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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日 桃園縣立永豐高中黃偉雯女士在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由旅遊觀點看馬來西亞多元文

化」。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陳芷凡女士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

「『海洋』視域的可能性： 臺灣原住民圖像建構的翻譯與「番」譯」。
5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李鎧光博士在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1946年上海

市參議員選舉」。

5月 3日 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Adam Fox教授於國立臺灣大學演講，講題「Food, Drink 
and Social Distinc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中華民國鐵道文化協會理事羅文德先生在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臺灣鐵道發展產業運

輸的關係」。

韓國東國大學中文系教授、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副會長金良守教授在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

研究所演講，講題「殖民地時期韓國的 迅受容—兼及與臺灣的比較」。

5月 4日 國立中央大學講座教授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蕭新煌所長於中央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演講，

講題「臺灣的族群、族群運動與族群政策」。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卓克華副教授在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演講，講題「寺廟調查與方法」。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王健文教授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南方有嘉木：成大校

史書寫後記」。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楊小濱副研究員在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演講，講題「當代

文學 /電影中的創傷性快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皮國立博士在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近代中國虧虛、

手淫與神經病—從補腎到荷爾蒙療法的救贖」。

5月 5日 國史館「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講座」系列，邀請香港大學人文學院馮客（Frank Dikötter）
教授於該館演講，講題「1911年以來中國政治開放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Political Openness 
in China since 1911）」。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2012年沿山地區研究工作坊：聚落與族群」，共計發表10篇論文。

5月 6日 本日起至 6月 30日止，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辦「二二八事
件—高雄地區綏靖清鄉文物特展」。

5月 7日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劉醇鑫教授在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演講，講題「客家命運

觀中所反映的傳統思想」。

5月 8日 本日起至 9日止，國史館、趨勢教育基金會及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共同主辦「白崇禧將軍與民國」
學術座談會，於該館舉行。會中共發表 17篇論文，並由白先勇先生發表專題演講。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查忻博士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由十七世紀荷蘭人教

會在臺灣的活動看荷蘭改革宗教會的臺灣宣教」。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班研究生簡史朗先生在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歷史文獻與

考古資料的對話：以 Favorlang社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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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9日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徐亞湘教授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演講，講題「進步文藝的示範：戰

後初期曹禺劇作於臺灣演出史探析」。

美國 Pomona College 東亞研究學系 Angelina Chin（陳欣欣）教授在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演講，講題「1920－ 30年代中國南部的「殖民慈善」（Colonial Charity）與婦女解放」。
國史館舉辦〈國史影音饗宴〉紀錄片賞析暨映後座談會，播放《縱橫臺灣的探險家—必麒麟》，

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張素玢副教授及臺灣民俗研究者劉還月先生擔任與談人。

5月 10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雷祥麟副研究員在該所演講，講題「氣化與蒸氣機：中西醫匯通的興起、

演變、及其身體圖像，1880-1930」。
陳耀成導演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康有為二三事」記錄片放映，隨片舉行座談會。

5月 11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鈴木哲造先生在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臺灣醫

學史研究的情趣：我的經驗談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戴麗娟教授在該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法蘭西殖民帝國與殖

民科學：制度與實情分析」。

5月 12日 華僑協會總會為慶祝創會七十週年，於國史館舉行「『吳鐵城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5月 13日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黃士娟助理教授於國史館演講，講題「空間與權力—

臺北都市空間的規劃」。

5月 14日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與中國近代史學會於該校舉行「書寫民國史」兩岸座談會。由北京中國社

科院近史所王建朗所長、金以林研究員、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吳景平教授、政治大學臺灣文

學研究所陳芳明講座教授、歷史學系唐啟華教授、知名媒體人趙少康先生等學術先進參與座談。

5月 15日 臺北市立美術館館員余思穎女士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美術館工作面面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林玫君教授在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演講，講題「從柔弱到剛健：

日治時期臺灣女學生登山活動的變貌」。

荷蘭萊登大學文化人類暨發展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羅永清先生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演講，講題「掛人頭，土地買賣—試論太魯閣區域原住民保留地權框架中浮現的『法律個人

主義』」。

5月 16日 普林斯頓大學姜學豪先生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The Science and Transformations 
of Sex in Chinese Modernity」。

5月 17日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舉辦 The Chinese Recorder 《教務雜誌》發表會暨座談會，座談會演講人
與講題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林美玫教授「中國內地會宣教中國之歷史研究」；國立臺灣

大學歷史學系查時傑教授「老照片新故事：《教務雜誌》中所刊登的圖像介紹」；歷史學系古

偉瀛教授「橫看成嶺側成峰—從 Chinese Recorder中管見」；歷史學系查忻博士「《教務雜
誌》中關於長老教會臺灣宣教的介紹」；資訊工程學系項潔教授「CRISE (CRI Search Engine): 
Reindexing the Chinese Recorder」。
胡淑雯女士在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演講，講題「愛，孤獨，與創傷記憶的不穩定感」。

5月 19日 本日起至 7月 28日止，國家圖書館推出「好好享一夏—『臺灣文學與電影』」系列講座，結

合文學講座與經典電影欣賞，帶領讀者大眾體會文學作品的奧義，感悟美學真諦。於國家圖書

館文教區 3樓國際會議廳舉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於該系舉行「東亞文化與政經發展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5月 21日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李祖基教授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雍正年間臺灣

番地開墾政策的變化—以《 臺錄》為中心」。

5月 22日 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王婉容在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演

講，講題「大眾不再沉默—應用戲劇參與社會的文化行動」。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劉昶先生在國立成功大學歷

史學系演講「農民、國家、與鄉村革命：中國革命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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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3日 前臺灣省政府文獻會主任委員簡榮聰先生在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演講，講題「臺灣傳統

家具研究鑑賞」。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宗教學系及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楊美惠

（Mayfair Yang）教授在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演講，講題「中國的後殖民主義、宗教性、
與現代性」。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知識建構與知識傳播研究群邀請新加坡大學 Leigh Jenco教授於
該所演講，講題「The Problem of the Culturally Unprecedented: Cultural Difference as Historical 
Discontinuity after May Fourth」。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教師彭裕峰，返校進行系友座談，交換教學心得。

5月 24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達嘉副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敵人或盟友：省港罷工的商人因

素和政黨策略」。

5月 25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2012年第 2次環境史工作坊」，共發表 2篇研究報告與 2篇閱
讀報告。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黃富三兼任研究員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演講，講題「拓

墾與家族性格—鹿港施家與霧峰林家的比較」。

5月 26日 國史館主辦「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講座」系列，邀請國立政治大學金觀濤教授於該館演講，

講題「中國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程」。

本日起至 27日止，國立臺北大學人文學院及歷史學系主辦「近代東亞的區域交流與秩序重編」
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該校舉行，會中共發表 18篇論文。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臺灣古文書學會共同主辦「第六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

討會」在逢甲大學舉行。

5月 28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研究群邀請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區志堅教授至該所演講，講題

「胡適與錢穆論學的不同觀點」。

5月 29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主任莊樹華博士在暨南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數位檔案與

史學研究」。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顧雅文助研究員在該所演講，講題「洪水災害的社會回應與國家干預：

清及日治時期的洪水防禦」。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邀請該校訪問學人、美國 Townsend大學歷史學系 Steven Philips（費世文）
教授演講，講題「冷戰初期國民政府與區域國家關係」。

施詔偉先生在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生命禮俗研究室讀書會報告，講題「試探中蘇關係在二戰

中的轉變」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司黛蕊（Teri Silvio）研究員在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演講，講題
「歌仔戲與布袋戲之間 : 談 cosplayer的身體感」。
佛羅里達州立大學俞永峰助理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Sanctity and Self-
Inflicted Violence in Chinese Religions, 1500-1700」；美國聖母升天學院歷史學系中島知惠子助理
教授演講，講題「身體、社會與國家：公共衛生的建立與上海城市文化」。

5月 30日 國史館舉辦「放眼世界系列專題演講」，邀請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政治經濟處處長傅筱蕾

（Ms. Fluer Willson）女士演講，講題「下午茶饗宴—英國的飲食與文化（Food for thought：
Understanding the UK through its culinary history）」。

5月 31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陳文德研究員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演講，講題

「文化產業與聚落發展：從卑南族的例子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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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用眼睛看的女性史」課程舉辦周旭薇導演執導《金孫》放映會暨座談會。

該片入圍 2012年臺北電影節最佳劇情片競賽片。
同日至 6月 3日，財團法人蔡瑞月文化基金會主辦「追求公義、承擔苦難」第六屆蔡瑞月舞蹈
節舉行開幕式，並邀請高俊明牧師、謝聰敏先生舉行座談會。

真理大學及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大會共同舉辦「馬偕與臺灣之現代化發展學術研討會」，於

該校臺北校區舉行。希望從「宣教」、「教育」、「宗教與文化對話」等向度，以檢視 140年
前馬偕牧師在臺宣教之諸作為如何影響臺灣的現代化發展。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主辦「宗教中的教徒—第二屆歷史上的民眾與社會」學術研討會」，於該

校人文大樓舉行。會中共發表 10篇論文。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醫療的物質文化」先期計畫、「生命醫療史研究室」邀請牛津大

學衛康醫學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吳易叡醫師於該所演講，講題「跨民族史的研究取徑：以戰後

精神醫學史為例」。

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施維禮助理教授在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歐洲現代化下

的自我」。

6月 2日 國史館 6月份假日專題演講，邀請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鄭潤道副教授演講，講題「韓國
藝術之美—從國史館館藏韓國藝術品談起」。

6月 4日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師生至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參訪，並舉行雙方師生交流座談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東亞區域研究群邀請菲律賓大學 Sylvano D. Mahiwo教授至該所演講，
講題「Evolution Dynamics: Metanation State Relations in East Asia」。
文化大學歐陽新宜學務長在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演講，講題「世界和平了之後？共產主義

運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6月 5日 漢學研究中心寰宇漢學講座邀請英國里茲大學東亞歷史 Alisa Jones博士於該中心演講，講題「日
本在臺灣教科書的敘述：探索臺灣公民意識演變的作用」。

漢學研究中心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亞洲研究所研究員 Fiorella Allio（艾茉
莉）於該中心演講，講題「臺灣集體儀式的韌性、轉型與適應：藉由二十四年來對西港刈香田野

工作的挖掘呈現成果」（Resilience, Transformation and Adaptation of Communal Rituals in Taiwan: 
Mining on Twenty-Four Years of Fieldwork Research on Saikang’s Koah-hiun （西港刈香） (Tainan) 
for results）。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莫世祥在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孫中山、同盟會與港英政府的

博弈」。

美國康乃狄克州立大學歷史學系羅士傑助理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無政

府者的宗教（Anarchist Cult）？浙江省慶元縣的菇民與老官齋教 （960-1868）」。
6月 6日 廣川醫院柯基生院長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纏足的身體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蔣介石研究群邀請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鮑紹霖教授至該所演講，講

題「從地緣政治、經貿及資源爭奪看美國對華的政策根本導向」。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系 Judith Walkowitz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
「Women, Consumer Culture and Cities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華山彩繪社曹仙文先生在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演講，講題「認識寺廟彩繪—實作與程

序」。

本日起至 6月 9日止，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所主辦「馬克思主義在東亞」國際學術工作坊，
於該校光復校區人社二館舉行。

6月 7日 中研院近史所巫仁恕副研究員在該所演講，講題「逃離城市：明清之際江南城鎮士人的逃難經

歷」。

作家張耀升先生在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演講，講題「我在臺灣小說中的迷途與覺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登武教授在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應用史學的課程規劃與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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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8日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吳翎君教授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近代中國國際關係史研

究的新方向—政治經濟與文化」。該系亦邀請 Judith Walkowitz教授演講，講題「Night Out: Life 
in Cosmopolitan London」；及 Daniel Walkowitz教授演講，講題「English Country Dance and the 
Transatlantic Politics of Modern Urban Culture: 20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謝斐宇助研究員在該所演講，講題「Export making/State making: The 
origins of Taiwan's export-led development」。

6月 9日 財團法人蔡瑞月文化基金會主辦第六屆蔡瑞月舞蹈節文化論壇，於蔡瑞月舞蹈研究社舉行，針

對相關議題邀請王昭文、張炎憲、尤美琪、鄭仰恩等人與談。

本日起至 9月 9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皇家風尚：清代宮廷與西方貴族珠寶」特展。
6月 11日 葡萄牙中國學院澳門研究中心金國平研究員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文化交流史

之葡萄牙篇」。

葡萄牙中國學院澳門研究中心金國平研究員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十六世紀

海圖與文獻中的 "Os Léquios"、"O Léquio Pequeno"及 "A Ilha Formosa"」
6月 12日 行政院顧問洪慶峰先生在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社區營造論壇」。

葡萄牙中國學院澳門研究中心金國平研究員在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中外關係史

葡萄牙文獻的研究與展望」。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郭岱君研究員在國史館演講，講題「你不知道的臺灣故事—從計

劃經濟到市場經濟」。

6月 13日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邀請黎美光女士於該系演講，講題「從社會文化的探索，看見舞蹈

的可能性」。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周樑楷教授在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影視史學：歷史女神

上雲端」。

布農文化發展協會總幹事韃虎．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先生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

言研究所演講，講題「南島語語言田野調查—布農族的巫術與禁忌」。

葡萄牙中國學院澳門研究中心金國平研究員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葡萄牙史料中的東

亞世界」。

6月 14日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魏德海東亞研究所 （Weatherhead East Asia 
Institute）以及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共同辦理臺北東亞論壇系列演講，邀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
學系副教授 Eugenia Lean（林郁沁）演講，講題「Audacious Fraud or Masterful Imitatio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pycats and the Global Trademark Regime」。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王遠義副教授在該系講論會演講，講題「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

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

沈鈺君女士在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生命禮俗研究室讀書會報告，講題「洋務運動中保守派的

角色」。

6月 15日 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部陶德民教授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文化交流史之日本篇」。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帝國在臺灣」工作坊，共發表 13篇論文。
本日起至 8月 12日止，國立臺灣文學館於該館舉辦「臺灣現代詩外譯展」。

6月 16日 國史館主辦「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講座」系列，邀請中央研究院陳永發院士演講，講

題「辛亥革命中的譚延闓」。

6月 17日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系 Tobie Meyer-Fong（梅爾清）副教授自 2012年 6月 17日至 8月
1日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訪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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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9日 本日起至 20日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研究所、歷史
學系協辦之「第二屆沿山地區聚落與族群學術研討會」，於該所舉行。會中共發表 16篇論文。
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劉益昌研究員、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柯志明研究員擔任主題

演講人，講題分別為「文字、口傳與地下資料」、「國家權力的進入與屯番保留區空間秩序的

形成」。

漢學研究中心寰宇漢學講座，邀請美國聖母升天學院歷史學系中島知惠子助理教授演講，講題

「醫藥、慈善、營利：近代上海的醫院發展」。

財團法人淨竹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鍾淑姬女士在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演講「醫生，沒有你我就

不會生：談臺灣接生文化的轉變」。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於該系舉辦「近世東亞海港城市研究國際工作坊」，共發表 9篇論文。
6月 20日 本日起至 22日止，中央研究院主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分於該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族

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及海洋史專題

中心等地舉行。

國史館舉辦《轉角的風華─打造 Formosa Tea的陶德》國史館紀錄片賞析暨映後座談會，由文化
部文化資產局陳政三專門委員、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翁佳音副研究員擔任與談人。

6月 21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楊典錕助理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

以第一至第十一期畢業生為中心的分析」。

6月 22日 美國伊利諾大學歷史系傅葆石教授在國史館演講，講題「大時代小女子：談張愛玲與《太太萬

歲》」。

日本兵庫縣立大學經濟學科許瓊丰博士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林丁國博士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進行研究經驗分享。

6月 25日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李紀祥教授在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演講「地圖與世界：身在何處」。

6月 27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思想史研究的現況與展望座談會暨「比

較思想史研究群」成立大會，於該中心舉行。

蒙古國駐臺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代表Mr. Enkh-Amgalanbaatar Tsevegbat（恩和）在國史館
演講，講題「草原風情—蒙古國的傳統生活」。

6月 28日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系 L. M. Douw博士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
題「Ryukyu-Taiwan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賴毓芝助研究員在該所演講，講題「促發世界 :乾隆朝《獸譜》中所涵
攝之歐洲動物圖像與知識及其轉換」。

6月 29日 教育部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補助、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國立臺灣文學館共同主辦「西

川滿大展開幕暨學術研討會」，於國立臺灣文學館舉行。

東華大學歷史學系蔣竹山助理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從新文化史到全球

史：當代史學研究新趨勢—兼論近來日治臺灣文化史的書寫」。

本日起至 30日止，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舉辦「媒介現代：冷戰下的臺港文藝學術工作
坊」，於該校舉行。

6月 30日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史原》復刊第三期論文發表會。

日本三得利文化財團 2011年度研究助成「近代東亞的形成與翻譯概念— 以東西國際關係與外
交交 為中心」主辦、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協辦之「『宗主權』概念與近代東亞」工作坊，於該系

舉行，共發表 3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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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日 本日起至 7月 6日止，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主辦「聲音與影像的東亞：2012
『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大專生暑期研習營」於該校舉行。本次課程設計特別安排「音樂記憶與

歷史」、「聲音的想像共同體」、「影像的越界與生成」、「在地影像與記憶」等主題，希望提

供學生新的知識系譜與思考框架，並展現臺灣多元的知識視野。由國內在學與應屆畢業博碩士、

大學生 60人參與。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陳志豪先生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清帝國

版圖邊陲：新竹頭前溪中上游流域的土地制度與社會變遷」。

7月 4日 國史館舉行《民主路上的中華民國‧上輯》國史館紀錄片賞析暨映後座談會，國史館修纂處吳

俊瑩助修擔任與談人。

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暨研究所謝穎慧教授讚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演講，講題「『留』」與『不

留』—日治時期一個漁村之遷移相關現象初探」。

7月 6日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學系 Philip Brown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日本水
利工程以烏山頭水庫與豐滿水庫的環境史比較研究」。

7月 7日 本日起至 8日止，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指導，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辦之「東南亞
客家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於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苗栗園區舉行。

新北市 鶯歌陶瓷博物館典藏展示組組長莊秀玲女士在國史館演講，講題「點土成金的秘密—

淺談陶瓷的創新與藝術」。

本日起至 8月 31日止，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文獻委員會在中山堂舉辦「八年‧烽火‧血
淚—七七事變七十五週年」特展。

7月 11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蔣介石研究群邀請神戶大學大學院國際文化學研究科王柯教授演講，

講題「黑龍會與辛亥革命」。

7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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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路新

生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今文經學與晚清民初史學的『現代轉型』」。

7月 14日 本日起至 8月 19日止，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辦「沉默的目
擊—2012國際人權紀實攝影展」於該館舉行。該攝影展邀請來自全球各地共計 7國 17位獨立
攝影家，以紀實攝影的創作手法，呈現跨地域、跨文化，描繪亞洲諸多城市邊緣人生活景象的

作品。並舉辦相關電影放映與演講活動。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兼藝術中心主任蕭瓊瑞教授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演講，講題「田

園牧歌：認識臺灣近代雕塑先驅黃土水」。

7月 16日 國立政治大學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社會科學院綠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人文

研究中心共同主辦「歷史與能源工作坊」，於該校舉行。會中針對古代歷史上的能源利用觀、

近代能源利用的變遷、歷史上的節約觀念，由該校歷史學系博、碩士生發表八篇論文，並舉行

綜合討論，由文學院周惠民院長擔任主持人。

本日起至 22日止，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成功大學閩南文化研究中心主辦之 2012年第五
屆「走入歷史田野—鹽水溪流域田野調查工作坊」，於該館舉行。

7月 17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行「100年度訪問學員成果發表會」，發表 4篇論文。
7月 18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訪問學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系 Tobie Meyer-Fong（梅爾清）

教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講題「褒揚王朝之亡者—十九世紀中國的群祀活

動」。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醫療的物質文化」先期計畫、「生命醫療史研究室」邀請中興大

學歷史學系許宏彬助理教授至該所演講，講題「發現過敏：戰後臺灣的新興疾病與專業建構」。

國史館舉辦「獅吼—《雄獅美術》發展史口述訪談」導讀會，由本書編者，國史館修纂處陳

曼華助修擔任導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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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9日 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方真真教授在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演講，講

題「從西班牙史料談十七世紀中葉華人赴呂宋貿易」。

7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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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田納西州立大學歷史學

系吳曉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從天下到地緣國，1900-1949」。
7月 21日 國史館舉辦「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講座」系列，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研

究所所長葉文心教授於該館演講，講題「從閱讀史料看民國史研究」。

7月 23日 廈門大學歷史學系鄭振滿教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講題「明清福建的鄉族自治

傳統」。

7月 24日 本日起至 25日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大阪市立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辦「近代
東亞城市的社會群體與社會網絡」國際學術研討會」，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共發

表 21篇論文。葉文心教授以「系統與網絡：城市研究的幾個思考」發表主題演講。
7月 25日 本日起至 8月 7日止，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指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歷史學系、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主辦之「田野與文獻研習營」，於金門及廣州

潮州地區舉行。

國史館「放眼世界—Open to the World系列」專題演講，邀請日本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岡田健
一秘書長於該館演講，講題「漫談日本選舉文化」。

7月 26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Joseph D. Lawson（羅週）博士在該所演講，講題「理想與
農業：抗戰時期中國西部的開墾荒地」。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任育才榮譽教授在該所演講，講題「醋貫古今—醋文化的歷史性發展」。

7月 27日 華東師範大學唐權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倭語之戲：曹寅《日本燈詞》

小考」。

7月 30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舉辦「中國法史的教學與研究」由黃源盛教授與李啟成教授主講，陳

登武教授與陳惠馨教授參與對談。

7月 31日 本日起至 9月 23日止，日本神戶大學人文學研究科田中剛研究員，為進行「戰後在臺蒙古人士
的歷史與文化」計畫，於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訪問研究。

8月 1日 本日起至 4日止，教育部、文建會指導，臺南市安平文教基金會、臺南市鹿耳門天后宮、財團
法人李江却文教基金會、國立成功大學臺灣語文測驗中心協辦之「海翁臺灣文學營」，於臺南

市鹿耳門天后宮舉行。

8月 2日 本日起至 3日，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於該所舉行「『十字路口的美國對臺軍售政策』國際研
討會」。會中共發表 10篇論文。

8月 4日 國史館「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講座」系列，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王國

斌（Bin Wong）教授於該館演講，講題「從歷史與比較的觀點看 1911年」。
本日起至 5日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日本愛知大學東亜同文書院大学記念センター合

辦「近代台湾の経済社会変遷—日本とのかかわりをめぐって」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會中

由臺灣、日本學者共發表 19篇論文。
非洲華文作家協會會長趙秀英女士在國史館演講，講題「非洲文化藝術采風之旅」。

8月 5日 本日起至 19日止，外交部與國史館在臺北賓館共同舉辦「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中日
和約）生效 60週年紀念特展暨座談會」。

8月 6日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系王國斌（Bin Wong）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
講題「帝制晚期的中國如何成為近代早期世界史的一部分？」。

國史館舉辦《國民革命軍與近代中國男性氣概的形塑（1924-1945）》導讀會，由作者中和高中
歷史科王詩穎女士擔任導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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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7日 神戶大學大學院國際文化學研究科王柯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天下國家

的思想與中國的統治正當性」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主辦之「大稻埕文化研習營」，於北投開幕。

8月 8日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群邀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林士炫助理教授於該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

「內蒙商道考察與體驗」。

8月 9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宇平副研究員在該所演講，講題「一九三○年代前期金、銀兩個貨

幣圈與亞洲國際金融秩序—以上海與孟買之短期資金動向與金融市場特質為中心的比較觀察

1930-1935)」。
8月 16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段煉博士在該所演講，講題「尋求超越：五四時期李大釗

的價值」。

8月 17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東亞區域研究群邀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朱蔭貴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

「中國工業化進程中民間資本的地位和作用」。

8月 21日 漢學研究中心寰宇漢學講座邀請美國史丹福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Eric Vanden Bussche（萬德
煦）於該中心演講，講題「邊界談判：晚清中緬邊界爭端」。

本日起至 8月 22日止，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舉辦「第六屆現代中國社會變動與東亞新格局國
際學術討論會」，於臺北桔子商務旅館舉行，由海峽兩岸與日本學者發表 37篇論文。23日與會
人員赴花蓮進行地方文化參訪。

國史館舉辦《光影歲月—高松豐次郎》國史館紀錄片賞析暨映後座談會，邀請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電影創作學系李道明副教授擔任與談人。

8月 2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王文隆博士在該所演講，講題「一場『兩個中國』的嘗試：

中華民國與寮國的建交與斷交」。

8月 24日 國史館「放眼世界—Open to the World」系列，邀請印度臺北協會會長 Mr. Pradeep Kumar 
Rawat（羅國棟）演講，講題「Unveiling India（掀開印度的面紗）」。

8月 25日 北美世界日報媒體集團和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主辦，中華企業協會（MBA）榮譽贊助，
Benefit Tomorrow Foundation和中國與亞太研究協會贊助之「重寫一部抗戰史」座談會，在加州
密爾布瑞市世界日報活動中心舉行。

8月 26日 本日起至 9月 1日止，中國近代史學會、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國立
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共同主辦「民國史事與檔案－兩岸研究生史學研習營」，希冀讓從事民國史

研究之青年研究生能夠廣泛且深入了解當前及未來民國史研究如何藉由運用檔案，來開拓與深

化更多新的研究議題。甄選 60名各校博碩士生參與。分於國立政治大學、國史館、中國國民黨
黨史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等地進行活動。

8月 30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趙樹岡博士在該所演講，講題「真實與虛構之間：檔案與

當代中國社會研究的反思」。

8月 31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環境史研究群主辦 2012年第 3次環境史研究工作坊，於該所舉行。
9月 1日 本日起至 10月 28日止，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二二八紀念館舉辦黃榮燦特展，於該館特展室舉行。

本月起至明年 2月止，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張建華教授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擔任客座教
授。

9月 3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殖民地史研究群邀請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陳文松助理教授在該所演

講，講題「麻雀西南飛：娛樂、交際、時勢與殖民地社會公共空間的創出—文化人吳新榮的

南瀛物語—」。該研究群同日邀請國立臺東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林淑慧副教授在該所演講，講

題「行旅記憶的交織：臺灣日治時期漢文遊記的敘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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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4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族群史研究群邀請日本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松岡格研究員於該所演

講，講題「臺灣原住民社會的可視化、地方化─其手段、代理機構，和政策作用」。

廈門大學歷史系主任兼所長王日根先生在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演講，講題

「明清海盜史研究的檢討與展望」。

9月 5日 國史館舉辦《前進朝鮮─與北韓交流二十年》導讀會，由本書作者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林秋

山教授擔任導讀者。

9月 6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研究群邀請倫敦大學皇家郝洛威學院歷史學系蔡維屏講師

於該所演講，講題「一件微妙慎重的事情：清末民初寄信的習慣」。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主辦「現代中國的形塑─形塑現代中國的日常生活研究生工作坊」，

於該校舉行，共發表 13篇論文。
9月 7日 本日起至 9月 8日，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二）—第十一至十八世紀

間中日韓三地的藝文互動」舉辦「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觀看、媒介、行動者國際學術研討會」

於國立臺灣大學舉行，會中共發表 15篇論文。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舉行「近世儒學、家族與宗教工作坊」成果發表會，由工作坊

成員發表成果報告。

本日起至 8日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比較殖民主義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該院人文社會科學館舉行。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 Tessa Morris-Suzuki教授發表主題演講，
講題「The Nature of Empire: Forest Ecology, Colonialism and Survival Politics in Japan’s Imperial 
Order」。會中共發表 14篇論文。
本日起至 8日止，中研院近史所主題計畫「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蔣經
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Institut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UCSC History Department共同舉辦
「Cosmopolitanism in China, 1600-1950」Conference。

9月 10日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新文化發展協會
主辦「東北亞國際政治與琉球歸還」國際學術研討會，於該院民族所舉行。會中共發表 9篇論文。

9月 11日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邀請該中心訪問學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研究員於該

中心演講，講題「二十世紀的中國電影」。

9月 13日 本日起至 14日止，國史館主辦「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於該館舉行。由卜睿哲（Richard Bush）教授發表主題演講，講題「對中華民國史的一些省思
（Random Thoughts on the Republic of China）」，會中共發表 47篇論文，並由張玉法、楊天石、
Rana Mitter、西村成雄進行綜合座談。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余敏玲副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明月照溝渠：程硯秋與中國共產

黨」。

9月 14日 本日起至 10月 15日止，逢甲藝廊、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共同舉辦「民國百年古文書展」，
於該校藝廊舉行。

9月 16日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傅朝卿特聘教授在國史館演講，講題「走入日治時期西洋風情建築之世

界」。

9月 17日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於該校文學院舉行杜維運教授紀念追思會。

9月 19日 國史館於該館舉辦《打造臺灣公共建築風貌的舵手—森山松之助》國史館紀錄片賞析暨映後

座談會，由中原大學建築系黃俊銘副教授、臺北市中山區長青學苑臺灣史蹟導覽講師陳皇志先

生擔任與談人。

9月 27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群、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合辦「日治時期的譯者與

譯事活動」工作坊於該院人文社會科學館舉行，會中共發表 6篇論文。
9月 19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黃道炫研究員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紮根—

中共徽縣地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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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0日 本日起至 21日止，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韓國 The Society of Ieodo 
Research主辦之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Geographical Features in the East Asian Seas and the Law 
of the Sea」，於該院民族所舉行，會中共發表 8篇論文。

9月 25日 上海社會科學院馬軍研究員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與君共舞：如何在 1920年
代的上海當舞女？」。

9月 26日 國立交通大學族群與文化碩士班、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共同邀請美國奧瑞岡州立大學歷史系榮退

教授 Arif Dirlik在該校演講，講題「Developmentalism: A Critique」。東吳大學歷史學系舉辦「歷
史與新聞工作坊」系列，邀請臺灣蘋果日報助理副總編輯方巧如主講，講題「真媒體假新聞—

無冕王的驕傲與失落」。

9月 27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林志宏助研究員在該所演講，講題「武備後的文裝—滿洲國時期的

古物調查工作」。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移民史研究中心李漪蓮主任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解放

的三寸金蓮：華裔美籍婦女史」。

9月 28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合辦「臺灣研究在韓國與臺灣史新研究

研討會暨 2012年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年會」，於該院人文社會科學館舉行。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王成勉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明末清初士

人的抉擇」。

中華軍史學會主辦「抗戰時期國軍重要戰役之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於臺北市公務人力發展中

心，會中共發表 8篇論文。
9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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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合辦「明

清水利與社會工作坊」，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舉行。

10月 1日 漢學研究中心舉辦寰宇漢學講座，由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系 Barend. J. ter Haar教授於國家圖書館
演講，講題「Where are China’s witches？（中國的女巫在哪裡？）」。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國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馬樹華副教授演講，講題「近代青島

港市的社會生活與歷史圖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邀請廈門大學歷史系張侃於該所演講，講題

「從月港到十字門：明代漳州海商嚴啟盛史事補論」。

10月 2日 臺灣人權促進會主辦「幽暗土層中的禁錮與呼吸—家族視角下的白色恐怖文學系列座談」，

本日主題「女性視角下的白色恐怖家族史」由鍾文音、利格拉樂．阿烏主講，沈秀華與談，楊

翠主持，於國立中興大學舉行。

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暨中央研究院梁其姿院士在國史館演講，講題「近代中國慈善組織暨

營養學研究概況與趨勢」。

本日起至 3日止，佛光大學人文學院主辦「文化與科學的變奏：近代中國救世團體、信仰文化
的發展與未來」國際學術研討會」於該校舉行。會中共發表 23篇論文。

10月 3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共同邀請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

中心胡英澤教授、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謝湜教授於該所演講，講題「區域史研究的反思與展望：

基於山西與江南研究實踐的對話和討論」。

國史館於該館舉辦《鼎革之際—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的誕生》國史館紀錄片賞析暨映後座談

會，由國史館張世瑛協修擔任與談人。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舉辦「歷史與新聞工作坊」系列，邀請臺灣蘋果日報助理副總編輯方巧如主

講，講題「狗仔無罪！？寫新聞還是製造新聞？」。



2
2
2

10月 4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世界史研究室邀請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博士、中研院臺灣

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朱瑪瓏博士於該所演講，講題「英國課業的實況：港際社群與十九世紀中

國人的西醫教育」。

日本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臺灣史研究中心主任檜山幸夫先生在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

系演講，講題「臺灣統治構造與臺灣總督府文書」。

《真相．巴萊》作者郭明正先生在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從電影《賽德克．巴萊》

談賽德克族的歷史與文化」。

臺灣人權促進會主辦「幽暗土層中的禁錮與呼吸─家族視角下的白色恐怖文學系列座談」，本

日主題「白色恐怖與港都文學」，由彭瑞金、莊金國主講、王昭文與談，於國立中山大學舉行。

10月 5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兩岸研究群主辦「第八屆冷戰時期海峽兩岸歷史研究生工作坊」，於

該所舉行。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中心衛生史研究計畫邀請耕莘醫院精神科巫毓荃醫師於該中心演講，講題

「二十世紀初期日本的『精神療法』：自我、修養與心理治療」。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2012中國效應在臺灣」研討會，於該所舉行。會中共發表 4篇
論文，並舉行座談會。

日本中京大學法學部檜山幸夫教授在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帝国日本の台湾

統治」。

10月 6日 本日起至 11月 12日止，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中文圖書館藏負責人
Brian Vivier（魏春秋）博士至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訪問交流。

10月 9日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王丹客座教授至該系演講，講題「如

何書寫「六四」的歷史」。

10月 10日 本日起至 12月 10日止，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主辦「民國初年知識份子文化救國歷程特展」
於臺北中正紀念堂中正藝廊舉行。展覽期間，並舉辦系列講座。

10月 11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沈松僑副研究員於該所演講，講題「道德人與不道德的社會：《生活

週刊》與近代中國的『修養』論述，1925-1933」。
彰化環境保護聯盟理事長蔡嘉陽先生在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後國光石化彰化西

南角發展的願景」。

本日起至 12日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之「臺北高等學校創立 90週年國際學
術研討會」在該所舉行。會中共發表 12篇論文。由臺灣與日本校友代表黃伯超、園部逸夫發表
專題演講。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正國副研究員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演講，「亞當史密斯

在中國 1890s -1911」。
10月 12日 苗栗縣西湖鄉公所吳濁流藝文館、國立聯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共同主辦「吳濁流與客家

文學學術研討會」，於該館舉行。

10月 13日 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主辦「民國初年知識份子文化救國歷程特展」系列講座於中正紀念堂中

正藝廊視聽室舉行。本場次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副研究員演講，講題「胡適與蔣

介石」。

藝術史學者邱建一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畢卡索與鴿子」。

10月 14日 臺灣人權促進會主辦「幽暗土層中的禁錮與呼吸—家族視角下的白色恐怖文學系列座談」，

本日主題「書寫引渡—白色恐怖文學的救贖意涵」，由季季、雷驤主講、胡淑雯與談、林世

煜主持，於臺北市明星咖啡館舉行。

10月 16日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李培德教授在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1940年代國共兩黨關係的
調適—香港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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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7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城市史研究群邀請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李培德教授於該所演講，講

題「陳光甫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方法和觀點」。

國史館舉辦《美援與臺灣的職業教育（1950-1965）》導讀會，由本書作者國立三重高中歷史科
安後暐先生擔任導讀者。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舉辦「歷史與新聞工作坊」系列，邀請臺灣蘋果日報助理副總編輯方巧如主

講，講題「關於過去的新聞價值，我們回得去嗎？」。

10月 18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東亞區域研究群邀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黃宗鼎博士候選

人在該所演講，講題「中越關於西沙、南沙群島之主權爭議（1955-1975）」。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舉辦「古道調查與報導文學：楊南郡博士學術系列講座」。本日舉行第

一場演講，講題「我的學術、思考與生活」。其餘三場講次時間，分為 11月 22日演講講題「八
通關古道」學術調查與分享。12月 13日演講講題「能高越嶺道」學術調查與分享。2013年 1月
10日演講講題「大分．塔馬荷：布農族抗日雙城記」。
博物館產業研究室主持人林志峰在國史館演講，講題「21世紀博物館展示趨勢及構成」。

10月 19日 私立方濟中學黃琦雯老師在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國高中教育發展與教育環境概況」。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主辦「輔大、政大宗教所博士生雅敘」學術研討會，於該校舉行。會中共發

表 4篇論文，同時舉辦座談會。
10月 20日 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主辦「民國初年知識份子文化救國歷程特展」系列講座於中正紀念堂中

正藝廊視聽室舉行。本場次由中央大學中文系焦桐副教授演講，講題「蔣介石帶來的滋味」。

本日起至 21日止，臺灣教授協會主辦「從當代問題探討臺灣主體性的確立」學術研討會，在臺
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行。

本日起至 21日止，南瀛國際人文研究中心在國立臺灣文學館舉行「第三屆南瀛研究國際學術研
討會」。

本日起至 22日止，北港朝天宮、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合辦「媽祖信仰文化暨在地人文
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該宮舉行，會中共發表 34篇論文。

10月 21日 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主辦「民國初年知識份子文化救國歷程特展」系列講座於中正紀念堂中

正藝廊視聽室舉行。本場次由清華大學中文系楊儒賓教授演講，講題「他們為什麼認為漢字是

野蠻的」。

10月 22日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廖敏淑助理教授於該系演講，講題「清代中國的與國」。

10月 23日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孫彩霞編審於該中心演講，講題「政

學系首領之一—楊永泰」。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劉萍副編審於該中心演講，講題「清

末社會風潮—《辛亥前十年報刊資料選》解讀」。

荷蘭萊登大學鄭維中博士在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演講，講題「親歷東西洋：

利邦上尉日誌的史料價值」。

10月 24日 國史館「放眼世界—Open to the World〉系列專題演講」邀請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裴仲雲先
生於該館演講，講題「臺越情誼面面觀」。

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中央人文傑出講座」，邀請美國史丹佛大學陳明銶教授於該校演

講。講題「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廣東因素」。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系友座談，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科員王湘文女士於該系演講，講

題「時間管理學的應用與執行力—從歷史系到職場的路上」。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邀請韓國成均館大學韓基亨教授舉行專題演講，講題「檢閱與殖

民地的文化結構：以朝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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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5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張志雲博士在該所演講，講題「梅樂和與汪精衛政府

（1940-1941）」。
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中央人文傑出講座」，邀請美國史丹佛大學陳明銶教授於該校演

講。講題「中國與世界互動的澳門平台」。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舉行「Medicine and History」學術演講，邀請香港中文大學熊秉真教授演講，
講題「健康與醫療千古巡 ：中國幼科之例」。該系陳君愷教授演講，講題「歷史視野下的疾病

觀念、醫療體系與文化脈絡」。該校江漢聲校長演講，講題「把醫學史教成演義或科普—現

代醫學教育中的醫學史」。

本日起至 26日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於該所舉行「海上大棋盤：太平洋島國與區域外國
家間關係」研討會暨培訓營，會中共發表 9篇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於該所舉行學術交流座談會，由成均館大學韓基亨教授、國史館

蔡盛琦協修、該校臺灣史研究所林果顯助理教授、該系吳佩珍助理教授等人擔任與談人。

10月 26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曹永和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十七世紀海域史新研究座談會暨慶祝曹

永和院士九三壽誕活動」，於該所舉行。會中針對早期臺灣史研究趨向由各領域學者發表 6篇
論文。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群主辦「清代旅蒙山西商人暨廣東行商史料研讀工作坊」，本日於該院近代

史研究所舉行。由該院近代史研究所賴惠敏研究員、該院臺灣史研究所陳國棟研究員等人主講。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就中心衛生史研究計畫、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臺北分部（CEFC）邀
請法蘭西學院社會人類學中心 Frédéric Keck研究員（EHESS-Collège de France），講題「Food 
Safety and Biosecurity : the case of Avian Flu」。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邱旭蓮小姐在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靜觀．賽德克族—

臺灣原住民部落報導攝影」。

本日起至 27日止，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臺灣文化研究中心主辦之第八屆「嘉義研究」學
術研討會，於該校舉行。會中共發表 18篇論文。

10月 27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王道還助研究員在該院胡適紀念館演講，講題「胡適與演化論：顛

覆中國世界觀的科學理論」。

文化部指導，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中國近代史學會共同主辦「101年蔣中正研究學術論壇：
1950年代的臺灣 (II)」學術研討會，於該處舉行。會中共發表 11篇論文。
中山醫學大學舉辦之 2012年第七屆臺灣語文暨文化研討會—「臺灣語文學科體制化的省思與

展望」，於該校舉行。

10月 28日 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主辦「民國初年知識份子文化救國歷程特展」系列講座於中正紀念堂中

正藝廊視聽室舉行。本場次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研究員兼所長演講，講題「從靈

學論爭到科玄論戰：民初中國知識分子對科學、哲學、宗教、迷信的討論」。

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主辦、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協辦，「臺灣近代戰爭史」

（1941~1949）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行。
10月 29日 韓國成均館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姜勇仲研究員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利用朝

鮮時期譯學書看明清社會面貌」。

10月 30日 輔仁大學「全校性閱讀書寫課程推動與革新計畫」系列講座，邀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王丹

客座助理教授於該校國璽樓演講，講題「一個人、一個時代、一個國家」。

國立歷史博物館張譽騰館長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博物館與歷史詮釋」。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舉辦世界史學術演講系列，邀請荷蘭萊登大學鄭維中博士演講，講題「鄭

成功的開國計畫」。

（資料整理 / 任育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