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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Recent Activities of  Research Institute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 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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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

17.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18.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

19.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

21.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22. 東吳大學哲學系

23.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24.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5.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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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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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42.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43.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

44. 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

45. 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46. 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47.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48. 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49.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50. 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51.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52.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53.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54. 臺北大學歷史學系

55.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56. 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57.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58.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59. 臺灣大學文學院

60. 臺灣大學哲學系

61.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62. 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63.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64.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65.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66.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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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大學哲學系

72.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

73.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

˙ 國外

74. 日本東京大學

75. 香港中文大學

76.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77.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

78.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漢學研究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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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評介徵稿

為推動國際學術交流，並讓國內漢學研究者取得國外新書資訊，本刊「新書評介」專欄徵求對外國

語文漢學相關近二年出版新書，進行介紹且兼有評論的書評。文長以 1,000-1,500 字為佳，園地開

放，歡迎投稿。書評投稿、惠書和有關事物以及提出建議批評等，請與本刊編輯部聯繫：

ccsnews@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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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學人動態

1. 羅景文副教授自 114 年 2 月 1 日起榮任本校文學院副

院長。

2. 楊濟襄教授自 114 年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休假研究

1 學期。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18　馮勝利　《詩經》語體與《論語》傳體

114. 2.19　馮勝利　《春秋》筆法與經學體教

114. 3.20　陳美朱　 明清兩代唐詩選本的「尊杜」現象

與衍生論

2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18　 邱嘉耀　 戲曲序跋、評點與蔣士銓《第二

碑》雜劇的文本世界—清中葉文

人戲曲之社會性探析

114. 3.18　 李元皓　 從流派的傳播檢視京劇藝術：以

1945 年以前的臺灣京劇為切入點

3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一、學人動態

李孝悌教授再次榮獲歷史學講座教授。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19　 剛野祥太 　誰是二戰後中華民國（臺灣）的

「我方」留日僑胞？

114. 3.17　 黃貞燕　 博物館如何做歷史

114. 3.31　 徐人強　 舊遊戲時代—懷舊電玩展

三、學術活動

本所「南高中央•喆閎人文—2025 民國史校園系

列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 4　 許峰源　 民國時期南海主權爭議（1911-1949）

114. 3.24　 王文隆　 中國近現代史裡的政統與黨統

4
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出版訊息

1. 藝術學研究•第 35 期

113 年 12 月，篇目：〈自我與多元觀眾之間：唐寅女

性題材繪畫研究〉（唐寧）、〈二戰時期臺灣茶宣傳海

報的製作與意義〉（陳德馨）、〈數位蔡明亮：由《家

在蘭若寺》至《日子》的雙重生命〉（孫松榮）、〈聲

音異質學，似怪物的藝術—阿洛拉與卡蕯地亞的政

治藝術中的聲音〉（陳蕉）、〈收藏史〉（巴斯卡•格里

納著，王瑞婷譯）。

2. 議藝份子•第 43 期秋季號

114 年 1 月，篇目：〈全面科層化時代下藝術生產的動

態平衡：以藝術計畫與檔案懸置生產的可能〉（劉于

瑄）、〈此《醮》非彼醮：談出神到專注的觀舞經驗〉

（蕭珮瑩）、〈頭顱、屍體與遺骨：初論日治時期的

「生蕃」死亡攝影〉（梁廷毓）、〈機械複製技術對圖像

意義的影響〉（徐婕）、〈現實中的超現實：1920 年代

歐洲前衛藝術刊物的阿特傑攝影〉（林毓恩）、〈從宇

宙圖像論未完成圖像〉（陳珮寧）。

5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一、學人動態

1. 張文朝研究員 2月 1日起屆齡退休。

2. 本所圖書館主任自 2 月 10 日起由雷之波副研究員接

任。

二、學術活動

1. 本所 2 月 18 日舉辦「逸興論學：文哲所青年學者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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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立性

114. 3. 6　  陳相因　  版本考掘與跨文化文本探究

114. 3.12　  胡華喻　  元末明初梁寅在江西新喻所發展的

經學思想：以《春秋》與《中庸》

的關聯為中心

114. 3.17　  藍詩玲（Julia Lovell）　論書寫中國主體性的

歷史：從追求諾貝爾文學獎到探索

中華文明起源

114. 3.19   陳志銘   生成式 AI 之多模態分析於數位人文

研究應用

114. 3.25　  馬金（Martin Blahota）　東亞文學的遊牧精

神： 魯迅、蕭紅、西川滿作品比較

研究

114. 3.26　  朴敏洙　  「滿洲西征」：朝鮮世子所見清軍入

關與北京易主

三、出版訊息

孟學思想史論（卷一）（新編）

黃俊傑，本所編印，114 年 3 月。

6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1. 6　  呂欣怡　  風電的多重技術想像

114. 1. 8　  林宜慧　  日常生活與主權歸屬

114. 1.10　  邵軒磊　  AI 在人文社科的實踐—AI 能考

多好？怎麼讓 AI 考更好？

114. 1.15　  Valentina Gamberi（夏芸庭）　How Researching 

about a Taboo? Decay of Chinese 

Material Religion

114. 1.16　  胡其瑞　  數位人文視野下的民族學調查、研

究與呈現

114. 2.11　  黃冠儒　  Does Valuing Happiness Lead to Well-

being?

114. 2.14　  劉吉雄　  作為通道的臺灣海峽之澎湖難民營

114. 2.17　  方敏全   當代鄒族 yoifo（巫師）的成巫之路

114. 2.24　  張　  珣　  宗教與無形文化資產的糾纏：以上

壇」：

發表人    　　講　                   題 　　

王文菲　  中華近世敘事與文化視野中的另類身體修復與

繁殖

林新惠　  臺灣科幻小說的跨肉身性

2. 本所 2 月 20 日舉辦「中央研究院『高齡社會的過去

與未來』系列演講 ──文學與電影中的老年形象與高

齡者的文化藝術需求」：

主講人    　　講　                   題 　　

陳相因　  從托爾斯泰、黑澤明到石黑一雄

林仲如　  高齡者藝文近用之局限性—從藝文活動說起

3. 本所舉辦「《文鏡秘府論》與中古中國修辭學」讀書

會，2 月 25 日主題為「《文鏡秘府論》的修辭學概

觀」，由雷之波副研究員擔任引言人；3 月 25 日主題

為「構思（一）：意」。

4. 本所 2 月 26 日舉辦「數位閱讀讀書會：專家面對

面」，主題為「數位閱讀在韓國—從漢字、文獻到

數位人文」，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崔至延博士後

研究員、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林侑毅助理教授擔任

與談人。

5. 本所舉辦「東亞文化交流視域下的動物書寫」研究群

讀書會，3 月 10 日閱讀文本為陸蓓蓉注評之《銜蟬小

錄：清代少女撸貓手記》；3 月 24 日閱讀文本為曾琬

淋所著《誰道群生性命微：中國古代詩文中的愛護動

物思想》。

6. 本所 3 月 12 日舉辦「異人類」第一次文哲論壇，周

大興研究員擔任主持人，林維杰研究員、鍾振宇副研

究員、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劉滄龍教授擔任引言人。

7. 演講、座談、討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1.14　  李相益　  退溪、栗谷性理說的再反省及新理

論的建立

114. 1.16　  賴柯助　  中英文學界的陽明學研究：詮釋歧

義與英譯的釐清

114. 1.20　  梅謙立（Thierry Meynard）　晚明的佛耶相遇：

1643-1644 年成都衝突之新見

114. 1.24　  張　  超　  東亞禪門隨筆的受容與變容：從中

國到日本

114. 2.17　  馮勝利　  經學訓詁≠小學訓詁—經學訓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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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講　                   題 　　

張文翊　  音樂治療在阿美族部落長者的實踐與反思

卓幸君　  千迴百轉—從一起一起到自己自己

戚雅筑　  匍匐前進也很好—戚雅筑的部落服務日誌

張慧玲　  讓文化回家：從尋根到部落的集體記憶

邱霄鳳　  從 nakivecik 文手看排灣族的繼承規則

王桂鳳　  從地景到心靈：排灣族「尋根之旅」中的文化

再生與認同建構

方敏全　  鄒族 yoifo（巫師）文化的復振與實踐

施昭憶　  傳統與現代的交融：Pokpok 大社祭師的生命故

事現代化衝擊下的傳統儀式與文化傳承

潘昱帆　  卡大地布部落影像搶救與集體實踐

江郁喬　  練習和部落在一起：從公共走進日常

施浩庭　  從沉默到行動：Sa’aniwan 青年搭橋人的探索與

實踐

苡莉哈尼　 尋找記憶中的奇萊文化：以螞蟻布園區為例

陳文瀚　  從我的部落到我們的部落

簡月美　  砂卡礑與赫赫斯部落的過去、現在、未來發展

舞瑪夫•達給魯頓　  話說我在羅娜部落的服務

李旻軒　  重返花蓮—青年社區工作者部落實踐經驗

芭翁都宓　  十年土地冰箱，小米家園重獲新生

3. 本所 2 月 24 日辦理《顯道妙化：朱堃燦道長傳》新

書發表會，與談作者：吳瑞明、劉韋廷、丁仁傑、楊

秀娟、張瑋芩。

三、出版訊息

臺灣人類學刊•第 22 卷第 2 期

113 年 12 月，篇目：〈Manifesto for A New Humanism 新

人文主義宣言〉（Tim Ingold）、〈導言：推動臺灣人類

學「起家」的應時之師：人類學家、田野、影像〉（劉

斐玟）、〈凌純聲、中研院民族所與臺灣人類學的建制

化〉（何翠萍）、〈李亦園與臺灣早期人類學：時代和學

術的激盪與對話〉（劉斐玟）、〈追蹤「田野照片」檔案

的社會傳記：顯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草創期的臺

灣原住民族研究〉（林文玲）、〈「透過臺灣」？閱讀冷戰

時代美國在臺灣的「中國人類學」〉（謝力登）、〈Lei X. 

Ouyang: Music as Mao�s Weapon: Remembe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許馨文）、〈Allen Tran: A Life of Worry: Politics, 

Mental Health, and Vietnam�s Age of Anxiety〉（黃宣穎）。

海的臺商廟宇為例

114. 2.25　  宋龍生　  南澳、卑南、臺北盆地：三處田

野調查的回顧、持續和展望 1960-

2025 年

114. 3. 4　  Antoine Laugrand　The Emergence of Indigenous 

Movements and Land Claims in the 

Philippines

114. 3.17　  Alex Golub（龔雁達）　Sahlins, Obeyesekere, 

Cook: What Anthropology’s Most 

Famous Debate Can Tell Us about 

Anthropology’s Past and Future

114. 3.18　  Ying-yi Hong（康螢儀）　From Description to 

Explanation: A Dynamic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Culture

114. 3.19　  胡哲明　  臺灣與南洋的植物連結：二十世紀

初期的日本南方植物調查

114. 3.19　  李建霖　  當代藏人的蟲草生計：關於生存邏

輯及「障眼」技藝的敘事

114. 3.21　  邱文聰　  AI 法律、資訊隱私與倫理

114. 3.28　  Dodom Kim　Tea and Letters: Speech, Inscription, 

and Legal Subjectivity

114. 3.31　  丹增金巴　「嘉絨乞僧」：個體生命與社會變

遷的交匯視角

二、學術活動

1.「南島連結：跨領域研究之新航向」學術發展平臺計

畫、中研院民族所比較南島研究群於 1 月 13 日主辦

「Talanoa 新生三重山青年研究者交流工作坊 Part.2」：

主講人    　　講　                   題 　　

François-Xavier Fauconnau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Selau, 

Northern Bougainville, Papua New Guinea: Embedding 

Market Economy in Indigenous Sociality

賴奕諭　  原生能源的原民性爭辯：菲律賓水力開發論述的

轉譯與演變

黃立元　  什麼是「祖傳」？蘇門答臘高地的水田與火田

2.「中研院民族所 70 週年所慶系列活動—原住民部落

服務計畫」，1 月 22-23 日舉辦「臺灣原住民族部落培

力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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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800

114. 3.25　 王文隆　 中國國民黨史料的蒐集、移遷與典藏

114. 3.28　 劉維開　 蔣中正日記 1967 年

二、學術活動

1. 本所 1 月 9-10 日舉辦「Innovating Historical Research: 

AI, Digital Tools, and Beyond」（創新歷史研究：人工智

慧、數位工具與未來展望）工作坊：

主講人    　　講　                   目 　　

Christian Henriot, Baptiste Blouin　Beyond Digital Humanities: 

From Concepts to Techniques

Christian Henriot, Baptiste Blouin　Corpus and Case Studies: 

From Creation to Application

Christian Henriot　 HistText: Exploring Basic Functions

Christian Henriot　HistText: Advanced Features and Examples

Christian Henriot, Baptiste Blouin　Data-Driven Historical 

Analysis: Case Studies in Practice

Christian Henriot, Baptiste Blouin　Beyond HistText: Methods 

and Future Directions

2. 本所 1 月 21-22 日舉辦「臺法合作研究計畫：清代的

犯罪與社會（18-19 世紀）工作坊」。

3. 本所 3 月 10-12 日舉辦「中日戰爭與近代東亞世界的

形塑」國際學術研討會。

三、出版訊息

1.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43 期

113 年 6 月，篇目：〈從「功課單」到家政學—《聶

氏重編家政學》所見晚清閨秀的家政論述〉（周叙

琪）、〈徐玉英告狀：一樁「誘姦案」中的現代中國轉

型困局（1933-1935）〉（李世鵬）、〈戰後公共衛生發

展的婦女參與：以臺北市婦女會與臺北基督教女青年

會為中心的討論〉（吳雅琪）、〈評介《裰織仙名：何

仙姑信仰與廣東增江流域地方社會（960-1864）》〉（曾

双秀）。

2. 中日華北攻防：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的再評價

（1932-1937）
  黃自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10），114 年

2月。

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1. 3　 郭美芬　 旗袍時尚與全球 60 年代的臺澳跨

文化關係

114. 1. 9　 陳冠任　 國中之國：冷戰初期美國大兵在臺

之管轄權

114. 1. 9　 Grace Huang　Chiang Kai-shek�s Politics of 

Shame

114. 1.15　 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　A Tale of Three 

Merchants: Social Worlds, Political 

Ne tworks  and  Pub l i c  Sphere  in 

Modern Shanghai

114. 1.20　 和文凱　 早期現代國家正當性與民眾的政治參

與：英國、日本與中國的比較研究

114. 1.21　 童楷文（Kevin Kind）　從民初和田大疫追索

現代新疆公共衛生的源起

114. 1.23　 林志宏　 打造帝國之路—日本技術官僚與

滿洲國「國防道路」的建設

114. 2.14　 高蓮姬（Kho Youenhee）　當代韓國學界的東

亞繪畫研究新觀點及其內容

114. 2.26　 郭岱君　 檔案奇緣：歷史的奇蹟與見證

114. 2.27　 謝新誼　 戰後臺灣與全球衛生：砂眼研究中

的現代性與殖民性交織

114. 3.13　 陳建守　 梁啟超、松平康國與《世界近世史》

114. 3.21　  歐陽小莉（Lei X. Ouyang）　A Legacy of 

Extremes: Songs and Memorie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14. 3.24　 張智傑　 網織地方歷史記憶與生活故事：談

社區 GIS 與 AI 在地方文化數位保

存與永續傳承

114. 3.25　 陳馨怡（Renée Krusche）　Sheep, Opium and 

One Health—What Handbooks Tell 

about the More-than-human Population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114. 3.25　 Marco Musillo　Chinese Art and Chinoiserie in 

Italy: Cultural and Artistic Dialo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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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講　                   題 　　

許晴富、林銀福　 政治案件受害者生命故事

蔡式貞、蔡式良、顧珮箴　政治案件受害者家屬心路歷程

陳南州、林美瑢、黃哲彥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遭監控的

經驗

陳銘城、陳彥斌、葉瓊霞　白色恐怖口述歷史及田野工

作分享

吳俊瑩　 「獨臺會案」的偵辦過程和政治動機

何鳳嬌　 永靖五福村減租事件初探

楊麗祝　 刑滿開釋？從臺南市工委會鄭海樹案談管訓制度

劉恆妏　 你無罪，我有罪：從陳啟猛案談白恐政治案件

的軍法官

林政佑　 軍監叛亂案之探討

陳淑容　 來自故鄉的信息：蔡秋桐的獄中書信

顧恒湛　 「李瑞東等阿里山支部案」探析

莊永清　 1950 年淺山玉井的白色恐怖

侯坤宏　 底層兵士蒙難記：以杜麟文等叛亂案為例

張　 力　 1949-1951 年蒙冤的海軍軍官

四、出版訊息

1. 究明原委：戰後臺灣政治案件的多元探索

許雪姬、林正慧主編，114 年 2 月。

2. 臺灣史研究•第 32 卷第 1 期

114 年 3 月，篇目：〈What Did he Know and When Did 

he Know it?: Reappraising Charles Le Gendre�s Intelligence 

for Japan, 1872-1874〉（Douglas L. Fix 費德廉）、〈日

俄戰爭影響下臺北商人與日本的貿易：以大稻埕陳

源順號為中心〉（林玉茹）、〈思想史脈絡下的中央書

局（1927-1957）：兼論張深切、徐復觀儒學論述的位

置〉（李威寰）、〈1960 年南韓政局衝擊與臺灣威權政

府的反對黨運動對策〉（陳翠蓮）、〈新港文書又一件

補遺〉（李壬癸、黃秀敏）。

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學人動態

顏世鉉先生獲本院核定升等為研究員，自 114 年 3

月 26日起生效。

8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一、學人動態

本所陳姃湲副研究員於 114 年 3 月 1 日至民國 115

年 2 月 28 日止，赴日本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訪問研

究 1年。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1.14　 西村一之　航向無人島：臺灣東海岸漁民的

移動之考察

114. 1.16　 陳俊男　 從鳥居龍藏手稿的解讀進行民族誌

工作

114. 2. 6　 中生勝美　日本殖民時期的排灣族研究：萬

安工藝所小林保祥與建築師千千岩

助太郎的影像資料

114. 2.11　 湊照宏　 美援與臺灣化學肥料工業

114. 2.25　 林文凱　 臺灣與東亞的帝國轉型：牡丹社事

件與清帝國秩序的重振與瓦解

114. 2.25　 蔡曉林　 殖民與甜味：日式洋菓子在臺灣

114. 3. 4　 平井健介　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殖民地主

義、主體性、開放性

114. 3.11　 黃國超　 有歌一起唱：林班勞動與歌謠發聲

114. 3.20　 王乃雯　 水利設施、國家治理與社會秩序：

基礎設施政治視角下的東臺灣案例

114. 3.25　 黃富三　 清帝國統治下臺灣的紳權與紳運：

論霧峰林家由中挫而重振之道

114. 3.27　 謝新誼　 從研究前沿到後勤基地：美國海軍

醫學第二研究所（NAMRU-2）在

臺灣（1955-1975）的東南亞轉向

三、學術活動

1. 本所 3 月 18 日及 4 月 8 日，分別在臺南國立臺灣文

學館及臺北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舉辦「《查某官个代

誌：耄耋女性的人生》新書發表會」。

2. 本所 1 月 9-10 日與國家人權博物館合辦「2025 白色

恐怖歷史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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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偉　 于道泉與史語所早期的藏學研究

3. 本所主辦、佛光大學歷史學系協辦之「第二十八屆

歷史研習營」，主題為「山與海—環境、人群、行

動」，於 1 月 13-17 日在佛光大學舉行：

主講人    　　講　                   題 　　

邢義田　 從河西、西域出土木簡看漢晉時期的文化流播

洪廣冀　 障礙、通道與自由：環境史研究中的山

鄭維中　 通事、販客、走私販：被捲入澎湖衝突的平民

群像

胡曉真　 譜錄方志中的愛菌與恐菌

陳珮瑜　 濱海的行動者：以物建史的考古視角與史前人群

吳孟軒　 基督教和環境危機：論「林恩•懷特的論點」

（The Lynn White Thesis）和傳教史

陳國棟　 明清時代海洋世界的女性：境遇與角色

李仁淵　 接受統治的技藝？明清時期的中國「山民」

孔令偉　 草原帝國或中原王朝？從清朝的國家性質談何

為「中國」

4. 本所 1 月 17 日舉辦「殷墟發掘的文化史」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黃煒騁　安陽發掘與史語所體質人類學：一種學術文化

的形成

杜勇濤　殷墟發掘中的知識分子與地方民眾：二十世紀

社會肌理變遷的另一種非共產模式

王舒俐　當代安陽殷墟發展現況：文化史的角度

四、出版訊息

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96 本第 1 分

114 年 3 月，篇目：〈先秦出土文獻總括詞「屯」的

再考察〉（宋華強）、〈中國古代簽名制度的起源與發

展〉（劉欣寧）、〈徂徠學派與本居宣長對日本上古史

的論辯—太宰春台、市川鶴鳴、龜井昭陽〉（藍弘

岳）。

2. 古今論衡•第 43 期

113 年 12 月，篇目：〈西學與余英時老師〉（黃進

興）、〈史語所發掘殷墟西北岡東區小墓 2021 年整

理簡報〉（李修平）、〈讀《睡虎地西漢簡牘•質日》

札記四則〉（顏世鉉）、〈王華詩文集錄（II）—附

王陽明佚詩文五首〉（楊正顯）、〈「Women Historians 

around the World, 1860-1960 早期女性史家工作坊」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1. 8　 Phillip Endicott　Investigating Kinship Practices 

Using Population Biology in Southern 

Coastal Britain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Late Iron Age to the Roman Period

114. 1.20　 張　 超　 譜系與展望—法國的中國佛教研究

114. 1.21　 草生久嗣　Heretics and Dogmas: A Byzantine 

Genre that Refuted Heresy

114. 2. 7　 中生勝美　人類學史中的日本特務：二戰前

的內蒙古、大興安嶺、西藏與新疆

114. 2.19　 Pierre-Emmanuel Roux（胡白石）　19 世紀中

葉清朝與朝鮮越境的走私者與天主

教的傳播：以朝鮮神父金大建和崔

良業為例

114. 3. 3　 Jacob Soll　Richard Price’s Prudence and the 

Unintentional Invention of Modern 

Capitalist Values (1758-1790)

114. 3.19　 Kate A. Lingley（龍梅若）　慣例與非慣例：

古陽洞中的侯太妃

114. 3.20　 Kate A. Lingley　對抗無常：中世紀佛教造

像的物質性與女性生活史

三、學術活動

1. 本所同仁學術講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1. 6　 孔令偉　 清朝入關以前滿洲、朝鮮與日本間

的資訊流通

114. 2.17　 祝平一　 上帝之城：明、清中國基督徒的聖域

114. 3. 3　 李修平　 戰場之外：殷墟西北岡王陵區青銅

兵器的脈絡化研究

114. 3.17　 劉欣寧　 嶽麓秦律令中的地緣與親緣關係：

以連帶責任為線索

114. 3.31　 邱斯嘉　 關於東南亞史前考古研究議題的回

顧與一點淺見

2. 本所 1 月 10 日舉辦「史語所早期的歷史脈絡與學術

求索」座談會：

主講人    　　講　                   題 　　

韓　 笑　 史語所的李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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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諭禪　 框架的形成與突破：歐陽子小說的結構功能與

父權主題

陳玟霈　 春秋晉國軍制

2. 本系、歷史系於 3 月 21-22 日主辦「數位人文與 AI

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曹德啟　 DocuSky 與文史研究：建庫、重整與 AI 運用

胡其瑞　 DocuSky 的數位人文視角：視覺化呈現與 AI 運用

林農堯　 DocuSky 的空間化觀察：GIS 的文史 AI 運用

侯嘉星　 AI 輔助空間人文學—歷史文本與 GIS 實作

洪一梅　 DocuSky 的文史研究案例

3. 本系分別於 3 月 22 日、29 日、30 日舉辦「戲劇工作

坊：聲之道—劇本書寫的語言流動」，邀請葉志偉

講師採取線上方式進行授課。

4. 本系及東亞漢籍與儒學研究中心於 3 月 28 日主辦

「第十屆青年儒學研究會議」：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林姿羽　 以《易》觀王夫之道氣論

林悦鋒　 儒家圓教論下的「四句教」—對王陽明特殊

性初探

王儷蓉　 羅洪先文集之女德思想—以碑傳文為探析

曾子芸　 新儒商的政道與治道—台積電熊本廠看臺日

商業戰略

譚光華　 莊子〈秋水〉篇中的哲學思想及應用

鍾婕寧　 以悲為音—嵇康〈聲無哀樂論〉與〈琴賦〉

對「樂」與「音」的討論

陳竑廷　 「觀物」為方法：論邵雍的《易》學知識建構

賴政琨　 從戰爭思想探究韓非對荀子的繼承與轉化

曾元威　 儒家為宗、實效要求與分類問題：四庫全書總

目兵家類評析

蔣晏箐　 朱熹理氣論中的道德之理

洪邵祺　 明代文人名、字避儒家聖諱現象考述：以明代

《登科錄》為核心

陳佳暐　 論《四庫全書總目》中館臣對宋代朱熹一脈與

明代四書學之評價

譚筑云　 孟子天論—以牟宗三和昔鳴的詮釋為理解視

 三、出版訊息

上下求索，走向靈山：《西遊記》文史考釋

紀要〉（施厚羽）、〈談古今「書厄」—兼論國內三

館的古籍收藏聯繫〉（張家榮）、〈《續高僧傳》〈感通

篇〉譯注（十二）〈釋法周傳〉、〈景暉傳〉、〈釋慧誕

傳〉、〈釋智光傳〉、〈釋智教傳〉、〈釋圓超傳〉、〈釋

慧藏傳〉、〈法順傳〉、〈釋寶憲傳〉〉（《續高僧傳》研

讀班）、〈史語所早期語文學及內亞史研究相關檔案

校注—于道泉（1）〉（孔令偉、邱奕安）、〈《通典》

〈邊防典〉譯注（二）〈東夷上〉〉（莊祐維、孔令偉）。

10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學人動態

1. 張日郡助理教授榮獲 114 年度文化部青年創作獎助，

名稱：「《虫字旁》昆蟲詩創作計畫」。

2. 曾若涵副教授獲選 112 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績

優計畫，計畫名稱：「專題及任務導向『人文科普寫

作』之教學實踐研究」。

二、學術活動

1. 本系 3月 15日舉辦第十屆子衿論衡中文青年學者論壇：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江坤錫　 牧雲和尚《嬾齋別集》詩論研究

李庚道　 漢傳佛教修證脈絡中對「象罔得珠」寓言的詮

釋和運用

陳竑廷　 六朝志怪小說的知識革易：「趙泰」一則文脈

詮釋

陳奕璇　 自然、疏離、掙扎—吳明益《海風酒店》中

的巨人意象

張秦豪　 論世德堂本《西遊記》中毫毛術法之敘事情節

與發展脈絡

楊卓剛　 「欲蓋名章，懲不義也」：《左傳》「不義」觀考論

楊景麟　 飲食文學中的懷鄉書寫—《雅舍談吃》和

《府城的美味時光 ‧ 臺南安閑園的飯桌》文本

比較

蔡長佑　 敦煌遺書〈大漢三年季布罵陣詞文〉敘事技巧

探析

潘雪芳　 穿著與執著—《半生緣》近代女性旗袍消費

文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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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術專長為明清史、明清社會

文化史、中國婦女史、中國醫療史。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27　  衣若蘭　  題目在哪裡？什麼是問題意識？

114. 3. 3　  林茂賢　  媽祖信仰與民俗

114. 3. 6　  Margaret C. Rung　New Deal Art: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Depression Era America

114. 3.13　  桐生傑（劉傑）　中日戰争時期的汪精衛與

日本

114. 3.20　    許家琳　  從校園到公眾：英國大學博物館的

社會實踐

三、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林韻柔　  2025 年「佛寺志資料庫之漢傳佛學研究」專案

計畫：「中國中古至近世的聖地觀—以佛教

四大名山為中心」

四、學術活動

本系 3 月 21-22 日與彰師大歷史所、中正大學中文

系合辦「數位人文與 AI 工作坊」。

五、出版訊息

世界史上的中亞：跨越滿洲森林至黑海周緣的四萬年史

彼得高登（Peter B. Golden）著，蔡偉傑譯，新北市：廣

場出版社，114 年 1 月。

13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21　費陽（Thomas Eduard Fliß）　臺灣現代詩中

的生態同理心：生態意識、擬人論

與非人類中心主義

114. 3.28　謝瑞隆　媽祖信仰面面觀

謝明勳，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14 年 2 月。

11
中正大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18　  林子堯　  網紅經濟學：商業影像實戰

114. 3.19　  杜昭瑩　  從文學院走向一個新世界—我的

文學創作以及我的旅外生活

114. 3.26　  王梅香　  社會學家的臺灣文學研究：研究設

計與方法

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江寶釵　  113-114 年「嘉義縣培育臺語家庭計畫委託專

業服務案」

江寶釵　  張李德和作品集蒐整編輯出版案

江寶釵　  原住民族無形文化資產與創意應用學分學程

江寶釵　  嘉義市文獻第 27 期徵稿印製委託案

李知灝　  113 學年度外國學生短期研習臺語課程獎學金

計畫

三、學術活動

童信智助理教授 2 月 8 日至南投縣原住民族教育資

源中心演講，講題：「植人原異探索原植物」；3 月 14 日

至輔仁大學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演講，講題：「當代

原住民族社會與文化、臺灣原住民國際事務發展現況與

未來」。

四、出版訊息

詩的旅程：詩言志、詩教與詩義

江寶釵，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14 年 3 月。

12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一、學人動態

本系 2 月新聘蕭琪老師為專任助理教授，蕭老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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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倉促上陣：中共軍隊參與韓戰前的備戰措施〉（張

以諾）。

16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

學人動態

本系退休教授許進雄先生於 114 年 3 月 14 日逝

世，享壽 85。許先生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系博士。

曾任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研究員、多倫多大學東亞系教

授、臺灣大學、世新大學教授。研究領域為甲骨學、中

國古文字學、中國古代社會、博物館學。

17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24　  謝明輝　  文學批評視閾下井字格教學法感發

讀者中心的文本意象解讀

114. 3.17　  張宇衛　  圖像•文物•訓詁：談一種文獻解

讀的方式

18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1.17　  徐祥峯　  1970 年後臺灣外臺胡撇仔戲服飾的

發展與變化—以大臺北地區從業

藝人為例

19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一、學人動態

董梵教授於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至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休假研究。

14
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13　  劉遐觀　  編導修行之路

114. 3.13　  李政亮　  日記裡的電影史

114. 3.20　  沙力浪（Salizan Takisvilainan）　用詩歌傳遞

部落的燈火

114. 3.25　  臥　  斧　   Why We“FIX＂—文學如何介入

冤錯判決？

114. 3.28　  蔡崇隆　  在歧視與無視之間：東南亞移民工

的刻板印象與真實處境

二、學術活動

本所「2025林榮三臺灣文學講座—巴代」：

日　  期　　　講　                   題 　　

114. 3.12　  荷蘭人在東臺灣：長篇小說《白鹿之愛》的

浪漫敘事

114. 4.17　  小說展演的牡丹社事件：以《暗礁》與《浪

濤》為例

114. 5.13　  日治時期的部落風雲：以長篇小說《笛鸛》

《馬鐵路》為例

15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18　  邱萬鈞　  金融市場與產業的發展

114. 3.25　  蕭明禮　  從中日航運競爭看二十世紀前半東

亞經濟圈的結構

二、出版訊息

興大歷史學報•第 38 期

113 年 6 月，篇目：〈信用組合的誕生與接收：以臺中

市第三信用合作社為例（1910-1949）〉（朱書漢）、〈中

共上海組織的考察與分析，1920-1927〉（陳耀煌）、〈近

代上海老虎灶行業經營之研究（1900s-1950s）〉（侯嘉



總 174 期　民國 114 年 5 月（2025.5）頁 85-113　漢學研究中心　95

學 界 消 息

二、學術活動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本系協辦之「第

二十八屆歷史研習營」，主題為「山與海—環境、人

群、行動」，於 1月 13-17日在本校舉行。

21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13　 張弘政　 旅途結束以後

114. 3.18　 洪順興　 書畫裝裱修復與生活

114. 3.27　 范宜如　 這個時代，我們可以怎麼教（文）

學？

二、學術活動

1. 鹿憶鹿教授 2 月 22 日於國家圖書館「2025 春季閱讀

講座」主講：「鯥鰼𩶯魮鰩—《山海經》中的奇幻

魚世界」。

2. 本系常態性學術研討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19　 陳慷玲　 蘇軾人文素養論

114. 3.26　 楊宇謙　 明初的政治與學術對於詞學發展的

影響

3. 本系 3 月 25 日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洪順

興科長舉辦「古書裝幀與線裝書製作工作坊」；3 月

26 日邀請國光劇團及王顗瑞劇藝指導舉辦「臺灣傳統

戲曲文化教學國際工作坊」。

22
東吳大學哲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19　 耿　 晴　 從真諦三藏、《大乘起信論》到牟

宗三：兼論佛教哲學對於中國哲學

的影響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 8　  李宗信　  「土地申告書時空檢索平臺」的建

置、利用及其效益

114. 3.14　  王驥懋　  照護星球：行星鄉村地理

114. 4. 9　  汪正晟　  青年政治的誕生

三、學術活動

1. 本系 1 月 6-10 日辦理「Refresh—數位與人文的複

音」展覽。

2. 本系 3 月 2-3 日辦理「臺大 × 成大歷史學系 2024 臺

灣近代城市史工作坊」：

研究生    　　論　　文　　題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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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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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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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出版訊息

抵抗作為前瞻

陳恒安，臺南：成大出版社，113 年 7 月。

20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20　 姜吉仲　 我的學思歷程與中國歷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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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

一、學人動態

楊牧文學研究中心邀聘 4 位青年創作家，分別為朱

宥勳、顏訥、李屏瑤、蕭詒徽老師。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21　 騷　 夏　 文科的求生指南：不要怕問笨問

題！報導和評論寫作入門

114. 3.24　 朱宥勳　 小說第一運動定律：該怎麼做，角

色才會活起來？

114. 3.31　 顏　 訥　 通靈與調查：散文寫作的現「身」

問題

114. 4.14　 李屏瑤　 創作者的去除心魔大作戰

114. 5.12　 蕭詒徽　 關於（我們的）下一位國民詩人的

思索

三、學術活動

1. 東華大學遊覽與圖誌教師社群、楊牧文學研究中心、

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東華大學圖資處、東華

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東華大學

臺灣文化學系、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於 3 月 17-21 日

「2025 縱目東臺灣—人文史地聯合書展活動」系列

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17　 魏淑貞　 我們的東臺灣出版風景

114. 3.18　 賴威任　 溢上花蓮的沙灘—海岸•海癈與

我們的行動

114. 3.18　 余欣怡　 尋海誌—鯨豚的自然記錄•影像

& 聲音

114. 3.19　 魏志賓　 福爾摩莎世人經眼錄

114. 3.19　 巫俊勳　 漢字的規範與標準化—談字辭典

的編輯

114. 3.20　 林慧珍　 進出東臺灣 30 年—從田野論述

到出版、從走讀現場到行動

114. 3.20　 余　 風　 生成式 AI 導入漢字研究之應用

114. 3.21　 黃同弘　 地景的復返—歷史航照判釋與遙

23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學術活動

李忠達副教授 1 月 16 日至首爾成均館大學儒學院

發表論文：「方以智《周易》象數學的宇宙循環論」。

24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一、學人動態

本系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新聘張以諾先生為專

案助理教授，張先生為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專

長中國現代史、軍事史、歷史旅遊類別，開設「近現代

戰爭與社會專題」、「中國現代史」、「文獻研讀」、「美國

史」課程。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1. 8　 趙昕毅　 結社朝山 200 年：一個清代北方

的村社朝山記錄手抄本研究

25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 4　 Noah Vargas　Ecotourism: Concepts & Practices

114. 3. 5　 葉雅庭（娥葛絲）　《我的名字》—談繪本

創作的文化美學與自我追尋

114. 3.19　 Tipus Hafay（林易蓉）　阿美族傳統編織與

服飾調查與製作實踐

114. 3.31　 李建霖　 「欺瞞」技藝與複雜合作：中國藏

區蟲草交易的人類學田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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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學人動態

車行健教授、張堂錡教授與鄭文惠教授，自 114年 2

月 1日至 7月 31日止休假進修一學期。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 4　 張宇衛　 談〈閟宮〉「三壽作朋」及出土文

獻「參（三）壽」一詞的轉變

30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1. 7　 黃季平　 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

114. 3.10　 林佳妤　 成為一名狼瘡患者：醫療、藥物與

疾病日常

31
政治大學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2.20　  Choong-Su Han（韓忠洙）　Gadamer�s “Introduction＂ 

into Heidegger�s Essay“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二、研究計畫

114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馬愷之　 土地之知識：傳統原住民族知識與在地地理環

境—排灣族群的空間化實踐：一個哲學視角

三、出版訊息

1. 批判理論與儒學的當代對話

林遠澤，臺北：政大出版社，114 年 1 月。

測考古應用

2. 國際書展系列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 6　 楊　 翠　 聆聽楊逵的聲音：《春光閘袂離》

新書分享會》

114. 2. 8　 林東良、金磊、余欣怡、吳明益　臺灣「海

誌」的誕生：談《黑潮尋鯨》的

「返潮」旅程

3. 日本熊本學園大學外國語學部、東華大學楊牧文學研

究中心 3 月 15 日主辦 2025 楊牧研究國際研討會「臺

灣詩人楊牧—花季的鈴聲」：

發表人    　　題　                   目 　　

孫雅芳　 時空撥弄下的夢與鄉與魂—《楊牧全集 ‧

詩卷》「後遺民」書寫探析

小笠原淳　永恆與流逝之間—葉珊詩歌中的時間意象

佐藤普美子　「詩是展翅采看的青鳥」—讀楊牧七十

年代中期的抒情詩

27
南華大學文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12　 廖鴻基　 師從大海的漂浪人生

114. 3.19　 夫夫之道　腳本寫不出的人生—哈囉我們

是夫夫之道

28
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24　 黃聖松　 由「復封」諸侯論《左傳》崇禮、

尊王之矛盾與選擇

二、學術活動

本系 3 月 31 日舉辦「詩歌跨界—《台灣心交

響》特映會暨映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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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臺灣戰爭史

114. 3.27   黃克武   文字奇功：梁啟超與中國學術思想

的現代性詮釋

二、學術活動

本系與本校人文中心於 3 月 28 日舉辦「共時異

境—二戰下的美術活動」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岳　  陽　  「三足鼎立」格局下唐一禾的藝術價值

陳　  蓓　  西南攬勝：抗戰時期旅遊與風景的視覺表述

岳　  陽　  新中國視角下的抗戰美術研究

黃琪惠　  二戰下臺灣的時局美術

36
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26　 余遠澤　  AI 走進人文世界：生成式 AI 工具

的實務應用

114. 3. 5　 朗宓榭（Michael Lackner）　「易經」語文學

的解讀

114. 3.26　 趙美玲　 談現代書院的經營模式

二、學術活動

張琬瑩專案助理教授 3 月 26 日至本校文學院午餐

共學有約演講，講題：「《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經

學研究的前世今生與現代視野」。

37
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26　 邱霄鳳　 排灣族手紋的文化分析

114. 3.26　 謝明勳　 鐵路臺語百年輪轉—高雄臨港線

的前世今生

2.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 53 期

114 年 1 月，篇目：〈牟宗三對「道家」及其政治思

想的詮釋〉（劉滄龍）、〈禮之作為公共技術物：《荀

子》中的自我轉化與政治治理〉（李雨鍾）、〈作為倫

理行動的存在現象學還原：以心理治療中的實踐為

例〉（李維倫）。

32
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18　 韓知延　 作為「世界橋樑」的林語堂：與韓

國交流互動

33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鄭宇君、陳宜秀、林果顯、姚紹基、陳乃華、呂欣澤、

李怡志　「數位人文跨域人才智慧領航計畫」

典範特色計畫「技進於道：透過數位人文朗現

藝術與真實的靈光」

李為楨（延攬）　戰時臺灣金融統制結構—以臺灣銀

行為中心

34
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19　曾子伊　大腦如何辨識母語與外語語音？

35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26   楊文喬   從五股到世界：一個筍農家族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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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3.27　 連　 克　 總編輯牟少玉與立法院《院聞》的

出版

2. 本館 1月 18日辦理「戰後臺灣政治史料」新書發表暨

座談會。

3. 本館 2 月 5 日分別辦理《台灣環保運動史料彙編》、

《秦賢次先生訪談錄》新書發表會暨座談會。

4. 本館 2 月 6 日辦理「戰後臺美關係發展」座談會暨新

書發表。

5. 本館 2 月 7 日辦理「兩蔣日記透露的訊息」座談會暨

新書發表。

6. 本館 2月 22日辦理《台灣情民主路—劉峯松先生訪

談錄》新書發表座談會暨個人史料捐贈儀式。

7. 本館 3月 25日與中華軍史學會、復興廣播電臺共同主

辦「中美所聯誼會在臺年會暨學術座談會」：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翁衍慶　 戴笠、梅樂斯將軍與中美合作所

田在勱　 永遠的朋友飛虎隊 Everlasting Friendship AVG 

The Flying Tigers

吳淑鳳　 有關「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兩點商榷

劉芳瑜　 「風雲變色」的幕後：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氣象

情報網的籌劃與發展

陳頌閔　 冷戰時期臺美空軍的合作及技術轉移

三、出版訊息

1. 多元史料的交光互影：戰後臺灣史研究新階段學術討

論會論文集

何鳳嬌、薛月順、林本原執行編輯，114 年 1 月，

篇目：〈蔣總統的「人才庫」—以侍從室檔案為中

心的探討（1948-1988）〉（張世瑛）、〈國史館藏青年

黨籍監委《陳翰珍日記》介紹及其史料價值〉（羅國

儲）、〈重新認識八二三炮戰—以兩蔣日記為線索的

討論〉（陳儀深）、〈蔣經國與陳誠的關係—以日記

為中心的探討〉（蘇聖雄）、〈蔣經國與中央心理作戰

指導會報〉（陳昶安）、〈美國對戰後中國空軍改組的

建議（1945-1949）〉（陳頌閔）、〈總稅務司之外：《李

度在華日記（1943-1954）》介紹〉（李仕寧）、〈婦聯

會的黨國角色〉（李福鐘）、〈威權鬆動時期的民主發

展—以第六屆臺灣省議會的黨外議員為中心（1977-

1981）〉（蘇瑞鏘）、〈口述歷史 vs. 檔案—尋找 1950

二、學術活動

本所 3 月 15 日與臺北市屏東縣同鄉會、臺北市恆

春古城文化推展協會舉辦第四屆（2025 年）恆春半島論

壇—恆春建城 150週年：臺灣「城的故事」：

主講人    　　講　                   題 　　

溫振華　 清代臺灣建城與防衛體系的建立

黃恩宇　 十七世紀荷治福爾摩沙雙城記：熱蘭遮與普羅

民遮

廖德宗　 清代鳳山新城及舊城歷史與踏查

利天龍　 從軍事要塞到文化資產恆春建城的歷史與發展

曾品滄　 舊官僚如何打造新城市—重探清末洋務運動

中的臺北建城史

38
國史館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1. 2　 洪廣冀　 「永續」的百年追求：走過一世紀

的臺灣林業

114. 1. 9　 陳方隅　 美中臺關係與臺海「現狀」：是誰

在改變？該如何維持？

114. 1.23　 李衣雲　 從百貨公司的發展看臺灣消費文化史

114. 2. 6　 賴守誠　 臺灣客家豬肉菜餚的社會生命歷程

（1956-2022）：以菜系化對營養化之

競爭為主軸的考察

114. 2.13　 林茂賢　 臺灣民俗采風

114. 2.20　 彭琪庭　 臺美人研究與北美的臺灣研究

114. 2.27　 劉恆妏　 轉型正義與校園人權法治議題

114. 3. 6　 潘朝成　 噶瑪蘭族坎坷復名復振之路

114. 3.13　 李文環　 港都、工業城：高雄歷史的形成與

變遷

114. 3.20　 潘宗億　 漫漫長路：戰後德國對猶太人大屠

殺的遺忘、記憶與轉型正義

114. 3.27　 黃仁姿　 戰後臺灣高粱作物的試驗與發展

二、學術活動

1.「國史館修纂同仁學術討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27　 陳昶安　 蔣經國與國內安全委員會之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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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繪心寫意—書畫裡的人情味（114 年 1 月 10 日至 4

月 13 日）。

5. 歲時吉慶—院藏節令文物精粹（114 年 1 月 28 日至

4 月 27 日）。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1.23　 蔡承豪　 築城風雲：清代文獻與圖像中的臺

灣諸城

114. 2.21　 浦莉安　 「繪心寫意—書畫裡的人情味」

展覽介紹

114. 3.12　 劉國威　 從「歲時吉慶」看清宮的宗教信仰

活動

114. 3.19　 蘇雅芬　 「歲時吉慶—院藏節令文物精粹」

繪畫導賞

114. 3.20　 黃肇瑞　 由材料科學看陶瓷古物

三、學術活動

本院北部院區 2 月 6-7 日舉辦 114 年度「故宮講

堂—冬令文物研習營」：

主講人    　　講　                   題 　　

陳澄波　 以顯微鎢極惰性氣體電銲修復纍絲文物之探討

李修平　 干戈：夏商兵器大觀

鄭永昌　 皇權與世家：從清代奏摺文獻看曹寅一族的崛

興與沒落

劉國威　 故宮博物院的宋版佛典

鍾子寅　 從藝術走入《法華》 

許郭璜　 谿山、早春與松風：從構圖、筆墨、設色來看

三幀巨作特色

四、出版訊息

1. 故宮文物月刊 ‧ 第 502-504 期

第 502 期（114.1），篇目：〈「築城風雲：清代文獻與

圖像中的臺灣諸城」展概介〉（蔡承豪）、〈臺灣南波

萬—從故宮院藏史料探尋諸羅桃城的前世今生〉（邱

怡靜）、〈略談《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中的〈重建臺

灣郡城圖〉〉（李泰翰）、〈眾志成城—清代臺灣的城

垣建築〉（賴玉玲）、〈繪心寫意—一窺書畫裡所蘊

含的人情味〉（浦莉安）、〈談琴•說藝—人氣國寶

年大肚紙廠案的賴銀海〉（陳進金）、〈彭明敏出逃

後—國民黨政府對謝聰敏與魏廷朝的罪名羅織〉

（林本原）、〈「辱華禁映」的好萊塢電影《聖保羅砲

艇》〉（許峰源）、〈從《賴名湯日記》看聯勤自力更生

武器裝備的建新計畫（1963-1967）〉（陳世局）、〈戰

後臺灣的自動化經驗與自動化服務團的運作〉（洪紹

洋）。

2. 國史館館刊 ‧ 第 83 期

114 年 3 月，篇目：〈抗戰時期後方民船業對船運統

制的因應及其多重目的—以綦江流域為個案之研

究〉（葉洪平）、〈中國艾資哈爾與現代回民運動〉（包

修平）、〈1948 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醞釀與

制定〉（王良卿）、〈戰後左翼臺灣人在中國的人生行

路—以王康緒（王宏）的際遇為中心〉（李美蕙）。

39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學術活動

本館於 1 月 18-19 日辦理「114 年冬令臺灣史研習

營」：

主講人    　　講　                   題 　　

劉益昌　 考古學視野的臺灣歷史

許雪姬　 左翼謝雪紅的一生

林茂賢　 臺灣的年俗與元宵節

陳玉苹　 原運後的部落發展：從實踐到認同

李進億　 歷史 GIS 與臺灣區域史研究：方法與案例的分享

洪馨蘭　 東北季風第一排：臺灣最北的海口客家庄

侯嘉星　 一個環境各自表述—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與

環境變遷

40
國立故宮博物院

一、展覽

1. 巨幅名作 2025-I（114 年 1 月 7 日至 4 月 6 日）。

2. 筆墨見真章—故宮書法導賞（2025-I）（114 年 1 月

7 日至 4 月 6 日）。

3. 國寶聚焦（2025-I）（114 年 1 月 7 日至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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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與宋金關係〉（王怡婕）、〈流動的真實性：以蘇

軾雪浪石為個案的考察〉（張燕莊）、〈越南施釉雕像

「哈奴曼」的起源與印尼爪哇市場的關聯〉（坂井隆）、

〈酗酒、嚴刻、好抄家：流言傳播與雍正皇帝的因應〉

（葉高樹）。

41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學術活動

1. 李其霖教授通過第四期（114-116 年）USR 個案計畫

申請，計畫名稱：「走進淡水、面向國際：推廣臺灣

最具影響力的經典遊程與特色餐宴」。

2. 本系 1 月 25 日與淡水文化國小舉辦為期三天的「海

洋教育工作坊。

42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 5　 黃詠光　 「她不是母親！」—泰戈爾《家

與世界》小說中的殖民性、本土

性、鄉土性與性／別喻說

114. 3.13　 種村和史　兩種斷章取義—論宋代「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闡釋的演變

114. 3.14　 范麗梅　 簡帛寫本視野中的語文與思想研究

方法

114. 3.20　 廖肇亨　 新資料、新觀點、新方法：近世漢

傳佛教研究文獻新動向

114. 3.26　 楊莉莉　 古劇今演：談法國舞臺上的莫理哀喜

劇演出，從熱門戲《守財奴》說起

43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26　 黃哲翰　 神替自己理髮嗎？談亞里斯多德

展概介（林容伊、方令光、鐘雅薰）〉（策展團隊）、

〈國寶新詮—當毛公鼎遇上心理學〉（蔡慶良、賴文

崧）、〈國外博物館寄存案例及其啟示〉（吳偉蘋、潘

怡仲、鄭邦彥）、〈翠玉白菜成名史〉（汪劭純）、〈「萬

國津梁：東亞海上的琉球」特展國際交流論壇紀要〉

（謝惠雯整理）、〈道高龍象—唐劉欽旦〈故比丘尼

法琬法師碑〉〉（方令光）。

第 503 期（114.2），篇目：〈「歲時吉慶：院藏節令文

物精粹」特展介紹〉（賴玉玲）、〈「歲時吉慶：院藏節

令文物精粹」特展選介—書畫篇〉（蘇雅芬）、〈「歲

時吉慶：院藏節令文物精粹」特展選介—器物篇〉

（王廷君）、〈從「守城」到「首城」—清代彰化縣

磚城之興築〉（劉基安）、〈築城也築史—院藏臺南

城瓦的故事〉（蘇峯楠）、〈翻山越嶺—乾州永綏保

靖三廳縣碉卡全圖〉（盧雪燕）、〈詩意翩翩—探索

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寶的珠寶藝術世界〉（廖家

誠）、  〈戴在頭上的名片—「院藏亞洲織品展」展品

選介〉（林宛萱）、〈共筆交織—從應用 AIGC 工具看

「富春印象」數位展件〉（湛文甫）、〈飄然若仙—明

董其昌〈書呂仙詩〉卷〉（方令光）。

第 504 期（114.3），篇目：〈博物館永續發展—可重

複使用文物運輸箱實務分享〉（王琤雯）、〈略述經摺

裝與蝴蝶裝〉（謝宜君）、〈博物館裡的代間學習—

談兒童學藝中心「到故宮找科學—幼兒 STEAM 工

作坊」的實踐歷程〉（劉家倫）、〈國立故宮博物院圖

書館實現四大願景的策略—以推廣活動為例〉（高

瑄鴻）、〈關於平背式扁瓶〉（謝明良）、〈晚清宮廷繪

畫團扇個案研究—清〈李廷樑五體書清人畫狗〉成

扇〉（丁怡文）、〈咸豐二年天壇盜竊案所引發的定罪

之爭〉（王鑫）、〈趙孟頫章草〈急就章〉研究—對

上海博物館與遼寧省博物館藏本之分析〉（劉嫿嫿）、

〈聚焦與詮釋之間—故宮「國寶聚焦」初探〉（林姿

吟）、〈科技與藝術完美結合，開創博物館智慧照明新

境界—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正館書畫展廳照明改善工

程為例〉（何炎泉、蔡於暾）、〈從「福爾摩沙」到「無

界之涯」—近年來荷蘭國家博物館與國立故宮博物

院之合作與交流〉（王靜靈）、〈鎖的另一種用途—

長命鎖〉（陳慧霞）。

2. 故宮學術季刊•第 42 卷第 2 期

篇目：〈圖繪外交：傳陳居中《文姬歸漢圖》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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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鏡傑出人才講座（2024 NTHU-Ching Jing Distinguished 

Talent Chair）」。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20　  馮勝利　 清代經學的分蘖：小學理必與史學

獨立（戴震刺激的章學誠）

114. 3. 7　 許又尹　 Processing Mandarin Embedded Wh-

questions: A Study of Eye-tracking and 

LLMs

47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一、學人動態

邱馨慧副教授獲頒清華大學 113 年度傑出人才發展

基金學術研究獎勵。

二、學術活動

1. 毛傳慧教授 3 月 10 日於巴黎演講，講題：「18-19 世

紀山蠶放養知識的傳播與發展」。

2. 英家銘副教授 3 月 16 日於日本四日市大學關孝和數

學研究所線上講座，講題：「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

時代の初等教育の算術教科書」。

3. 本所李毓中副教授 3 月 28-30 日主辦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ssionary Linguistics: Early Linguistic 

Encounters between Europe and Asia（第十二屆傳教語言

學國際研討會︰歐洲和亞洲之間的早期語言接觸）。

48
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一、學人動態

本系自 114 年 3 月至 115 年 2 月聘任卓瑪慈仁

（Dolma Tsering）博士後研究員。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18　 江旻諺　 晶片戰爭與臺灣

「第一不動之促動者」的困局

114. 4.16　 陳樂知　 論現象意識的不可言述性：一個新

伽利略—洛克式的自然化模型

二、出版訊息

中國現代性的黎明

楊儒賓，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14 年 1 月。

44
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

學人動態

1. 游騰達副教授榮獲清華大學「113 年度清華—清鏡

傑出年輕學者（2024 NTHU-Ching Jing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

2. 林佳儀副教授於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獲邀為新加坡

國立大學中文系訪問學者； 2 月 5 日於韓國西江大學

中國研究所演講，講題為「關於曲譜的一些思考」。

45
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出版訊息

臺灣文學論叢（12）

王鈺婷主編，113 年 12 月，篇目：〈序：迎向新時代

的人文想像〉（王鈺婷）、〈論胡淑雯小說中的「倖存敘

事」〉（吳俊賢）、〈例外的回聲：「滿洲國」地下工作者

紀剛《滾滾遼河》的戰爭記憶〉（李冠緯）、〈現實的邊

緣與邊陲的地方—古蒙仁、林雙不、鄭豐喜、丁耀

林的雲林書寫〉（林皓淳）、〈原住民族流行音樂的曲風

轉變與文化翻譯：以阿爆與節奏藍調和電音為例〉（張

洋）、〈臺灣漫畫與神「冥」現世—論漫畫《冥戰錄》

美少女媽祖形象塑造的多重視角〉（葉妮）、〈《血觀音》：

多線索敘事與眾生景象〉（謝妮）。

46
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一、學人動態

 蔡維天特聘教授兼所長榮獲「113 年度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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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陳德亮　 般若波羅蜜多修學之倫理意涵

蕭崇聖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中「解脫」之意涵

莊博慈　 洪興祖《楚辭補注》引郭璞注考

陶云柔　 網路小說中的女性意識—以謝金魚《御前孤

娘》為例

陳文光　 《目蓮救母寶卷》敘事結構探析

袁嘉良　 圖畫書改編電影文本的敘事轉譯探究：以《再

見機器人》為考察對象

50
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 4　 黃承達　 中學國文教案設計策略

114. 3.24　 鄭炯明　 生命的挫折和超越—我詩成作的

心路歷程

114. 3.25　 林楷倫　 從魚販之子到文學作家—我的職

人之路

114. 3.27　 張家珩　 臺灣的城隍信仰與家將文化

51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學術活動

1. 胡其瑞副教授 1 月 16 日於中研院民族所演講，講

題：「數位人文視野下的民族學調查、研究與呈現」；

1 月 20 日於臺灣基督教長老會第 62 屆大專神學研究

班工作坊，主講「耶穌 [aɪ] 你：AI 世代與基督宗教

研究」；3 月 26 日於中央大學數位人文系列演講，講

題：「DocuSky：人文研究者的好幫手」。

2. 李宗信教授 1 月 18 日於臺灣南區氣象中心演講，講

題：「從曾文溪水歷史探究在地水文化」；2 月 20 日於

城東講堂演講，講題：「臺北城東水利社會的形成與

都市化轉型」。

3. 李進億副教授 1 月 19 日擔任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14

年冬令臺灣史研習營」講座，主講「歷史 GIS 與臺灣

區域史研究：方法與案例的分享」。

114. 3.25　 丁祈方　 電影的影像敘事—場面調度概述

三、學術活動

    本系 2025 春季碩士班系列演講活動：

主講人    　　講　                   題 　　

邱坤良　 習俗既然，又婦女所好，無不先以戲者：臺灣

劇場繽紛年代的日常

劉壁榛　 穀物黏人、野菜女人與「包心」菜：北部阿美

族的儀式植物與感官生態學

鍾國芳　 植物分類學家的人類學之旅

蕭菊貞　 由《南方，寂寞鐵道》談紀錄片文化書寫的理

性與感性

羅素玫　 「野菜」也有社會生活！阿美族菜園裡的原住

民傳統生態知識與實踐

49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一、學人動態

楊曉菁老師榮升副教授。

二、學術活動

本系 3 月 28 日辦理第 21 屆「國文經緯」全國碩博

士生論文發表會：

研究生    　　論　　文　　題　　目 　　

洪楷萱　 從陳鴻謨《詩經治亂始末注疏合抄》之創格探

究晚明詩經學之轉變

李尚謙　 從舊評到新解：《莊子•讓王》的文本批評與

政治語境

宋進安　 荀子視域中「孔子誅少正卯」之政治隱喻與現

實關懷：「大儒之效」對「百家異說」的息止

林以晴　 人與蟲之間：拉岡精神分析視野下的電視電影

《綠金龜的模仿犯》

陳昱蓉　 論王鼎鈞散文的移民書寫：以《海水天涯中國

人》、《看不透的城市》為例

吳羽婕　 讀寫愛人瑪麗安：從楊澤《薔薇學派的誕生》

看修辭情境與詮釋

孫尉鐘　 場景反諷視域中的《史記項羽本紀》

王楷傑　 悵望千秋—杜甫〈詠懷古跡五首〉的時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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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活動

本系 3 月 27 日舉行教師講論會，由山口智哉助理

教授主講「『天祥』的地方性」。

55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29　徐國能　豪放：杜甫與辛棄疾的個案思考

56
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24　  謝惠貞　  橫光利一與臺灣文學—東亞的新

感覺派（Modernism）的誕生

114. 3.25　  廖育卿　  探索日本茶道裡的生活美學

二、出版訊息

文史臺灣學報•第 18 期

113 年 10 月，篇目：〈現代主義和跨語的交涉連動：戰

後臺灣泛視覺詩的起點—以林亨泰的符號詩與錦連的

電影詩為中心〉（陳允元）、〈臺灣當代「詩人編輯家」

向陽研究：以文藝編輯為核心〉（楊宗翰）、〈從官方檔

案看國民黨政府對二二八善後處理的思維（1988-1992）〉

（余佩真）、〈用物件說困難歷史：以國家人權博物館典

藏為例〉（蔡雅祺）、〈駱文森及其時代—以 1970、80

年代臺灣民主運動為中心〉（陳素玲）。

57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一、學人動態

1. 陳瑪玲教授自 114 年 2 月 1 日起退休，轉任本系兼任

教授。

2. 鄭玠甫博士自 2 月 1 日起擔任本系專任助理教授。

3. 高德（David J. Cohen）副教授榮獲 113 年度國科會傑

4. 莊世滋副教授 3 月 25 日至日月潭頭社文史采風發展

協會演講，講題：「水沙連地區林業史及林業文化」。

52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1. 8　 蕭敏如　 史實與虛構之間—鄭成功傳說中

的文化探討

114. 3. 5　 翁文嫻　 進入古今中外詩的竅門—「字思

維」閱讀方法介紹

114. 3.29　 陳建銘　 李商隱的心靈世界

53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一、學人動態

1. 李廣健教授於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休假研究。

2. 本系 114 年 2 月 1 日新聘陳哲維助理教授，陳老師為

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術專長為東南亞近

代史、海外華人史、帝國與殖民。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 6　 謝國興　 祭祀圈╱交陪境：臺灣民間社會與

民間信仰的變與不變

114. 3.13　 王鴻泰　 城市與社交

114. 3.20　 謝國興　 儀式與象徵：臺灣與日本驅瘟逐疫

的比較觀察

54
臺北大學歷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3. 3.13　林泉忠　近現代中國命運與華語流行音樂的

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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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20　  韓知延　  打通「詩學」之路—以錢鐘書

〈詩可以怨〉為中心

114. 2.21　  馮勝利　  經學 Confucianism ≠古典學 Classics

二者的當代分野

114. 2.26　  高嘉謙　  島嶼南方與海上文學走廊

114. 3.19　  種村和史　中國學術的繼承和變容—以清

朝考證學之《詩經》研究為例

114. 3.24　  吾妻重二　再論朱子學—論「三綱五常」

的誤解

114. 3.25　  吾妻重二　再論朱子學—論〈白鹿洞書院

揭示〉與東亞、日本的學規

114. 3.25　  吾妻重二　再論朱子學—論《家禮》及其

意義

114. 3.26　  潘少瑜　  從近代著譯文學脈絡看民初「擬西

方小說」的形成—以民國舊派作

家姚鵷雛為例

三、學術活動

本系、韓國茶山學術文化財團、臺灣海峽兩岸朱子

文化交流促進會，於 3 月 27-28 日在本校共同主辦「茶

山學與朱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59
臺灣大學文學院

學術活動

本院 3 月 13 日舉行「共作文明新趨勢學術講座」，

邀請中央研究院廖俊智院長主講，講題為「未來社會

（二）：從演化角度看社會（大學）及科技（人工智慧）

的發展」。

60
臺灣大學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 3　 Gaétan Bovey　Can Necessity be Understood in 

出研究獎。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 4　  顏仕宇　  Funding ！撰寫研究經費申請計畫書

114. 3. 6　  陳文山　  從岩層到遺址：地質學家與考古學

家的對話

114. 3.20　  袁緒文　  臺博館東南亞刀劍藏品的流轉與故事

114. 3.20　  張朝欣　  石器製作與使用

114. 3.25　  高雅寧　  走出象牙塔：《抵達安康》的社區

實踐與出版之路

114. 3.27　  I Made Sukariawan　繼承、轉換與新生：印

尼峇里島的木雕藝術在臺灣

114. 3.28　    Ignasi Grau Mira　Colonialism and Gender in 

Iron Age Iberia, an Archaeological 

Approach to Changing Role of Women

三、學術活動

1. 本系 1 月 22 日辦理「開啟與世界人類學的對話」講

座暨寫作工作坊，邀請 Prof. Elizabeth. Chin（Visiting 

Researcher, CUNY Graduate Center, Fulbright Fellow, 

2024-25）主講。

2. 本系 2 月 12-13 日舉辦 In te rna t iona l  Workshop  on  

“Indigeneity and Archaeology＂。

58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學人動態

1. 本系退休教授李隆獻先生 2 月獲聘為臺大名譽教授。

2. 本系 2 月 1 日新聘賴佩暄、林家妃先生為專任助理教

授。

3. 蔡璧名教授於 2 月 1 日休假研究期滿，返系服務。

4. 康韻梅教授、黃奕珍教授、謝佩芬教授、丁亮教授、

蔡祝青副教授，於 2 月 1 日起休假研究一學期。

5. 蔡祝青副教授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獲國科會補助赴

日本京都大學短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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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20　 林侑毅　 韓國文學發展概述：從古典到現代

114. 2.27　 崔至延　 被發現的古典《春香傳》

114. 3. 7　 陳坤厚　 音樂、與文學共舞：陳坤厚的電影路

114. 3.25　 郭紫薇　 臺灣文學的馬來文翻譯

二、學術活動

本所與黃大魚文化藝術基金會、宜蘭縣臺灣大學校

友會及臺灣大學校友總會共同舉辦「2025 臺大黃春明文

學季：魚群與樹的奏鳴曲」文學講座活動：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 4　 張文薰　 黃春明的小說技藝：看海的日子

114. 3. 5　 楊雅儒　 黃春明的小說技藝：小寡婦

114. 3.12　 張俐璇　 黃春明的小說技藝：青番公的故事

114. 3.18　 鄭芳婷　 黃春明的戲劇創作世界

114. 3.21　 謝欣芩、張皓棠　黃春明的紀錄片與文學電影

62
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19　  Joo-Kyeong Lee　Articulatory and Acoustic 

Differences of Allophonic Variants of 

the English Retroflex

114. 2.20　  曾子伊　  大腦辨識母語與非母語語音的機制

與外語學習的應用

114. 2.26　  Jennifer M. Rodd　Word Meanings: Are They 

Accessed or Constructed?

114. 3. 3　  Emmanuele Chersoni　Large Language Models 

in Humanities and Arts

Terms of Essence?

114. 3.17　 Ryan Simonelli　Sapience without Sentience: 

An Inferentialist Approach to LLMs

114. 3.17　 中島隆博　為什麼當今要提倡世界哲學史？

114. 3.18　 中島隆博　《莊子》與《荀子》：互為交叉問

題群之兩種哲學

114. 3.21　 Yudit Greenberg　愛鄰人—來自猶太教、

道家、儒家、佛家的文本與實踐

114. 3.24　 Matthew D. Walker　Wisdom and Self-Knowledge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Xenophon�s Memorabilia

114. 3.27　 Matthew D. Walker　Aristotle on the Utility of 

Theôria

114. 3.28　 Matthew D. Walker　Workshop: Reproduction 

and Immortality in Plato�s Phaedo

二、學術活動

本系 3 月 29-30 日舉辦「中國哲學中的修養行動工

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藤田正勝　明治時代的「修養」論與作為倫理學說的

「人格實現」論

佐藤將之　加藤弘之對明治時期孔子論展開的角色和意義

徐乃義　 「修辭」與「行動」：古代儒家修養論的一個側面

鄧康宏　 工夫論與修辭：析論唐君毅語言哲學的一個

面向

廖欽彬　 養生與遊戲：一種行動論的思考

廖昱瑋　 論修養功夫的幾個關鍵問題

王　 華　 《荀子》中的實踐能動性

蕭振聲　 北大漢簡《老子》「積正督」試釋

黃崇修　 從孟荀心性觀論儒家機器人思維模組之整體

架構

蔡妙坤　 感激、酬恩與義務—從「三年之喪」論述反

思古典儒學倫理觀

陳志強　 Confucius, Rituals, and the Enacted Mind

林明照　 《淮南子•主術》的政治修養與行動

游定璇　 嵇康的「知行」難題：論〈明膽論〉與〈養生

論〉的道德動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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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廖偉倫　  試探北宋武臣群體樣貌—以 CBDB、GIS 為

觀察視角

樊妍盈　  宋代士大夫墓葬文化與禮儀實踐：以北宋河南

地區品官墓葬為例

黃建龍　  儒家典籍抄寫與使用—從三件《左傳》寫本

的抄寫關係談起

謝秉宏　  傳道在堂：月眉長老教會之產權取得與土地

「二主」爭議（1891-1905）

施翔耀　  綏撫和暴力的交錯：1896-97 年的臺東撫墾署

與「太魯閣蕃」

惠子軒　  旱魃為虐與救蝗之困—1928-1932 年陝西蝗

災的氣候背景與社會應對機制探析

徐睿澧　  臺灣史學界對「後現代」挑戰的回應與吸收 

—以 1996-2006 年為例

林城聿　  誰在打羽球？重探 1950 年代臺灣羽球運動的

萌芽

鄭捷蔚　  晚清女性身體的形塑：以曾懿思想為探

黃翊愷　  《新唐書•沙陀傳》與早期沙陀的活動

謝松宏　  超越「本草」：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合信的藥

品研究

姜春宇　  新文化塑造：《文星》雜誌源起與轉變

何咏欣　  無處申冤？漢代乞鞫制度的限制—臨湘令史

乘之回避逗留案初探

侯芷芸　  試論宋代官員的荒政實踐—以南宋龔茂良為

中心的考察

洪邵祺　  明代《會試錄》程文作者考—以萬曆朝《會

試錄》為例

葉宇軒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福音新教徒的情緒表述、

中國知識與理想不列顛的願景，1839-1842

韓嘉軒　  論徐志摩與陸小曼的愛情書寫

莊小翥　  晚清上海嫖客群體的社會特徵研究

鄭鉅樺　  大治濯俗：秦與西漢初期作為社會控制的性罪

行與刑罰

王學謙　  亨利八世的政治宣傳—遮陰套（codpiece）

與繼承問題

沙妮樺　  臺灣都市職業女性的先驅

63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一、學人動態

1. 陳翠蓮教授榮獲 113 年度國科會歷史學門傑出研究

獎。

2. 吳展良教授、周婉窈教授經本校 113 學年度校教評會

審議通過獲聘為臺大名譽教授。

3. 衣若蘭教授專書《從列女傳到婦女史：近代中國女性

史書寫的蜿蜒之路》，榮獲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第二

屆「近代中國婦女史學術性專書獎」。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1. 9　  板橋曉子　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動向與學會活

動：以中古史、性別史為中心

114. 3. 3　  Margaret Rung　 New Deal Politics and Promotion

114. 3. 5　  林奇秀　  檔案深度使用者所需的資訊素養：

介紹「檔案專精使用能力模式」

114. 3.14　  鄭維中　  連結看得見的城市—航行於巴達

維亞與長崎間的唐船（1665-1719）

114. 3.13　  歐立德（Mark C. Elliott）　滿洲人的近代身

分認同與「中華民族」的演變

114. 3.17　  蘇慶軒　  戰後臺灣情治機關與威權體制

114. 3.18　  李淑君　  白色恐怖的女性經驗、行動與政治

參與

114. 3.20　  黃方碩　  歷史學徒的研究與寫作經驗分享

114. 3.25　  蔡承豪　  重讀清帝國檔案中的臺灣原住民族

114. 3.26　  蔡曉林　  甜味的日本史

三、學術活動

1. 本系教師講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 6　  陳慧宏　一個耶穌會的比較實例與英格蘭宗

教改革：全球化或文化調適？ 

2. 本系 3 月 7-8 日與《史原》編輯委員會主辦，EMCH

早期中國史研究會協辦「2025 年臺灣大學歷史系

《史原》論壇學生論文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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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講　                   題 　　

李志宏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學術活動介紹

楊沅錫　 高麗大學漢字漢文研究所學術活動介紹

姜成奎　 朝鮮時代科舉考試制度、沿革管窺

李美珍　 韓國科試研究現況及意義

黃明理　 不只八股文—以歸有光應舉為例

許華峰　 袁黃的科舉主張與《書經刪註》

王亭林　 脫母題—明代科舉《春秋》義中的特殊命題

四、出版訊息

中國學術年刊•第 47 期春季號

114 年 3 月，篇目：〈《公羊》與《春秋公羊經傳解詁》

論《春秋》書「弒」的書法和倫理〉（宋惠如）、〈荀學

的他者與自我—〈非十二子〉與〈解蔽〉的互涉結

構〉（曾暐傑）、〈清初王育《許氏說文解字六書論正》

溯源古文字形之商兌〉（鍾哲宇）、〈從「正義」到「要

義」—《五經正義》到《九經要義》中讖緯去留存化

之演變探析〉（王世豪）。

66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14　  南貞惠　  淺談國際學校中文教學的方法及學

習評量的設計

67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 7　  莊吉生　  My Journey: The Life and Athletic 

Career of Jason Jung

114. 3.19　  Harald Baayen   Using Statistical Tools for Linguistic 

Data Mining: It is Fun, Actually!

114. 3.21　  有　  靈　  跨性別理論與《孕轉乾坤》電影討論

114. 3.22　  鄭閔尹　  看戲劇，學臺語

114. 3.25　  賴守誠　  臺灣客家豬肉菜餚的社會生命歷程

四、出版訊息

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092-1950）增訂版

陳翠蓮，臺北：三民書局，114 年 1 月。

64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學術活動

本所於 3 月 19 日至 6 月 11 日在美術館主辦「明代

雲南地區陶瓷展」展覽。本展覽所收陶瓷種類，計有青

花、青釉鐵繪、黑褐釉等高溫瓷，以及施罩鉛綠釉或無

釉的低溫素陶器，而以青花瓷的數量最多，其絕大多數

是來自雲南高原南部窯場所燒造，相對年代在中國明代

（1368-1644）。 

65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一、學人動態

1. 潘麗珠、蔡孟珍、王基倫教授於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退休。

2. 本系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郭芳如助理教授，郭

老師係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研究專長為先秦儒

學、兩漢哲學、比較哲學、歐美漢學。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 6　 黎子鵬　 天主預象：清代耶穌會士對《易

經》的跨語境詮釋

114. 3.19　 陳相因　 革命與中國現代作家的改造

三、學術活動

1. 本系 3 月 14 日舉行紅樓人文論壇：

主講人    　　講　                   題 　　

曾暐傑　 哲思散文的疊合技術

祁立峰　 歷史小說的虛構裝置

2. 本系 3 月 24 日與高麗大學合辦「科舉考試在東亞 

—明清•朝鮮視野交錯下的對話」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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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25　 邱琬淳　 從理解到表達：生成式 AI 之後的

文學研究

二、出版訊息

輔仁中文學報•第 58 期

113 年 6 月，篇目：〈書寫自我—論〈離騷〉的自稱代

詞〉（廖棟樑）、〈謝靈運〈山居賦〉自注探析論—兼

論〈山居賦〉的寫作時間〉（王欣慧）、〈唐代詩賦中水

晶意象之寓意及審美情趣〉（黃水雲）、〈干支對與卦名

對：清代臺灣賦的時新花樣〉（游適宏）。

70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一、學人動態

1. 張名揚助理教授榮獲本校 113 學年度「教師教學績優

獎勵」。

2. 蔡怡佳教授、鄭印君副教授於 114 年 2 月至 7 月間休

假研究。

3. 本系於 2 月 1 日起新聘顧孝永博士為專任助理教授。

顧孝永為荷蘭萊頓大學漢學博士、研究領域為漢學研

究、東方基督宗教研究、基督宗教傳教史、宗教交

談。

4. 本系於 2 月 1 日起新聘陳玫妏博士為專任助理教授。

陳玫妏為荷蘭萊頓大學區域研究所（亞洲研究）博

士、研究領域為宗教與性別、道教與地方文化、華南

地區道教研究、手抄本文化與數位典藏、宗教物質文

化。

5. 鮑霖副教授於 2 月 1 日起離職。

6. 簡鴻模副教授於 2 月 1 日起退休。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12   Ester Bianchi（黃曉星）   玅境法師與早期佛教

（1956-2022）：以菜系化對營養化

之競爭為主軸的考察

114. 3.26　    黃美娥　    「源」與「流」：日治時代臺灣漢文

╱通俗小說創作生態圖景

114. 3.27　  王昭華　  培養你的臺語語感

二、學術活動

本系特色領域研究中心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計畫於

3 至 6 月辦理「台湾語だョ！全員集合！日本人向けの

台湾語勉強会」系列課程

68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27　 王汎森　 「風」—檢視歷史風潮的形成

114. 3. 6　 李玉珍　 仰望飛翔：性別越界的宗教研究

114. 3.13　 張嘉鳳　 讀書、科舉與疾病—以醫學文本

為考察中心

114. 3.27　 李君山　 中國抗戰與太平洋戰爭關係之反思

（1937-1945）

二、學術活動

本系 3月 26日辦理學術討論會：

主講人    　　講　                   題 　　

盧省言　 權威，服從以及父愛—坎特伯里的安賽姆的

書信中的神聖父職與男子氣概

 

三、出版訊息

臺灣師大學歷史學報•第 72 期

113 年 12 月，篇目：〈漢晉時期河西羌胡中的小月氏〉

（陳健文）、〈清初鄭芝龍在京活動與黨爭涉入：兼論黃

道周案歷史書寫〉（盧正恒）、〈近世薩摩與琉球的對外

隱蔽策略—以十七至十九世紀薩摩船的漂流事例為

中心〉（沈玉慧）、〈日本在華輿論對清末教育改革的觀

察—以《順天時報》的「論說」為中心〉( 周東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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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輔仁大學哲學系

學術活動

本系「哲學與神學研究中心」於 3 月 31 日至 4 月 1

日舉辦「禮物：神學與哲學」學術研討會。

72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

一、學人動態

周岫琴老師榮升教授，於 114年 2月 1日起生效。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3.14　 黃心雅　 原住民島嶼詩學：（跨〉邊境╱邊

淢的想像

114. 3.17　 王錦宏　 生成式 AI 如何應用於數據分析

114. 3.19　 馮崇宇　 如何使用 CHATGPT 指令在工作中

練習創意思考產生行銷方案

73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

出版訊息

靜宜中文學報•第 25 期

113 年 6 月，篇目：〈春秋時代衛國東向交通路線考論〉

（黃聖松）、〈從「頭」說起—「頭」字意義演變與後

綴音讀〉（陳瑤玲）、〈粵語古溪母的弱化音變—從「屈

臣氏」一詞談起〉（彭心怡）。

74
日本東京大學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2.12　 彭小妍　 反啓蒙的思潮における東アジアと

世界：彭小妍《唯情與理性的辯

證：五四的反啟蒙》をめぐって

禪修在現代漢語文化圈中的重塑：

教義關懷與個人動機

114. 3.14   黃懿縈   留得青山在？中國內戰期間天主教

牧者的「堅守崗位」原則新探

114. 3.14   黃奕偉   汙名與聖痕—障礙照顧如何開啟

基督宗教徒的內在超越

114. 3.14   葉先秦   中國五旬宗信仰者的時代回應：以

《神召月刊》與《靈音月刊》為題

材的探討

114. 3.27   Yudit Greenberg   How Different Religious 

Traditions View the Body as a Medium 

of Sacredness and Religious Practice

三、學術活動

1. 本系邀請加拿大拉瓦爾大學 Jonathan Bourgel 副教授

擔任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勞達一講座教授，以「基督

信仰的猶太背景」為主題演講：

日　  期　　　講　                   題 　　

114. 3. 5　  Jewish Background of Jesus

114. 3.26　  Ancient Jewish Christianity

114. 4. 9　 Jerusalem in Jesus� Time: A Multifaceted City

2. 本系 3月 27日與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輔

仁大學西洋古典暨中世紀語言與文化學分學程於日本

東京合辦「Emptiness, Void, and Kenosis: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cepts of Sacred Emptiness and Healing 

Practices in Religious Literature」（空與療癒：宗教文學

中的空性概念與療癒實踐學術研討會）。

四、出版訊息

輔仁宗教研究 ‧ 第 46 期

「傳承與演變」專題，114 年 3 月，篇目：〈基隆雷成壇

的傳承與發展〉（楊士霈）、〈臺灣基督教保守反同運動

中的外省族群失家因素及多重「家」概念分析〉（楊鳳

麟）、〈傳教士莫安仁與廣學會的編譯出版事業（楊華

波）、〈謝扶雅的新實在論宗教哲學〉（曾慶豹）、〈在上

的永恆：死海古卷中「神聖時間」與「禮儀時間」的交

會〉（張楷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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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香港中文大學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1. 8　 范曉蕾　 香港粵語「有 VP」的語義分析

114. 1. 9　 程蘇東　 儒學背景下的陸機詩賦論

114. 1.10　 許明德　 元詩的兩種圖景：試論明初選編的

元詩總集

114. 1.16　 楊　 帆　 從手機到無人機：深圳作為媒

介—基建整合體

114. 1.22　 鄭麗娟　 從小處開始：談古籍句讀與標點

114. 2. 5　 鄭麗娟　 千古名師伴讀：孔子與我們的大學

生活

114. 2.12　 樊善標　 翻覆波瀾真亦幻—現代散文與虛構

114. 2.18　 伍亭因　 從 Chiikawa 看《論語》思想

114. 2.21　 陳健榮　 《心經》智慧下的生活藝術—當

代大學生活如何超越「躺平」與

「內卷」的束縛

114. 2.27　 畢宗陶　 建築、收藏與空間美學：全球展示

中的中國瓷器

114. 3.11　 姜　 濤　 「詩國革命何自始」—重審新詩

發生「前史」的一次偶然

114. 3.19　 李孝聰　 義大利地理學會保存的中文古舊地圖

114. 3.21   許家平（Weera Ostapirat）　Language Contact, 

Chain-shifted Sound Changes, and 

Migration

114. 3.24　 呂芳上　 兩蔣日記（蔣介石日記、蔣經國日

記）與民國史研究

114. 3.27　  呂芳上、陳紅民、鄭會欣　「蔣介石日記中

的抗日戰爭」座談會

114. 3.31　 黃羿軻、盛亦惠、蕭振豪   詞曲格律研究前

沿分享會

二、學術活動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北京大學中國語

言文學系於 2 月 10-11 日主辦「《中國文學學報》2025

古今文學國際研討會」。

114. 3.21　 伊　 丹　 林羅山と医学知識：《本草綱目》

を手がかりに

二、學術活動

1. 東京大學東亞藝文書院於 2 月 22 日舉辦「變革與改

革—中國現 當代文學再探討」講演會：

主講人    　　講　                   題 　　

邢　 程　 「他者」的位置：關於魯迅 1927 年夏季的一個

文本群

謝　 俊　 野蠻的木匠：佔有性個體、現實主義和 1980

年代的改革精神

2. 東京大學東亞藝文書院於 3 月 10 日舉辦「東亞都市

文化與『關係性』」研討會：

主講人    　　講　                   題 　　

羅　 崗　 「關係性貧困」與新自由主義人格的構造及其

不滿

陳學然　 香港文化的前世今生：人物、機構與歷史景觀

蔡孟哲　 臺北信義「大縱酒」與東京新宿二丁目：東亞

都市文化的關係性實踐與全球資本主義的文化

再生產

白池雲　 我們將再次相遇的民主

張政遠　 大震災與仙台

3. 東京大學 3 月 21 日舉辦「近代中国における芸術と

生～『生活の芸術』の系譜学のために」圓桌論壇，

由東京大學伊藤徳也教授、名古屋大學星野幸代教

授、東洋大學大野公賀教授與談。

4. 東京大學東亞藝文書院於 3 月 23 日舉辦「東アジア

と仏教」シンポジウム「宋代文化と日本」。

三、出版訊息

1. 中国共産党中央局の研究：集権と分権を架橋する広
域統治機構

黃喜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14 年 3 月。

2. 習近平研究：支配体制と指導者の実像

鈴木隆，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14 年 1 月。

3. 日中全面戦争に至る中国の選択 1933-1937：「防

共」と「抗日」をめぐる葛藤

鹿錫俊，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1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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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1.21　 程蘇東　 風從哪裡來？—諷諭說的形成與

演變

114. 1.22　 楊　 斌　 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西南邊疆地區

緬甸小和尚的跨境教育研究

114. 2. 8　 魏時煜　 跨洋電影與女性先鋒：《金門銀光

夢》放映與對談

114. 2.15　 邢金沙　 古兆申改編本《牡丹亭》的藝術特色

114. 2.21　 Ka-yi Ho　CAH2545 Guest Lecture: The Imperial 

Processions of Emperor Wanli (r. 1573-

1620)

114. 2.22　 丁瀾翔　 旅行 × 科考 × 繪畫—1950 年代的

荒野風景與自然觀

114. 3. 5　 Maryan W. Ainsworth　What is Technical Art 

History as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114. 3.17　 楊　 煦　 中國古典造園美學與技藝

114. 3.21　 陸　 胤　 讀寫文化的「鞍型期」：重探晚清

文學的思想底蘊與研究方略

二、出版訊息

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龍涎香與坦博拉

楊斌，北京：中信出版公司，114 年 1 月。

77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

學術活動

本系 3 月 17 日舉辦主題為「AI 時代：傳統與現代

智慧研究方法精品課程」：

主講人    　　講　                   題 　　

曹勝高　中國經典與現代管理智慧

陳大為　文科學位論文的幾種寫法

王兆鵬　DeepSeek 後的文學研究生態

朱文斌　 中國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的範式轉型及未來趨向

三、出版訊息

1. 中國語文通訊•第 104 卷第 1 期

114年 1月，篇目：〈擇從副詞「只好」的話語關聯與

語義內涵〉（王凱、趙春利）、〈現代漢語離合詞離析形

式再探〉（王浩銘）、〈詞類原型範疇數據化初探—以

副詞維度為例〉（楊苛鑫、莊會彬）、〈漢語「折扣 + 高

╱低」組合中「高低同義」的形成機制與識解〉（宛

新政）、〈談粵語「咪」的主觀化語篇功能〉（左靄雲、

蕭佩珊）、〈粵語三水話附加問句末的「呀［ia31］」

和「嗄［ha23/25］」—與廣州話、廉江話比較〉（陳

舒婷、林華勇）、〈遵義方言「名量」結構的句法特徵

及其主觀性〉（羅虞歡）、〈江西瑞金方言「討」的多功

能用法及其語義演變〉（陳嘉樂、陳曉錦）、〈甘肅石羊

河流域方言的正反問句類型〉（肖雁雲）、〈黃孝片方言

古知莊章組的歷史層次及其來源〉（郭麗）、〈《八仙卓

燕式記》日漢對音音注的語音特點與音系性質〉（姜

復寧）、〈普通話同義多調字的成因及其蘊含的聲調屬

性—以歷次審音工作成果為例〉（郭承禹、江荻）、

〈現知最古的早期粵語羅馬字記音語料—瑞典科學

家烏斯貝克的航海日記〉（江雪奇）、〈「視域」與「視

閾」之辨〉（薛紫炫、党懷興）。

2. 二十一世紀•總第 207 期

114年 2月號，篇目：〈合久必分？—中美關係周期

律的歷史考察〉（馬釗）、〈冷戰終結和全球化悖論—

中美關係的大歷史〉（劉曉原）、〈中國民營互聯網企業

的「非正式」監管︰以黨建為例〉（馬愛芳、胡泳）、

〈中國電商平臺客服的人工智能應用研究—基於勞

動價值論的分析框架〉（范璐璐、韓晶瑩）、〈科技資

本與地方發展的糾葛—以 G 省 T 市數據標註基地為

例〉（吳桐雨、夏冰青）、〈美國對華科技人才制裁政策

的演進及前瞻〉（馬蕭蕭、孟靄禾）、〈多元開放的全球

人工智能治理〉（張立健）、〈回望一個半世紀—「巴

黎 1874：印象派的誕生」〉（衛俊）、〈冷戰時期美國社

會學的蘇聯研究（下）〉（周陸洋、李文榕）、〈爭奪東

南亞散居華人的「中國性」—評 Jeremy E. Taylor and 

Lanjun Xu, eds., Chineseness and the Cold War: Contested 

Cultures and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and Hong Kong〉（朱

玥潤）、〈在冷戰的十字路口—評 Po-Shek Fu, Hong 

Kong Media and Asia’s Cold War〉（肖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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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2.19　 林靜夏　 新加坡漢語變體資料庫的構建

114. 2.21　 鄭　 莉　 神明的旅行：從興化到南洋的文化

網路

114. 2.21　 Kwangmin Kim　Timber Commodity Chain and 

the Manchurian Frontier, 1800-1900

114. 3. 5　 Jacopo Scarin　Externalising Daoism as Practiced 

Cosmology: A Reading of The Tongbai 

Palace and Its Daoist Communities: A 

History

114. 3. 5　 泰文凱　 國語的結果表達

114. 3. 7　 Chong Wu Ling　Ethnic Identity and Views of 

Nation-Building of Two Prominent Ethnic 

Chinese Historia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Cases of Onghokham and Khoo Kay Kim

114. 3. 7　 Fa-ti Fan　Multispecies History as a Perspective 

on Chinese History: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114. 3.12　 Michelle T. King　Chop Fry Watch 學習：傅佩

妹在中風世界的雙語廚藝書

114. 3.13　 陳丁輝　 帝國之心？贏得民心？—馬來

（西）亞華人新村個案（1948-1960年）

114. 3.14　 Ronald Egan　Toward a New Way of Reading 

Su Dongpo

114. 3.14　 Paul R. Goldin　Mimesis and Rulership in Lüshi 

Chunqiu

114. 3.21　 徐冠勉　 水牛體制：亞洲糖業邊疆的動物勞

工，1630-1800

114. 3.25　 Kayoko Takeda　Chinese Interpreters in the 

Japanese Military during the First Sino-

Japanese War (1894-1895)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1905)

114. 3.26　 武田佳子　日文翻譯政策近期發展

二、學術活動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雲茂潮中華文化研究中心

與國大亞洲研究所於 1 月 13-14 日聯辦「華南學派新方

向：東南亞與數字人文（New Directions for the South China 

School: Southeast Asia and Digital Humanities）」研討會。

78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14. 1.10　 劉曉崢　 清末中國東北大鼠疫的時空網路、

死亡分異與自然社會要素

114. 1.17　 Wong Han Min　Cinema Paradiso: A History of 

Singapore Old Cinemas from 1896 to 

2000

114. 1.17　 周博群　 戰國楚王銅衡功能新探—兼論

《魯久次問數於陳起》的「以物起

之」

114. 1.22　 Shao Xuesong　Rural Matters: The Agrarian 

Society and Its Cultural Configur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14. 1.22　 Lü Qianxi　What Do Quality Metrics Capture in 

Human and Automated Assessment of 

Interpreting?

114. 1.24　 Brian Bernards　Ann Hui, Hainan, and the Sino-

Vietnamese War: A Sinophone Inter-

Asian Recasting of Boat People �s 

Transpacific Refugee Critique

114. 2. 4　 石峻山　 少數族群的舞臺：印尼華人戲劇和

公共展示

114. 2. 5　 A/P Gina Tam   Mandarin Hegemony and the Fate 

of China�s Dialec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language Reform

114. 2. 6　 陳　 明　 醫王的多面：耆婆的文本與圖像在

亞洲的跨文化流傳

114. 2. 7　 Gary Luk　Yi and Fan: Foreigners on the Qing Sea 

Frontier by the Opium War (1839-1842)

114. 2.14　 林育生　 泰國普吉華人社會與泰南拿督公 To

的信仰實踐

114. 2.14　 Richard John Lynn　Chan,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Self-Cultiva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Poe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