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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日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與人類學系講座教授 Thomas DaCosta Kaufmann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檔案館演講，講題「Scratching the Surface: on the Dutch in China and Taiwan」。

11月 2日 國史館於臺北館區舉辦「國史影音饗宴」紀錄片賞析暨映後座談會，播放《縱橫山林間─鹿野

忠雄》，邀請楊南郡先生、林青先生與談。

11月 3日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洪健榮助理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十九世紀後期來臺傳教士對於風水民

俗的態度」。

11月 4日 本日起至 5日止，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舉辦「帝國之後的中國：1911年及其後續
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由 Henrietta Harrison進行主題演講。

11月 5日 本日起至 6日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戰後臺灣歷史的多元鑲嵌與主體創造」工作坊，
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舉行，共發表 7篇論文。

11月 8日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杜維運教授在政治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史學方法與史學家的氣

質」。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曾品滄助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從平樂遊到江山樓：日治中期臺灣

酒樓的遞變與公共場域的發展（1912-1937）」。
11月 9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蔣介石研究群邀請日本大學文理學部松重充浩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

「日本の中国統治と中国人顧問：関東州・劉心田を事例として」。

國史館臺北館區舉辦「百年風華─臺灣五大家族特展」系列演講，邀請許雪姬女士主講「話說

板橋林家」。

11月 10日 中央研究院院士黃樹民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食物、毒品與永續農業：一個

泰北華人農村的民族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洪秋芬助理研究員於該所檔案館演講，講題「一九二○年代臺灣保甲存

廢論爭與政治社會運動關係之探討」

11月 11日 本日起至 13日止，國立高雄中山大學逸仙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
中研院人社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合辦之「未竟之革命：重訪孫逸仙及其時代的思想資產」

國際研討會，於該校國際會議廳舉行。

11月 12日 國史館舉辦「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講座」系列，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教授

科大衛（David W. Faure）於該館臺北館區演講，講題「建構二十世紀的中國普通人」（Creating 
China’s Common People of the Twentieth）。
本日起至 13日止，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主辦「簡吉殉難六十周年─簡吉與臺灣農民

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於該校啟明苑演講廳舉行。

本日起至 13日止，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之「百年求索鑄輝煌：兩岸近現代史學術論壇」，
於花蓮理想大地舉行。以辛亥百年、政治與軍事、財政與經濟、民眾與社會、思想與文化、人物

與團體等為研討主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王爾敏先生，以《思想創造時代：孫中山與中華民國》獲頒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100年度中山學術著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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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4日 國立政治大學參與舉辦之「百年歷史講座」專題演講系列，科大衛教授演講，講題「從禮到法：

中國社會二十世紀的轉變」（From Ritual to Law: How Chinese Society Change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1月 16日 國史館臺北館區舉行「百年風華─臺灣五大家族特展」系列演講，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

系吳文星教授主講「辜顯榮與鹿港辜家之崛起」。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東華大學客座教授、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系王先明教授於該系演講，

講題「中國近代社會研究之回顧與展望」

本日起至 12月 19日止，臺灣省諮議會、國立東華大學共同主辦「臺灣省議會檔案史料展—地方
自治發展篇」展覽，於該校共同科大樓展出。

11月 18日 本日起至 20日止，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現代中國的型塑：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觀念的形成」
計畫研究群協同「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辦公室舉辦國際研討會
和工作坊。由金觀濤、Rudolf G. Wagner（瓦格納）、梁一模、季家珍擔任綜合座談引言人。該

會並展示「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建置和《東亞觀念史集刊》創
刊發表會。

國史館公布該館學術專著暨史料叢刊獎助出版 100年度錄取名單，由丁原基《王獻唐生平及其學
術成就》獲選。

11月 21日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現代中國的型塑：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觀念的形成」計畫研究群邀請加

拿大約克大學歷史系 Joan Judge（季家珍）教授於該校演講，講題「日本來源、西方科學，與民
國時期的女士」。

11月 22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鄭永昌副研究員在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談博物館之展覽規

劃與展示方式─ 以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寶展』與『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為例」。
國史館臺北館區舉行「百年風華─臺灣五大家族特展」系列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陳慈玉研究員主講「日治時期的基隆顏家」。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周惠民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十五世紀後歐洲

對中國認識的變遷」。

11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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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吳根友副

院長講演，講題「在『求是』中『求道』─『後戴震時代』與段玉裁的學術定位」。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莊天賜博士於該系演講，講題「二次大戰

下臺灣人的空襲歲月」。

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系、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王先明至該系演

講，講題「中國近代社會史的研究回顧與展望」。

11月 24日 本日起至 25日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
於該所檔案館舉行，會中共發表 20篇論文，並由石源華、陳儀深、欒景河擔任綜合座談與談人。

11月 25日 國史館歐素瑛協修在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從校史出發」系列發表演講，講題「臺北帝國大學與

臺灣學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文化交流史平臺」主辦，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黃一農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

系演講，講題「e-考據時代對文史學界的衝擊：以紅樓夢研究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陳百年學術基金會主辦，日本同志社大學、佛光大學協辦之「東亞學術現

代化青年學者論壇」在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舉行。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舉辦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於該校法律學院舉行，邀請項潔、

沈冬教授擔任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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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6日 本日起至 27日止，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陳百年學術基金會主辦，日本同志社大學、佛光大學
協辦之「東亞學術現代化國際研討會」在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舉行。

本日至 27日止，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合辦「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在該校中文系舉行。

11月 28日 本日起至 29日止，美國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所、臺灣科技藝術教育協會主辦，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等單位協辦之「民國肇建與在美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

案館舉行。會中共發表 18篇論文。
11月 29日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舉辦「二十一世紀臺日‧日韓關係之考察」討論會，於該校

國家發展研究所舉行。會中邀請延邊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姜龍范院長演講「韓日『新型伙伴關

係』：評估與展望」，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川島真准教授演講「新時代的臺日關

係與臺灣的日本研究」。

11月 30日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候選人孫世倫先生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跨國血庫：華

僑與軍醫技術在中美臺的演變，1943-1955」。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舉辦「東亞憲法法院的功能：從臺灣司法院大法官的經驗談

起」座談，邀請許宗力、林子儀教授擔任引言人。

12月 1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孝悌研究員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到文化大革

命之路─近代中國的戲曲、社會與政治」。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工作坊，於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舉行。同日，荷蘭萊頓大學 TANAP暨
ENCOMPASS計畫學者包樂史（Leonard Blussé）教授等人，於該校辦「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
座談會，包樂史教授以「大分流？長江下游與萊茵河流域的比較，1350-1850」進行演講。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儀深副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中國代表權問題』與『臺灣地位

問題』的關連─從 1971年 4月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風波談起」。
萬仁導演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電視‧電影與臺灣歷史」。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舉辦「近代臺灣日常科技體驗」系列演講，邀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謝仕

淵助理研究員於該校綜合大樓演講，講題「為何要運動？怎麼是棒球？談日治時期臺灣的體育運

動史」。

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陳春聲教授至該系演講，講題「閩粵交界：王朝

制度與海上活動」。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內蒙古大學內蒙近現代史研究所白拉都其格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

「大陸蒙古近代史研究概況」。

1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主辦「臺灣研究在德國、紀念王世慶先生

研討會暨 2011年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年會」，於該所舉行。會中共發表 8篇論文。
本日起至3日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臺灣基督教史學會合辦「臺
灣教會史料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王成勉等中外學者 13人，分就保存於美國教會大學及臺灣
現存基督教檔案史料文書進行介紹及探析。

12月 3日 國史館舉辦「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講座」系列，邀請中央研究院張玉法院士於該館臺北

館區演講，講題「消失的烏托邦─民國建立前後革命黨人對無政府主義的嚮往（1896-1927）」。
國史館臺北館區邀請總統府公共事務室卜正珉先生主講「『歷史』元素與公眾外交的運作」。

12月 5日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四川大學及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羅志田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近代讀

書人的責任與困惑」。

12月 6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北京大學羅志田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走向革命的改革：清末

新政的制度困境」。

本日起至 7 日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之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f “Merchant 
Communities in Early Modern Asia: Towards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於該所舉行。會
中發表 6篇論文，並舉行圓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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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7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欒景河研究員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表演講，講題「辛亥革

命期間日本與沙皇俄國對華政策再研究」。

國史館臺北館區舉辦「百年風華─臺灣五大家族特展」系列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黃富三兼任研究員主講「試論霧峰林家之族性與族運」。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周婉窈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霧社事件及其

多元理解的可能」。

12月 8日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艾明如教授（Prof. Mae Ngai）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
題「幸運寵兒：移民的中介者與華裔美國人中產階級的緣起」。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及歷史學系邀請中國北京大學歷史系羅志田教授於該校萬年樓演講廳演講，

講題「辛亥革命：百年後的反思」、四川大學法學院里贊教授演講「基層社會的法律實踐─一

種歷史的觀察」。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陳思宇博士於該系演講，講題「如何將『時

間』做為一種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的歷史『轉向』與歷史學學科定位的再思考」。
12月 9日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東海大學社會系合辦之「戰爭與社會」研究工作坊於該所舉行。

會中從社會學角度以理解戰爭與戰爭遺緒（war legacies），並結合本地脈絡、將之納入理論思考。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艾明如教授（Prof. Mae Ngai）在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講題「The 
Lucky Ones: Immigrant Brokering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Middle Class」。

12月 10日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現代中國的型塑：從影像看二十世紀的中國」計畫研究群舉辦工作坊，

於該校舉行。

本日起至 12日止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專題研究中心舉辦「民主、帝國與
地緣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於該院舉行。

12月 13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邀請英國杜倫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人文學部中國學項目主任 Pual Bailey教
授演講，講題「Culture Connections in a  New Global  Space: Li Shizeng and the Chinese Francophile 
Projec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新全球空間的文化交流：李石曾與 20世紀初的中法親善
計畫）。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及檔案學研究所薛理桂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

「檔案學發展與史學系畢業生的出路」。

12月 14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與性別研究群，邀請英國杜倫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人文學部中

國學項目主任 Pual Bailey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Othering the “Other”: Discursive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Non-Western Women in the Chinese Women’s Press（early twentieth century）」。
國史館臺北館區舉辦「百年風華─臺灣五大家族特展」系列演講，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戴寶村教授主講「陳中和家族史─從糖業貿易到政經世界」。

12月 15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邀請英國杜倫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人文學部中國學項目主任 Pual Bailey
教 授 演 講， 講 題「Globalisation, Labour and the Vagaries of Historical Memory: The Case of the 
Huagong in World War One France（全球化、勞工與歷史記憶的反覆：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華
工」為例）」。

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勝教授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我們都在歷史之中─我

所見聞、參與和期待的臺灣史學」。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舉辦「近代臺灣日常科技體驗」系列演講，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博士候選人暨中研院人社中心衛生史計畫博士培育人員沈佳姍於該校綜合大樓演講，講題「從

身體清理行為看科技與社會」。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李朝津副教授於該校人文學院演講，講題「Liberalism and Nationalism at a 
Crossroads: The Guomindang's Educational Policies, 1927-1930.」。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謝美娥助理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清代的農業

與經濟發展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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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6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臺灣與海洋亞洲研究領域發展計畫、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臺灣原住民族

圖書資訊中心主辦，國立東華大學名譽博士楊南郡在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講題「從文獻到田

野」。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蔡龍保助理教授於該校人文學院演講，講題「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技術

人力之招募：以土地調查事業為例」。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舉辦「東亞歷史變遷計畫：移民旅行與異文化工作坊」，於該系振芝講堂

舉行，邀請張素玢、趙彥寧、曾山毅等人演講及舉辦座談。

本日起至 17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主辦「胡適與自由主義：紀念胡適先生
120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學者專家發表 22篇論文，以寬廣的研究視野，積蘊批
判繼承的思想動力，以發揚胡適先生之歷史象徵地位。

12月 17日 國史館舉辦「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講座」系列，邀請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於該館臺北館區會議室演講，講題「國中之國：辛亥革命、債券市場與中國海關總
稅務司（1895-1928）」。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現代中國的型塑：少數民族與現代中國的形塑」計畫研究群舉辦「國家

治理與民族認同」學術研討會，於該校舉行。

12月 18日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主辦、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及世新大學協辦之「東亞視野

中的保釣運動研討會暨釣魚臺珍貴資料展」，於該校農化館舉行。

12月 19日 英國劍橋大學方德萬（Hans van der Ven）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海關與
中國近代史」。

日本筑波大學波多野澄雄教授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蔣介石研究群之邀演講，講題「日本に

おける歴史公文書の公開状況と歴史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現代中國的型塑：現代中國宗教的形塑」計畫研究群於該校舉辦「華人

宗教資料庫的建置」座談會，邀請李豐楙、顏尚文、王見川、李玉珍教授擔任與談人。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研究員兼所長於該系演講，講題「從嚴

復、胡適到殷海光：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合辦「閩南文化國際合作工作坊」，於該校舉行。

12月 20日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通識中心楊麗助副教授在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工業教育與工業

人才：以日治時期的臺北工業學校為例」。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王文基所長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西風》月

刊與民國時期的心理衛生」。

12月 21日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主編李學通教授於該系演

講，講題「一切影像都是史料」。

國史館臺北館區舉辦「國史影音饗宴」紀錄片賞析暨映後座談會，播放《為臺灣引進現代醫療的

先驅─馬雅各》，並邀請張秀蓉女士、潘稀祺牧師與談。

1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陳永發院士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蔣中正與豫湘桂大潰敗，

1944」。
12月 23日 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主辦，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人權史研究中心協辦之「2011雷震公益信託獎學金論文發表暨頒獎典禮」，於政
治大學舉行。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現代中國的型塑：文學與藝術的現代轉化與跨界研究」計畫研究群於該

校文學院舉行工作坊。

本日起至 24日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聯合舉辦「2010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舉行。會中共發表 8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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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4日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現代中國的型塑：從影像看二十世紀中國」計畫研究群舉辦「現代中國

的形塑：從影像看二十世紀的中國」訪問學人座談會於該校舉行，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

究所研究員李學通擔任與談人。

12月 26日 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坂元ひろ子教授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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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邀於該所演講，講題「清末民國思想史研究與歷史想像力」。

12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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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夏黎明教授及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博士生蘇祥慶於該所演講，講題「東部客家的地域性：吉安鄉與花蓮市客

家族的歷史、社會文化與再現」。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日本立命館大學經濟學部金丸裕一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戰爭史研

究的幾個問題」。

12月 28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陳豐祥教授在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歷史教學評量的理論與實

踐」。

12月 29日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主辦「臺南學及地域社會專題座談會」，邀請日本東京女子大學栗原純教

授於該系演講，講題「臺灣總督府檔案中的臺南」，會中並由成大人社中心岡本真希子助理研究

員擔任對談人。

本日起至 31日止，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現代中國的形塑：明清中國社會變遷與其當代遺產」
研究團隊舉辦「明清地方社會與公利論述」學術研討會，於該校文學院會議室舉行。

2012年

1月 1日 國史館臺北館區邀請天主教輔仁大學神學院禮儀研究中心錢玲珠主任於該館講演，講題「永恆

的生命─基督宗教的生命觀」。

1月 4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邀請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蕭憶梅助理研究員於該系演

講，講題「從臺灣與英國歷史課綱演變談歷史核心能力」。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系齊錫生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歷史研究的

學與思」。

1月 5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耀煌助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民主與專政：中共建國初期北京

郊區基層政權的建設」。

本日起至 8日止，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會於美國芝加哥召開。
費正清獎（John K. Fairbank Prize，年度最佳東亞史圖書）獲獎者是 Carol Benedict撰寫之專書
Golden-Silk Smoke: A History of Tobacco in China, 1550-2010。

1月 6日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主辦「當代中國基督教研究：主題、史料、田野」專題演講，邀請中

央研究院民族所高晨揚博士後研究、美國西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黃克先博士候選人、政治大學

宗教所胡其瑞博士生，針對四川、貴州基督教會、少數民族教會、中國基督教研究認識論及方

法論等主題進行座談。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衛生史研究計畫、臺灣史研究所殖民地史研究群共同邀請韓

國首爾大學醫學院教授、該院醫史學課程主任黃尚翼教授演講，講題「日治時期朝鮮人的疾病

與健康狀態」。

1月 7日 國立清華大學舉辦「藝術史論壇─藝術、科技、與技藝」，於該校舉行。從理論和實例的層面

探討與分享新興科技應用於檢測作品或為人文史地定位時，一併重新回顧傳統技藝的發展歷程。

1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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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系魏凱立（Kelly B. Olds）
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Taiwan Land Prices under Japanese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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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1日 國史館臺北館區舉辦「國史影音饗宴」紀錄片賞析暨映後座談會，播放《平行線‧247哩─
長谷川謹介》，並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洪致文副教授及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蔡龍

保助理教授擔任與談人。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聘請美國三立大學比較宗教學系系主任 Randall Nadeau（那原道）教授擔
任該系客座教授。

本日起至 13日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回首百年民國」學術研討會於該所檔案館舉
行。汪榮祖教授以「對民國史分期、議題、書寫的一些看法」發表主題演講。

1月 1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殖民地史研究群邀請日本九州產業大學商學部觀光產業學科曾山毅教

授於該所演講，講題「從『修學旅行』看日本統治下臺灣近代觀光事業（tourism）的形成」，
並由陽明大學蘇碩斌教授擔任與談人。

1月 13日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現代中國的型塑：形塑現代中國的日常生活」計畫研究群邀請暨南國

際大學歷史系吳奇浩博士於該校演講，講題「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揉的臺灣漢人服

裝文化（1624-1945）」。
東海大學歷史系聘請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劉昶教授擔任客座教授、伯明罕大學歷史學博士汪采

燁擔任客座助理教授。

1月 16日 國史館舉辦「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講座」系列，由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主任柯

偉林（William Kirby）教授於該館臺北館區會議室演講，講題「中華共和：1911年至今（The 
Republics of China: 1911 to the Present）」。

1月 17日 國立政治大學邀請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柯偉林教授於該校歷史學系演講，講題「中

華共和一百年及第二個百年的展望」（China's First Republican Century, and the Prospects for the 
Second）。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城市史研究群邀請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歷史、科技與社會學院盧漢超

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街頭的社會契約：晚清民國乞丐弱勢群體的強勢訴求」。

1月 18日 國史館舉行「《蔣中正總統五記》新書發表會」，邀請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前監察院院長錢復、

蔣方智怡等來賓蒞會致詞。

2月 7日 本日起至 12日止，日本大學通信教育部師生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進行海外教育研習。
2月 14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研究群、族群史研究群合辦演講，邀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

學研究所李宗信助理教授演講，講題「水利秩序的形成與崩解─以瑠公圳為例」。

2月 15日 國史館臺北館區舉辦「國史影音饗宴」紀錄片賞析暨映後座談會，播放《遇見斯文豪─發現

臺灣生物多樣性》，邀請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管理組林俊聰先生及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展示組

陳慧娟女士擔任與談人。

2月 16日 本日起至 17日止，國立臺灣大學高等研究院日本與韓國研究整合平臺，於該校法律學院舉辦「東
亞研究的新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邀請日、韓及我國學者舉行主題演講及圓桌論壇。

2月 17日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邀請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馬雅貞副教授演講，講題「從個人事蹟到

帝國武功─明清的戰爭圖像與文化表述」。

2月 18日 國史館舉辦「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講座」系列，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

研究員於該館臺北館區會議室演講，講題「戰後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2月 21日 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邀請國立東華大學名譽博士楊南郡先生演講，講題「古

道與古地圖」。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邀請臺灣史研究所劉士永副研究員兼副所長於該中心演講，
講題「誰是『公共』？誰的『衛生』？現代西洋公共衛生的興起、差異，與東亞擴散」。

2月 2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淑雅副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困境重現之因：第二次臺海危機

與美國政策」。



2
2
2

2月 24日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現代中國的型塑：形塑現代中國的日常生活」計畫研究群邀請國立陽

明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蘇碩斌副教授於政治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畫的跟真的一樣：民間肖

像畫及人物寫實概念」。

2月 29日 東森新聞部副總編輯王凌霄先生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歷史與新聞的對話」。

3月 2日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邀請日本同志社大學錢鷗教授於該校人社院演講，講題「王靜

庵、羅雪堂的京都時代」。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臺大法律學院舉辦「東亞法院與法律繼受」學術研討會，

於該校法律學院舉行。

3月 5日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呂紹理教授兼主任於該系演講，講題「臺灣：日本帝國的生態前沿」。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吳政憲副教授接任該系代理系主任。

3月 6日 長崎福建會館理事長陳東華先生受邀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泰益號與長崎華

商活動」，同時由辛德蘭教授擔任引言人。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邀請馬來西亞砂拉越大學蔡靜芬講師於該校人社院演講，講題

「同神異祭：兩個砂拉越華人聚落之儀式比較」。

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邀請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Anglina Shkel於該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講題「二十世紀初期俄羅斯旅人Arnold Moltreht遊記中的福爾摩沙」（The 
Early 20th Century Image of Formosa in the Russian Account by Arnold Moltreht）。

3月 7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族群史研究群、殖民地史研究群邀請日本靜岡大學人文學部教授大野

旭（楊海英）於該所演講，講題「先打延安派，回頭收拾挎洋刀的─內蒙古的文化大革命」。

國史館邀請美國外交官 Neil Gibson於國史館臺北館區演講，講題「Career Representing America: 
US Foreign Service」。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Paul Katz（康豹）研究員於該所演講，
講題「臺灣漢人社會的神判儀式」。

國史館臺北館區舉辦「放眼世界─ Open to the World」系列專題演講，邀請美國在臺協會領事
事務官Mr. Neil Gibson演講，講題「Career Representing America: US Foreign Service」（夢想新
體驗：外交生涯甘苦談）。

3月 8日 國史館舉辦「抗戰史之研究學術座談會」，於該館臺北館區舉行。邀請日本慶應大學商學部段

瑞聰教授、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胡德坤教授、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張瑞德教授、中華軍史

學會傅應川副理事長、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彭敦文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武

漢大學歷史學院韓永利教授等人討論抗戰史研究成果與前景。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五色擦撞的火花：臺灣光復初期力

行民主與二二八事件」。

3月 9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長天傳播總經理暨總製作人丁雯靜於該系舉行《驚濤‧太平輪》

電影試映及座談會。

3月 12日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防醫學院通識中心秦先玉助理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誰讓蒸煮

『自動化』：戰後臺灣廚房的性別與技術建構」。

3月 13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族群史研究群邀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張正田博士後研究員於該所

演講，講題「桃竹苗地區客家義民信仰的內部差異」。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鍾淑敏副研究員於該系演講，講題「日治

臺灣史研究入門」。

3月 14日 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邀請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及中華研究中心中國文化組主

任黃文斌博士於該所演講，講題「馬來（西）亞華文高等院校的發展與問題（1954-2011）」。
國史館於臺北館區舉行《奠基臺灣稻米育種研究的學者─磯永吉》國史館紀錄片賞析暨映後

座談會。邀請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賴光隆名譽教授及該館歐素瑛協修擔任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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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5日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李君山助理教授至該系演講，講題「政府遷臺

後軍事史之研究心得（1949-1975）」。
3月 16日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於該所舉辦「歷史記憶的保存與再現─威權時期口述歷史的實務與

生產」工作坊，由陳翠蓮等學者發表六篇論文，並由吳乃德等學者進行兩場相關座談。

本日起至 18日止，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舉辦年會，於加拿大多倫多
Sheraton Centre Toronto Hotel舉行。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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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系演講，講題「海洋史研究的傳承與發展─從日本近年的研究談起」。

3月 17日 國史館舉辦「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講座」系列，邀請美國芝加哥大學艾愷教授（Guy 
Allito）於該館臺北館區會議室演講，講題「從世界史觀點看中國共和革命思想的特色」（Features 
of Chinese Republican Revolutionary Thought in World History Perspective）。

3月 20日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邀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葉高華博士後研究員於該所演講，

講題「空間、時間與臺灣社會」。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左玉河研究員演講，講題「三○年來

大陸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與分析」。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陳宗仁助研究員於該校人社院演

講，講題「郁永河〈宇內形勢圖〉解析：兼論清初的『東、西洋』視野與地緣政治架構」。

3月 21日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游鑑明研究員至該系演講，講題「我的臺灣

近代婦女史研究：從性別視角說起」。

3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副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伯理璽天德』：一個消失的『關

鍵辭』」。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東華大學歷史系呂靜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從巴拿馬運河到中國

大運河─民初中美技術合作的嘗試」。

3月 23日 本日起至 24日止，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主辦之「2012東亞儒佛會通與諍辯」學術
研討會，於該校舉行。國內與日、韓、越相關研究學者發表論文。

3月 24日 本日起至 25日止，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舉辦「第五屆臺灣史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
於新店中信商務會館舉行，會中共發表 23篇論文。

3月 26日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艾愷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世界史視角下

百年來西方的中國史研究」（A Century of Moder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on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Historiography）。

3月 27日  本日起至 29日止，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辦「世變下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文化」國際學術研
討會，於該校國際會議廳舉行。會中由相關領域學者共發表 18篇論文，並由程章燦教授以「文
字傳統與圖像傳統─中國古代文獻的圖像文化視角」、Lynn Sturve（司徒琳）教授以「憨山德
《自敘年譜》的重新詮釋」進行主題演講。

3月 28日 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兼文化史研究室副主任左玉河受邀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

講題「近代中國民粹主義的反思」。

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邀請馬來亞大學陳愛梅博士生於該所演講，講題「荒郊野外和檔案

局的驚喜和危機─馬來亞華人史研究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陳惠芬副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當民國知識分子遇上拉斯基─所

見、所聞與政治改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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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日

本北海道大學吉開將人副教授於該校文學院演講，講題「苗族史論對近現代『中華民族』認同

的影響」。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舉辦「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互動」學術沙龍，於該校文學院舉行。日本武

野藏大學人間關係學部陳繼東副教授主講「近代東亞佛教共同體的想像」、日本成城大學經濟

學部陳力衛教授主講「梁啟超與《和文漢讀法》」、日本神戶大學大學院王柯教授主講「『漢奸』

考─從『天下國家』的話語到『民族國家』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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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9日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臺灣文化研究所共同舉辦文史臺灣學術講座，邀請日本東

京大學藤井省三教授演講，講題「『海角七號』與西川滿戰後小說」。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邀請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張炎憲於該系演講，講題「歷史記

憶與口述歷史─從二二八、白色恐怖口述談起」。

3月 30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群邀請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蘇碩斌副教授演講，

講題「攝影術與肖像畫：媒介理論用於臺灣歷史研究的嘗試」。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人類學系 Fabian Graham（古毅飛）博士生
於該校文學院演講，講題「Taiwan’s Religious Landscape: ‘Folk’ Taoism and Popular Religious 
Practices」。

4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日本成城大學經濟學部陳力衛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19世紀至
20世紀的英華辭典與英和辭典的相互影響─中日近代新詞往來的管道之一」。

4月 5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石川禎浩教授演講，講題「小說《劉

志丹》案：一場至今未息的爭論」。

4月 6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兩岸研究群邀請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石川禎浩教授演講，講

題「日本研究中國革命史的現況與困境」。

4月 7日 國史館邀請醒吾技術學院餐旅系卓文倩教授於該館演講，講題「我國歷任總統國宴菜色及政經

意涵之比較研究」。

4月 10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黃慶華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淺談印度支那

戰爭責任問題」。

4月 1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林美莉副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上海孤島新聞界的生機與危機─

以洋旗華文報為中心」。

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顏杏如助理教授至該系演講，講題「日治時期

風景的移植、創造與在臺日本人─以臺北行道樹的栽植為例」。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邀請陳育青導演於該系演講，講題「我的人權之旅」。

4月 1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邀請美國加州 Pomona College歷史系陳欣欣
（Angelina Chin）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1920-30年代香港的『殖民慈善』（Colonial Charity） 
與婦女救濟」。

4月 14日 國史館舉辦「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講座」系列，邀請福特基金會北京辦事處首席代表

費約翰（John Fitzgerald）教授至該館臺北館區會議室演講，講題：「親民：共和百年來的官紳
分離課題」。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史原》復刊第三屆編輯委員會主辦跨學群討論會「中國傳統法律知識、

教育與傳播」，於該校文學院舉行。邀請游逸飛、楊曉宜、李如鈞、鹿智鈞、陳重方等人擔任

討論人。

4月 16日 國立暨南大學暨東海大學歷史學系邀請福特基金會北京辦事處首席代表費約翰（John Fitzgerald）
教授演講，講題「民主、安定與近代縣政府：清末至抗戰前夕廣東省區域治理經驗」（Democracy, 
Stability and Modern County Government: Lessons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Empire to Republic）。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東海大學教育所邀請美國普度大學社會系楊鳳崗教授於政大文學院

演講，講題「中國宗教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論探索（一）：三色市場理論」。

本日起至 5月 4日止，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藝術中心、通識中心與大眾教育基金會合作，
於該校湖畔藝術中心舉辦「簡吉與日據臺灣農民運動」特展，並於 4月 23日舉行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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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7日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蔡錦堂副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日

本治臺中後期的菁英養成─以臺北高等學校為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東海大學教育所邀請美國普度大學社會系楊鳳崗教授於政大行政大

樓演講，講題「中國宗教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論探索（二）：短缺經濟理論」。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衛生史研究計畫、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邀請英國倫敦

大學人類學系 Jakob A. Klein教授於該中心演講，講題「Everyday Approaches to Food Safety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4月 18日 國史館臺北館區放映《誓與臺灣共存亡的白團團長─富田直亮》紀錄片，由國立交通大學傳

播與科技學系林照真副教授及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陳鴻獻先生擔任與談人。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東海大學教育所邀請美國普度大學社會系楊鳳崗教授於政大行政大

樓演講，講題「中國宗教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論探索（三）：寡頭壟斷理論」。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黃進興院士於該系演講，講題「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

觀點的考察」。

4月 19日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東海大學教育所邀請美國普度大學社會系楊鳳崗教授於臺灣大學社

會學系演講，講題「中國大陸的儒家、基督教與公民宗教」。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 University of Toronto林東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Rethinking the 
Late Qing: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mpire-Building」。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漢學中心訪問學人、美國聖母升天學院歷史系中島知惠子助理

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保健商品：20世紀初期上海的健康、衛生與商業文化」。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邀請美國 Towson University歷史系 Steven Philips（費世文）教授於該系
演講，講題「美國學術界所瞭解的抗戰時期的蔣中正：七七年的演變」。

4月 20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蔣介石研究群邀請日本麗澤大學外國語學部櫻井良樹教授於該所演講，

講題「東亞國際關係視野下的駐華北日軍（1901-1936）」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群邀請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石計生副教授演講，講題「臺灣

歌謠作為一種『時代盛行曲』：音樂臺北的上海及諸血魅影（1930-1960）」。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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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介民副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回

顧『九二共識』的謎團 1992-2012」。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貞德研究員於該系演講，講題「從量

變到質變：歷史研究中的婦女與性別」。

4月 25日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舉辦「寰宇漢學學友講座」，邀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臺灣研究中心副主

任 Dafydd Fell（羅達菲）教授演講，講題「The Popularity of the Study of Taiwan Politics Abroad」
（國外對臺灣政治研究的風行）。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衛生史研究計畫、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共同舉辦「文化

交流中的疾病觀」工作坊於該中心舉行，由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柯麗娜演講「二至十三世紀中

國醫學中的痰症及其印度淵源」、該中心博士後研究陳秀真演講「神奇抗菌劑？─建構北里

所鼠疫疫苗及血清的背後跨國知識脈絡及其運作：一個計畫初期的構思及成果報告」。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東海大學教育所邀請美國普度大學社會系楊鳳崗教授於東海大學演

講，講題「中國的宗教人口與靈性生活」。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舉辦演講，邀請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水野直樹教授演講，講題

「有關殖民地時期朝鮮的創氏改名運動 」，並由成大人文社會中心岡本真希子助研究員擔任與
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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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6日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東海大學教育所邀請美國普度大學社會系楊鳳崗教授於中華福音神

學院演講，講題「中國大陸的政教關係走向與基督教發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孫慧敏助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孤島時期上海的暴力犯罪與刑事

審判：以帥連香殺人案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成功大學資工系黃崇明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從『文史

脈流行動導覽服務平臺』談『資通─文史』跨領域合作夢境」。

本日起至 28日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舉辦「第一屆臺灣研
究世界大會」。會中由劉翠溶院士以「中國大陸的臺灣研究概況」、若林正丈教授以「『述史』

之志：葉榮鐘晚年的書寫活動」為題進行主題演講。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史原》復刊第三屆編委會主辦研究生討論會，邀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生蘇聖雄於該校文學院演講，講題「民國政治人物研究之反思─從蔣中正疑似過動兒談起」，

由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皮國立博士擔任與談人。

4月 27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北京大學歷史系王曉秋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1887年清朝海外
遊歷使初探」。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現代中國的型塑：形塑現代中國的日常生活」計畫研究群邀請政治大

學歷史系呂紹理教授於該校演講，講題「臺灣作為日本帝國的生態邊界」。

4月 28日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舉辦「2012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於該校舉行。
4月 30日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舉辦「寰宇漢學學友講座」，邀請德國萊比錫大學東亞學系 Philip Clart

（柯若樸）教授於該館演講，講題「“Religious Ecology” as a New Model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us 
Diversity in China」（宗教生態學─作為研究中國宗教多樣性的新課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蔣介石研究群邀請日本放送大學西村成雄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憲

政公共空間與訓政體制：1944年重慶的政治進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李筱峰教授於該系演講，講

題「歷史與政論─我的經驗談」。

（資料整理 / 任育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