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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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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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20.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21.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22. 東海大學歷史學系

23.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4.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25.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

26. 東華大學歷史學系

27.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28.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29. 政治大學哲學系

30. 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31.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32. 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33. 政治大學歷史學系

34. 國史館

35. 國立故宮博物院

36. 淡江大學歷史學系

37.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38.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

39. 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

40. 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41. 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42. 清華大學歷史研究所

43. 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44. 雲林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

45.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46. 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47. 彰化師範大學歷史學研究所

48.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49. 暨南國際大學歷史學系

50. 臺北大學歷史學系

51. 臺北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52. 臺灣大學人類學系

53.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54. 臺灣大學哲學系

55.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56. 臺灣大學歷史學系

57.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58.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59.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60. 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系

61. 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62.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63.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64. 輔仁大學哲學系

65.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

66. 日本東京大學

67. 香港中文大學

68.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歷史學系

69. 馬來亞大學中文系

70. 新加坡國立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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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1. 楊雅惠教授於 8 月 1 日休假研究結束，返校服務。

2. 張屏生教授於 8 月 1 日休假研究結束，返校服務。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榮譽講座教授蔡信發先生於 113 年 6 月 1 日辭世，

本系於 8 月 21 日舉辦「蔡信發教授紀念追思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9.26　  林奕圻 你的屠龍之技，不會只用來刷會員

載具—運用企劃創意策略思維，

大有可為！

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

1. 皮國立副教授自 8 月 1 日起升等為教授。

2. 蔣竹山副教授自 8 月 1 日起升等為教授。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9.30　  吳宇凡 行政與史政的雜揉：民國時期檔案

管理制度變革

113.10.14　林孝庭 東亞冷戰、美國政府與臺灣政治

發展

113.11.19　張淑卿 戰地救護、軍護與戰後臺灣護理的

發展

113.12. 9　陳复嘉 消逝中的營盤—淺談民國史脈絡

下桃園地區軍事地景的變遷

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9.27　  沈裕昌 「過洋牽星：未來的方舟」策展分享

113 年 6 月，篇目：〈如候鳥般飛翔—戰前往返東亞各

地的西畫家呂基正〉（邱函妮）、〈研究型創作之交鋒與

「藝術知識」初探〉（高俊宏）、〈返向世界：塔琳．賽

蒙的調查改寫〉（莊憶萱）。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 本院 7 月 30 日核定李奭學研究員自即日起改聘為特

聘研究員。

2. 本院 7 月 30 日核定陳相因副研究員自即日起升等為

研究員。

1. 本所 8 月 19-30 日與臺大中文系舉辦「2024 年微學分

課程─異思維系列：異形＆異類」。本課程講師分別

由本所何乏筆研究員、李育霖研究員、陳威瑨副研究

員、楊中薇助研究員及臺大中文系劉正忠教授擔任。

2. 本所 8 月 21 日舉辦「數位人文Ｘ流寓敘述第五次讀

書會專書導讀─數位文學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

來」，由本所訪問學員邱琬淳女士主講，閱讀資料為：

J. McGann, Radiant Textuality: Literary Studies after the 

World Wide Web (New York: Palgrave, 2001)。

3. 本所 8 月 22 日舉辦「道德經 East & West」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潘鳳娟 《道德經》的東西交會—從李榮的「三一」

論述談起

江淑君 明人注《老》的另一種關注—以澄清程朱老

學之誤解為觀察核心

林永勝 道教中的「三一」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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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興 《說文解字》與三位一體

鄭燦山 成玄英與中觀思想的比較

4. 本所 8 月 29-30 日舉辦「明清文學在東亞」學術研討

會。

5. 本所 9 月 24 日舉辦「無－有：南希（Jean-Luc 

Nancy）、海德格與中國哲學」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Marita Tatari　With-Out in Nancy’s “sense”

Fabian Heubel（何乏筆）　Being and Non-being?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Laozi 40

Misha Tadd（邰謐俠）　Non Ens and Ens (Non-Being and 

Being) as Wu and You in the Latin Laozi

6. 本所 9 月 26 日舉辦「中國哲學的物思維」學術研討

會。

7. 本所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 日舉辦「呼吸、氣氛、力量：

氣學與美學的跨領域探索」學術研討會。

8. 演講、座談、討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7. 1　  劉柏宏 越南裴輝松《四禮略集》的知識傾

向─兼論與《壽梅家禮》之關係

113.7. 8　  李豐楙 時序與境觀：道教作為「文化百寶

箱」

113.7. 8　  歐陽文津　Tammuz in Love: Ancient Mythology 

in Modern Arabic Literature

113.7.31　  張燦輝 年老了，還能做什麼？─老年

哲學導論

113.8.26　  祁立峰 中古文學的內外之別

113.8.30　  鍾雲鶯 越南明師道南雅堂典藏之中國先

天道書籍現況

113.9.12　  Harvey Lederman（李煥然）　王陽明的「意」

概念

113.9.23　  程曉杰 加速啟蒙：P. R. 薩卡爾的坦陀羅與

早期佛教中的冥想對象

李奭學主編，113 年 7 月。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7. 3　  王卓異 從《喜福會》（1993）到《喜幹會》

（2023）：亞美電影對好萊塢傳統

性別與種族視角的挑戰

113.7.17　  莊嘉強 臺灣原住民保留地的法律動員

113.7.26　  Sébastien Gallio　Buw! An Ongoing Project on 

Betel Nut Supply Chains in Micronesia

113.7.26　  蔡友月 橫跨兩岸的科學爭論：臺灣原住

民 DNA 與國族認同的建構

113.8.16　  謝力登（Derek Sheridan）　Strategic and 

Rhetorical Variation in the PRC’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Comparison of 

Port City Projects and the “failed” 

Melaka Gateway

113.8.28　  虞開元 當代中部排灣人「有情的記得」：

書寫、記憶、歷史存有

113.9. 4　  若桑．甦給那笛米　獨立不獨力 PART2

113.9.11　  饒祐睿 海洋的能供性與漁業生活的世界時

間：從漁具漁法、漁船與養蚵技術

談起

113.9.25　  董晨晧 原住民族多元性別的不可命名性

—從屏東到臺東的 adju

1. 本所於 7 月 9-10 日主辦「時代巨變中的基督宗教：

困局、使命與創新」學術研討會。

2. 本 所 於 7 月 9-10 日 舉 辦「 東 亞 人 類 學 會 討 論 會：

WEAI at 75 The Anthropology of East Asia: Taiwan’s 

Contributions」。

3. 本所於 9 月 6 日「人類學本體論研究群讀書會：圍繞

「生命」的生命─閱讀《生之奧義》Manières d’être 

vi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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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建守先生奉核定自 113 年 7 月 30 日起升等為副研

究員（長聘）。

1. 本所 7 月 22-23 日與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合辦「重探

現代中國之戰爭：史料、視野和方法」國際學術研討

會。

2. 本所 8 月 26-29 日舉辦「2024 東亞近代研習營」：

主講人　　　講　　　　　　題　　

林文凱 東亞史研究視野的意義：以近代臺灣／福建／

滿洲史的交互關聯與相互比較為例

金恩美 相互連結的東亞：從 19 世紀朝鮮問題看東亞

的互動

曾士榮 日記中所見的東亞

羅士傑 日記裡的地方政治：以溫州張棡與符璋日記為

中心

陳柏旭 冷戰與東亞（專書介紹—冷戰：從兩強爭霸

到全球衝突，當代地緣政治的新世界史）

陳瑋芬 東亞近代文化交流—概念史的角度

周東怡 東亞近代文化交流

張雯勤 英殖民時期緬甸洋脚馱運

連瑞枝 「東亞」與「東南亞」中間地帶：礦的族群政

治與人口流動（16 至 18 世紀）

洪紹洋 東亞經濟現代化

蔡龍保 「產官合作」推動下的近現代東亞經濟史

傅家倩 科技與東亞（專書介紹—The Other Milk: 

Reinventing Soy in Republican China）

林果顯 文化冷戰研究簡介

王梅香 文化冷戰與東亞

菊池秀明　東亞的開發與社會—18-20 世紀臺灣與日

本多摩地區的比較

3. 本所 8 月 30 日舉辦「漠北到海南：東部歐亞史」工

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李明仁 從征服王朝到新清史

潘光哲 作為政治概念的亞洲：近代中國地理想像的一

個側面

7 陳健文 從白馬之盟看古代中國與內亞地區的刑白馬與

歃血習俗

林宏哲 製作肅慎：中古文獻對「肅慎族系」的知識建

構及其政治意義

朱振宏 唐突厥族俾失十囊墓誌研究

翁佳音、林逸帆　「新」針路簿的一些問題

李碩珞 試論十六世紀後半東亞海域情勢的轉變—以

林道乾集團為例

李貴民 與民同行？越南陳朝抗元與佛教轉向

蔡長廷 從絲綢之路再尋田野—以三上次男為中心的

考察

喬舒亞．弗里曼　Teacher, Traveler, Socialist, Spy: Meshür 

Roziev and the Sino-Soviet Nexus

4. 學術講演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7. 2　  梁其姿 淺談醬油工藝與近現代鄉村運動

的相互建構

113.7. 5　  劉維開 蔣中正日記 1961 年

113.7. 9　  克禮（Macabe Keliher）　臺灣的秘密經濟作

戰組織與香港工業化的奇特個案

113.7.18　  杜春媚 美軍法庭上的中國女性身體：沈崇

案新探

113.7.23　  宋夏蓮（Doris Sung）　文人畫世界中的女

性書寫—以金章《濠梁知樂集》

及其藝術歷程看民初女畫家在畫壇

及社會的性別角色

113.7.26　  王思翔 皇風無垠：朝鮮國與明代帝國的

塑造

113.7.26　  吉川莉莎（Lisa Yoshikawa）　The Curious Case 

of Ueno Masuzō: Recalling the Empire 

as a Complex in Imperial Japan’s 

Interwar Zoology

113.7.29　  吳宛怡 女演員的職業自我修養：民初梆子

劇場的性別、表演及藝術實踐

113.7.29　  邱士杰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與二十世紀中國

113.7.30　  吳一慶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何時開始的？

—「文化革命」的視角

113.8. 1　  宋夏蓮（Doris Sung）　女紅的現代性—

刺繡家沈壽的跨文化藝術實踐

113.8. 2　  戴遠雄 哲學與專制的周旋—傅柯（Michel 

Foucault）《管治自我與管治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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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7. 9　  蔡維屏 郵政地圖與少年中國的想像共同體

113.7.15　  李志銘 重探 60 年代「民歌採集運動」：

以李哲洋、呂炳川的學術生命史為

視角

113.7.23　  邵文林（William Sack）　從水牛到鐵牛：

4-H（四健會）與戰後臺灣農業的

機械化

113.8. 6　  陳宗仁 再論「公司」源流與帆船貿易的運

作模式

113.8.13　  甘詠雯 城市遺產的創造、移除和重塑：在

臺灣、香港與歐洲對過去的記憶、

遺忘和重新詮釋

113.8.20　  吳叡人 臺灣獨立、永久中立與不結盟：廖

文毅的全球南方之路

113.9.23　  葉（岡野）翔太　二戰後在日本的「臺灣系

華僑」：訪談、史料挖掘等研究過

程中探尋自我認同的歷程

113.9.24　  陳姃湲 日本殖民統治為何在臺灣施行公娼

制度？從石黑忠惪的臺灣視察看殖

民地公娼制度的構想與規劃（1896-

1905）

1. 本所 7 月 4-5 日與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歷史系、

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成功大學歷史系、南瀛國際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辦「關稅、貿易與十九世紀

末至二十世紀初東亞經濟的形塑」國際學術研討會。

2. 本所 7 月 30 日舉辦「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112

年度訪問學員成果發表」：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楊佩儒 巾幗何多讓：臺北初等教育中女教師的興起與

養成（1945-1979）

杜永仁 戰後臺灣民用航空產業的發展（1950-1990）

簡志霖（Vava Isingkaunan）　Laipunuk Musuhis 20 Hamisan

內本鹿復返行動之研究（2002-2022）

3. 本所 8 月 27-28 日與日本經濟思想史學會合辦「從經

8（Le gouvernement de soi et des autres）

講課中的講真話

113.8. 2　  柯正宇（Zachary Clark）　「為什麼要學習

藏文」：藏傳佛教及其翻譯對青海

教育改革的影響，1910-1938 年

113.8. 7　  羅愛蓮（Helena F. S. Lopes）　東方的卡薩

布蘭卡：抗戰時期的澳門

113.8. 8　  林峻煒 朱熹天即理說在明代中晚期的反響

—以《論語 ‧ 八佾》王孫賈章

之經解為中心

113.8.16　  徐相文 解密韓戰：中華民國的秘密參戰

活動

113.8.22　  陳鴻明 失序的經濟：戰後中央信託局的東

北大豆調節與運籌

113.8.23　  劉維開 蔣中正日記 1962 年

113.8.27　  中村元哉　中華民國對民主主義的探索

（1912-1949）

113.9.12　  許秀孟 日占時期上海的蔬果批發市場及其

技術政治

113.9.13　  承　志 康熙四十五年語言調查—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御

製清文鑑》）編纂與清文方言

113.9.19　  黃懿縈 留得青山在？天主教牧者「堅守崗

位」的原則與爭議再探

113.9.19　  文浩（Felix Wemheuer）　文化大革命中的社

會衝突

113.9.19　  承　志 滿文古地圖與俄文古地圖—中俄

地圖交流史的一個側影

113.9.20　  劉維開 蔣中正日記 1963 年

1. 

113 年 3 月，篇目：〈近代中國溫泉療養、公共洗浴

與景觀重建：以驪山華清池為例〉（黃菲）、〈南京國

民政府統治初期北平的黨務紛爭：以市黨部為中心的

考察（1928-1929）〉（王建偉）、〈從《塘沽協定》看中、

日兩國在華北的攻防〉（黃自進）、〈Wang Lianming, 

Jesuitenerbe in Peking: Sakralbauten und transkulturelle 

Räume, 1600–1800〉（米翰寧）。

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系列（110），

汪正晟訪問 ‧ 林東璟記錄），11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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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思想史看 18-20 世紀的臺灣」國際學術研討會。

4. 本所 8 月 30 日在本院南部院區舉辦「臺日社會經濟

交流史國際座談會」。

5. 9 月 3 日本所與本院原住民族研究培訓計畫合辦「殖

民、人骨與學術反思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楊海英 殖民地人骨與日本人類學：體質測量和未來問

題

吳易叡 牽涉牡丹社事件頭顱的帝國間醫學史與當代倫

理意涵

陳偉智 日治初期臺灣體質人類學的發生

6. 本所 9 月 6 日於南部院區舉辦「大眾文化與殖民現代

性：日本統治後期臺灣的媒體與社會」學術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陳培豐 從殖民現代性看臺灣─同化・歌謠・臺語文

莊勝全 如何在殖民地過日常生活？：《民報家庭寶典》

與《民報家庭栞》的初步解讀

林筱慈 1920-30 年代日本帝國統治下臺灣與朝鮮檢閱體

制的比較

吳叡人 從民族自決到地方自治：從《臺灣新民報》看

1930 年代臺灣民族運動思想的轉型

張詩勤 日治後期臺灣近代詩中的戰爭與鄉土─以新

出土《臺灣新民報》與《興南新聞》為觀察對

象（1938-1944）

羅詩雲 仕／紳的戰爭日常：林衡道小說《前夜》的臺

人生活文化與歷史記憶

黃裕元 曲盤、歌仔冊及其周邊：日治時期歷史錄音的

聆聽與解讀

7. 本所 9 月 7-8 日與政治大學歷史系、政治大學臺灣史

研究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政治大學社會責任辦公

室、中華啟文堂劉氏宗親會合辦「第四屆啟文堂劉氏

家族史暨臺灣老家族史學術研討會」。

113 年 9 月，篇目：〈大清帝國統治下臺灣的唐人用語

分析〉（陳宗仁）、〈19 世紀林圯埔竹材流通與鹿港海岸

變遷的關聯〉（楊朝傑）、〈Forgotten Imperial Culture: The 

Spread of Taiwanese Oolong Tea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Kazuhiro Iwama，岩間一弘）、〈留日臺籍建築

師徐迺欣與他的時代：聚焦 1943 年〈朝日日記〉〉（郭

聖傑）。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陳韻如助研究員榮獲國科會 113 年度吳大猷先生紀

念獎。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7. 8　  Macabe Keliher　Aluminum, the Miracle Metal,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aiwan

113.7.10　  Alice Yao　Beyond Heavy Metal: Revisiting the 

Bronze Age Economics of the Tin and 

Copper Belt of Zomia

113.7.11　  Franz Xaver Erhard　Divergent Discourses: 

Processes of Narrative Construction in 

Tibet, 1955-62

113.7.26　  小林亮介　Border Conflicts, Negotiations, and 

Treaties: Sino-Tibetan-Brit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113.7.29　  陳詩沛 見樹又見林─基於量化分析的歷

史研究

113.8.19　  David Armitage　Mozart’s Marriage of Figaro 

and the (Im) Perfect Ambassador

113.8.19　  徐小潔 打撈書籍紙張的歷史記憶─文理

融合人文學科研究的嘗試

113.8.29　  許凱翔 五代十國的易代徵應及其傳播

113.9.10　  Aya Homei　Japan in the Transnational Network 

of Family Planning, Development Aids 

and Global Health, 1960s-80s

113.9.11　  Carsten Timmermann　De-centering Rudolf 

Virchow: The Making of a Social 

Medicine Pioneer

113.9.13　  Rima Apple　Women and History: Feminist 

Notes o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Health 

Care for Women

113.9.26　  David Brophy　Imperial Encounters with Islam 

in Qianlong-era Xinjiang

1. 本所同仁學術講論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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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1. 楊玉君教授 8 月 1 日起擔任本系系主任職務。

2. 曾若涵副教授榮獲本校 112 學年度教師優良教學獎。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楊玉君 時間的能量—歲時民俗專書寫作計畫

蕭義玲 靈魂追索的自傳詩：張錯《檳榔花》的情感體

驗與文化意義

謝明勳 百回本《西遊記》「續補前置」說考辨

1. 中正大學文學院東亞漢籍與儒學研究中心於 9 至 12

月主辦「牟宗三的康德道德哲學」讀書會，書目：康

德著，牟宗三譯，《康德的道德哲學》。帶讀老師：

10

Zhaoyu 曾昭燏 (1909-1964)

游鑑明 A Heroine within Western History: Prof. Zeng 

Xianghe 曾祥和 (1920-2013)

Adéla Jůnová Macková & Táňa Dluhošová　Czechoslovakia, 

Women Scholars and Sinology in 20th Century

金壽子 KIM Yung-Jung, Woman Historian to Woman 

Politician: Feminist Activities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80s

7. 由本所臺灣與東南亞考古學研究室主辦，臺灣考古學

會協辦，於 9 月 18 日、9 月 27 日舉辦兩場「臺灣考

古何處去？」職涯發展座談會。

113 年 9 月，篇目：〈試論曾公求墓青銅樂鐘的音列與

編列組合─兼論「行鐘」的起源〉（張聞捷）、〈重探

五代的天下體制：基於吳越國視角的考察〉（黃庭碩）、

〈排灣族力里社頭目之女Taljimaraw Sauniyaw（林李招）

墓葬隨葬品及相關問題研究〉（陳光祖、謝智華、林順

隆）。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9. 2　  陳光祖 史語所典藏殷墟出土陶範之科學

分析

113.9.16　  王鴻泰 以暴制暴：明嘉靖倭亂下江南民風

士習的轉化

113.9.30　  顏世鉉 出土文獻《孔子曰》、《仲尼曰》

詞語釋讀─兼論子貢的道德形象

2. 本所 7 月 19 日舉辦「作者 versus 評論人─《什麼

是思想史？》新書討論會」，由作者陳正國研究員主

講，王汎森特聘研究員主持，本院人社中心蕭高彥特

聘研究員、近史所呂妙芬研究員、史語所藍弘岳副研

究員、臺大歷史系傅揚助理教授共同討論。

3. 本所及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臺灣中心於 8 月 5-6 日

合辦「數術文化與新出文獻」學術研討會。

4. 本所與南港上古中國研究會於 8 月 16 日共同主辦「有

事：上古中國的戰爭書寫與兵器考古」學術研討會。

5. 本所與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於 8 月 21-22 日共同主辦「中

國與歐亞史上的政教關係」學術研討會。

6. 本所 9 月 3-4 日舉辦「早期女性史家工作坊 Women 

Historians around the World, 1860-1960」：

主講人　　　講　　　　　　題　　

李貞德 Research on Women Historians—Insights from the 

Last Five Decades

Emanuela Garatti　Marcelle Lalou—A Tibetologist in 20th-

Century France

長志珠絵（Shizue Osa）　On Female Historians in Prewar 

Japan: The Absence of Kikue Yamakawa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Japanese History

Kumkum Roy & Bishnupriya Basak　Pioneering Public 

Intellectuals: Ramabai and Irawati Karve in Modern 

Maharashtra, India

李峙皞 To“Grow a New Emotion”: China, Universal 

Desires, and Eileen Power’s Quest for World 

History in Interwar England

陳致宏 The German Historian Hedwig Hintze (1884-1942) 

and Her Historical Thought

鄭雅如 You Shou’s Years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Her Opportunity, Research Status, and 

Achievements

戴麗娟 From Traditional Humanities to Emerging Museum 

Studies: The Choices Faced by Female Scholar Z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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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信智 文化維繫、知識傳承與再部落化：臺灣南部都

市原住民「文化空間」之調查研究

王萬睿 銀幕觸區：冷戰時期臺日跨國電影的異國情

調、視覺奇觀與跨媒介敘事

江寶釵 阿里山鄒農獵文化的情境敘述融合 3D 互動之

製作暨其行銷效益研究

1. 本校圖書館於 9 月 2 日至 11 月 10 日舉辦「覓境•寶

珠湖─李知灝空拍攝影展」及系列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9.25　  李知灝 空拍攝影的小訣竅

113.10.2　  李知灝 AI 時代的展覽想像

2. 童信智助理教授 7 月 1、10、19、25 日演講，講題分

別為「豐富多元文化的色彩─原住民族教育」、「文

化力─原住民族當代社會議題」、「豐富你我生活

的原住民多元文化」。

3. 本所與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國際文化創藝整合發展研

究中心，於 113 年 7 月 26 日至 114 年 3 月 16 日合辦「在

水一方─朴子文學地景展」，並策劃出版《朴子八

景詩輯釋與轉譯》中英臺語文版。

4. 王萬睿副教授 8 月 20 日至中央大學臺灣電影研究中

心演講，講題：「長片與影像教學：2024 線上教師研

習課程二《小畢的故事》」。

5. 江寶釵教授 9 月 26 日至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發展處研

究推動中心演講，講題：「中文書寫只是文學相關系

所的問題？」。

6. 本所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過之學位論文：

碩士生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宋佳穎 論「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得獎作品

中的海洋書寫

李姵萱 影視拍攝爆紅景點的永續經營策略

─以《用九柑仔店》為例

施足珠 臺語詩集《渡鳥的影跡》的創作暨其

析論

洋愷威 coua’toana 真正的「人」─鄒族歌謠

文化學習研究

洪鈺真 邱祖胤《少女媽祖婆》回歸鄉土寫作

胡瓊勻 臺灣福特汽車廣告中女性形象的轉變

蔡窈真 蔡依林流行歌曲的性別意識轉向

中正大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7.15　  方　恩 初探臺中城市漂流，一個建築與都

市設計的原動力

1. 113 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江寶釵 嘉義書寫與文化創意─融入閱讀、敘事與環

境倫理的場域教學實踐與研究

童信智 導入原住民族知識體系進行臺灣原住民族的社

會與人文課程之教學實踐研究

2.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楊智景 文學傳播與文化翻譯─戰間世代的日本文學

翻譯家朱佩蘭（1935-）及其譯著研究

李知灝 寄往臺灣的詩箋：新加波新聲詩社在臺發表作

品探研

童信智 排灣族 Masan Cawcau（成為人）之文化素養探

究─以口傳敘事文學為中心

11

楊智景

李知灝

江寶釵

童信智

李知灝

方慧臻

王萬睿

陳佳銘教授、賴柯助副教授。

2. 本系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過學位論文：

研究生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王峻彥 孟子道德哲學在品德教育上的啟發與

應用

阮玉媛 《太平廣記》的虎類故事形象研究

張品萱 王船山《莊子解》對莊學的承繼與獨

見—以修養論為探究的核心

陳竑廷 帝國風景：日治時期臺灣「圓山八景」

的文本詮釋

葉盛暘 《臺灣土語全書》之成書背景—兼

談其語言標記特色

蔡耕僑 六朝志怪小說孫吳帝王故事研究

顏銘志 晚清女作家「新小說」中的婦女議題

研究—以《女獄花》、《俠義佳人》

為中心

賴柯助

謝明勳

 陳佳銘

毛文芳

曾若涵

謝明勳

黃錦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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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與中華道家世界協會於 9 月 5

日在本校舉辦「第二屆姜太公世界道家論壇」。

中華道家世界協會、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主編，臺北：

萬卷樓圖書公司，113 年 6 月。

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文圖學會主辦，中興

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韓國外國語大學世界文化創意研究所合辦之「第十四屆

國際青年學者人文與文化學術會議—人類／人工智

能：文學•文圖學與文化創生」，於 8 月 8 日舉行。

13

14

中興大學歷史學系

財團法人臺中樂成宮主辦，綠川人文工作室、臺灣

敘事學學會承辦，中興大學歷史學系、臺中樂成宮媽祖

文化研究中心合辦之「2024 樂成宮第五屆媽祖學國際研

討會—現代性視角：亞洲海域媽祖文化的存續、發展

及其多元風貌」，於 9 月 20-21 日舉行。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1. 陳弘學副教授於 8 月 1 日起休假研究 1 學期。

2. 黃聖松教授續任系主任。

15

16

中正大學歷史學系

1. 本系 113 年 8 月起新聘葉亭葶助理教授專任教職，葉

老師為日本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研究科博士，學術專

長為臺灣政治史、臺日關係史、海外臺灣獨立運動、

日本近現代外交史、戰時及戰後中華民國史。

2. 楊維真教授於 8 月起休假研究一年。

1. 本系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楊維真 滇軍將帥的搖籃—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建立與

發展（1907-1935）

杜子信 中古德意志人東向移民拓殖史作為第三帝國東

進政策的指導與實踐

林韻柔 近代東亞新佛教運動與臺灣佛教改革—以臺

籍留日學生為探討中心

黃俊龍 修習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戰爭與死亡

郭秀鈴 學術專書寫作計畫：烏托邦夢靨—德國現代

都會歷史與文化

2. 其他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蘇全正 誓願宏深濟諸羅—九華山地藏庵纂修研究計畫

林韻柔 2024 年度日本臺灣交流協會訪日研究活動：

「九世紀から十二世紀にかけて東アジア海域

における人的ネットワーク」

林韻柔 113-114 年雲林縣立案寺廟暨協會文物普查建

檔計畫

林韻柔 近世東亞禪宗文化圈整合型計畫子計畫：「日

治時期曹洞宗在臺布教活動及其影響—以僧

俗社會網絡為中心」

郭秀鈴副教授於 7 月 6 日至嘉義女中「高中歷史教

師專業工作坊」，主講：「19、20 世紀歐洲烏托邦概念

與都市規劃」、「現代歐洲建築、都會與自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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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

成功大學臺灣語文測驗中心、蔣發太孫玉枝臺語文

教育基金會、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王育德紀念館、成功

大學臺灣文學系臺語師資班，於 9 月 8 日主辦「2024 年

紀念王育德博士國際研討會—臺語文化 99：王育德博

士的臺灣學理論與實踐」。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張瑋儀教授榮獲教育部 113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多年期補助案。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林怡岑 漢語從「指示詞」到「關聯詞」的演變研究

林盈翔 《春秋》經學與關帝信仰

柯秉芳 太平天國時期南京家族的興衰─以袁起為探

討中心

陳逸文 甲骨非刻辭相關資料彙編與研究

賴位政 從桐城經世到文學立國─姚永樸《文學研究

法》的困境與權衡

賴信宏 明清笑話稀見本調查及其出版編刊

成功大學歷史學系

王健文教授於 113 年 6 月 30 日辦理退休轉聘為兼任

教授。

17

19

20

18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9.16　  蔡林縉 體現與越境：淺論當代華語女詩人

的詩藝展演

113.10.5　  劉承慧 先秦文獻篇章語法的初步建構—

以《左傳》為主要論據的研究

由金門縣文化局主辦，成功大學承辦，金門大學合

辦之「2024 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金門場」，於 9

月 28 日在金門舉行。

113 年 9 月，篇目：〈申說兩周金石「 」字〉（張宇衛）、

〈敦煌寫卷 P.2004《老子化胡經玄歌•化胡歌》校訂〉

（林清源）、〈明代高攀龍「心易」說及讀《易》心法析

論〉（楊自平）、〈義旨淵微，非註不顯—清代《近思

錄》注本的嬗遞考察〉（田富美）、〈掛漏之譏，所不敢

辭—從〈鄞縣方言變音表〉與《寧波方言字語匯解》

的比較論近代寧波音系的演變〉（叢培凱）。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8.27　  林峻煒 卡片盒筆記法的數位呈現與生成式

AI

113.8.28　  林文源 打造人社教學與研究基礎設施的未

來：以 STS 為例

113.8.29　  高宏宇 Past Future 生成式 AI 之鑑往知來

113.9.23　  陳啟村 「磨心」：人間國寶陳啟村的匠心

之藝

113.9.25　  鄭巧君 風花雪月，到此一遊：國家檔案裡

的觀光史

1. 本系 7 月 4-5 日協辦「關稅、貿易與十九世紀末至

二十世紀初東亞經濟的形塑」國際學術研討會。

2. 本系 8 月 26、30 日舉辦「如何因應生成式 AI 對歷史

學在研究與教學上的衝擊與運用」實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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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君讚 嵇康與阮侃論「宅有無吉凶」中的「玄理」與

「儒理」之省思與重建

鍾正道 從高更到小黑人：論張愛玲〈談看書〉與〈談

看書後記〉的大溪地線索」

叢培凱 「辣體漢字」理論及其「吳音辣體字典」音系

建構

1. 鹿憶鹿教授 7 月 16 日於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主講：

「《山海經》中的奇禽異獸」。

2. 匈牙利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玉山中文學校）李怡瑩

校長於 9 月 2 日受邀來訪本系，以「華語教學實習與

歐洲教學機會淺談」為題進行交流座談。

3. 林盈翔助理教授主持「大一國文教學創新精進社

群」，9 月 25 日舉辦「星火聚輝─東吳大學中國文

學系教師教學社群教學教案分享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叢培凱 作者形象建構對國文教學的影響

謝君讚 庖丁的解牛哲學

賴位政 從布局思考王宣一〈學做菜〉的結尾問題

林怡岑 與燕子一起練飛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林香伶 依違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遊戲場報─以《新

世界》為研究對象

李佳蓮 戲曲文本之空間運用與舞臺實踐─以《綴白

裘》所收「舟•渡」折子為觀察核心之研究

高禎臨 書寫「他」者─劉清韻劇作中的男性群像、

性別倫理與社會想像

鍾曉峰 居遊與清賞─論楊萬里的園林書寫

李忠達 酆都山真形圖及酆都北帝的神格複合現象

謝博霖 西周金文字詞關係的整理與研究

林香伶教授 8 月 5 日至彰化師範大學演講，講題：

東海大學歷史學系

本系 113 學年度起由范純武教授接任系主任。

1.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王政文 行銷臺灣：馬偕在海外的宣傳與活動

吳靜芳 岸本美緒的《明清交替與江南社會：17 世紀

中國的秩序問題》譯注計畫

范純武 結鸞臺：臺灣鸞堂的社會網絡—以《臺灣宗

教資料彙編》為核心的考察

2. 113 年度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王政文 十九世紀北臺灣客家教會的建立與基督徒社會

網絡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9.24　  林安梧 中國哲學研究的話語與方法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7.11　  葉秀燕 談〈解殖〉—認識論不服從、思

21

22

23

24

「文字與繪本的閱讀神器─談 orid 的運用與操作」；9

月 2 日至高雄科技大學演講，講題：「問問題，教寫作

─思辨實踐與行動力」；9 月 24 日線上於廣州暨南大

學演講，講題：「從龔自珍到南社─論近代詩情傳統

系譜的建構」；9 月 26 日線上於臺灣師範大學演講，講

題：「問問題，學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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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

1. 許又方教授卸任本系系主任，楊翠教授接任本系系主

任。

2. 許又方教授〈曲球〉榮獲「2024 打狗鳳邑文學獎」小

說組佳作、〈最後一堂課〉榮獲「2024 第十五屆桃城

文學獎」短篇小說優選。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8.16　  馬尼尼為　人為什麼要做事不關己的事──

關於《今生好好愛動物》

113.8.29　  黃宗慧、黃宗潔、隱匿　是誰帶走了星星？

──關於同伴動物的哀悼與告別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黃宗潔 後疫情時代大眾文學中的身體與社會：以推理

及科幻小說為討論範圍

1. 吳明益教授於 7 月 17 日至捷克布爾諾「作家閱讀月」

活動演講，講題：「臺灣文學中的自然書寫」；8 月 31

日至太魯閣國家公園山林教育推廣系列活動演講，講

題：「讓我總是在山裡的幾部山岳文學與山岳漫畫」；

9 月 14 日至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講座演講，講題：

「『蝶道』的開始：我的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回憶」。

2. 楊翠教授於 8 月 14 日至 9 月 4 日擔任中央書店「第

五屆週三讀書會─植夢造景 @ 生活的地方」講者，

25 東華大學歷史學系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東華

大學歷史學系大眾史學研究中心，於 9 月 19-20 日合辦

第三屆 Replay 歷史工作坊「生成式 AI 與當代史學發展

新趨勢：大眾史學的關鍵省思與展望」。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113 年 9 月，篇目：〈《殷虛文字丙編》中的特殊界畫現

象〉（秦楓）、〈東漢楊孚《異物志》對異域的觀察與建

構〉（林屏汝）、〈南朝音樂的傳衍與拒卻—以四史之

傳文書寫作為主要考察核心〉（陳鼎崴）、〈剪幽明邪魔

鬼惡：明清苟元帥身分形構歷程所反映之文化與信仰

意涵考〉（李威德）、〈「瞎盛唐」：吳喬《圍爐詩話》

評李攀龍〉（張容欣）、〈他者眼中的盛世：從朝鮮燕行

紀錄談乾隆晚年之文人處境（1777-1790）〉（陳雨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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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勳）、〈《四溟瑣紀》

的實學視閾及其知識建構〉（潘殷琪）、〈跨越散文的邊

界—論夏宇散文的空間書寫〉（羽禾）。

26

27

講題分別為「植夢的所在：一個臺灣作家與他的家

族，在大肚山」、「與新時代一起誕生，以荒山古墓

為成長書房」、「夢想出發：文協時代，百年前用力

綻放的星群」、「貼近讀，遍地讀：以文學播種栽花，

營造城市地景」。

想獨立與解殖自由

113.8.15　  林俊偉 談〈解殖〉—知識的地緣政治學

與殖民差異

113.9.18　  Dana E. Powell　Repositioning Ethnography 

as Decolonial Praxis: Experiments in 

Anti-Colonial Fieldwork

113.9.25　  賴淑娟 當代原住民族知識的傳承與轉譯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本系 113 學年度上學期新聘風英輝、高秀玉、全正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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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9.24　  Carles Prado-Fonts　論（不直接）翻譯的誘惑：

在西方的化外之地，書寫東方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1.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李為楨 戰時臺灣金融統制結構—以臺灣銀行為中心

2. 其他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薛化元 公益財團法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關於培育日

本研究者支援計畫

薛化元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傅正與臺灣民主自

由委託研究」計畫

薛化元 國家人權博物館：「突破封鎖線」戰後海外黑

名單策展委託案

李衣雲 教育部：動漫遊臺灣 2024 國際研討會

林果顯 教育部：政大臺史所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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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1. 本 所 主 辦「 臺 灣 語 言 學 期 刊（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網站已搬遷至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支

持建置之「臺灣學術期刊開放取用平臺」（TOAJ），網

址：https://toaj.stpi.narl.org.tw/index/journal/4b1141f97ce4

6933017ce469b63e0096。

30

31

32

政治大學哲學系

林鎮國老師獲聘本校講座教授；李維倫老師獲聘本

校特聘教授。

1.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吳啟超 物與自我修養：朱熹格物工夫新釋

謝昭銳 萊布尼茲定律與抽象對象（一）

林遠澤 團結概念的結構轉型與社會國理念的重構

胡志強 佛教化約論與自由意志╱自他平等╱人工智慧

鄭光明 密爾、言論自由、效益與傷害：重讀密爾的《論

自由》（延攬）

2. 其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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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篇目：〈Revealing the Possibility of Relating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Heidegger’s Early Exploration of Sin〉

（洪裕元）、〈Sketch on Vis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Between Heidegger and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宋灝）、

〈自由民主政體需要「前政治要素」的支持嗎？論伯肯

弗德箴言之意涵及其當代意義〉（柯政佑）、〈早期超驗

觀念論的自由概念與行動理論轉向〉（林達峰）、〈書評：

廖崇斐《從熊十力到新六藝的思考：以生活世界為核心

29

的實踐開展》〉（蕭振聲）。文為兼任講師，於本系「臺灣原住民族發展學分學程」

開設「賽夏族語」、「族語教學觀摩與教學實習」、「布

農族語」等課程。

本系於 9 月 5 日舉辦「進田入野：從政大啟程的田

野調查入門工作坊」。



107總 172 期　民國 113 年 11 月（2024.11） 頁 94-123　漢學研究中心　

政治大學歷史學系

本系、臺史所與日本臺灣交流協會合作「關於培育

日本研究者支援計畫」，於 9 月聘任林亨芬博士擔任博

士後研究員。

本系「歷史學核心概念與新興領域」系列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 9.20　宋家復 什麼是歷史思維？

113. 9.26　王鴻泰 什麼是文化史？

113. 9.27　楊孟軒 什麼是歷史記憶？

113.10. 4　劉季倫 什麼是文明與暴力？

113.12.19　巫仁恕 什麼是犯罪史？

國史館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7. 4　  吳俊瑩 從蘇東啟案看國民黨政府對臺獨案

件的處置

113.7.11　  黃智慧 20 世紀初期日本對泰雅族群戰役：

遠藤寬哉寫真帖所見「理蕃」事業

諸面向

113.7.18　  吳介民 全球臺灣的崛起：《尋租中國》之

後的情勢

113.8. 1　  陳世局 褒揚令人物研究─王宗山與 1923

33

34

2. 本所 7 月完成碩士學位論文考試：

研究生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許涴筑 情緒詞類、人稱指涉及個人社會認知　 賴瑶鍈

 能力對語句處理的影響   

標　云 深度學習之中文歌詞段落情緒辨識　    張瑜芸

蔡宜庭 以愛情主題為例之隱喻識別的搭配詞　 張瑜芸

 方法　

徐宜君 命名實體辨識醫療文本內的病症　        張瑜芸

年孫逸仙博士代表團

113.8. 8　  吳玲青 界外之人─琅嶠地方的歷史與

人群

113.8.15　  徐進鈺、朱凌毅　從冷戰邊界到發展的仲

接：金門作為邊界的歷史動態發展

113.8.22　  何欣潔 臺灣最熟悉的陌生人：金門，與更

遙遠的馬祖

113.8.29　  陳國棟 「小琉球」一名的移動性與「臺灣」

定名的由來

113.9. 5　  廖文碩 數位時代的歷史研究：從國史館

「歷任總統資料庫」談起

113.9.12　  孟祥瀚 東臺灣交通發展與重大歷史事件交

錯下的原住民

113.9.19　  柯惠鈴 橫看成嶺側成峰：檔案與婦女性别

史研究

113.9.26　  潘光哲 追尋「五四之夢」：殷海光和他的

時代

1. 國史館、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於 7 月 27-28 日主辦

「虎口的難題─李登輝的抉擇」學術討論會：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蕭新煌 從零距離、近距離和遠距離解讀李登輝面對難

題的抉擇

陳翠蓮 蔣經國與李登輝

羅國儲 李登輝總統任期赴國民大會國情報告情形

鄭睦群 卸任後的意志：李登輝與臺灣團結聯盟

許峰源 首腦外交：李登輝總統訪問泰國

任天豪 務實外交的難題：李登輝與釣魚臺

廖文碩 從李登輝與柯林頓往來函件看 1990 年代臺美

關係轉折

林宗弘 李登輝難題：重探臺灣民主轉型時期的經濟政

策與績效（1988-2000）

洪紹洋 李登輝總統時期的經濟自由化：公營事業民營

化與新銀行設立

連　克 從政策補貼到賦稅改革─李登輝推動「兩稅

合一」的成果

薛化元 李登輝主政時期對中國大陸政策：以曾永賢為

中心的探討

黃偉修 重探李登輝政權「戒急用忍」決策過程的定位

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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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與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的建立〉（連克）、〈從

皇國少年到左翼青年：1940 年代李登輝的轉向〉（李

鎧揚）、〈李登輝的基督信仰歷程與實踐〉（盧啟明）。

2.

楊西崑口述，劉鳳翰、陳進金訪問，楊同慧記錄整

理，113 年 9 月。

3.

吳明全主編，113 年 9 月。

4.

113 年 9 月，篇目：〈聯合東方無產階級─ 1927 年

英國工人運動領袖湯姆曼之訪華〉（李戡）、〈戰後中

國氣象觀測工作的規劃及其發展─以中央氣象局

為中心（1945-1949）〉（劉芳瑜）、〈兩蔣時期的「人

才庫」─以侍從室檔案為中心的探討（1948-1988）〉

（張世瑛）、〈「隱士」與「孤兒」─後冷戰時代臺

灣與朝鮮的秘密交往（1992-2017）〉（鄒仲蘇）。

國立故宮博物院

1. 古畫動漫—清院畫十二月令圖（113 年 7 月 2 日至

9 月 29 日）。

2. 皇帝的移動花園—清代宮廷花卉畫（113 年 7 月 6

日至 9 月 22 日）。

3. 國寶聚焦（2024-III）（113 年 6 月 29 日至 9 月 22 日）。

4. 四通八達—古代道里交通圖籍展（113 年 9 月 5 日

至 12 月 1 日）。

5. 公主駕到！清代文獻中的公主身影（113 年 9 月 7 日

至 12 月 1 日）。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7. 3　  王亮鈞 「看得見的紅樓夢」特展介紹

113.7.31　  蘇雅芬 跟著皇帝去賞花：清代宮廷花卉畫

賞析

113.8. 7　  蘇雅芬 「皇帝的移動花園—清代宮廷花

卉畫特展」展覽介紹

113.9. 3　  徐健國 淺談原料、加工方式對手工紙成紙

性質之影響

35

張國城 李登輝的國防改革

蘇瑞鏘 李登輝與 1990 年國是會議初探

謝若蘭、陳慧君 從「山胞」到「原住民族」─李登

輝對原住民族「正名運動」扮演的關鍵角色

王良卿 國會「充實」與法統擬像─從「大陸代表」

到「全國不分區」的演變

曾建元 李登輝的憲政選擇

應俊豪 後蔣時代：美國《紐約時報》視野下的李登輝

與臺灣現況（1988）

楊子震 民主路上的他者觀察─以司馬遼太郎《台灣

紀行》為中心

盧啟明 李登輝繼任總統時期的長老教會監控檔案（1988-

1990）

2. 國史館修纂同仁學術討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8. 1　  吳淑鳳 中美對防衛臺灣及其控制島嶼的交

涉與運作（1949-1955）

113.8.15　  薛月順 呂赫若之參加共黨及蛇吻：對呂赫

若的兩個未解之謎

113.9.27　  陳世局 國民二軍岳維峻策應北伐的困境

（1927-1928）

1.

何鳳嬌、林本原、薛月順執行編輯，113 年 7 月，篇

目：〈探索巨人的足跡：李登輝與他的時代〉（松田

康博）、〈民主化前夕的都市治理：以李登輝任臺北市

長為中心（1978-1981）〉（林果顯）、〈黨外省議員與

省主席李登輝的民主對話（1981-1984）〉（蘇瑞鏘）、

〈劉明修與《李登輝傳》的書寫史研究〉（任育德）、

〈李登輝與資深中央民意代表的退職：以立法院為中心

的探討〉（羅國儲）、〈李登輝主政時期臺灣對外軍購

議題再探究〉（林孝庭）、〈從心口不一到兩國論─

李登輝總統任內關於兩岸論述的演變〉（李福鐘）、

〈李登輝亞洲集體安全構想與民主和平論探析─兼論

臺印關係的開展〉（廖文碩）、〈政治改革路線與國家

定位的延續與斷裂：從蔣經國到李登輝〉（薛化元）、

〈李登輝任內政府與長老教會的關係─以 URM 城

鄉宣教運動受監控情況為例〉（許妝莊）、〈農業經濟

學者李登輝與他的經濟幕僚〉（洪紹洋）、〈厚生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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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9. 5　  陳國棟 曹寅與內務府包衣—《紅樓夢》

的背景故事

113.9. 6　  周妮萱（凱特）　為時代點一盞燈—博物

館的社會處方箋實踐

113.9.15　  蘇峯楠 「汝若為皇子」—「公主駕到！」

展覽裡的性別課題、困境與挑戰

113.9.15　  許秀雯 如果公主想要「做自己」？從清代

公主的政治聯姻，到臺灣當代的多

元成家運動

113.9.18　  黃一農 物質文化視野下的《紅樓夢》

1. 本院北部院區於 8 月 2-29 日舉辦「故宮講堂—夏

令文物研習營」：

主講人　　　講　　　　　　題　　

邱士華 宋元山水畫一百分

曾紀剛 宋版書　美從何來？

何炎泉 書畫同源—從書法欣賞到繪畫

盧雪燕 四通八達—院藏古代道里交通圖籍導賞

陳建志 〈赤壁圖〉新探

蘇雅芬 清代宮廷的賞花文化—從「皇帝的移動花園」

特展說起

張　莅 上古貴族夫人與她們的青銅器

蔡慶良 言志抒懷—乾隆皇帝的古玉收藏

賴芷儀 皇家奶茶的故事—清代宴飲奶茶器之格古創新

2. 本院北部院區於 9 月 8 日舉辦「公主駕到！清代文獻

中的公主身影」展覽跨界對談活動：

主講人　　　講　　　　　　題　　

蘇峯楠 在文獻裡尋找公主：「博物館歷史學的嘗試」

謝艾倫 考古中的性別與美妝

鐘御瑄 迪士尼公主的真實面貌：智慧、勇氣與獨立的

現代榜樣

1.

第 496 期（113.7），篇目：〈「乾清宮尋寶—破解

天字號玉器密碼」展覽概述〉（蔡慶良）、〈「人氣國

寶展—宮闕」概介及展覽側寫〉（邱士華、張莅、

林容伊）、〈數位複製時代的美感探尋—談「捕捉

靈光」沉浸故宮數位展〉（游閏雅）、〈初探故宮親子

觀眾—以兒童學藝中心教育推廣活動為例〉（呂憶

皖）、〈共學、共享與共好—談故宮與教師互動及

課程設計〉（鄧欣潔）、〈從博物館身心障礙教育活動

評量看文化近用〉（林質安）、〈金石之交—從故宮

藏印談譚延闓與黎承禮的情誼〉（王廷君）、〈傅申教

授捐贈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簡介〉（方令光）、〈祝賀

生日快樂的「壽麵」—獻給康熙帝的陝西麥麵、挽

麵與掛麵〉（許媛婷）、〈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舊藏的一

件古希臘陶瓶〉（謝明良）、〈《臺灣府志》裡的西瓜

故事〉（賴玉玲）。

第 497 期（113.8），篇目：〈「皇帝的移動花園—清

代宮廷花卉畫」特展選介〉（蘇雅芬）、〈粉箋、蠟箋

與蓪草紙—「皇帝的移動花園」書畫展件的材質分

析〉（徐健國）、〈心想手追—趙孟頫筆下的〈定武

蘭亭〉〉（陳建志）、〈永遠的文化外交尖兵—外交部

贈予故宮之近代臺灣水墨畫選介〉（蔡君彝）、〈發歷

史文物之幽光—外交部捐贈銅器概述〉（張莅）、

〈美意共享—外交部捐贈瓷器概述〉（陳玉秀）、〈守

護文物的第一線—「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展覽保存

維護要點」訂定之沿革〉（張琳）、〈補于同心—國

寶〈宋蘇軾致知縣朝奉尺牘〉修復方案的評估與抉擇〉

（洪順興）、〈拉曼光譜技術在顏料與染料鑑識與分析

上的應用〉（林震煌）、〈淺談公立博物館附屬圖書館

拓展公共服務的努力—兼介故宮圖書館推動沿革〉

（劉偉傑）、〈進上之物—曹寅進貢的古董白瓷盤〉

（王亮鈞）。

第 498 期（113.9），篇目：〈在博物館尋找公主—

「公主駕到！清代文獻中的公主身影」之歷史策展與

公共史學〉（蘇峯楠）、〈清代公主夫婦的居住環境〉

（毛立平）、〈滿洲皇家新娘、外來惡德女子—清朝

的滿蒙聯姻與下嫁蒙古的滿洲公主〉（蔡偉傑）、〈《內

則衍義》之於清代公主的教養之道〉（葉淑慧）、〈四

通八達—古代道里交通圖籍展〉（盧雪燕）、〈院藏

地方志附件地圖修護紀事〉（高宜君）、〈蘭亭的遊與

思—人氣國寶展第十六檔精華〈器物篇〉〉（鐘雅

薰）、〈從藝術走入《法華》〉（鍾子寅）、〈懷抱古今

—談歷史建築國立故宮博物院正館整建〉（費正元）、

〈土耳其浴場小物〉（林宛萱）。

2.

篇目：〈上品驢藥：中國本草文本中的阿膠論述〉（劉

世珣）、〈現存《永樂大典》引《山海經》圖像考述〉

（鹿憶鹿）、〈集會之門：十五至十七世紀張家口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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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9.24　  賴郁雯 語境、創意與 AI 的高熵碰撞

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9.18　  黃雯君 客語的聲音世界：語音和音韻解析

113.9.24　  韓可龍 歐洲早期中文文獻與音檔：以客語

及閩南語為例

113.9.26　  張　群 語言教材設計中的創新應用：多模

態教學在專題導向課程中的最佳

實踐

本所 8 月 12-19 日辦理「本土語教學實習輔導員實

作研習工作坊」。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

楊儒賓特聘講座教授當選中央研究院第 34 屆院士。

本所於 9 月 9 日舉辦「學術與社會參與座談會—恭賀

楊儒賓特聘講座教授當選中研院院士座談」，邀請傅大

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陳淑娟 原鄉效應的縱向傳承及語言接觸的橫向傳播

—關廟方言跨越三十年真實時間的研究及漳

浦方言「出」歸「時」的變異

蔣興立 未來異境：論臺灣女性科幻小說中的空間想像

與後人類敘事（1968-2023）

林佳儀 鄉音跨域：新加坡、泰國「麗的呼聲」廣播裡

的潮劇相關演藝研究（1950-1970 年代）

黃雅莉教授於 9 月 5 日至臺北市立大學演講，講題：

「從二元對立到統攝雙方—詞學中的『境界說』運用

在人文思考與創作行銷」。

37

40

38

39

礎建設以及漢蒙滿資訊流通〉（孔令偉）、〈意象、想

像、理想交織的戰圖：《平定臺灣得勝圖》的製作、

重繪、贈送與目的〉（盧正恒）。

淡江大學歷史學系

李其霖教授自 113 年 8 月 1 日起擔任系主任一職。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吳明勇 日治時期嘉義農林學校師資人員之構成、履歷

及其動向（1919-1945）

古怡青 唐前期皇帝巡幸官員研究—以扈從官為中心

吳景傑 法律與文學之間：明清判牘的出版、閱讀與法

律知識

本系 USR 計畫團隊「淡北風情 e 線牽、海陸旅遊全

體驗」計畫主持人李其霖教授，於 8 月 24 日舉辦「2024

跨校 SIG 論壇—課程、實務與產業的結合」。

36

為教授、谷川雅夫教授以及楊儒門先生，講述各自的生

命經驗與楊教授的關聯，及對社會的所思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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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1. 本所 8 月新聘謝宗霖助理教授，謝老師為加拿大麥基

爾大學語言學博士，研究專長為句法學、語意學及其

介面研究。

2. 蘇宜青老師 8 月榮升教授。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7.10　  李思楷 At the Confluence of East and West: 

A Case Study of the Singlish Nominal 

Phrase

1. 清華大學臺灣語言多樣性永續發展中心與語言學研究

所及人文社會研究中心，於 7 月 14-16 日舉辦「多言

巧語：2024 清華語言學論壇（二）：實驗語言學」。

2. 清華大學臺灣語言多樣性永續發展中心與語言學研究

所及人文社會研究中心，於 9 月 28 日舉辦「臺灣語

言多樣性永續發展中心成果發表會」：

主講人　　　講　　　　　　題　　

連金發 Lang5 as a Protean Word and Its Ilk in Hokkien in 

Southeast Asian Archipelagoes

鄭　縈 十七世紀海內外閩南語雜字書比較

李毓中 菲律賓西班牙人如何學漳州話：以 Pedro Chirino

手稿 Dictionarium Sino-Hispanicum 為例

張永利 Voice Restriction and Infinitival Distinction in Tsou: 

A Restructuring Perspective

葉美利 賽夏語感官動詞的語意延伸

吳俊明 臺灣南島語抱怨念力疑問句研究

鍾叡逸 談主語殊指限制的臺灣語言多樣性：四縣客語

動後模態詞「得」的主語選擇

葉瑞娟 臺灣客語分析型致使結構

黃紹瑜、謝易達　漢語帶「就算」讓步條件句之語意與

語用分析

黃慧娟 載體—依附詞邊界的音韻無標化：以卓群布

農語為例

葉詩綺 七佳排灣語輔音丟失後的元音變化

郭育賢 泰雅語的不規則動詞

41

清華大學歷史研究所

毛傳慧教授獲 113 年度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

究核定補助，計畫名稱：「手工業、保健與環境—中

法蠶桑業的比較研究」。

英家銘副教授 9 月 11 日至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演

講，講題：「數學、教育、歷史？淺談數學史研究的方

向與門檻」。

42

謝豐帆 臺灣客語複元音的構音動態分析

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9. 9　  楊宗憲 東方美人單品莊園茶葉品牌再造

113.9.13　  陳瑋儒 我的客語音樂實踐之路

113.9.19　  黃郁芳 當拍片仔遇上人類學

113.9.24　  謝國興 驅瘟逐疫的象徵性符號與儀式—

臺灣王船醮與日本祇園祭

1.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朱華瑄 鉅變中的水土與社會：日治初期臺灣米穀檢查

的環境治理性

潘美玲 流亡中的市場性：印度西藏難民與中資企業

簡美玲 西馬淺山帶的榴槤芭與小農：一個環境人類學

的民族誌初探

盧正恒 長十八世紀時期俄羅斯帝國的臺灣、東亞、太

平洋水文調查與知識建構暨其源淵與影響

2. 113 年度客委會補助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簡美玲 竹塹沿山丘陵帶客庄的在地培力與社會韌性：

北埔與竹東的比較研究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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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維德 誰參與母語家庭，為什麼？以「社會運動參

與」視角比較新竹的客語家庭和臺語家庭

本系碩士班 2024 秋季書報討論「族群與文化專題

研討」系列演講活動：

主講人　　　講　　　　　　題　　

柯朝欽 砂拉越的胡椒種植史與全球資本主義

王驥懋 地緣政治墾植園世：殖民墾植園、蟲、真菌與

農民運動

葉明政 環境人類學：生態、政治與超越於人的視野

葉守禮 臺灣農業如何啟發國際農民研究？山城小農水

果農業的案例

張瑋琦 食農教育的文化視野—連結地方與社群的方

法論

涂懿文 漁村海陸變遷的空間視角：旗津島南的生命日

常、產業、環境與國家

吳映青 海路：從人類學視角看臺灣近海漁業

雲林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

113 年 7 月，篇目：〈日治時期雲林古典詩人李廷通漢

詩輯校析論〉（林佩宣）、〈臺灣非母語創作者之自媒體

類型及其影響探析〉（黃媛郁）、〈俞樾《十二花神議》

男花神源起之研究〉（黃立萍）、〈明代花文化的日常體

現—以飲食為論述中心〉（林佳姿）、〈《雲林縣臺語

研究學會學報》中的「地方念謠」比較初探—以林沈

默與廖進雄作品為例〉（李美娟）。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1.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丘慧瑩 歷史•記憶•文本敘事—吳地寶卷中的歷史

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1. 本所新聘專任教師陳彥君助理教授於 8 月 1 日正式就

任。

2. 吳明德教授自 8 月 1 日起休假研究一年。

3. 邱湘雲教授榮獲國立臺灣文學館「2024 臺灣文學獎」

客語新詩首獎、國家文藝基金會「2024 母語文學創作

發表專案補助」、第十三屆臺中文學獎客語詩優選、

2024 年吳濁流文學獎客語詩評審獎，作品分別為〈灰

鶴倒影〉、《客心雲影》客語詩集、〈掌夜壁蛇〉、〈刺

繡─訪鳳林校長夢工廠〉。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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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寶卷研究

蘇建洲 清華簡《五紀》疑難字詞暨相關問題研究

詹千慧 詩詞貫通與歷史發展：村上哲見的詞史建構

簡承禾 胡渭《禹貢錐指》研究—以「三江」、「九江」

說為討論核心

2. 113 年度教育部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林素珍 高中生課外閱讀行為研究

楊　菁 虛靜之道的實踐—老子與正念的相遇

楊曉菁 113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文藝課程與在

地創生互融：文字力的多元及傳播—視覺波

動與聲音浪潮

盧世達（協同主持人）　讓生命躍動—教學相長生命

教育教學社群推動與課程開發

本系與本校歷史學研究所主辦，本校文學院合辦之

「轉譯、跨域與傳播：數位人文視域下的文史脈流工作

坊」，於 9 月 13 日舉行：

主講人　　　講　　　　　　題　　

李宗信、張皓　歷史社會關係網絡分析資料庫的建置及

應用

黃美娥 新視野與新方法—數位資料庫對於臺灣文學

研究的意義

郭至汶 當 AI 遇到歷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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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1. 陳正芳老師、謝如柏老師、黃莘瑜老師自 113 年 8 月

起榮升教授。

2. 陳正芳教授自 8 月起榮任本系系主任。

3. 高大威教授於 8 月 1 日榮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10. 9　蔡岳璋 感通作為中國文學之表情─唐

君毅個案

113.10.16　楊儒賓 《詩經》與《騷經》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曾守仁 山水、視覺、意境與抒情傳統：一個詩學理論

的反省與重構

蕭敏如 時代的憂鬱：戰前留日知識社群的文化論述與

政治選擇—以 1930 年代中華學藝社為中心

（1930-1937）

黃錦樹 大河盡頭與野豬渡河：旅臺婆羅洲華文文學的

兩種史詩行旅

謝如柏 僧肇維摩詰經注思想研究（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陳繪宇 朝鮮性理學後期思想與當代朱子學詮釋之比較

陳正芳 魔幻現實主義的接受研究：以王禎和、西西和

黃春明為例

暨南國際大學歷史學系

1. 許凱翔助理教授獲中央研究院 113 年「獎勵國內學人

短期來院訪問研究案」，於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赴歷

史語言研究所訪問研究。

2. 陳瑢真助理教授獲中央研究院 113 年「獎勵國內學人

短期來院訪問研究」，於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赴臺灣

史研究所訪問研究。

彰化師範大學歷史學研究所

1. 本所 7 月 5-7 日與客委會客發中心主辦「中南東區客

庄村史第三期徵集暨撰寫輔導計畫」人才培訓課程：

主講人　　　講　　　　　　題　　

洪馨蘭 客庄村史理念

潘宗億 決定寫作主題—如何開始準備寫作

曾令毅 田野調查與研究倫理

李進億 數位人文方法暨臺灣研究線上資料庫應用

李建緯 物件評估報告及物件數位化詮釋作業

李華彥 學術閱讀與寫作方式

張弘毅 大眾史學的理論與實踐

李宗信 如何撰寫村史計畫書

2. 李宗信所長於 7 月 23 日至中央研究院臺史所演講，講

題：「從沿岸到遠洋—小琉球的社會與經濟變遷」。

3. 李進億副教授於 8 月 11 日至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第 34 屆新臺灣史研習營「海山大觀 走讀細探演講，

講題：「海山地區的開發與水利事業—以後村圳與

大安圳為中心」。

4. 胡其瑞副教授 8 月 31 日於校園團契「AI 世代的福音」

專題工作坊授課，主題：「雲端裡的主耶穌」；9 月 25

日於輔仁大學歷史系 113 年度世界史學術座談會演

講，講題：「從工人智慧到人工智慧：史學研究的新

趨勢」；9 月 26 日於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演講，講

題：「阿兜仔在臺灣：『海外博物館臺灣民族學藏品資

料庫』與『《馬偕日記》數位人文資料庫』」。

5. 本所 9 月 13 日與國文學系共同舉辦「轉譯、跨域與

傳播：數位人文視域下的文史脈流工作坊」。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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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劉威廷 國科會計畫「上癮世：林韜台美人書寫的發展

與翻譯」

葉連鵬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文學課程的跨

域教學與社會實踐─彰化文學數位走讀建置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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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大學歷史學系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陳俊強 唐代法律中的空間問題

蔡龍保教授、山口智哉助理教授與日本慶應大學文

學部前田廉孝教授長期合作開設臺、日學生學術交流課

程，9 月 3 日前田廉孝教授在本系以「近現代東亞史中

的國際援助事業」為題，進行英文報告與討論。

臺北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1. 蘇瑞鏘老師升等教授。

2. 王桂蘭助理教授通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青

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計畫。

臺灣大學人類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9.25　  張智傑 社區 GIS 於地方文史數位永續傳

承與推廣

113.9.30　  Thomas Hylland Eriksen　An Overheated 

World: Why Anthropology is Needed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

113 年 6 月，篇目：〈老技術、新載體、與情感認同：

一個習近平時期創建文明城市的研究案例〉（趙彥寧）、

〈藏人蟲草生計的「障眼」技藝與生存邏輯〉（李建

霖）、〈勞動治理的動態接合狀態：在摩擦中運作的墨

西哥邊境工廠〉（卓浩右）、〈特約書評：《日常生活中

的社會運動》導言〉（林開世）、〈要如何探討社會運動

與日常生活的關連？〉（何明修）、〈《日常生活中的社

會運動》回應〉（呂欣怡）、〈回應《日常生活中的社

會運動》：一個「生態思考」（ecological thinking）的角

度〉（林益仁）、〈書評回應：以 social practice 分析日常

生活中的道德經濟和改變行動〉（萬尹亮）、〈書評回應：

社會運動論述如何日常生活化？〉（王增勇）。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1. 高嘉謙副教授 7 月 19 日獲聘為「臺大學術勵進青年

講座」，聘期自 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6 年 7 月 31 日。

2. 曹淑娟特聘教授 7 月 29 日榮獲臺大「傅斯年紀念講

座」，聘期自 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

3. 徐富昌教授 8 月 1 日退休，改聘為兼任教授。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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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9.19　  王淳熙 歷史學與文化資產的交會與啟發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包修平 伊蘭•帕佩史觀與巴勒斯坦問題

陳瑢真 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大員商館的南向貿易

本系與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東吳大學歷史學系、陽

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

及語言研究所，於 8 月 20-23 日聯合舉辦「第三屆『田

野與文獻』研習營」。

陳允元，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1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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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哲學系

1. 文哲教授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休假研究 1 學期。

2. 梁益堉教授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休假研究 1 學期。

3. 楊植勝副教授休假研究 1 學年。

4. 本系獲欽哲基金會補助，8 月 1 日起續聘李勝海客座

副教授，上學期開授「佛學概論」及「印度佛教哲

學」；下學期開授「唯識中觀合流」及「佛教哲學梵

文：中觀與唯識」。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9.11　  金聖文 Dong Zhongshu on the Ethic of the 

Kingly Way

113.9.23　  Andy Mckilliam　Natural Kind Reasoning in 

Consciousness Science: An Alternative 

to Theory Testing

113.9.30　  楊儒賓 孔子詩教：詩無邪與仁學

113.10.7　  艾皓德 「情」的詞源及其哲學含義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林明照 《莊子》中的行動及實踐悖論

孫效智 死亡協助議題背後的倫理學行為理論爭議

文　哲 意向性與實在—觀念論之爭：在康德與康德

前後

李賢中 墨學視野下的環境倫理思想探究

佐藤將之　《莊子》和《荀子》思想特質之比較研究：

54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9. 6　  萬壹遵 德語文學與法律

1. 本所舉行「生態文學與藝術跨域對談：多重視閾下的

『自然』想像」系列活動：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8.14　  徐振輔 田野的維度：空間與時間的探索

113.8.21　  王柏偉 自然、環境與生態：三種思考世界

的方式

113.8.28　  黃瀚嶢 多重媒介性：生態書寫的複數真實

2. 本所於 9 月 20 日舉行「廿茲在茲：臺大臺文所 20 週

年所慶系列活動」，邀請作家馬翊航、陳栢青進行座

談。

3. 本所「臺灣大學文學院主題式微課程合授計畫：臺美

文學專題 Seminar on Taiw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英文系 Christopher T. Fan（范致忠）

副教授演講如下：

55

4. 陳志信教授 8 月 1 日卸任副主任，由高嘉謙副教授接

任。

5. 本系名譽教授方瑜先生 9 月 3 日逝世，享年 80。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9.30　  陳益源 我在四處尋碑—以彰化、泉州、

河內、山東為例

以「變化」論和「人」觀為切入點

徐學庸 西塞羅的《圖斯庫倫的論辯》譯注計畫

彭文本 第一人稱實在論的義務論

鄧敦民 主題邏輯及其哲學應用

徐乃義 古代儒家哲學中的敘事與德性

1. 本系 9 月 8 日舉辦「『東亞哲學研究的新視角』臺・

韓・日青年學者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2. 本系 8 月 28 日舉辦「2024 研究所新生研習營」：

主講人　　　講　　　　　　題　　

徐家琦 研究所修業、研究與生活面面觀

王昱勻 身心照護與學輔資源

徐乃義 學位論文與學術發表

劉金玫 性別平等面面觀

朱弘道、卜俊樵、駱玥霖　TA 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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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歷史學系

1. 吳展良教授、周婉窈教授自 113 年 8 月 1 日起退休，

本系回聘為兼任教授。

2. 呂紹理教授、陳翠蓮教授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休假研

究一學期。

3. 傅揚老師 113 年 8 月 1 日升等副教授。傅老師研究領

域：先秦思想史、漢晉唐政治文化、近現代學術史。

4. 本系 113 學年度起新聘吳俊瑩老師為專任助理教授，

吳老師專長領域為臺灣史、臺灣法律史、二二八事件

與戰後臺灣政治案件研究。開授「戰後臺灣政治史史

料解析」、「日治臺灣政治史」課程。

5. 本系名譽教授孫同勛老師於 113 年 7 月 22 日辭世，

享壽 96 歲。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9.11　  劉雅姿 臺大圖書館館藏暨學術資源介紹

113.9.16　  武井基晃　近世琉球的家族結構和現代後裔

的祭祖─以「家譜」史料為中心

113.9.19　  陶晉生 省思宋代外交史

113.9.26　  許栢昂 打造京劇未來

56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陳慧宏 十七世紀耶穌天主圖像學：天主教的中國問題

和對應宗教改革的圖像辯護

呂紹理 麻藥之島：臺灣在國際麻藥治理體系中的角色

（1895-1950s）

陳翠蓮 黨國體制如何運作？機制、決策與執行─以

國民黨的反臺獨對策為焦點

方震華 從宋至清的南唐史書寫─歷史資訊流傳的個

案分析

傅　揚 戰國秦漢政治與宗教觀念的互動

傅　揚 中晚唐的學術文化與暴力

李文良 界外拓墾與地方社會：清代北臺灣三峽河流域

的案例

王遠義 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現代中國改革與革命的

難題（1895-1949）

甘懷真 從國家宗教的角度重探中國中古時期的儒教國

家的多元面向

衣若蘭 章學誠的社交網絡、女性傳記書寫與性別史論

衣若蘭 性別與明代戶口管理

韓承樺 知識轉型與政治變遷：晚清立憲革新中的數字

政治

郭珮君 東亞文化交流中的佛教儀式與權力：以日本平

安時代權力者的宗教表述為核心的考察

曾寶滿 近代日本社會改造思潮中的農本思想和政治實踐

許雅惠 遼宋金墓葬所見誌亡文化

林美香 不列顛古史辯：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與蘇格

蘭的古代史書寫

顏杏如 戰線後方─戰爭下殖民地臺灣的「日常生活」

羅士傑 宗教組織與冷戰初期的地方政治：以 1950 年

的福建平潭大刀會起事為中心（1937-1954）

陳冠妃 近代臺灣城市宗族組織與合族祠研究

1. 本系 7 月 25-28 日與日本筑波大學人文社會學科主辦，

中國基層社會史研究會及日本華南學會協辦之「歷史・

人類學交流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黃信棋 臺日大型祭典構成之異同分析──以臺灣的王

船祭與日本的御船祭・祇園祭為例

日　　  期　　　講　　　　　　題　　　  

113.9.25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I: Northeast Asia and 

Post-65

113.10.2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II: Cold War Feelings 

in Taiw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113 年 7 月，篇目：〈從葉珊的文學軌跡與轉折，觀察

一九五〇—六〇年代臺灣「詩現代化」進程的問題〉（阮

美慧）、〈誰是簡文介？─從在日臺獨運動到日本大

眾小說家〉（和泉司）、〈做對與糾纏：《成為真正的人》

與《亂步萬水千山》中原住民、同志、歷史的再想像〉

（馬翊航）、〈雙重解殖與「臺灣味音樂」的形塑（IV）

─臺語流行音樂之路（陳和平篇下）〉（陳培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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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呈 日本統治時期臺灣雲林、嘉義沿山地帶的災害

與地域社會（1896-1911）

楊家鑫 民國時期哥老首領在四川省地方社會上的支配

體系的建立─以江油縣蹇氏一族為考察對象

黃宥惟 清乾隆年間南臺灣屏東平原的國家視角與社會

結構初探

羅士傑 最後的大刀會起事？以 1950 年的平潭大刀會

為中心

2. 本系 8 月 21-22 日與中央研究院創新性合作計畫共同

主辦「中國與歐亞史上的政教關係」學術研討會。

3. 本系 9 月 19-20 日與日本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系主辦

「2024 年臺灣與日本的歷史人類學屏東田野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林榮盛 轉型期的傳統糖業：臺南大內的糖廍經營與地

方社會網絡（1890s-1910s）

黃宥惟 白糖、米穀與商菜網路：十八世紀清帝國在屏

東平原

李偉呈 地方創造「傳統」：近代臺中山城的兩場醮典

與地方政治（1921-1966）

4. 本系教師講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9.26　  張嘉鳳 讀書、科舉與疾病：以目病與失精

為例

5. 本系系友、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教授榮獲第六屆唐

獎漢學獎（2024），唐獎教育基金會、中央研究院與

本校 9 月 30 日合辦「唐獎大師論壇／許倬雲院士演

講」。論壇主題「經緯華夏─從大陸到海洋」，由

王德威教授主持，杜正勝、臧振華、甘懷真、孔令偉

等四位學者出席與談。

6. 本系博士生講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7. 4　  王湘文 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史（1933-

1949）

113.7. 9　  孫欲容 明清琉球知識的建構以及與他者之

互動

7. 112 學年度（112.8.1-113.7.31）研究所畢業論文：

碩士生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張潔予 明代泰州的水患與地方紛爭（1522-　　王鴻泰

 1644）

賴敏甄 戰後臺北市道路交通安全秩序的形塑　 呂紹理

 （194-1960 年代）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石守謙教授主編，113 年 9 月，篇目：〈繭瓶尋蹤〉（謝

明良）、〈鸚鵡與白玉：隋代虞弘墓的地域網絡〉（林聖

智）、〈鑑藏與擺飾—明清時期新文物陳列圖像之出

現與流行〉（李定恩）、〈離奇錯落：程邃篆刻的形式、

印文與相關思考〉（薛龍春）。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1. 劉滄龍教授、祁立峰教授 113 學年第一學期休假研究。

2. 李志宏教授擔任本系主任，徐國能教授擔任副主任。

3. 胡衍南教授兼任進修推廣學院院長、須文蔚教授兼任

文學院院長及全球華文寫作中心主任、曾暐傑副教授

兼任教務處研教組組長。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許俊雅 仿效轉化與承襲創新─楊華作品與中國文學

的淵源

王基倫 經典與創作：柳宗元文研究

王錦慧 指示代詞到連詞的演變：以「然」系語詞作考察

謝聰輝 經籙法憑的傳授與繳化研究─以閩臺道壇資

料與儀式實踐為主

江淑君 唐代老子學詮解的義理向度

金培懿 合考•標註•讀評─江戶海西《論語》學的

系譜與開展

范宜如 文獻 ‧ 地理 ‧ 記憶：清代士人的吳中書寫

林佳蓉 溥心畬詩詞中的地方及其離散經驗探究

鄭燦山 變或不變─北宋道教神譜的歷史考察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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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雅惠，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13 年 8 月。



118 　總 172 期　民國 113 年 11 月（2024.11） 頁 94-123　漢學研究中心

石曉楓 金門冷戰背景小說中的軍事與日常生活

李幸玲 曇曠研究

郭維茹 上古漢語「乃」的多重功能及其演化

黃敬家 唐宋禪宗「坐禪」銘、箴、儀文獻整理及其坐

禪觀研究

劉滄龍 《莊子》的複數性與政治性

林香薇 承先啟後：劉克明《國語對譯臺語大成》在臺

語研究的歷史意義

林宜蓉 文人意識、性別想像與知識建構─明清文人

印事之生發、流播與傳衍

須文蔚 冷戰時期新馬中學國文教材跨臺港區域文學傳

播研究

祁立峰 異時、異史、異空間─中古時期文學的異質

書寫

陳室如 1920-1930 年代臺灣與中國海外遊記的歐美形

象對照

陳炫瑋 《左傳》漢、淮諸國與楚國的關係分析─以

地緣政治為研究視角

黃麗娟 《清華簡（玖）•禱辭》祭祀相關問題研究

曾暐傑 《荀子》與道家文本互涉研究─文本定向、

思想疊合與深層結構探索的新進路

陳筱琪 語言態度、族群變遷與醫藥神選擇：桃、竹、

苗地區閩客族群的語言地景與藥籤文化的分

析、保存及當代演變趨勢

陳亭佑 重訪靈漚─江兆申其人其詩研究

李鍑倫 社會情緒學習融入高中國語文教學之探究

何維剛 「光塵之間：南朝人物祠祀的文化意涵與文學

詮釋」專書寫作計畫

1.

蔡孟珍，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13 年 7 月。

2.

謝聰輝，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13 年 8 月。

3.

113 年 9 月，篇目：〈漢魏六朝「植物」與「神女─

美女」賦的互文研究〉（郭章裕）、〈探究《群書治

要 ‧ 孟子》選編篇章所接契於唐太宗的治國之道〉

（鄭栢彰）、〈細節裡的魔鬼：論李渝小說的細節描述

美學〉（戴華萱）。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9.12　  謝宜安 《可愛的仇人》：文學史裡的小說，

小說裡的文學史

113.9.19　  朱宥勳 散文的糖冰比例：《只能用 4H 鉛

筆》背後的散文思考

113.9.20　  施佑倫、鄭性澤　「相見相忘」與司法的被

害人：從鄭性澤案紀錄片談起

113.9.20　  Catherine Lila Chou、Mark Harrison　Book 

Talk with Author: Revolutionary 

Taiwan: Making Nationhood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113.9.26　  渡邊將人　A Comparative Examination on 

Political Campaigns and the Media in 

Taiwan and the U.S.

113.9.27　  Sabine Frühstück　Global Reflections on

“Taiwan”

本系高教深耕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計畫與國立臺灣

文學館及 PN Review，於 9 月 6-11 日舉辦「臺英詩歌、

翻譯出版」系列論壇，包括「翻譯新秀培育工作坊 I：

國際詩人沙龍」、「臺英文學國際論壇：翻譯與出版實務

的對話」、「翻譯新秀培育工作坊 II：從詩的押韻與節奏

談翻譯實務」、「講座：我在府城，我看曼城—談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文學之城」、「詩歌朗讀會」等場次。

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系

1. 陳健文副教授 113 年 8 月 1 日升等為教授，113 學年

度擔任本系副系主任。

2. 本系獲國科會補助延攬日本東京大學黑田明伸名譽教

授蒞校授課，於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東亞視野

中的全球貨幣史專題研究」課程。

3. 本系 8 月 1 日新聘陳建元助理教授，其係英國愛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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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1. 本所於 9 月 21 日主辦「2024 臺日五校藝術史研究生

研討會」，由日本筑波大學、九州大學、臺灣大學、

61

大學博士，研究專長為近現代英國史、啟蒙運動、西

洋史學史。

4. 本系 8 月 1 日新聘盧省言助理教授，其係英國倫敦大

學歷史高等研究院歷史博士，研究專長為歐洲中古

史、英格蘭婦女史、英國法律史、西方男性史、中古

英格蘭婦女之財產權。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8.24　  陳佑慎 神州大陸變色前的天空—蔣中正

眼中的國共戰爭時期空軍

113.9.24　  黃宗鼎 越戰內涵與歷史詮釋

113.9.26　  黃一農 「e 文獻學」個案研究：以金代《京

兆府提學所帖碑》為例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東華

大學歷史學系大眾史學研究中心，於 9 月 19-20 日合辦

第三屆 Replay 歷史工作坊「生成式 AI 與當代史學發展

新趨勢：大眾史學的關鍵省思與展望」：

主講人　　　講　　　　　　題　　

楊智傑 知識遊戲裡的 AI 學者能浮現問題意識嗎？

李宗信、胡其瑞　AI 時代的歷史學探索：以 OCR 技術、

ChatGPT 與現有歷史性資料庫的加值應用為例

許育銘 日本關於生成式 AI 用於歷史教研的發展：以

互動式影像為核心

郭俊麟 生成式 AI 在歷史影像判讀的機遇與挑戰

林文源 History of the Present：公共化 AI 與當代人社發

展與展望

湯瑞弘 生成式 AI 對歷史書寫與認知的革新：傳統歷

史哲學的新視角

李卓穎 歷史研究的真本領是甚麼？：與生成式 AI 協

作歷史研究的反省

周樑楷 生成式 AI 時代中人人開展歷史意識

中央大學及本所學生發表論文：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奥島正興　The Functions of the Sacred Statues in the Toji Lecture 

Hall: Focusing on Religious Practices After Kukai

森瑞穗 Priests Who Accompanied Provincial Governors and 

Their Impact on Image-Making During the Heian 

Period (794-1185)

胡宇鈞 Revisiting Daoist Calligraphy in the Late Yuan 

Period: A Study of the Social Connections and 

Calligraphic Works of Yang Weizhen (1296-1370)

林佾穎 A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Evaluation of Sesshū 

Tōyō

正原摂子　Noh Paintings for Domestic and Overseas Marke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tyles in Tsukioka 

Kōgyo’s Nōgaku zue and Nōgaku hyakuban

福田栞 The Modern Japanese Printmaking in Taina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Teaching and Artworks 

of Yamamoto Isoichi (1896-1962)

陳欣襄 The Study of Lu Wenying’s “Knick-Knack Paddlers 

of the Four Seasons”

鍾承恩 The Family Narrative in the High Qing Court 

Lacquer Craftsmanship

尤欣慈 The Arcadian Reminiscences in Jean-Baptiste 

Camille Corot’s Landscape Paintings

熊川樹里　Mahākāśyapa Smiling at the Lotus Flower by Hishida 

Shunso: Paintings of the Buddha’s Biography in the 

Late Meiji Era

木澤沙羅　A Study on the Intention of Kimura Buzan’s Abōgōka 

(Epang Palace Being Devoured by Flames): 

Focusing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Buildings in 

History Paintings of the Meiji Era

波村桜子　Did Max Ernst Return to France as a Surrealist?: 

Reconsidering His Art in the Late 1950s

林采穎 Remapping Montecarlo Annunciation (ca. 1440)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Its Circulation, 

Collecting and Display

黃睦甯 The Double in the Paintings of Kees Goudzwaard: 

Studies on Creative Process and Form

蕭珮瑩 Exhibiting Performance and Performativity in Art 

Museums: Case Studies of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and Museum of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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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陳玫妏 跨境的生育與療癒：勉瑤師公傳統在中國廣西

西北與越南北部的比較研究」

李龢書 論疏類敦煌道經研究

林恕安 西藏宗義與印度論書對清辨思想的詮釋異同

蔡怡佳 從自我實驗、臨床分析到宗教反思：榮格（Carl 

G. Jung）與麋爾納（Marion Milner）的對讀

1. 鄭印君副教授 7 月 4 日至中山醫學大學生命教育學科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本系 113 學年度新聘黃澤鈞老師為專任助理教授。

黃老師為臺灣大學中文博士，研究專長為尚書、出土文

獻。

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余育婷 日治臺灣性靈詩研究：以賴和、陳虛谷為觀察

對象

鍾秩維 臺灣現代派文論芻議：以白先勇、郭松棻、李

渝為例

趙世瑋 113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論《史記》中

參政后妃的社會角色衝突與心理狀態

輔仁大學哲學系

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輔仁大學哲學系於 8 月

26-27 日在蘭州主辦「轉化與開新：蘭大、輔大哲學學

科建設研討會」：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陳聲柏 新文科視角下的哲學學科發展

張言亮 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哲學專業發展與特色

張存華 臺灣地區哲學學科的未來發展—以輔仁大學

哲學系為例

邱建碩 臺灣地區人文學科整合與創新—以輔仁大學

人文與社區創新學士學位學程為例

尤煌杰 臺灣地區哲學教材與哲普書籍的發展概況

陳叢蘭 應用倫理的課程建設與發展—以西安工業大

學應用倫理課程為例

潘小慧 中國兒童哲學的教材教法

陳　麗 17 世紀歐洲哲學認識論的發展—物質如何

存在

林約光 布倫塔諾的意向性理論及其中世紀哲學之根源

成　靜 Christ, Man, and Woman—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1 Corinthians 11:3-15

陳永寶 問題導向學習（PBL）與問題意識窺探—兼

論二者與朱子兒童教育思想融合

邱德鈞 從韓非子「矛與盾」到單樣本學習算法建構的

初步構想

邱建碩 從自我描述展開的根源問題考察

張存華 對話中的他者—試論布伯的關係存有論

郭昱辰 過於虛構的思想

彭戰果 逆流、盜機與脫化：「生生」的一種特殊實現

樣態

蔡妙坤 聖王、政治性儀式與政治神話學—以《論

語》為中心的考察【禮篇】

張睿明 呈現於識閾之生化流行的「量論」心學—對

熊十力「量論」思想的發展

63

62

64

Education (2010-2020)

2. 面對人文學科萎縮現況，本所製作了「Windows to the 

World 開啟名為藝術史的窗」影片，網址 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MzNo7EBLjTQ&t=162s，分享藝術

史研究的美好與趣味。

中心演講，講題：「電影中的靈性涵養」。

2. 本系於 9 月 7 日舉辦「新住民 Podcast 工作坊—短

影音系列」，邀請蜂湧數位商店詹尹州先生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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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

本所於 8 月 28 日舉辦「2024 跨文化與跨科際反響：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成立 30 週年學

術論壇」：

發表人　　　題　　　　　　目　　

陳榮彬 被操弄的翻譯：《桑青與桃紅》的跨界之旅

林熙強 乾隆皇的加默良—我所知道的 Chameleon 中

譯始末

謝麗琴 人類世視角下的晚明生態書寫研究：以王士性

《廣志繹》中的西南地區描寫為例

付彬斌 夢回西遊—以拉康精神分析理論解讀孫行者

與牛魔王的關係演變

蘇文伶 Affect and Post-cybernetic Memory in Kogonada’s 

After Yang

Khonde Khonde Norbert（孔恩德）　Exploring the 

Aftermath of Nigerian Civil War through Adichie’s 

Novel Half of a Yellow Sun and Step Craps’ 

Trauma Theory

林昱辰 電子遊戲改編主流影視作品中的敘事技巧與倫

理意涵

秦　佾 後殖民場域中的天主教神職人員—以阿奎達

的《山上的狐狸與山下的狐狸》為例

65

劉　康 當代新儒家哲學與文化自信道路的探索

彭必生 蟲與疫：中國古代醫學中生物性接觸傳染病因

論的歷史考察

日本東京大學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7. 8　  許家星 「周程授受」と道學傳授の再考

1. 東京大學 7 月 14 日舉辦「上海—ノスタルジアの

66

表出と文化遺產の創出」討論會：

主講人　　　講　　　　　　題　　

鄭土有 城市中潛在鄉愁的激蕩—以「上海故事匯」

活動為中心的考察

徐贛麗 景觀化和浪漫化：都市空間中的鄉愁營造

2. 中國社會文化學會 2024 年度大會於 7 月 6-7 日在東京

大學舉行：

主講人　　　講　　　　　　題　　

王世禎  『夷堅志』から見る宋代士人の占い活動とネ

ットワーク

孔　詩 至元年間における道藏焚經の再考――その實

情と對象をめぐって

温　彬 明代初期における開封府の遊女業と朱有燉

「遊女劇」の成立――遊客への勸誡意識を中

心に

劉玲芳 近代中國における服飾の改良――東アジアの

視點から考える

黄嘉慶 「社會の罠」を如何に脱出するか――魯迅改

譯作品「哀塵」における問題關心

冉念周 モダニズム作家における革命の表現樣式――

穆時英「蒼白的彗星」を手がかりとして

温秋穎 戰後新制東京大學 E クラスの草創期における

中國語をめぐる主體的な實踐

ヤナ・ロスカ　儒家的關係主義を止揚する：新たな惑

星倫理に向かって

楊儒賓 乗り越えられないもうひとつの近代中國：東

アジア儒者からの視點

橋本悟 中國學と普遍性

魏月萍 マレーシア・シンガポール儒家の越境と宗教

對話―歷史と今日の危機からのチャレンジ

への應答

彭春凌 スペンサーとグローバルな知の流動における

近代中國思想―『原道：章炳麟と兩洋三語

の思想世界（1851-1911）』のコンテクスト

3. 東京大學東亞藝文書院（EAA）主辦，青山學院大學、

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法國多學科佛教研究中

心、中山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佛教典籍與藝

術研究中心、東京大學旭日基金、法國國立東方言語

文明學院旭日基金協辦之「近現代中國佛教と民族國

家」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7 月 19-20 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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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香港粵語否定詞「0」的語法特徵〉（陳詠儀、

唐翊竣、謝家朗）、〈去俗變雅─早期粵語《路加

福音》五個版本詞彙的變化研究〉（劉懿莊）、〈柳州

話的附加問句〉（黃笑赧）、〈新疆吉木薩爾漢語方言

「嗎」字選擇問〉（郭韻、林華勇）。

第 103 卷第 2 期（113.7），篇目：〈真實「如果」句

的語義特徵及主觀意圖表達─兼談真實「如果」句

與違實「如果」句的糾葛〉（宋增文）、〈「換言之」

的話語標記化和功能演變─基於語言接觸的視角〉

（薛桂譚）、〈量詞「款」的產生及在香港公務領域

的特殊使用〉（任紋）、〈贛語蓮花方言句末語氣詞

「喊 [xã]」的多功能性〉（胡小娟）、〈晉語五台片形

容詞短語主觀小稱構式「這麼╱那麼 AA」〉（趙錦

秀）、〈閩語及上麗片吳語「水壩」義詞的詞源─

兼談文獻中「陂、砩╱𡓊、垻、𡏯、壩」的關係〉（曾

南逸、黃文韜）、〈簡與冗之爭：音系的省力原則及

其語音修辭表現〉（朱立剛、侯俊霞）、〈說副詞「還」

讀音的演變〉（林禕萌）、〈《字括便讀》所記嘉慶年

間的桐城方音〉（周賽華、陸梅）、〈方言的網絡傳播：

漢語拼音方言詞及其成因〉（張渝晨、劉銳）。

2.

113 年 8 月，篇目：〈脆弱的聯盟︰中蘇朝三角關係

歷史脈絡（1921-1992）〉（沈志華）、〈中美蘇戰略三

角關係的形成（1964-1979）─從中蘇分裂說起〉

（李丹慧）、〈中美建交與東亞新安全秩序的緣起〉（牛

軍）、〈朝鮮核問題的來龍去脈〉（張璉瑰）、〈革命思

想的回流─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法國的傳播〉（高

嘉懿）、〈國共內戰後期中共基層黨組織運作─以

河北容城私派地下黨員案為中心〉（任耀星）、〈河北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個案研究（1957-1958）〉（李

彤）、〈道路、行旅經驗與雲南想像〉（程新皓）、〈筆

健長駐匹茲堡，心熱豈曾離故園─敬賀許公倬雲

榮獲唐獎〉（陳方正）、〈和而不同︰錢穆與余英時

（上）〉（周質平）、〈計量分析下的廣西文革─評

Andrew G. Walder, Civil War in Guangxi: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China’s Southern Periphery〉（宋國慶、董

國強）、〈消費主義與中國共產革命─評 Karl Gerth, 

Unending Capitalism: How Consumerism Negated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曹子尼）。

香港中文大學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7.25　  葉　曄 何止碑與畫：《魚遊春水》詞的異

文形態及其源流

113.8. 5　  傅宇斌 互文•尊體•拓境—蘇軾雜體詞

及其文學史意義

113.9.16　  鄭麗娟 從小處開始：談古籍句讀與標點

113.9.25　  鄭麗娟 千古名師伴讀：孔子與我們的大學

生活

113.9. 9　  布琮任 The Unnamed Cartographers and 

Maritime China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113.9.23　  李慶新 18-19 世紀廣州地區刻書業及其對

越南書籍流通

113.9.25　  肖　慧 The Hen Cackles in the Morning: 

Gendered Soundscape and Female 

Leadership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inema

113.9.26　  李慶新 大航海時代珠江口灣區貿易與經

濟社會變遷（16-18 世紀）

113.9.30　  成一農 從背景出發閱讀和理解中國地圖

1.

第 103 卷 第 1 期（113.1）， 篇 目：〈 香 港 粵 語「 有

VP」的時體意義─兼論普通話的「沒」〉（范曉蕾）、

〈港式中文「有」字結構在香港公務領域的考察〉（任

67

1.

大里浩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13 年 8 月。

2.

松岡格，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13 年 8 月。

3.

川原秀城，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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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歷史學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8.28　  Hans van de Ven　The Great Occlusion: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Asia, 1945-1950

馬來亞大學中文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7.19　  Wong Heung Wah　Case Studies: Business 

Anthropological Methodologies

113.7.20　  林福炎 馬來西亞華人：邁向幸福社會？

113.8. 8　  葉福炎 理論、路徑與方法：再思馬華文學

研究與批評

113.9.27　  郭紫薇 馬華文學作為區域與全球文化的新

研究選項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 8 月 17-18 日與浙江大學世界文

學跨學科研究中心共同主辦「文學倫理學批評跨學科高

端會議」。

68

69

新加坡國立大學中文系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7.21　  王澤、吳松蔚　“Old Master Q”in Singapore 

（「老夫子」在星洲）

70

113.8.12　  Robert Culp　Shanghai’s Commercial Publishers, 

the Chinese Textbook Market in 

Southeast Asia, and Overseas Chinese 

Identity

113.8.16　  Michael Szonyi　Towards a History of Modern 

Rural China

113.8.23　  Lee Haiyan　Heaven Has Eyes: Judicial Populism 

in the Chinese Legal Imagination

113.8.30　  Lin Shiqi　Listen UP: Crisis Documentation 

through Global Chinese Podcasting

113.9. 3　  紀　語 多模態中層模型與漢語詩詞史和政

教空間史的互證

113.9.11　  Wang Sisi　The Buddhist Way: Monks, Guanyin 

Pavilion, and Temple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13.9.13　  陳氏水 越南的中國大眾文化產品：文學作

品的視角

113.9.14　  楊　妍 月圓之夜：中醫與馬來醫學的互動

和對比

113.9.20　  陳博翼 東南亞文獻史料述略（1000-1800

年）

113.9.20　  Lee Yuen Thien　Cultural  Symbolism and 

Religious Practice of the 21st Century 

Baba and Nyonya

113.10.1　  Jon Eugene von Kowallis　Poets of the“Old 

Schools”in Late-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nd the Entry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Letters（ 清 末

民初的「舊派」詩人與現代性）

中文系與耶魯國大學院於 8 月 16 -18 日聯辦「孔子

語錄出土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