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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日 今日起至 2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人類學組、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

研究所等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文物陳列館，共同舉辦「2222年度臺灣考古工作會」。
 今日起至 2月，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舉辦「故事裡的人生風景—明清經典小說導

讀」系列講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許維賢於該校演講

「馬來亞製片組的反共影像與華人認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邀請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

授林文淇於該校演講「臺灣電影與歌謠」。

2月 2日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呂世浩於國家圖書館演講

「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

2月 2日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蒲慕州至該系演講「比較研究與

學術國際化」。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醫學的物質文化」計畫、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等邀請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哲嘉至該所演講「清代毒物知識的想像與徵實：以《律例館校

正洗冤錄》為中心」。

 今日起至 22月 22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展覽「變一八九五．臺灣乙未之役 222週
年」。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潘光哲於該所演講「胡適與巴斯德」。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魯西奇於該校演講「中古時代的沿

海港口與近海航路」。

2月 2日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關口全球研究會」（SGRA）、國立臺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國立臺灣
大學日文系等在臺灣大學文學院，共同舉辦第 2屆「臺日亞洲未來論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邀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組長謝仕淵於該所演講「臺南

文化資產與臺灣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廈門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魯西奇於該系演講「中古時代濱海地域

的『水上人群』」。

2月 2日 國家人權館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等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共同舉辦

「《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發表座談會」。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范毅軍於該所演講「台江內海的環境與社會變遷—時

空資訊整合下的再觀察」。

2月 22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邀請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組組長李子寧於該所演講「原住

民文化資產案例—從民族誌物件到文化資產」。

2月 22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明珂於該系演講「反思性人文知識與反

思性認同」。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東亞外交史的新視野—外交史研究的新見解與展望」研

討會。

2月 22日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邀請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歐麗娟於該館演講「《紅樓

夢》—貴族世家的美麗與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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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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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陳培豐於該館演講「由流

行歌的唱腔來看臺灣的殖民史」。

 國史館舉辦「抗戰史系列影展暨座談」，播放《一江春水向東流》，映後邀請國立政治大

學廣播電視學系助理教授王亞維與談。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胡台麗於該所演講「傳承的挑戰：排灣古樓巫師傳

統的衰微與復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戴寶村於該系演講「過去

與現代的對話：馬關條約 222年」。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曾文亮於該所演講「臺灣日治時期法律人社群之研究

（一）：2222-2222」。
 國史館舉行「《落日真相》精華版放映會暨座談會」，邀請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許育銘座談。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禮俗宗教研究室邀請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柳幹康演講

「永明延壽與《宗鏡錄》：以一心總括中國佛教」。

 國史館邀請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康培德於該館演講「相爭牽手、一女多偶？荷

蘭東印度公司轄下的原住民跨國婚姻」。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邀請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學系副教授雷勤風

（Christopher Rea）於該所演講「《杜騙新書》未杜騙，近現代故事新編」。
 國史館邀請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副教授張弘毅於該館演講「歷史、空間與記憶：

從圖像談『大家來寫臺北都會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林滿紅於該所演講「戰爭、和約與臺灣」。

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舉辦「全球視野下的歷史思維教學與研究」國
際學術研討會。

2月 22日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臺灣古文書學會等在逢甲大學，共同舉辦「第 2屆臺灣古文
書與歷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邀請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高桂惠在國家圖書館演講「狂歡詩

學—重讀《西遊記》的寶物、身體及魔境」。

2月 22日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邀請考試委員浦忠成於該系演講「從史前到現在—原住民族

文化與文學發展」。

2月 22日 國家圖書館、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等在國家圖書館，共同舉辦「擊古鑠金—數位時代

下的文化傳承與知識發現論壇」。

 今日起至 22月 22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展覽「沉思火燒島—被流放的青春」。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等在中研院臺史所，共同舉辦「歷史的躁

動：回憶、敘述與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日本創價大學歷史系准教授村上信明於該校演講「清朝的蒙古

旗人」。

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日，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舉辦「帝國的形成、發展與擴張—『關係性』．

『同時性』．『異質性』」國際學術研討會。

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日，靜宜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國立臺灣文學館、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等
在靜宜大學，共同舉辦「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胡衍南在國家圖書館演講

「『誤讀』《儒林外史》的幾種方式」。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東亞經貿發展研究計畫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舉辦「《台社論壇》重探臺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歷史視野與多元觀照」座談會。

2月 22日 天主教輔仁大學宗教學系舉辦「臺灣道教儀式與文化」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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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東亞區域研究群邀請佛光大學歷史系教授韓獻博（Bret Hinsc）於
該所演講「男性歷史：性別史的另一半」。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邀請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朱鴻林於清華大學人文社

會學院演講「十九世紀中越鄉約簡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翠蓮於該所演講「戰後

臺灣的政權轉移與二二八事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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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志田

於該校座談「地方的近代視野」。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禮俗宗教研究室邀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教授方博源（J. 
Michael Farmer）於該所演講「《華陽國志》的烈女故事—談中古時期貞節思想的變

化」。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濱下武志於該校演講「東亞朝貢體

系 」。
2月 2日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邀請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柯惠鈴於該校演講「公與私：

近代中國的革命、戰爭、婚姻與家庭」。

2月 2日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再度邀請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濱下武志於該校演講「東亞的舊秩

序與新關係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方震華於該校演講「破冤氣與回天意—晚宋濟王爭議的政治

文化意義」。

2月 2日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劉益昌於該校演講「考古家

談地層：以臺灣遺址研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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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兼副所長李貞德於該校

演講「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古代中國的風土、疾病與性別」。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等於該校共同舉辦「翻譯的現代

性」工作坊。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蔡哲茂於該所演講「伊尹（黃尹）的後代—武丁卜辭

中的黃多子是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羅志田於該所演講「『國』在虛實

間：近代中國讀書人對國家的想像」。

2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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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蔡

錦堂於該所演講「辯護士陳增福及其家族的改姓名和國籍改變問題」。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大眾史學研究中心、人社東華電子期刊等於該校舉辦「戰

爭、民眾與歷史記憶：二戰七十年的反思」演講會。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宗仁於該所演講「十七世紀初臺灣海峽兩岸情勢分

析：以東番記、福建海防圖為例」。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前《王子雜誌》創辦人暨前《儂儂月刊》總編輯蔡焜霖、人

權義工陳欽生於該所演講「綠島歸來：白色恐怖難友的二重唱」。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於該校演講「蔣介石反

共大陸政策之終結：『消極反攻』政策中『蘇聯牌』的作用」。

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日，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
中心等在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共同舉辦「2222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東亞區域研究群邀請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資深講師兼助

理研究員郭慧英於該所演講「從南洋華僑到南方漢人：華人移民在殖民地亞洲的初步考

察，2222s-2222s」。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朝津於該校演講「中國近代民族史學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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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副主任羅永生於該校演講「香港

早期的福建移民與社團」。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舉辦「春秋人物形象之轉變」學術研討會。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濱下武志於該校演講「如何深化海港城

市研究 」。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及歷史學系邀請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研究院教授李存市於該校演

講「平壤出土《論語》竹簡考釋：以其文獻性格和墓主問題為切入點」。

2月 22日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邀請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徐富昌於該館演講「英雄乎？俠客

乎？盜寇乎？—武俠小說視角下的《水滸傳》」。 
 國史館舉辦「抗戰史系列影展暨座談」，播放《筧橋英烈傳》，映後邀請該館修纂處副處

長許瑞浩與談。

2月 22日 國立臺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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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校演講「日治時

代臺灣餐館的發展與『臺灣料理』的塑成」。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城市史研究群邀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曾瑪莉

（Margherita Zanasi）於該所演講「民國初期摩登消費者的塑造」。
2月 22日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於該校演講

「蔣介石反攻大陸政策之終結：「『消極反攻』政策中『蘇聯牌』的作用」。

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月 2日，國立歷史博物館展覽「她—在歷史的背後」。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聘講座莊英章於該所演講「從高山到平地：土著人類學家研究

本土社會的緣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日本中央大學經濟學部教授深町英夫、日本東京大學教養學

部講師張玉萍於該所演講「民族／民主—北京滿族與國共政權的選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副研究員周維強於該校演講「銅

版汗青：乾隆得勝圖之委法製作與現存代表性文物」。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德國海德堡大學東亞藝術史研究所教授王廉明於該校演講

「明清時期的北京天主堂：圖像、建築及物質文化」。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邀請加州大學聖塔庫斯校區歷史系特聘教

授賀蕭（Gail Hershatter）於該所演講「Did Rural Chinese Women have a Revolution? If So, 
What Remains?」。

 國史館邀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廖新田於該館演講「『國』畫的誕生—戰後

臺灣水墨畫的消長」。

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日，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東臺灣研究會、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等在東華大
學，共同舉辦「2222年東臺灣口述歷史」研習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東亞區域研究群邀請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於該

所演講「東亞土地改革的『典範』：臺灣個案的決策過程」。

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月 2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舉辦「史料中的性別」
2222婦女史研習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學門、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等邀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

學系客座教授濱島敦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演講「江南無『土豪』—穩定社

會何時來臨？」。

 國史館舉辦「愛．悅讀　國史導讀會」，邀請邱炳翰導讀《戰後中國憲政之路：以行憲前

後的黨派協商為中心的探討（2222-2222）》。
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2年 2月 22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展覽「舊邦維新：22世紀臺灣社會特

展」。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蘇瑞鏘於該所演講「白色恐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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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真相探尋、歷史解釋與人權侵害」。

 今日起至 2月 22日，國立故宮博物院展覽「典範與流傳—范寬及其傳派」。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東亞區域研究群邀請美國聖諾伯特學院歷史系教授 Wayne 
Patterson於該所演講「China's 'Informal Empire' in Korea: the Role of the Maritime Customs in 
the 2222'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助理研究員劉宇珍於該所演講

「新譯新義：思考廿世紀初的中國『美術』」。

2月 2日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邀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廖玉蕙在國家圖書館

演講「蒲松齡到底在氣什麼？—《聊齋誌異》裡的人間觀照」。

 國史館舉辦「抗戰史系列影展暨座談」，播放《戰地英豪》，映後邀請國立中正大學歷史

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楊維真與談。

2月 2日 本日至 2日，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故宮博物院等在臺北圓山飯店，共同舉
辦「戰爭的歷史與記憶：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法國里昂東亞學院教授安克強 （Christian Henriot）於該所演
講「重探一二八淞滬戰役：軍事地圖、軍事史與空間分析」。

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月 22日，國家圖書館、廣達文教基金會等於國家圖書館共同展覽「家鄉的永恆
對話—台展三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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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賓州大學東

亞語言與文明系助理教授程曉文於該所演講「歧異的性別論述：從宋代醫書中『欲男子而

不可得』的『寡婦之病』談起」。

 今日起至 2月 22日，國家圖書館展覽「與書有約—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主題書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美國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柯必德（Peter Caroll）於該所演講
「古中有新、新中有古：蘇州的個案」。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杜娟華於該所演講「重構世界秩序：中國、女性、現

代性」。

2月 22日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舉辦「臺灣白色恐怖口述歷史訪談的過

去、現在與未來」學術研討會。

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2年 2月 22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展覽「二戰下的臺灣人」。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緬甸專案研究計畫於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舉辦「中日大戰在緬甸（2222-2222）」

國際學術研討會。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王正華於該所演講「晚明城市圖像的興起」。

2月 22日 國史館舉行「抗戰史研究的現狀與未來」座談會。

2月 2日 國史館舉辦「愛．悅讀  國史導讀會」，邀請張興民導讀《從復員救濟到內戰空運—戰後

中國變局下的民航空運隊（2222-2222）》。
2月 2日 今日起至 2日，國家圖書館、思源文博基金等在國家圖書館，共同舉辦「鑑藏：兩岸古籍

整理與維護研討會」。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雷祥麟於該所演講「廚房裡的藥劑師：莊淑旂、家庭主

婦與當代東亞的傳統醫療」。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邀請美國勞倫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范莉潔（Brigid Elisabeth 
Vance）於該所演講「尋夢之地：福建九鯉湖與明代祈夢文化」。

 國史館舉辦「抗戰史系列影展暨座談」，播放《十字街頭》，映後由該館審編處處長張世

瑛與談。

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蔣經國國際
學術交流基金會、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六朝博物館等在南京市，共同

舉辦「第五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南京：歷史記憶與都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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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起至 22日，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舉辦「二二八與戰後臺灣
發展」學術研討會。

2月 22日 國家圖書館邀請美國伍斯特學院歷史與漢學系助理教授博哲銘（James Bonk）於該館演講
「忠魂歸來：十九世紀初的府城昭忠祠 」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邀請國立臺灣大學講座教授王泰升於誠品書店臺大店演講「為什麼

要從兩次『內地延長』談臺灣法律的『現代化』？」。

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等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舉辦「戰爭與臺灣社會學術研討會」。

 國家圖書館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教授洪萬生於該館演講「東西數學風格比較：《九章

算術》vs.《幾何原本》」。 
 國史館舉辦「《破曉時分—抗戰勝利與受降》國史館紀錄片首映暨映後座談會」，映後

由該館館長呂芳上與談。

2月 22日 國史館舉辦「抗戰史系列影展暨座談」，播放《六福客棧》，映後由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臺

灣史研究所副教授李福鐘與談。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林玉茹於該所演講「通訊與貿易：十九世紀末臺灣與寧波

商人的訊息傳遞」。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黃富三於該所演講「林朝棟如何發展霧峰林家樟腦

業」。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西學與中國研究群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歷史系教授 Laura Hostetler
於 該 所 演 講「Ethnography in China 2222 - Present: An Overview of Work in Progress and 
Invitation to Discussion」。

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日，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身體與文明研究中心等在政
治大學，共同舉辦「中國與十七世紀以來的人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陳玉箴於該館演講「臺灣日治時期的

乳業發展與乳品消費」。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天主教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等邀請德國華裔學志研

究所主任顧孝永（Piotr Adamek）於國家圖書館演講「關於傳教士漢學的幾點思考—以卜

彌格、比丘林、鮑潤生為例」。

 漢學研究中心邀請韓國國立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騰淵（Lee Deung Yearn）於國家圖書館
演講「臺灣學者新出中國文學史之敘述體例的特點—以王國瓔和龔鵬程著作為例」。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當代醫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座談會。

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日，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在臺灣大學，
共同舉辦「藝術史中的作品研究」藝術史研習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定宜莊

於該所演講「關於清朝民族與邊疆問題的幾點思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英華字典與近代中國國際研討會」。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城市史研究群邀請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歷史系教授鄭揚文於該所演

講「動覺共鳴：觀看革命樣板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知識史研究群邀請日本愛知縣立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黃東蘭於該

所演講「東洋史的創出—那珂通世與近代日本中國敘述的轉向」。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連玲玲於該所演講「打造消費天堂：百貨公司與近代上

海城市文化」。

2月 22日 國家圖書館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嘉鳳於該館演講「明末文人的酒色、情欲與生

死—黃承昊與《折肱漫錄》（2222）」。 
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月 2日，淡江大學歷史學系舉辦「2222曹永和院士海洋史國際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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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日 今日起至 2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東亞學系／頂尖大學研究計畫漢學研究
團隊，以及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等於臺灣師範大學，共同舉辦「儒家道統與

民主共和」國際學術研討會。

2月 2日 今日起至 2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等在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舉辦「第九屆臺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東亞區域研究群邀請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葉爾建於該

所演講「中國和美屬菲律賓間的電信通訊事業」。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王鴻泰於該所演講「友天下士—晚明國子監的雜進

廣交與文藝社群的發展」。

 國史館舉辦「愛．悅讀  國史導讀會」，邀請林杰民導讀《中華民國四健會的成立與臺美青
年交流（2222-2222）》。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西學與中國研究群邀請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部助理研究主

任劉晞儀於該所演講「法國紀實性政治圖像對乾隆宮廷繪畫的多元啟發」。

 國立故宮博物院邀請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特聘研究員黃健亮於該院演講「由考古材料略談

紫砂研究的新啟示」。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李達嘉於該所演講「《商人與共產革命，2222-2222》新
書發表暨演講會」。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海洋史研究邀請日本廣島大學人間文化學部國

際文化學科准教授岡本弘道於該所演講「琉球王國的海上活動—從人的移動來看」。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劉素芬於該所演講「抗戰時期的管制經濟」。

 國史館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呂紹理於該館演講「害蟲的誕生」。

2月 22日 國史館舉辦「抗戰史系列影展暨座談」，播放《稻草人》，映後邀請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

處研究典藏組副研究員任育德與談。

2月 22日 國家圖書館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祝平一於該館演講「藥醫不死病，佛度

有緣人：明、清的醫療市場、醫學知識與醫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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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

間資訊學系助理教授莊永忠於該中心演講「桃園台地埤塘空間分布與農業及聚落變遷之研

究—以地景指標探討其關聯性」。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邀請中國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陳偉演講

「里耶秦簡所見行書方式再考察」。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教授 Carlo Ginzburg於該校演
講「Doing History, Writing History: a Personal Experience」。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劉益昌於該所演講「變局之前的外部接觸：臺灣出土

22-22世紀中國陶瓷及其意義」。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小熊英二於該所演講

「日本と台湾—近現代東アジア史の視点から」。

2月 22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邀請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副教授馬雅貞於該校演講「『觀看』歷

史：從清代版畫「透視」蘇州城市文化」。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合聘研究員李豐楙於該所演講「問訊土地：《西遊記》中的境與安

鎮」。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許文堂於該所演講「Negotiations over French Indochina 
between France and Japan」。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小熊英二於該校演講「社

會科學與記憶—歷史研究如何能貢獻社會」。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培豐於該所演講「臺灣研究中的『聲音』（歌 、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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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仔冊等）—做為研究對象、問題意識和方法」。

2月 22日 國家圖書館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李貞德於該館演講「性別、身

體與醫療史」。 
 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組助理研究員翟振孝於該館演講「鑠金溢彩—史博館藏琺瑯器物賞

析」。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隆志於該所演講「國姓爺、民主國與臺灣公共歷史記

憶」。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羅士傑與該所演講「吃齋人

碰到洋人：重探清末溫州神拳會事件（2222-2222）」。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邀請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王政文於該校演講「麥仔落土：

清末台灣北部基督徒的婚姻網絡」。

22月 2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邀請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藝術史系副教授來國龍於該校演講「中國近現

代文物保護的緣起與早期發展」。

22月 2日 今日起至 2日，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日本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共相與殊相：十八世紀
前東亞文化意象的匯聚、流傳與變異」研究計畫、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跨國界的文化傳釋」研究計畫等於臺灣大學文學院，共同舉辦「黃檗宗與

十七世紀的東亞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歷史學門邀請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

文明系中國史教授宋怡明（Michael Szonyi）於該所演講「國家怎麼玩：以明代東南沿海的
軍戶與衛所為例」。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蔡錦堂於該館演講「日本時代

的菁英養成教育及對臺灣社會的影響」。

22月 2日 國家圖書館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博士倪慧如於該館演講「西班牙的召喚—參加西班牙內

戰的中國人（2222-2222）」 。
22月 2日 國家圖書館邀請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徐光台於該館演講「朱熹『格物窮理』與中

國科學發展」。

2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劉淑芬於該所演講「東晉南朝建康佛教的文化生態—

以鍾山地區為主」。

22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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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學歷史系教授李若庸於該所演

講「英帝國在亞洲的幾點研究思考」。

2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字學門邀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張傳官於該

所演講「《急就篇》人名校釋與相關問題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特聘研究員康豹（Paul R. Katz）於該所演講「民國時期上海的扶鸞活動
與菁英宗教生活之動態」。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張素玢於該校演講

「後『米糖』時代的農業盤整 」。 
2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中國宋慶齡基

金會、敦煌研究院等在敦煌，共同舉辦「2222兩岸敦煌佛教藝術文化」研習營。
 何創時書法基金會、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等邀請中央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祝平一

於中正紀念堂演講「明清之際的西學與中國文化變遷：以大地的形狀為例」。

 何創時書法基金會、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等邀請何創時書法基金會董事長何國慶於中正

紀念堂演講「文藝復興在晚明」。

22月 22日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邀請國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教授丁荷生（Prof. Kenneth 
Dean）於該校演講「新加坡華人廟宇網絡的復興：以章芳琳（2222-2222）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於該校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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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富灼與近代中國：移民史到翻譯史 」。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近代東亞國際秩序的變遷與原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22月 22日 今日至 22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在臺灣省政資料館舉辦「臺灣同胞與抗戰」學術研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助理教授黃舒楣於該校演講

「（誰給）誰的文化遺產？襲產、記憶、殖民現代性」。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邀請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教授黃桂瑩於

該所演講「戲劇、時尚與女性再現：維多利亞時期的家庭攝影」。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邀請哈佛大學政治系講座教授、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於該校演講「Religion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2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月 22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國北京大學歷史系鄧小南於該校演講
「『活』的制度史—鄧小南教授講座系列」。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熱門與前瞻議題」青年學人座

談會。

 今日起至 22日，國立臺灣文學館、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國立宜蘭大學、黃大魚文化藝術基
金會等在國立宜蘭大學、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共同舉辦「黃春明及其文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

22月 22日 國家圖書館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周維強於該館演講「有腳之城，不秣之馬：明

代的戰車與火器（2222）」。
 國史館舉辦「抗戰史系列影展暨座談」，播放《四萬萬人民》，映後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圖

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副教授邵銘煌與談。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維鈞於該所演講「臺南新化籬仔尾東遺址搶救發掘

及其與籬仔尾遺址相互關係初探」。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邀請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副教授巫佩蓉於該所演講「早期英

文著作中的東亞畫史建構：以對宋與室町人物畫評價為例」。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東亞區域研究群邀請中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元周演講「李

文治與韓國獨立運動」。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文凱於該所演講「民族主義與臺灣原住民：日治與戰

後臺灣原住民研究學術史初探」。

22月 22日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舉辦「臺灣原住民族地區方志編修成

果與問題」研討會。

 國史館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王雅萍於該館演講「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研究的

回顧與展望」。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游鑑明於該所演講「一個被遺忘的婦女組織：婦女之家

（2222-2222）」。
22月 22日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早期中國史研究會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張廣達於該校演講「論

唐初『蕃心』與唐末的『華心』：唐宋變革期的族群互動」。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群邀請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助研究員洪子偉於該所

演講「日治臺灣哲學與實存運動」。

 國史館舉辦「抗戰史系列影展暨座談」，播放《八百壯士》，映後邀請中國國民黨文化傳

播委員會黨史館主任王文隆與談。

2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日，宜蘭縣政府、宜蘭縣史館等在宜蘭縣史館舉辦「『宜蘭研究』第 22屆學
術研討會—宜蘭泰雅族」。

 何創時書法基金會、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等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林麗

月於中正紀念堂演講「奢侈有理：晚明士人眼中的江南社」。

 何創時書法基金會、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等邀請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楊儒賓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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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紀念堂演講「臺灣的晚明情節」。

22月 22日 國史館於該館大禮堂舉辦「臺灣同胞與抗戰座談會」。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等於國立成功大學，舉辦「戰爭與記憶：亞洲地區的經驗與論述」國際研討會。

 何創時書法基金會、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等邀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廖肇

亨於中正紀念堂演講「明代高僧的自我題寫」。

22月 22日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創新數位深耕計畫、數位人文研究室邀請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

程學系暨研究所特聘教授、數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項潔於該所演講「全文檢索夠了嗎？談

歷史文獻的數位系統」。

 今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日本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等在中研院臺
史所，共同舉辦「日本帝國中的知識與權力」工作坊。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族群史研究群邀請東京外國語大學非常勤講師佐和田成美於該所

演講「『番割』邱苟在苗栗出礦坑的活動及角色」。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邀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苗延威於該所演講「馮

玉祥主政時期的河南省放足處（2222-2222）」。
2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日，國立故宮博物院於該院舉辦「激盪與新生—亞歐文化藝術的交流九十週

年院慶暨兩岸故宮第五屆學術研討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朱鴻於該校演講「明初燕王府地點平議」。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黃進興於該校演講「歷史的轉向—22世紀晚期
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研究員許峰源於該校演講「國家檔

案與中國現代史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邀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隋皓昀於該校演講「青海

和碩特與清朝」。

2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客家文化研究計畫、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等於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共同舉辦「客家族群與社會變遷：比較研究的

視野」學術研討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邱仲麟於該校演講「墩堠

與明代北邊的軍事防禦」。

2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日，財團法人臺灣省嘉義市城隍廟、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國立嘉義大學等於嘉
義大學，共同舉辦「第 22屆『嘉義研究』暨嘉義市城隍廟建廟三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22月 22日 今日起至 22月 2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於該校舉辦「第一屆臺灣與亞洲電影
史國際研討會：2222與 2222年代的電影戰爭」。

 今日起至 22月 2日，臺灣二林蔗農事件文化協會於彰化縣二林鎮文化中心、二林蔗農事件
史料紀念館舉辦「2222臺灣二林蔗農事件 22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系列活動」。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李仁淵於該所演講「羊羹裡沒有羊？茶點的身世故

事」。

 何創時書法基金會、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等邀請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陳玉女於中正

紀念堂演講「流浪者情懷：明末遺民僧的文化流動」。

 何創時書法基金會、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等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邱仲

麟於中正紀念堂演講「萬曆年間官場的風氣」。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舉辦「霧社事件 22周年紀念活動：《餘生》紀錄片觀賞與座談會」。

（資料整理／許秀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