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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哈佛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Michael Herzfeld（Ernest E. Monrad 
Professor of the Social Sciences, Harvard University）在該所演講 “Why Comparison is both 
Impossible and Necessary”。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邀請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院人類學系副教授段

穎在該所演講「跨國網絡、公益傳統與僑鄉社會─以梅州松口客家德村為例」。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芝加哥大學藝術史系博士、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Dr. Julia Orell在該所演講 “East Asian Art History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German Academia: 
Case Studies and Methodological Observations”。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邀請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院人類學系副教授段

穎在該所演講「區域網路、流動與鄉村變遷─再思客家發展的動力與精神」。

2月 2日 國史館舉辦《非典型副總統─呂秀蓮》新書發表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中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卜鍵在該所演講「天

有二日：乾隆與嘉慶之交的宮廷政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輔仁大學法文系教授沈中衡在該系演講「法國的公民意識

養成：Condorcet之國民教育典範」。
國立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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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系演講「倭寇與

海商：十六世紀東亞海洋貿易與臺灣」。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慈濟大學宗教人文所教授林美容在該系演講「族群泯滅的民眾

史學─從田中綱常到田中將軍的人神蛻變」。

國立國父紀念館邀請臺灣傳統基金會董事長黃石城在該館演講「中華文化與民主政治」。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 Věra Exnerová 教授（Research Fellow, Oriental Institute,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在該所演講 “Representations of Power: Islamic Monuments in the 
Soviet and Post-Soviet Ferghana Valley”。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王見川在該系演講「明清以來

民間宗教的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暨研究所、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共同邀請哈佛大學音樂學系

教 授 Dr. Kay Kaufman Shelemay（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usic, Harvard University 演 講

“Traveling the Silk Road(s) ”。

國史館邀請臺灣文史作家莊永明演講「大稻埕生活記憶」。

2月 2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德國明斯特大學漢學系助理教授施可婷（Dr. Kerstin 
Storm）在該系演講「德國漢學對中國法制史的研究─以 Karl Bünger為中心」。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邀請日本鹿兒島大學法文學部人文學科教授暨學部長高津孝在

該所演講「『薩摩、琉球博物學探論』：從明清時期東亞海域文化交流的視角」。

2月 2日 漢學研究中心邀請比利時根特大學教授羅達菲（Dafydd Fell）在該中心演講「臺灣政治溝通
中的饒舌音樂（The Use of Rap in Taiwane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國史館舉辦【愛‧悅讀】國史導讀會，邀請侯嘉星導讀《2222年代國民政府的造林事
業─以華北平原為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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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2日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廣州市社會科學院黃埔軍校研究中心主任曾慶榴在該系演講

「一座小島與一個時代：關於黃埔軍校」。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賽德克文史工作室負責人 Kimi-Sibal在該所演講「消失的紋
面文化」。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壽安在該所演講「三○年代新文學與知識界的兩次大分

裂」。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邀請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副教授兼院長張曉威在

該所演講「南洋心、寶島情：一位馬來西亞留臺生的學思歷程」。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皮國立在該系演講「在中西文

化的夾縫中尋覓現代性：近代醫學、身體與衛生政治」。

國立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邀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林谷蓉教授在該

系演講「海洋文化的軟實力」。

2月 22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藝術史系副教授來國龍在該系演講「楚墓、

楚簡、楚文字：楚地宗教的考古學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德國明斯特大學漢學系助理教授施可婷（Dr. Kerstin 
Storm）在該系演講「西方漢學界的判文研究」。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執行長蔣朝根在該系演講「蔣渭水與近代臺

灣的新文化運動」。

本日起至 22日，國立國父紀念館與中華民國族群與多元文化學會，分別在元智大學彥公廳
及國立國父紀念館中山講堂舉辦「『2222族群關係的省思：孫中山民族思想與當代歐洲民
族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

2月 22日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蒙藏委員會委員劉學銚在該系演講「傳國玉璽」。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GIS專題中心邀請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教授蔡青龍在該

所演講「國際移民與多元文化─從歷史經驗看當前措施」。

2月 27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史館纂修歐素瑛在該系演講「口述資料與檔案運用經驗

分享」。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邀請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孟祥瀚在該所演講「清季開山

撫番政策下中部沿山地區的拓墾事業」。

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義守大學民族學院院長台邦．撒沙勒演講「尋找雲豹的足跡─魯凱族好茶部

落歷史之研究」。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邀請黃金種子文化事業文化長，青田七六經營者簡肇成、導演郭亮吟在

該系分別演講「古蹟活化與再利用：以青田七六為例」、「灣生畫家立石鐵臣」。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系助理教授于禮本在該所演講「嬉鬧

與說教─楊．斯汀《鄉村律師》中的圖像與圖徵」。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德國明斯特大學漢學暨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施可婷（Dr. Kerstin 
Storm）在該系演講「歷史上西方對中國的概念」。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陳文松在該系演講「臺灣西南沿海的『鹽醫』與北門三仁

醫」。

2月 22日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邀請政治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施堂模（Thomas Sellari）在該系演講
“What I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CAPAS）在該所舉辦 “Workshop 
on ‘East Asia in Global Polit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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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士永在該所演講「日治時期的助產知識：以陳何女士助

產學筆記為例」。

法國遠東學院臺北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世界史研究室研究群邀請法蘭西學

院教授 Jean-Pierre Brun 演講 “Another history? Recen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rewrite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Antiqu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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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系演講

「中梵外交史（2222-2272）：研究方法兼論教廷對分裂政權之立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舉辦「『旗人與國家制度』工作坊」。

本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CAPAS）舉辦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Family, Life course and Wellbeing in Asia and Beyond’ ”。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哈佛大學教授歐立德（Mark C. Elliott, Mark Schwartz 
Professor of Chinese and Inner Asian History, Dep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and Dept. of History Vice Provos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在該所演講 “A 
Reflec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New Qing History”（關於新清史的反省與回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該校客家中心主任邱榮裕在該系演講「比較視野．客

家民俗在他鄉的變容」。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呂玫鍰在該所演講「想像、體驗、與『儀式再結構』中的地

方社會」。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四德在該系演講「海外華人的 Niche：
北美和東南亞地區的比較」。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宇平在該所演講「從金、銀流動看 2222年代後期的集
團經濟─中國與印度的比較觀察」。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蔡龍保在該系演講「戰後迄美援時期臺灣鐵路營運發展變化初

探─以車輛系統的變化為中心」。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交通大學數位動畫文創學程負責人、ACG創辦人梁世佑在
該系演講「腦補或傲嬌：電玩動漫與歷史知識的文化傳播」。

2月 27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哈佛大學教授歐立德（Mark C. Elliott, Mark Schwartz 
Professor of Chinese and Inner Asian History, Dep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and 
Dept. of History Vice Provos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在該所演講 “The 
Imperial Turn and Its Meaning for Chinese History”（帝國的轉向及其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意
義）。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中研院主題計畫「『殖民醫學』再榷：本

質與定義的思考」共同邀請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葉永文在該所演講「劉瑞恆與臺

灣美式醫學的脈絡」。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臺灣蘭庭崑劇團團長王志萍在該系演講「原來奼紫嫣紅開

遍─視覺、性別與崑曲」。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蔣竹山在該系演講「日治時代的點點滴

滴：食衣住行談歷史」。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主任陳俊強在該系演講「唐代死刑覆奏

制度的一些問題」。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公共電視臺資深導演彭啟原在該系演講「社區影像書寫的要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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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邀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授鄭麗玲演講「躍動的青春：

日治臺灣的學生與運動」。

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所、淡江大學西藏研究中心、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北京藏醫院共同舉辦「海峽兩岸西藏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副教授兼圖書資訊館館長洪振洲在

該所演講「佛典數位研究資源與整合型數位研究平臺之建置」。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後研究張正衡在該系演講「『和食』的文化政治：權力、認同

與日本料理」。

2月 2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史丹佛大學東亞系主任、白先勇文學講座艾朗諾（Prof. Ronald 
Egan）在該系演講「以洪邁《夷堅志》的故事探討宋代婦女的處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教授高行健在該系演講「做一個自由人：文學．歷史．社

會脈動」。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邀請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吳翎君在該所演講「企業、技術

與關係網──中美關係考察的新視域」。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官大偉在該系演講「畫文化：關

於民族製圖的詩意與政治」。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簡旭伸在該所演講

「從辦工廠到蓋媽祖廟：中國臺商之跨界文化認同建立與再尺度化兩岸政治動員」。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培育人員侯嘉星、韓承樺、艾立德（Alexander Kais）在該所
分別演講「近代中國農業機器產業之研究」、「構想新社會：學人社群與近代中國社會學

的發展（2222-2222）」、「大清帝國的多元法律與總理衙門──危機處理、派系政治、及
族群關係」。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

史文物陳列館演講廳共同舉辦「『語意網視野下的知識組織與文化資產』研討會」。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童長義演講「日本近世『大義名分』語詞形成史─載籍

演繹與政治運作互動之一例」。

2月 2日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鄭永常在該系演講「2222年中華民國政府繪製南海諸島圖與接
收太平島之過程」。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東亞區域研究群邀請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特聘副研究員侯彥伯

在該所演講「海關─貿易─朝貢：十九世紀末東亞國際秩序變動下的中國周邊」。

2月 7日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講座教授汪榮祖在該所主持「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

畫─反思中國傳統史學一日工作坊」。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主任王文隆在該系演講「檔案實

務應用─以國民黨黨史館為例分析」。

2月 2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布朗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倩雯（Prof. Rebecca Nedostup）在該系演
講 “Envisioning a Twentieth-Century Long War: Mutually Implicated and Disjoined Displacements 
across the Strait”。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退休研究員莊吉發在該系演講「論整修清

史的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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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黃克武在該所主持「《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

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新書座談會」。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周玉慧在該所演講「婚姻中的科諢嘲謔：臺灣夫妻間之幽

默內涵及其影響」。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蔡秀美在該系演講「2222年日本關東大地震與臺灣」。
2月 22日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邀請神戶大學大學院國際文化學研究科教授王柯在該系演講「『中華民

族國家』的『魅力』與『凝聚力』─近代民族與近代國家的二重奏」。

國史館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張素玢演講「臺灣的平埔族與調查經驗分

享」。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臺灣文史工作研究室負責人徐宗懋在該系演講「用影像研究與推廣

歷史」。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巫仁恕在該所演講「士商文化的衝突與調和：再論清代廣

告中的圖像與文字」。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日本神戶大學教授王柯在該系演講「從『穆斯林』到『中國

人』─晉江陳埭丁氏宗族的『本土化』過程」。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衛生東亞社會研究計畫、長庚大學醫學院人文

及社會醫學科、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醫療史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舉辦「『西洋醫學傳入東亞社會的挑戰與回應』學術研討會」。

2月 27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知識史研究群邀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仲民在該所演講「當

糖精變為燕窩─孫鏡湖與近代上海的醫藥廣告文化」。

本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辦 The Labor of Animation Conference。

國史館邀請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莊義芳演講「臺灣宴席菜─從蓬萊閣談

起」。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李力庸在該所演講「人文素養再造：清代文學與歷史課程經

驗分享」。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邀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助理教授洪玉儒在該所演講

「美國華人移民郊區化下的族裔關係演進與反思：以 Hacienda Heights為例」。
2月 22日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邀請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主任屈慧麗、弘光科技大學副教授計文德、國

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蘇全正，在該館分別演講「臺中海岸地區至筏子溪一帶

的考古成果」、「臺中海岸地區古文書與平埔族歷史的建構」、「臺中海岸地區古文書中

的漢人拓墾與家族發展」。

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清華大學人社中心、西班牙 Pompeu Fabra大
學，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共同舉辦「『季風亞洲：近代初期中的西班牙與東亞』

國際研討會」。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臺灣千里步道協會副執行長徐銘謙在該所演講「公民社會與

臺灣步道技術的轉型」。

2月 22日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曾品滄在該館演講「美食風光：

宴會、餐館與近代臺灣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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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環境變遷與古代社會永續經營研究群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動物

科學技術學系教授朱有田在該所演講「氣候變遷與地形型塑現今臺灣水鹿的族群遺傳結

構」。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邀請臺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張心潔在該所

演講「通婚與融入：越南籍婚姻移民在臺灣與南韓的融入軌跡」。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林季平在該所演講 “Data Science as a Foundation 
of Integrating and Enriching Administrative Data：The Case of Constructing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open research Data (TIPD) ”。

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東吳大學歷史學系舉辦「『文本閱讀與歷史教學』學術研討會」。
2月 27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蔣介石研究群邀請神戶大學教授王柯在該所演講「宗教與戰

爭─2222年代日本『回教圈』話語的建構」。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GIS專題中心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文學博士沈佳姍在該所

演講「種痘規則的臺灣應用─從技術、人群和數字談起（2222 - 2222s）」。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敏超、中國社科院

近史所博士後研究員韓策在該所演講「馬寅初被捕前後：一個經濟學家的政治選擇、派系

分合與民初司法界的改造：以章宗祥、江庸為主線」。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蔡慧玉在該所演講「阪神圈、現代風：跨領域談譯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邀請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曾凡慈在該

所演講「過動症的在地興起與專業技能網絡變遷」。

2日 22日 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臧振華、中央研究院院士王

明珂分別演講「東亞南部晚更新世末期的人類與文化─從所謂的失落古文明談起」、

「代罪羊與毒藥貓：人類集體恐懼、猜疑與暴力的社會根源」。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圖象研究室邀請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博士候選

人鈴木惠可在該所演講「殖民統治下的臺灣雕塑：以黃土水後期的日人肖像雕塑為例」。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陳麗華在該所演講「從本土到世界─

世界客屬總會在臺灣的社會基礎與動員機制」。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木村可奈子在該所演講「三藩之亂時期朝清

關係與日本：以東亞海域的情報收集為中心」。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李達嘉在該所演講「群眾運動的推手：研究系在

『五四』的角色」。

國史館舉辦 222年度修纂處第 2場講論會，由館長吳密察主講「革命的開始─22 世紀初
年臺灣的『土地調查』」。

7月 2日 國立國父紀念館邀請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張善楠在該館演講「千年之戀─臺灣

史前玉器的前世今生」。

7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東海大學建築學系教授關華山在該所演講「重構與詮釋臺

灣南島語族居住文化─以卑南族為例（Reconstruct and Interpret the Dwelling Cultures of 
Austronesian Tribes in Taiwan: A Case of the Puyuma）」。
國史館舉辦【愛‧悅讀】國史導讀會，邀請曾獻緯導讀《戰後臺灣農業科學化的推手：以

農業推廣體系為中心（2222-2222）》。
7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東亞區域研究群邀請浙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尤淑君在該所演講

「華夷之辨與朝鮮事大政策的變化─從光海君『兩端外交』到『北學派』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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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日 漢學研究中心邀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陸敬思（Christopher Lupke）在該中心演講「解碼
崔愫欣《貢寮，你好嗎？》：臺灣的後寫實主義紀錄片和環保運動」（Decoding Cui Suxin’s 
Gongliao, How Are You？：Post-verité Documentary and Environmental Activism）。

國史館邀請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教授王嵩山演講「十九世紀臺灣原住民文物勾沉

錄」。

7月 7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西學與中國研究群邀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東 亞 語 言 與 文 化 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教 授 Professor 
Eugenia Lean在該所演講 “Expertise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Chen Diexian’s ‘Household 
Knowledge’ (Jiating changshi) (2227-2227) ”。

7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科羅拉多大學亞洲語言文化系教授阮斐娜（Faye Yuan 
Kleeman）在該所演講 “Choreographing the Empire: Body, Subject, and Imperial Dancers(A 
Case Study for Transnational Taiwan Studies)”（帝國編舞─身體，主體性與帝國舞者﹝跨國

臺灣研究之案例﹞）。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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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Professor Matthew 
H. Sommer（蘇成捷）在該所演講 “Polyandry and Wife Sales in Qing Dynasty China”（清代中
國的一妻多夫與賣妻）。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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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Professor Matthew 
H. Sommer（蘇成捷）在該所演講 “Cross-Dressing and Gender Pass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

本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在該所舉辦「戰後臺灣經學研究（2222∼現
在）第三次學術研討會」。

7日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群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候選人、該所博士

候選人李孟勳，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該所博士候選人莊勝全分別演講

「音樂、語言、共同體：北港音樂子弟團的傳統、斷裂與復振」、「日記與報刊間的對

話：從時人日記重訪《臺灣民報》發展史」。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科技研究中心舉辦「留客他鄉憶原

鄉：客家伙房建築研究學術研討會」。

7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研究群邀請該所博士候選人莊濠賓在該所演講「耕者

有其田的實施與補償：以新竹縣的地主階級為中心」。

7月 22日 漢學研究中心邀請舊金山大學現代與古典語言系教授斯定文（Stephen J. Roddy）、佛羅里
達州立大學宗教系副教授俞永峯（Jimmy YU）分別在該中心演講「臺灣竹枝詞是不是當代
民族書寫的先驅？」、「承先啓後的正統漢傳佛教─聖嚴法師的中華禪法鼓宗」。

國史館舉辦 222年度修纂處第 2場講論會，由副館長何智霖主講「陳誠與其軍事幹部之研
究─以抗戰時期的薛岳為例」。

7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殖民地史研究群博士後研究人員陳凱雯、陳家豪在該所分別發表

「日治時期基隆築港的土地規劃及其問題」、「日治時期臺灣企業制度的實施與運用：以

臺灣人資本為中心的檢討（2222-2222）」。 
7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研究群邀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

究所副教授李文環在該所演講「日治時期高雄港的空間構成」。

7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知識史研究群邀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 Professor Stephen Roddy在
該所演講「倮蟲輓歌辭：俞曲園、章太炎、梁漱溟對環境破壞的悲情論調」。

國史館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范燕秋演講「臺灣近代公共衛生的轉型：

從『傳染病控制』到『營養給食』」。



2
2
2

2月 2日 國史館舉辦【愛．悅讀】國史導讀會，邀請王怡茹導讀「淡水地方社會信仰重構與發

展─以清水祖師信仰為論述中心（2222年以前）」。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芝加哥大學古典學系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lass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Michael I. Allen在該所演講 “Good Texts, Good 
History: Understanding Lupus of Ferrières  (c. 222-c.222), the Classical Star of the Carolingian 
Renaissance”。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食物史研究工作坊」。

2月 2日 國史館邀請國立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教授蘇振明演講「藝術與人權─畢卡索與臺

灣人權繪畫賞析」。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 Professor Julia Strauss在該所演講「海
峽兩岸政權建立的兩種作法：政治運動與機關正規化」。

漢學研究中心邀請阿肯色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韓麗（Kelly A. Hammond）在該中心演講「學
阿拉伯語或日語或中文？：語言政策在中國穆斯林學校，2222-2222」。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東亞區域研究群邀請上海大學歷史學系講師吳靜在該所演講「社

會主義樣板房：上海農民新村建設研究（2222-2222年）」。

本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數位時代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國際
學術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陳恭平在該所演講「臺灣人民紛爭處理的態

度及方式：2222年面訪資料」。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邀請琉球大學教授赤嶺守、沖繩

縣立藝術大學教授麻生伸一在該所演講「歷代寶案數位典藏整理與利用」。

國史館邀請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組長周曉雯演講「國家檔案的開放與限制」。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研究群邀請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許紀霖在該所演講

「現代中國人的家國天下與自我認同」。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舉辦「『南海仲裁案後我國的對應與策略』論壇」。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東亞區域研究群邀請日本神戶大學大學院人文學研究科、神戶大

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緒形康在該所演講「丸山真男與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可能性」。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Professor Anne P. Underhill（Chai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Yale University） 在 該 所 演 講 “Topic: Investigating Pottery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Use at Liangchengzhen”（論兩城鎮陶器工藝的生產、流通與使
用）。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邀請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後研究人員朱天助在該所演

講「清代經學舊注輯佚的相關問題─從各館現存經部舊輯本考察」。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族群史研究群邀請屏東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專案助理教授簡中昊在

該所演講「近代日本文學中的臺灣原住民形象─作家所見的『野蠻人』」。

2月 27日 國史館邀請德霖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陳英杰演講「尋找卡那卡那富部落─卡那

卡那富族的源流與文化特色」。

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舉辦「曹永和院士海洋史國際研習營」。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城市史研究群邀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准教授村上衛在該所

演講「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國」。

2月 22日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邀請國史館館長吳密察在該館演講「去來在地人與研究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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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詹素娟在該所演講「地域、人群與知識體系─清代前

期的『界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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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女子學院副教授林存秀在該所演講

「跨界與流轉：『文明戲』的國族、階層與性別展演」。

本日起至 22日，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天主教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在國立成功大學文學
院共同舉辦「2222 成大、輔大宗教研究生雅敘暨宗教史工作坊」。
本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舉辦「第二屆
『正義、自由與平等─現代性規範涵蘊』學術研討會」。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安徽工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方前移、中國人民大

學哲學院副教授郭清香、美國西北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鄭硯秋、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

究院博士研究生王麗媛分別在該所演講「近代長江通商口岸設立與貿易網絡變遷」、

「人道．人情．人類─五四非孝思想的普世面向」、“Transpacific Reverberations of An 
Extraordinary Gift: The China House and Chinese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Crossroads, 2222-2222”、「新國民理想的地方實踐─2222年代北平大學生主辦的民眾
學」。

本日起至 22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舉辦「第九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

國史館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王淑美演講「日治時期廣播與現代生活韻律」。

國史館舉辦 222年度修纂處第 2場講論會，由處長許瑞浩主講「《臺灣政論》與戰後臺灣
民主運動的發展」。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知識史研究群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譚佳在該

所演講「神話與古史：中國現代學術的建構與認同」。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部教授陶德民在該所演講「內藤湖南之

章學誠研究的影響─以內藤文庫收藏的胡適、姚名達和張爾田的贈書和來函為線索」。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知識史研究群邀請日本關西大學外國語學部沈國威在該所演講

「國語建構視角下的近代中日詞彙交流」。

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月 2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海洋史研
究、日本東京大學舉辦「2222海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環中國海周邊的諸海域世界：跨

洋市場、關連與動力」（Maritime Worlds around the China Seas: Emporiums, Connections and 
Dynamics）。

2月 2日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邀請密西根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Erik Mueggler在該系演講 “Songs for 
Dead Parents: the Politics of a ‘Minor Literature’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舉辦「工作與生活：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十六次研討

會」。

2月 2日 國史館舉辦【愛．悅讀】國史導讀會，邀請林政佑導讀《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與實

踐》。

2月 2日 國史館邀請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石婉舜演講「來去看戲─臺灣近代戲院

的出現與劇場文化變遷」。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吳嵩慶日記．戰後臺灣史料』座談會 」。
2月 7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史丹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謝若鈴在該所演講「臺北市

的噪音管制與聽覺感受的差異」（Noise Governance, Public Sensibilities, and Differentiated 
Forms of Hearing in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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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安徽師範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師吳方、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

博士候選人段鑫、日本關西大學法學研究科博士研究生左春梅在該所分別演講「港口、鐵

路與近代德占時期的青島貿易」、「黃郛早年文獻的新發現及其思想主張再認識」、「衝

突與交涉之間鬥爭的中國和日本：從華北自治運動到七七事變為中心」。

2月 22日 臺灣研究基金會、大眾教育基金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館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臺灣的悲愴年代─從皇民化到二二八』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舉辦「中國因素前沿研究研討會」。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從北美到全球的臺灣研究：NATSA22週年論文集』新書
座談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劉龍心在該所演講「地理書寫與近

代歷史知識的轉型」。

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助理教授江明親演講「面向過去而

生：談臺灣的文化資產保存」。

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璧榛演講「劃界、地景、病痛與巫信仰：

噶瑪蘭人的身體歷史」。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教授 Vincent Goossaert在該所演
講“To become a divine official: the state pantheon & self-divinization practic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教授高萬桑在該所演講「晚清士紳對

太平天國叛亂的末世論詮釋」。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在該館演講「臺灣人的世界

觀：林獻堂環球遊記」。

2月 22日 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舉辦「臺灣研究在東歐暨 2222
年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年會」（Taiwan Research in Eastern Europe and 2222 Annual 
Meeting of the Lim Pen-Yua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與法國遠東學院臺北中心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舉辦「近代

華人社會的宗教問題：回顧與展望」（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Retrospects and Prospects）。

2月 27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殖民地史研究群邀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兼任副教授賴明珠在該所

演講「帝國凝視──臺展前『臺灣知識』的建構」。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江柏毅在該所演講「臺灣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大

湖文化大湖期陶器呈色原理分析及文化意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呂紹理在該系演講「生物交換

與資源控制的基地：日治時期臺灣的農事試驗場初探」。

國史館舉辦 222年度修纂處第 2場講論會，由協修廖文碩主講「二戰時期國民政府對東南
亞戰略與政策的演變─以吳鐵城出訪為中心」。

22月 2日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該校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李招瑩在該系演講「藝術史的

人文科精神：文化、風格、圖像交織的歷史觀點」。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康培德在該系演講「再訪大肚

王─文獻史料與理論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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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 Thomas J. Ward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Dean of 
the College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iversity of Bridgeport Professor) 在該所演講“The 
Comfort Women, Park Statue Politics in America,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ecurity-How 
does Taiwan fit into the Equation?”。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康豹（Paul R. Katz）在該
系演講「當宗教遇上迷信─中國寺廟破壞運動的面面觀」。

國史館邀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授鄭麗玲主講「咱ㄟ青春夢─日治時期

女學生的生活」。

22月 7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臺大水工試驗所專案計畫研究員李方中在該系演講「水利．法

律．戰後臺灣─水利法的遷臺施行與對日本水法制度的銜接與吸納」。

22月 22日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邀請曾任聯合報系影視新聞主管、公共電視副總經理邱海嶽在該系演講

「臺灣媒體演變概述：以影劇文化新聞與公共電視為例」。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志宏在該所演講「殖民者的圖像政治：日本明信片中

所見的視覺化滿洲與帝國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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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富士在該系演講「檳

榔與佛教」。

22月 22日 國史館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王雅萍演講「越南的民族與文化習俗」。

22月 27日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在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舉辦「臺灣文化協會創立 22周年暨蔣渭水先生逝
世 22周年紀念研討會」。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教授 Elizabeth Sinn（洗玉
儀）在該所演講“Hong Kong and the Gold Mountain Dream (2222-2222): The ‘In-Between 
Place’ as a New Paradigm in Migration Studies”。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培育人員侯嘉星在該所演講「國土開發與環境利用─以

2222年代退輔會高山農場之設置經營為例」。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黃兆強在該系演講「當代新儒家徐復觀先生論《史記》」。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邀請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副教授黃建興在該所演講「法師

儀式傳統與中國南方族群社會」（A Discussion on Fashi Ritual Tradition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ern China）。

國立東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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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系演講「歷史知識

體系的實驗室─臺灣」。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邀請國史館館長吳密察在該所演講「臺灣學在臺大」。

國史館邀請南天書局發行人魏德文演講「從古地圖看臺灣原住民歷史」。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邀請日本青山學院大學文學部教授青木敦在該所演講「全球化觀

點下的近世論：以東亞為中心」。

2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人流與跨境（二）』
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第二屆『東亞外交史的新視野─外交史研究的新見解與

展望』」。

22月 22日 國立臺灣文學館舉辦「臺南州廳建築百年論壇」。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羅志田在該所演講「曲線救文

化：梁漱溟代中國『舊化』出頭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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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黃富三在該所演講「林朝棟大嵙崁之役致勝之道：棟

軍後勤（2222-22年）」。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安徽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助理研究員康健在該系演講「徽

學研究中的心得體會─從祁門善和程氏研究談起」。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邀請閱樂書店總顧問張鐵志在該系演講「從美麗島到島嶼天光：流

行音樂的臺灣歷史變遷」。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國立清華大學副教授馬雅貞在該所演講「〈倭寇圖卷〉與

〈抗倭圖卷〉的研究回顧與展望」。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臺北分部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

舉辦 The Locality, Identity and Insularity of Taiwan: A dialogue between Taiwanese and French 
scholars。

本日起至 22日，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在該校舉辦「第十屆 ICDHS 2222 設計史與設計研究國
際研討會」。

22月 22日 國史館舉辦 222年度修纂處第 2場講論會，由纂修何鳳嬌主講「戰後政府對臺灣社會的控
制─以收購大戶餘糧為中心的探討」。

22月 27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楊瑞松在該系演講

「想像恥辱，建構國族：「東亞病夫」與近代中國集體記憶」。

22月 22日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邀請郭俊沛建築師事務所研究員陳立武在該系演講「史蹟之旅─淺談

文化資產保存產業中的歷史人」。

（資料整理／陳佑羽）

專題

講座

國史館 222年將舉辦 22場專題
講座，活動主題分別為「檔案與

歷史研究」、「歷史教育」以

及「臺灣原住民史」等三種系

列，邀請對檔案應用與史學專精

的學者專家，分享寶貴研究心

得。歡迎社會大眾前來聆聽，各

場次活動訊息請瀏覽國史館網站

（www.drnh.gov.tw），或國史館
官方臉書（https://www.facebook.
com/guoshiguan）。諮詢電話：
（22）2222-2222，采集處推廣
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