 7 月至 10 月。在臺駐

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創新創造力研究中心。

• 菲律賓籍學人 Aaron Jed Rabena 於 7 月 2 日報到，他是

菲律賓大學亞洲中心資深講師，研究主題為「China’s 

Rise and Core Interests: A Comparison of China’s Approach 

to the Taiwan Questio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and 

Policy Responses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aiwan」， 研 究

期間為 113 年 7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

學臺灣安全研究中心。

• 韓國籍學人金宰亨（Jaehyung Kim）於 7 月 3 日報

到，他是美國夏威夷馬諾阿分校博士候選人，研究

主題為「Decolonization and Repatriation: The Nationalist 

Party’s Policies Towards Koreans in Manchuria」， 研 究

期間為 113 年 7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大

學歷史學系。

• 印度籍學人 Ritika Passi 於 7 月 5 日報到，她是印度

獨立學者，研究主題為「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Elevating India-Taiwan Ties: Assessing Scope, Prospects, 

and Consequences」，研究期間為 113 年 7 月至 11 月。

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印度研究

中心。

• 巴 西 籍 學 人 Pedro Luiz de Azevedo Filho 於 7 月 5 日

報到，他是巴西阿漢瑰拉大學博士後研究，研究主

題為「The Strategic Potential of Semiconductors in the 

Formulation of Taiwan’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Brazil」，

研究期間為 113 年 7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漢

學研究中心。

• 加拿大籍學人 Michael Desormeaux 於 7 月 16 日報到，

他是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為

「Guardians of Democracy: Understanding and Comparing 

Anti-Foreign Interference Policies in Canada and Taiwan in 

the Face of Sharp Power」，研究期間為 113 年 7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銘傳大學國際教育交流處和臺

灣大學政治學系。

• 斯洛伐克籍學人 Maria Istvanova 於 7 月 16 日報到，

她是斯洛伐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研

究主題為「Image of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in the 

Domestic Taiwanese Media」，研究期間為 113 年 7 月

至 10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 南韓籍學人周長煥（JangHwan Joo）於7月16日報到，

他是韓國韓信大學教授，研究主題為「A Study on 

Dynamics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 in the Era of U.S.-

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研究期間為 113 年 7 月

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

•

113 年 5 月出版，篇目：〈20 世紀以來讖緯曆法思想

研究狀況述評〉（田可）、〈近年日本有關汪兆銘及

其相關研究現狀評述（2000-2022）〉（王晟旭）、〈近

三十年來歐美西方漢學界中國旅行書寫研究現況、

問題與趨勢〉（陳昉昊）、〈作家之外的齊邦媛─

從另一個側面看齊教授對臺灣教育文化的貢獻〉（黃

寬重）、〈溫柔寬厚的仁者─懷念馬森老師〉（林

偉瑜）、〈新書評介︰ David Baillargeon and Jeremy E. 

Taylor, ed., Spatial Histories of Occupation: Colonialism, 

Conquest and Foreign Control in Asia〉（林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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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年 6 月出版，篇目：〈安大簡〈曹沫之陳〉新釋

文及補釋〉（邴尚白）、〈《晏子春秋》「食魚無反」

解─兼論先秦「毋反魚肉」之禮儀〉（龎壯城）、

〈「蘭亭會」成因與王羲之的籌算〉（陳慶元）、〈〈王

安石拜昭文相制〉在北宋中晚期經史詮釋中的反響〉

（李卓穎）、〈明清之際朝鮮王朝對臺灣鄭氏政權的

關注與情報的應對〉（雷雨晴）、〈中英印三語合璧

的語言教材：《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藏本考與價值

重估〉（王澤偉）、〈評胡川安，《秦漢帝國與沒有歷

史的人：殖民統治下的古代四川》〉（羅棋布）、〈評  

S. E. Kile 鄺師華 , Towers in the Void: Li Yu and Early 

Modern Chinese Media〉（廖晏顥）。

•

113 年 5 月 1 日、6 月 1 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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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德萬（Hans van de Ven，荷蘭籍，1997 年漢學中心

獎助學人，現為英國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學院

教授），4 月 4 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講

演會，主講「權力的間隙：日本戰敗後的中國、印

度和印尼」。

• 傅樂吉（Vradiy Sergey，俄羅斯籍，2001、2014 年漢

學中心獎助學人，現為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歷史、

考古、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4 月 25-26 日於中正

大學中國文學系、東亞漢籍與儒學研究中心主辦第

四屆「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發

表論文「一段未知的北地東亞文化交遇：俄羅斯遠

東的天后廟碑」。

• 史芬妮（Stefania Travagnin，義大利籍，2005 年漢

學中心獎助學人，現為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副教

授），4 月 27-28 日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系、閩南

佛學院主辦之「佛教中國化和文明交流與互鑒學術

研討會」，發表論文「Career and Legagy of the Monk 

Bianneng 遍能 (1906-1997) Negotiating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Sichuan Buddhism」。

• 谷乃曦（Guggenmos Esther-Maria，德國籍，2018 年漢

學中心獎助學人，現為瑞典隆德大學神學與宗教研

究中心教授），4 月 27-28 日於「佛教中國化和文明

交流與互鑒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When Christians 

become Inspired by Chinese Buddhist Meditation—Karl 

Ludvig Reichelt’s (1877-1952) Perception, Adop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 郝清新（Imre Hamar，匈牙利籍，2004 年漢學中心獎

助學人，現為匈牙利羅蘭大學教授），4 月 27-28 日

於「佛教中國化和文明交流與互鑒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文「The Buddh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ucianist 

Concept of Family: Filial Piety as Universal Compassion」。

• 米歐敏（Olivia Milburn，英國籍，2003 年漢學中心

獎助學人，現為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5 月 10 日

與羅丹寧（Daniel Burton-Rose）教授於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學術講演會，主講「晚明文人昆蟲學—

以譚貞默（1590-1665）的《譚子調蟲》為例」。

• 徐兆安（Shiuon Chu，英國籍，2016 年漢學中心獎

助學人，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5 月 15 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近代

中國的印刷、出版與書院」工作坊，主講「Taking 

Examinations Home: Essay Competitions and Institutional 

Mobility of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Academies」。

• 柯若樸（Philip Clart，德國籍，1994、2017 年漢學中

心獎助學人，現為德國萊比錫大學教授），5 月 31

日、6 月 11 日於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專題演講，講

題分別「韓湘子續傳：『清代通俗文學中之敘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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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德國萊比錫大學東亞研究所漢學系歷史沿

革與現況」；6 月 6 日於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在德國萊比錫市的中文書籍收藏︰回顧與展

望」。

• 傅家倩（Jia-Chen Fu，美國籍，2019 年漢學中心獎助

學人，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4 月 25 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講演會，

主講「Worlding an Emotion Test: Translation and The 

Woodworth Psychoneurotic Inventory in Republican China」。

• 包筠雅（Cynthia Brokaw，美國籍，1993 年漢學中心

獎助學人，現為美國布朗大學歷史系教授），5 月 15

日於「近代中國的印刷、出版與書院」工作坊，主

講「The Zunjing Shuyuan 尊經書院 , Reform Thought, 

and the Journal of Sichuan Learning (Shuxue bao 蜀學報 )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 曾稚棉（Chih-mien Adrian Tseng，加拿大籍，2014 年

漢學中心獎助學人，現為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助理教

授），6 月 6-8 日於輔仁大學哲學系主辦「存有、思

想與生命意義—沈清松教授逝世六週年紀念國際

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中國佛教叢林生活對環境

之態度探討︰以《禪苑清規》為例」。

• 金敏鎬（Min-Ho Kim，韓國籍，2009 年漢學中心獎

助學人，現為韓國翰林大學中國學科教授），4 月

25-26 日於第四屆「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國際學術

研討會，發表論文「跨越國界的禮物：吸毒石—

以朝鮮、中國、西方文獻中的吸毒石記錄為中心」。

• 許德發（Teik Huat Khor，馬來西亞籍，2012 年漢學

中心獎助學人，現為馬來西亞國立蘇丹依德理斯教

育大學講師），4 月 24 日於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專

題演講，講題「『到南洋去』：近代知識分子南訪、

演說與思想啟蒙」；4 月 25-26 日於第四屆「近世意

象與文化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從『殖

民』到『公民』：梁啟超的『南洋』經歷、華僑想像

與建言」。

• 岩 谷 將（Nobu Iwatani， 日 本 籍，2023 年 漢 學 中 心

獎助學人，現為日本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教

授），於 4 月 27-28 日參與民國歷史文化學社、蔣經

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主辦之「兩蔣日記與民國政

治國際學術研討會」；5 月 29 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學術講演會，主講「從盧溝橋事件到日中

戰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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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

於「跨界對談 19—表演藝術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暨中華戲劇學會 2024 跨領域戲劇青年學者國際學術

研討會」專題演講，講題「從跨界至本土—馬來

西亞華文話劇的身分轉換」。

• 郭靜云（2005 年漢學中心獎助學人，現為南京大學

全球人文研究院教授），5 月 2 日於中正大學歷史學

系專題演講，講題「漢字如何起源」；6 月 1-2 日於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字學會主辦「第 35 屆

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商文明銅

戈的器型來源與功能的演化」。

• 白永瑞（Youngseo Baik，韓國籍，2001、2008 年漢

學中心獎助學人，現為韓國延世大學人文學院歷史

系教授），6 月 14-15 日於中興大學歷史學系與臺灣

敘事學學會合辦「臺灣的東南亞認同（二）：性別、

族群、宗教與政治的跨文化視野研習營」，主講「大

轉折時期『批判性全球本土史（glocal history）』之

路：在核心現場進行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