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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日 本日起至 2日，行政院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臺灣建築史學會、中原大學、國立臺灣博
物館共同舉辦「2222臺灣建築史論壇」，共發表 22篇論文，並舉行五場專題演講。
本日起至 2日，靜宜大學臺灣研究中心、文學臺灣基金會舉辦共同「李榮春百歲冥誕學術
研討會」，共發表 2篇論文，並舉行一場專題演講與四場座談。

2月 2日 本日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該所文物陳列館舉辦「與佛有約─佛教造像題記

中的祈願與實踐」佛教拓片特展。

本日起至 2月 22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該所文物陳列館舉辦「鳴沙遺珍─傅

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挪威奧斯陸大學社會人類學系教授 Susanne Brandtstädter演講
「The Rebel as Trickster and the Ironies of Resist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及該校臺灣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系共同舉辦「文學五十年．政大

六十年─尉天驄與戰後臺灣文學發展」座談會，邀請尉天驄、陳芳明、高桂惠、黃春

明、奚淞、季季、范銘如、王拓、丘延亮、李瑞騰、林載爵等學人與談。

2月 2日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邀請日本學士院院士暨東洋文庫研究員田仲一成至該系演講「民

俗學視野下的戲劇研究（文獻．文物．田野）─戲劇文學產生於孤魂祭祀之說」。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邀請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張楚勇至該中心

演講「海耶克與中國自由主義：問題與前景─以周德偉、夏道平、殷海光與林毓生為

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臺灣社社長張炎憲至該系演講「二二八平反與臺灣民主

化」。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孫慧敏於該所演講「抗戰時期上海的人口遷徙與住房危

機」。

2月 2日 本日起至 22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舉辦「臺灣戲劇研究的回顧與前瞻：邱坤良教
授榮退國際學術研討會」，共發表 22篇論文，並舉行二場專題演講。
國史館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陳芳明到館演講「謝雪紅與臺灣的歷史命

運」。

2月 22日 國史館舉辦第一場「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系列工作坊「戰爭背景與戰時

社會經濟發展」，上午分別由美國內布拉斯加林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Parks M. Coble主講
「2222年代的中國政治與抗日決策」，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自進主講
「從『滿洲國』到『大東亞共榮圈』」，與談人為劉維開、李君山、周美華、蕭李居；下

午分別由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吳景平主講「戰時財政經濟」，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文

化研究所教授鄭會欣主講「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財政經濟政策」，與談人為林美莉、劉熙

明、許育銘、柯惠鈴、高郁雅、許秀孟、蔡盛琦、陳世局。

本日與 22日、22日以及 2月 22日、2月 2日、2月 22日，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舉
辦六場「啟蒙者的身影─世紀之交的六大人物」系列講座，地點為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

廳。本日為第一場，由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暨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汎森主講「顧頡剛：掀起中國上古史革命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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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圖書館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鄭麗榕到館演講「近代臺灣動物

文化史─以臺北圓山動物園為主的探討」。

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兼國際冷戰史中心主任沈志華教授到館主講「亞洲冷戰的起

源：從中蘇結盟到朝鮮戰爭」。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內田純子於該所演講「殷墟出土青銅器的化學分析成

果」。

2月 22日 本日及 22日，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臺大數位人文研究中心、誠品書店臺大店共同舉辦
二場「數位人文，史家的新技藝？」系列演講。本日為第一場，地點為誠品書店臺大店，

由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暨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主講「史家與

數位時代」。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該所博士後研究員黃琪惠於該所演講「2222年代『摩登尼
寺』的興起─林覺力與女子佛學教育運動」。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助理教授洪伯邑在該所演

講「從戰場到市場：泰北的華人移民、茶葉種植與地方建構」。

本日起至 22日，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國近代史學會、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於國
立政治大學舉辦「蔣中正先生講座」，共計四場演講。本日為第一場，由復旦大學歷史學

系教授吳景平主講「蔣介石與金圓券發行」。

2月 22日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於該校舉辦「法鼓人文講座：宗教與人文素養系列演講」，邀請香港

中文大學歷史系偉倫歷史學講座教授科大衛主講「孝道與產業：明清時期資本積累的宗教

基礎」。

2月 22日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舉辦第二場「啟蒙者的身影─世紀之交的六大人物」系列講

座，地點為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本次演講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克武主

講「嚴復的生命歷程與歷史意義」。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共同舉辦「公眾‧歷史‧教學研討會」，共

舉行四場講演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教授王三慶、國立嘉義大學

中國文學系教授朱鳳玉於該所文物陳列館演講，講題分別為「從敦煌塔的倒塌到張大千的

無意挖寶」、「藏經洞之謎與敦煌小學堂」。

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該所舉辦「醫學的物質文化─歷史的考察

計畫 Dr. Theodore Jun Yoo系列專題演講」。該演講由美國夏威夷大學Maona分校歷史學系
教授 Theodore Jun Yoo主講，共分三場。本日為第一場「It’s Madness: The Politics of Care in 
Colonial Korea」。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該所舉辦「醫學的物質文化─歷史的考察計畫 Dr. Theodore 
Jun Yoo 系列專題演講」第二場「Madness is Civilization: The Suicidal Person in Colonial 
Korea」。

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卑南族作家巴代（林二郎）到館演講「卑南族歌謠的文化與歷史情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該所舉辦「醫學的物質文化─歷史的考察計畫 Dr. Theodore 
Jun Yoo系列專題演講」第二場「How Mad are You? The Politics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Clinical Psychiatry in Colonial Korea」。

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舉辦「文化資產 C.P.R ─第十四屆文化山

海觀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舉辦「歐美思潮下的早期臺灣哲學發展」工作坊，共邀請 2名學者
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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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鄭振滿至該系演講「民間歷史文獻的蒐集

與解讀」。

2月 22日 國史館舉辦第二場「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系列工作坊「戰時內政外

交」，上午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楊奎松主講「抗戰時期國共兩黨關係研究中的幾個

問題」，與談人為劉維開、楊維真、李盈慧、王良卿；下午分別由香港科技大學退休教

授齊錫生主講「八年抗戰期間的中美關係」，以及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任周惠民主講

「2222年代中日德三國關係之發展與演變」，與談人為吳翎君、吳啟訥、傅琪貽、李朝
津、陳方中、侯坤宏、廖文碩。

2月 22日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舉辦第三場「啟蒙者的身影─世紀之交的六大人物」系列講

座，地點為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力主講「堅持

教育獨立與學術自由的蔡元培」。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比利時魯汶大學南懷仁研究中心研究主任陳聰銘老師至該系演

講「中國天主教傳教活動中房地產租賃購買問題初探（2222-2222）」。
2月 22日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臺大數位人文研究中心、誠品書店臺大店共同舉辦第二場「數位

人文，史家的新技藝？」系列演講，地點為誠品書店臺大店，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兼任教授吳密察主講「一個歷史研究者的數位之旅」。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至該系演講「影視史料

與臺灣日記之研究」。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該所 2222年度原住民訪問研究者、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研究生胡哲豪於該所演講「從研究到展示：『國家指定重要民俗─鄒族戰祭

（Mayasvi）特展』策展經驗分享」。
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國近代史學會、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辦

第二與第三場「蔣中正先生講座」，分別由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楊奎松、我國駐外

大使陳錫蕃主講「蔣介石與戰後國共關係問題」與「抗戰時期與戰後的我國外交」。

2月 22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該校藝術史研究所教授林麗江於該系演講「從帝鑒至人

鏡：明中晚期規諫圖繪之研究」。

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國近代史學會、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辦

第四場「蔣中正先生講座」，由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主講「從邊陲變中心─ 2222年的
臺灣」。

2月 22日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清代學術研究中心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暨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

研究員兼所長、中山大學榮譽講座教授黃進興於該校演講「思想的蘆葦：一位研究者的告

白」。

2月 22日 國史館舉辦第三場「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系列工作坊「戰時軍事與戰後

情勢」，上午由前行政院長郝柏村主講「戰時軍事」，與談人為傅應川、張瑞德、王立

本、何智霖、張世瑛、蘇聖雄；下午分別由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主講「學者對戰後中國

研究的幾個方向：以研究成果與論點為中心的討論」，以及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

案館主任林孝庭主講「二次大戰結束前後的國際局勢與美國外交政策：兼論戰後美國對華

政策」，與談人為林桶法、卓遵宏、陳立文、吳淑鳳。

本日起至 2月 2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於該所會議室舉辦「Hong Kong Betwixt and 
Between：香港社會與文化在理論的交叉」座談會。本日座談共有兩場，分別由陳奕麟、朱
耀偉，以及呂大樂、劉長江主講。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於該所會議室舉辦第二場「Hong Kong Betwixt and Between：香港
社會與文化在理論的交叉」座談會。本日座談共有三場，第一場由張佩思、劉世鼎、陳清

僑主講，第二及第三場分別由彭麗君、羅貴祥、陳蒨，以及丘延亮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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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黃賢強到所演講「外來華人在中

國：跨域知識精英的關係網絡」。

本日起至 2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孔祥
吉至該所進行三場系列演講。本日為第一場「發掘史料、訂正史實─我的晚清史研究之

路」。

2月 2日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邀請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史甄陶到所演講「論明代程資

《朱程問答》的編纂與影響」。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蔣竹山，於該系會議室演講「當代臺灣史研究的文化史取向：

從《島嶼浮世繪》談起」。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邀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助理教授鄭婷尹至該校文學院演講

「《文心雕龍》在明清兩朝的接受狀況」。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孔祥吉至該所第二場

系列演講「日本外務省檔案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所副研究員林美莉於該所演講「中共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推展，

2222-2222─以上海經驗為中心」。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及該校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通識教育中心，邀請知名影評人

聞天祥至該校圖書館演講「從《22+22》看臺灣電影的現在、過去、與未來」。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於該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古籍全文資料庫的回顧與展望」工作

坊。參加學者包括林富士、釋惠敏、洪振洲、王新民、劉錚雲、林晰、祝平次、葉健欣、

謝國興、莊德明、林誠夏等。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馮筱才至該系演講「新史料與新路

徑：最近十年來之中國當代史研究」。

本日至 2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舉辦「『赤』的全球化與在地化：二十世紀蘇聯
與東亞的左翼文藝學術研討會」，參與學者共 22位，共計舉辦 22場演講。

2月 2日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吳密察到系演講「被誤解了的劉銘

傳治臺政績」。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邀請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逢甲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羅時進至該

校文學院演講「家族文學研究的邏輯起點與問題視閾」。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孔祥吉至該所第三場

系列演講「馮自由著史方法究竟錯在何處─以《革命逸史》與《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

史》為例」。

2月 2日 國史館舉辦「近代中國宗教發展史系列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瞿海源教授演講「臺灣的

宗教變遷（2222-2222）」。
本日起至 22月 22日，由國立故宮博物院主辦之「鄰蘇觀海─院藏楊守敬圖書特展」，

於該院陳列室舉辦。

2月 2日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舉辦「當代臺灣道教發展」學術研討會，共發表 2篇論文，並由林富士
演講「當代臺灣道教發展的新挑戰」。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年度第十一次學術講論會，由該所主任暨特聘研究員黃進

興主講「孔廟祀典與帝國禮制」。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
至該所文物陳列館演講「A Late Chosŏn Korean Polymath：Kim Chŏng-hŭi金正喜（2222-
2222）and Qing Dynasty Qianlong–Jiaqing Era Scholarship（朝鮮鴻儒金正喜與清朝乾嘉學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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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聘講座教授莊英章、該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GIS專案經理
黃郁麟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演講「歷史人口資料庫、地方文獻與 GIS的結合：以北
埔姜家之研究為例」。

本日至 22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舉辦該所博士後、博士候選人暨訪問學員研究成
果發表會，共發表論文 22篇。

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到館演講「史料與方法：中國當代史研究之新動

態」。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博士候選人金芝潓（Jeehey Kim）至該所演
講「Archivization of Funerary Portrait Photographs: Displaying War and Peace in East Asia」。
漢學研究中心邀請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博士候選人陳琍敏（Tarryn Li-Min 
Chun）及越南河內國立大學助理研究員武堂倫（Vu Duong Luan）於國家圖書館演講，講題
分別為「從《怒吼吧，中國！》到《日出》：舞臺音響，照明理論與中國左翼戲劇的發展

初探」以及「採礦政治學：中越邊界農文雲起事中的地方首領、華工以及高地社會」。

本日及 22日，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舉辦「思想的遊牧者─錢新祖」系列講座。本日由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院長傅大為、《臺灣社會研究季刊》創刊總編輯陳忠信主

講「錢新祖與一九八○年代」，地點為誠品書店臺大店 2樓藝文閣樓。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該所 2222年度民族學訪問研究者、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

士候選人張鴻邦到所演講「曙光，閃光？臺灣原住民族傳播議題的幾點觀察」。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徐興慶至該中心演

講「東亞知識人的覺醒─傳統學問與近代文明的糾葛」。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張藝曦到所演講「正偽

之間：明末復古博學之風與江西文社士人的轉向」。

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洪淑苓到館演講「『五四』最亮的一顆星：

徐志摩的人生與文學志業」

本日至 22日，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舉辦「現象學作為亞洲與西方的橋樑」國際學術研
討會，共發表 22篇論文。

2月 22日 國史館與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國近代史學會在國史館 2
樓大禮堂舉辦「國軍與現代中國：黃埔建軍九十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共計發表 22篇論
文。

2月 22日 臺北大龍峒保安宮、保生民間宗教學院於保安宮舉辦「臺灣保生大帝信仰與文化學術研討

會」，共計發表 2篇論文。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邀請該所博士後研究、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蕭

涵珍演講「李漁與江戶文藝：論笠亭仙果的《清談常磐色香》及《美目與利草紙》」。此

演講為「共相與殊相：十八世紀前東亞文化意象的匯聚、流傳與變異」系列演講。

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鄧相揚到館演講

「水沙連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

2月 22日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邀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暨研究所特聘教授邱上嘉到館

演講「臺灣客家族群的建築與聚落空間文化」。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黃一農至該校演講「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

對話」。

本日起至 2月 22日，長榮海事博物館、中國船政文化博物館共同舉辦「紀念沈葆楨撫臺
222週年─船政與臺灣」展覽。



2
2
2

2月 22日 國史館舉辦「近代中國宗教發展史系列講座」，邀請林榮澤教授演講「百年來一貫道的發

展與變遷」。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舉辦第四場「啟蒙者的身影─世紀之交的六大人物」系列講

座，地點為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本次演講由法鼓佛教學院院長釋慧敏主講「悲欣交

集：弘一大師（李叔同）的生命藝術」。

本日及 22日，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邁頂計畫研究群舉辦美國加
州洛杉磯大學東亞語文學系教授紀一新訪臺系列演講，於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演講

「We are Chinese, OK?─英語環境中的臺灣研究」。

2月 22日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舉辦第二場「思想的遊牧者─錢新祖」系列講座。本日由國立清

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鍾月岑、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宋家復主講「一心開多

門：從錢新祖的思想史研究出發」，地點為誠品書店臺大店 2樓藝文閣樓。
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22年 2月 2日止，由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之「冷眼熱心，寫盡人間事─臺灣

報導文學特展」，於該館展覽室舉辦。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趙世瑜至該所演講「重觀東江：明清

易代時期的北方軍人與海上貿易」。

國史館邀請明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副教授李淑珠到館演講「陳澄波風景解碼」。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邁頂計畫研究群舉辦第二場美國加州洛杉磯

大學東亞語文學系教授紀一新訪臺系列演講，於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演講「虛擬臺

灣：《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與華語電影」。

2月 22日 國史館舉辦第四場「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系列工作坊「戰爭的終結」，

計有兩場座談會，第一場由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步平與美國喬治華盛

頓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副教授楊大慶分別主講「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生物化學戰」及

「美日二戰記憶中的中國」，與談人為黃克武、朱德蘭、楊維真。第二場由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林滿紅主講「戰爭、和約與臺灣」，與談人為林泉忠、藍適齊、王政

文。該日工作坊並由英國牛津大學近代中國歷史與政治學教授 Rana Mitter進行閉幕演講
「Western Historiography on China’s War against Japan: Past and Future（西方的中國對日抗戰
史研究：過去與未來）」。

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美國印第安那州德堡大學歷史系教授江勇振到館演講「全球在地化下的族群意

識」。

2月 2日 國史館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王國斌到館演講「清末民初中國的產業與鴉片：

近代歷史變遷的兩個視角」。

2月 2日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舉辦第五場「啟蒙者的身影─世紀之交的六大人物」系列講

座，地點為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由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系主任須文蔚主講「幽默

冷眼看人生的熱心人：林語堂的文學成就」。

國史館邀請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系所專任教授兼人文學院院長陳志榮、以及國立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兼任副教授兼民族博物館館長張駿逸到館分別演講「馬偕與北臺灣基督

教會發展史」及「藏傳佛教造像藝術賞析」。

2月 2日 本日至 22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舉辦「2222年走入歷史田野─博物館、歷史物件與記

憶」工作坊，並邀請小島道裕、王嵩山、吉田憲司、呂理政、李文良、松木武彦、青山宏

夫、陳芳妹、黃貞燕等 2位學者主講。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該所博士後研究員平山光將於該所檔案館演講「邊政？僑

務？：中華民國政府對中東及南亞地區的海外中國西北各地穆斯林難民的政策」。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邀請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院長、中國文學講座教授陳國球至

該所演講「今之視昔：朱自清的中國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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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朱浤源到館演講「仁安羌戰役真相與孫立人人

格分析」。

2月 22日 本日及 22日、22日，臺灣口述歷史學會舉辦「記錄女性的聲音」口述歷史研習營。本日研
習營地點為國史館，由張美鳳、張翰璧、游鑑明、許雪姬等學者主講。

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研究中心邀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系教授姚村雄至該中心演

講「圖解臺灣製造─日治時期臺灣商品包裝設計」。

2月 22日 本日至 22日，國立清華大學人社中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曹永和基金會、西班牙塞維亞大學美洲史研究所共同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舉辦

「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與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共計發表 22篇論文，並由黃一農、謝國興
主講兩場主題演講。

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中心及糧食研究中心研究員朱莉（Julia 
Strauss）到館演講「從養軍到養民：戰後蘇南與臺灣的糧食供應」。

2月 22日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舉辦第五場「啟蒙者的身影─世紀之交的六大人物」系列講

座，地點為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邀請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黃美娥主講

「愚民處苦久遂忘：賴和的哀傷與思考」。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記錄女性的聲音」口述歷史研習營第二場次，於臺中市明台高級中學

舉行，由楊翠、楊麗祝、胡幼慧、許雪姬等學者主講。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講師伊萬納威至該所演講「臺灣原住

民族身份政策的發展」。

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實踐大學觀光管理系兼任助理教授海樹兒‧犮剌拉菲到館演講「Palihabasan─
布農族的歷史與神話」。

2月 22日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記錄女性的聲音」口述歷史研習營第三場次，於國立臺灣文學館舉

行，由阮青河、楊翠、劉靜貞、許雪姬等學者主講。

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到館演講
「鱷魚鳥：五十年代中共的相聲改革」。

本日至 2月 22日，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蔣經國國
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主辦「2222第四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江南文化』」。該研習營於中
國大陸蘇州、揚州兩地考察，並由王振忠、王德威、邱澎生、周秦、范金民、胡曉真、徐

澄琪、鄭培凱、龔書章等學者主講。

2月 2日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邀請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館長謝英從於該館演講「彰化平原福佬客的歷

史與文化」。

本日起至 22日，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臺大數位人文研究中心、誠品書店臺大店於誠品
臺大店共同舉辦「思想的裙角：八位臺灣女詩人經典作品展」。

2月 2日 國史館舉辦「近代中國宗教發展史系列講座」，邀請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秘書長釋覺培到

館演講「從佛教的演變與發展談『人間佛教』的影響」。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邀請日本九州大學東洋史博士沈玉慧至該所演講「十七到十九

世紀東亞各國間往來─以朝貢使節的交流為中心」。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巍至該所演講「周作人與古希臘神

話」。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精神專科醫師、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澳洲國立大學中華全

球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黃宣穎至該所演講「都會中國的心理治療與心理熱：演進中的專

業或難以馴化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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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該所舉辦「女『姓』與『女界』：清代到民初的女性主體論

辯」工作坊，並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衣若蘭、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講師秦方

分別演講「稱誰之姓？清代婦女姓氏稱謂與論辯」與「『女界』一詞與清末民初女性主體

之建構」。

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會（HSTCC）舉辦「2222
『全球視野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地點為中央研究院。該研討會共發

表 22篇論文。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人類系助理教授宋玟靜至該所演講「走向

全球：一個中國基因中心的崛起」。

2月 22日 漢學研究中心邀請日本九州產業大學教授內田直文（Naofumi Uchida）於國家圖書館演講
「清朝康熙時代奏摺政治與皇帝權力」。

本日及 22日，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臺大數位人文研究中心、誠品書店臺大店於誠品
臺大店共同舉辦兩場「思想的裙角：臺灣現代女性詩學評析」系列演講。本日為第一場演

講，由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及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洪淑苓、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

授陳義芝共同主講。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該所訪問學員、東京外國語大學綜合國際學研究科博士生山

西弘朗於該所演講「莫拉克颱風後原住民村落的重建兼論災難人類學的挑戰與困境：從高

雄市桃源區布農族村落的事例談起」。

2月 22日 漢學研究中心邀請美國東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蔡駿治（Philip Thai）於國家圖書館演講
「法律、國家建設與中國沿海緝私之戰」。

漢學研究中心邀請美國西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柯必德（Peter J. Carroll）、美國布朗大學歷
史系副教授張倩雯（Rebecca Nedostup）於國家圖書館分別演講「亡羊補牢：自殺，社會統
計，和民國時代廣州之青年危機」與「南京紫金山的公開秘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日本成城大學經濟學部教授陳力衛至該所演講「『同文同

種』的幻影：梁啟超《和文漢讀法》與日本辭書《言海》」。

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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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在中原大學全人教育村舉辦「2222生命醫療史與醫籍文獻」
學術沙龍暨青年學者研討會，共發表 22篇論文及一場專題演講，由劉士永主講。
國史館邀請世新大學副教授兼主任秘書李功勤到館演講「你所不知道的孫運璿」。

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舉辦「2222臺灣文化學術研討會」，共發表
22篇論文，並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教授葉春榮進行專題演講「道教與民間宗教」。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日本島根縣立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李曉東至該所演講「近

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與明治日本─以軍國民思想為視角」。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該所兼任研究員黃富三於該所演講「清季霧峰林家與公泰洋

行合作經營樟腦初探」。

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示教育組助理研究員盧梅芬到館演講「原真、原

始、混雜：日據時期原住民木雕產業與收藏」。

2月 22日 國立臺灣圖書館邀請 22年灣生紀錄文史工作者，灣生紀錄片出品人、導演田中實加至該館
演講「故鄉─灣生回家的故事」。

2月 22日 本日為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臺大數位人文研究中心、誠品書店臺大店於誠品臺大店共

同舉辦「思想的裙角：臺灣現代女性詩學評析」第二場演講，邀請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

研究所及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洪淑苓，以及詩人蓉子、朵思共同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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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舉辦「第八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共發表 22
篇論文，並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進行專題演講「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與臺灣家族史研究」。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該所副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主任張隆

志於該所演講「從『臺灣啟航』到『新竹‧風起』：清大人社週年記感」。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邀請該所訪問學人、美國克拉克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中文部主任

陳雅湞於該所演講「我愛臺妹，臺妹愛我：從李昂透過郝慕天對楚特電影〈曖昧〉的影響

重新思考臺灣女性酷兒與歐美和臺海兩岸對話的可能性與研究立場的視角」。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日本兵庫縣立大學經濟學部國際經濟學科教授陳來幸於該所

演講「留日客家華僑在亞洲商業網絡上的定位和作用：梅縣潘植我先生和他的生平」。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該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辦「客家文化研究計畫─研究

計畫期中報告」第一場工作坊，共邀請莊英章、李文良、陳麗華、呂玉瑕、洪馨蘭、趙樹

岡等 2位教授主講。
本日起至 22月 22日止，由國史館、中央研究院、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共同舉辦之
「中華民國南疆史料特展」，於國史館二樓展覽區開展。

本日起 22月 22日止，由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共同舉辦
之「紅唇與黑齒：檳榔文化特展」，於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展示中心舉辦。

本日起至 22月 22日止，由原住民族委員會、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共同舉辦之「古
調留聲──臺灣原住民族傳統音樂採集主題展」，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原圖中心舉行。

本日起至 2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舉辦「2222『跨越民族脈絡的政治哲
學：中文語境中的施密特與斯特勞斯政治思想』學術研討會」，共發表 22篇論文。
本日起至 2日，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等 22所臺灣文學相關系所，共同於國立臺灣
大學文學院舉辦「2222臺灣文學大會師」研習營，共邀請 22名學者主講。
本日起至 2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共同於慈濟大學校本部
舉辦「第十一屆（2222）人類學營『人類學與心理學交會的火光』」，共邀請 22名學者主
講。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於該所舉辦「臺灣家族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坊，內容共有六場

講座。

2月 2日 本日起至 22月 22日止，由國立歷史博物館主辦，四川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深圳博物
館協辦之「萬里江山頻入夢─兩岸張大千辭世三十週年紀念展」，於國立歷史博物館二

樓開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日本琦玉大學教養學部准教授小野寺史郎、福岡教育大學教

育學部准教授竹元規人於該所演講「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思考：青年世代的觀點」。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雷祥麟於該所演講「非驢非馬：醫學與中國現代性的論

爭」。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瞿駿於該所演講「小城鎮裡的

『大都市』─清末上海對江浙地方讀書人的文化輻射」。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胡成於該所演講「近代在華教會醫

院的宗教慈善與收費」。

國史館邀請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商學部教授段瑞聰到館演講「盧溝橋事件與中日戰爭之全面

展開─以『蔣介石日記』為線索」。

2月 22日 國立臺灣圖書館邀請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柳書琴至該館演講「『綠』

與『赤』的歷史交會─日治時期三大農運與臺灣新文學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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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於該所舉辦第三屆「歷史上的民眾與社會」暨慶賀呂士朋教授米壽學術

研討會，共發表 22篇論文及兩場主題演講，分別由東海大學榮譽教授呂士朋、國史館館長
呂芳上主講「中華帝國的宗藩體制與外交實務」與「革命派作為『五四人』與知識界的互

動（2222-2222）」。
2月 22日 本日至 22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原住民族委員會、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共同在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館舉辦「2222年臺灣原住民族國際學術研討會：當代面貌的探索」，
共發表 22篇論文，並舉行三場專題演講，分別由 Peter Bellwood、Roger Blench、李壬癸主
講。

本日至 22日，金門縣文化局、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中心、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所、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分別於成功大學、金門大學、廈門大學舉辦「2222 金門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共發表 22篇論文，並由汪毅夫與龔鵬程進行兩場專題演講，講題分別為「金門的進

士與『金門主貴』的傳說」與「區域學中的金門學」。

2月 22日 本日及 22日，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於誠品書店臺大店舉辦「龍瑛宗與殖民地臺灣」系列
演講，邀請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副教授王惠珍主講，講題「殖民地青年的苦惱─龍

瑛宗的文學夢痕」。

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曾銳生教授到館演講「蔣介石、西安事變

與中日全面戰爭的起點」；並邀請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林素珍到館

演講「五十年來都市阿美族社會組織的變遷」。

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該中心舉辦「2222年海洋史國際學術
研討會：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共發表 22篇論文，並由荷蘭萊頓大學歷史
系教授包樂史（Leonard Blussé）進行專題演講「When Questions and Answers Were Blowing 
in the Wind」。

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22年 2月 22日止，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主辦之「島嶼．地動．重生：222地震
十五周年特展」，於該館展示教育大樓四樓特展室舉辦。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日本東京大學教授中島隆博至該系演講「近代東亞中的國家與

儒教」。

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專任教授陳其澎到館演講「臺北『城內』的故事─博愛

特區的空間情事」。

2月 22日 國立政治大學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熙遠至該系演講「制度史的考證

與文化史的詮釋──以一幅長江圖的年代斷定入手」。

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吳文星到館演講「後藤新平與臺灣」。

2月 22日 國史館舉辦「近代中國的宗教發展學術研討會」，共有四場次，發表 22篇論文。
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連江縣政府、馬祖藝文協會共同於該所舉辦

「2222從馬祖列島到亞洲東南沿海：史前文化與體質遺留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共發表
22篇論文，並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人類學系教授史東金（Mark Stoneking）進行專題演講
「The Genetic Origins and Legacy of the Austronesian Expansion」。

2月 22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教授岸本美緒、英籍華裔作家張戎博士至

該系分別演講「鴉片戰爭的信息傳播─從江南到日本」與「歷史洪流裡的女性面貌─

《慈禧》與《鴻》的寫作歷程」。

2月 22日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於誠品書店臺大店舉辦「龍瑛宗與殖民地臺灣」系列演講第二場，

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主講「『近代的個人』登場─解讀〈植有木

瓜樹的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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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何翠萍、蔣斌於該所演講「《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

火》策展經驗分享」。

22月 2日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於該院舉辦「一點水墨，兩處成龍：東亞文化交流之中介與跨界」研

究生研習營。此為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共相與殊相─十八世紀前東亞文化意象的匯

聚、流傳與變異」與臺灣大學文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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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吳聰敏於該系演講「日治初期臺

灣土地產權制度之演變：從清賦到土地調查事業」。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汪宏倫於該校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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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教授耿化敏於該所演講「你所不知

道的第一代中共黨史權威何幹之」。

本日起至 2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該中心舉辦「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人
流與跨境」國際學術研討會，共發表 22篇論文，並由日本獨協大學經濟學部教授波形昭一
進行專題演講「植民地期台湾の日本人商工業者に関する調査体験─三好徳三郎と木村

匡の場合」。

22月 2日 由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

國文化研究所、科技部數位人文推動計畫─數位人文研究人才培育計畫主辦之「數位人

文研究工作坊」，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舉辦。

本日起至 2日，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辦「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
2222年會：當代人類（學）處境」研討會，共發表 222篇論文。
本日起至 2日，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於該所舉辦「文化、藝術與社會研討會」，共計發
表 22篇論文，並由美國社會科學新學院社會學系教授 Vera L. Zolberg進行專題演講「A 
Sociology of Art」。

2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之「東亞文化交流與知識生產學術座談會」，於該所會議

室舉辦，共發表 2篇論文。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圖書館於該館舉辦「記憶臺灣，展望世界─ 2222世界記憶與圖
書文獻保存再利用研討會」，共發表 22篇論文，並舉行一場專題演講、二場綜合座談。

22月 2日 國史館審編處處長何智霖於該館演講「陳誠與抗戰」。

22月 2日 國史館於該館大禮堂舉辦「抗戰史系列影展暨座談」，邀請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

教授張同道與談「電影眼看中國：十九路軍抗戰史」。

漢學研究中心舉辦寰宇漢學學友講座，邀請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容世誠（Sai Shing 
Yung）於國家圖書館演講「文化冷戰與廉紙小說文化（Pulp Culture）：中國─香港─東南
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巫仁恕於該所演講「抗戰時期淪陷區的城市生活─以蘇

州菜館業的興衰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俐娜至該系演講「中國

近代史學史研究的新視野」。

22月 22日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等單位於本日與 22日在該校舉辦「影像與史料：影像中的近代中
國」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安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李崗演講「阿罩霧風雲的真誠與

真相」，並計發表 22篇論文。
臺北市大龍峒保安宮邀請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教授吳學明，於保安宮演講「臺灣歷

史上的族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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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 22日 本日及 22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院中國研究所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助理教授卜永堅於該系進行 2場系列演講。本日為第一場，講題「惡搞武則
天？明末蓬勃燦爛的書籍印刷出版業」。

2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教
授葛兆光於該所進行「2222傅斯年講座：交錯的東亞宗教」系列演講共三場。本日為第一
場，講題「應對西潮─ 2222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會前後的日本佛教與中國佛教」。

22月 22日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陳有貝於該系演講「祖先的紋樣：北部平埔族史前文物─

臺大校園的考古埋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教授葛兆光於該所

進行「2222傅斯年講座：交錯的東亞宗教」系列演講共三場。本日為第二場，講題「橘枳
之異─東亞道教交流史之概念、方法與立場的再思考」。

國史館邀請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童春發到館演講「美麗臺灣跨

越南島─臺灣原住民與大溪地」。

22月 22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蕭新煌於該系演講「從臺灣民

間公民社會的經驗到亞洲民主展望」。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周婉窈於該系演講「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

『新』材料與多元詮釋的可能」。

22月 22日 由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

國文化研究所、科技部數位人文推動計畫─數位人文研究人才培育計畫主辦之「數位人

文研究工作坊」，於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舉辦。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教授葛兆光於該所

進行「2222傅斯年講座：交錯的東亞宗教」系列演講共三場。本日為第三場，講題「納四
裔入中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學界的『中華民族』論述」。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學系邀請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系教授劉千美於該系演講「圖像山水：

風景書寫的政治與美學」。

本日起至 22日，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及文學院舉辦「以物觀物：臺灣、東亞與世界
的互文脈絡」國際研討會，共發表 22篇論文，並舉行五場專題演講。

2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南市政府文化
局、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舉辦「第四屆南瀛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南瀛的社會與生活」，

地點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共發表 22篇論文。
本日起至 22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於該校舉辦「第五
屆白沙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共發表 22篇論文，並由李宗信、顧雅文進行兩場專題
演講。

國史館於該館 2樓大禮堂舉辦《丁惟汾先生史料彙編》新書發表座談會，邀請東吳大學
圖書館長丁原基、以及丁惟汾的家屬丁㕛，以及該館助修郭維雄演講，講題分別為「丁惟

汾的經學與文獻學」、「丁惟汾研究的幾個盲點」與「丁惟汾與北京青年的國民會議運動

（2222-222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黎志添至該所演講

「道教與地方廟宇─傳統宗教與現代城市社會之激盪」，並舉辦「道教研究的現況與展

望」座談會。

國立歷史博物館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講座教授兼畫家劉國松到館演講「現代水墨

畫的創立與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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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 22日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邀請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院中國研究所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助

理教授卜永堅於該系進行第二場系列演講「陞官圖的前世今生」。

國史館邀請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醫學院教授吳興鏞到館演講「黃金往事：一九四九民國

人與內戰黃金終結篇」。

2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香港大學商學院教授李培德演講「蔣介石與民國金融─江浙財閥再探討」。

2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於國家圖書館舉辦「第 2屆臺北學．臺北建城 222週年
紀念學術研討會」，共發表 22篇論文，並舉行一場專題演講與座談會。

2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臺灣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第十屆嘉義研究國際
學術研討會」，共發表 22篇論文，並舉行一場專題演講與圓桌座談會。

22月 22日 國立歷史博物館邀請該館顧問傅維新於該館二樓展廳演講「大千先生在歐洲的行誼」。

真理大學臺灣文學系舉辦「第十八屆臺灣文學家牛津獎暨鍾逸人文學學術研討會」，共發

表 22篇論文。
本日起至 22日，臺灣語文學會、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學系共同舉辦「第十屆臺灣語言及
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地點為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共發表 22篇論文。
本日起至 22日，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及本土語言
教學領域學習中心共同於該校舉辦「行尞客庄、采采一方─ 2222中臺灣客家族群與文化
學術研討會」，共發表 22篇論文。

22月 22日 臺灣中文學會、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於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辦《從少年中國到

少年臺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導讀會，邀請該書作者、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梅家玲主講。

22月 22日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名譽教授曾永義於該院演

講「論說臺灣傳統民間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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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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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熙遠至該系演講

「在國家祀典的籠罩之下─從雍正皇帝擘劃的眾神殿說起」。

本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於該所舉辦「戰爭隱喻：衝突、生命、書寫」
國際學術研討會，共發表 22篇論文。

2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劉士永演講「英籍臺灣人：蘭大弼醫

師」。

（資料整理 / 許秀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