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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 2日 本日起至 2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該所檔案館舉行，共發表 22篇論文，綜合討論與談人為張玉法、王建朗、楊天石、波多野澄
雄、黃自進。

本日起至 2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共同舉辦「Dialogues 
between European and Asian Commercial Documents: Trad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Knowledge 
Making in Modern East-Asia」研討會，在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舉行，共發表 22篇論文，圓桌論
文與談人為Mathieu Arnoux、邱澎生、林玉茹、毛傳慧、Claudine Salmon。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舉辦「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十一次研討

會」，於該所會議室舉行，共發表 2篇論 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謝聰輝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新天帝之

命：玉皇、梓潼與飛鸞」。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宋廣波於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演講，講題為「胡適

─ 22世紀最有影響的紅學家」。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鄭麗榕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戰爭與動物園：

圓山動物園的例子」。

本日起至 2日止，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發展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共同舉辦「重
構歷史教材─挑戰與契機」工作坊，於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舉行，共舉行五場教科書議

題座談。

2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湯熙勇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明清中國與琉球：航

海、船難及貿易」。

22月 2日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陳鴻圖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日治時期臺東

的私營移民村」。

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婦女研究所博士呂筱渝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演變中的

女性氣質：以母性系譜學與道家生成論之」。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日本北海道大學共同舉辦「2222 IOS – Hokkaido University 
(Sociology) Joint Workshop on Contemporary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and Japan」工作坊，於中央
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會議室舉行，共發表 2篇論文。

22月 2日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幹事羅富寬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演講，講題為「黑膠唱片的時

代記憶─日本演歌對臺灣流行樂的影響」。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楊翠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文學的介入與反抗─戰後臺灣文學

中的威權體制與民主意識」。

22月 2日 前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副院長李兆良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演講，講題為「明代

環球航行測繪、開拓美洲─ 222年世界史錯案的偵破」。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連玲玲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全球化與

在地化：民國時期的上海百貨公司」。

藝術史學者邱建一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造像藝術的典型─釋迦牟尼金銅佛」。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宋怡明（Michael Szonyi）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明代
東南沿海地區的衛所和軍户：國家制度與日常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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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在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演講，講題為「對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的探

索」。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藍適齊在該系演講，講題為「從譯者到戰犯：二次大戰後受國際

戰犯審判的臺灣人戰地翻 譯」。
22月 2日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舉辦「2222年臺北市立大學史地學術研討會」，於臺北市立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會議室舉行，共發表 2篇論文。
本日起至 2日，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新竹市政府共同舉辦「2222傳統與現代─
竹塹學術三百年第一屆臺灣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舉

行，共發表 22篇論文。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健文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書寫『故鄉』：

外省第二代的『隔代鄉愁』與『隔代書寫』」。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宋怡明（Michael Szonyi）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區域
研究的歷史意義」。

22月 2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楊天石研究員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戰後蔣介石、毛澤東的重

慶談判」。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學人 Lara Netting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John 
Ferguson（福開森 2222-2222）與中國藝術：研究，鑑賞與收藏」。

2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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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國族
主義：現代性的規範涵蘊學術研討會」，於該中心會議室舉行，共發表 22篇論文。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士永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演講，講題為「從人到非人：現代

醫院裡理學檢驗的興起─一個醫學史的考察」。

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陳謙平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南京大

學歷史學系之民國史研究現況與未來展望」。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寧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看與被看：

跑馬及通商口岸文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王恩美在國立交通大學社文所演講，講題為「分裂國家、

反共經驗與國家認同─東亞冷戰體制下的韓國華僑」。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口述歷史學會共同舉辦「第 22屆全國口述歷史工作會議」，於
該所檔案館舉行，除工作報告外，另有兩場專題演講。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景平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風雲際會：宋子文與抗戰時期的外交」。

22月 22日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蘇全正在大龍峒保安宮演講，講題

為「龍王信仰在臺灣的歷史考察」。

22月 22日 法國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教授 Vincent Goossaert（高萬桑）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演講，講題為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22月 22日 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郭忠豪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 “Terroir, Technology, 
and Meat-consump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a”。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教授游子安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大道南行：2222年
代以來世界紅卍字會在港、星、馬地區的推展」。

22月 22日 國立臺東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林清財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演講，講題為「平埔族群知多

少？來自第一線田野工作者的報告」。

2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了「改變了中國宗教的 22年」主題計畫成果
發表會，於該所檔案館舉行，共發表 22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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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 22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計畫：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

共同舉辦「佛教史」工作坊，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舉行，共發表 2篇論文。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共同舉辦「十八世紀中國邊

疆與內地工作坊」，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室舉行，共發表 2篇論文。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與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共同舉辦「新史料、新視野：總裁

批簽與戰後中華民國史研究」，在中正紀念堂舉行，共發表 22篇論文。
2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止，國立臺灣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舉辦「再現過去：歷史的多重形式」工作

坊，在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會議室舉行，共發表 2篇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近代中國史學會及國史館聯合舉辦「抗戰時期的中國」學術研討工作坊，在國

史館舉行。

22月 22日 中國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鄭振滿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為「民間信仰與社會文化

史研究」。

本日起至 22日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國立政治大學共同舉辦「東亞共同體─傳統與

現代的觀點」，共發表 22篇論文。
22月 22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我對抗日戰史的一些看

法」。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葉其忠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無』中

生『有』與置若罔聞 ?：趣談西方上帝存在論證兼及不信教的胡適與信教的林語堂」。
2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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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史研究專

題中心共同舉辦「第 22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萬國津梁─東亞海域史中的琉球」，

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會議室舉行，共發表 22篇論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舉辦「跨越想像的邊界：族群‧禮法‧社會─中國史國際學術

研討會」，於該校會議室舉行，共發表 22篇論文，綜合討論與談人為杜正勝、邱添生、黃寬
重、陳國棟、陳秀鳳。

本日起至 22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新史料與二二八研究學術研討會」，在該所會
議室舉行，共發表 22篇論文。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乃德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轉型正義與民主文化」。

22月 2日 國史館、外交部、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共同舉辦「開羅宣言 22週年國
際學術研討會」，於國史館舉行，共發表 2篇論文，國際論壇與談人為錢復、陳錫蕃、Laurens 
Jan、Brinkhorst、Robert Underwood、馬寇德、山田辰雄、張玉法。

2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官晨怡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演講，講題為「在臺東

南亞婚姻移民的生育政治」。

22月 2日 本日起至 2222年 2月 22日，國立臺灣文學館舉辦「歷史與文學」特展，於該館展出。
中國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徐斌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明清兩湖水域所有權

及水上社會變遷」。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莊雅仲在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演講，講題為「天龍國的前

世今生：我的大安區田野」。

日本慶應大學名譽教授山田辰雄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2222年蔣介石的蘇聯訪問」。
22月 2日 本日起至 2222年 2月 2日，國史館、國父紀念館、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舉辦「臺灣經濟

奇蹟的奠基者─嚴前總統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展」，於國父紀念館展出。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臧運祜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中國大陸的抗戰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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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 2日 本日起至 2日，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舉辦「2222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
會」，於中央研究院舉行，共發表 22篇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黃源盛在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演講，講題為「跨領域對話：中

國的法律與道德思想」。

加拿大威爾弗里德‧勞瑞爾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Blaine Chiasson（柴國松）在國家圖書館演講，
講題為「義和團研究的新視野」。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梅慧玉在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演講，講題為「好人

成神：臺灣經驗的印尼研究」。

俄羅斯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教授 Tatiana Pang在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講題為 “Manchu Collection at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Saint-
Petersburg”。
中國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陳紅民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蔣介石的歷史地位之我見」。

22月 2日 本日起至 2日，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舉辦「異地與家鄉─東亞美術史的伏流與激盪

2222-22」國際學術研討會，於該校演講廳舉行，共發表 22篇論文。
法國遠東學院臺北中心主任 Paola Calanca（柯蘭）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講題為
「廈門摩崖石刻作為一種新史料：研究潛力與展望」。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訪問學人 Ketty W. Chen在中央研究院社會所演講，講題為
“Social Movement and Taiwan's Democratic Quality”。

22月 2日 前香港科技大學教授齊錫生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開羅會議的回顧與聯想」。

22月 2日 俄羅斯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教授 Tatiana Pang在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講題為 “Form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Ideology (the 22-22th centuries)”。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黃進興在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演講，講題為「後

現代主義與中國新史學的碰撞」。

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石守謙在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演講，講題為「再

尋桃花源─從陶淵明到貝聿銘」。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阿風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徽州文書視野

下的明清家庭法律問題」。

中國浙江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陳紅民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蔣介石評價之我

見」。

22月 22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劉小萌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清代民

間廟宇的轉香火問題─北京什剎海觀音庵契書之考察 」。
中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路新生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惡

慧』下的『惡果』：2222年梁啟超『史界革命』的再審視」。
22月 22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邱榮裕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為「田調視

野．客家落地生根印記：臺灣北部─客家家族史料為例」。

中國《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道路‧理

論‧制度─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2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漢學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共同舉辦「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
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於國家圖書館舉行，共發表 22篇論文。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和文凱在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結構，歷史事件與制度變遷：

以現代財政國家興起為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游鑑明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多元視角下

的近代臺灣婦女史（2222年 -2222年代）」。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洪秋芬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戰時體
制下臺灣婦女「出頭天」（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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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舉辦「中美關係專題研究：2222-2222學術研討會」，於該所會議廳舉
行，共發表 2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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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2222亞太區域研究計畫成果發
表會」，於該中心會議室舉行，共發表 2篇論文。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林敬智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水上的

神、鬼、祖先：以山東微山湖儀式劇端鼓腔微中心」。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研究（Asia Institute）主任王國斌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
講，講題為「中國和歐洲之政治經濟的工業化（西元 2222至 2222年）」。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灌園先生日記》出版完成座談會暨發表會」，在該所會議室

舉行。

2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22年 22月 22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履踪：臺灣原住民文獻圖畫」特展，於該
院展出。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隆志在國家圖書館演講，講題為「複眼看臺灣─從十九

世紀的幾本『臺灣島史』談起」。

22月 22日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系博士張樂翔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為「捐納制度

與明清社會」。

國史館、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與社團法人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合辦「嚴家淦先生與臺

灣經濟發展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國史館舉行，共發表 22篇論文。
22月 22日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泰升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為「臺灣日治時期的民事

法律現代化」。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周樑楷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歷史是屬於大眾的

─臺大『史學導論』的一個課題」。

玄奘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震邦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戰後（2222-2222）知
識分子的悖論：以《觀察》作者群儲安平、費孝通和張東蓀為主要對象。兼論蔣著《中國之命

運》」。

22月 22日 前駐日代表羅福全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為「從臺灣近代化看二十世紀亞洲經濟

發展的軌跡」。

紀錄片導演莊益增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為「紀錄片與民主運動」。

22月 22日 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教授郭福祥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宮廷器物與蘇州製

造─以乾隆宮廷玉器為中心」。

香港珠海學院文學院院長胡春惠在國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從民國制憲史上看

孫中山之『五權憲法』」。

2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22年 2月 22日，中華文物交流協會、沈春池文教基金會、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國
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舉辦「光照大千─絲綢之路的佛教藝術考古」特展，於國立臺灣史前

文化博物館展出。

 中國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王維江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德語文獻裏的
晚清中國」。

英國華威克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姜學豪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性變中國： 科
學、醫療與轉變的視野」。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蘇碩斌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

「臺北都市史研究的社會學視角」。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一個人改變一個經濟：尹仲

容與臺灣經濟發展」。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歷史系葉文心教授在國史館演講，講題「中國抗日戰爭史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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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 22日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與中國文學系共同舉辦「中國戲劇的傳譯與改編：青年學者論壇」，於該

校會議廳舉行，共發表 2篇論文。
22月 22日 中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臧運祜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2222年代中期的

日本對華政策」。

22月 22日 國史館舉辦《嚴家淦總統行誼訪談錄》新書發表會，於國父紀念館舉行。

22月 22日 中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金雁、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演講，講題為「《倒轉紅輪》的問題意識；四種文革敘事與真相」。

國史館舉辦「222年度修纂同仁學術討論會」，於國史館會議室舉行。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儀深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一九七一年

中華民國政府對『釣魚臺列嶼』政策之形成」。

香港珠海學院文學院院長胡春惠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從中韓關係史看漢學東

漸」。

陜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萍在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演講，

講題為「脆弱環境下的瘟疫傳播、生態擾動與社會變遷─以 2222年陜西霍亂災害為例」。
22月 22日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王泰升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日本統治

下臺灣人關於國籍的法律經驗」。

22月 22日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客座教授白慕堂（Thomas Bartlett）在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為
「顧炎武音韻學之經世意義」。

2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孫慧敏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為「歷史研究成

果的多元呈現形式」。

2222年
2月 2日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邵玉銘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開羅宣言的重要歷史意義」。

中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臧運祜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中國大陸的外交史研究」。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吳玉山在中央研究院政治所演講，講題為「權力轉移與再

平衡下的戰略三角：臺北能持續扮演樞紐多久？」。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與哲學系教授費樂仁在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演講，講題為 “China’s 
Missionary-Scholars /Missionary-Sinologists”。
中國北京中國學研究中心主任梅謙立（Thierry Meynard）在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演講，
講題為「關於傳教士的西文著作及相關研究」。

2月 2日 本日起至 2日，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德國華裔學志漢
學研究院、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共同舉辦「第一屆傳教士漢學國際會議：傳教士對認識中國

與臺灣的貢獻」，在輔仁大學舉行，共發表 22篇論文，圓桌論壇與談人為賴効忠、山岡三治
（Yamaoka Sanji）、聶達安（Leszek Niewdana）。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楊友仁在中央研究院社會所演講，講題為「新土地財政？中國的城中

村改造與都市更新矛盾：以深圳為例」。

2月 2日 本日起至 2月 22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手澤貽芬─傅斯年圖書館珍藏稿本」

特展，於該所文物陳列室展出。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匡悌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講題為「史前

時代臺灣的野豬與家豬─兼論家豬作為南島語族遷徙與擴散的驗證標記」。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楊尹瑄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諷刺畫作為圖像史

料的幾個思考」。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蔣斌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演講，講題為「中華人民共

和國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計劃與寮國境內華人族群景觀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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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日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林傳凱在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演講，講題為「在『黑

暗』中摸索『黑暗的鬥爭』─ 2222年代臺灣地下革命研究的歷史方法反思」。
英國劍橋大學歷史與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王飛仙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盜版合夥人：

商務印書館、金恩公司及中美的版權戰爭」。

2月 2日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助理教授鍾適芳在國立成功大學臺文系演講，講題為「加爾各答華人的

遷徙與流離」。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朱浤源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從仁安羌之

戰看孫立人的政治人格」。

2月 22日 日本岩葉商科大學教授岩間一弘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中國趣味』的大

眾化─日本遊客的上海印象變化和上海的旅遊城市化」。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汪榮祖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陳寅恪的圈內與圈外」。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康豹（Paul R. Katz）在國立臺灣圖書館演講，講題為「斬雞頭
─近代臺灣漢人社會的神判儀式」。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院士謝宇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演講，講題為「中國家庭追踪調查

（CFPS）」。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張學謙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講題為「翻

譯 Hysteria和詮釋『臟躁』─近代東亞醫學中子宮的文化史」。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湯志傑在中央研究院社會所演講，講題為「現代性的實驗

室：從多元現代性的觀點定位『世界的臺灣』之嘗試」。

2月 22日 中國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周頌倫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華夷變

態三形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劉益昌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重讀濁水

沖積扇的地理和人群」。

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第 22屆歷史研習營─「歷史、記憶、遺

忘」。

本日起至 22日止，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臺灣歷史學會舉辦第 22屆新臺灣史研習營。
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止，臺灣人文學社、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藝術觀點 ACT》期刊

舉辦裝配臺灣：2222年臺灣人文學社理論營。
2月 22日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頂尖大學「現代中國的形塑：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計畫

舉辦「衝突、糾紛與中國外交的形塑」學術研討會，在國立政治大學舉行，共發表 22篇論文。
2月 2日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在中央研究院社會所演講，講題為「族群、黨國與臺灣工人

階級的形成：以戰後初期的糖廠與煉油廠為例」。

2月 2日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續修臺北市志》總纂黃秀政在國立臺灣圖書館演講，講題為「2222年臺灣
割讓與臺灣命運的轉折」。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門舉辦「2222年度中央研究院考古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
於該所研究大樓會議室舉行，共發表 2篇論文。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林美容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演講，講題為「魔神仔的人

類學想像」。

2月 22日 國史館修纂處處長侯坤宏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當代最具創見的佛教思想家：印順法師」。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林宗弘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中心演講，講題為「日治時期

臺灣戶籍資料的階級分類」。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2222年第一次環境史工作坊」，於該所會議室舉行，共發表 2
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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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2日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教授李培德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戰時香港華人菁英與對日合作─

以羅旭龢個案為例」。

2月 22日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史研究室主任李長莉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

「大陸中國近代社會史 22年回顧與反省」。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呂妙芬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夫婦之倫：

明清儒者的論述與實踐」。

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月 2日止，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共同
舉辦「「新興宗教與宗教性」學術研討會」，於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會議室舉行，共發

表 22篇論文。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熙遠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講題為「都是

遺詔惹的禍！？─清朝遺詔的製作與皇位繼承問題」。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助理李仁淵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講題為「在村

落製造文字：十九世紀閩東族譜編纂的普及與其意義」。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呂玫鍰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演講，講題為「當代媽祖

信仰的個人化與宗教性：以白沙屯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羅士傑在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瑞安張棡的生活世

界（2222-2222）」。
2月 2日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Michael Keevak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

講題為「How East Asians Became Yellow」。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人賴德霖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梁思成

建築可譯論之前的中國實踐」。

2月 2日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林開世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太平天國的

宗教實踐與民間信仰的關聯：一些初步觀察」。

日本東洋思想研究所川瀨健一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上映された映

画から見る 戰前の台 映画史」。
2月 2日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賴建誠在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為什麼鄭成功趕走荷蘭

人？」

2月 2日 長庚大學專任特聘教授曾華璧在國立臺灣圖書館演講，講題為「國府遷臺後臺灣環境治理的特

色」。

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永發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毛澤東為什麼感謝日本侵

略：論抗戰中之國共關係」。

2月 22日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林孝庭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胡佛檔案館館

藏與近代史研究」。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共同舉辦「『近代東西思想交流中的西學東

傳問題』學術研討會」，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會議室舉行，共發表 2篇論文。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正國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包弼德（Peter Bol）在國家圖書館演講，講題為「人文學、數位資源、
與數位工具的跨界整合：來自中國史研究和教學的兩個範例─中國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

（CBDB）和哈佛中國課（ChinaX）」。
日本新潟國際情報大學教授區建英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丸山真男思想史

學的啟發」。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紹華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演講，講題為「研究與書

寫作為一種實踐：談《我的涼山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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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湯志傑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現代性的實

驗室：從多元現代性的觀點定位『世界的臺灣』之嘗試」。

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永發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抗戰時期的延安整風」。

2月 22日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
講，講題為「鱷魚鳥：五十年代中共的相聲改革」。

澳洲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教授馮兆基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研究胡
適出使美國課題的一些想法」。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教授若林正丈在誠品書店臺大店演講，講題為「中華民國的臺

灣化─戰後臺灣政治史」。

2月 22日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教授胡纓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同與不同：從吳徐

葬秋看女性友誼」。

2月 22日 英國劍橋大學亞洲及中東學系博士候選人馮先祥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同中有異：2222年代
蔣廷黻與蕭公權的社會科學中國化之對比」。

2月 22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李宗信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瑠公大

圳─臺北平原水利社會的形成、崩解和轉型」。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孫大川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臺灣多元族群意識的再連

結─一種原住民文學式的解讀」。

2月 22日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世宗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中國古代的上帝信仰

及其發展困境」。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山口智哉在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宋代坊巷空間

與共同性」。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蔣竹山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當代史學的

『全球轉向』：趨勢與實踐」。

2月 22日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余文堂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在福爾摩沙遇見日

耳曼人（22-22世紀上半葉）」。
即日起至 22日止，國立臺灣大學人類系舉行「宋文薰教授九秩華誕慶祝活動暨 2222年度臺灣
考古工作會報」，共發表 22篇論文。
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高郁雅在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武昌起事後上海報紙插

圖、廣告中的革命圖像」。

2月 22日 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佐藤仁史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清末的城

鎮鄉自治與自治區設定問題」。

2月 22日 日本大阪市立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教授平田茂在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兩宋間

的政治空間變化」。

日本學習院大學外語中心教授大澤顯浩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地球』一詞與

清末地理啟蒙書」。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黃進興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中國新史學

與後現代主義的碰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林泉忠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中日『兩

屬』下半獨立國家的主體性─2222年代琉球與美法蘭三條約之意涵」。
2月 22日 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佐藤仁史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太湖流域社會

史的回顧與研究方法─以廟會組織為中心」。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副教授毛傳慧在成功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貿易口岸的農業、手工業

發展─廣州地區的長時期觀察」。

日本立命館大學經濟學部教授金丸裕一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近代史研究

與話語／概念：現代歷史思維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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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日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徐泓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講題為「再論明代向上社

會流動」。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康培德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區域比較研

究？臺灣『漢人』史與東南亞華人史」。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現今藏傳佛教、臺灣佛教、以及漢傳佛教的互動」國際學術

研討會，於該所研究大樓舉行，會中共發表 2篇論文。
中國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彭勇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明清

易代的偶然與必然」。

本日起至 2日止，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舉辦「明代中後期的軍事動員與軍餉管理」工作
坊，在該系會議室舉行，共發表 2篇論文，綜合座談與談人為彭勇、濱島敦俊、唐立宗、連啟
元、李華彥、曾美芳。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耀煌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早期北方

地區的共產革命，2222-2222一個組織史的考察」。
2月 2日 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石計生在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演講，講題為「七年磨一劍─時代盛行

曲：紀露霞與臺灣歌謠年代」。

2月 2日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陳麗華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演講，講題為「節日與族群：臺灣

六堆客家文化資源的繼承與變遷」。

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教授 Elithbeth Kaske（白莎），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在華軍事教習與德中關係」。

2月 2日 St. Mary’s College of Maryland 歷史系教授 Charles Musgrove（莫林）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演講，講題為「從南京到臺北：國民黨統治時期首都之公共空間的變遷」。

2月 2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林聖智在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演講，講題為「墓葬圖像與宗

教研究」。

2月 22日 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馬悅然（Goran Malmqvist）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略
談康有為先生的思想基礎、政治活動與考證學謬論」。

2月 22日 德國創立東西文物修復中心華海燕在國家圖書館演講，講題為「《觀經變相圖之修復、源起、

圖解》新書發表暨演講」。

2月 22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吳明德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臺灣布袋戲的發展沿

革與演藝特質」。

2月 22日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與國家圖書館共同舉辦「檔案與族譜之徵集與鑑定」研

討會，於該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會中共發表 22篇論文，並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所長謝國興進行專題演講。

英國萊斯特大學教授林濤（Toby Lincoln）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抗戰時期
淪陷區的城市化：以無錫為例，2222-2222。」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郭慧娟在國立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學系演講，講題為「西婆羅

洲客籍華人資本與勞動力的流動，2222-2222」。
2月 22日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助理教授蔡政良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高砂的翅膀：藝術

形式作為高砂義勇隊的歷史再現」。

2月 22日 中國江蘇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薛海波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尋找一個

真實的蘭陵王：兼談北齊史的一些問題」。

本日起至 22日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多元視野下的釣魚臺問題新論國際學術研討
會」，在該所檔案館舉行，共發表 22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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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2日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郭靜云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農作、青銅、馬

車技術與多元文明結合的問題」。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教授陳正茂在國史館演講「名士風流─談左舜生之身平及思

想」。

2月 22日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何寄澎在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演講，講題為「唐宋古文的古典意義與

現代意義」。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林美容在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演講，講題為「魔神仔

的人類學想像」。

2月 22日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歷史學博士曾齡儀博士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跨界的人

群：汕頭日人與臺灣籍民的商業活動、社會網絡與旅行書寫（2222-2222）」。
2月 22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羅繼磊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演講，講題為「開發水

源：清光緒時期西北的環境危機與水利工程」。

2月 22日 本日起至 22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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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2222臺灣的
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於該院活動中心會議室舉行，會中共發表 22篇論文。
本日起至 22日止，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與德國華裔學志漢學研究院共同舉辦「2222
輔仁大學東南亞漢學會議：東南亞漢學的過去與現在」國際學術研討會，於輔仁大學舉行，會

中共發表 2篇論文，由阮俊強、鄭庭河、Chee-Kiong Tong、Esther Kuntjara擔任綜合座談會與談
人。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主任楊維真在中興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二戰後越南佔領問題的交

涉─中法外交史的一個補注」。

2月 22日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舉辦「東亞脈絡中的早期臺灣電影：方法學與比較框架」國際

研討會，於該校舉行，會中共發表 2篇論文，由邱坤良、李道新、葉月瑜、三澤真美惠、石婉
舜擔任圓桌論壇與談人。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林長寬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中華民國伊斯蘭教發展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王爾敏在國史館演講，講題為「二十世紀學者之宏觀史學

創例」。

（資料整理 / 許秀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