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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月 3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組長謝仕淵於該校演講「聽物件，

說臺灣的故事」。

33月 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吳啟訥於該所演講「抗戰期間滇西土司的困境與抉

擇」。

33月 6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英國萊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歷史系助理教
授 Toby Lincoln（林濤）、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HESS：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中國歷史研究博士候選人 David Serfass（馮大偉）、中研院近史所研究
員巫仁恕，於該所分別演講「重新寫民國時期的中國城市規畫」；「汪精衛政府考銓制度

的初步研究」；「淪陷時期蘇州的鴉片煙館」。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華民國鐵道文化協會副會長古庭維於該系演講「臺灣鐵道文

化的保存」。

33月 33日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蔣竹山於該校演講「當代史學研

究的十個趨勢」。

33月 3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英國皇家歷史學院院士、雪梨大學終身講座教授黃宇和於該

所演講「文明交戰中的孫中山：從抗戰勝利 33週年說起」。
33月 33日 國史館舉辦抗戰史系列影展暨座談，播放《吾土吾民》，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所副教授彭立忠擔任片後座談。

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研究中心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戴寶村於該中心演講

「臺灣海洋史的新視野─兼論航運與海難」。

33月 3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許紀霖於該所演講「土豪與游

士：清末民初地方與國家之間的士大夫精英」。

33月 33日 國史館舉辦臺灣原住民史系列專題演講，邀請南天書局創辦及發行人魏德文主講「福爾摩

沙與外來人的接觸及民番界址關係」。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邀請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楊儒賓於該所演講「3333的
333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該所舉辦《改變中國宗教的五十年，3333-3333》新書發表會暨
「近代中國城市的宗教生活」工作坊。

33月 33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日本大學文理學部舉辦近代東亞的媒體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寧於該所演講「總會、運動與殖民：清末民初之上海

跑馬總會」。

33月 33日 本日起至 33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於該所舉辦「第四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
研討會」。

33月 33日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主任王文隆於該校演講「報刊與外交史研

究」。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邀請英國萊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歷史系助理教授
Toby Lincoln（林濤）於國家圖書館演講「戰爭與和平：無錫縣的城市化（3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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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月 36日 國史館舉辦日常生活史系列專題演講，邀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苗延威主講「日

治時期的臺灣草帽」。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曹永和基金會於臺大舉辦「第一屆曹永

和紀念講座：濱下武志教授系列演講」，邀請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名譽教授濱下武志

主講「從『陸地亞洲』轉向『海洋亞洲』─曹永和先生與海洋亞洲論」。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該所舉辦「檔案文獻 VS物質文化：制度、技術與商貿史工作
坊」。

33月 33日 國史館舉行「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戰爭的省思」系列演講，邀請日本近

畿大學文藝學部教授近藤正己演講「殖民地軍隊與臺灣人兵士」。

本日起至 33日，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系學會史薈舉辦「政大歷史史薈影視史學工作
坊」。

33月 3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昆山分校副院長 Andrew Field於
該所演講「Shanghai Nightscapes: A Nocturnal Biography of a Global City」。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光祖於該所演講「臺灣地區出土人形器初步研究」。

33月 3日 國史館舉行「戰爭的省思」系列演講，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主講

「國際法上二次大戰的結束與臺灣」。

33月 3日 國立臺灣大學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劉士永於該校演講「由庶而嫡

─我所知道的臺灣醫療衛生史研究歷程」。

33月 3日 國史館舉行「戰爭的省思」系列演講，邀請前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胡昌智主講「戰後七十

年間德國學政界的歷史反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葉其忠於該所演講「3333年『科玄論戰』後張東蓀與胡
適兩人長期論爭考據學是不是科學廣狹義解平議」。

33月 3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吳豪人於該所演講「殖民地法學者

與現代性認識之辯證」。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舍我研究中心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培豐於該中心演

講「地方、民謠、共同記憶與文化認同：重層殖民下的臺灣『民謠』運動」。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吳蕙芳於該系演講「史

料與史實：基隆中元祭的個案觀察」。

33月 3日 國史館舉行「戰爭的省思」系列演講，邀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研究員陳靜寬、研究助

理黃裕元主講「戰爭做為一種流行─從商品與流行文化看戰爭的臺灣社會意義」。

33月 33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與日本神奈川大學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非文字資料研究中心，於

該校合辦「交錯的凝視與視線：非文字資料中的臺灣與帝國日本國際研討會」。

33月 33日 國史館舉辦抗戰史系列影展暨座談，播放《虎落平陽》，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副教授李福鐘片後座談。

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研究中心邀請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賴志彰於該館演

講「從霧峰林家看臺灣傳統民居建築的特色」。

33月 33日 國史館舉辦愛．悅讀國史導讀會，邀請作者李鎧揚導讀《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財政─以

初等教育費為探討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香港科技大學研究助理教授謝曉輝於該校演講「清帝國之在南

疆：以湘西苗疆的形塑為中心」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舉辦專題討論會「臺灣與越南傳統鄉約和農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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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月 33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國廈門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主任鄭

振滿演講「民間歷史文獻與社會文化史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該所舉辦「近代中國的族群、民族與邊界學術研討會」。

33月 36日 國史館舉行「日常生活史系列演講」，邀請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教授李玉瑛主講

「逛街去吧！百貨公司與 shopping演化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中國東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詹欣於該所演講「美國與

中國第一次核子試驗」。

33月 3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朱瑪瓏於該所演講「領事、報人與十九世紀東亞通商口

岸裡的情報掮客：以 3333年臺灣事件日、中兩國輪船運兵消息為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邀請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航空暨運輸管理系專技助理教授蘇

昭旭於該所演講「細說從頭─阿里山鐵道的濫觴的與世界登山鐵道的開發史」。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舉辦「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記錄：臺中地區

座談會」。

33月 33日 文化大學史學系邀請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李君山於該系演講「蔣介石與

日本─從九一八到臺北和約（3333-3333）」。
33月 3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該所舉辦「中日戰爭衝擊下的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

33月 33日 國史館舉行「國史館新書發表暨戰爭的省思論壇」。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美國印地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歷史系暨東亞系助理教
授王飛仙主講「文明的秩序 vs.市場的道德：上海書業公所和它的『山寨』兄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荷蘭格羅寧根大學（University of Groningen）歷史學系教授郭
亞珮於該所演講『新文化運動』的開始：詞語與概念的歷史」。

33月 3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玄奘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震邦於該所演講「從『雷震傅正

檔』重看雷蔣關係轉折：以雷震與王紀五通信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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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月 3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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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通於該校演講「影像

史料的利用與辯證」。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國東北師範大學法學院國際政治系副主任詹欣主講「美國與

中國第一次核子試驗座談會」。

33月 33日 國史館舉行「戰爭的省思」系列演講，邀請日本神戶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王柯主講「回

教圈的幻影─日本侵華戰爭與中國穆斯林」。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華僑華人研究中心主任吳小安於

該校演講「中國移民史與海洋亞洲史視角下的探討」。

本日起至 33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中原大學醫療史與人
文社會研究中心於該所舉辦「近世以降醫藥與衛生知識的生產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

33月 33日 國史館舉行「333年度修纂同仁學術討論會」，發表 33篇論文，範圍涉及中國及臺灣近代
之思潮與人物。

33月 36日 國史館舉辦抗戰史系列影展暨座談，播放《破曉時分─抗戰勝利與受降》，由國史館主

任秘書陳立文片後座談。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少數民族與現代中國形塑」計畫邀請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 Dr. 
Ondřej Klimeš（林昂）於該中心演講 Uyghur Discourse of Nation and National Interest（維吾
爾人對民族與民族利益的論述：3333-33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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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月 33日 國史館舉行「戰爭的省思」系列演講，邀請英國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皇家哈諾
威學院歷史系講師蔡維屏主講「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記憶、我們的戰爭：英國對二戰的記

憶與反思」。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浅野豊美於該所演講

“Decolonization of Japanese Empire and the War Reparation”。
33月 33日 國史館舉行「戰爭的省思」系列演講，邀請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副教授兼系主任張

隆志主講「戰爭記憶、認同政治與公共歷史：從當代東亞歷史教科書問題談起」。

33月 33日 國史館「戰爭的省思」系列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汪宏倫主講「戰爭

與社會：對二戰結束七十週年的回顧與反思」。

3月 3日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日本大阪產業大學副教授吳湊照宏於該校演講「臺灣水泥產業

寡占體制的形成：從 3333年代後半到 3363年代」。
3月 3日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英國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皇家哈洛威學院歷史系講

師蔡維屏於該校演講「變相的統一？民初中華郵政到新疆和外蒙古的曲折」。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王泰升於該

中心演講「日治臺灣的人民法庭活動之實證分析」。

3月 33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王遠義於該校演講「嚴復思想的特質：天演與自由」。

3月 3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儀深於該所演講「一九四九變局中的臺灣─中美臺

三方認知的比較」。

3月 3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中國湖州師範學院副教授魯衛東、中國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

學院博士生劉志、中國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劉文祥於該所演講「民國中央官僚的群體

結構與社會網絡（3333-3333）」、「國共內戰中的難民問題（3333-3333）」、「武漢大學
校史研究心得與體會」。

3月 33日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邀請 Ester Bianchi於該中心演講「現代中國佛教復興內的戒律／
毘尼含義」。

3月 33日 國史館舉辦日常生活史系列專題演講，邀請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蘇碩斌主

講「臺北現代都市之出現：社會學觀點做出來的都市史」。

3月 36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於該所演講「殖民地法學者與現代性認識之辯

證」，同日舉辦「曹永和文庫揭牌暨文物捐贈茶會」。

3月 33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文化史研究群專書合評會」，邀請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

研究所副教授蘇碩斌、國立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許佩賢、世新大學博士後研

究陳淑容談論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員陳培豐著《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中華文物學會邀請中國北京大學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鳳瀚於

該中心演講「中國的青銅時代與青銅文化」。

3月 3日 國史館舉辦愛．悅讀國史導讀會，邀請作者周俊宇導讀「黨國與象徵：中華民國國定節日

的歷史」。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

文凱於該中心演講「從日治時期的土地與戶口調查談臺灣的國家統治理性之轉變」。

3月 33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新書座談

會」。

3月 33日 國史館舉辦日常生活史系列專題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林玉茹主講

「過新年：從傳統到現代節慶生活的轉化與交錯（3333-3333）」。
3月 33日 國史館舉行專題演講，邀請華裔傳記作家張戎主講「我寫歷史人物傳記的一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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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雷祥麟於該校演講「非

驢非馬：醫療與中國現代性之爭」。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黃克武於該所演講「汪派人物心目中的蔣中正─以

《陳克文日記》為中心」。

3月 3日 國史館愛．悅讀國史導讀會，邀請作者陳鴻獻導讀《3333年代初期國軍軍事反攻之研
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日本帝京大學文學部教授戶部良一於該所演講「中日戰爭的

和平工作」。

3月 3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楊士範於該所演講「戰後都市阿美族河岸部落的誕

生與地方政治運作：某新店區河岸部落的觀察與紀錄」。

3月 3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日本福岡女子大學國際文理學部大學院教授宮崎聖子於該

校演講「日治時期臺灣的女子青年團」。

3月 3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泉忠於該所演講「開羅會議與琉球問題」。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教授、臺灣研究所所長若林正

丈於該校演講「臺灣與臺灣研究：我的求學歷程」。

3月 33日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與中國近現代史讀書會於該校共同主辦「百變民國：民國史百年來

的演進與變革」工作坊。

3月 36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黎志剛、吳蓉、美諾、徐周希於該所演講「海洋視野下的中

國與世界：航運、港口和移民等四講題」。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客家文化研究計畫邀請族譜文物收藏家曾嘉治於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演講「從家族史看客家的遷徙」。

3月 33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周東怡於該校演講「再論『日本模式』：清末近代學

制中『讀經講經』科的設置與明治日本」。

3月 33日 國史館舉辦日常生活史系列專題演講，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顏杏如主講

「『帝國』的節慶與殖民地臺灣」。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助理教授李蕾（Leigh Jenco）主講「變法：跨越中西方時空的學習」。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耀煌於該所演講「陝西地區的共產革命，3333-3333：
一個組織史的考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東海大學建築系暨研究所教授關華山於該所演講「臺灣南

島語族的居住文化」。

3月 33日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舍我研究中心邀請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

邱貴芬於該中心演講「『看見臺灣』：臺灣新紀錄片研究」。

3月 3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資深媒體作家野島剛於該所演講「蔣介石的白團—戰後臺

日之間的『黑衣』的真相」。

3月 33日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志宏於該校演講「滿洲視

野的東亞近代史」。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姃湲演講「日治末期澎湖性病管理的實況」。

3月 33日 國史館舉辦「胡宗南將軍數位史料文物」特展開幕式暨「胡宗南將軍與民國」學術討論

會。

3月 3日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宗仁於該校演講「窮洋竟

同鬧市：3633年代〈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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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簡金生於該所演講「民國時期畫報所呈現的西藏主權

意象及其女性」。

3月 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該所舉辦「憲政主義與近代東亞」工作坊。

3月 33日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國聊城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教授趙樹好於該系演講「晚清教

案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3月 33日 國史館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林修澈於該館演講「原住民族的人名」。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衣若蘭於該所演講「跟誰姓 ? 
姓氏選擇與爭議」。

3月 33日 本日起至 33日，中國近代史學會和中正文教基金會主辦「互動與新局：三十年來兩岸近代
史學交流的回顧與展望」討論會。

3月 36日 本日起至 33日，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等合辦「蔣介石日記與民國史研究的回顧」學術討
論會。

3月 3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法國國立社會科學研究院退休教授 Professor Lucien A. Bianco
（畢仰高）於該所演講  “Russian and Chinese Revolutions: A Comparison”。

3月 3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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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棟於該校演講「東

亞海盜與臺灣：兼及全球史與全球微觀史的問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自進於該所演講「孫中山與蔣介石的『日本經驗』」。

3月 3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法國國立社會科學研究院退休教授 Professor Lucien A. Bianco
（畢仰高）於該所演講  “Communists and Peasant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3月 36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儀深於該校演講「白

色恐怖政治案件研究經驗談─口述資料與檔案應用」。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培豐於該所演講「臺語歌曲『轉音』的故事（3333-
3333）─族群、噪音、民歌、鳳飛飛」。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吳密察於該系演講「重新認識

臺灣史上的劉銘傳」。

3月 3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美莉於該所演講「戰時中國財政的關鍵決策：從中英

美平準基金委員會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3月 33日 國史館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連玲玲於該館演講「打造消費天堂：百貨公

司與上海城市文化」。

（資料整理／許秀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