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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丁仁傑在該所演講「目連救母、妙善救父、哪吒大戰李

靖︰說說漢人世界的家庭與社會邏輯」。

 國史館邀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吳明德至該館演講「臺灣布袋戲的發

展沿革與演藝特質」。

22月 2日 國立中央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臺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臺灣聯大文化研究跨

校碩博士學程，在中央大學文學院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重新認識中國」國際學術研討

會。

22月 2日 國史館舉辦「愛．悅讀　國史導讀會」，邀請阿部賢介先生導讀《關鍵的七十一天：二次

大戰結束前後的臺灣社會與臺灣人之動向》。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該所特聘講座莊英章、人社 GIS中心專案經理黃郁麟至該所
演講「日治時期戶籍資料庫、地方史料與 GIS的結合：北埔姜家的歷史人口學研究」。

2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學術事務組在該院經濟研究所會議室舉辦「尖端人文社會科學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邀請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教授馬雅貞於該院近代史研究所

演講「皇清文化霸權的建構：戰勳圖像與清朝的帝國武功」。

22月 2日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邀請法國國立東方語言學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INALCO）中國研究系副教授汲喆於該所演講「從教教分離到政教分
離──現代中國的世俗化歷程」。

2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黃麗安在該所演講「學術救國理想下的中央研究院志

業──朱家驊與胡適的風雨同舟」。

22月 2日 國史館審編處處長何智霖在該館演講「陳誠與抗戰」。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邀請紀錄片導演潘朝成於該系演講「博物館與部落共構下的新關

係」。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研究員許峰源於該所演講「東亞

焦點之南海問題：從國家檔案探討南海爭議的緣起與歷程」。

22月 22日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邀請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容世誠於該系演講「論『廈語

片』：閩南族群與香港電影（2922-2922）」。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簡嘉慧於該所演講「答謝的

道德性：中國潮州商人的民間宗教實踐」。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邀請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陳偉智於該系演講「日本殖

民主義對臺灣的影響：伊能嘉矩與殖民地人類學的登場」。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講座教授陳芳明於該系演講「冷戰時

期的臺灣文學」。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上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徐有威於該所演講「2922-2922年代的
小三線建設：研究現狀和文獻」。

2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日，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在該校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繁花似錦：文明
交會、人群匯流與個人境遇」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蕭新煌與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洲

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員兼所長楊昊於該院社會所演講「中國孔子學院在東南亞：『關係』

的社會化與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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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康培德於該系演講「從地圖看

荷蘭時代的臺灣」。

22月 22日 國史館舉辦「抗戰史系列影展暨座談」，播放《我們為何而戰：中國戰役（Why We 
Fight：The Battle of China）》，映後邀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副教授習賢德與談。

22月 29日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及歷史學系邀請出版人傅月庵於該系演講「臺灣書評時代的興起

與沒落」。

2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該所檔案館舉辦「清代財經史」國際學術研討
會。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邀請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陳國偉於該

系演講「恐懼與記憶的對峙：當代臺灣推理小說的空間生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衣若蘭至該系演講

「傳記、性別與明清史學史研究」。

 今日起至 22日，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高雄醫學大學，在該館
共同舉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

2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日，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及中文系在該院院演講廳共同舉辦「儒家思想與儒家
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2222年第 2次環境史研究工作坊」。
2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講座教授李豐楙於該館演講「丹火薪傳：陳攖寧與李

玉階的現代化之道」。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近代史研究所在該所檔案館共同舉辦「清代商業網絡工

作坊」。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在該系共同舉辦「近代中國的國家

與社會」工作坊。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吳松弟教授在

該所演講「《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未刊中國舊海關史料（2222-2929）》的內容和學術價
值」。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淑雅在該所演講「無礙反攻？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

後的宣傳困境」。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何淑宜在該系演講「清初河南理學家與地方秩序的恢

復」。

22月 22日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在該校會議廳舉辦「2222年臺北市立大學史地學術研討
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美國麻州克拉克大學中文部主任陳雅湞教授於該所演講「華

人／裔女性主義的華美面向：從二十一世紀華美女性學術生涯案例回溯到明清時期『中國

瑪莉』的故事」。

22月 22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文良在該系演講「清初臺灣方志的分野、山脈書寫與帝國意

識形態」。

22月 2日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汪宏倫演講「戰爭、戰爭遺

緒與現代性批判：東亞的『戰爭之框』與民族主義」。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歷史學門獎助研究生報告」，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博士生高震寰、楊曉宜分別報告「試論秦簡中的刑名」、歷史學系「杜佑理想社會之建

構——以《通典 食貨典》為中心」。

22月 2日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呂妙芬演講「思想史研究心得

分享」。

22月 2日 國史館舉辦「海峽安定．臺灣安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六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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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美國普度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全球研究中心、密西根大學中國信息研究中心，

和國立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在政大行政大樓共同舉辦「中國宗教與

社會空間研究」工作坊。

22月 2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該校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林農堯演講「歷史

GIS工作坊——使用 QGIS與雲端資源」。
 今日起至 2日，原住民族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在該院學術活動中心共同舉辦

「原住民‧平埔族群語言文化復振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林志宏在該所演講「滿洲國時期的『地方自治』——以

參事官與地方志編纂事業為例」。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教授八百谷晃義至該系演講「晚清『閱

讀史』中的《湘學報》」。

22月 2日 今日起至 2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
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在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

「2222-2222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今日起至 2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舉辦「創新與創造：明清知識建構與文化交

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今日起至 2222年 2月 22日，國立歷史博物館、福建省連江縣政府共同舉辦「南島溯源
八千年——『亮島人』與馬祖史前文化展」。

22月 2日 國史館邀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朱德蘭演講「東亞海洋世界與文化交

流」。

2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美國拉斐特大學（Lafayette University）歷史學系副教授 Paul 
Barclay在該所演講「Tangled up in Red: Textiles, Trading Posts and Indigenous Modernity in 
Taiwan, 2229-2222」。

22月 9日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至該系演講「臺灣史

上的學生運動」。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歷史學系教授蔡維屏在該所演講「中國人的郵局嗎？中國現代郵政的創建過
程」。

 今日起至 2222年 2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暢郵殷墟──郵票中的殷墟文
物」特展。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員許雪姬至該系演講「日治時期的臺灣

籍民與臺灣在住華僑」。

22月 22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研究員柳立言在該所演講「治史經

驗談：法律、宗教、社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法國遠東學院臺北中心共同舉辦 2222年
「新力初聲」工作坊，地點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哲嘉在該所演講「《人身圖說》與耶穌會士翻譯的西

洋解剖學」。

2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東海大學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陳以愛至該館演講「錢穆論大學教

育」。

22月 22日 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研究中心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洪麗完至該館演講

「清代臺灣沿山邊區社會秩序之考察」。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郭震遠至該所演講「亞太安全新

形勢及其主要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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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 22日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邀請韓山師範學院研究員兼華僑華人研究所所長黃曉堅至該系

演講「海外華人社會口述歷史探索——馬來西亞美里市個案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區志堅至該所演講「胡適與民國

『保守派』學人」。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伊東貴之教授至該所演講「明清交替

與王權論─東亞視野的考察」。

2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物品、圖像與性別」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至該系演講「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

關於思想史研究的若干反思」。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黃進興至該系演講「再現傳統中國的思想」。

22月 22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政大附中歷史科專任教師蕭宇辰至該系演講「臺灣吧：有趣才

是一切！網路時代下的歷史普及」。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呂紹理在該系演講「從螟蛉到螟害──日治時期臺灣的農業害

蟲及其防治」。

22月 29日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邀請政治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王淑美至該館演講「2922年代臺灣的媒
體生態與都市生活韻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員杜麗紅至該所演講「制度

與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衛生」。

22月 22日 今日至 22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舉辦「早稻田大學交流講座」，邀請早稻田大學教授
若林正丈至該系演講，分別講「那隻花瓶在哪裡？──林獻堂，蔡培火與矢內原忠雄的苦

澀的再會與離別」、「我的 2922」。
22月 22日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邀請國史館協修林正慧至該系演講「六堆客家與清

代屏東平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任天豪在該所演講「從館藏《外交部檔案》理解戰後

東亞局勢與釣魚臺問題」。

22月 22日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黃一農至該系演講「納蘭六姊妹與《紅樓

夢》」。

 國史館在該館舉辦「222年度修纂同仁學術討論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盈慧至該所演講「正統之

爭：中日和約簽訂前何世禮任駐日代表團長的工作 (2922-2922)」。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國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周一平至該系演講「中國共產

黨的中國共產黨史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邀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教授Myron L. Cohen至該系演講「清
代美濃的民間宗教信仰系統」。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王遠義至該系演講「現代中國自

由主義的困境與未來」。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紐約市立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白根晴治至該所演講「近代中日

關係史研究的新取俓：透過殖民地臺灣」。

 國史館舉辦「抗戰史系列影展暨座談」，播放《血戰臺兒莊》，映後邀請國立中興大學歷

史學系副教授李君山與談。

22月 29日 國史館館長呂芳上在該館演講「羅家倫：一位五四知識分子的身影」。

 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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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

理事長盧鄂生演講「國土資訊系統（NGIS）何來何往：我行我見我思」。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許佩賢至該系演講「殖民

統治下近代教育的建立與臺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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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余敏玲在該所演講「團結亞非拉：毛澤東時代對『第三

世界』的建構與宣傳」。

 2 月  9 日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邀請開南大學創意產業與數位電影學程助理教授郭昱沂演講「因為

傷痛，她們書寫，歌唱，起舞：一位影像人類學家的田野觀點」。

 2 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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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兼所長方真真至該館演講

「十六至十七世紀臺灣與西屬菲律賓的關係」。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邀請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王政文至該館演講「相逢．路思義：

歷史與紀錄片製作」。

 2 月 22日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東方思潮研討室、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綜合文化研究所在政大哲

學系系圖，共同舉辦「宗教與現代性：東亞哲學的視野工作坊」。

 2 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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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歷史系

助理教授許宏彬至該中心演講「誰在哪裡抽阿片？初探臺灣阿片使用者的吸食活動與空

間」。

 2 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研究群邀請浙江商工大學教授吳忠良演講「敵人乎？朋友

乎？南高學派（人）與胡適和傅斯年」。

 2 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威斯康辛大學（Wisconsin University）人類學博士陳懷萱至該
所演講「到邊境找原鄉：中國『原生態熱』與張藝謀的《印象麗江》」。

 2 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陳澄波文化基金會在故宮博
物院，共同舉辦「波瀾中的典範──陳澄波暨東亞近代美術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2 月 22日 國史館舉辦抗戰史系列影展暨座談，播放《大地（The Good Earth）》，映後邀請國立政治
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季倫座談。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南韓首爾大學和平與統一研究中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在中研院社會所，共同舉辦「Joint Workshop on Comparing Taiwan-China and South-
North Koreas Relations and East Asian Peace Prospect」工作坊。。

 2 月 29日 自今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在中研院近史所，共
同舉辦「中國近代史的趨勢與議題學術研習營」。

 2 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曾品滄在該所演講「埔租的形成：十九世紀臺灣西部沿

海浮覆地開發與官商利益結構」。

 國史館邀請韓國駐臺趙代表百相演講「韓國對外關係與韓臺關係」。

 2 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石計生至該館演講「臺灣歌謠之路」。

 2 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國立交通大學音樂研究所助理教授高雅俐至該所演講「音樂

家高慈美的移動與多元生命經驗」。

 2 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李君山至該所演講「中日通航

問題與國際航空競爭（2922-2922）」。
 2 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人類學與民族學系助理教授高信傑至該所

演講「廈門田野筆記：對於中國學術／官僚制度的初步觀察」。

 2 月 29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啟雄在該所演講「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研究的回顧與展

望」。

 2 月  2  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何翠萍在該所演講「Dancing Diplomacy: Cross 
Recogni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Jingpo and the “Myanmar” Kachin at the Manau」。

 國史館舉辦「愛．悅讀　國史導讀會」，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陳昶安導讀《東

北流通券──戰後區域性的貨幣措施（2922-2922）》。
 從今日起至 2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該所舉辦第 22屆歷史研習營——「知識．

傳播．閱讀」。

 2 月  2  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林傳凱演講「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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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紅帽』的認知流變之旅（2922-2222）」。
 2 月  2  日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劉瓊云在該所演講「忠臣記憶作為感官經驗——《千

忠戮》裡的身體、姿態與聲情」。

 2 月  2  日 國史館舉辦「抗戰史系列影展暨座談」，播放《風雲兒女》，映後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研究員張力教授與談。

 2 月  9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春聲至該所演講「作為社會史

分析工具的『區域』：以 22-29世紀的韓江流域為例」。
 2 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花亦芬演講「走出聖經的框架：從全

球史研究觀點談『偶像崇拜』與近現代西方宗教史建構的問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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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美國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歷史學系教授杭行演講「鄭成功五商制度與海外華人公司的起源」。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賴惠敏在該所演講「庫倫商人對清朝經濟的貢獻」。

 2 月 22日 國立臺灣圖書館參考特藏組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顧雅文至該館演講「種

植園裏的帝國植物學——尋找臺灣的金雞納樹」。

 2 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荷蘭萊頓大學資深助理教授黃義杰至該所演講「中國政治思

想在西方語境中的四種可能際遇：以孫子兵法為例」。

 2 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日本拓殖大學海外事情研究所華僑研究中心研究員玉置充子

至該所演講「『台北州檔案』初探——日治時期鶯歌庄文書概要」。

 2 月  2  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熙遠在該所演講「明清檔案相關研究二帖」。

 2 月  2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葉淑貞至該所演講「三七五減租相

關問題的計量分析」。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謝國興在該所演講「媽祖婆主辦王爺醮：西港慶安宮與茄

萣賜福宮的田野觀察」。

 2 月  2  日 國史館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曾品滄演講「辦桌、呷桌——早期臺灣的宴

會與漢人社會」。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公共電視台資深導演彭啟原至該系演講「口述記錄暨影像拍攝

技術」。

 2 月  2  日 國立臺灣文學館邀請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石計生演講「臺灣歌謠之路：從許石、郭一男

與『日本歌謠學院』談起」。

 2 月  2  日 國史館、蔣經國基金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在國史館，共同舉辦「中華民國關鍵二十

年（2922-2992）」學術研討會。
 2 月 22日 國史館舉辦「《永不放棄——孫中山北上與逝世》國史館紀錄片首映暨映後座談會」，映

後由國史館館長呂芳上與談。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克武在該所演講「迷信的誕生：俗世化與近代中國的知

識轉型」。

 2 月 22日 國立臺灣圖書館參考特藏組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文良至該館演講「土地控制

以及地方歷史：作為清代臺灣史課題的契約文書論」。

 國史館舉辦「抗戰史系列影展暨座談」，播放《轟炸東京（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映後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邵副教授銘煌與談。

 2 月 22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德國哥廷根大學（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東
亞所教授兼主任施耐德（Axel Schneider）演講「Against the Specter of Time: Critique of 
Progressivism in Modern China」。

 2 月 29日 國史館邀請日本大學総合社会情報研究科教授高綱博文演講「最後的上海日僑社會——上

海『日僑集中區』之實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日本大學総合社会情報研究科教授高綱博文演講「戰後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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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海的日僑社會——以『日僑集中區』為中心」。

 2 月 22日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武玲（Linh D. Vu）演講「忠魂烈骨：二戰時期埋葬於緬甸、印度與巴
布亞新幾內亞的中華民國軍人」。

 今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該所舉辦「從口述歷史尋找新議題」工作坊。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在該所舉辦「2222 年第 2次環境史研究工作坊」。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吳翎君在該系演講「中美關係史研究範式和國際史研究趨勢的

討論」。

 2 月 22日 國史館舉辦《國父孫中山與開國英雄》影片賞析暨映後座談會，映後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

學系教授劉維開與談。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學習院大學國際研究教育機構ＰＤ共同研究員湯川真樹江、

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博士生菅野智博演講「近代日本的東北亞經驗——「滿洲的

記憶」研究會之活動及展望」。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歷史學系教授 Eric 
Tagliacozzo 至 該 系 演 講「Chinese Illegalities’ in Colonial Southeast Asia: Lessons from the 
True-of-the Century Maritime World」。

 中原大學通識中心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呂紹理至該中心演講「毛斷與殖民：近

代臺灣生活中的現代感覺及其制約」。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文史工作者葉柏強至該系演講「圖像中發現歷史：漫談花蓮老

照片」。

 2 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日本大阪大學名譽教授子安宣邦至該所演講「島的系譜學：

從日本思想史的成立看臺灣思想史的可能」。

 中原大學通識中心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維開至該中心演講「抗戰時期的中國

空軍」。

 中原大學通識中心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哲嘉至該系演講「《人身圖

說》與耶穌會士翻譯的西洋解剖學」。

 2 月 22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惠芬演講「張君勱的旅歐經驗：戰後國家改造風潮中的

制度考察（2929-2922）」。
 2 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力在該所演講「學者外交官：義大利人羅斯在中國，

2929-2922」。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翠蓮在該系演講「戰後初期臺灣的歷史清算 (2922-2922)」。
 中原大學通識中心邀請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李君山至該中心演講「中日戰爭與太

平洋霸權關係（2922-2922）」。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衛城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至該系演講「近來臺灣大眾歷史讀物

的編輯與出版：從《無法送達的遺書》談起」。

 2 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主任王文隆至該所演講

「黨史資料與東亞研究」。

 2 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南天書局創辦人魏德文至該所演講「禁地、境界與民番界址

圖」。

 2 月  2  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布農族東群部落學校教師胡克緯至該所演講「布農族流動的

氏族邊界與建構化歷程：以臺東縣延平鄉 Pasikau部落Maiput為例」。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清代學術研究中心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黃一農至該中心演講「e考據對

文史研究的衝擊：以紅學相關詩詞之用典為例」。

 2 月  2  日 國史館舉辦《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新書發表會。

 2 月 22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邀請國立中興大學臺文所助理教授汪俊彥至該系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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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不臺灣、傳統不傳統』：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劇場活動」。

 2 月 22日 桃竹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中原大學醫療史與人文社會研究中

心、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在中原大學，共同舉辦「第一屆高等歷史與

人文研究暨教學研討會」。

 2 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邱仲麟在該所演講「海出大魚——中國歷史上的鯨豚擱

淺事件」。

 2 月 22日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安平蚵灰寮文化館館長林錫田至該系演講「從大員到紐約——

兼論東西印度公司」。

 中原大學通識中心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士永演講「從原子小金剛看人體

機械論」。

 2 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丁仁傑在該所演講「目連救母、妙善救父、哪吒大戰李

靖：神話故事的演進與文化主體的形構」。

 國史館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劉益昌至該館演講「臺灣原住民的複雜由

來：以阿美族為例」。

 2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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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

學系副教授陳秀芬至該所演講「明代本草傳統中的人藥、食人主義與人體修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王鴻泰至該演講「成

為詩人──明清士人的習詩情緣與文藝生活」。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嚴曉珮在該所演講「龍與恐龍：民國時期的科學與國

族神話」。

 2 月 22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邀請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執行長邵廣昭至該系

演講「消失中的魚類多樣性──兼談臺灣方志裡的魚」。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該所舉辦「文化、歷史與國家形構：近代中國族群邊界與少數

民族的建構歷程」工作坊。

 2 月 22日 國史館於該館舉行《聖保羅號砲艇（Sand Pebbles）》影片賞析暨映後座談會，邀請國立政
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陳百齡與談。

 2 月 22日 國史館舉辦「愛．悅讀　國史導讀會」，邀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稽國鳳導讀《無

法迴避的政治：以文化保守主義者吳宓為例（2922-2929）》。
 2 月 22日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在嘉義大學，共同舉辦「2222棒球口述歷

史研習營」。

 2 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22年 2月 22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辦「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
火：2922s-2922s臺灣人類學者與原住民研究」專題特展。

 2 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文哲所，共同舉辦「夏志清先

生紀念研討會」。

 2 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在該所演講「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中的臺灣學生

（2929-2922）」。
 中原大學通識中心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雷祥麟演講「杜聰明的漢醫學研

究之謎」。

 2 月 29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林欣宜在該系演講「2292年在福爾摩沙的西洋人」。
 2 月 22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曾品滄至該系演講「吃

飯以外：餐館與近代臺灣的社會變遷」。

 國史館邀請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李衣雲至該館演講「從視覺到五感：臺

灣百貨公司的文化史」。

（資料整理／許秀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