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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2013.5-2013.10） 

5 月 1 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舉辦博士後研究暨博士培育成果發表工作

坊於該中心舉行，共發表 3 篇論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湯熙勇研究員於該系演講，講題

「二十世紀臺灣人的海外移動」。

5 月 2 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歷史學系范德（Edward L. Farmer）教授於該

系演講，講題「Ethnicity and Empire: Ming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作家蔡登山先生於該系演講，講題「『盧家仁』追求張幼儀：論中國

現代史料的運用與辨別」。

國史館舉辦「蠹魚的說書時間：總統禮品系列專題演講」，邀請藝術史學者邱建一老師主講「奧

地利工藝美術運動的典型代表：圓頂杯」。

5 月 3 日 本日起至 4 日止，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於該校舉行第九屆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從社會到政

治──再現中國近世歷史」，由陶進生、徐泓兩位教授進行主題演講，與會學者並發表 21 篇論

文。

國史館舉辦「人物系列專題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黃克武教授主講「文字奇

功──嶺南才子梁啟超」。

5 月 4 日 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邀請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汪榮祖講座教授於該館演講，講題「胡適與

蔣介石」。

5 月 6 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孝悌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上海的京劇改革」。

5 月 7 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該系張秀蓉退休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臺大醫學院 1945-1950」。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呂理政館長於該系演講，講題「臺灣史與博物

館：談臺史博如何思考與展示臺灣歷史」。

5 月 8 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醫學的物質文化計畫、生命醫療史研究室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

系呂紹理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日治時期臺灣農藥的引進與利用」。

5 月 9 日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生命禮俗研究室」讀書會，由該系碩士班李岫珊報告，講題「清代臺灣

乳母初探」。

5 月 10 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考古學討論會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張素玢教授於該所演講，講

題「從地上到地下，從上游到下游：濁水溪 300 年的一些考察」。

5 月 11 日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臺灣古文書學會主辦，逢甲大

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協辦之「第七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於該校舉行。

5 月 13 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羅志田教授於該所演

講，講題「自上而下：清季立憲的一個重要特色」。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系友座談邀請臺大出版中心編輯出版組總編輯湯世鑄先生於該系演講，講

題「編輯這一行」。



2
2
2

5 月 14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該院永續科學中心訪問學人林冠慧博士於該所演講，講題「氣候變

遷下的原住民族、脆弱性與發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邀請原生曲盤典藏家林良哲先生於該系演講，講題「臺語電影與

臺語歌謠」。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黃紹恆教授於該校演講，講題「日治時期

臺灣經濟史入門」。

本日起至 7 月 28 日止，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於臺北市華山文化創意園區舉辦「沉思火燒島」

影像展。

5 月 15 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長榮海事博物館

合辦，邀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劉序楓副研究員於該館演講，講題「清代環中國海

域的海難事件」。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黃道炫研

究員於該系演講，講題「中國近代史上的蔣介石」。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邀請東海大學中文系黃原華博士於該所演講，講題「易理如何在風水

中被應用」。

國史館邀請考試院浦忠成委員發表專題演講「從史前到現在──原住民文化與文學的發展歷

程」。

5 月 16 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李尚仁副研究員於該系演講，講題

「帝國的醫生──萬巴德在中國的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媒體庫 MEC Taiwan 總經理張志嘉先生於該系演講，講題「On 

the road 走得再遠，臺灣是永遠的原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邀請財團法人李江却臺語文教基金會總幹事陳豐惠先生於該系演

講，講題「影后影帝講臺語！──『女朋友‧男朋友』電影臺語指導分享」。

本日起至 10 月 16 日止，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於臺東縣綠島人權文化園區舉辦「2013 綠島人

權藝術季」。

5 月 17 日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濱島敦俊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明代後期的地方社會和鄉紳」。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陶克思（Christoph Thonfeld）助理教

授於該系演講，講題「Of Demons and Ordinary Men: Research on Perpetrators in Nazi Occupied 

Europe」。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於該校文學院舉辦「十六世紀以降東亞歷史發展脈動──國立中央大

學歷史研究所第四屆研究生論文研討會」，會中共發表16篇論文。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主辦「閱讀中正講座──研究成果系列」第一場座談會於該管理處舉行，

由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陳進金主任導讀《國內蔣中正典藏資料研析》；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

員會黨史館王文隆主任導讀《海外蔣中正典藏資料研析》。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與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於國立臺灣大學舉行「跨領域的南方考古學國

際研討會」。同時自本日起至 6 月 20 日止，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合辦「金關丈夫教授文庫贈

藏紀念展」。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於該系舉行「海港城市工作坊」。

本日起至 19 日止，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於景美、綠島人權文化園區舉辦「記憶與創新──第

二屆青年人權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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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 國史館「臺灣民主發展史系列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朱雲漢院士於該館演講，講題「臺灣民主轉

型經驗對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意涵」。

財團法人外省臺灣人協會主辦、國家藝術文化基金會贊助的「外省族群與眷村研究工作坊」系列

於臺北市永樂座舉辦第五場次，以外省族群研究與社會學為主題，邀請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

研究所李廣均副教授、屏東縣鍾佳斌副縣長為與談者。

國史館假日專題演講邀請財團法人臺北糧食協進會執行長、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劉志偉博士演講，講題「美援年代的庶民記憶」。

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於該校舉辦「2013 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學術研討

會」。

5 月 20 日 本日起至 25 日止，淡江大學文學院舉辦淡水週，由該校歷史系舉辦「淡水地區與淡江大學」展

覽，展出淡水今昔照片 55 張。

5 月 21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清代臺灣科舉中的『冒籍鎗替』」。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亞太新視域──港口與華人網絡」系

列演講，邀請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江柏煒教授於該中心演講，講題「邊界與跨界：東亞

區域視野下的金門地域研究」。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研究群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系（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Guillermo Ruiz-Stovel博士生於該所演講，講題「The Manila-Minnan 

Nexus: Issues and Sources on the Chinese Merchant Community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本日起至 8 月 15 日止，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歷史機遇──17 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

維亞文獻重現臺灣特展」，於臺北市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一樓展示廳與屏東縣的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輪流展出。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臺灣史研究所、國際臺灣

研究中心協辦「歷史原點再啟航──從『歷史機遇』文獻特展，談原住民族文獻的徵集、研究與

運用」座談會，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行。針對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文獻

重現的過程及啟示、從17世紀荷蘭文獻重現談原住民族文獻的徵集與研究主題，邀集學者與談。

5 月 22 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長榮海事博物館

合辦，邀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劉石吉研究員於該館演講，講題「老舊長袍的新式

花邊：近代中國通商口岸的興起」。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澳洲國立大學文化歷史語言學院魏舒歌研究員於該系演講，講題「租

界區英文報與中國的國際宣傳」。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鄭南榕紀念館曹欽榮執行長於該系演講，講題「女性受難和今日歷史

記憶」。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李今芸助理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晚清山東草帽辮與工藝全球化：

1862-1918」。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主辦「歷史知識的普及與歷史學者的社會參與系列講座」，邀請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陳登武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應用史學學程的規劃與展望」。

5 月 23 日 國史館、中國近代史學會、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及文學院及歷史學系、中正文教基金會舉辦

「蔣中正先生講座」系列，第一場邀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金沖

及先生於該系演講，講題「七七事變前後蔣介石對日政策的演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王甫昌研究員於該系演講，講題「族群

概念在臺灣社會發展的歷史考察」。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生命禮俗研究室」讀書會，由該系碩士班蔡宜芊報告「防衛海南與海南

撤退」、林孟儒報告「日治時期臺灣士紳對風俗論的立場探討──以李春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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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於該所舉辦「2013年第2次環境史研究工作坊」。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邀請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溫振華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平埔族的分類與

遷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鄭維中博士於該所演

講，講題「鄭成功的開國計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宜蘭縣政府文化局考古工作室專任助理李貞瑩小姐於該所演講，

講題「宜蘭農校遺址之發掘」。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公共服務組陳涵郁小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研究組劉維瑛小姐於該系演講，講題「博物館員幹什麼？從文物偵探到第一線客服」。

5 月 25 日 國史館、中國近代史學會、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中正文教基金會主辦之「抗戰中國」學術座

談會，於國史館舉行，邀請張玉法、金冲及、齊錫生、吳景平、黃道炫五位教授發表專題演講。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計畫主辦，該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中國近

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計畫辦公室協辦該校「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

成」計畫暨「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計畫，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東亞系胡志德（Theodore D. Huters）榮譽教授演講，講題「翻譯界革命：晚清翻譯實踐

的變革」。

臺灣法律史學會、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法律與社會研究中心、臺灣法學會於臺灣大學舉辦「臺灣

法律史學會 2013 年度春季研討會──土地、環境與法律」，會中共發表 7 篇論文。

5 月 27 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文化交流史平臺邀請德國盧爾大學波鴻校區（Ruhr Universität Bochum）

郭亞珮研究員於該系演講，講題「孔教會與清末基督新教傳教事業──以宗教為中心的文明

論」。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邀請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傅爾布萊特訪問學者、美國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校

區(San Antonio) 歷史系伍榮仲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民族主義時代下的地方戲劇:：梅蘭芳與

歐陽予倩對粵劇的挑戰」。

5 月 28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殖民地史研究群邀請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克魯斯校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胡芳

瑜女士於該所演講，講題「勞動與記憶：戰爭動員下的臺灣女子學生生活」。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文化交流史平臺邀請德國盧爾大學波鴻校區（Ruhr Universität Bochum）

郭亞珮研究員於該系演講，講題「海外聞見錄：美國與歐洲的現代中國研究」。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鄭永常教授演講，講題「鄭成功的海洋性格與

海權思想」。

本日起至29日止，佛光大學人文學院舉辦「萬象更新──現代性、視覺文化與二十世紀中國國際

學術研討會」，會中發表23篇論文。

5 月 30 日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浙江大學歷史系陳志堅副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西湖為什麼稱

西湖——杭州城址變遷的歷史」。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主辦「歷史知識的普及與歷史學者的社會參與系列講座」，本日邀請王浩

一先生於該系演講，講題「古墓派棄徒的歷史情與作家心」、「天地會在臺南：一場小旅行的文

化活動」。

國史館舉行學術專題演講，邀請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伊凡‧多利（Evan N. Dawley）主講，講題

「A History of Identity Formation in Taiwan（臺灣認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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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臺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林益仁副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泰雅族的遷

徙與生態觀」。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關口全球研究會、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臺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

究國際中心共同主辦，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日韓研究整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合辦之「第三屆臺日未來論壇──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展開與東亞的民族會議」，於國立臺灣大

學舉行，會中共發表 9 篇論文，由渡邊浩教授發表〈Nation‧民主‧自由──以日本為例〉主題

演講。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南天書局、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協辦，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臺灣

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舉行「原住民族地圖史料的空間探索」研討會。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參訪之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鮑紹霖教授兼系主任於該系演講，講題

「中西文化、歷史及『帝術』歧異與近代世界構成之我見」。

6 月 1 日 國史館「臺灣民主發展史系列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徐斯儉副研究員於該館演講，

講題「黨國體制與民主化：兩岸的比較」。

國史館邀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郭佩宜副研究員於該館演講，講題「寶藏與禮物──索羅門

群島貝珠錢的故事」。

6 月 3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東亞區域研究群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陳開科副研究員於該

所演講，講題「禮儀之爭與外交成敗：1805 年俄國對華外交轉變的關鍵點」。

本日起至 11 月 24 日止，國立臺灣博物館、臺灣攝影博物館文化學會主辦「鏡觀寶島山‧河──

攝影家眼裡的臺灣大地（The View of Formosa’s Landscape from Photographers）」特展。

6 月 4 日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邀請閃靈樂團林昶佐 (Freddy Lim) 先生於該系演講，講題「Taiwanese 

Culture and Globalization」。

6 月 5 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長榮海事博物館

合辦，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國棟研究員於該館演講，講題「海洋失事、水下考古與

出水文物」。

東海大學文學院主辦東海大學文史哲論壇「耶儒佛的跨界對話」，於該校舉行，發表 3 篇論文：

王政文〈重現與重建──臺灣基督徒史的書寫及方法〉、嚴瑋泓〈多元、寬容與對話──一個佛

教倫理學的視角〉、黃繼立〈思想史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可能對話──明代儒家的案例〉。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臺灣打里摺文化協會理事長、作家鄧相陽先生演講，講題「人間演

繹：臺灣族群與文創舞劇」。

6 月 6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劉素芬副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從國有到國營──南京國民政府的

礦業政策」。

國史館「蠹魚的說書時間：總統禮品系列專題演講」邀請藝術史學者邱建一先生於該館演講，講

題「馬雅文化偉大的遺產：哈博曆與佐爾金曆」。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生命禮俗研究室」讀書會，該系碩士生施詔偉先生報告，講題「新四軍

事件與中蘇關係」。



2
2
2

6 月 7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知識建構與知識傳播研究群邀請澳門大學中文系主任暨國立臺

灣大學文學院訪問學者朱壽桐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學科原罪的祛除與漢語新文學的建立」。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醫療人類學研究群」邀請長庚大學人文及社會醫學科張淑卿助理教授

於該所演講，講題「解剖學知識傳授與實作的初步觀察：以1900-1980年代的臺灣醫學教育現場

為分析對象」

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陳明章先生於該系演講，講題「歌謠與歷史──陳明章音樂的創作理

念」。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舉辦「歷史紀錄與媒體再現工作坊」論壇：「看見政治：歷史紀錄片中的

官與民」，由德國海德堡大學 Rudolf G. Wagner 教授演講「清末民國時期在中國發行的外文報紙

的檔案概況」、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演講「臺灣地區現藏 1949 年之前民國檔案概

況」，另有 3 篇研究論文發表。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於該校民雄校區舉辦「第四屆區域史地暨應用史學」學術研討會，會

中發表 9 篇論文。

6 月 8 日 臺灣歷史學會於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舉辦「20 世紀人物評價與歷史研究」研討會，會中發

表 8 篇論文。

國家教育研究院、臺灣翻譯學學會於該院合辦「翻譯研究工作坊」。

6 月 10 日 法國遠東學院臺北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醫學的物質文化計畫、生命醫療史研究室邀

請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SPHERE 實驗室（SPHERE, Laboratory of Sciences, Philosophy, History, 

CNRS, France）暨清華大學博士後研究 Lucia Candelise 博士於該所演講，講題「The Transfer of 

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in France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6 月 11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研究群」舉辦 Reassessing Archives for East Asian Maritime 

History 工作坊，邀請聖托瑪斯大學（St. Thomas University）Evan Lampe 助理教授演講，講題

「Writing Maritime History from Below: The Peabody Essex Archives and Revis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ina Trade」；倫敦大學亞非學院Niki Alsford研究助理演講，講題「Thou Therefore Endure 

Hardness: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PCE) Collections at SOA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aritime Medical Mission in Southern Taiwan」。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邀請上海交通大學文學武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中國左翼知識分

子的宿命──從王實味到胡風」。

6 月 13 日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在日本青山學院合辦

「東アジア諸国関係のダイナミズム」，會中發表 8 篇論文。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邀請嶺東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謝永茂助理教授於該所演講，講

題「初探旅行業」。

6 月 14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兩岸研究群」邀請美國馬里蘭大學歷史學系高崢副教授於該所演講，

講題「『小米加步槍』的神話和中共在東北的經濟戰，1945-1948」。

國史館「人物系列專題演講」邀請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楊維真副教授於該館演講，講題「『雲

南王』龍雲──一個地方型軍政人物的觀察」。

6 月 15 日 國史館「臺灣民主發展史系列講座」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王振寰講座教授主講「政

商關係在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轉變」。

6 月 17 日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現代中國的形塑」計畫──「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研究團隊主

辦系列講座之十五暨 2013「身體、國體、文體」工作坊，邀請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劉紀蕙教授蒞臨專題演講，同時舉行的研究生論壇有兩組議題：（一）近代身體、政體、國體、

（二）近代倫理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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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族群史研究群邀請國立臺東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李宜憲助理教授於該所

演講，講題「勞動價值的替代──論貨幣對日治時期東臺灣原住民的影響」。

國史館舉辦「放眼世界── Open to the World 系列專題演講」，邀請墨西哥文化辦事處處長 Mr. 

Martín Muñoz-Ledo 主講「México en la Región Asia-Pacífico 位於亞太區的墨西哥」。

6 月 19 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長榮海事博物館

合辦，邀請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李其霖助理教授於該館演講，講題「清代臺灣航海帆船之形制」。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醫學的物質文化計畫、生命醫療史研究室邀請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皮國立助理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經典匯通與中西對抗─近代中醫與『細菌』相遇的歷史」。

國史館臺灣原住民史系列專題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詹素娟副研究員於該館演講，講

題「空間分化、雙軌行政與原住民的身分變遷（1895-1950）」。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邀請東海大學歷史學系黃川田修助理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介紹日

本『歷史考古』學派的研究理論──以北方中國的遺物、遺址為例試論測量、繪圖技術」。

6 月 21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歷史及藝術史學系張勉治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

「Xiong Cilu’s Concept of “Civil Rule” at the Early Kangxi Court, 1670-167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林益仁副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

「部落地圖繪製與泰雅族遷徙」。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主辦「形塑府城意象」教師社群暨歷史系臺灣史料專題研究，邀請張德南老

師於該館演講，講題「區域社會史研究方法論──以新竹市街與人物踏查為例──」。

6 月 22 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舉辦「應用史學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於該校舉行，會中發

表 8 篇論文。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學會舉辦《史原》復刊第四期發表會於該系舉行，會中發表 12 篇

論文。

6 月 23 日 天理臺灣學會於日本奈良天理大學舉辦「天理臺湾学会第 23 回研究大会」。

6 月 24 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圖象研究室邀請富蘭克林與馬歇爾學院歷史與藝術史學系

（Franklin & Marshall College, Department of Art & Art History）Richard K. Kent教授於該所演講，

講題「紀念與自我形塑：關於晚清至民初間一批題款肖像攝影的思考（Commemoration and Self-

Fashioning: A Consideration of Several Late Ch’ing and Republican-Period Photographic Portraits with 

Inscriptions）」。

6 月 25 日 本日起至 27 日止，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與人文中心、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

研究所於宜蘭縣明池山莊合辦「蔣中正與抗戰時期的中國」學術討論會。

6 月 26 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衛爾康醫學史研究中心巫毓荃博士於該所演

講，講題「近代日本的呼吸靜坐法與神經衰弱（1890-1945）：一個『頭重腳輕』的身體與時代」。

6 月 27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許文堂副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越南華人公民地位的變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城市史研究群邀請湖州師範學院文學院暨本院文哲所訪問學人郭公民博

士於該所演講，講題「藝術破壞──城市公共藝術中作為否定性接受反應的公眾破壞行為」。

6 月 28 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研究專題中心、臺灣史研究所合辦「臺灣歷史人口工

作坊：新竹地區歷史人口與社區史研究的對話」，於臺灣史研究所舉行，由美國維吉尼亞大學

邵式柏教授（John Shepherd）發表主題演講「The Practice of Footbinding: Neglected Evidence from 

the Censuses of Taiwan, 1905-1915」，另發表 4 篇論文。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群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張安琪博士生於該所演

講，講題「廟產支配、地方派系與政商關係」。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群邀請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藍弘岳副教授於該所

演講，講題「〈明治知識〉與殖民地臺灣：『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同化政策」。

天下文化出版主辦《郝柏村解讀蔣公抗戰八年日記》新書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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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族群史研究群與社會經濟史研究群邀請廈門大學歷史系鄭振滿教授於該

所演講，講題「尋找『蜑民』：明清福建的水上人」。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主辦《發展與帝國邊陲：日治臺灣經濟史研究文集》新書導讀會，邀請國

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薛化元教授兼所長、李為楨助理教授演講，講題「殖民經濟的附從與發

展──以日治臺灣為核心的考察」。

7 月 4 日 國史館「蠹魚的說書時間：總統禮品系列專題演講」邀請藝術史學者邱建一先生於該館演講，講

題「法國皇家獵場的優雅：楓丹白露一景」。

7 月 6 日 國史館「臺灣民主發展史系列講座」邀請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系廖達琪教授於該館演講，講題

「立法院與臺灣的民主發展」。

國史館邀請文史工作者徐如林先生，講題「蘭嶼新船下水」。

7 月 7 日 日本筑波大學東京校區舉辦「東アジア史の比較・連関からみた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の国

家・基層社会の構造的変動」學術研討會，會中報告 6 篇與日本、中國、臺灣農村動員相關論

文。

7 月 9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101 年度本所訪問學員成果報告」。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澳洲蒙納士大學亞洲語言與研究 J. Bruce Jacobs 教授於該所演講，

講題「Reconsidering Taiwan: Aborigines, Colonial Rulers and Democratis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Beautiful Island」。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主辦《發展與帝國邊陲：日治臺灣經濟史研究文集》新書導讀會，邀請國

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薛化元教授兼所長、李衣雲副教授演講，講題「我們如何看待去殖民

化？──從日治臺灣的近代化及其限制說起」。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於該校舉辦「看歷史、學歷史──青少年歷史文化營」。

7 月 11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城市史研究群邀請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博士後研究員魏舒歌博士於該所

演講，講題「橋樑還是鴻溝：中國三十年代租界區的英文報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學門邀請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劉志偉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

「珠江三角洲的北帝崇拜──兼談所謂『正統化』問題」。

7 月 13 日 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主辦「臺灣學講座」，邀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謝仕淵副研究員於該館演

講，講題「臺灣棒球史上的嘉農」。

7 月 14 日 本日起至 16 日止，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辦「民國人物與檔案──兩岸研究生史學營」。

7 月 16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族群史研究群邀請廣州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主任劉志偉教授於

該所演講，講題「珠江口的蜑家：歷史視角下的族群」。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寰宇漢學講座」邀請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王晴佳教授演講，講題「筷

子文化史、筷子文化圈：新文化史研究一例」。

國立政治大學「民國人物與檔案──兩岸研究生史學營」舉辦「兩岸民國檔案管理與利用座談

會」，邀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馬振犢副館長、國家檔案管理局馬有成研究員與國史館陳立文主

任秘書，分就檔案管理與交流經驗及進步方向，進行意見交流。

7 月 18 日 本日起至 31 日止，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舉辦「田野與文獻研習營」。

國史館、中國近代史學會於國史館主辦演講，分別邀請美國羅文（ROWAN）大學歷史系王晴佳

教授演講「美國的中國史研究為何新潮迭起」；美國印第安那州德堡（DePauw）大學歷史系江

勇振教授演講「胡適研究的現狀與展望」。

7 月 19 日 國立中正紀念堂「閱讀中正講座系列」邀請文化大學史學系陳立文教授於該館演講，講題「畫史

‧史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邀請美國印第安那州德堡（DePauw）大學歷史學系江勇振

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研究胡適的現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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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族群史研究群邀請該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王鵬惠博士於該所演

講，講題「圖說中國西南民族：從《皇清職貢圖》到《漫畫貴陽》的賡續與轉折」。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研究群邀請日本兵庫縣立大學經濟學研究科許瓊丰博士於該

所演講，講題「脫離殖民統治後的在日臺灣人：以戰後神戶臺灣真珠商人為中心」。

國立中央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寰宇漢學講座」分別邀請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黃浩威先生演講

「港臺電視劇在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審查話語：以武俠電視劇為主要個案」，以及捷克查爾斯大學

東亞系法力先生演講「王文興：現代臺灣小說之風貌」。

國史館「放眼世界── Open to the World 系列專題演講」邀請秘魯駐臺北商務辦事處代表 Mr. 

Gycs M. Gordon（郭棟及先生）於該館演講，講題「探索帝國的寶藏──秘魯（Peru, Empire of 

Hidden Treasures）」。

7 月 26 日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主辦，兩岸統合學會協辦「波茨坦公告紀念研討會──琉球地位與東海和

平圓桌論壇」於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行。會中由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張亞中教授發表〈戰後

政治安排與琉球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泉忠副研究員發表〈中國大陸『再議琉球』

與釣魚臺問題〉、日本龍谷大學經濟學系松島泰勝利教授發表〈『琉球獨立』的現在與未來〉等

專題演講，會中同時發表 4 篇論文。

國史館「人物系列專題演講」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邵銘煌副教授演講，講

題「不望為釜望為薪──汪精衛之生死訣」。

7 月 30 日 本日起至 8 月 2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該所檔案館舉辦「日記中的性別」工作坊，會中

發表 9 篇論文與 4 次圓桌論壇。

7 月 31 日 國史館「臺灣原住民史系列專題演講」邀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潘英海副教授兼所長

於該館演講，講題「關於平埔族群人口與聚落的幾個問題」。

8 月 1 日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寰宇漢學講座」邀請美國漢彌爾頓大學歷史系魏偉森（Thomas Wilson）

教授演講，講題「明清儒臣對郊祀的論述」。

國史館「蠹魚的說書時間：總統禮品系列專題演講」邀請藝術史學者邱建一先生於該館演講，講

題「航向藍色的愛情之島：邱比特盒」。

本日起至 8 月 23 日止，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分別舉辦三梯次「2013 人權種子教師研習營」，

8 月 1 日北部場次於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舉行，15 日中部場次於彰化生活美學館舉行，22 日南部

場次於國立臺灣文學博物館舉行。

8 月 2 日 國立中正紀念堂「閱讀中正講座系列」邀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李君山助理教授於該館演講，講題

「有朋自遠方來」。

8 月 3 日 國史館「臺灣民主發展史系列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儀深副研究員於該館演講，

講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實相與虛相──60 年來重要史實的回顧。」

國史館邀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陳俊斌助理教授於該館演講，講題「用歌唱鋪陳的歷

史──有聲資料中的臺灣原住民音樂及其社會文化意義」。

本日起至 4 日止，由日本「漂泊する叙事：1940 年代中華圏における文化接触史」主題研究計

畫、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會、神戸大學、中華民國文化部、財團法人自由思想於日本名古屋愛知

大學舉辦「分裂の物語・分裂する物語：大分裂時代的叙事──大陸 台灣 香港 馬來半島」學術

研討會。

8 月 4 日 里仁書局邀請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大木康教授於臺灣大學創新育成中心演講，講題「冒

辟疆與董小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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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6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題計畫「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邀請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賀照田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梁漱溟和修正後的梁漱溟視角看近代

中國的思想和政治」。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研究群邀請韓國漢陽大學人文學院文明基助理教授於該所演

講，講題「Some Gaps between “Colonial Modernity” of Korean and Taiwan in Colonial Period: With 

Focus on the Police」。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加拿大 Calgary 大學歷史系 David Curtis Wright（賴大衛）副教授

於該所演講，講題「Davidson 其人其事：美國首任駐臺領事 Davidson 傳記之書寫」。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寰宇漢學講座」邀請英國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學院舒聖祺先生演

講，講題「星火燎原：從 1944 年重慶國際記者事件探討國民政府與國際傳媒關係網」，以及法

國遠東學院谷嵐（Fabienne Jagou）教授演講，講題「當代臺灣與印度的西藏肉身菩薩」。

國史館「放眼世界── Open to the World 系列專題演講」邀請德國在臺協會副代表 Mr. Mirko 

Kruppa（古茂和先生）於該館演講，講題「德國新風貌──統─後的變遷（German New Style．

Change after Unification）」。

8 月 7 日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及國史館邀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陳雁教授演講，講題「革命與摩登：

1920 年代中國大眾傳媒中的蔣宋聯姻」。

8 月 10 日 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主辦臺灣學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杜正勝院士於該館演講，講題「臺灣歷史

圖像的表層和內裡」。

8 月 12 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邀請加拿大卑詩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歷史系 Carla Nappi（那葭）副教授演講，講題「Listing Bodies: Early Modern 

Manchu Medicine and the Inventory as Epistemic Form」。

國史館「『愛．悅讀』國史導讀會」邀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歷史所博士生彭琪庭導讀其著

作《香港僑資與臺灣紡織業（1951-1965）》。

8 月 13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研究群邀請國立臺東大學洪紹洋助理教授於該所演講，講

題「殖民地的殖產興業、戰時生產與產業南進：日治時期臺灣纖維工業發展之初探」。

8 月 14 日 國史館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林修澈教授於該館演講，講題「原住民族的認定──臺灣原住

民族14族是如何形成？」。

8 月 17 日  中華民國口述歷史學會、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二二八紀念館、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於臺北市

鄉土教育中心共同舉辦「國民記憶：用影像寫歷史」工作坊。

8 月 20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題計畫「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中國文哲研

究所經學文獻研究室邀請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郭鵬飛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王

引之《經義述聞‧春秋左傳》辨析」。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族群史研究群邀請國史館林正慧協修於該所演講，講題「臺灣客家與華

南客家形塑歷程的殊途與同歸」。

8 月 21 日  本日起至 22 日止，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大阪大學中國文化論壇於

日本大阪大學會館合辦第七屆「現代中國與東亞新格局國際學術討論會──現代中國與東亞的新

環境：發展‧共識‧危機」。

8 月 23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 2013 年第 3 次環境史研究工作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兩岸研究群邀請英國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學院博士候選人、國家圖

書館漢學研究中心 2013 年度訪問學人舒聖祺先生於該所演講，講題「兩個世界的磨合：路透社

與中共新華社（1944-1957）。」

國史館「人物系列專題演講」邀請東海大學共同學科暨通識中心陳以愛教授演講，講題「詩人．

學人．哲人──民國史以外的王國維」。



2
2
2

8 月 27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蔡慧玉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Taiganban (臺幹班),” Life Stories, and 

Entangled Colonialities: A Study of the Corps of Chinese Police Cadres, 1945-1949」。

國史館、中國近代史學會、國立政治大學「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團隊主辦「抗戰時期的

宣傳戰」學術座談會於國史館舉行，由英國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學院博士候選人舒聖祺先

生主講「四角博奕──抗戰期間路透社、汪偽政權、中央通訊社、日本帝國同盟社之間的競合

關係」，輔仁大學歷史學系高郁雅副教授主講「全民抗日、向外宣傳──以《申報》、《新聞

報》為例」，國史館廖文碩助修主講「從媒體人到顧問──端納、田伯烈與國民政府抗日國際宣

傳」。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舉辦喬遷暨揭幕儀式，並自本日起恢復對外資料調閱服務。

8 月 29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為紀念成立二十週年，舉辦所慶系列活動，並於該所舉行「局開新境：

臺灣史研究所 20 週年」座談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林敬智博士於該所演講，講題「浮家泛宅：明清以來山東江

蘇沿運湖泊船民初探」。

本日起至 12 月 25 日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主辦「時空旅行特

展」，於該院人文館北棟 2 樓數位文化展示中心展出，線上主題網站：http://travelingintime.ith.

sinica.edu.tw。

本日起至 31 日止，國立臺灣中央大學中文系、香港新亞研究所與樹仁大學等合辦於香港樹仁大

學及新亞研究所「北學南移國際學術研討會」。

8 月 30 日  本日起至 31 日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題計畫舉辦「戰後臺灣歷史的多元鑲嵌與主體創

造學術研討會」，會中發表 17 篇論文。

9 月 2 日  本日起至 3 日止，美國史丹佛大學北美華工鐵路工程計畫 (Stanford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in 

North America Project) 於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舉辦北美鐵路華工圓桌論壇，邀請美國、中

國、臺灣、香港等地學者 30 多人發表論文，會中由Shelley Fisher Fishkin、Gordon Chang發表主

題演講「The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in North America Project: An Overview」。

9 月 3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研究群邀請日本九州產業大學經濟學部朝元照雄教授於該所

演講，講題「經濟發展階段與工業化類型：臺灣的經驗」。

國史館「放眼世界── Open to the World 系列專題演講」邀請紐西蘭商工辦事處代表Mr. Stephen 

Payton主 講「拜訪紐西蘭──跳脫於『魔戒』與『奇異果』之外（New Zealand: Not just hobbits 

and kiwifruit）」。

9 月 4 日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邀請美國史丹佛大學歷史學系 Gordon Chang 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

「Why Asian Americans Have No Art History？」。

9 月 5 日 國史館舉辦「蠹魚的說書時間：總統禮品系列專題演講」，邀請藝術史學者邱建一老師主講「庶

民大眾的釉下彩瓷──青花瓷碗」。

9 月 6 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考古學研究室邀請該院臺灣史研究所洪麗完副研究員於該所演

講，講題「清代濁、大兩溪中游地方社會研究之『不連續』：歷史學與考古學之考察」。

國立中正紀念堂「閱讀中正講座系列」邀請中華戰略學會祝康明先生於該館演講，講題「勳章的

故事」。

本日起至 7 日止，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本臺灣史研究會、臺灣歷史學會於國立臺灣圖書館舉辦

「東亞近代化與臺灣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臺、日學者發表 15 篇論文，探討在東亞

近代化過程中臺灣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層面的變遷與發展

9 月 8 日  臺灣社於臺灣國際會館舉辦「舊金山和約與臺灣國家定位」座談會，會中邀請前國史館館長暨吳

三連史料基金會張炎憲秘書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李筱峰教授、臺灣國家聯盟總

召集人姚嘉文先生擔任引言及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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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主辦「臺灣漢學講座」系列，邀請臺灣及海外知名學者進行專題演講，

以宣揚中華文化，本日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康豹（Paul Katz）研究員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圖書館演講，講題「Taiwan's Digital Resource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國史館舉辦「『愛‧悅讀』國史導讀會」，邀請作者修纂處吳俊瑩助修導讀《臺灣代書的歷史考

察。

9 月 10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日關係的多重面向（1850-1949）」主題計畫邀請日本愛知縣立

大學外國語學部工藤貴一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魯迅‧周作人與中日文化史──近代性『鬼』

概念的成立：由周作人《孤兒記》至魯迅《狂人日記》之系譜」。

9 月 11 日  國立臺灣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於國立臺灣圖書館舉辦「日本殖民時代臺灣民族運動

研究工作坊」，會中介紹兩單位典藏臺灣民族運動史料及電子資料庫。另有新使者雜誌執行總編

輯王昭文博士主講「基督教與日治時期的社會運動：以林茂生和蔡培火為例」，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吳奇浩博士後研究員主講「從服裝文化看日本時代臺灣的民族運動」。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主辦「臺灣漢學講座」，本日由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川流講座教授、

臺灣研究中心主持人廖炳惠教授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研究中心演講，講題「Taiwan Studies 

Digital Archives」。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102 邁頂計畫群與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分別於百果樹紅磚屋、二結

穀倉稻農文化館及結頭份社區等三處地點舉行「臺灣文史與人文景觀研習會」，。

9 月 12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康豹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跳仙』──民國時期湘西苗族的宗教

與抗爭」。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計畫」邀請密西根

州立大學和氣直子教授於該校文學院演講，講題「廣島長崎於環太平洋地區的歷史意義之考察 

1950∼1970 年代」。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主辦「寰宇漢學講座」，分別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系博

士候選人林于翔先生演講「飢餓戰士：國際農業發展在美國、中國與臺灣，1925-1975」、新加

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李秀萍女士演講「民間信仰與地域社會──以三山國王信仰為考察

對象」、德國慕尼黑大學漢學系博士候選人衛易萱（Barbara Witt）演講「明朝以降『哪吒三太

子』在通俗文學作品中的角色以及《哪吒傳奇》的變化」。

9 月 13 日  國史館「人物系列專題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副研究員於該館演講，講題

「『五四之子』殷海光──啟蒙的試煉」。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國立

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共同參與的「大眾史學理論與實踐研究計

畫」，於國立東華大學舉行東區工作坊。

9 月 14 日  國立臺灣圖書館邀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何義麟副教授兼所長於該館演講，講題

「在日臺灣人處境的回顧與前瞻」。

國史館「臺灣民主發展史系列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蕭阿勤研究員主講「戰後世

代、民主政治與文化變遷──臺灣 1970 年代」。

國史館假日專題演講邀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所林承緯教授主講「臺灣的無形文化

資產保存」。

東亞科技與社會國際期刊 (EASTS)、臺灣聯合大學系統科技與社會中心、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

會研究所於國立陽明大學舉辦「創生知識區位：臺灣技術研究工作坊」。

本日起至 15 日止，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西南大學、英國劍橋大學、英國牛津大

學、美國哈佛大學、日中關係史研究會日本組織委員會於重慶萊特大酒店舉辦「第五屆中日戰爭

國際共同研究學術研討會」，主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背景下的中日戰爭」，會中主題報告分別

邀請步平報告「東京審判與『東京審判史觀』──關於東京審判研究的方法論考察」、方德萬報

告「Towards a New Narrativ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久保亨報告「戰時中國的工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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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6 日  國史館、中國近代史學會、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及「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團隊、中正文

教基金會邀請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情報學環松田康博教授於國史館演講，講題「蔣介石與臺灣：

反攻大陸政策的演變」。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舉辦「總統您好！──中華民國與美國互信友誼逾甲子」座談會，會中

邀請蔣孝嚴、錢復、陳錫藩、國際國民外交協會會長艾森豪女士（Ms. Mary Jean Eisenhower, 

President, People to People International）、艾森豪總統委員會執行長瑞德爾准將（Brig. Gen. 

CarlW. Reddel, Executive Director, Dwight D. Eisenhower Memorial Commission）、福特總統

基金會執行長卡瓦如梭（Mr. Joseph Calvaruso, Executive Director, Gerald R. Ford Presidential 

Foundation）、清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司徒文（William Stanton）等人為與談人。

9 月 17 日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計畫」邀請馬來西

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院長張曉威助理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馬來西亞華人地方志的書寫：以

柔佛古來再也縣新村志為例」。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與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蔣中正先生講座」系列演講共同邀請東京大學大學

院情報學環松田康博教授至東海大學演講，講題「蔣中正與臺灣：自撤退臺灣至放棄反攻」。

9 月 18 日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日本東京大學東京大學大學院情報學環松田康博教授於該系演講，講

題「蔣中正與台灣反攻大陸政策」。

9 月 20 日  本日起至 21 日止，由中國現代文化學會社會文化研究會、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近現代社

會文化史研究中心在北京召開「首屆全國青年學者社會文化史理論與方法學術研討會」，邀請國

立東華大學歷史系蔣竹山副教授以「當代臺灣史學的『文化轉向』：以《新史學》為例的探討」

為題進行主題演講。

9 月 23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美國哈佛大學科學史洪廣冀博士於該所演講，講題「人蔘、大鯢與

達爾文革命」。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邀請羅皓恩先生、林惟鈴女士於該系演講，講題「另一種紀錄歷史的手法

──淺談新聞採訪與寫作」。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李盈慧教授兼系主任演講，講題「臺灣有關

『國民黨與華僑』的研究取徑及其轉變」。

9 月 24 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人類學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醫學的物質文化中心「醫學的

物質文化──歷史的考察計畫」、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身體與文明研究中心及歷史學系邀請日本

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部小笠原博毅副教授於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演講，講題「Aryans vs Apes: On 

a Football Imaginary in Early 20th Century Glasgow」。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族群史研究群邀請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郭俊麟助理教授於該所演

講，講題「原住民族地圖史料的空間探索──以太魯閣地區為討論核心」。

本日起至30日，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現代中國的形塑──從影像看二十世紀的中國研究計

畫」於該校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舉行兩案三地歷史人文紀錄片系列影展，放映《異域孤軍》、《牽

阮的手》、《大轉折：西柏坡 1947-1949》、《臺灣人在滿州國》、《中蘇外交檔案解密》等

片。

9 月 25 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人類學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醫學的物質文化中心「醫學的

物質文化──歷史的考察計畫」與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身體與文明研究中心及歷史學系邀請日本

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部小笠原博毅副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Imperial Knowledge on Ethnography 

and Division of People with Reference to Mabuchi To-ichi（馬淵東一）and His Works on Aboriginal 

Taiwanese」。

國史館「臺灣原住民史系列專題演講」邀請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王嵩山教授於該館演講，

講題「原住民文化與博物館」。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邀請美國哈佛大學科學史洪廣冀博士於該所演講，講題「人

參、大鯢與達爾文──從科學史的角度看東亞與北美隔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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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游鑑明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口述歷史與性別：從建構到運用」。

本日起至 27 日止，林本源基金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於該所合辦「二十年來臺灣區域史

的研究回顧學術研討會暨 2013 年林本源基金會年會」。

9 月 27 日  臺灣世界史討論會第二十二回於國立中興大學舉行，本次有 4 篇學者論文及 4 篇研究生論文發

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邀請前國史館館長暨吳三連史料基金會張炎憲秘書長於該所演

講，講題「談臺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

9 月 28 日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現代中國的形塑──從影像看二十世紀的中國研究計畫」於該校社會科

學資料中心舉辦年度工作坊，會中發表7篇研究論文。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資源研究所於該校舉辦「近代物質文化研究──第一屆歷史與文物學術研討

會」，會中共發表 12 篇論文。

本日起至 29 日止，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

研究室於該校舉辦「民國時期的軍事」國際學術會議。

9 月 29 日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現代中國的形塑──從影像看二十世紀的中國研究計畫」於該校社會科

學資料中心舉辦兩岸三地影視產學座談會，會中邀請兩岸三地影視製作人士發表演講與座談。

9 月 30 日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上海大學美術學系李超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一：「20世 30年代上

海西洋美術」；講題二：「上海近現代美術資源研究」。

10 月 1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兩岸研究群邀請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Covell Franklin 

Meyskens 先生於該所演講講題「Lines of the State: Third Front Railways and the Production of 

Industrial Sovereignty」。

國史館舉辦《世紀宋美齡》影集系列賞析，本場播出第一集「東方與西方」，映後由國史館陳立

文主任秘書擔任與談人。

本日起至 15 日止，交通部與國家檔案局於臺北國父紀念館逸仙藝廊共同主辦「世紀交通──運

輸重要檔案展」，巡迴展覽將於 11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移師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舉行。

本日起至明年 3 月 10 日，臺北市士林官邸舉辦「蔣中正先生的學養」特展。

10 月 2 日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世界史系列講座，由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陳東升教授演講，講題

「臺灣民主的變遷與公民參與」。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甘懷貞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再思考所謂儒

教中國」。

10 月 3 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張雯琴副教授於該系演講，講

題「當陽的流轉：一個緬北小鎮的政經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臺灣文化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鄭維中助研

究員於該校演講，講題「安平追想曲真有其人？投鄭荷兵雨果‧羅森的故事」。

國史館「蠹魚的說書時間：總統禮品系列專題演講」邀請藝術史學者邱建一老師演講，講題「極

盡奢華的貴族品味：雕花剔紅牡丹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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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4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藍弘岳副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

「〈明治知識〉與殖民地臺灣：『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同化政策」。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司佳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傳教士緣何研習

《聖諭廣訓》：以耶魯大學衛三畏家族檔案為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楊翠副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從自身／近

身出發──我的臺灣女性史與女性文學研究」。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世界史系列講座，由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林會承教授演講，講

題「大航海時期的城堡」。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邀請紙風車文教基金會專案經理郭紀舟先生於該系演講，講題「如何當個文創

經紀人」。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李福鐘副教授演講，講題「1949 中共建國

後電影敘述的轉變」。

10 月 5 日  本日起至 6 日止，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客家研究中心於苗栗客家文化園區舉辦「西湖溪流域客家村

落史與文化資產」研討會，會中分由潘朝陽發表專題演講「西湖溪谷地客家人的聚落空間」、俞

龍通先生演講「創意循環──區域文創產業發展的黃金法則」。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邀請日本中京大學法學部檜山幸夫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帝国日本

の台湾統治」。

本日起至 6 日止，臺灣社會研究學會主辦、世新大學臺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世新大學社會發展

所、臺灣社會研究季刊協辦之 2013 年臺灣社會研究學會研討會年會「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

到在地歷史解釋」於世新大學舉行。

10 月 7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題計畫「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舉辦「翻譯與

概念形成」工作坊，會中發表6篇論文，並由彭小妍教授、藍弘岳教授擔任特約討論人。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邀請日本熊本大學環境共生學部居住環境學科辻原万規彦教授於

該系演講，講題「Restoration of Sugar Industrial Company Town Plans Using Digit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rchive （製糖業における社宅街の復原──地理情報アーカイブを用いて）」。

10 月 8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研究群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顏倖如助理教授於該所演

講，講題「從常夏到四季──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生活經驗中的季節感與地方色彩」。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族群史研究群邀請臺北植物園園長、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

副研究員董景生先生演講，講題「臺灣南島語族民族植物研究困境與新局」。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汪前進研究員於該系演講，講題「黃河

清，聖人出──中國古代地理災異觀的一個典型案例」。

10 月 9 日  國立中興大學舉辦中臺灣歷史人文講座暨座談系列，首場於該校舉行，由楊南郡博士主講「伊能

嘉矩」。

輔仁大學天主教史研究中心邀請中國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劉建平副研究員於該中心

演講，講題「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對天主教的政策演變極其影響」。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邀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邱正略兼任助理教授於該所演講，講

題「戶籍資料在田野研究中的應用」。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邀請國立成功歷史學系鄭永常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神聖使命與國

家大法：十八世紀天主教傳教士在越南的遭遇」。

中華軍史學會於臺北市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召開「政府遷臺後國防及建軍發展之研究學術討論

會」。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於該系舉辦「臺灣省議會史料庫座談」，由鄭梓教授主講「紙本的鄉愁

──戰後初期省參議會研究」、陳文松助理教授主講「日治與戰後臺灣（史）研究的橋樑──談

數位化史料總庫的特色與應用」、臺灣省諮議會吳志逢科長主講「臺灣省諮議會沿革及數位典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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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計畫：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於該院舉辦

以研究生為研習對象之「第三次東亞文化交流研究入門：何謂東亞？」研習營，由甘懷真、徐興

慶、高嘉謙、鄭吉雄等教授擔任講師。

漢學研究中心主辦「臺灣漢學講座」系列，本日由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川流講座教授、臺

灣研究中心主持人廖炳惠教授在華盛頓大學大學部圖書館演講，講題「Taiwan Studies Digital 

Archives」。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東華大學心理諮商輔導中心諮商心理師張志宏先生於該系演講，

講題「《女神降臨》女子八家將紀錄片製作中的性別思考」。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王健文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書寫故鄉：戰後臺

灣外省第二代的隔代鄉愁與隔代書寫」。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韋煙灶副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臺

灣閩、客族群祖籍與方言之空間分析及其衍生的臺灣族群史研究上的議題」。

本日起至 12 日止，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和臺灣文學研究所、臺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

際中心與性別研究室及文化研究學程於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舉辦「性別正義：探索家庭、

校園與職場的重構機制」國際工作坊。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經濟史研究室、杭州師範大學浙江省民國浙江史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

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主辦，浙江省民國浙江史研究中心承辦「中西交匯中的近代

中國都市和鄉村」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杭州召開，由香港中文大學梁元生教授、南開大學李金錚教

授和杭州師範大學丁賢勇教授進行主題演講。

10 月 12 日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邀請國立師範大學民族學系地理學系白偉權博士於該系演講，講題

「族群與地名：馬來西亞的語言地理考察」。

國史館舉辦「《沈昌煥日記──戰後第一年 1946》新書發表會暨沈昌煥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

由家屬沈大川先生介紹與會貴賓，並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劉維開教授、國立臺灣大學石之瑜教授及

蕭明禮作專題演講。

本日起至 13 日止，北京大學及該校哲學系舉行「嚴復：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會議，另將舉辦

「嚴復在北京大學」圖片展及圍繞嚴復思想的學術講座。

10 月 14 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國科會計畫

助理李怡芳女士於該中心演講，講題「歷史人口資料與方法介紹──參與美國密西根大學 ICPSR

暑期課程經驗分享」。

國史館舉辦「臺灣原住民史系列專題演講」，邀請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主任童教授

春發於該館演講，講題「從排灣族文化談石頭的語言」。

10 月 15 日  國史館舉辦《世紀宋美齡》影集系列賞析，本場播映第二集「奮起與挫敗」，映後由中央研究院

游鑑明研究員擔任與談人。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邀請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蔡龍保副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技

術與殖民──以工手學校畢業生、臺灣技術協會的在臺活動為例」。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馬軍研究員於該系演講，講題「百樂門與

近代上海娛樂文化」。

北京大學第五屆嚴復學術講座於該校舉行，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研究員兼所長報告

「嚴復的生命歷程與歷史意義」。

10 月 16 日  本日起至明年 3 月 29 日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館舉辦「鑿破鴻蒙」紀念特展，展

出甲骨文物、董作賓先生書法及檔案。此為紀念董作賓先生逝世五十週年系列活動之一，同為紀

念活動系列之「第四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11 月 23、24 日舉行。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專題研究中心鄭維中助研究員於該系演講，

講題「1667 年明鄭軍與荷蘭人在柬普寨的衝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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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吳啟訥助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鼓吹革命與爭取正統──以《義勇

軍進行曲》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巫仁恕副研究員於該系演講，講題「明

清消費研究的再思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邀請插畫家楊燁於該系演講，講題「臺灣溫泉與庶民文化起

源」。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葉雋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

「晚清公使與留歐學生的崛起」。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南天書局總經理魏德文先生於該系演講，講題「從西方古地圖解碼臺

灣歷史」。

本日起至 18 日止，高雄市自然史教育館與高苑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合辦「2013 年南臺灣歷史

與文化學術研討會」，於該館舉行。

10 月 18 日  國立中正紀念堂「閱讀中正講座系列」邀請文化大學史學系陳立文教授於該堂演講，講題「四時

讀書樂」。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邀請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盧泰康副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

「文化資產中的古物研究──以陶瓷與錢幣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邀請陳培豐教授導讀其新著《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

生》。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殖民地臺灣社會邊緣」學術工作坊，會中發表 12 篇論文。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考古學討論會邀請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康培德教授於該所

演講，講題「VOC 遇見福爾摩沙原住民 : 區域比較」。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於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巨輪校區舉辦「臺灣

的天空── 2013 年『航空與社會』學術研討會」。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主辦第 2 屆「性別研究與社會革新研討會」。

本日起至 19 日止，國立成功大學之文學院與臺灣文學系及閩南文化研究中心於該校舉辦「臺

灣文學研究的界線、視線與戰線」國際研討會，會中由法國法農基金會負責人米海兒‧法農

（Mireille Fanon-Mendès）先生發表專題演講「新型態殖民主義及其未爆彈」。

本日起至 20 日止，中國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學術月刊》社、上海大學馬斯托禁毒政策研

究中心、英國格拉斯哥衛生和醫療保健社會史中心主辦「國際衛生組織和醫療衛生史」國際學

術研討會在上海大學舉行，主題演講分由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William H. Schneider 教授演講「輸

血和二十世紀的國際衛生組織」；美國布朗大學Nitsan Chorev教授演講「南北之間的世界衛生組

織」

本日起至 22 日止，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主辦，公益財團法人渋澤榮一紀念財團、長野縣中野

市協辦「周流する記録──長野で発見された台湾の古文書──」特展，於東京都立川市國文學

研究資料館展出。

10 月 19 日  國立中山醫學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國立臺灣文學館、臺中文學館於該校舉辦「中山醫學大學第八

屆臺灣語文暨文化研討會」。

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系列講座，邀請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陳俐甫助理教授於該館演講，講

題「近代臺灣的政治運動」。

國史館「臺灣民主發展史系列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王甫昌研究員兼所長於該館演

講，講題「族群議題的發展與臺灣民主化的關係」。

本日起至 24 日止，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國抗戰史學會、中國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

紀念館於中國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召開「抗日戰爭與中華民族的復興──第

四屆海峽兩岸抗日戰爭史學術研討會」，會中共發表 45 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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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  國立東華大學通識教育專題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副研究員於該校演講，講題

「自由人的第三種中國想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李文良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臺

灣編查流域例』與清朝治臺政策」。

國史館舉辦國史導讀會，由《原住民參選立法委員之研究（1972-2004年）》作者海樹兒‧犮剌

拉菲（Haisul Palalavi）擔任導讀人。

10 月 22 日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系友座談，邀請長庚大學黃寬重講座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歡喜做，甘願受

──學史任事經驗談」。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八十五周年所慶演講會系列，上午由杜正勝院士擔任 2013 年「傅斯

年講座」主講人，講題「從古學復興到古史新研」，下午學術演講由王汎森院士擔任主講人，講

題「從哲學史到思想史──胡適學術觀點的轉變」。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族群史研究群邀請慈濟大學傳播學系潘朝成講師於該所演講，講題「紀

錄片《衝擊西拉雅效應──存在與傳承》」。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後研究陳琮淵博士演講，講題「東南亞

華人社會與文化：田野經驗分析」。

10 月 23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族群史研究群邀請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陳宛妤助理教授於該所

演講，講題「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判官黃演渥」。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馬軍研究員於該系演講，講題「晚清

中國人視野裡的歐美漢籍收藏」。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陳國棟研究員於該系演講，講題

「British Records, Taiwanese History: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in Taiwan,1670-1686」。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林國平處長於該系演講，講題「數位故宮：文創之潮博物

館之巢」。

本日起至 24 日止，臺灣聯合大學系統STS中心、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北京清華大學科

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於陽明大學舉辦「兩岸 STS 學術交流會議」。

本日起至 12 月 8 日止，中正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及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於國立

中正紀念堂共同舉辦「永遠的蔣夫人」特展。

10 月 24 日  國立中央大學的儒學研究中心及明清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於該校舉辦「明清儒學的

類型與流變」學術研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邀請前臺證期貨總經理林茂昌先生於該所演講，講題「從生態演化看

臺灣近三十年來的證券投資」。

國立清華大學亞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暨葉公超研究講座教授司徒文（William Stanton）於該校演

講，講題「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

本日起至 26 日止，臺灣東亞環境史學會（AEAEH）主辦的第二屆東亞環境史國際學術研討

會國立東華大學管理學院舉行，研討會的主題為「Transformation of East Asian Environ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Local Reality and Global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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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醫療史研究室、醫學的物質文化──歷史的

考察計畫邀請奧斯陸大學（University of Oslo）Christoph Gradmann教授演講於該所舉行，講題

「Of Men and Cattle: Robert Koch, Tropical Medicine and Epidemiology」。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香港中文大學偉倫歷史學講座教授科大衛（David Faure）教授於

該所演講，講題「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對 1960 年代歷史學──社會學對話的一個回應」。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館於該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館舉行「臺灣：族群、

民族與現代國家研究論壇」。

國家圖書館舉行「玄覽論壇──珍籍保存與玄覽叢書」。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於臺大校友會館舉辦「人、土地與正義：《臺灣史料研究》創刊20週年紀

念座談會」。

國史館舉辦「人物系列專題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黃富三兼任研究員演講，講題

「林獻堂vs.廖文毅：相逢在日本」。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日本立教大學經濟學部老川慶喜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日本大宮鉄

道博物館の誕生とその現況」，由該系蔡龍保副教授擔任口譯人。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鄭維中助研究員於該系演講，講題「荷

蘭人駐防的雞籠城與淡水城」。

本日起至 26 日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國立

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博碩士學位學程、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系、中原大學應用華語系所於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舉辦「國語注音符號百週年學術研討會」。

本日起至 26 日止，「2013 淡水洋行的歷史與新貌研討會──19 世紀東亞港市的歷史記憶與新

生」於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行政中心舉行。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主辦，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承辦《白色年代的盜火者》人權

講堂系列活動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舉行。本日由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王建國教授主講「探

照臺灣政治監獄文學」，11 月 8 日由前國史館館長暨吳三連史料基金會張炎憲秘書長主講「白

色恐怖的口述訪談與歷史真相」，11 月 22 日由前國立臺灣文獻館劉峰松館長主講「一生難得有

這款幸福：我的『黑獄』經驗」，12 月 27 日起系列演講移師紀州庵文學森林，由謝里法、張良

澤、陳郁秀、張香華、藍博洲、姚嘉文等人分別就美術家內心世界、海外流亡生涯見聞、黑牢書

寫與省思、受難者的夢想和實踐等經驗演講，提供臺灣社會對白色年代深層的認識。

本日起至 26 日止，嘉義縣立縣史館、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臺灣文化研究中心於該校民雄

校區舉辦「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10 月 26 日  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臺灣歷史學會主辦，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臺灣教授協會協辦

之「臺灣近代戰爭史第三屆研討會」，於高雄市舉行。

10 月 27 日  臺灣教授協會於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辦「七○年代東亞風雲──臺灣與琉球、釣魚台、南

海諸島的歸屬問題」。

10 月 28 日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檔案館、德國海德堡大學於該院文哲所與近史所

舉行「中國早期報刊線上資料庫」發表會，該資料庫將近史所及海德堡大學典藏200 多種婦女期

刊與 57 種小報，重整為數位化資料，發表會除介紹資料庫，亦詳細示範實際研究個案，說明資

料庫於歷史研究應用之可能。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王道還助理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天演論》研究：什麼叫做

『社會達爾文主義』？」。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於該處舉辦《躊躇之歌》新書座談會，邀請作者陳列（陳瑞麟）先生與國

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楊翠副教授舉行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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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0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醫療史研究室、醫學的物質文化──歷史的

考察計畫邀請奧斯陸大學（University of Oslo）Christoph Gradmann教授於陽明大學人社中心演

講，講題「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Testing 1945-1975」。

SAGE Publications、飛資得知識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主辦，集思臺大會議中心舉行「大時代的絢爛

火花：從數位第一手史料回顧精彩複雜的中國近代史與性別研究」座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鄭欽仁名譽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中華民

族論的演變」。

10 月 31 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衛生史計畫」、中原大學人文教育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於

該校舉辦「2013 年醫學史與醫學人文研究與教學」學術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慈玉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二戰結束前東北電力事業的發展」。

國史館舉辦《世紀宋美齡》影集系列賞析，本場放映第三集「老幹與新枝」，映後由蔣方智怡女

士擔任與談人。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陳香杏講師於該系學術講論會演講，講題「南社女社員與近代中國女權運

動」。

國立臺北大學生命禮俗研究室讀書會，由施詔偉先生報告「從楊杰到邵力子──駐蘇大使的人選

決策過程」、蔡宜霖先生報告「淺論何秋濤的世界觀──以《王會篇籤釋》中提到的國家與民族

為例」。

本日起至 11 月 1 日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主辦「世變下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文化」102  

年度國際學術交流座談會。

本日起至11 月 22 日止，東海大學為紀念創校五十週年，於臺中市秋紅谷公園舉辦「半世紀的相

逢：路思義教堂五十週年特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