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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界 消 息

一、中心業務

‧ 本中心與外交部於 2 月 24 日中午在國家圖書館國際

會議廳舉辦「臺灣獎助金學人新春交流茶會」。活動

由外交部林佳龍部長與國圖王涵青館長共同主持。現

場計有來自全球 22 個國家的「臺灣獎助金」學人，

以及巴拉圭大使、匈牙利、印度、奈及利亞、波蘭、

泰國、馬來西亞、奧地利、瑞典、墨西哥、德國、印

尼和越南等國家駐臺單位派員參加，加上國內學者專

家，計百餘人共襄盛舉。茶會特別安排臺灣傳統年節

民俗技藝捏麵人、繪燈籠、棉花糖等文化體驗攤位，

讓學人在研究之餘瞭解臺灣風土文化，也感受到臺灣

溫馨的年節氣息。現場活動並透過外交部 TAA 臉書

粉專線上直播。

‧ 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2025 年會暨書展，於 3 月 13 日至 16 日在俄亥

俄州立大學舉行。國家圖書館、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

基金會、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共同參與年會書展，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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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00 種來自臺灣的出版品，在海外傳布臺灣學界研

究成果，並於會後將圖書贈予該校，本次國圖另捐贈

臺灣獲獎漫畫 12 種。捐贈儀式於當地時間 3 月 15 日

上午舉行，由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類延峰處

長代表將參展的圖書贈予俄亥俄州立大學，且由該校

學人新春茶會與會嘉賓合影

棉花糖製作體驗，由左至右為加拿大學人 Pascale Marie Helene 
Massot（馬思佳）副教授、外交部林佳龍部長、國圖王涵青

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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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特藏與區域研究副館長 Musa Wakhungu Olaka 

教授及中文資料專家李國慶教授代表受贈。

‧  4 月 30 日召開《漢學研究》第 92 次編輯委員會，由

主編王鴻泰委員擔任主持。

二、臺灣漢學講座

國家圖書館致力於推動臺灣研究及漢學研究交流，

於國外舉辦「臺灣漢學講座」，建立交流平臺，呈現臺

灣與漢學研究成果。

‧  3月 28日，本中心與美國匹茲堡大學合辦「臺灣漢學

講座」，邀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張隆志館長主講，

講題為「臺灣島的多重歷史：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為例」，由匹茲堡大學東亞圖書館朱潤曉館長與歷史

系海鵬教授共同主持。

「臺灣漢學講座」主講人張隆志館長於美國匹茲堡大學演講

三、寰宇漢學講座

 ●  黃 穎 思（Jens Reinke）助 理 教 授 主 講「阿 彌 陀 佛

2.0：當代臺灣佛教的終末關懷」

4 月 18 日舉行，黃穎思係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

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佛

教學院助理教授。邀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李玉珍教

授擔任主持人。

本次內容除了探討漢語文化圈中佛教在死亡與臨終議

題上的實踐，並以其目前在臺灣田野調查的成果，考

察寺廟、修行中心、靈骨塔、文獻、安寧病房乃至電

視節目等多個場域。具體案例包括寺廟中的靈骨塔、

臨終助念團以及慈濟基金會等，展現臺灣佛教在臨終

關懷方面的多元參與，涵蓋志工培訓、教育課程及修

行實踐。最後，黃教授指出，儘管現代化改革曾試圖

將佛教導向現世關懷，但在當代臺灣，與死亡相關的

實踐依舊是佛教傳統的核心，持續影響著佛教團體和

信徒的個人修行。

「寰宇漢學講座」：由左至右為李玉珍教授、主講人黃穎思

教授、國圖翁誌聰副館長

 ●  海風（Renata Vinci）副教授主講「晚清遊記中的地

中海跨文化敘述：以康有為為核心，兼論其他行旅

者」

4 月 22 日舉行，海風係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

漢學獎助」訪問學人、義大利巴勒莫大學副教授。邀

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金守民教授擔任主持人。

本次演講旨在探討晚清旅行文學中對地中海的跨文

化再現。海風教授透過對於康有為的遊記，薛福成

（1838-1894）與斌椿（1803-1871）等晚清外交官與

其他旅行者的觀察與記錄，梳理 19 世紀末至 20 世

紀初中國士人如何將地中海視為一個融合多元傳統

與共享人類遺產的空間，並在與之相遇中發展出挑

戰民族中心與單一史觀的跨文化敘述。另外，海風

教授並說明此次演講係其目前主持的研究計畫「The 

Mediterranean Through Chinese Eyes」（中國眼中的地中

海）的一部分，該網站（https://www.unipa.it/progetti/

china-mediterranean/en/research-project/）有團隊的初期

成果，歡迎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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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漢學講座」：左起：金守民教授、主講人海風教授

四、獎助訪問學人

 ● 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

‧ 德國學人黃穎思（Jens Reinke）於 114 年 2 月 3 日報

到，他是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佛教學院助理教

授，研究主題為「臺灣佛教的靈性照護」，研究期間

為 114年 2月至 4月。

‧韓國學人朴敏洙（Min-su Park）於 2月 25日報到，他

是南韓梨花女子大學副教授，研究主題為「跨越認同

轉變的海峽兩岸：臺灣高級中學『歷史』課本的鄭氏

與滿清政權形象變化」，研究期間為 114 年 2 月至 7

月。

‧ 波蘭學人陸安寧（Antonina Luszczykiewicz）於 3 月 4

日報到，她是波蘭亞捷隆大學助理教授，研究主題

為「中國是情緒化嗎？北京的『怒火外交』與臺灣

問題：2024 年臺北權力交接案例研究」，研究期間為

114年 3月至 4月。

‧ 義大利學人海風（Renata Vinci）於 3 月 12 日報到，

她是義大利巴勒莫大學副教授，研究主題為「康有

為遊記中的有關地中海的跨文化敘述」，研究期間為

114年 3月至 4月。

‧ 韓國學人朴永煥（Park Young Hwan）於 3 月 13 日報

到，他是韓國東國大學校中語中文學系教授，研究主

題為「胡適與閔泳珪在禪宗史研究方面的學術傳承關

係探究」，研究期間為 114年 3月至 10月。

‧ 義大利學人董娜（Donatella Guida）於 3 月 17 日報

到，她是義大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教授，研究主題

為「12-14 世紀全球歐亞大陸的環境異常與政治合法

性」，研究期間為 114年 3月至 4月。

‧ 韓國學人全勇勳（Yong Hoon Jun）於 3 月 18 日報

到，他是韓國的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助理教授，研究主

題為「西方宇宙論的傳入及東亞知識分子的反應」，

研究期間為 114年 4月至 8月。

‧ 英國學人李卓賢（Eva Cheuk-Yin Li）於 3 月 18 日報

到，她是英國蘭卡斯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研究主

題為「『奶茶聯盟』的實踐：在臺港人如何以食物作

為離散文化保存與民主抗爭」，研究期間為 114 年 3

月至 4月。

‧ 越南學人阮進立（Nguyen Tien Lap）於 114 年 3 月 25

日報到，他是越南文郎大學助理教授，研究主題為

「越南阮朝漢喃集句詩研究」，研究期間為 114 年 3 月

至 12月。

‧ 日本學人土屋洋（Tsuchiya Hiroshi）於 4 月 8 日報

到，他是日本名古屋大學大學院人文學研究科副教

授，研究主題為「『歷史認識』的歷史：近代中國之

教科書與日本」，研究期間為 114年 4月至 12月。

‧ 美國學人蘇文彬（Benjamin A. K. Sinvany）於 4 月 24

日報到，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主

題為「穢用：中國糞便史—唐宋變革爲例（7-13 世

紀）」，研究期間為 114年 4月至 12月。

 ● 外交部「臺灣獎助金」

‧ 日本學人吉田悠樹彦（Yukihiko Yoshida）於 2 月 3 日

報到，他是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助理教授，研究主題

為「Research on Taiwanese Literature, Music and Dance 

in Taiwanese History and Creation of New Humanistic 

Methodology」，研究期間為 114 年 1 月至 12 月。在臺

駐點機構為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

‧ 加拿大學人朱麗亞（Julia Greenwood Bentley）於 2 月

4 日報到，她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研究員，研究主題

為「Engaging Young Canada in the Sinosphere」，研究期

間為 114 年 2 月至 4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大學中

國大陸研究中心。

‧加拿大學人馬思佳（Pascale Marie Helene Massot）於 2

月 4 日報到，她是加拿大渥太華大學副教授，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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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為「Strategic Minerals in the Indo-Pacific: The Cases of 

Canada and Taiwan」，研究期間為 114 年 2 月至 4 月。

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 波蘭學人 Monika Gabriela Bartoszewicz 於 2 月 4 日報 

到，她是挪威特羅姆瑟大學副教授，研究主題為

「From The Arctic To The Pacific: Exploring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Strategies In Taiwan And 

Norway」，研究期間為 114 年 2 月至 4 月。在臺駐點

機構為國防安全研究院。

‧ 韓國學人安文錫（Mun Suk Ahn）於 2 月 4 日報到，

他是韓國全北大學教授，研究主題為「The Dynamics 

of A Taiwan Contingency, North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U.S.-South Korean Alliance」，研究期間為

114 年 2 月至 8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大學人文社

會科學發展中心。

‧ 美國學人魏若冰（Robin Visser）於 2 月 4 日報到，她

是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教授，研究主題

為「More Than Human: Indigenous Spiritualities in Modern 

Literatures of Taiwan」，研究期間為 114 年 2 月至 8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東華大學。

‧ 韓國學人李光錫（Kwang Suk Lee）於 2 月 4 日報

到，他是首爾科學技術大學教授，研究主題為「AI 

Algorithms＇ Impact on Human Labor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研究期間為 114 年 2 月至 4 月。在臺駐點機

構為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 韓國學人朴銀慶（Eunkyung Park）於 2 月 4 日報到，

她是南韓的北韓研究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為

「臺灣和韓國的虛假新聞和安全應對措施的研究比

較」，研究期間為 114 年 2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機構

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印尼學人古逸衡（Patrick Kurniawan）於 2 月 7 日報

到，他是印尼 The Habibie Center 助理研究員，研究

主題為「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Think Tank and 

Track II Diploma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Prospect and 

Challenges」，研究期間為 114 年 2 月至 12 月。在臺駐

點機構為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 烏克蘭學人溥猷立（Yurii Poita）於 2 月 10 日報到，

他是烏克蘭智庫軍隊轉型和裁軍研究中心亞太部主

任，研究主題為「The Impact of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on the Security of the Indo-Pacific」，研究期間為 114

年 2月至 12月。在臺駐點機構為國防安全研究院。

‧ 德國學人石若劍（Florian Alexander Schneider）於 2

月 11 日報到，他是荷蘭萊頓大學教授，研究主題為

「Fake Factory: Dis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Machines in 

Taiwan」，研究期間為 114 年 2 月至 7 月。在臺駐點

機構為臺灣大學政治系。

‧ 越南學人 Le Ngoc Han 於 2 月 11 日報到，她是越南

社會科學翰林院考古學院助理研究員，研究主題為

「Vietnamese Ceramics from the 14th to 18th Centuries Found 

in Taiwan」，研究期間為 114年 2月至 5月。在臺駐點

機構為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 菲律賓學人 Rhomir Yanquiling 於 2月 12日報到，他是

澳洲墨爾本大學大自然永續及當地發展中心博士生，

研 究 主 題 為「The Tyranny of Geography: Reflecting on 

Water Wars and Cooperation Discourses with the Philippines, 

Taiwan and China in Focus (1949-2024)」，研究期間為

114年 2月至 12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臺灣安

全研究中心。

‧ 韓國學人曹亨眞（Hyungjin Cho）於 2 月 12 日報到，

他是南韓仁川大學副教授，研究主題為「Reversed 

Asian Paradox?—Analysis of Change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East Asian Democracies amid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研究期間為 114 年 2 月至 8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印度學人 Keshav Kelkar 於 2 月 18 日報到，他是獨

立分析師，研究主題為「India’s Role In Taiwan’s 

Semiconductor Strategy」，研究期間為 114 年 2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

‧ 烏茲別克學人孫中山（Mirkomil Sadikov）於 2 月 25

日報到，他是 AlFraganus University and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zbekistan 副教授，研究主題為「Formation 

of Taiwanese Identification: Heritag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actors」，研究期間為 114 年 2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

機構為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 加拿大學人林晏（Marc Lanteigne）於 3 月 4 日報到，

他是挪威特羅姆瑟大學教授，研究主題為「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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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Economic Diplomacy and Shelter Theory: The 

“Comprehensive Assistance＂Case of Taiwan」，研究期間

為 114 年 3 月至 6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中央研究院政

治研究所。

‧ 印度學人 Prashant Kumar Singh 於 3 月 4 日報到，他

是 Manohar Parrikar 國防研究和分析研究所研究員，

研究主題為「China’s Vulnerabilities in Its Autonomous 

Peripheries and in the Core Regions」，研究期間為 114年

3 月至 6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

‧ 南非學人 Patricia Lenaghan 於 3 月 4 日報到，她是

西開普大學副教授，研究主題為「Cultural Bridges: 

Defining Sino-African Relations through Guanxi and 

Ubuntu」，研究期間為 114 年 3 月至 7 月。在臺駐點

機構為臺北大學。

‧ 波蘭學人葳羅雅各（Weronika Jakubczak）於 3 月 7 日

報到，她是波蘭消防大學副教授，研究主題為「IoT, 

IoE Cybersecurity and Cognitive Warfare - ROC’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erspective - Relevance For Civil Protection, 

Civil Defense and Territorial Defense」，研究期間為 114

年 3 月至 10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大學新聞研究

所。

‧ 印 度 學 人 Venus Upadhayaya 於 3 月 7 日 報 到， 她

是印度國家領導學院博士生及記者，研究主題

為「Building Joint Social Capital for Democracy in 

Indo-Pacific a Project Proposal for a Monograph on Joint 

Innovation, Joint Capacity Building and Joint Leadership 

Development between Taiwan, a Leading Tech Society and 

India,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and the Biggest Labor 

Market of the World」，研究期間為 114 年 3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中興大學法政學院。

‧ 瑞典學人薄文（Viking Bjorn Bohman）於 3 月 11 日

報到，他是塔夫茨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博士

生，研究主題為「China’s Role in the Economic Security 

Landscape: Patterns of Alliances and Conflict」，研究期間

為 114 年 3 月至 6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中央研究院政

治研究所。

‧ 德 國 學 人 Mikko Huotari 於 3 月 11 日 報 到， 他 是

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所智庫執行長，研究主題為

「Knowledge Formation and the Management of Expertise in 

Shaping Foreign Policy Advice in Political Systems Under 

Pressure」，研究期間為 114 年 3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

機構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 奈及利亞學人 Bem Japhet Audu 於 3 月 12 日報到， 

他是奈及利亞國防學院副教授，研究主題為

「Management of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 Study of Taiwan and Nigeria」，研

究期間為 114 年 3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漢學

研究中心。

‧ 以色列學人 Ofir Dayan 於 3 月 13 日報到，她是以色

列臺拉維夫大學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研究主題為

「Pre-Elections Disinformation and Influence Operations on 

Tiktok: Possible Taiwan-Israeli Cooperation」，研究期間

為 114 年 3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國防安全研究

院。

‧ 以色列學人 Feldman Doron 於 3 月 18 日報到，他是以

色列臺拉維夫大學研究員，研究主題為「The Potential 

of Israel-Taiwan Relations in the Geopolitical Landscape of 

Growing Hostil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研究期間

為 114 年 3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中央研究院政

治研究所。

‧阿根廷學人 Ludmila Flavia Gonzalez Cerulli 於 3月 18日

報到，她是阿根廷 University of CEMA 研究員，研究

主題為「Countering China’s Cyberwarfare against Taiwan:

Argentinian Media’s Role in Raising Awareness」，研究期

間為 114 年 3 月至 6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政

治學系。

‧ 馬來西亞學人甘佳誼（Andrew Jia Yi Kam）於 3 月

18 日報到，他是馬來西亞國立大學馬來西亞及國

際研究學院副教授，研究主題為「Study of Malaysia 

and Taiwan in Low-Carbon Practices of the Semiconductor 

Sector」，研究期間為 114 年 3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

機構為銘傳大學。

‧ 巴拉圭學人 César Lezcano 於 3 月 18 日報到，他是巴

拉圭國立亞松森大學教授，研究主題為「Taiwan,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n National Defense 



學 界 消 息

70　總 174 期　民國 114 年 5 月（2025.5）頁 65-71　漢學研究中心

and Socioeconomic Progress: Foundation for a Project to 

Establish Centers of Excellence in AI and Technology at 

National Universities in Paraguay」，研究期間為 114 年

3 月至 5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漢學中心及臺灣科技

大學。

‧ 泰國學人 Morakot Meyer 於 3 月 27 日報到，她是泰

國瑪希敦大學亞洲語言及文化研究機構副教授，

研究主題為「The Museum Activist in Taiwan: Cultural 

Engagement with ASEAN Migrant Communities」，研究期

間為 114 年 4 月至 12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大學

社會科學院。

‧ 墨西哥學人羅伊紗（Raquel Isamara León de la Rosa）

於 4 月 1 日報到，她是墨西哥普埃布拉功勛自治大學

教授，研究主題為「Semiconductor Geopolitics and Its 

Impact in Indo-Pacific」，研究期間為 114 年 4 月至 7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交

學系。

‧ 奧地利學人 Bettina Bloesl 於 4 月 2 日報到，她是德國

Deutscher Bundestag, Abgeordnetenbüro Prof. Dr. Andrew 

Ullmann MdB 政策顧問及博士生，研究主題為「Health 

Security Risks Due to Taiwan’s Exclusion from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研究期間為 114 年 4 月至 6 月。

在臺駐點機構為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研究所，及

弗里德里希諾曼自由基金會在臺辦事處。

‧ 印度學人 Raj Kumar Sharma 於 4 月 2 日報到，他是印

度國家策略機構研究員，研究主題為「Russia-Ukraine 

War & Its Implications for India and Taiwan in the Indo 

Pacific」，研究期間為 114 年 4 月至 7 月。在臺駐點機

構為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交學系。

‧ 馬來西亞學人劉哲偉（Zhe Wei Lau）於 4 月 2 日報

到，他是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助理教授，研究主

題為「Recall Election in Taiwan: A Model for Malaysia to 

Learn」，研究期間為 114 年 4 月至 6 月。在臺駐點機

構為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 義大利學人 Beatrice Gallelli 於 4 月 8 日報到，她是

義大利威尼斯福斯卡里大學助理教授，研究主題

為「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Xi Jinping’s Era.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Re)Framing China’s Official Narratives」，

研究期間為 114 年 4 月至 8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

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印尼學人 Laely Nurhidayah 於 4 月 9 日報到，她是印

尼國家研究和創新機構研究員，研究主題為「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Transition Law and Policy: Lesson 

Learned from Taiwan」，研究期間為 114 年 4 月至 9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北大學法律學院及高雄大學。

‧ 斯 洛 伐 克 學 人 Martin Sebena 於 4 月 10 日 報 到，

他是香港大學講師，研究主題為「Supply Chain 

Res t ruc tur ing in  the  Geo-Economic World:  Risk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Taiwanese Corporates in the 

ASEAN Region」，研究期間為 114 年 4 月至 7 月。在

臺駐點機構為臺灣歐洲聯盟中心。

‧ 日本學人所澤潤（Shozawa Jun）於 4 月 15 日報到，

他是日本立正大學教授，研究主題為「探索 1945 年

前後臺灣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日治時期學校制度及日

本敗戰的影響」，研究期間為 114 年 4 月至 12 月。在

臺駐點機構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印度學人 Sagina Walyat 於 4月 15日報到，他是香港大

學全球亞洲學院助理研究員，研究主題為「Catalyzing 

Gender Diplomacy: Transforming South Asia Through 

Taiwan-India Collaboration」，研究期間為 114 年 4 月至

12月。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 泰國學人 Wichuta Teeratanabodee 於 4 月 15 日報到，

她是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為「The 

Milk Tea Alliance: Imagining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 and 

The New Regional Politic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研究期間為 114 年 4 月至 9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

大學社會科學院。

‧越南學人 Ngo Minh Trung 於 4月 15日報到，他是越南

社會科學翰林院博士生，研究主題為「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le of Law an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研

究期間為 114 年 4 月至 10 月。在臺駐點機構為臺灣

師範大學國際臺灣研究中心及東亞學系。

‧ 義大利學人明亮（Clara Galzerano）於 4 月 16 日報

到，她是義大利特倫托大學博士後研究，研究主題為

「The Role of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Foreign Policy Towards Wester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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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79)」，研究期間為 114 年 4 月至 12 月。在臺

駐點機構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菲律賓學人 Renato Cruz De Castro 於 4 月 16 日報到，

他是菲律賓德拉薩大學國際研究學系教授，研究主

題為「Ensuring the Long-Term Security of the First Island 

Chain: Linking the Philippines’ Comprehensive Archipelagic 

Defense Concept (CADC) with the Defense Postures of 

Taiwan and Japan」，研究期間為 114 年 4 月至 8 月。

在臺駐點機構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五、出版訊息

 ‧ 漢學研究通訊 ‧44 卷 1 期（總 173 期）

114 年 2 月出版，篇目：〈傳教士莫安仁及其漢學研

究〉（楊華波）、〈論翟理斯對柳宗元散文的創意詮

釋〉（梁鑑洪）、〈探索清代中國的統治結構—山本

英史教授訪談錄〉（佐藤仁史）。

‧ 漢學研究 ‧43 卷 1 期（總 120 期）

114 年 3 月出版，篇目：〈學禮而達—《論語》〈吾

十有五而志於學章〉的一種詮釋〉（林暉峻）、〈論

「假借」與「聲誤」之關係—以《三禮注》、《毛詩

箋》為主要考察對象〉（劉文清）、〈戲曲序跋、評點

與蔣士銓《第碑》雜劇的文本世界—清中葉文人

戲曲之社會性探析〉（邱嘉耀）、〈競爭與策略—德

庇時（John Francis Davis）《漢宮秋》的翻譯主體性〉

（汪詩珮）、〈自主、抵抗、自然：清末民初獨身主義

論爭中的個人觀〉（李學明）、〈論國音字母對民國時

期吳語方志音讀記錄的影響〉（叢培凱）、〈評 Yoshiko 

Ashiwa and David L. Wank, The Space of Religion: Temple, 

State, and Buddhist Communities in Modern China〉（李偉

呈）。

‧ 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 ‧ 第 230-232 期

114 年 2 月 1 日、3 月 1 日、4 月 1 日線上發布。請

參見 http://ccsnews.ncl.edu.tw。

六、世界漢學學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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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歐洲學友動態：

‧ 顧孝永（Piotr Adamek，波蘭籍，2015 年漢學中心獎

助學人），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於 2 月 1 日起新聘其為

專任助理教授。

 ●  亞洲及紐澳學友動態：

‧ 石峻山（Joshua Sidney Stenberg，澳大利亞籍，2019

年漢學中心獎助學人，現為雪梨大學中華研究系副教

授），2 月 4 日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演講，講題

「少數族群的舞臺：印尼華人戲劇和公共展示」。

‧ 岩谷將（Nobu Iwatani，日本籍，2023 年漢學中心獎

助學人，現為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學連攜研究部教

授），3 月 10-12 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日本

國際問題研究所主辦「中日戰爭與近代東亞世界的形

塑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講題「第二次上海事

變之研究」。

‧ 戴杰銘（Jeremy Taylor，澳大利亞籍，2001 年漢學中

心獎助學人，現為英國諾丁漢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和現

代史教授），3 月 10-12 日於「中日戰爭與近代東亞世

界的形塑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講題「淪陷區

文化史之探究：從清鄉運動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