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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0日（四） 呂芳上教授就任國史館館長。

1月 21日（五）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與該館修纂處討論建國百年修史計畫。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柯志明特聘研究員在該所演講「社會抗爭與精英轉型：清代臺灣番政變革與平

埔族社會的內部衝突，以岸裡社為案例的分析」。

1月 22日（六） 中國近代史學會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於中正紀念堂舉行，選舉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周惠民院長為理

事長。

1月 25日（二） 賴俊雄先生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演講「翰墨大觀─臺灣早期書畫縮影」。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劉士永教授於該所演講「1939年影片「マラリア」解題與時代背景初探」。

1月 27日（四） 中央廣播電臺專訪新任國史館呂芳上館長。

國史館與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合作建置之「數位檔案檢索系統」，以 http://ahdas.drnh.
gov.tw 網址於本日起正式上線。
本日起至 1月 31日止，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於苗栗舉辦「新臺灣史研習營」。

1月 28日（五）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辦之「傳承與轉型：中華民國發展史論文研討會」，於 1月 28至 29日假政治
大學舉行。

2月 9日（三） 龍應台教授在國史館演講「文學．歷史與人生」。

2月 12日（六） 國史館 2月份假日專題演講，由中國回教協會秘書長馬孝棋演講「漫談真與假：伊斯蘭來自於陌生之間」。

2月 16日（三） 臺灣太平洋研究學會主辦「探索太平洋：臺灣原住民與南島民族的歷史、現況與未來國際研討會」，於

國家圖書館舉行。

2月 18日（五）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赴總統府三樓臺灣晴廳參加宣誓就職典禮；

下午出席《中華民國發展史》撰寫計畫第六次召集人會議。

2月 21日（一）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張谷銘副研究員於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演講「博士論文的歷史」。

3月 3日（四） 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筆墨譚心─延闓日記網站」（http://digiarch.sinica.edu.tw/tan）舉行發表會。該
站結合「典藏內容」與「資訊技術」，將漢籍電子資料庫中所藏達 250萬字的譚延闓日記記載 1895年到
1930年之間的日常生活與所見所聞，擷取其中精華公布於網路。

3月 5日（六） 國史館 3月份假日專題演講，由許義宗教授演講「中華民國百年鈔票」。

3月 10日（四）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主持該館「中華民國一百年通鑑籌編會議」，於下午代表該館接受蔣經國總統家屬蔣

方智怡女士移交「蔣經國總統隨扈日記」影印本 157冊及資料光碟 2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李盈慧教授於臺北大學歷史系演講「被忽略的主角 :『太平洋戰爭研究』的『亞
洲』觀點」。

3月 12日（六） 新加坡中山會館舉行的「華僑華人與辛亥百年」學術交流會。

3月 14日（一）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假政治大學季陶樓會議室舉行外交部「臺灣獎助金」

訪問學人學術討論會，邀請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候選人若松大祐先生以「21世紀臺灣官方
歷史敘述的變與不變：『中華民國在臺灣』能夠回溯到何處」為題報告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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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7日（四）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商學部教授段瑞聰於國史館演講「蔣中正的個性特徵及其政治活動的心理學分析」。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與總統府高朗副秘書長、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盛治仁主任委員會商合辦「辛亥革命

與建國一百年特展」事宜。

國史館舉行「無名英雄‧英雄無名：探索情報作戰的歷史」座談會，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力研

究員、羅久蓉副研究員、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李教授盈慧及國史館吳淑鳳協修擔任主講人。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候選人若松大祐先生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戰後臺灣蔣中

正時代的官方歷史敘述：從民主陣營到民主憲政」。

3月 18日（五） 日本大學文理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化學科三澤真美惠准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談殖民地臺

灣的電影接受空間」。

3月 21日（一）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與白崇禧將軍公子白先勇教授，研商協助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編輯出版《白崇禧將軍照

片集》事宜。

3月 22日（二） 東華大學歷史系舉行「我與蔣介石研究」學術沙龍，邀請段瑞聰、張力、林桶法、陳進金等教授為與談人。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蔡慧玉研究員在該所演講「一位在臺日人殖民地官僚的『日常生活』﹕內海忠

司日記個案研究之一」。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吳翎君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

3月 24日（四） 日本大阪大學法學研究所教授三阪佳弘一行 9人至國史館參訪，雙方就公文書檔案管理制度進行交流討
論。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自進研究員、潘光哲副研究員，研商合作出版館藏蔣中

正總統檔案「學記」、「困勉記」、「克省記」、「愛記」、「游記」等五記。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滿紅研究員在該所演講「1930年代臺灣在亞洲內部的貿易與移民」。
日本山口大學纐纈厚教授在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演講「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歷史事實─卑劣的歷史修正

論」。

3月 25日（五） 本日至 27日，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
言語社會研究科、日本廣島大學法學部、澳洲墨爾本蒙納士大學語言文化語言學分學院中文系共同舉辦

「第四屆（2011年）臺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於新店中信會館舉行，發表 16篇論文。

3月 27日（日） 長榮海事博物館與福建馬尾船政博物館自 3月 27日至 8月 21日間舉辦「福建船政─清末自強運動的

先驅」特展。

3月 28日（一） 阿根廷國立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兼任副教授暨外交部「臺灣獎助金」訪問學人傅維柔（Veronica Noelia 
Flores）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演講「China's Quest for Modernity: A Critical Review of Its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1905-1919）」。

3月 29日（二）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中央研究院機構計畫主辦，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珍藏史料數位典藏及加

值應用計畫承辦之「流轉年華—臺灣女性檔案百年特展」，本日起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

書館二樓展出，展期至本年 10月 31日止。

3月 30日（三）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主持「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大事記」籌編會議。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鹿錫俊教授於國史館演講「關於戰後中共『東北解放區』留用日本人的幾個問題」。

3月 31日（四）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主持該館第一次館務發展座談會，邀請蔣永敬、李雲漢、張朋園、閻沁恆、汪榮祖、

王壽南教授等專家學者，就該館現階段業務及未來學術研究發展提出建議。

本日起至 4月 3日，2011年亞洲學會年會在美國檀香山召開。

4月 2日（六）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主持該館第二次館務發展座談會，邀請歷史學界專家學者二十餘人參加。

國史館 4月份假日專題演講，由廖胤呈先生演講「『摩登臺灣』漫談日治時期臺灣近代建築設備之發展」。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湯熙勇研究員在長榮海事博物館演講「從木造船到鐵殼船─近代臺

灣船運的發展與變遷」。

4月 3日（日） 陝西西北大學在西安舉行「黃帝旗幟‧辛亥革命與民族復興」學術研討會，張豈之、金沖及等 70餘位
學者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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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7日（四）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劉素芬副研究員於該所檔案館演講「南京國民政府的技術官僚與工業保護政

策」。

交通大學退休教授顧燕翎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理念與實務之間：我的女性主義人生」。

4月 9 日（六） 本日至 10日，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組中華民國委員會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館舉辦第九
屆科學史研討會，共有劉廣定、張澔等學者發表 26篇論文。

4月 14日（四） 國家圖書館舉辦《戴國煇全集》新書發表會暨戴國煇珍藏文物展開幕式。

4月 15日（五） 本日至 16日，財團法人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策劃，文訊雜誌社與國家圖書館聯合主辦「戴國煇國際學術
研討會」，於國家圖書館會議廳舉行。

4月 19日（二） 中國僑聯主辦的僑史學界紀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中國北京舉行，會中發表 53篇論文。

4月 20日（三）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接待美國在臺協會文化新聞組組長裴士蓮、美國文化中心館長王佩琪，洽談該中心籌

辦「孫中山與美國」展覽事宜。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朱德蘭研究員在該中心演講「金門商幫 (1862-1941)」。
北京師範大學世界史研究中心張建華主任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近世俄國文獻關於朝鮮的記

載和初識」。

4月 21日（四） 第二屆海峽兩岸「宋代社會文化」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至國史館參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宇平副研究員於該所演講「一九三○年代兩個商品圈與亞洲國際經濟秩序

─小麥與稻米之消費市場的競爭與轉變」。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楊瑞松副教授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從顏元到『東亞病夫』：認同危

機與國族論述想像」。

4月 22日（五）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歷史系博士候選人朱瑪瓏先生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十九世紀

通商口岸訊息圈與港際商業社群─以英文報紙為中心」。

4月 23日（六）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在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舉行「臺灣民主化過程中本土人文社會學者」學術研討會，蔡

吉源教授等發表 15篇論文。

4月 25日（一）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澳洲墨爾本蒙納士大學語言、文化、語言學分學院中文系主辦，於政治大

學百年樓國際會議廳舉辦「鉅變下的反思：戰後臺灣政治與外交學術工作坊」。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文學院茅海建院長於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演講「戊戌變法研究與再研究」。

4月 26日（二）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詹素娟副研究員於東華大學歷史學系講演「斷裂與連續─日治與戰後初期原

住民政策的比較」。

4月 27日（三） 韓國國家記錄院特殊檔案管理組韓順基（Han, Soon-ki）組長等一行 3人至國史館參訪，洽談交流合作事
宜。

河北省檔案局馮世斌局長等至國史館參訪。

4月 28日（四）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廖敏淑助理教授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互市：清代的通商制度─兼

論『朝貢體系』論的崩潰」。

4月 29日（五）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劉夢溪院長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國學與現代學術分科」。

5月 1日（日）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赴臺灣文獻館出席「第五屆臺灣古文書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並致辭。

5月 4日（三） 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香檳分校歷史系周啟榮教授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公共性與公開性：士

商與清代地方公共文化的建構」。

5月 5日（四）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吳啟訥助研究員於該所演講「清朝的中亞政策：在滿洲帝國擴張與中國王朝防

守戰略之間」。

5月 6日（五） 本日至 7日，東海大學歷史系主辦之「歷史上的民眾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於該校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邀請科大衛（David Faure）教授等發表論文。
本日至 7日止，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香港歷史博物館及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香港中華文化促進
中心、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及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協辦「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

會」，於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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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7日（六） 國史館 5月份假日專題演講，由劉寧生先生演講「海角印象─我的環球航海與新幾內亞紀行」。

5月 18日（三）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吳莉葦教授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演講「十八世紀的清朝是否為一帝國（主義國

家）？反思耶穌會士敘事與中國傳統觀點」。

5月 19日（四）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游鑑明研究員於該所演講「是為黨國抑或是婦女？ 1950年代的《婦友》月刊」。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舉辦黃富三教授榮退演講暨茶會，黃富三教授專題演講「世界史中的臺灣史：學

術生涯回顧」。

5月 20日（五）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葉文靜女士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德國船運對中國沿海貿易

與內陸水道的影響：論清末民初的商業與環境變遷」。

5月 21日（六） 上海大學歷史系朱學勤教授在清華大學月涵堂「思沙龍」活動擔任紀錄片《百年京張路》放映會與談人，

講題「鐵路背後那張網絡─對中國現代化的一點思索」。

輔仁大學歷史系許毓良助理教授在長榮海事博物館演講「清代臺灣的海防」。

5月 22日（日） 劇作家姜原來先生在清華大學月涵堂「思沙龍」活動擔任紀錄片《中國的信仰大躍進：竹十字架（China’s 
Leap of Faith：The Bamboo Cross）》放映會與談人，講題「如果你是中國的基督徒─從信仰看現代化

進程」。

5月 24日（二） 王爾敏教授於國史館演講「史官職司淺談」。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鍾淑敏副研究員在該所演講「美商三美路商會（Samuel Samuel & Co. LTD）在
臺始末」。

5月 25日（三）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我的女性史研究經驗」座談會，由游鑑明、陳昭如、楊翠、李貞德等教

授擔任與談人。

5月 27日（五）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歷史系博士候選人朱瑪瓏先生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從中國沿

岸氣象學看十九世紀通商口岸的商業文化與知識流通」。

美國羅耀拉瑪麗山大學陳景修教授（Constance Chen）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演講「East of California: 
Asian Americans in Nineteenth-Century Boston（19世紀在波士頓的亞裔美國人）」。
本日至 28日，東吳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第八屆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公私文書的對話」，在該校

國際會議廳舉行，發表 15篇論文。

5月 28日（六） 香港中文大學沈祖堯校長在清華大學月涵堂「思沙龍」活動擔任紀錄片《伍連德博士傳：抗疫泰斗》放

映會與談人，講題「這是什麼病？─從東北鼠疫到香港 SARS」。

5月 30日（一） 蒙古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包英華博士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20世紀前半期內蒙古蒙古族 
性的傳統與現代─從女性受教育開始到革命 性」。

6月 2日（四）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副研究員於該所演講「傅正與一九五○年代的臺灣民主意識：以《傅正

《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為中心」。

6月 4日（六） 國史館 6月份假日專題演講，由黃麗淑女士演講「漆藝鑑賞」。

6月 8日（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所長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演講「辛亥革命與民國百年─百年來革命與

民主的再思考」。

6月 9日（四） 本日至 10日止，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高雄市自然史教育館、高苑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合辦「2011南
臺灣歷史與文化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謝國興研究員發表主題演講「內化於生活：臺

灣南部民間信仰的傳統與傳承」。

6月 10日（五） 本日至 11日止，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之「東亞人
物移動與文化的多樣性國際研討會」於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舉行。由黃俊傑、鄭文洙教授進行主題演講。

會中共發表 20篇論文。

6月 15日（三） 國史館臺灣省文獻館劉澤民主任秘書在該館臺灣省文獻館演講「林獻堂與臺灣省通志館（省文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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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6日（四） 前行政院長郝柏村著《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一九四五∼一九四九》新書發表會於遠東飯店舉行，國史館

呂芳上館長等人受邀出席。

監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集委員趙榮耀偕葛永光、李炳南、李復甸、周陽山與馬秀如等 5位監察委員，
巡察國史館新店館區並參觀史料庫房及史料管理作業情形。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康豹（Paul Katz）研究員於該所演講「由明善書局的發展來看近代中國宗教出
版事業的多元性」。

6月 17日（五）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學術研討會，於該所舉行。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主辦「2011年第三屆區域史地學術研討會」，國史館呂芳上館長專題演講「誰在
革命？怎麼樣的革命？—辛亥革命百年的省思」。

6月 21日（二）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文學院茅海建院長於國史館演講「張之洞檔案中的戊戌變法史料」。

本日起至 7月 20日止，「原住民族歷史書寫與巴代的小說」專題演講暨手稿展，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舉行。

6月 22日（三） 美國柏克萊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吳孟軒先生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德國傳教士，中國基督

徒，與基督教的全球化，1860-1940」；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葉文靜女士在近代史研究所演講
「從近代航運看中國城市的公共性」。

6月 23日（四） 本日至 25日止，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與中正文教基金會、北京社科院近史所共同舉辦「蔣介石日常生
活研究學術研討會」，在花蓮舉行。

6月 24日（五） 國立臺灣大學交換教授白德甫（Omer Bartov）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演講「一個小鎮的種族屠殺
紀事」。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林丁國博士在該所演講「白雪紛紛何所似：百年來臺北近郊下雪情況之探討」。

6月 27日（一） 本日至 29日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蔣介石與現代中國再評價」國際學術研討會於該所舉行。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專題演講「一宿雖有哭泣　晨起便必歡呼─蔣中正日記反映的『失敗文化』」。

由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促進會和孫中山基金會聯合主辦「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國際學術研討會」。

6月 30日（四）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舉辦蔣永敬教授九十壽慶專題演講茶會，蔣永敬教授專題演講「談辛亥革命史的

研究」。

7月 1日（五）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席「百年風華─臺灣五大家族特展」開幕。

7月 2日（六） 國史館 7月份假日專題演講，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楊翎助理研究員演講「發現大洋洲」。

7月 5日（二） 日本東北大學中嶋隆藏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竹中信子著《植民地台湾の日本女性生活

史》（日本女人在臺灣─日治臺灣生活史》的中譯問題」。

7月 7日（四） 中華軍史學會及國防大學主辦「國防大學慶祝建國 100年抗日戰史學術研討會」，於本日假國防大學復
興崗校區舉行，國史館呂芳上館長專題演講「七七全面抗戰」。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主辦「七七事變特展」於臺北市中山堂舉行開幕典禮。

美國賓州大學歷史系白若思 (Rostislav Berezkin)博士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上海 1910-1940年
寶卷的傳播：兼談通俗宗教的傳統在現代都市的演變」

7月 8日（五） 第三屆國家出版獎頒獎典禮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國史館出版之《獅吼─〈雄獅美術〉發展

史訪談錄》乙書獲得優等獎。

7月 11日（一） 本日起至 14日止，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主辦，中興大學語言中心臺灣文學與跨國文
化所「亞洲大眾文化與新興媒介研究室」協辦之「全球新／興知識：2011「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大專
生暑期研習營」，在中興大學舉行。

7月 12日（二）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張偉然教授演講「毛澤東時代基層社會史料初探─以上海地區為中心」。

7月 14日（四） 國立政治大學李鎧光博士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內戰時期上海市社會局處理勞資爭議的經過

與成效」。

7月 15日（五）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之「中國傳統商業習慣和現代企業文化」學術研討會於該所舉行。

南京大學歷史系陳謙平主任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蔣介石與戰前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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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9日（二） 國家圖書館漢學中心及中央研究院蔣介石研究群合辦演講，由外交部「臺灣獎助金」訪問學人新加坡國

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陳是呈先生演講「中日戰爭時期的吳鐵城」。

國立臺灣大學太平洋研究中心於成立後首度主辦「日文史料學術交流座談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王學

新先生擔任與談人。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劉志偉助理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國際農糧體制與國民飲食：戰

後臺灣麵食的政治經濟學」。

7月 20日（三） 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中心主辦「數位典藏工作坊」，由項潔教授等發表 6篇報告，劉維開、李文良教
授擔任座談引言人。

本日至 23日止，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主辦「2011年近代史研習營」，國史館呂芳上館長主持 23
日之「近代中國的革命：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課程。

7月 22日（五） 本日起至 25日止，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主辦，明台高中、朝陽科技大學、臺灣歷史學會、國家電影資
料館協辦之「夏季學校第十四回：彼 ê時代、咱 ê青年─台灣文化協會 ê歷史光影」，於臺中市霧峰
區明台高中舉行。

7月 25日（一） 「孫中山先生與美國」座談會（Dr. Sun Yat-s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rkshop）於國父紀念館舉行。
本日起至 8月 6日止，暨南大學歷史系主辦「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在金門及廈門
分別舉行。

7月 26日（二） 漢學研究中心寰宇漢學講座，由美國伊利諾州大學歷史系、東亞語言文化系周啟榮教授演講「近世中國

宗教與地方公共場域：以城隍廟為例」。

7月 27日（三）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分別與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陳謙平教授、美國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歷史系李文
璽（Michael E. Lestz）主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陳方正教授、日本東洋英和女學院大學望月敏弘
教授等，洽商學術交流事宜。

7月 28日（四） 中國國家圖書館業務處處長高紅、臺港澳交流處副處長王雁行等人赴國史館參訪。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與韓國國立慶尚大學校河友松校長等 4人，討論文化交流事宜。
國史館〈中華民國在臺 60年發展史〉系列演講，首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游鑑明研究員演講「戰
後臺灣的婦女運動」。

8月 2日（二） 日本兵庫教育大學松田吉郎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從日治時代的産業組合到戰後信用合

作社和農會─以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頭城鎮農會爲例」。

8月 4日（四） 國立政治大學簡明海博士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中國自由主義與臺灣新史學─以華人學者

在臺灣的五四討論為中心」。

8月 5日（五） 韓國漢陽大學文明基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和朝鮮總督府的財政政

策比較」。

8月 6日（六） 國史館 8月份假日專題演講，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劉憶諄小姐演講「從古陶壺認識排灣族」。

8月 9日（二） 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梅嘉樂（Barbara Mittler）主任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Images, Realities 
and Powers: Gender Interactions in China's Vernacular Media, 1909-1939」。

8月 11日（四） 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梅嘉樂（Barbara Mittler）主任在國立政治大學演講「權力圖像：中國報刊上的性
別認同 , 1909-1939」。 

8月 15日（一） 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鈴木多聞研究員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Japan’s Long Road to 
Surrender: A Political History, 1943-1945」。

8月 16日（二） 國史館專題演講，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暨大學院中國研究科黃英哲教授演講「許壽裳與臺灣─

兼論戰後臺灣研究的斷裂與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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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8日（四） 國史館〈中華民國在臺 60年發展史〉系列演講第 2場，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瞿宛文研究
員演講「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正華副研究員在該所演講「走向『公開化』：慈禧肖像的風格、運作與形象

塑造」。

本日起至 27日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主辦，宋慶齡基金會共同主
辦、四川大學合辦之「第一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在四川大學舉行。

8月 19日（五） 本日起至 20日止，中國杭州市政協主辦的「辛亥革命與杭州」大型學術論壇在杭州召開，發表 57篇學
術論文。韓國延世大學歷史系白永瑞教授受邀進行主題演講「韓日合併，辛亥革命及聯動的東亞」。

8月 23日（二） 齊錫生教授在國史館舉行《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專書研讀座談會。

8月 25日（四） 本日起至 26日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該所舉行，發
表 17篇論文。
國史館〈中華民國在臺60年發展史〉系列演講第3場，由輔仁大學歷史系林桶法教授演講「1949大撤退」。

8月 26日（五）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長林金田出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副主委，原職由國史館審編處張鴻銘處長接任，

該日舉行交接典禮，由國史館呂芳上館長監交。

本日起至 28日止，中國上海市政協、民革上海市委聯合主辦「辛亥革命與上海」國際研討會在上海召開，
發表 60餘篇論文。

8月 27日（六） 國史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省諮議會合作編印之《臺灣省議會會史》，舉行新書發表會。

中國歐美同學會、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與澳門基金會聯合舉辦「留學人員與辛亥革命暨第二屆中國留學

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

9月 10日（六） 日臺關係研究會於東京都內舉辦「辛亥革命 100年和日本─中華民國在臺灣」學術講座，前神戶學院

大學中村哲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自進、平成國際大學淺野和生三位教授進行演講。

9月 11日（日） 本日起至 13日止，由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舉辦，「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在武漢舉行。

9月 15日（四） 本日起至 18日止，由法國人文之家基金會、法國巴黎大學、中國法國史研究會和南京大學歷史系共同舉
辦「共和主義：歷史與現狀」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大學召開。

9月 17日（六） 本日起 18日止，由天津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天津市歷史學學會和南開大學共同主辦之「紀念辛亥革命
一百周年座談會暨學術研討會」，於南開大學舉行。

9月 18日（日） 國史館 9月份假日專題演講，由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莊永明副主任委員演講「一個老臺北人眼中的臺北」。

9月 21日（三） 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徐興慶教授在該校歷史學系演講「解讀《東アジアの時代性》：兼談跨領域

研究、國際共同研究如何可能」。

9月 23日（五） 日本兵庫大學松田吉郎教授在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演講「從人物傳承看臺灣戰前戰後的連續與斷

裂─以產業組合人事的考察為中心」。

本日起至 24日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第三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在中央研
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舉行，發表 14篇論文。
本日起至 25日止，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共同於中研院人社中
心舉行「海戰與東亞世界」學術研討會，發表 12篇論文。
本日起至 26日止，由武漢大學與日本法政大學聯合主辦「辛亥革命與留日學生」研討會在武漢大學舉行。

9月 24日（六） 國史館「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講座」正式登場，首場由澳洲國家社會科學院士、雪梨大學歷史

系黃宇和教授演講「民國之父孫中山：微觀探索、宏觀瞭解」。

9月 30日（五） 國史館舉辦第 3屆國史研究獎助頒獎典禮，獲獎者做學術報告。

10月 3日（一） 本日起至 4日止，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辛亥革命百年回顧」
學術研討會，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

10月 4日（二） 邱若龍先生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霧社事件漫畫書』與電影『賽德克巴萊』」。

10月 6日（四） 中央研究院院士、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黃一農教授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演講「ｅ -考據時代
對歷史學界的衝擊：以曹雪芹家族研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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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7日（五） 國史館監製紀念辛亥革命的紀錄片《鼎革之際》，由長天傳播製作於本日推出，8日起在中天頻道首播。
該片描述武昌首義到次年（民國元年）2月 12日清帝退位止，其間詭譎多變的政局。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之「日本文學中的臺灣」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舉行。

10月 8日（六） 國史館與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合作出版《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軍情戰報》、《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

彙編：經濟作戰》及《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軍》，將 1941至 45年抗戰期間，中美軍事
情報合作之檔案，經過軍事情報局篩選整理後予以解密公開。同日除新書發表會外也舉行「戴笠先生與

抗戰時期情報作戰學術研討會」。

國史館在國父紀念館舉辦「百年銳於千載：辛亥一百年．建國一百年」特展揭幕式，展覽地點在國父紀

念館一樓國父史蹟展覽西室及逸仙書坊。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學系游明龍副教授於歷史博物館演講「從文藝臺灣到臺灣印象─淺談視覺

藝術中臺灣文化元素」。

10月 9日（日） 國立中央大學、國立臺灣文學館共同主辦「璀璨波光─ 2011年劉吶鷗國際研討會」假中央大學舉行。
東京大學藤井省三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林文月教授擔任專題演講。

10月 10日（一） 國史館 10月份假日專題演講，由謝棟樑大使演講「有禮有理─漫談外交儀節」。

江蘇鎮江市舉行紀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座談會暨《辛亥革命與鎮江》首發式。

10月 11日（二）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楊承淑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日治時期的通譯群像：他者與自

我」。

湖南省政協、湖南省歷史學會在長沙舉行「蔣翊武與辛亥革命」學術研討會。

10月 12日（三） 本日起至 14日止，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湖北省政府聯合主辦，中國史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和湖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聯合承辦之「紀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國際學術研
討會在武漢召開。會議主題為「辛亥革命與百年中國」，共有 200餘名中外學者參加為期三天的研討。

10月 13日（四）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曾品滄助研究員在該院史語所演講「虱目魚在臺灣─生產與消費的歷史考

察」。

國立政治大學退休教授杜維運教授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演講「文明史的展望」。

10月 14日（五） 本日起至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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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
會」，假嘉義大學民雄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

本日起至 15日止，漢學研究中心、國科會人文處主辦之「臺灣漢學新世紀─漢學研究中心三十周年學

術論壇」於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

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夫馬進教授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演講「前近代中國的訴訟社會：與江戶時代日

本的比較為中心」。

10月 15日（六）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莊永明先生於歷史博物館演講「臺灣人的生活記憶」。

本日起至 16日止，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中華民國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
物館、人籟月刊主辦之「2011年第二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論壇」於臺北藝術村舉行。

10月 16日（日） 南京大學、揚州大學、民革江蘇省委、江蘇省政協文史委員會、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江蘇省

孫中山研究會主辦「辛亥革命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京舉行。

10月 18日（二）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方真真副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十七世紀臺灣周遭的

貿易史研究：以西班牙史料為討論中心」。

10月 20日（四） 日本不二出版佐佐木宏先生與近現代資料刊行會横井正典先生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日本的

史料出版及歴史研究的近況」。

10月 22日（六）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洪麗完助研究員在該所演講「檔案、歷史與日常生活：臺灣女性社會地位變遷

之考察」。

本日起至 24日止，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與復旦大學歷史系合辦之「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
1600-1949」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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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4日（一）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莊雅仲副教授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演講「研究臺

灣：後解嚴臺灣的『本土』學院政治」。

本日起至 26日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東亞環境史學會（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EAEH）主辦之「第一屆東亞環境史學術研討會」，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舉行。

10月 25日（二） 由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心與學校外事處、韓國學術社團「亞洲論壇」聯合舉辦的「辛亥革命

一百周年紀念高峰座談會」在華中師範大學召開。

10月 27日（四） 曹永和院士著《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新書發表座談會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行。

莊益增先生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演講「紀錄片與臺灣人權歷史─從『無米樂』到『牽阮的

手』」。

10月 28日（五） 本日起至 30日止，美國哈佛北岸學社（Harvard GSAS China Study Group）與寰宇風致會社（Global 
Fancci Society）共同主辦，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與哈佛大學研究生會協辦「哈佛辛亥百年論壇」
於該校舉行。

10月 29日（六） 國史館「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講座」第 2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所長演講「近
代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從嚴復到殷海光」。

數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推廣計畫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主辦之「回顧、省思與展望─原住民族

傳統智慧創作與數位典藏學術研討會」，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舉行。

本日起至 30日止，金門縣文化局主辦，國立金門大學承辦之「2011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於國立金門大
學舉行。

10月 30日（日）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與中央研究院及中國近代史學會舉辦「蔣中正研究學術論壇：1950年代的臺灣」
學術研討會，在中正紀念堂大會議室舉行。

（資料整理 /任育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