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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依據 

一、 計畫背景 

（一） 依據 

依據教育部民國 100 年 5 月 9 日臺社（三）字第 1000058379 號函：

「為落實本部對於漢學研究中心之重視，自明（101）年起賡續由本部聘

任並指派部代表為中心指導委員。有關漢學研究中心相關業務之規劃、

協調及推動執行，本部委請貴館以任務編組形式辦理，另專案補助中心

整體維運經費，爰請貴館於新一年度開始前提送相關計畫到部憑辦」辦

理。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遂於 100 年 10 月 28 日提交「漢學研

究中心 101-104 年整體維運實施計畫」。102 年起漢學研究中心例行業務

經費恢復由教育部下授編列於本館公務預算，另配合政府推動「臺灣書

院」等加強國際漢學交流推廣之新業務面向，則提報「漢學研究中心 102

年維運實施計畫」獲教育部審查同意撥款。103 年與第 104 年，皆蒙教

育部同意補助。104 年 5 月 29 日本館再提交「漢學研究中心 105-108 年

維運實施計畫」，復獲教育部審核通過，於 104 年 12 月 15 日依教育部

臺教社（四）字第 1040164664 號函，補助 1330 萬元。105 年 12 月 21

日，依教育部臺教社（四）字第 1050160146 號函，補助新臺幣 1,330 萬

元。106 年 12 月 29 日依教育部臺教社（四）字第 1060183619 號函，補

助 1,420 萬元；107 年 11 月 13 日依教育部臺教社（四）字第 0197978

號函，補助 108 年計畫 1,565 萬元。108 年臺教社（四）字第 1080188081

號函，核定「寰宇漢學計畫 109 年」補助 1,527 萬 8 千元。因 109 年疫

情影響，因此經報部核定，依臺教社（四）字第 1090167147 號函核定，

第一次調整經費下修為 1,206 萬元，並將執行期程展延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110 年 1 月 19 日依臺教社(四)字第 1090189460 號函，補助新臺

幣 1,564 萬元。然因持續受到疫情影響，因此經報部核定，依臺教社(四)

字第 1100170059 號函核定，同意於計畫補助總經費額度不變原則下，

展延至 111 年 9 月 30 日。110 年 12 月 20 日，依教育部臺教社(四)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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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64535 號函，同意補助預算經費新臺幣 1,776 萬元之比率 87.27%，

經費新臺幣 1,550 萬元（經常門 1,300 萬元、資本門 250 萬元）。 

「寰宇漢學計畫 111 年」（以下簡稱本計畫），係前述「寰宇漢學計

畫」之第三年計畫。 

（二） 緣起 

鑑於學術研究成果是推動一個國家，甚至是全體人類進步，最重要

的力量，而文化則是國家的靈魂、立國之根基，與國家實力之良窳休戚

與共，息息相關。緣此，世界各國往往設立相關機構，執行對外行銷、

推展該國文化與學術研究成果，如英國文化協會、德國哥德學院、法國

文化協會、西班牙塞萬提斯學院、中國孔子學院、韓國基金會推動韓國

之窗等，藉由在域外語言、文化機構的設置，將其文化、思想向外拓展

於全球，發揮影響。臺灣立基於東亞島鏈之樞紐位置，向來為全球漢學

研究傳播及推廣之重鎮，於文化層面更融合臺灣的本土特性，形成國際

上獨樹一幟之文化核心價值。臺灣具有豐沛的研究能量，特別是在漢學

研究與臺灣研究，更是國際間重要的人才知識庫與研究重鎮。 

「臺灣研究及漢學研究」為本館館藏發展、策略重點，其兼辦之漢

學研究中心提供的多元服務更是廣獲漢學界之好評、重視，無論是對漢

學研究之資料蒐集、動態報導、書刊編印、學人獎助及學術活動的舉辦，

皆績效顯著，普受國內外學界之肯定。 

為持續推動漢學研究於國際學界，同時加速落實政府「新南向政策」

的理念，以文化實力拓展臺灣的國際空間、提升臺灣的國際學術聲望，

本館以「漢學研究中心 111 年寰宇漢學計畫」，懇請鈞部撥款挹注，期能

增益傳承文化及臺灣文化的核心價值於國際的情志，勠力為全球之漢學

研究學者廣開精研之路，推升臺灣在全球學術地位及文化影響力。109

年 1 月迄今，因受全球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大流行影響，國際交流

因各國入出境管制、歐美部分地區郵路中斷，以及當地學術機構因數波

疫情關閉，種種皆影響本案經費之執行，因此本計畫依據疫情，適度規

畫部分經費項目，以持續穩定國際漢學交流不輟，落實發揮經費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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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目標 

（一）肩負推動漢學之使命，促進臺灣漢學國際化 

臺灣積極發展高等教育，推動文化建設，目前國內已有上百個大學

系所或研究機構與漢學研究有關，海外各地區包括北美、日、韓、歐洲

以及大陸港澳，也紛紛加強漢學研究，顯見國際漢學研究之蓬勃發展。

今後，本館將以既有的豐贍漢學學術資源為基底，鳩集國內知名學術交

流機構如中央研究院、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及國內大學校院等，

廣納國內漢學界優秀的研究成果與能量，爭取各方重視以及支持，並配

合國家政策，齊力推動臺灣漢學研究於世界，並加強於「新南向政策」

目標國推廣相關業務，以繼續肩負推動漢學，並打造臺灣文化及學術交

流之樞紐為使命，期許早日讓臺灣漢學研究晉身國際學術主流，成為舉

世矚目的國際漢學界新銳勢力。 

（二）開展「臺灣漢學講座」國際版圖，輸出臺灣優質漢學文化 

辦理講座宣揚臺灣文化及漢學研究成果，將具有特色的臺灣文化議

題，透過演講者的口述傳達，不但能使海外漢學研究者和一般民眾快速

理解、吸收而親近臺灣文化，亦能藉此傳播新知、交流情感，頗具裨益。

臺灣漢學講座不但展現臺灣在傳承、創造文化的優異表現，精彩的演講

和展覽吸引了許多海外民眾參加，反映海外人士對臺灣文化的高度興趣。 

除了以文化議題作為講座素材外，「臺灣漢學講座」更以深入世界

知名大學校園，吸引各國青年學子加入漢學研究為目標，自 101 年始，

本館與歐美著名大學如：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德

國萊比錫大學、英國牛津大學、英國亞非學院、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

學、韓國首爾大學、澳洲國立大學；研究機構如：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

究所、匈牙利科學院、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法國法蘭西學院。等國

際知名院校合作辦理講座，宣傳臺灣漢學研究的資源與成果，藉由不同

層次的行銷，加深「臺灣漢學講座」的品牌印象，並有助於「臺灣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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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中心」(Taiwan Research Center on Chinese Studies，以下簡稱 TRCCS)，

的設立，達成相互支援的綜效。 

（三）持續增設「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型塑臺灣漢學國際品牌 

配合漢學研究國際化以及政府向世界推廣臺灣優質漢學文化之施

政方向，本館在既有之岀版品國際交換基礎上，規劃於海外設立「臺灣

漢學資源中心」藉由出版品、數位研究資源持續性的對外贈送，俾更積

極有效地推展我國漢學豐富、完整且多元的優質學術出版品，以及本館

建置的數位文獻資料庫，以呈現臺灣多元面向的學術研究資源。海外「臺

灣漢學資源中心」的建立，不但可以發揮最佳的教學研究支援功能，而

且可以強化臺灣漢學研究在世界的能見度與影響力，對於雙邊學術合作

情誼的提升，及臺灣漢學的域外推廣，尤具有深遠長久的正面效益。 

另外，如能持續本計畫，除既有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同時輔以建

立「臺灣學術資源中心」(Taiwan Academic Resource Center，以下簡稱

TARC) 等之新合作品牌，當可靈活爭取各方重視及支持，並配合國家

政策，從行銷學術出版品、資料庫，到厚植合作夥伴臺灣研究典藏，齊

力推動臺灣漢學研究於世界，鞏固臺灣研究於國際學術社群之能見度與

國際活動空間。 

（四）擴大漢學獎助計畫，活絡臺灣文化外交 

為促進國際學術的研究與交流，本館漢學研究中心自民國 78 年以

來實施「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獎助國外大學和研究機構之外

籍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博士候選人，來臺研究 3 個月至 1 年；研

究內容以漢學研究和臺灣研究為主。施行至今 30 餘年，由於堅守學術

路線，持續耕耘，儘管獎助金額與員額不高，仍在國際漢學研究學者中

贏得信賴並建立相當知名度，成為國際漢學獎助的重要品牌之一，每年

申請人數約百人，獲選人數近 20 人。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獎助案已深耕 30 餘載，吸引 40 餘國，近 500 餘

位外國漢學家來臺從事研究，不但開拓了國際學術文化交流的管道，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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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世界各地的漢學家對臺灣的了解，充分展現和世界做朋友的積極意涵，

長期以來無形中增進世界各國對臺灣的友好印象，對於提升臺灣的國際

形象大有助益，本館漢學研究中心亦因此逐漸成為國外漢學家心目中信

賴崇敬的漢學國際品牌之一，樂於主動為本中心的獎助計畫對外宣傳。 

未來，期望藉由擴大與持續性的實施漢學獎助計畫，贏得更多國際

漢學學者的讚譽與推薦，活絡臺灣的文化外交。 

（五）廣蒐博集海外漢學專題文獻，厚植臺灣漢學研究優勢 

豐富的圖書文獻與數位資源，是漢學研究者賴以鑽研的首要憑藉。

40 年來，漢學研究中心由本館兼辦，得以倚托館藏豐富的漢學研究文獻

作為奧援，致力蒐羅海外漢學古籍與現代圖書文獻，旁及學位論文、期

刊、報紙、微縮資料、資料庫等，各項學術資源頗為齊全完整，獨具特

色，遂成為研究漢學學者極為重視的資料來源。 

今後，將在現有基礎上，持續積極廣蒐傳統漢學之文學、史學、哲

學、考古、藝術類具學術價值之書刊，包括大陸出版漢學圖書暨學術期

刊、海外國際漢學博士論文、漢學電子資料庫及中國期刊網未收之雜誌

與學刊等，並與本館採訪、編目作業相互配合，分工合作，以建立完備

的漢學資料館藏。此外，加強徵集海外眾多漢學專題論著以及謀求佚存

海外的珍貴古籍文獻影像回臺入藏，期以充實、精進本館漢學之專業館

藏實力。藉由珍貴古籍文獻的入藏，不但能裨益我國之漢學研究學者，

亦可厚植臺灣現有漢學研究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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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補助計畫實施成果 

本館自民國 100 年 6 月開始，先配合政府「臺灣書院」政策，而後繼

之以「漢學研究中心維運實施計畫」、「寰宇漢學計畫」積極向全世界推介

融合傳統文化與現代思維的臺灣多元文化核心價值，闡揚學術研究。 

就執行內容，計畫每年本館舉辦海外「臺灣漢學講座」（Taiwan Lectures 

on Chinese Studies），邀請學者專家公開演講，並選擇本館特色館藏，於海

外辦理特展，又陸續與國外各大學與學術機構合作建置「臺灣漢學資源中

心」，向世界推廣臺灣人文研究成果，鞏固臺灣學術交流管道，同時吸引

更多優秀海外國際人才來臺進行研究，活絡本土與世界的對話。 

臺灣可以在國際社會扮演重要的角色。臺灣的學術開放、人文傳統、

自由民主的土壤，以及多元豐富的文化，可以成為世界文化擴散的核心之

一。謹將 100 年至今本館與漢學研究中心合力推動行銷臺灣漢學研究於海

外的相關業務之成效分項簡述如下： 

一、舉辦「臺灣漢學講座」，展現文化軟實力 

本館自 100 年開始，即規劃在海外辦理「臺灣漢學講座」，每年約 6

至 8 場，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與中央研究院院士等擔任講座，藉由講座介

紹文化議題與研究資源，弘揚臺灣研究及漢學研究成果，俾使海外漢學研

究者和一般民眾親近了解臺灣文化。 

本館於 100 至 112 年 1 月底於歐美及亞太各知名大學及學術機構共

舉辦 91 場講座，相關資料如表 1： 

表 1、101 至 111 年度臺灣漢學講座列表 

時間 演講者 講題 地點 

100 年，計 5 場演講 

10/14 

沈清松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哲

學系暨東亞系講座教

授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Recent 100 Years  

（近百年來哲學在臺灣的發展） 

美國休士頓臺灣書

院 

10/14 
Stephen H. West（奚

如谷） 

The Pain of Pleasure: New Year’s in Song 

Kaifeng（思鄉情懷：北宋開封的年節） 

美國休士頓臺灣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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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亞利桑納州立大

學全球語言文化學院

教授 

10/14 

陳昭珍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館長 

臺灣漢學資源介紹 
美國洛杉磯臺灣書

院 

10/17 

夏伯嘉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講

座教授、中央研究院

院士 

Christianity and Modern China（基督教與現代

中國） 
美國紐約臺灣書院 

10/17 

Andrew H. Plaks（浦

安迪）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

亞系和比較文學系榮

譽教授 

Classical Commentary as the Core of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in Traditional China

（以經典詮釋作為傳統中國哲學的核心論

述） 

美國紐約臺灣書院 

101 年，計 7 場演講 

6/19 

劉君祖 

臺灣周易文化研究會

創會理事長 

行地無疆──由易經看廿一世紀中華文化的傳

播 

美國紐約臺灣書院 

6/21 
美國休士頓臺灣書

院 

6/24 
美國洛杉磯臺灣書

院 

11/5 
陳芳妹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

所教授 

Temple Style and Immigrant Identity: A Look at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Yinshan Temple in 

Tamsui, Taiwan during the Early 1800s（寺廟

與移民認同問題──以 19 世紀初臺灣淡水鄞

山寺的始建為例）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

汀分校 

11/7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

亨特學院 

11/9 

上午 

楊美華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

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

授 

Voyage of Discovery: Scholarly Electronic 

Resources on Sinology（發現之旅──漢學研

究資源在臺灣）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 

11/9 

下午 
美國南加州大學 

102 年，計 6 場演講 

9/9 

Paul R. Katz（康豹）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研究員 

Taiwan’s Digital Resource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s（臺灣的數位資源

與華人宗教文化研究）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

大學 

9/11 
廖炳惠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

哥分校臺灣研究中心

主持人 

Taiwan Studies Digital Archives（臺灣研究數

位資料庫）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

萊分校 

10/11 
Taiwan’s Digital Archives（臺灣數位典藏資

源）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

大學 

10/12 劉少雄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東坡的詞作和人生 
美國舊金山公共圖

書 

10/16 東坡詞的月下情懷──談江城子與水調歌頭 
美國休士頓臺灣書

院 

10/18 黃啟江 Image of Su Shi in Southern Song Chan Texts 美國紐澤西羅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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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威廉史密斯學院

亞洲語言文化系教授 

（南宋禪籍的蘇軾形象） (Rutgers)大學 

103 年，計 7 場演講 

5/14 

劉士永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Digital Resources and Taiwan Studies（數位資

料與臺灣研究）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

研究所 

5/16 

The Study of the Taiwan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Digital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f the 

1939 Film “Malaria”（ 臺灣醫療史研究與數

位資料：以 1939 年的瘧疾影片為例） 

德國萊比錫大學 

6/19 

林滿紅 

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

所研究員 

The May 26, 1971 Note: A Basis for Taiwan’s 

Sovereignty Claim over the Diaoyutai Islets

（有關釣魚臺的 1971/5/26 照會）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

學院 
Taiwan, Manchukuo,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臺灣、滿洲國與中日戰爭） 

10/2 

陳士惠 

美國萊斯大學音樂學

院副教授 

Messages from Taiwan: Recreating Tradition 

Through Musical Composition（以臺灣元素作

曲：再現傳統，傳統再現）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

大學 

10/11 

沈冬 

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

所教授 

周藍萍與〈綠島小夜曲〉傳奇 
美國紐約皇后區法

拉盛圖書館 

10/15 

The Love for Taiwan, Tower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Ocean – The Taiwan Imagination in the 

Compositions of Lan-Ping Zhou（愛臺灣、巍

巍立海中間──周藍萍音樂作品中的臺灣想

像） 

美國休士頓萊斯大

學 

104 年，計 8 場演講 

6/17 

張隆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副研究員 

Digitalizing Taiwan: From Academic to Public 

History（數位典藏與臺灣研究：從學院史學

到公共歷史） 

英國牛津大學中國

研究中心 

6/22 

Paul R. Katz（康豹）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研究員 

An Unbreakable Thread?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Cross-Strait Religious 

Interaction during the Modern Era（切不斷的

繩索？──近代兩岸宗教互動初探） 

德國萊比錫大學圖

書館 

7/13 
黃一農 

中央研究院院士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Doraemo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age （紅樓 e 

夢與哆啦 A 夢）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

學文學院 

7/15 
史實與傳說的分際：福康安是否為乾隆帝的

私生子？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金寶校區 

8/24 胡曉真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所長 

Burning the Midnight Oil: The Making of Verse 

Narrative Texts by Qing Women（才女徹夜未

眠──清代女性韻文小說的生成） 

捷克科學院東方研

究所 

8/27 
拉脫維亞國家圖書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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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 

范毅軍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研究專題中心執

行長暨歷史語言研究

所研究員 

Integration of Spatio-temporal Information for 

China Studies（中國研究時空資訊的整合） 

日本東京大學 

張志雲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

研究員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and the 

Foreign Expansion in China, 1870-1881: The 

Spatio-Temporal Presentation b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開港通商以及外國勢力

在中國的擴張（1870-1881）） 

12/14 

雷金慶(Kam Louie) 

新南威爾斯大學人文

語言學院兼任教授暨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

譽教授 

Masculinity, Homo-sociality/sexuality and 

Class: Reflection on Two Late Imperial Novels

（男性特質、同性社交/愛慾與階層—關於兩

部明清長篇小說的反思） 

澳洲國立大學 

105 年，計 8 場演講 

4/4 

李貞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

長 

中國中古的性別、身體與醫療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

大學 

4/8 
歐麗娟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紅樓夢》新視角─被遮蔽的中國傳統貴族

文化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

汀分校 

5/9 

Dafydd Fell (羅達菲)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政

治與國際研究學系教

授、臺灣研究中心主

任 

The Use of Rap in Taiwane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臺灣政治溝通中的饒舌音

樂） 

比利時根特大學 

7/6 Christopher Lupke 

(陸敬思)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中國和電影研究教授 

Decoding Cui Suxin’s Gongliao, How Are 

You?: Post-verité Documentary and 

Environmental Activis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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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

學院 

7/8 
The Illusion of Teleology in the Cinema of Hou 

Hsiao-hsien（侯孝賢電影中的目的論錯覺）  

10/15 

黃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特聘研究員 

Admired by Scholars and Laymen Alike: 

Introducing Some Classics in Chinese Society

（「雅俗共賞：介紹中國社會中的幾部經

典） 

匈牙利國家圖書館 

10/19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in Modern China（《天演論》與

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 

荷蘭萊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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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Mark Harrison(韓馬

克) 

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

高級講師 

Be Mindful of Each Bowl of Rice: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aiwan’s Reconciliation with 

its History（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臺灣

的民主發展與歷史和解） 

澳洲國立大學 

106 年，計 8 場演講 

4/27 

吳天泰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

學院族群關係與文化

學系教授 

The Cultural Practicing of Indigenous Education 

Policy in Taiwan（臺灣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的

文化實踐） 

越南胡志明市國家

大學社會科學與人

文大學 

5/18 

嚴志雄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

言及文學系教授暨古

典詩學研究中心主任 

Wu Weiye's (1609-1672) "Song of the Lute": A 

Mourning Song for the Fallen Country（吳偉業

〈琵琶行〉中之哀悼亡明與自我懺悔） 

波蘭亞捷隆大學 

10/13 
吳密察 

國史館館長 
政府檔案與臺灣歷史研究 日本東京大學 

11/7 

陳儒修 

政治大學廣播與電視

學系教授 

Taiwan Cinema and the Spectre of the Martial 

Law（臺灣電影與戒嚴令的幽靈）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11/14 

周啟榮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

校區東亞系、歷史

系、與中古研究教授 

Printing Technology, Book Culture, and the 

World of Print in Imperial China (帝制中國的

印刷術、書籍文化與印刷的世界)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

檳分校 

11/23 

邱貴芬 

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

跨國文化研究所教授 

Taiwan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臺灣

文學與世界文學）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

學 

12/13 
李明輝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研究員 

Ist der Konfuzianismus eine Religion? (儒學是

否是宗教) 

德國巴伐利亞邦立

圖書館 

12/15 
Confucian Humanism and Religion（儒家人文

主義與宗教） 

捷克科學院、布拉

格查理士大學 

107 年，計 8 場演講 

5/8 

吳叡人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副研究員 

Caught between Empires: Democracy and 

Nation-state Formation in Taiwan（依違於帝

國之間：臺灣民主及國家認同的形成） 

匈牙利科學院 

5/10 
李賢中 

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Study on Pre-Qin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ought Units（從思想

單位研究先秦儒、墨哲學） 

斯洛維尼亞盧比亞

納大學 

6/26 

祝平次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The Digital Humanities in Taiwa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數位人文在臺灣：過去、現況，

與未來） 

日本京都大學 

6/29 
祝平次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of Taiwan: Current Developments 
韓國延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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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and Predicaments（臺灣的數位人文研究與教

育：現況與困境） 

10/30 

陳佩修 

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

教授 

Thai Studies and Thai Images in Taiwan（臺灣

的泰國研究及泰國形象）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11/9 

蘇蘅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

授 

Populism, Social Media and 2018 Mayoral 

Election in Taiwan（民粹主義、社交媒體與

2018 年臺灣縣市長選舉）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

學院 

11/26 

胡曉真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所長 

Representing Ethnicity in Ming-Qing Literary 

Imagination（明清文學想像中的族群呈現） 
英國牛津大學 

11/29 

李豐楙 

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

究中心特聘講座教授 

Expelling Plagues and “Patrolling on Behalf of 

Heaven”: Two Different Explanations of 

Plagues Between Daoism and Confucianism

（送瘟與代巡：道教與儒教/家對瘟疫流行的

兩種詮釋） 

德國萊比錫大學 

108 年，計 9 場演講 

5/7 

劉瓊云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 

Loyalty in Print——Forming and Transforming 

Moral Paragons in Riji gushi (Stories of the Past 

to be Remembered Daily) 

（印刷忠誠―《日記故事》中道德典範的形

塑與轉化） 

義大利威尼斯大學 

5/9 

劉瓊云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 

When Fantastic Narrative Encounters Empirical 

Knowledge—Imagining the World in The 

Record of Eunuch San-Bao’s Voyage to the 

Western Ocean（神魔傳統遇上海外知識—

《三寶太監西洋記》中的世界想像） 

義大利羅馬大學 

6/12 

可茉(Krisztina Hoppál)

博士 

匈牙利羅蘭大學 

Formosa and the Silk Road: A Mysterious 

Bronze Object from Taiwan（福爾摩沙與絲路

──來自臺灣的神秘青銅器） 

匈牙利科學院 

6/28 
林鶴宜教授 

臺灣大學戲劇所 

晚明清初小說新品類對文人傳奇戲曲敍事開

創的影響 
韓國首爾大學 

7/1 
薛化元院長 

政治大學臺史所 
從戒嚴到解嚴：臺灣的轉型正義及人權落實 日本東京大學 

9/9 

王明蓀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

究所 

元代蒙古對中國的統治與管理 蒙古國家圖書館 

10/9 

林滿紅教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 

The Gradually Emerging Pacific—My Maritime 

History Studies（逐漸浮現的太平洋－我的海

洋史研究歷程） 

荷蘭萊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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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鄭毓瑜院士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Utterability” and “Embodiment”: The Contexts 

of Chinese Language inthe Poetic and Literary 

Revolutions (「可發聲性」與「可體現性」—

詩國革命的漢語脈絡)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

學 

10/23 

劉紀蕙講座教授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

研究所 

Aestheticization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versus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On the Artistic 

Intervention by Xu Bing and Chen Chieh-Jen 

(新自由主義資本邏輯美學化及其反制：論徐

冰與陳界仁的藝術介入)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 

109 年，計 8 場演講 

11/11 
劉昭麟教授 

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A Distant Exploration of Literary Writing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Classical Chinese 

（文言文學作品及歷史文獻的數位探索） 

英國愛丁堡大學 

(線上)  

11/26 
石之瑜教授 

臺灣大學政治系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Studies: Colonialism, Religion, and 

Their Post-Chinese Consequences （在

中國研究知識史的脈絡中活躍：殖民主義、

宗教及其衍生的後華性現象)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

研究所 (線上)  

12/22 

雷祥麟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 

The Dawn of Western Science as Cultural 

Authority in China: Tianyanlun (On Heavenly 

Evolution) in the Post-1895 Debate over 

Preserving China's Dogma （科學文化權威的

黎明《天演論》與甲午戰後的保教之辯） 

以色列台拉維夫大

學  

(線上)  

110/ 

1/28 

陳昭如教授 

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Marriage on the Road to Equality: A Taiwan 

Story（走向婚姻平權之路：一個臺灣走向婚

姻平權之路：一個臺灣的故事）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

學院 (線上)  

110/2

/5 

蔡志偉教授 

東華大學法律學系 

National Apology and Reinvigoration of 

Indigenous Rights in Taiwan （臺灣原住民族

的權利振興與國家道歉）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線上)  

110/3

/2 

許雪姬所長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 

The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of Taiwan History（臺灣史研究的現況

與發展） 

美國華盛頓大學 

(線上)  

110/4

/30 

林佩瑩教授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On the Material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Tang Dynasty: East Asian Buddhist Networks 

behind a Royal Portrait（唐代物質文化與文化

認同：以一幀太子繪像之東亞佛教交流網絡

為例） 

比利時根特大學 

(線上)  

110/6

/21 

陳益源教授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Encountering Vietna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from Taiwan and Kinmen（在臺灣

與金門遇見越南） 

越南胡志明市國家

大學人文社會科學

大學 (線上)  

110 年，辦理 8 場 

9/17 
楊瑞松 

政治大學歷史系特聘

“Sick Man of East Asia”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Modern China 

日本京都大學(線

上)  

https://ccs.ncl.edu.tw/files/lecture/%e8%87%ba%e7%81%a3%e6%bc%a2%e5%ad%b8%e8%ac%9b%e5%ba%a7%e9%82%80%e8%ab%8b%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a4%a7%e5%ad%b8%e7%9f%b3%e4%b9%8b%e7%91%9c%e6%95%99%e6%8e%88%e6%bc%94%e8%ac%9b.pdf
https://ccs.ncl.edu.tw/files/lecture/%e8%87%ba%e7%81%a3%e6%bc%a2%e5%ad%b8%e8%ac%9b%e5%ba%a7%e9%82%80%e8%ab%8b%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a4%a7%e5%ad%b8%e7%9f%b3%e4%b9%8b%e7%91%9c%e6%95%99%e6%8e%88%e6%bc%94%e8%ac%9b.pdf
https://ccs.ncl.edu.tw/files/lecture/%e8%87%ba%e7%81%a3%e6%bc%a2%e5%ad%b8%e8%ac%9b%e5%ba%a7%e9%82%80%e8%ab%8b%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a4%a7%e5%ad%b8%e7%9f%b3%e4%b9%8b%e7%91%9c%e6%95%99%e6%8e%88%e6%bc%94%e8%ac%9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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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近代中國國族集體記憶的「東亞病夫」） 

10/16 

王智明 

中研院歐美研究所副

研究員 

Rearticulations: Hundred Years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Taiwan 

（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

汀分校圖書館(線

上)  

11/9 

陳相因 

中研院文史哲研究所

副研究員 

Master, Mara and the Mad Man: Absorbing 

Russia and the East Europe in the Prose of Lu 

Xun（大師、摩羅與狂人：魯迅創作的瘋狂

與馴化主題） 

匈牙利科學院 (圖

書資訊中心) (線

上)  

11/29 

盧慧紋 

臺大藝術史所副教授

兼所長 

Wild Cursive Calligraphy, Poetry, and Buddhist 

Monks in the Eighth Century and Beyond 

（八到十一世紀的狂草與禪僧） 

拉脫維亞國家圖書

館(線上)  

12/3 

Chris Berry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教

授電影學系教授 

Taiwanese-Language Cinema as an Alternative 

Cinema of Poverty 

 

捷克科學院亞非研

究所(線上)  

12/8 

費約翰 (John 

FitzGerald) 

澳洲斯威本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 

Fifty years of National Shame (國恥) or 

Century of Humiliation (百年恥辱) ? 

Resentment, Shame and Legitimacy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澳洲國立大學  

111 年，辦理 9 場 

7/12 

馬愷之(Kai Marchal) 

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哲
學系副教授 

Vom Wert der Selbstlosigkeit – Ü berlegungen 

zu Ernst Tugendhats Modell einer 

gegenwärtigen Mystik （論儒道釋之「無我」

——對恩斯特·圖根哈特當代神秘主義模型的

思考） 

德國萊比錫大學 

(實體與線上混合) 

8/25 

陳玉文（Julie Yu-

Wen Chen） 

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文
化院亞洲研究學系教
授 

The Uyghur Issue（維吾爾議題） 
捷克歐洛幕奇市帕
拉茨基大學(實體) 

10/13 

韓嵩（Marta 

Hanson）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
學醫學史學系退休校
授 

‘Grasping Heaven and Earth’ (Qian Kun zai 

wo): The Healer’s Hand in 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乾坤在握：中醫的醫者之手） 

法國法蘭西學院 

（線上） 

10/20 

林松輝（Song Hwee 

Lim）香港中文大學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
授 

Taiwan Cinema as Soft Power: Authorship, 

Transnationality, Historiography （臺灣電影

軟實力：作者身分、跨國屬性、歷史編撰

學） 

瑞士蘇黎世大學 

(實體與線上混合) 

10/27 

Arm Tungnirun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法
律學系教師 

China-US Geo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廿一世紀中美地緣政治）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泰國與東協資源中
心 

（線上） 

11/25 

韓可龍 Henning Klöter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亞
非學院教授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linguistics: 

Documents, periods, and ideologies(西方傳教

士與漢語語言學：文獻、時期與意識形態) 

義大利羅馬大學 

(實體與線上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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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唐維敏 

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
系副教授兼國際及兩
岸教育處國際教育長 

Mapping Chinese Cinema(s): Cine-

historiography and Cultural Movements 

(華語電影拼圖：史學書寫和文化運動) 

波蘭亞捷隆大學 

（線上） 

12/9 

陳力綺助理教授 

波蘭比得哥什卡基米
日維爾基大學 

Wit and Humor in Chinese Characters 

（漢字的幽默） 

波蘭國家圖書館 

（實體） 

12/22 

陳益源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特聘教授 

《金雲翹傳》對世界的影響 
日本東京大學 

(實體與線上混合) 

112 年，計 2 場 

1/16 

高嘉謙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
學系 

文學、海洋、島嶼：走進《南洋讀本》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實體與線上混合) 

1/18 

高嘉謙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
學系 

南海以南，島與半島：重思新馬文學史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實體） 

111 年度，以線上或實體混合形式與海外合作單位辦理 9 場，成果如

下： 

（一） 與法蘭西公學院合作，邀請韓嵩教授演講 

    111 年度第 1 場次臺灣漢學講座由本館與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 de 

France）共同邀請韓嵩（Marta Hanson）教授，於臺灣時間 10 月 13 日下

午 4 點舉辦線上講座，講題為「‘Grasping Heaven and Earth’ (Qian Kun zai 

wo): The Healer’s Hand in 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乾坤在握：中醫的

醫者之手）」，並由法蘭西公學院史凌飛 (Delphine Spicq) 教授擔任主持人。 

    韓嵩教授原任教於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史學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Medicin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退休後至德國馬克斯普朗

克科學史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任訪問學

人（2021-2022），其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科學與醫學史、中國流行病史與

公共衛生史、中國帝國晚期社會史等。 

    本場講座內容韓教授分三個重點演講。第一部分「占卜與啟示」，介

紹她第一次接觸中國占卜的實際情況。第二部分「記憶藝術」，述說她一

開始如何建構中國醫學手助記法。第三部分「身體即技術」分享她如何擴

展其研究框架及其成果。演講中韓教授指出該研究的焦點是從患者的身體

轉移到醫者的身體，透過文獻闡釋 7 至 18 世紀的中醫醫者如何利用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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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診斷、記憶、計算、預測和做出臨床決策。 

    韓教授的研究展示研究者從新的角度審視傳統文本，將可重新認識中

國古代醫學與醫者間的連結。 

 

左起講者韓嵩教授與主持人史凌飛教授 韓嵩教授介紹何謂手的助記法 

（二） 與瑞士蘇黎世大學合作，邀請林松輝教授演講 

    本場次與「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RCCS）」夥伴：瑞士蘇黎世大學

（Universität Zürich）圖書館及該校「亞洲暨東方學院漢學系（Asien-Orient-

Institut - Sinologie, UZH）」合作，於 10 月 20 日舉辦實體暨線上講座，邀

請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林松輝教授主講「Taiwan Cinema as 

Soft Power：Authorship, Transnationality, Historiography（臺灣電影軟實力：

作者身分、跨國屬性、歷史編撰學）」，並由亞洲暨東方學院漢學系洪安瑞

（Andrea Riemenschnitter）教授主持，以及該系臺灣研究計畫主持人高喜

明（Simona Alba Grano）研究員錄影致詞。 

    講者林松輝教授為英國劍橋大學東方學院博士，曾任教於英國里茲

（Leeds）大學與埃克塞特（Exeter）大學多年，研究領域包括電影研究、

文化研究、性別研究等，著有《Tsai Ming-liang and a Cinema of Slowness

（蔡明亮與緩慢電影）》《Taiwan Cinema as Soft Power：Authorship, 

Transnationality, Historiography（臺灣電影軟實力：作者身分、跨國屬性、

歷史編撰學）》等書，並為學術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創刊主

編。 

    講座中林松輝教授分享長期觀察臺灣電影的成果。首先，林松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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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電影研究與分析時，以哈佛大學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教授提

出「軟實力」的概念為研究基礎，並以侯孝賢《風櫃來的人》（1983）為

案例分析，述說 1980 年地初期興起的臺灣新電影運動如何跨越地域的限

制，對世界電影文化產生影響。其次，林教授分享，侯孝賢的《紅氣球》

及其製作背景是如何將臺灣布袋戲、巴黎的美術館串聯起來，並指出這個

串聯正是臺灣電影與文化軟實力。而臺灣電影導演除了侯孝賢之外，還有

李安、蔡明亮等執導的影片也影響世界的其他觀影者。再者，林教授指出

金馬獎影展如何成為展現軟實力的工具。「金馬」之名截取自金門及馬祖

兩地名的字首而成，當時政府開辦的用意在於政府為促進國片製作與肯定

優秀影人所舉辦的獎勵競賽，時至今日金馬獎典禮成為華語電影界重要的

盛典，尤其 2018 年之後中國政府因為政治因素禁止中國大陸電影和人員

參獎，但中國此舉動並未折損金馬獎的影響力，韓國、新加坡以及馬來西

亞等地執導的影片近年來的獲獎，再次驗證臺灣電影展現軟實力的表現。 

    演講後的問與答時間，林松輝教授針對各方發問一一仔細回答。聽眾

藉由林松輝教授研究的分享瞭解到，被視為「過去式」的故事，超越時空

的限制，至今仍繼續發揮影響力，看見臺灣與國際連結的歷史性。 

 

左起林松輝教授、洪安瑞教授 講座現場一隅 

（三） 與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合作，邀請 Arm Tungnirun 博士演講 

    本場講座與泰國朱拉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及該校泰

國與東協資源中心（Thailand and ASEAN Information Center, TAIC）合作，

於 10 月 27 日舉辦一場線上講座，講題為「China-US Geopolitics in the 2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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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廿一世紀中美地緣政治）」，邀請阿姆．托尼安（Arm Tungnirun）

博士以及班傑明．札瓦基（Benjamin Zawacki）研究員對於中美兩個世界

大國之間貿易戰的起源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看法。 

    講者之一阿姆．托尼安博士目前任教於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法律系，曾

擔任「泰中戰略研究中心（Thai-Chinese Strategic Research Center）主任」，

研究領域包括：國際商法、比較法、比較發展政策、中國研究等。講者班

傑明．札瓦基研究員現為亞洲基金會（The Asian Foundation）資深專家，

曾任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學術會員、國際特赦組織東南亞研究員等，著有《泰

國：美國與中國間的角力戰場，在夾縫中求存的東南亞王國》（Thailand: 

Shifting Ground Between the Us and a Rising China）。 

    演講中阿姆博士闡述美中貿易戰的起緣、發展趨勢，並聚焦美國總統

歐巴馬（Barack Obama）、川普（Donald Trump）以及拜登（Joe Biden）等

的貿易政策，分析其造成中國對各國政策的影響。阿姆博士認為，所謂的

「貿易戰」其實不僅是單純的貿易之戰，已逐漸推及至科技之戰，即兩國

正在搶攻人工智能、5G、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等高科技發展的地

位，近幾年更因資訊安全的考量，將其重要性上升至可能危及國家安全的

高度，今日兩國的競爭如同當年美蘇之間的冷戰。阿姆博士總結，受至新

冠肺炎的大流行、全球低碳政策的提倡，美中貿易戰的走向仍是未知數，

但可預見的未來是，貿易戰將成為一種「新常態」。  

    接著，札瓦基研究員以泰國為例，剖析今日美中競爭與東南亞國家關

係的走向。札瓦基研究員解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泰國因反對共產

主義，曾將自己定位為美國的重要戰略盟友，並在越戰時成為美國在東南

亞反共的堡壘與美軍的基地，美國在當時以提供數百萬元的軍事和經濟援

助做為回報。然而，曾經是敵人的中國，今日成為泰國軍政府有價值的盟

友，這個轉變除了反映中國逐步增加其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也顯示美國在

亞洲的重大挫折。札瓦基研究員總結，東南亞國協的其他成員國以及臺灣

也是美中兩國的角力場域，各國該如何抓準時機，在兩強國中夾縫求生以

謀取國家最大利益是東協成員、臺灣甚至是世界其他國家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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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結束後的問答時間，線上聽眾提問踴躍。受到烏俄戰爭的影響，

聽眾也關心美中的競爭關係是否會衍生臺灣與中國間的戰爭的發生，兩位

學者紛紛認為未來情勢難以斷定，避免戰爭的發生是大家目前唯一的共識。  
 

 

講者 Arm Tungnirun 博士 

（四） 與義大利羅馬大學合作，邀請韓可龍教授演講 

    111 年下半國際疫情趨緩，本館與「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RCCS）」夥

伴義大利羅馬大學東方學系，以及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德國

聖奧古斯丁華裔學志研究所等合作，於 11 月 25 至 26 日假羅馬大學舉辦

「近代中國跨文化變遷下的文學、宗教與人文發展」（Literature, Religion 

and Humanities Cross-cultural Processes in Modern China）國際研討會，其

中專題演講與「臺灣漢學講座」聯合舉行，邀請韓可龍（Henning Klöter）

教授於會議首日主講「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linguistics: 

Documents, periods, and ideologies」（西方傳教士與漢語語言學：文獻、時

期與意識形態）。本場次原定由羅馬大學東方學系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教授主持，馬教授因身體微恙無法出席研討會，因此由該系教授保羅

（Paolo De Troia）教授主持。 

    本場次講者韓可龍教授為德國柏林洪堡大學亞非學系（Institut für 

Asien- und Afrikawissenschaften,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教授，研

究領域包括：大中華區的語言及文化研究、漢語文學、傳教與殖民語言學、

中國語言學在歐洲的歷史、臺灣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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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中，韓可龍教授分享其對於西方傳教士研究漢語的研究成果。首

先，韓教授介紹西方傳教士研究漢語的歷史概況及其利用的史料是西方天

主教以及新教傳教士珍貴的手稿與當時出版的印刷書籍。其次，韓教授分

享，其分析不同教派傳教士資料之後，發現不同時期西方傳教士研究漢語

時有其背後所隱藏的語言意識形態。即早期西方傳教士研究漢語時幾乎是

精英主義思想，僅聚焦於中國境內的文化以及政治菁英的語言表現，唯一

的例外是東南亞的華僑社區。然而，自從西方的新教傳教士於 19 世紀來

到東方後，中國語言學的多樣性獲得了實質性的開放，即西方國家藉由傳

教士的研究了解中國方言的多元性。演講尾聲韓教授除了介紹 19 世紀的

西方漢學家，亦提及 19 世紀末德國政府與民間對於東方的高度關注，促

使 1887 年柏林大學創立了東方語言學系。  

 

 

 

 

 

 

 

 

 

 

 

 

講者韓可龍教授 

（五） 與波蘭亞捷隆大學合作邀請唐維敏教授演講 

    本館與「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RCCS）」夥伴：波蘭亞捷隆大學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in Kraków）及其該校的日本學與漢學系合作，於

12 月 02 日舉辦線上講座，邀請臺灣天主教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唐維敏

教授主講「華語電影拼圖：史學書寫和文化運動」（Mapping Chinese 

Cinema(s)：Cine-historiography and Cultural Movements）。此場講座由亞捷

隆大學哲學院院長 Wladyslaw Witalisz 教授主持，邀請駐波蘭臺北代表處

的陳美芬組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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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維敏教授現任於臺灣天主教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曾任職於金馬

獎委員會、輔仁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院長、學術交流中心主任等要職。其研

究領域包括：中國電影、亞洲電影、歐洲電影和全球客家研究，至今共編

輯與翻譯 8 本關於媒體、電影和文化研究等主題的書籍。 

    講座中唐維敏教授分享華語電影百年發展史。首先，唐教授解釋何謂

華語電影，以及華語電影以及中國電影的區別，並提及臺灣受到新南向政

策影響，華語電影的研究範圍從中國、香港、臺灣擴及至新加坡、馬來西

亞等地。其次，唐教授以時間為主軸，從 20 年代上海電影談起，分享當

時知名的阮玲玉、李香蘭、夏衍等，而從 1979 年中美斷交後中國、香港、

臺灣等三地的電影各自發展，中國知名電影導演如張藝謀、陳凱歌等，臺

灣電影導演如侯孝賢、蔡明亮。唐教授也聚焦臺灣的電影發展，說明臺灣

電影中語言的多元性，至今電影中除了國語外，也有客語、臺語、臺灣原

住民語等。最後，唐教授總結臺灣是島嶼國家，以前受限於大陸的思考，

今日已跳脫舊框架，並受到新南向政策影響，使其華語電影更具包容性、

多元性，其文化的成熟度讓華語電影更蓬勃發展。 

    演講後的問與答時間，唐維敏教授針對各方發問一一仔細回答。聽眾

藉由唐維敏教授的分享瞭解到，臺灣社會與文化的發展，以及看見臺灣與

國際的連結。活動結束後，講座籌辦者之一亞捷隆大學日本與漢學系漢學

組蔡素明（Ewa Zajdler）教授以及唐教授表示很開心能有此次的合作，線

上有將近 50 位聽眾參與講座，期待未來能有更多的學術交流。 

 

主持人亞捷隆大學哲學院院長 Wladyslaw 

Witalisz 教授 

講者唐維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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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與波蘭國圖合作邀請陳力綺教授演講 

    111 年本館與波蘭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Poland)合作舉辦「文

明的印記」古籍展覽，並於 12 月 9 日開幕儀式中舉辦一場「臺灣漢學講

座」，邀請陳力綺教授主講「漢字的幽默」（Wit and Humor in Chinese 

Characters），本館館長曾淑賢博士主持。 

    陳力綺教授現任教於波蘭比得哥什卡基米日維爾基大學東方語言學

系（Dept. of Oriental Linguistics, Casimir the Great University in Bydgoszcz），

研究興趣包括語言分析、社會語言學以及華語教學等，著有《臺、波幽默

的社會語用學研究》（Taiwanese and Polish Humor: A Socio-Pragmatic 

Analysis）專書。陳教授同時也是「想想論壇」（Thinking-Taiwan Forum）

的專欄作家，介紹臺灣與波蘭的文化。 

    講座中，陳力綺教授指出漢字發展歷史悠久，其不僅用於中文書寫，

亦用於日語、韓語，甚至是以前的越南語。陳教授接續分享華語社會圈如

何透過視覺、字型等漢字展現幽默，並以「小三」、「囧」、「小王」、「米田

共」以及從日語翻譯的「口嫌體正直」等字為例，解釋其中隱藏的社會與

文化現象。 

 

 

 

 

 

 

 

講者陳力綺教授 

（七） 與日本東京大學合作邀請陳益源教授演講 

    本館與日本東京大學共同於 12 月 22 日於東京大學本鄉校區總圖書

館舉辦第四次「臺灣漢學講座」，邀請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陳益源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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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教授擔任主講，講題為「《金雲翹傳》對世界的影響」。活動由東京大學

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兼東京大學「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RCCS）主管的

川島真教授主持。 

    活動開始時，川島真教授表示，國家圖書館為東京大學長期的合作夥

伴，2014 年該校設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RCCS），國圖除提供臺灣

重要學術研究成果、數位資料庫，雙方並多次共同舉辦學術交流活動，以

此為平台，陸續邀請中央研究院范毅軍研究員、國史館吳密察館長、政治

大學薛化元教授等人前往東京擔任臺灣漢學講座主講，對於促進兩地學術

界交流都有很大的啟發。而此次講座辦理睽違將近 3 年，非常高興能邀請

到陳益源教授親自蒞臨東京大學進行交流，意義非凡。 

    主講人陳益源教授現任本館漢學研究中心指導委員會委員、臺灣中文

學會理事長等職，曾任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主任、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

以及文化部所屬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國立金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其學術專長為古典小說、民間文學、民俗學、閩南文化、越南漢文學，撰

有學術專書《元明中篇傳奇小說研究》、《從〈嬌紅記〉到〈紅樓夢〉》、《王

翠翹故事研究》、《中越漢文小說研究》、《越南漢籍文獻述論》等 20 幾部，

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等 60 餘種，發表期刊論文 200 多篇，並曾獲

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越南社會文化貢獻獎

章」、彰化縣磺溪文學獎之「特別貢獻獎」等。 

    演講中，陳教授以明末清初青心才人《金雲翹傳》小說在各地的影響

講起，並以越南阮攸（1766－1820）改編之《金雲翹傳》為核心，透過版

本的遞變與傳布，探討中國《金雲翹傳》的越南化，以及越南《金雲翹傳》

的地方化、國際化現象，由更寬廣的角度來觀看《金雲翹傳》對世界（包

括日本、臺灣等地）的影響，並且與《紅樓夢》的文學貢獻進行比較。 

    本次演講正值冬至，凜冬嚴寒，東京大雪紛飛，但現場參與線上聽眾

參與興致不減，包括東京大學岩月純一教授等師生踴躍出席，並且匯聚東

京當地越南文學研究學者共同參與，包括東京外國語大學川口健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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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平宗弘教授等人，充分達到交流目的。活動亦獲得前漢學中心獎助學人

東大荒木達雄博士等學界同道協助接待，方能圓滿順利完成。 

 

左起川島真教授、陳益源教授 現場與會學者大合照 

陳益源教授參觀東大 TRCCS 書櫃區 

 

（八） 與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合作邀請高嘉謙教授演講 

    鑑於往年本館與馬來西亞「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RCCS）」合作單位

舉辦之學術交流活動，深受當地華人學術文化社團重視，本次為持續推展

交流，與 TRCCS 夥伴：馬來西亞拉曼大學（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以及該校的中華研究學院、馬國當地的星洲日報、馬來西亞臺大

校友會等合作假 1 月 16 日與 18 日舉辦兩場臺灣漢學講座，邀請國立臺

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高嘉謙博士演講，分享南洋華文的發展。 

    高嘉謙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曾於捷克布拉格查理士

大學客座講學。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文學、漢詩、民國舊體詩詞、

馬華文學。研究成果曾獲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科技部人社中心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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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及社會科學專書補助、中研院年輕學者著作獎。 

    第 1 場次演講於 1 月 16 日晚上 8 點假星洲日報總部演講廳舉行，該

場次採實體與線上混合方式進行，講題為「文學、海洋、島嶼：走進《南

洋讀本》」，由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助理教授黃文青博士主持。演講中高嘉

謙教授首先釋義「南洋」、「東南亞」等地理名詞及其演變，接著利用「海

洋—海峽」、「島嶼—半島」等不同地理意義的路徑、視角，帶領聽眾透過

過去百年的文學作品、史料文本中對於南洋的想像與回憶，觀察華人與自

然風土、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的互動生成，建構華文文學的新框架。本次

演講適逢農曆過年前夕，現場匯聚南洋文學研究學者拉曼大學華文研究教

授與研究生以及馬來西亞當地華文創作者共同參與，現上也有眾多來自各

地南洋文學的研究學者共襄盛舉。活動後的問答時間，各方聽眾與高嘉謙

老師間的南洋文學討論，充分達到交流目的。現場參與的一位當地華文創

作者認為，藉由高教授的演講，看到了馬來西亞華文突破地域的框架，更

看見華文未來發展的新天地。 

    第 2 場次演講於 1 月 18 日晚上 7 點 30 分假拉曼大學雙溪龍校區舉

行，講題為「南海以南，島與半島：重思新馬文學史」，由拉曼大學中文

系（雙溪龍校區）系主任廖冰凌博士主持。高嘉謙教授在演講中首先從海

洋的大視角講解了《鄭和航海圖》，強調了南洋地區的風土元素與地緣政

治，提出不同於一般地理意義的馬華文學地圖，以南海為中心，解析了其

中如何展現出華人的南洋遷移，如何帶出海域和華人流動的網絡，以及其

與文學的關聯。其次，高教授從鄭芝龍武裝抗清影響華人流動談起，分別

剖析了明鄭光環、丘逢甲以及當代新馬文學的明朝魅影，從而帶出一個新

加坡華人「尋根」的文學故事。高教授指出朝貢外交、大航海時代的香料

貿易，以及歷史重疊的水路、航道、海域、海上走廊的相關性與緊密性。

最後，高教授沿襲上述馬華文學的跨界流動，分別具體論述早期的官游文

學、民間文學，以及後來的抗日文學和冷戰文學等。本次演講現場匯聚了

校內外的馬華文學愛好者與研究學者近 48 位共襄盛舉，如拉曼大學中華

研究院院長張曉威副教授、馬來亞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張惠思博士與新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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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學學院高級講師蕭雯佳博士等，足見高教授相關學術研究的影響力。

演講後的問答環節，各方聽眾與高教授之間的馬華文學討論，充分達到交

流目的，尤其是與會學者張惠思博士與蕭雯佳博士的提問，藉由高教授突

破地域框架的文學發展論述，帶動大家共同深思馬華文學未來研究的新視

野。 

第 1 場講座主持人黃文青教授 講者高嘉謙教授 

第 2 場講座現場：左起蕭雯佳博士、高嘉

謙教授廖冰凌教授 

 

第 2 場講座現場大合照 

第 1 場講座現場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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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擴大漢學影響力 

漢學研究中心發展宗旨之一，係在倡導漢學研究風氣、策畫並推動漢

學整體之研究與發展，因此在成立 41 年，擁有豐富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之經驗。有鑑於「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成為臺灣與海外學術機構間的學術

交流平臺，及對各館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亦產生相當正面之影響，有助於鞏

固臺灣在人文研究領域的國際地位。因此，自 106 年開始，每年於國內外

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相關資料表列如表 2： 

表 2、106 到 111 年度辦理研討會情形 

研討會期間 研討會地點 研討會主題 

106 年，計 1 場研討會 

11/25-11/26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華語語系與南洋書寫: 臺灣、馬華、新華文

學與文化國際研討會 

107 年，計 2 場研討會 

6/7-6/8 
與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

合辦 

操控媒體：明以降中國的新聞與「假新聞」

國際學術研討會 

11/29-12/1 德國萊比錫大學 
道教與地方宗教：──典範的重思國際學術研

討會 

108 年，計 1 場研討會 

10/17-10/19 斯洛維尼盧比亞納大學 臺灣哲學與儒學的傳統保存 

109 年，計 2 場研討會 

因疫情延至

110 年辦理 
與北歐亞洲研究中心合辦  

同上 澳洲國立大學   

9/23-9/25 

與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

研究中心、德國聖奧古斯

丁華裔學志研究所合作、

輔仁大學宗教系，以及波

蘭華沙大學漢學系 

2020 華裔學志國際會議「基督宗教與道家/

道教的會遇:經典、詮釋與對話」國際研討

會、「青年學者論壇暨漢學學群工作坊」 

110 年，計 1 場研討會 

9/30-10/1 國家圖書館 
「深耕茁壯——臺灣漢學四十回顧與展望」學

術論壇 

110/10/28-31 與北歐亞洲研究中心合辦 
性別化的變遷：女性主義知識生產與跨國行動

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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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8-9 澳洲國立大學  

臺灣現況對話：在世界尋找臺灣的位置

(Taiwan Update: Positioning Taiwan in the 

World) 

111 年，計 1 場研討會 

11/25/11/26 

與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

研究中心、德國聖奧古斯丁

華裔學志研究所、義大利羅

馬大學 

近代中國跨文化變遷下的文學、宗教與人文發

展 

為促進國際學術交流，推介漢學領域學者研究成果，本館與義大利羅

馬大學東方學系、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德國聖奧古斯丁華裔

學志研究所合作，於 111 年 11 月 25 至 26 日假羅馬大學舉辦「近代中國

跨文化變遷下的文學、宗教與人文發展」（Literature, Religion and 

Humanities Cross-cultural Processes in Modern China）國際學術研討會。會

中專題演講並配合舉辦「臺灣漢學講座」，邀請德國洪堡大學亞非研究學

系教授韓可龍（Henning Klöter）教授主講「西方傳教士與漢語語言學：文

獻、時期與意識形態」。會議前後並於羅馬大學東方學系圖書館展示臺灣

相關學術出版品主題展覽。 

本館曾淑賢館長表示，今年除了疫情逐漸降溫，因為國際局勢的轉變，

全球漢學領域的互動更為豐富而多元，臺灣在漢學研究領域的角色，越顯

重要。國圖作為臺灣與國際間學術交流的重要平臺，近年來透過全球「臺

灣漢學資源中心」（TRCCS）合作夥伴的學術網絡，以共生關係推動漢學

研究，不但有助於彼此成長，也讓學術研究更具發展能量。因此，本次活

動邀請長期支持國圖的羅馬大學、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德國

聖奧古斯丁華裔學志研究所，共同參與。加上駐教廷大使館李世明大使，

以及駐義大利臺北代表處李新穎大使的支持安排相關活動，透過國際及臺

灣學界的朋友們一起努力推動、傳布學術成果，讓國際漢學界了解臺灣漢

學研究的成果，同時也將歐洲豐富的漢學人文研究，介紹予國內學界認識。 

本次研討會的會議首日主辦方分別由國圖曾淑賢館長、輔仁大學華裔

學志漢學研究中心黃渼婷主任致詞，羅馬大學義大利東方學系馬西尼教授

（Prof. Federico Masini）因身體微恙改由保羅教授（Prof. Paolo De Tro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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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致詞，歡迎同道參與。活動並邀請我駐義大利代表處李新穎大使蒞臨

出席。李大使除致詞外，並代表本館將主題書展書籍全數致贈羅馬大學，

由該校圖書館 Antonella Fallerini 博士及保羅教授代表受贈，未來將放置

東方研究所圖書館內。 

兩天的國際會議約有 20 多位學者來自臺灣、義大利、德國、日本，

以及中國等地學者，齊聚報告專題，內容主題涵括地理學史研究、漢學與

漢語詮釋、西洋傳教士遊記、東西方旅行家見聞、近代跨文化文本研究、

近代中國文學創作與評論、翻譯研究、出版文化、文化與物質研究、教育

與政治制度的跨國影響與比較、跨國文學、文化衝突、性別與文學，基督

宗教在亞洲學術與文化交流歷史等。會議期間學者並在我國駐教廷大使館

的安排下參觀宗座圖書館與博物館，增進雙邊交流。 

羅馬大學成立於 1303 年，為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享譽全球。該

校大學圖書館擁有超過 370 萬冊書籍、3 萬 5 千餘種期刊，以及 2 萬 5 千

種以上的古籍和歷史文獻，館藏豐富。而義大利東方學系更是全球亞洲研

究重鎮。國圖近 30 年來與羅馬大學發展密切關係，如 1990 年迄今曾獲得

外交部或漢學研究中心獎助來臺進行漢學或臺灣研究兩項獎助的義大利

學人合計超過 56 位，其中來自羅馬大學約有 11 位。在研究資源方面，

2018 年，國圖也和羅馬大學共同設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由國圖每年

持續提供圖書與臺灣數位研究資源，即使在疫情期間仍然持續擴增，到現

在已提供將近八百種各類圖書。 

11 月 26 日研討會圓滿結束後，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黃渼

婷主任以及義大利羅馬大學托雷教授感謝大家的參與，並希望為未來的一

兩年內大家有有機會能在臺灣再次相聚，進行更進一步的跨文化交流。 

另外，本次活動本館由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周倩如主任、漢學研究

中心學術交流組張瀚云編輯、資料服務組歐陽芬助理編輯出訪辦理，希冀

藉由此次合作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講座、書展，以文化參訪等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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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顯國圖與「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之間的合作關係，也讓臺灣學術活動能

量、研究成果能夠在世界舞臺綻放。 

李新穎大使代表本館贈書 李新穎大使代表本館致贈感謝狀 

與會學者大合照 研討會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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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策劃海外展覽，宣揚文化多樣風貌 

本館身負典藏國家文獻之重責，館內珍藏特藏文獻資源向為學術界所

推崇。為了傳播文化精髓，同時也為提升國際對我文化認識，並讓海外讀

者有機會領略本館收藏與典藏之特藏文獻的豐富資源與文化價值，本館挑

選館藏珍貴特藏文獻與相關文學與文化史料，透過數位典藏技術進行加值，

並設計不同主題之展覽，於海外展出。 

本館以特藏文獻展為主題，自 101 年起於海外各大城市舉辦。自 101

到 111 年，共計於美國紐約、休士頓、洛杉磯、紐澤西、舊金山、西雅圖，

拉脫維亞、匈牙利、馬來西亞、泰國、德國、斯洛維尼亞、愛沙尼亞、波

蘭等地舉辦 21 場展覽與主題書展。相關資料如表 3： 

表 3、101 到 111 年度辦理主題展覽情形 

展覽期間 展覽地點 展覽主題 

101 年，計 3 場展覽 

6/19-7/18 美國紐約臺灣書院漢學書房 博雅-閱讀古人生活美學古籍文獻展 

6/21-7/22 美國休士頓臺灣書院漢學書房 博雅-閱讀古人生活美學古籍文獻展 

6/24-7/22 美國洛杉磯臺灣書院漢學書房 博雅-閱讀古人生活美學古籍文獻展 

102 年，計 3 場展覽 

10/18-10/30 美國紐澤西羅格斯大學 Alexander 

圖書館 
「千古風流人物：蘇東坡」古籍文獻展覽 

10/16 -11/17 美國休士頓僑教中心（臺灣書院） 「千古風流人物：蘇東坡」古籍文獻展覽 

10/12-12/12 美國舊金山公共圖書館總館 「千古風流人物：蘇東坡」古籍文獻展覽 

103 年，計 3 場展覽 

10/11-10/30 美國紐約皇后區法拉盛圖書館 寶島回想曲：周藍萍與四海唱片 

10/12-12/12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 臺灣音樂之美 

10/15 美國休士頓萊斯大學 臺灣音樂之美 

104 年，計 1 場展覽 

8/27-10/30 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 「文明之印記」古籍文獻展覽 

105 年，計 1 場展覽 

10/18-12/15 匈牙利國家圖書館 「文明的印記：圖書的奇幻旅程」 

106 年，計 2 場展覽 

11/14-12/31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書：紙文化的魅力」 

11/25-12-31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馬華文學與臺灣」 

107 年，計 2 場展覽 

10/30-11/30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儀泰萬千－臺灣記憶中的泰國」 

http://ccs.ncl.edu.tw/files/exhibition/2012%e3%80%8c%e5%8d%9a%e9%9b%85%e2%80%94%e2%80%94%e9%96%b1%e8%ae%80%e5%8f%a4%e4%ba%ba%e7%94%9f%e6%b4%bb%e7%be%8e%e5%ad%b8%e3%80%8d%e5%8f%a4%e7%b1%8d%e6%96%87%e7%8d%bb%e5%b1%95.pdf
http://ccs.ncl.edu.tw/files/exhibition/2012%e3%80%8c%e5%8d%9a%e9%9b%85%e2%80%94%e2%80%94%e9%96%b1%e8%ae%80%e5%8f%a4%e4%ba%ba%e7%94%9f%e6%b4%bb%e7%be%8e%e5%ad%b8%e3%80%8d%e5%8f%a4%e7%b1%8d%e6%96%87%e7%8d%bb%e5%b1%95.pdf
http://ccs.ncl.edu.tw/files/exhibition/2012%e3%80%8c%e5%8d%9a%e9%9b%85%e2%80%94%e2%80%94%e9%96%b1%e8%ae%80%e5%8f%a4%e4%ba%ba%e7%94%9f%e6%b4%bb%e7%be%8e%e5%ad%b8%e3%80%8d%e5%8f%a4%e7%b1%8d%e6%96%87%e7%8d%bb%e5%b1%95.pdf
http://ccs.ncl.edu.tw/files/exhibition/2013%e3%80%8c%e5%8d%83%e5%8f%a4%e9%a2%a8%e6%b5%81%e4%ba%ba%e7%89%a9%ef%bc%9a%e8%98%87%e6%9d%b1%e5%9d%a1%e3%80%8d%e5%8f%a4%e7%b1%8d%e6%96%87%e7%8d%bb%e5%b1%95%e7%b0%a1%e4%bb%8b%e8%88%87%e7%8f%be%e4%bb%a3%e5%87%ba%e7%89%88%e5%93%81%e6%b8%85%e5%96%ae.pdf
http://ccs.ncl.edu.tw/files/exhibition/2013%e3%80%8c%e5%8d%83%e5%8f%a4%e9%a2%a8%e6%b5%81%e4%ba%ba%e7%89%a9%ef%bc%9a%e8%98%87%e6%9d%b1%e5%9d%a1%e3%80%8d%e5%8f%a4%e7%b1%8d%e6%96%87%e7%8d%bb%e5%b1%95%e7%b0%a1%e4%bb%8b%e8%88%87%e7%8f%be%e4%bb%a3%e5%87%ba%e7%89%88%e5%93%81%e6%b8%85%e5%96%ae.pdf
http://ccs.ncl.edu.tw/files/exhibition/2013%e3%80%8c%e5%8d%83%e5%8f%a4%e9%a2%a8%e6%b5%81%e4%ba%ba%e7%89%a9%ef%bc%9a%e8%98%87%e6%9d%b1%e5%9d%a1%e3%80%8d%e5%8f%a4%e7%b1%8d%e6%96%87%e7%8d%bb%e5%b1%95%e7%b0%a1%e4%bb%8b%e8%88%87%e7%8f%be%e4%bb%a3%e5%87%ba%e7%89%88%e5%93%81%e6%b8%85%e5%96%ae.pdf
http://ccs.ncl.edu.tw/files/exhibition/%e5%af%b6%e5%b3%b6%e5%9b%9e%e6%83%b3%e6%9b%b2_%e4%b8%8a%e7%a8%bf.pdf
http://ccs.ncl.edu.tw/files/exhibition/%e8%87%ba%e7%81%a3%e9%9f%b3%e6%a8%82%e4%b9%8b%e7%be%8e1.pdf
http://ccs.ncl.edu.tw/files/exhibition/%e8%87%ba%e7%81%a3%e9%9f%b3%e6%a8%82%e4%b9%8b%e7%be%8e1.pdf
http://ccs.ncl.edu.tw/files/exhibition/2015%e6%8b%89%e8%84%ab%e7%b6%ad%e4%ba%9e%e6%96%87%e6%98%8e%e4%b9%8b%e5%8d%b0%e8%a8%98%e5%b1%95%e8%a6%bd.compress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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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12/1 德國萊比錫大學 「天之道：道教與地方宗教主題文獻展」 

108 年，計 2 場展覽 

9/23-10/15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 數位人文：跨領域共入紅樓夢 

10/17-10/27 斯洛維尼亞盧比亞納大學 臺灣哲學與儒學的傳統保存主題文獻展 

109 年，計 1 場展覽 

110/12/29-

111/1/29 
蒙古國家圖書館 

臺灣的寶藏—慶祝蒙古國家圖書館建館百

年臺蒙聯展 

110 年，計 2 場展覽 

9/17-10/14 本館 漢耀寰宇──漢學研究中心 40 周年特展 

10/8-10/23 愛沙尼亞國家圖書館 文明的印記：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展覽 

111 年，計 1 場展覽 

12/9-12/29 波蘭國家圖書館 文明的印記：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展覽 

    本館與波蘭長期以來交流互動密切，除了曾接待多位波蘭學者來臺進

行研究，曾於 2016 年在波蘭亞捷隆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設立「臺

灣漢學資源中心」，2019 年又於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設立在波蘭的第二個合作據點。此外，本館與波蘭國圖在 2016

年共同簽署了合作協議，為深化關係，兩館決定攜手合作，共同舉辦「文

明的印記：古籍文獻展覽 」。本次展覽展期為 2022 年 12 月 9 日至 29 日，

除展出甲骨刻辭、金文拓片等珍藏復刻本，介紹從印刷術演進、兩館館藏

之最等主題外，為配合波蘭國圖之特色館藏，特規劃全新展區「中西文明

的匯通」，就天文曆法、本草植物等主題，呈現 17 世紀以降東西方文明彼

此交流之影響。 

    2022 年 12 月 9 日，展覽開幕儀式於波蘭國圖甫落成之館舍舉行，我

國駐波蘭代表處陳龍錦大使應邀出席，並於開幕典禮中致詞。陳大使不僅

感謝波蘭國家圖書館於本次展覽的合作，更高度肯定本次展覽對於兩國文

化交流之重大意義。波蘭國圖館長 Tomasz Makowski 博士感謝波蘭各界

貴賓對本次展覽的支持，並期望兩館，乃至兩國之間，在未來能有更為緊

密、更具深度的合作。本館曾淑賢館長表示此次展覽讓本館珍罕典籍所儲

存的知識傳佈至歐洲，盼波蘭民眾親炙本館古籍並領略我國圖書發展歷史。

展覽由陳大使、Makowski 館長以及曾館長共同剪綵，揭開序幕。 

    開幕典禮上亦同步舉行 Taiwan Corner 贈書儀式。曾館長強調，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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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海外一般民眾對中文與臺灣文化風土民情的認識，國圖戮力與世界優秀

的圖書館合作設置「Taiwan Corner」，並每年持續贈與臺灣出版的優良書

籍、兒童繪本與華語學習圖書，希望有助於培養年輕世代的良好閱讀習慣，

並激發海外民眾學習中文的興趣及提升中文閱讀能力，更增加對臺灣的瞭

解。此次為感謝波蘭臺北辦事處大力支持日前於中正紀念堂舉行的 111 年

閱讀節活動，贈送 Taiwan Corner 的書櫃以及 50 餘冊有關臺灣歷史民俗、

自然生態、文學藝術等多元主題的圖書給波蘭國圖作為禮物，盼讓波蘭民

眾更加認識臺灣。當天亦配合展覽舉辦「臺灣漢學講座」，邀請比得哥什

卡基米日維爾基大學東方語言學系助理教授陳力綺博士，主講「中文字的

機智風趣與幽默 Wit and Humor in Chinese Characters」，有趣的題材與妙語

如珠的演講十分引人入勝。 

    本次展覽開幕及講座活動，吸引近百位民眾參與，精彩的展覽設計與

豐富的展品內容，皆讓波蘭民眾驚艷不已；展場中的年畫套印體驗，以及

吉祥卡印製活動更受到觀眾的喜愛。而為加強展覽內容與參觀民眾之間的

互動，特於會場設置互動式電子明信片設備，供參觀民眾與主題背景合影

留念，後製為電子明信片。展覽開幕式當天吸引不少與會貴賓躍躍欲試，

搶先體驗這項有趣的數位展場活動。 

 

 

左起我國駐波蘭代表處陳龍錦大使、國圖曾淑

賢館長、波蘭國家圖書館館長共同剪綵揭幕 

 

 

 

 

 

 

 

左起波蘭國家圖書館館長、國圖曾館長於展

覽會場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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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互動體驗：吉祥卡的印製活動 
波蘭國家圖書館「文明的印記：古籍文獻展

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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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置海外「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形塑學術交流品牌 

配合深化與國外各項教育學術交流合作事項及海外臺灣研究，並協助

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深耕東南亞及南亞，拓展與歐美等地學術機構

互動，將臺灣學術研究成果經驗帶向國際之施政方向，本館在既有之出版

品交換國際網絡之基礎上，自 101 年規劃於海外設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TRCCS），俾更積極有效地推展我國臺灣研究與漢學研究之優質學術出

版品。自 111 年起 

(一)海外「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設置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主要選擇教育部設置「臺灣研究講座」或「臺

灣書院」海外聯絡點之國外重點大學，以及國際上重要大學與學術機構合

作設置，藉其學術研究資源及影響力，共同推展臺灣研究資源、漢學研究

資源、以及相關之學術或專業活動。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具體合作方式為：「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成立

後，第一年由本館贈送 500 至 1000 冊臺灣出版優良書刊、視聽資料及電

子資料庫，往後每年由本館自臺灣寄送增補，以充實合作機構館藏，積極

推展我國優質學術出版品。在無著作權疑慮下，以設定 IP 方式提供海外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查詢使用本館及漢學研究中心建置之數位資源，同

時將臺灣各學術機構建置之各類電子資源推介予合作單位。 

合作單位方面，則需配置專人負責「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各項業務，

包括資料的組織、整理及提供檢索利用；提供「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專屬

空間，供讀者閱覽資料，並在該區域掛牌標示「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以增加能見度；每年至少辦理推廣

臺灣漢學資源活動一場；於該單位網站呈現「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之訊息

及連結；如該國有臺灣研究與漢學研究相關出版品，其將協助蒐集相關資

料，並協助本館於海外辦理學術或專業活動等。本館期盼透過「臺灣漢學

資源中心」的建立，推展國際漢學研究與臺灣研究之交流，而國外合作機

構亦可獲得本館資源的挹注，提昇臺灣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擴充該校相

關學者之研究能量，達到彼此互惠雙贏的目的。至 111 年底已成功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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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設立 45 個資源中心。 

101 年至 111 年 12 月於歐、美、澳及亞洲等國共設立 45 處「臺灣漢

學資源中心」海外據點，詳列如表 4： 

表 4、101 至 111 年 12 月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設置狀況 

成立日期 名稱 地點 

101 年，成立 2 處據點 

10/24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漢學書閣 俄羅斯莫斯科 

11/05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美國德州奧斯汀 

102 年，成立 5 處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據點 

11/04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英國倫敦 

11/07 德國萊比錫大學 德國萊比錫 

11/08 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 拉脫維亞里加 

11/25 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大學 越南胡志明市 

11/29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馬來西亞霹靂州 

103 年，成立 5 處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據點 

10/02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美國西雅圖 

10/27 荷蘭萊頓大學 荷蘭萊頓 

10/31 捷克科學院 捷克布拉格 

11/03 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 德國慕尼黑 

12/10 日本東京大學 日本東京 

104 年，成立 6 處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據點 

04/03 法國里昂第三大學 法國里昂 

04/07 英國牛津大學 英國牛津 

07/13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 馬來西亞吉隆坡 

09/23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加拿大多倫多 

12/11 比利時根特大學 比利時根特 

11/30 澳洲國立大學 澳洲坎培拉 

105 年，成立 4 處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據點 

5/5 波蘭亞捷隆大學 波蘭克拉科夫 

9/22 韓國延世大學 韓國首爾 

9/23 韓國首爾大學 韓國首爾 

12/20 日本京都大學 日本京都 

106 年，成立 4 處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據點 

5/16 匈牙利科學院 匈牙利布達佩斯 

5/24 斯洛維尼亞盧比亞納大學 斯洛維尼亞盧比亞納 

11/13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美國洛杉磯 

11/14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美國厄巴納—香檳市 

107 年，成立 5 處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據點 

5/16 北歐亞洲研究中心和哥本哈根大學 丹麥哥本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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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因疫情之故，自 109 年年底至 111 年邊境管制解封之前，有關海

外「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之持續進行洽談設置，乃是透過電子郵件或線上

視訊方式完成簽約成立；至 111 年 9 月以後，才恢復實體出訪簽約（自史

丹佛大學 TRCCS 起恢復）、以及進行正式揭幕（愛沙尼亞塔圖大學：

111.10.10、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111.10.12、捷克馬薩里克大學：111.10.14、

斯洛伐克考麥紐斯大學：111.10.17、匈牙利羅蘭大學：111.10.18 簽約、揭

幕）、德國海德堡大學：111.12.13 簽約、揭幕。109、110 年因受世界疫情

影響，國外大學機構對於簽訂協議態度保守，惟 109 至 111 年期間，本館

仍推動共成立 12 個據點，平均每年 4 個據點，其中又以 111 年完成 7 個

據點之簽約成立最多。以下將簡述 111 年設立之新據點： 

1. 捷克馬薩里克大學 

本次國圖「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同時設立於馬薩里克大學之藝術學院

圖書館以及漢學研究所圖書館，該校的校名，是以捷克前身之捷克斯洛伐

10/30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泰國曼谷 

10/20 義大利羅馬大學 義大利羅馬 

11/16 義大利威尼斯大學 義大利威尼斯 

11/22 英國愛丁堡大學 英國愛丁堡 

108 年，成立 2 處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據點 

9/10 蒙古國立大學 蒙古烏蘭巴托 

10/22 波蘭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 波蘭波茲南 

109 年-110 年，成立 5 處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據點 

109/1/8 以色列臺拉維夫大學 以色列臺拉維夫 

110/4/19 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 (111.10.12 啟用) 立陶宛維爾紐斯 

110/5/20 法國法蘭西學院 法國巴黎 

110/7/5 瑞士蘇黎世大學 瑞士蘇黎世 

110/11/23 愛沙尼亞塔圖大學 (111.10.10 啟用) 愛沙尼亞塔圖 

111 年成立 7 處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據點  

111/1/3 捷克馬薩里克大學 (111.10.14 啟用) 捷克布爾諾市 

111/3/7 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111.12.8 啟用) 英國聖安德魯斯 

111/3/15 斯洛伐克考麥紐斯大學 (111.10.17 揭幕) 斯洛伐克布拉提斯拉瓦 

111/06/15 
阿根廷國會圖書館 (臺灣研究資源中心)111.6.15

簽約、揭幕 

阿根廷布宜諾艾利斯 

111/09/22 美國史丹佛大學 (虛實整合模式) 美國舊金山 

111/10/18 匈牙利羅蘭大學 (111.10.18 簽約、揭幕) 匈牙利布達佩斯 

111/12/13 德國海德堡大學 (111.12.13 簽約、揭幕) 德國海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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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建國後首位總統（President T. G. Masaryk）姓氏命名，於 1919 年設立，

為捷克歷史第二悠久之大學，位處於第二大城市布爾諾。該校同時是捷克

境內三個設有漢學研究系所之著名大學之一，該校亦於藝術學院下設立亞

洲研究中心，共同肩負漢學研究、臺灣研究以及語言教學之重要責任。 

配合漢學研究系所教學與研究，馬薩里克大學圖書館逐年建立之館藏

發展特色為中國文學、語言教學、政治思想、多元文化、宗教、中醫、武

術、電影及臺灣學等之館藏。馬薩里克漢學研究系所，開設有學士及研究

所課程，除了語言教學之外，課程以當代中國與以中國文化切入的相關社

會、文學、政治、歷史、思想脈絡為教學與研究主軸，而隨著中國崛起與

對歐洲影響力日增，亦發展出對於當代中國與臺灣的研究領域，此一方面

著重於認識與了解促成當代中國、臺灣其政治與社會轉型之政治制度、政

權以及意識形態轉變，也研究這些轉變對社會的衝擊。 

 

 

 

 

 

 

 

 

 

 

左起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與捷克馬薩里克大學校長 

Martin Bareš 共同簽署協議書 

2. 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 

聖安德魯斯大學位於蘇格蘭，是研究的重點大學。該校成立於 1413年，

除了是英語世界中第三古老的大學，近年來於全英國學術排名更躍居第二，

聲望及學術表現堪與牛津及劍橋大學比肩齊步。 

聖安德魯斯大學圖書館因應臺灣研究與漢學研究的相關課程，積極發

展該二領域相關的古典文學、歷史、經濟、政治、藝術及語言等相關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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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於 2020 年創立中華研究系所，設立於外語學院內，並於去年 2021 年

開始招收新生入學; 除大學部外，並提供碩、博士研究員進行當代中文語

言及文化的整體研究。來自臺灣、任教於該系所祈玉鳳副教授指出，聖安

德魯斯大學的學士學位提供學生選修輔系，亦容許學生選讀三項主修科目，

因此，任何系所學生均可選讀中華研究系所的相關課程。相關教學內容除

了語言以外，亦包括二十及二十一世紀主流、大眾以及海外華人各地不同

文化面向的實踐。所開設的課程廣泛探討不同政治角度、經濟、文學、藝

術、音樂、電影、媒體等議題，兼顧中華文化的深度及廣度。研究的範圍

為廣義的華語地區，除了亞洲使用華語的國家，也廣及世界五大洲的各海

外移民國家。與臺灣最密切相關的是，其華語教學係以繁體中文教學為主。 
 

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博士簽署設立於英
國聖安德魯斯大學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合作協議 

 

聖安德魯斯大學圖書館暨博物館館長
Catherine Eagleton 博士簽署「臺灣漢學資
源中心」合作協議(照片由校方提供) 

 

聖安德魯斯大學簽署代表以及出席人員
合 影 留 念 ， 左 至右 : 首 席 法 務 Roy 
Drummond 博士，圖書館暨博物館副館長
Jennifer Louden，館長 Katie Eagleton 博士，
國際策略與對外關係副校長 Brad Mackay 
教授，中華研究系所 Yvonne Chi 副教授
以及 Gregory Lee 教授(照片由校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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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斯洛伐克考麥紐斯大學 

本館於歐盟會員國斯洛伐克首次設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與該國

的著名學府、也是該國排名第一的考麥紐斯大學（Comenius University）

締結合作關係，此為國圖第 41 個全球夥伴。考麥紐斯大學圖書館體系包

含 13 個分散於校園、甚至校外的院圖書館，而由「學術圖書館中心」

（Academic Library Centre）統籌管理。本次「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設立於

該校藝術學院圖書館，此乃因為與本合作案相關的東亞研究系所隸屬於藝

術學院。東亞研究系所於 1988 年增設漢學研究，是其國內唯一同時提供

漢學的大學與碩士學位的學術單位，該系所自 2002 年創刊國際性學術期

刊 Studia Orientalia Slovaca（《斯洛伐克東亞研究》），該期刊自 2010 年後

每年出刊二期，收錄跨領域的東亞研究相關論文。 

    因應漢學之教學與研究之需，其圖書館館藏除了中文書籍之外，也包

含以西方國家語言出版之相關圖書與期刊館藏，涵蓋歷史、文學、經濟、

政治、藝術及語言等領域。曾淑賢館長表示，該校為斯洛伐克的漢學教學

研究重要學府、以及其在國際性期刊出版方面的耕耘與貢獻，故推動此合

作協議之簽訂，讓臺灣學術研究成果，成為其教學與研究之資源，並發揮

臺灣的影響力。 

  

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博士（左）與國際合作

組主任洪淑芬博士（右 2）、編輯林能山博士

努力拓展「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全球據點 

考麥紐斯大學藝術學院院長 Marián Zouhar

教授簽署「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合作協議(照

片由校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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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根廷國會圖書館 

111 年 6 月 15 日本館首度於拉阿根廷國會圖書館設立全球第一個

「臺灣研究資源中心」，該項合作協議由曾淑賢館長與阿根廷國會圖書館

館長 Alejandro Santa 先生簽署，揭牌及贈書則由我駐阿根廷代表處曹立

傑大使代表曾館長進行。簽約儀式雙方採取實體簽約，並透過即時視訊

傳輸，分享現場實況並進行互動。為表達隆重之意，阿根廷方面除了國

會圖書館館長致詞之外，身兼阿根廷國會圖書館主席暨國家眾議員

Carlos Selva 先生亦受邀致詞。阿根廷國會圖書館與我國代表處共同邀請

阿根廷政商人士、教育界、以及臺灣僑界代表共約 120 名，見證簽約與

揭牌儀式。本館邀請立法院、外交部等貴賓出席。曾淑賢館長致詞時表

示，這次簽約是本館在海外建置的第一個「臺灣研究資源中心」，另外也

同時簽署廣泛性的合作協議；透過兩項協議的簽署，使雙方的合作層面

更深更廣，也更多元。曾館長指出，阿根廷國會圖書館有許多先進的服

務，非常值得我們借鏡學習；曾館長引用阿根廷偉大詩人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作品中的文句「如果有天堂，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

相信阿根廷國會圖書館正是在為阿根廷打造像天堂一般的圖書館，所以

有服務全民的進步理念，也以分齡分眾設施與服務，落實這樣的理念；

以一個國會圖書館，推出對全民的多元服務，實在令人欽佩。 

    曾館長表示阿根廷圖書館以「臺灣研究資源中心」進行合作，是有

鑑於簽約合作的對象是國會圖書館，而該館提供的是對全民各界、廣泛

的服務，所以這次國圖除了首次以「臺灣研究資源中心」為名稱設置合

作據點，另外也同時簽署「廣泛性合作」協議，以使分享的資源內容更

為廣泛；未來提供分享的圖書資源，政府出版品及研究報告，將涵蓋彰

顯臺灣各領域成功經驗的圖書資料，包括經濟、農業、科技產業、民主

政治等，使有助於國會議員問政、大學及研究機構的研究、以及讀者認

識與了解臺灣。而臺灣方面也將從阿根廷國會圖書館，汲取其規劃全民

多元服務的進步經驗；使雙方的合作交流，達到最高效益；所以這實在

是非常務實有意義的合作！曾館長強調，國會圖書館 Alejandro Santa 館



 

41 

 

 

長同時也身兼拉丁美洲圖書館聯盟主席，將有助於增進本館與拉丁美洲

國家之合作，因此，對於與阿根廷國會圖書館的合作，高度期待。而對

於我國駐阿根廷代表處曹立傑大使努力推動此項合作，深表感謝。 

    本次線上簽署儀式中，阿根廷國會圖書館主席 Carlos Selva 眾議員以

及國會圖書館館長 Alejandro Santa 先生分別表達今天的合作案將開啟圖

書館領域的多項交流與合作，更期待能從國圖的讀者服務、數位化理念

與相關實務，獲得啟發，也希望透過國圖提供的數位資源與實體資料，

更加認識與了解臺灣。Alejandro Santa 館長表示，透過本合作，其亦將

協助國圖與中南美洲國家的圖書館展開合作與交流。曹立傑大使致詞時

表達將繼續協助國圖達成於中南美洲加強推展交流與合作之願景。簽約

儀式中，阿根廷國會圖書館安排歌劇演出，以及演唱高山青。本館也安

排臺灣民謠樂曲演奏，雙方分享文化之美；儀式就在優美的臺灣民謠樂

聲中，圓滿畫下句點。 

 

阿根廷國會圖書館館長簽約(照片由駐阿

根廷代表處提供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與阿根廷國會圖書館館

長線上視訊同步簽署合作協議書(照片由駐阿

根廷代表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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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牌儀式完成(照片由駐阿根廷代表處提

供) 

阿根廷現場學界、政界、僑界、館員等齊聚一

堂見證台阿學術合作的歷史時刻。儀式完成，

國家圖書館同仁與貴賓向阿根廷現場來賓(左側

螢幕)拍手致意 

5. 美國史丹佛大學 

    曾淑賢館長於 9 月 22 日與世界名校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簽署「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合作協議，並舉行啟用典禮。這是

本館在海外設立的第 43 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全球夥伴。此外雙邊亦

同時簽署本館建置之「古籍聯合目錄」合作協議，提升與本館中文古籍

的合作範圍。典禮邀請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朱永昌副處長以及教

育組周慧宜組長、呂玉貞僑務委員、魏德珍僑務委員等僑胞共同蒞臨見

證兩館合作交流歷史性的一刻。 

    史丹佛大學創立於 1891 年，是世界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學，根據世界

大學排名資料(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該校於 2020 及 2021 年排

名世界第二，目前計有約 16,937 名學生，並於 2021 年 4 月止，已產生

84 名諾貝爾獎得主。廣為人知的胡佛研究所圖書檔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亦為該校學術特徵之一。史丹佛大學設

有東亞語文與文化學系所，大學部提供東亞研究學歷，而碩士班及博士

班學程則針對臺灣研究、漢學研究以及日本研究之研究生授予學位。此

外，該校特別設立東亞研究中心，支持該校師生對於東亞相關的跨主題

研究與教學，亦拓展與東亞單一國家以及區域、跨區域規模的國際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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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簽署合作協議在史丹佛大學東亞圖書館建立「臺灣漢學資源中

心」，分享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的優質學術專書，以及數位資源，史丹佛

總圖書館 Roberto Trujillo 副館長代表總館長 Michael Keller 致詞及簽約

時表示，非常高興此合作案將豐富東亞圖書館館藏、提供相關師生的教

學與研究的臺灣出版品。史丹佛大學具有開放的學風，研究發展方向也

開放包容。從本館提供的選書書單亦可知道，分享的圖書主題非常多

元，相信對於史丹佛大學的臺灣研究、漢學研究以及東亞研究，都將增

添有用的學術資產。故曾館長相當肯定此合作對於在美國推廣我國的漢

學研究以及臺灣研究資源，具有深刻的意義。 

    此行，曾淑賢館長亦與史丹佛大學簽署國圖所建置的「古籍聯合目

錄」合作協議。本館自 94 年以來，與擁有中文古籍的多個國家的大學圖

書館及國家圖書館進行合作數位化，並將數位化成果載入國圖所建置的

「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系統」。曾淑賢館長表示 110 年開始，雙方共同合

作，進行史丹佛大學圖書館中文善本古籍的數位化。合作數位化的重點

跨經、史、子、集、叢五部，多有地理、政書類的典籍；該合作數位化

計畫已於 111 年 1 月完成。藉此次機會提升雙方古籍數位化的合作，與

史丹佛大學簽署「古籍聯合目錄」合作協議，將其中文古籍館藏之目錄

上傳至「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系統」，強化雙邊的交流與合作。 

    此次合作協議的簽署以及資源中心開幕典禮上，曾館長更特別贈送

具有八百年歷史的國圖館藏國寶級古籍《註東坡先生詩》21 冊、以及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之復刻書，豐富其館藏，並見證兩館合作交流歷

史性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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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圖曾淑賢館長與史丹佛總圖書館 Roberto 

Trujillo 副館長手持約本與出席來賓共同見

證雙邊合作 

雙方代表共同為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揭牌、 

開放中心資源使用 

6. 匈牙利羅蘭大學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於 10 月 18 日與匈牙利最知名學府羅蘭大學

簽署「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合作協議，並舉行啟用典禮。這是國圖在海外

設立的第 44 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全球夥伴。此外雙邊亦同時簽署國

圖建置之「古籍聯合目錄」合作協議，提升與本館中文古籍的合作範圍。

典禮邀請駐匈牙利代表處劉世忠代表、捷克代表處科技組顏宏偉組長共同

蒞臨見證兩館合作交流歷史性的一刻。 

    羅蘭大學（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簡稱 ELTE）是該國立校最久、

規模最大也最富盛名的高等學府。該校擁有將近四百年的悠久歷史。羅蘭

大學圖書館為匈牙利最古老的圖書館，而該校設有東亞暨亞洲所，為匈牙

利研究東亞歷史文化提供重要資源。國圖與該校已有交流經驗，歷年來有

3 位該校從事漢學與臺灣研究學者獲外交部與漢學研究中心獎助金來臺

進行研究。 

    這次簽署合作協議，在羅蘭大學東亞研究所圖書館建立「臺灣漢學資

源中心」後，國圖將分享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的優質學術專書，以及數位

資源，羅蘭大學 Imre Hamar 副校長代表 László Borhy 校長致詞及簽約時

表示，非常高興此合作案將豐富東亞圖書館館藏、提供相關師生的教學與

研究的臺灣出版品。國圖分享的圖書主題非常多元，相信對於羅蘭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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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研究、漢學研究以及東亞研究，都將增添有用的學術資產。故曾館長

相當肯定此合作對於在匈牙利推廣我國的漢學研究以及臺灣研究資源，具

有深刻的意義。 

    此行，曾淑賢館長亦與羅蘭大學簽署國圖所建置的「古籍聯合目錄」

合作協議。國圖自 2005 年以來，與擁有中文古籍的多個國家的大學圖書

館及國家圖書館進行合作數位化，並將數位化成果載入國圖所建置的「古

籍與特藏文獻資源系統」。藉此次機會提升雙方古籍數位化的合作，將其

中文古籍館藏之目錄上傳至「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系統」，強化雙邊的交

流與合作。 

 

 

 

 

 

 

 

國家圖書館與匈牙利羅蘭大學簽署「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合作協議 

7. 德國海德堡大學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於 12 月 13 日與世界名校德國海德堡大學

(Heidelberg University)簽署協議建立合作關係，順利增添全球第 45 個「臺

灣漢學資源中心」夥伴。且因該校歷史悠久並典藏不少中文古籍善本，雙

邊亦同時簽署國圖建置之「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合作協議。典禮邀請駐德

國代表處慕尼黑辦事處趙彥清處長以及代表處教育組曾競組長蒞臨，共同

見證兩館合作交流歷史性的一刻。 

    海德堡大學校長 Bernhard Eitel 博士 高度支持與重視本次的合作案，

特別安排於校長室內與曾館長及代表處趙處長會面交流，Eitel 校長除了

感謝國圖研究資源的分享，特別強調民主政體的多樣化，歐洲應該對其他

區域的民主有更多的了解，例如此次與國家圖書館建立合作關係，即能讓

歐洲民主國家的德國師生，與亞洲的民主國家臺灣建立學術的交流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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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而強調此合作案意義重大。 

    1386 年創建的海德堡大學是德國享富盛名、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學府，

其在各類世界大學排行榜上，位居全球前 70 名內和德國前 3 名，為德國

學術資源豐富且學校聲望最佳的前三大高等院校之一。該校大學圖書館成

立於 1388 年，總計約有 80 多個分館，各學科領域之館藏豐富且多元。因

應全球亞洲研究之潮流，該校整合東亞研究中心、南亞研究所、人類學研

究所及海德堡跨文化中心而創設亞洲暨跨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Asian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 CATS)，並於 2019 設立中心圖書館(CATS Library)，

成為德國研究亞洲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重鎮。海德堡大學深

刻了解臺灣學術出版品對其中心的臺灣研究、當代中國研究以及傳統漢學

研究領域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因此疫情前開始與本館洽談資源中心合作案，

最後促成本館的漢學資源中心設立於 CATS Library 內，提供該中心重要

的學術資源。 

    另外，國圖所建置的「中文古籍聯合目錄」資料庫，目前有 80 餘個

合作單位加入；因海德堡大學加入而再添生力軍。此行，曾淑賢館長亦與

海德堡大學簽署國圖所建置的「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合作協議。國圖自

2005 年以來，已與全球擁有中文古籍的多個國家的大學圖書館及國家圖

書館進行合作數位化，並將數位化成果載入國圖所建置的「古籍與特藏文

獻資源系統」。藉此次機會與海德堡大學建立有關古籍數位化的合作，強

化雙邊的交流與資源共享，並豐富此共享系統的資源。 

 

 

 

 

 

 

 

曾館長、Anja Senz 副校長、趙處長以及與會來賓共同參與 TRCCS 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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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贈書情形統計 

編

號 
國家 機構 

102-110 年 111 累計(102-111 年) 

合計

(種) 
合計(冊) 種數 冊數 合計(種) 合計(冊) 

1 美國 
德州大學奧斯汀

分校 
3,015 3,522 187 211 3,202 3,733 

2 俄羅斯 
俄羅斯科學院東

方研究所 
686 763 --- --- 686 763 

3 英國 
倫敦大學亞非學

院(SOAS) 
2,344 2,784 73 94 2,417 2,878 

4 德國 萊比錫大學 1,135 2,221 131 160 1,266 2,381 

5 拉脫維亞 
國家圖書館與拉

脫維亞大學 
684 815 19 19 703 834 

6 越南 

胡志明市國家人

文與社會科學大

學 

1,918 2,125 80 87 1,998 2,212 

7 馬來西亞 拉曼大學 2,280 2,781 233 267 2,513 3,048 

8 美國 
西雅圖華盛頓大

學圖書館 
2,976 3,413 173 187 3,149 3,600 

9 荷蘭 萊頓大學圖書館 1,670 1,986 222 370 1,892 2,356 

10 捷克 
捷克科學院亞非

研究所 
562 727 139 149 701 876 

11 德國 
巴伐利亞邦立圖

書館 
2,046 2,367 122 131 2,168 2,498 

12 日本 東京大學圖書館 215 715 52 54 267 769 

13 法國 里昂第三大學 1,343 1,442 20 20 1,363 1,462 

14 英國 牛津大學 2040 2277 221 239 2,261 2,516 

15 馬來西亞 馬來亞大學 1,998 2,158 152 186 2,150 2,344 

16 加拿大 多倫多大學 1,745 1,991 145 173 1,890 2,164 

17 澳洲 澳洲國立大學 1,286 1,405 34 34 1,320 1,439 

18 比利時 根特大學 1,578 2,006 130 143 1,708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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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波蘭 亞捷隆大學 1,275 1,404 34 36 1,309 1,440 

20 韓國 延世大學 1,552 1,787 110 141 1,662 1,928 

21 韓國 首爾大學 1,397 1,681 115 142 1,512 1,823 

22 日本 京都大學 688 891 22 24 710 915 

23 匈牙利 匈牙利科學院 480 545 34 36 514 581 

24 
斯洛維尼

亞 
盧比亞納大學 1,317 1,729 64 69 1,381 1,798 

25 美國 
加州大學洛杉磯

分校 
2,398 2,552 158 184 2,556 2,736 

26 美國 伊利諾大學 2,308 2,547 201 215 2,509 2,762 

27 丹麥 
哥本哈根大學北

歐亞洲研究中心 
592 703 43 66 635 769 

28 泰國 朱拉隆功大學 1,259 1,384 67 91 1,326 1,475 

29 義大利 威尼斯大學 484 646 36 37 520 683 

30 義大利 羅馬大學 708 892 42 43 750 935 

31 英國 愛丁堡大學 1,208 1,478 161 191 1,369 1,669 

32 蒙古 蒙古國立大學 850 1071 189 200 1,039 1,271 

33 波蘭 
亞當密茨凱維奇

大學 
1,156 1,288 46 51 1,202 1,339 

34 以色列 臺拉維夫大學 260 413 64 90 324 503 

35 立陶宛 維爾紐斯大學 462 478 213 230 675 708 

36 法國 法蘭西學院 481 602 222 279 703 881 

37 瑞士 蘇黎世大學 668 688 76 145 744 833 

38 愛沙尼亞 塔圖大學 968 1073 230 250 1,198 1,323 

39 捷克 馬薩里克大學 907 1002 224 256 1,131 1,258 

40 英國 聖安德魯斯大學 --- --- 359 428 359 428 

41 斯洛伐克 考麥紐斯大學 --- --- 103 161 103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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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阿根廷 國會圖書館 --- --- 541 560 541 560 

43 美國 史丹佛大學 --- --- 654 782 654 782 

44 匈牙利 羅蘭大學 --- --- 356 386 356 386 

45 德國 海德堡大學 --- --- 710 838 710 838 

合   計 52,047 61,660 7,207 8,455 58,146 68,807 

(二)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十周年慶學術研討會、出版雙年刊 

國家圖書館於 11 月 1 日、2 日舉辦「『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十週年慶

國際學術研討會：世界臺灣研究與漢學研究」，邀請全球 44 個「臺灣漢學

資源中心」夥伴及國內學者共同參與，並提供海外合作機構線上參與，以

及臉書直播等多重管道傳布分享，共獲得約 250 人次參與，是國圖於疫情

後第一次舉辦的大型實體結合線上模式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此外，於 9 月

出版《TRCCS Biennial Bulletin「臺灣漢學資源中心」雙年刊》，以此創刊

號一方面作為十周年慶的刊物，另一方面希冀藉由此刊物的發行增加海外

合作據點的溝通交流並凝聚其向心力。 

曾館長與教育部受邀致詞林騰蛟次長與貴賓

暨受邀講座學者合影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羅達菲教授線上發表演說 

(三) 海外「Taiwan Corner」的設置 

考量目前「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合作對象均係國際間知名漢學與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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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機構或學術單位。其設置條件與國際合作方式須經一定程序評估通過

後始能成立，為使國際合作網絡運用能更趨於靈活，自 111 年起本館積極

推廣另一個海外品牌「Taiwan Corner」。國圖計畫與世界優秀的圖書館合

作設置「Taiwan Corner」，並每年持續贈與臺灣出版的優良書籍、兒童繪

本與華語學習圖書，希望有助於培養年輕世代的良好閱讀習慣，並激發海

外民眾學習中文的興趣及提升中文閱讀能力，更增加對臺灣的瞭解。111

年度共設立 5 個海外「Taiwan Corner」。以下為各館簡介： 

1. 美國聖荷西公共圖書館 

    為加強與各國圖書館合作，增加與國際的交流機會，111 年 9 月 23

日，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前往美國聖荷西公共圖書館 (San José Public 

Library)辦理 Taiwan Corner 贈書。Dziem Nguyen 女士代表聖荷西公共圖

書館館長 Jill Bourne 特別表達對贈書增加其館藏豐富性表達謝意，雙邊期

待未來兩館有更多的合作與交流。 

    曾淑賢館長特別捐贈臺灣出版的童書、藝術、建築、人物、地理與風

俗民情之精美書籍，陳列於印有 Taiwan Corner 字樣的厚紙板書架上，可

供該館以展覽型態供讀者使用，也可以用輪展的方式於不同分館展覽。聖

荷西公共圖書館對國圖的捐贈，表達該市多族群、多元文化的特徵，非常

歡迎本館的華文書籍豐富其館藏，並提供其讀者最新的臺灣出版本表示感

謝。 

    聖荷西圖書館是加州聖荷西的公共圖書館系統，計有 25 個分館 ，總

館位於聖荷西市中心的馬丁路德金(美國人權鬥士) 博士圖書館地面共有

8 層，其結合聖荷西州立大學圖書館與聖荷西公共圖書館(San Jose Public 

Library) 而成的圖書館，因以人權鬥士「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為名，亦

稱為「King Library」。圖書館大廳的一旁有流通櫃檯，另一邊則是獨立成

區的書店，其裝飾讓人感到舒適、溫馨，雙面書架有旋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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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贈書聖荷西圖書館， 

由 Ms. Sharon Fung 部門主管代表受贈。  

 

2. 愛沙尼亞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於 10 月 11 日與愛沙尼亞國圖 Janne   

Andresoo 館長簽署合作協議。駐拉脫維亞辦事處李憲章代表出席致詞、見

證雙邊合作歷史性的一刻。 

    曾淑賢館長表示，愛沙尼亞國家圖書館與國圖的角色、任務都是致力

推動文化遺產保存，近年推動業務有些許類似的經驗，雙邊交流將帶給彼

此多面向的學習機會。愛沙尼亞國家圖書館 2019-2021 年推動的「Books 

on Move」館際快速服務計畫，是將讀者所需資料快速傳送到家，與本館

的「知識快易達」相似。「全國閱讀發展五年計畫」，與本館肩負輔導全國

公共圖書館推動全民閱讀之責，二者努力的目標一致。再者，其「學生方

案」，啟發年輕學生提早使用圖書館資源的習慣與信心，而本館多年來每

年舉辦的「青年學者養成營」是為高中生舉辦的研究素養課程，二者也是

異曲同工。 

    這次曾館長的簽約訪問之行，也帶給愛沙尼亞國家圖書館一個 

Taiwan Corner 書架的贈書；希望在 Taiwan Corner 陳列的多元主題圖書，

可以讓讀者很方便地快速得到所謂的「臺灣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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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沙尼亞國圖 Janne_Andresoo 館長接受曾淑賢館長致贈 Taiwan_Corner 圖書 

3. 立陶宛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於立陶宛當地時間 10 月 12 日下午與立陶宛

國家圖書館 Prof. Renaldas Gudauskas 館長在其 Sandra Leknickien 副館長

以及我方駐立陶宛台灣辦事處黃鈞耀代表的共同見證下，簽署合作協議。

黃鈞耀代表並受邀致詞，祝賀雙邊合作歷史性的一刻。 

    曾淑賢館長表示，立陶宛國圖近年推動的許多業務，都迎合世界的圖

書資訊服務新趨勢，包括「閱讀促進計畫」、「早期閱讀發展論壇」、「公民

的媒體素養」、「創意與休閒中心」（如「媒體創客中心」、「兒童活動中心」）

等立陶宛國家圖書館的經驗，對國家圖書館即將展開內部空間重整，以及

正在興建南部分館，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相信可以在這些服務規劃交流

的基礎上，尋找更多合作的機會。 

    本次簽約的訪問行程，曾館長更特別贈送立陶宛國家圖書館一個 

Taiwan Corner 的贈書，於此書架陳列兒童故事繪本、認識臺灣風情民俗的

立體書、地圖，有關臺灣的歷史民俗特別圖書、博物館的文物典藏與書畫

典藏、臺灣自然生態、當代臺灣文學藝術等多元主題的圖書。曾館長表示，

感謝其圖書館對這項合作案的支持，以及其圖書館同仁為此付出的努力，

希望這些精選的贈書，可以讓其民眾初步了解臺灣，也期許兩館的實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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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交流可以順利開展。 

 

 

 

 

 

 

 

 

 

 

立陶宛國家圖書館 Prof. Renaldas Gudauskas 館長 

接受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致贈 Taiwan Corner 圖書 

4. 瑞士蘇黎世裴斯泰洛齊圖書館 

    為加強與各國圖書館合作，增加與國際的交流機會，國家圖書館曾淑

賢館長於瑞士當地時間 12 月 12 日上午與蘇黎世的裴斯泰洛齊圖書館 

(Pestalozzi-Bibliothek Zürich, PBZ) Felix Hüppi 館長在我方駐瑞士台北文化

經濟代表團黃偉峰代表的共同見證下，辦理 Taiwan Corner 的贈書。Hüppi

館長特別表達對贈書增加其館藏豐富性表達謝意，雙邊期待未來兩館有更

多的合作與交流。 

    本次設置 Taiwan Corner，由曾淑賢館長代表捐贈約 50 冊臺灣出版的

童書、藝術、建築、人物、地理與風俗民情之精美書籍，陳列於印有 Taiwan 

Corner 字樣的專屬書架上，可供該館以展覽型態供讀者使用，也可採輪展

的方式，於不同分館展覽。曾館長表示，感謝裴斯泰洛齊圖書館館長對這

項 Taiwan Corner 設置與贈書的支持，以及其圖書館同仁為此付出的努力，

也期許這些精選的贈書，可以讓蘇黎世民眾初步了解臺灣。裴斯泰洛齊圖

書館 Hüppi 館長對國圖的捐贈表示，該圖書館服務多元族群，故非常歡迎

也感謝本館贈送臺灣出版的華文書籍，豐富其館藏，提供其讀者透過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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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Taiwan Corner 的圖書了解臺灣。 

 

 

 

 

 

 

 

 

 

曾淑賢館長與 Felix Hüppi 館長及我國駐瑞士台北文化經濟 

代表團黃偉峰代表在 Taiwan Corner 贈書書架前合影。 

5. 波蘭國家圖書館 

    2022 年 12 月 9 日，國家圖書館與波蘭國家圖書館首次合作，於該館

舉辦「文明的印記：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展覽」開幕式。本次展覽展期為

12 月 9 日至 29 日，除展出甲骨刻辭、金文拓片等珍藏復刻本，介紹從印

刷術演進、兩館館藏之最等主題外，為配合波蘭國圖之特色館藏，特規劃

全新展區「中西文明的匯通」，就天文曆法、本草植物等主題，呈現 17 世

紀以降東西方文明彼此交流之影響。 

    國圖曾淑賢館長表示，這是國圖繼 2015 年與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

2016 年與匈牙利國家圖書館及 2021 年與愛沙尼亞國家圖書館舉辦「文明

的印記」特展後，再度前往歐洲。「文明的印記」古籍文獻展覽儼然成為

我國國際文化交流的專業品牌，因反應良好，建立優良口碑，如今已第四

度舉辦，盼透過與波蘭國圖共同策辦展覽，開啟兩國熱烈的文化交流，實

現推廣圖書教育與增進兩國文化交流的雙重目的。 

    開幕典禮上亦同步舉行 Taiwan Corner 贈書儀式。曾淑賢館長強調，

為普及海外一般民眾對中文與臺灣文化風土民情的認識，國圖戮力與世界

優秀的圖書館合作設置「Taiwan Corner」，並每年持續贈與臺灣出版的優

良書籍、兒童繪本與華語學習圖書，希望有助於培養年輕世代的良好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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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並激發海外民眾學習中文的興趣及提升中文閱讀能力，更增加對臺

灣的瞭解。此次為感謝波蘭臺北辦事處大力支持日前於中正紀念堂舉行的

111 年閱讀節活動，贈送 Taiwan Corner 以及 50 餘冊有關臺灣歷史民俗、

自然生態、文學藝術等多元主題的圖書給波蘭國圖作為禮物，盼讓波蘭民

眾更加認識臺灣。 

 

 

 

 

 

 

 

 

 

            展覽開幕典禮上亦同步舉行 Taiwan_Corner 贈書儀式， 

            曾館長代表贈送臺灣相關主題書籍予波蘭國圖。 

6. 羅馬公共圖書館（Istituzione Biblioteche di Roma） 

經 11 月的密集聯繫與討論後，羅馬公共圖書館確認本館贈書清單以

及提供之書目資料後，於 12 月回復樂意與本館合作接受 Taiwan Corner

贈書。 

表 6、Taiwan Corner 贈書情形統計 

編號 國家 機構 
111 年 

合計(種) 合計(冊) 

1 美國 聖荷西公共圖書館 27 59 

2 愛沙尼亞 國家圖書館 42 45 

3 立陶宛 國家圖書館 42 45 

4 瑞士 蘇黎世裴斯泰洛齊圖書館 50 58 

5 波蘭 國家圖書館 50 55 

6 義大利 羅馬公共圖書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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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擴大漢學獎助計畫，提升臺灣學術量能 

為促進國際學術的研究與交流，本館漢學研究中心自民國 78 年開始

實施「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獎助國外大學和研究機構之外籍教

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博士候選人，來臺研究 3 個月至 1 年；研究內容

以漢學研究和臺灣研究為主。施行至今已近 30 年，於國際間建立相當知

名度，每年申請人數約百人，獲選人數平均為 20 人左右。 

此獎助案在本計畫專案經費支持下，逐步擴大錄取名額，107 年接受

獎助實際來臺研究學者計 21 位（分別來自 12 個不同國家），108 年接受

獎助實際來臺研究學者為 25 位（分別來自 14 個不同國家），109 年度則

為 15 位（分別來自 11 個不同國家），110 年接受獎助實際來臺研究學者

計 14 位（分別來自 9 個不同國家）。本年度由於疫情影響，造成許多錄取

學人因不克來臺放棄獎助，故本中心亦致力於落實協助本年度來臺學人因

應疫情之各方面需求，如來臺前安排防疫旅館、抵臺隔離期間定期關懷慰

問、協助取得口罩等防疫物資方面，持續關懷獎助期間結束仍在臺之學人

等方面，均為本中心於今年度工作之重點。111 年度接受獎助實際來臺研

究學者計 18 位（分別來自 10 個不同國家），其中 3 位為 110 年度受獎學

人於 110 年度計畫展延的期程內底臺。 

    獎助職級從教授至博士候選人，來臺研究 1 至 6 個月，本中心提供機

票和研究補助費。除協助其申請簽證、租賃居所、提供本館研究小間、電

腦網路設備及轉信等服務，並介紹本館及相關研究機構之圖書資源，以及

協助聯繫國內相關研究領域之學者。 

表 7、101 年至 111 年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情形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 

漢學獎助年度 
人數 來自國家數 

101 年 17 13 

102 年 19 10 

103 年 24 15 

104 年 19 15 

105 年 24 9 

106 年 18 12 

107 年 21 12 

108 年 2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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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15 11 

110 年 14 9 

111 年 18* 10 

*110 年臺灣因五月疫情提升，政府採取邊境嚴格控管，因此學人無法入境，故 22 位學人中，

至 111 年 9 月期間入境完成者尚有 3 位。 

本館漢學研究中心經常為獎助訪問學人舉行學術討論會－「寰宇漢學

講座」，以發表其在臺研究成果，另亦不定期邀請國外訪臺學者進行演講，

與國內學者切磋討論。雖然由於疫情影響造成部分學人不克來臺，以及上

半年度避免群聚之故，至 111 年 12 月本中心仍勉力辦理 14 場「寰宇漢學

講座」學術討論會。 

為促進臺灣與國際學術文化更進一步的交流，並協助中心推廣海外漢

學，本中心於 100 年為本中心歷年獎助過的訪問學人規劃成立「世界漢學

學友會」（ CCS Scholars Worldwide ），於 Facebook 成立社群網站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ccsgrant），目前有來自世界各地 200 餘

位歷年的訪問學人加入，該平臺凝聚學人們對臺灣的向心力，作為學友們

交誼聯絡的平臺。同時在《漢學研究通訊》增闢世界漢學學友會訊息的報

導，分歐洲、美洲和亞太區域，逐期報導各學友近期學術活動和出版訊息，

如參加研討會、演講、發表論文、獲獎及出版新書等，藉此提升學術傳播

的量能，並增強學友對臺灣和漢學中心的向心力。111年於學友會Facebook

刊登近百則消息，《通訊》刊登 51 則學友訊息。 

六、經營「世界漢學學友會」，建構臺灣漢學國際學術網絡 

本館漢學研究中心自 78 年開始實施「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

施行至今 30 餘年，補助過來自 47 個國家的外籍學人 520 餘位。為了凝聚

歷年獲獎訪問學人情誼、協助學人間聯繫管道之建立，特別規劃成立漢學

研究中心獎助學人「世界漢學學友會」（CCS Scholars Worldwide），並於

100 年 10 月 13 日「漢學研究中心三十周年慶祝會」上正式宣布成立，於

Facebook 網路社群平臺成立社團。舉凡學術議題的探討、研究資料的互

通、乃至世界各國學術資源的交流，都可透過此組織和平臺尋求支援，並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ccsgrant），目前有來自世界各地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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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即時訊息。 

「世界漢學學友會」（CCS Scholars Worldwide）以及「臺灣獎助金」

Facebook 前者目前有來自世界各地 200 餘位歷年的訪問學人加入，而後

者也有 400 餘位學人加入，該平臺凝聚學人們對臺灣的向心力，作為學友

們交誼聯絡的平臺。學友會成立初期，以本館漢學研究中心為基地，除了

Facebook 上的互動，也不定期舉辦「寰宇漢學學友講座」，101 至 111 年

所舉辦的學友講座如下表： 

表 8、101 至 111 年寰宇漢學學友講座 

時間 講者 講題 

101/4/25 

Dafydd Fell（羅達菲）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

2001 年獎助學人 

國外對臺灣政治研究的風行 

101/4/30 

Philip Clart（柯若樸） 

德國萊比錫大學東亞學系教授，

1993 年獎助學人 

宗教生態學——作為研究中國宗教多樣性

的新課題 

102/7/16 

王晴佳（Q. Edward Wang） 

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教授，1999

及 2006 年度兩度獲獎學人 

筷子文化史、筷子文化圈：新文化史研究

一例 

102/8/6 

Fabienne Jagou（谷嵐） 

法國遠東學院研究員，2010 年度

獲獎學人 

當代臺灣與印度的西藏肉身菩薩 

103/8/14 
柯必德（Peter J. Carroll） 

美國西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亡羊補牢：自殺，社會統計，和民國時代

廣州之青年危機 

103/8/14 
張倩雯（Rebecca Nedostup） 

美國布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南京紫金山的公開秘密 

103/10/9 
容世誠（Sai Shing Yung）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文化冷戰與廉紙小說文化（Pulp 

Culture）：中國─香港─東南亞」 

104/6/25 

常志靜（Florian C. Reiter）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東方文化研究

所教授 

宋代五雷法和元代清微道之間的關係 

104/6/25 
沙培德（Peter Zarrow） 

美國康乃狄克大學歷史系教授 
近代中國政治思想當中的烏托邦主義 

105/11/9 

傅樂吉（Sergey Vradiy）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歷史、考

古、民族學研究所教授 

俄羅斯對臺關係初探 

106/5/1 
崔溶澈（Choe Yongchul） 

韓國高麗大學中語中文學科教授 
《紅樓夢》接受及解讀－文化翻譯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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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9 

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國際語言

文化學院教授 

道學演變史及其當今意義的再思考 

107/12/13 
葛浩德（Frederik H. Green）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外文系 

建構新臺灣認同：當代臺灣的日治時期建

築 

108/07/30 

饒博榮（Steven L. Riep） 

美國楊百翰大學亞洲與近東語言

學系副教授 

抗戰後臺北街路命名，政治象徵意義與文

藝創作者之反思與反應 

109/12/03 
吳淳邦（Soon-bang OH） 

韓國崇實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 

從小說啓蒙到小說革命：晩淸小說啓蒙活

動與文明國家想像（1815-1910） 

110/05/13 
劉珍妮（Jennifer Liu） 

美國中密西根大學歷史學系 

兩種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青年反

共救國團 

111/03/31 

陳英傑（Ying-kit Chan）研究員 

荷蘭萊頓大學國際亞洲研究所

（IIAS） 

狩獵與福音：柯志仁、藍虎及美國自然史

博物館 

111/12/01 

包弼德（Peter K. Bol，哈佛大學

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 Charles H. 

Carswell 講座教授） 

數位人文：圖書館，研究中心，與網絡基

礎設施 

111 年度舉辦兩場「寰宇漢學學友講座」。以下簡述兩場講座的成果： 

(一) 邀請陳英傑研究員演講 

    本館於 3 月 31 日邀請 2017 與 2020 年度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

學人，荷蘭萊頓大學國際亞洲研究所（IIAS）研究員陳英傑（Ying-kit Chan）

博士蒞館演講，講題為：「狩獵與福音：柯志仁、藍虎及美國自然史博物

館」，並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戴麗娟研究員兼副所長擔任講座

主持。演講中，陳英傑博士以循道宗傳教士柯志仁（Harry R. Caldwell，

1876-1970）的狩獵事蹟為中心，探討 1920 年代美國「男子漢」文明在福

建的移殖。柯志仁在田納西州家鄉文化的熏陶下，培養出剛強的男子氣概，

其在福建的傳教與狩獵活動，正是此種男子氣概的體現。「一手執來福槍，

一手執聖經」的柯志仁，用現代化科技的象徵來福槍獵虎，破除中國人的

迷信，使更多人信奉基督宗教，傳道成效更顯著。柯志仁將傳道、博物館

對樣本收集的贊助、對新動物的興趣等三者合而為一，點燃美國在領土以

外擴張其宗教與科學的希望。並以福建地區作為實驗此種新的文明擴展方

式的場地。另外，陳英傑博士為支持國圖推動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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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感念漢學中心長期以來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因此藉由本次活動，將其

在新加坡近 20 年來購置之七千餘冊西文漢學研究專書全數捐贈國圖，並

由本館曾淑賢館長代表受贈。 

曾淑賢館長開幕致詞                   左起戴麗娟研究員、陳英傑研究員 

(二) 包弼德教授演講 

    本館於 12 月 1 日邀請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 Charles H. 

Carswell 講座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主講，講題為「數位人文：

圖書館，研究中心，與網絡基礎設施」，由本館曾淑賢館長主持。 

    包弼德教授自 1985 年起執教於哈佛大學，現任該校東亞語言與文明

學系 Charles H. Carswell 講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宋代至明代的思想史、

菁英與宗族文化。其於 2013 年擔任哈佛大學副教務長時力倡國際合作，

如建置「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以及由哈佛大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學共同構置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簡稱 CBDB)等行政事務，對於新世代的漢學研究，

無論是數位人文研究或者輔助傳統文獻研究，對於全球和學領域研究者都

影響深遠。 

    演講中，包教授首先以其新作《志學斯邑：十二至十七世紀婺州士人

之志業》（Localizing Learning: The Literati Enterprise in Wuzhou, 1100–

1600）講述如何以哲學與文學文本的詳細解讀，配合對社會與親族網絡的

量化分析，調查社會實踐與宗族與同儕網絡如何成就文人在地方、區域與

國家背景下的自我定位。接著包教授介紹，為了便利進行類似的學術研究，

所不可或缺的各式資料庫如哈佛大學的「China Local」、中國歷代人物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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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資料庫等，並說明跨國際，跨機構之間網路基礎建設的重要性。以及數

位人文研究領域的新趨勢，如主題模型建置、群體傳記學、空間分析、社

會網路分析等。演講的尾聲，包教授分享，圖書館是學術研究與知識傳播

的根本，而圖書館與館員對於數位時代的讀者對圖書館提出數位館藏需求

的對應方式。 

    本場演講吸引近百位聽眾進場聆聽，亦有多位在臺灣不同領域，從事

數位人文研究的學者參加實體演講，其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熙

遠研究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張素玢教授、國立清華大學中

文系祝平次副教授等紛紛表示，希望能將所學與數位人文的技術做更進一

步的結合，以提供更多的加值服務。 

    配合世界漢學學友會成立，本館漢學研究中心編印之《漢學研究通訊》

自 101 年 5 月起新增「世界漢學學友會」訊息報導，分歐洲、美洲和亞太

區域，逐期報導各學友近期學術活動和出版訊息，藉此提升學術傳播的量

能。總計已於學友會 Facebook 刊登超過 700 則消息，對推廣本中心業務

與活動大有裨益。《漢學研究通訊》定期報導學友訊息，近 8 年共計刊登

近 300 則，增強學友對臺灣合漢學中心的向心力。 

另外，針對協助已在臺之外籍青年學人熟悉臺灣在地研究資源，自 

111 年起辦理「青年漢學家研習班」（Workshop for Young Sinologist），

由本館漢學研究中心延聘臺灣權威漢學研究領域，且具備國際漢學研究經

驗、能以雙語授課之學者擔任青年學者研習課程內容。  

    「青年漢學家研習班」於 111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 日首次舉辦，除

了以專題講座介紹館藏相關的電子資源及研究設施，亦擴大介紹臺灣其他

學術機構之典藏特色。共計有超過 30 位來自全球 12 國學人報名參與。 

    曾淑賢館長在致詞時表示，隨著全球疫情趨緩，各國陸續與臺灣之間

的實體交流，不少青年學者來臺研讀華語文與進行漢學研究，本館響應此

一趨勢，首度辦理研習班就獲得來自美國、德國、法國、波蘭、瑞典、英

國、烏克蘭、印度、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澳洲等十二國青年學者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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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首日專題演講邀請到中研院近史所馬騰（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副研究員主講：「從清史學者的角度談在臺灣進行漢學研究」，分

享他在臺灣查找清宮檔案的心得，以及對在臺灣研究提出建議。第二場專

題由本館編輯張瀚云博士主講：「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相關電子資源介紹」。

第三場專題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李亞祝研究員簡介該局之典藏

及利用，以豐富的例證說明檔管局近年來的策展成果及實用的檢索方式。

9 月 30 日，第四場由本館編輯葉毅均博士主講：「中央研究院漢學研究相

關電子資源介紹」，第五場邀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胡其瑞助理教授介紹臺

灣數位人文資料庫發展，第六場由國防大學任天豪副教授以自身研究經驗

介紹國史館等機構數位資源。 

    最後，為豐富活動多樣性，提高參與學員對臺灣學術的認識，漢學研

究中心也規劃參訪國家圖書館漢學與特藏相關閱覽單位，並參觀國家圖書

館特展，以及國立故宮博物院、蔣經國總統圖書館。整體活動規劃希望能

促進國際青年學者交流，以及對於臺灣學術自由、數位資源開放能有更深

刻的認識，進而幫助學人未來運用於研究、學習與教學之需要。 

 

 

左起葉毅均編輯、馬騰教授 學員參觀善本圖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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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業式全體大合照 學員於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合照 

七、透過紙本《漢學研究通訊》及其電子報，加強行銷「臺灣漢學講

座」等海外活動 

配合計畫執行，漢學研究中心發行之「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月刊）

將臺灣漢學講座或展覽等海外活動消息，向海內外訂戶宣傳。讓漢學研究

中心發行的優質漢學刊物成為海內外漢學及臺灣研究者取得資訊的重要

平臺。近 8 年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共刊登 15,000 則以上訊息。 

另外 106 年至 109 年漢學中心交流組獲教育部「智慧服務 全民樂學-

國立社教機構科技創新服務計畫項下「國際漢學動態 GIS 加值計畫」補助

135 萬元，建置「漢學動態地理資訊加值服務」系統平臺，對於現有通訊

電子報，提供更精進的學術服務新的加值。透過行動載具結合地理資訊系

統（GIS），以時間、空間作為橫縱軸來駕馭上萬筆各類學術資訊，使用者

可透過手機、個人可攜式裝置，依目前所在的位置，獲得電子報的行動加

值服務，例如獲得所在地之學術活動消息、當地漢學機構及漢學學人相關

學術資訊等，系統網址為：https://ccsnews.ncl.edu.tw。在推廣部分，已製

作宣傳短片放置於網路、舉辦宣傳活動、教育訓練，並獲選於美國圖書館

學會年會進行海報發表，以展現其成果。 

110 年適逢《漢學研究通訊》邁入四十周年，本館為感謝學術界長期

以來的支持，於 110 年 12 月 29 日舉辦「《漢學研究通訊》與數位傳播時

代工作坊」，致贈各學術訊息提供機構與資深通訊員感謝狀，該活動總計

超過 30 位通訊員及機構代表出席本次工作坊。 

https://ccsnews.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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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充實推展網站內容，雙語行銷臺灣漢學成果 

本館為求加速中文漢學數位資源的國際傳播與分享交流，提供全球漢

學研究者利用，於 102 年在漢學研究中心網頁中新增專頁「推展海外漢學

交流」，內容包括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臺灣漢學講座、古籍文獻展覽等，

並以中、英文呈現本館近年來參與計畫之豐碩成果。至 111 年 12 月底止，

共計 46 則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活動報導、81 則臺灣漢學講座報導、14 則主

題文獻展覽報導。 

因應國外使用者之語言多樣性、網站操作便利性、資訊分享及視覺效

果， 103 年本館國際合作組建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網頁

（http://trccs.ncl.edu.tw），以服務美國、俄羅斯、英國、德國、拉脫維亞、

馬來西亞、越南、荷蘭、捷克、日本、匈牙利、斯洛維尼亞等國的臺灣漢

學資源中心成員。復於 106 年，利用教育部「107 年智慧服務全民樂學國

立社教機構科技創新服務計畫」之補助，建置「TRCCS 跨國圖書資源合

作 平 臺 系 統 」 並 更 新 改 版 臺 灣 漢 學 資 源 中 心 網 頁

（https://trccs.ncl.edu.tw/trccsc/trccsnewweb?@@0.37385759844472743），

目前網頁內容包含中心簡介、最新消息、書目查詢、資源介紹等，完整呈

現各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之全貌，及相關學術資源。除中、英文版外，

並以響應式網頁設計，符合手機等閱讀需求，增加 Facebook、Google、

Twitter 社群分享功能，以利隨時發佈更新研究資源的使用，服務遠端的

使用者。 

九、充實漢學專題之典藏質量，擴大學者捐贈，厚植研究資源 

本館六樓設有漢學研究中心資料室，負責漢學書刊之採訪、編目和閱

覽等工作項目。101-111 年，每年採購及交換大陸地區出版、重要漢學書

刊約 5 千冊，完成新購圖書書目建檔約計 6 千筆。建置「漢學研究中心典

藏大陸期刊篇目索引資料庫」系統，新增 5 千筆期刊目次。 

蒐集美國、加拿大、荷蘭、英國、日本、韓國等海外漢學研究紙本博

士論文約 1 萬 2 千冊。92 年度起透過美加地區「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http://trccs.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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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Dissertation Consortium，簡稱 DDC)」訂購美加地區漢學領域之

博碩士論文（光碟版），俾可透過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數位化聯盟資料庫

PQDD 共享論文全文，並可透過美加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PQDT)查詢論文

目錄及摘要等。111 年訂購海外漢學研究博士數位論文共 307 篇，總計數

位論文 7,634 種。 

為開拓學術研究資源，本館也在近年增集國際重要學者捐贈圖書與研

究資源。110 年獲得奧地利漢學家羅致德（Otto Ladstätter）教授（1933-

2005）家屬贈珍貴藏書屬漢學研究部分約 2,520 冊；臺灣大學歷史系王德

毅退休教授捐贈蒐藏圖書、手稿、著作、相關文物等預計六萬餘冊。111

年度上半年獲得捐贈中央研究院張灝院士捐贈藏書與手稿，包括圖書期刊

五千餘冊，其內容以文史哲社會科學為大宗，包含 20 世紀後半葉的西文

漢學研究和西方深具原創性的哲學著作，以及張院士與兩岸三地學界來往

聯繫之珍貴信函及手稿筆記十餘大箱。新加坡大學助理教授陳英傑博士捐

贈其在新加坡近 20 年來購置之 4 千餘冊西文漢學研究專書。 

111年下半年獲得美國史丹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化學系名譽教授丁愛博 

(Albert. E. Dien) 教授捐贈其六朝研究等文獻與漢學藏書，本館委託我國

駐美國舊金山辦事處賴銘琪處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協助處理捐贈事宜，

於臺北時間 111 年 10 月 21 日上午(舊金山時間 10 月 20 日下午)代表本館

前往拜訪，同時致贈感謝紀念牌。另外曾在本館任職退休同仁陳淑芬女士、

何秀薇女士、雷叔云女士等人亦在館方委託下，主動協助處理書籍。丁愛

博教授為國際漢學研究，特別是六朝方面的研究權威，其收藏不僅環繞此

一課題，而且經過數十年之積累，不僅有不少中西文圖書是國圖館藏所無，

而且更重要的是未來研究筆記、手稿，以及與學界互動之書信，透過授權、

捐贈、編目整理，以及數位化後，未來都能透過漢學研究中心現有之專題

研究資料庫，增設學者捐贈項目，提供典藏與調閱。而捐贈書籍亦將於本

館總館與未來即將啟用之「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國家聯合典藏中心」提

供利用，如此虛實整合，既能使資料持續發揮研究價值，同時也能讓更多

後進學者藉由資深學者的完整捐贈，進而能夠一窺學術宗廟之美，百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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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誠如丁淑芳教授在接洽聯繫時所言：「從人類發展觀點來看，人生過

程是繼續不斷的，本次捐贈的書如有助後輩的成長，那就是我們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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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費運用 

 111 年本館獲教育部補助金額為新臺幣壹仟伍佰伍拾萬元整（新臺幣

1,550 萬元，經常門 1,300 萬元，資本門 250 萬元），分 40%、30%、30%

三期撥付。111 年 1 月 5 日撥付第一期款項，新臺幣 620 萬元（經常門 520

萬元、資本門 100 萬元）。8 月 31 日撥付第二期款項，新臺幣 465 萬元（經

常門 390 萬元、資本門 75 萬元）。11 月 08 日請領第三期款，新臺幣 465

萬元（經常門 390 萬元、資本門 75 萬元），已執行經費為壹仟伍佰零拾玖

萬貳仟伍佰零拾玖元整(新臺幣 15,092,509 元)，執行率 97.3%。經費雖有

剩餘但所有計畫目標均如質如量辦理完成。 

 

經費項目 補助金額（元） 實支金額（元） 餘額（元） 執行率 

業務費 11.862,408 11,651,773 210,635 98.2% 

雜支 32,677 32,448 229 99.2% 

人事費 1,104,915 908,288 196,627 82.2% 

設備費 2,500,000 2,500,000 0 100% 

合計 15,500,000 15,092,509 407,491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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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成效檢討 

一、整合臺灣研究及漢學研究成果、持續開創嶄新局面 

本館漢學研究中心自成立以來便銳意傳承、傳播臺灣多元文化於國際，

至今已 40 年，經驗豐足且績效卓著，早已國際知名，而這也符我政府積

極推動「臺灣文化的核心價值」，由本土發揚於國際的概念，正與本計畫

推動之宗旨相同。由本館參與並協助實施計畫，不僅可以拓展臺灣學界的

國際視野，更可充分於國際學界呈現豐富多元的臺灣學術研究成果、展示

國家的精深文化內涵，進而增進臺灣在國際社會間的影響力。 

本計畫從無到建立數十餘國際合作夥伴，不僅是交流單位數量的提昇，

也是將國內漢學界的國際競爭力，從內爍轉為外部淬鍊的力量。提供全球

有志於從事臺灣研究及漢學研究學者一個交流平臺，推廣臺灣的漢學研究

成果，使其在國際漢學舞臺上發光，開創新局。 

（一） 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展現臺灣軟實力 

 本館之於國內外學術交流，秉持創造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以建立軟

實力文化外交的新典範為己任。漢學為當代學術研究重要的一環，國際漢

學研究熱潮席捲全球，臺灣長期以來即在漢學研究的領域中握有優勢，若

能積極落實本計畫，擴大推動漢學研究的施行領域，對於弘揚臺灣的漢學

研究成果，促進我國與世界各國間之學術交流，定能大有助益。 

同時，透過漢學學者間的學術交流、會議、國際漢學活動等，不但可

以有效建構臺灣漢學學術研究全球人際網絡，也能呈現我國的文化內涵及

軟實力，並作為臺灣走向國際的重要媒介，國際社會認識臺灣文化的傳播

平臺，以期於國際間樹立優良的臺灣學術形象，並藉由文化外交創造互利

共贏的新合作模式，建立軟實力文化外交的新典範。 

（二） 開展文化視野、提升國內臺灣漢學研究學術量能 

藉由舉辦學術研討會、海外臺灣漢學講座，設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及

策劃展覽等多種學術文化機制，堅定國際學術界對於臺灣推動國際漢學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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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汲取臺灣多元文化精華，鼓舞年輕學者加入臺灣漢學研究，為漢學研

究持續注入新血。 

透過計畫，本案將在海外以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為核心，國內則以本館

及重要學術機構為基地，一方面傳承漢學之發展，引領臺灣研究及漢學研

究風尚；另一方面則開拓國際學術文化交流的管道，增進世界各地的研究

者對臺灣的了解與友好印象。相信對於提升臺灣的國際形象一定大有助益，

同時又能強化國內漢學界的國際學術競爭力，精進國內外臺灣漢學研究的

學術水平。 

（三） 扮演學術機構協作平臺，鞏固臺灣漢學研究堅實基礎 

本館以專業研究機構的型態運作，獨立於大學與研究機構之外。除著

意廣蒐海內外之漢學資源，提供服務外，兼又積極整合、媒介國內外漢學

研究的各項資源，有效活化了臺灣各學術機構間的有機互動，讓漢學研究

的推展呈現更高的完整性，既能以整合典藏與研究的立場服務學界，又無

礙於各單位的學術權威，扮演漢學界的「協作平臺」，協助行銷臺灣漢學

研究成果。 

（四） 推廣漢學、提倡「臺灣研究」，讓臺灣成為寰宇漢學核心 

漢學研究中心已累積 40 年的豐富經驗、成果與國際聲望，多方位推

廣漢學研究，更積極拓展臺灣漢學研究成果的海外行銷，全力提倡「臺灣

研究」入主國際漢學專題領域，以期躋身國際漢學界的新興研究主流。即

便面對很可能出現的「漢學第三次典範大轉移」，亦能從容應付世局變化

的挑戰，掌握主動，透過本計畫，在新世紀國際漢學的競合發展中，繼往

開來，讓臺灣成為新世紀的「全球漢學研究中心」，臺灣特有的文化背景

可以成為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與國際漢學學術交流之樞紐，成為自由

世界學術文化的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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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yam.com/Article/20221213358104
https://www.cna.com.tw/news/acul/202212130059.aspx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7307/6834959
https://m.life.tw/?app=view&no=1809459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1214001788-260405?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1229003080-260405?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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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12 年度「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錄取名單

（依國籍字母筆劃順序排列） 

【正取名單】  

1. 瑪麗亞（Maria Del Pilar Álvarez），阿根廷籍，Del Salvador University (USAL)―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earch Council（CONICET）助理教授，研究主題：南韓與臺灣之

比較：二二八事件與光州事件，研究期限：2 個月。 

2. 史峻（Craig Anthony Smith），澳大利亞籍，University of Melbourne副教授，研究主題：回歸

天然：民國科學的邊緣，研究期限：2 個月。 

3. 伍昭（Thiago De Oliveira Braga），巴西籍，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博士候選人，研

究主題：中華茶藝的差異政治，研究期限：5 個月。 

4. Michel Dalissier，法國籍，Kanazawa University 副教授，研究主題：當代中國哲學中

的柏格森形而上學痕跡：邁向與日本的比較研究，研究期限：6 個月。 

5. 韓可龍（Henning Klöter），德國籍，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教授，研究主題：十七世紀

馬尼拉華人社群語言研究：傳教士文獻、多語現象與方言文字，研究期限：4個月 

6. Christoph Henninge，德國籍，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 博士候選人，研

究主題：地方神明節慶、靈媒與文化資產在臺灣，研究期限：6 個月。 

7. 安伺堂（Lorenzo Andolfatto），義大利籍，University of Fribourg 副教授，研究主題：國家即自

然——中華民國國家公園的文化政治，研究期限：5個月。 

8. 豐田周子（Noriko Toyoda），日本籍，Meijo University Faculty of Foreign Studies副教授，研究

主題：資料發掘、女性書寫及文學史重探: 論台灣女性日語短詩與主體形構，研究期限：2 個

月。 

9. 天江喜久（Yoshihisa Amae），日本籍，Waseda University 教授，研究主題：從「殖民」到「文

化」：當代台灣日本殖民遺產的挪用與日本時代記憶的文化再現之研究，研究期限：6 個月。 

10. 岩谷將（Nobu Iwatani），日本籍，Hokkaido University 教授，研究主題：中日戰爭的在檢討，

研究期限：3 個月。 

11. 安贊淳（An Chansoon），韓國籍，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College of 

Humanities, Kyungpook National University 副教授，研究主題：從中國文學史視域看丁若鏞的

文學觀點，研究期限：5 個月。 

12. 金知原（Jiwon Kim），韓國籍，The University of Tokyo 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殖民地的帝

國大學和帝國主義的戰略，研究期限：5 個月。 

13. 許維賢（Wai Siam Hee）新加坡籍，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副教授，研究

主題：冷戰時期臺灣現代作家與馬華場域的互動與影響：以《文學雜誌》、《現代文 學》和

《蕉風》為例，研究期限：3 個月。 

14. 陳穎佳（Ying Jia Tan），新加坡籍，Wesleyan University 副教授，研究主題：財富的泉源：塑

膠工業如何創造東亞經濟奇跡，研究期程：2 個月。 

15. 孔思宇（Ulug Kuzuoglu），土耳其籍，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助理教授，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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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中國的科技政治，研究期限：3 個月。 

16. 程念慈（Isabelle Cheng），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副教授，研究主題：自由宇內我

聲旅四方行弗屆：冷戰時期女聲與意識形態聲景之建構，研究期限：2 個月。 

17. 貝思維（William Beswick），University of Oxford 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國內」變化過程：

探索台灣文藝界裡國家認同與原住民（自我）再現的關係，研究期限：6 個月。 

18. 楊美惠（Mayfair Yang），美國籍，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教授，研究主題：華人

宗教性的環保思想與活動，研究期限：4 個月。 

19. 蔡承穎（Catherine Tsai），美國籍，Harvard University 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1930 年代至 

1970 年代台灣移民、沖繩遣返者與八重山群島的發展，研究期限：6 個月。 

20. 包安廉（Alan Baumler），美國籍，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授，研究主題：中國起

飛：民國的航空與地方控制，研究期限：3 個月。 

【備取名單】  

1. 張亦弛（Yichi Zhang），澳大利亞籍，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Oriental 

Languages,University of Oslo 博士後研究，研究主題：中西互動視野下的「中國園

林」想像與建構，研究期限：3 個月。 

2. 喬海霖（Coraline Jortay），比利時籍，University of Oxford 博士後研究員，研究

主題：現代白話文選，研究期限：3 個月。 

3. 王紫（Chelsea Zi Wang），加拿大籍，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助理教授，研

究主題：帝國的邏輯：明朝的統治與地理阻力，研究期限：6 個月。 

4. 書立涵（Karoline Buchner），德國籍，Institut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臺灣新南向政策下

的中醫，研究期限：5 個月。 

5. 香麗（Amtul Shaheen），德國籍，University of Cologne 博士候選人，研究主：全

球化的伊斯蘭教在臺灣多元主義中的包容性實踐，研究期限：6 個月。 

6. 戈爾（Geir Sigurdsson），冰島籍，Facult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chool of 

Humanities,University of Iceland 教授，研究主題：大學、中庸冰島語翻譯，研究

期限：3 個月。 

7. 柏佳蘭（Chiara Bocci），義大利籍，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y, Munich,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Institute of Sinology 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台灣白

色恐怖的記憶: 跨國界與跨世代的文學實踐，研究期限：5 個月。 

8. 馬洛林（De Marchi Serena），義大利籍，Stockholm University 博士候選人，研究

主題：在中國和菲律賓的早期西班牙漢學。奧古斯丁會的 José Villanueva 神父

和他的《中文自然史》一書，馬尼拉，1787 年：《山海經》的第一個譯本，研究

期限：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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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佐野誠子（Seiko Sano），日本籍，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Nagoya 

University 副教授，研究主題：唐代佛教志怪歷史，研究期限：4 個月。 

10. 裴建俊（Geonjoon Bae），韓國籍，Sogang University 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

中華民國國民參政會和中國近代憲政運動之制度化，研究期限：6 個月。 

11. 李光洙（Lee kwangsu），韓國籍，Cent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China in 

Kookmin University 助理教授，研究主題：對於臺灣媒體的政治兩極化現象的研

究，研究期限：2 個月。 

12. 玄侑羅（Yura Hyeon），韓國籍，Graduate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探索不同國家移民政策如何產生難民

的不同處境-臺灣與韓國葉門（穆斯林）難民比較研究，研究期限：6 個月。 

13. 林德順（Tek Soon Ling），馬來西亞籍，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i 

Malaya 副教授，研究主題：華僑與祖鄉：《南洋名人集傳》人物的祖鄉認同研

究，研究期限：5 個月。 

14. 陳依雯（Yee Woon Tang），馬來西亞籍，獨立研究者，博士，研究主題：書籍

傳播與知識建構——以段成式《酉陽雜俎》為中心，研究期限：5 個月。 

15. 文稼山（Charles Terseer Akwen），奈及利亞籍，University of Lagos 博士候選

人，研究主題：電影與社會：選定的台灣人和尼日利亞人的社會衝突比較研究，

研究期限：3 個月。 

16. Tobiasz Targosz，波蘭籍，Jagiellonian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Japanology and 

Sinology 助理教授，研究主題：當代台灣原住民紋身復興——記錄和復興失去的

遺產，研究期限：6 個月。 

17. Grazyna Piechota，波蘭籍，Andrzej Frycz Modrzewski Krakow University 助理教

授，研究主題：臺灣的新媒體，研究期限：6 個月。 

18. 傅樂吉（Vradiy Sergey），俄羅斯籍，Institute of History, Archeology and 

Ethnology of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Far Eastern branch 教授，研究主題：陶

甫斯號事件在臺烏關係史中的意義，研究期限：6 個月。 

19. 陳鴻毅（Hong Yi Joshua Tan），新加坡籍，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博

士候選人，研究主題：冷戰流動：台灣的教育交流與文化外交，研究期限：3 個

月。 

20. 蔡嘉凱（Jiakai Jeremy Chua），新加坡籍，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博士

候選人，研究主題：中國航空與國家建設，研究期限：5 個月。 

21. 沙德亞（Téa Sernelj）斯洛維尼亞，University of Ljubljana, Faculty of Arts, 

Department for Asian Studies 助理教授，研究主題：歐洲與中國的自由問題，研究

期限：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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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哲樂（Jerome Gapany），瑞士籍，University of Lausanne (UNIL)博士候選人，

研究主題：台灣都市基建的社會生活：以視覺民族誌為研究取徑，研究期限：6

個月。 

23. Benjamin Ridgway，美國籍，Swarthmore College 助理教授，研究主題：建康城市

形象的多元化: 南宋留都在長江日記與百詠詩組中的書寫，研究期限：4 個月。 

24. 哈一鳴（Yiming Ha），美國籍，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博士候選

人，研究主題：為國而戰：軍事動員、國家建設與中國的蒙古轉型，1260-1644 

CE，研究期限：5 個月。 

25. 克禮（Macabe Keliher），美國籍，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副教授，研究主

題：香港-台灣商業關係與全球製造業的變化，研究期限：5 個月。 

26. 蘇國鋒（Aaron Su），美國籍，Princeton University 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台

灣公共衛生非殖民化：參與式設計與原住民健康，研究期限：6 個月。 

27. 陳懷宇（Huaiyu Chen），美國籍，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副教授，研究主題：

慧炬：中古中國佛教石燈之興衰，研究期限：3 個月。 

28. Elif Akcetin，美國籍，Haverford College 助理教授，研究主題：18  世紀中國警

惕性和監視的歷史，研究期限：3 個月。 

29. 范玉紅（Pham Ngoc Huong），越南籍，Vietnam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outhern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副教授，研究主題：越南南部漢字碑刻中的華

人媽祖信仰及其與台灣媽祖信仰之比較研究，研究期限：6 個月。 

30. 陳氏春（Tran Thi Xuan），越南籍，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Manuscript 

Cultures, Hamburg University 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越南阮朝與清代中國的通

信體系，研究期限：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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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1 年度寰宇漢學計畫經常門—業務費清單 

憑單 

序號 
日期 項目 金額 

A1 111-03-09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3 月研究獎助 40,000  

A2 111-03-15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3 月研究及機票獎助 85,584  

A3 111-03-24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4 月研究及機票獎助 80,000  

A4 111-04-27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4、5 月研究及機票獎

助 
130,000  

A5 111-04-28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5 月研究及機票獎助 83,046  

A6 111-05-12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5 月研究及機票獎助 65,081  

A7 111-05-25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5、6 月研究及機票獎

助 
144,773  

A8 111-05-30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6 月研究獎助 160,000  

A9 111-06-20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7 月研究獎助 210,000  

A10 111-06-28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7 月研究及機票獎助 80,000  

A11 111-06-30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7 月機票補助 25,000  

A12 111-07-20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7-8 月研究及機票獎助 281,483  

A13 111-07-21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8 月研究及機票獎助 130,000  

A14 111-08-09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8 月研究及機票獎助 40,000  

A15 111-12-09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12 月研究及機票獎助 55,152  

A16 111-02-21 111 年度漢學資料與贈書編目建檔 1 月份作業 139,058 

A17 111-03-23 111 年度漢學資料與贈書編目建檔 2 月份作業 11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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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單 

序號 

日期 項目 金額 

A18 111-04-22 111 年度漢學資料與贈書編目建檔 3 月份作業 160,384  

A19 111-06-06 111 年度漢學資料與贈書編目建檔 4 月份作業 85,083  

A20 111-06-28 111 年度漢學資料與贈書編目建檔 5 月份作業 80,502  

A21 111-08-09 111 年度漢學資料與贈書編目建檔 6 月份作業 80,502  

A22 111-08-24 111 年度漢學資料與贈書編目建檔 7 月份作業 80,502  

A23 111-09-22 111 年度漢學資料與贈書編目建檔 8 月份作業 80,502  

A24 111-10-24 111 年度漢學資料與贈書編目建檔 9 月份作業 80,502  

A25 111-11-24 111 年度漢學資料與贈書編目建檔 10 月份作業 80,502  

A26 111-12-20 111 年度漢學資料與贈書編目建檔 11 月份作業 12,734  

A27 111-11-17 

出差旅費(愛沙尼亞、立陶宛、捷克、斯洛伐

課、匈牙利 5 國辦理臺灣漢學資源中心開幕暨

簽約，辦理 Taiwan Coner 贈書以及參訪圖書館

等事項(林能山編輯、曾淑賢館長) 

374,040 

A28 

111-12-15 

赴義大利羅馬大學辦理「近代中國跨文化變遷

下的文學、宗教與人文發展」國際研討會暨主

題書展、臺灣漢學講座出差旅費(張瀚云編輯) 

82,338 

A29 

111-12-15 

赴義大利羅馬大學辦理「近代中國跨文化變遷

下的文學、宗教與人文發展」國際研討會暨主

題書展、臺灣漢學講座出差旅費(周倩如主任) 

81,038 

A30 
111-12-30 

至英國、瑞士、德國辦理臺灣漢學資源中心開

幕暨簽約贈書等出差旅費(林能山編輯) 
155,794 

A31 
111-12-30 

至英國、瑞士、德國辦理臺灣漢學資源中心開

幕暨簽約贈書等出差旅費(曾淑賢館長) 
155,794 

A32 111-10-05 111 年海外展覽之複製畫與地圖 15,435  

A33 111-10-05 111 年海外展覽之複製古籍 92,169  

A34 111-10-17 文獻複製製作 98,710  

A35 11110-21 展覽用古籍手工精裝複製書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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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單 

序號 
日期 項目 金額 

A36 111-11-01 古籍善本書仿真製作 97,650 

A37 111-11-08 文獻複製製作-卷軸製作(2 份) 97,850 

A38 111-12-30 文獻複製製作 97,871 

A39 111-09-28 海外文獻展數位互動製作費(波蘭國圖展覽) 39,312  

A40 111-09-05 文創品費用-布標(1200 條) 4,179  

A41 111-09-15 文創品-竹製禮盒(150 個) 86,625  

A42 111-09-15 文創品-布杯墊(300 個) 15,750  

A43 111-09-20 111 年文創品-竹杯套組說明卡  8,216  

A44 111-10-06 展覽布置用文具 612  

A45 111-10-28 大圖輸出 5,240  

A46 111-11-04 獎牌（海外展覽開幕用） 2,583  

A47 111-11-14 文創品―活動展覽海報輸出 1,260  

A48 111-11-16 小國旗（展覽用） 252  

A49 111-11-22 活動用印章 3,745  

A50 111-11-23 開幕儀式―外燴餐點 81,109  

A51 111-12-05 展覽佈置用文具―油性筆、印臺、電腦標籤 1,538  

A52 111-12-05 展覽用簽名綢 525  

A53 111-12-21 海外展覽開幕典禮使用之印臺 537  

A54 111-12-21 開幕儀式―紙袋 1,863  

A55 111-12-23 蜜封整理箱暨（金今）印收納盒 41,925  

A56 111-12-28 紙質無酸保存修護用具 96,516  

A57 111/12/27 展覽展示用文具 8,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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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單 

序號 
日期 項目 金額 

A58 111-11-11 主題文獻特展圖錄 1000 冊 90,778 

A59 111-11-24 專書:國家圖書館寶藏 英文版美編設計 97,650 

A60 111-10-31 文稿翻譯費 4,958 

A61 111-11-02 文稿翻譯費(專書:國家圖書館寶藏) 124,899 

A62 111-12-21 文稿翻譯費(專書:文明的印記波蘭展) 9,437 

A63 111/12/26 111 波蘭海外古籍展覽-開幕式口譯費 8,424 

A64 111-02-10 
111 年本館與大英圖書館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

禮品寄送運費 
11,011 

A65 111-11-09 波蘭展覽暨臺灣漢學講座等包裝運費 81,375 

A66 111-11-23 波蘭展覽暨臺灣漢學講座等包裝運費 48,652 

A67 111-12-27 
赴波蘭辦理 111 年海外古籍文獻展覽出差旅費

(陳思予) 
84,259 

A68 111-12-07 國內與會學者機票費(潘少瑜、黃懿縈) 63,200  

A69 111-12-12 國外臺籍與會學者交通費(胡龍隆) 13,346  

A70 111-10-25 國際學術研討會住宿費 102,886  

A71 111-12-15 羅馬當地文化參訪車費 24,607  

A72 111-11-04 活動網頁英譯(每字 3 元) 1,662  

A73 111-11-18 會議手冊印製費 10,547  

A74 111-12-02 書展文宣英譯 12,453  

A75 111-12-05 海報 Banner 印製 3,780  

A76 111-12-09 會議用掛牌 3,254  

A77 111-12-30 印刷標籤黏_貼書刊用 60,000 

A78 111-12-29 尼龍布書標 95,550 

A79 112-01-17 標籤貼紙 4,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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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單
序號 

日期 項目 金額 

A80 111-10-31 展覽運送費 61,425  

A81 111-12-07 丁愛博教授贈書運費 96,632 

A82 111-12-30 氣泡布跟封箱膠帶 9,740 

A83 111-11-22 研討會 11/25 茶點 10,668 

A84 111-12-15 研討會 11/25 晚餐 21,665 

A85 111-08-10 
青年漢學家研習班可攜式展架、海報設

計等 
16,380 

A86 111-10-03 青年漢學家研習班專題演講費-16,000  16,000 

A87 111-09-20 青年漢學家研習班車資 11,300 

A88 111-10-03 
青年學加研習班 9/29-10/1 三天午晚餐以

及點心茶水 
20,159 

A89 111-11-23 
111 年度海外「臺灣漢學講座」系列法

國、瑞士、泰國場次 
76,548 

A90 111-12-13 
臺灣漢學講座―波蘭國圖場次支付交通

費、影音授權費(陳力綺) 
12,970 

A91 111-12-26 
臺灣漢學講座―波蘭亞捷隆大學場次線

上影音授權費 
7,000 

A92 111-12-29 
臺灣漢學講座―羅馬大學場次(11/25)影

音授權費、交通費及生活費 
26,814 

A93 111-12-30 
臺灣漢學講座―日本東京場次講者影音

授權費、交通費及生活費 
66,635  

A94 
111-12-30 

臺灣漢學講座―日本東京場次王海教授

口譯費及匯款手續費 
12,300  

A95 
112-02-03 

111 年海外臺灣漢學講座―馬來西亞場

次相關費用 
55,396 

A97 
111-12-30 

臺灣漢學講座―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場次

講座物品運送費 
1,248 

A98 111-09-15 
文創品_竹節杯 

90,500 

A99 111-12-14 
文創品-杯墊 

44,000 

A100 112-01-18 
貼紙 1000 張(張貼於文創品包裝盒上) 2,625 

A101 111-07-29 TRCCS 圖書採購―萊比錫&萊頓  175,632  

 



 

82 

 

 

憑單
序號 

日期 項目 金額 

A102 111-09-02 TRCCS 圖書採購―法國法蘭西學院 163,623 

A103 111-09-13 
111 年度 TRCCS 書刊採購(匈牙利、斯

洛伐克、拉脫維亞、法國里昂等 4 處  
60,045 

A104 111-12-29 TRCCS6 據點的書刊採購 438,304 

A105 111-11-16 人民資料庫 99,000 

A106 111-07-29 TRCCS 圖書包裝運送費(美國史丹福) 87,591  

A107 111-09-13 
111 年度 TRCCS 寄送美國史丹福大學海

運清關附加費 
13,500 

A108 111-09-16 
111 年度 TRCCS 圖書包裝運送費(匈牙

利羅蘭大學)-96,000  
96,000  

A109 111-09-16 
TRCCS 圖書包裝運送費(斯洛伐克考麥

紐斯大學) 
75,810  

A110 111-12-01 TRCCS Taiwan Corner 圖書包裝運費 
                      

41,895  

A111 111-05-05 
海外台灣漢學資源中台灣研究資源中心

掛牌 Logo 設計 
3,150  

A112 111-07-01 
TRCCS-簽約儀式表演費(阿根廷國會圖

書館)  
10,000  

A113 111-07-01 
本館與阿根廷國會圖書館辦裡線上簽約

同步視訊費用 
49,875  

A114 111-08-10 
TRCCS-掛牌製作(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

等 3 所) 
22,500  

A115 111-08-17 TRCC 簽約會場掛牌(德國海德堡大學) 7,600  

A116 111-09-28 
TRCCS 簽約會場用品(外國國旗：美

國、愛沙尼亞) 
126  

A117 111-09-29 
TRCCS 新設點掛牌製作(2 塊)-史丹福、

一個備用 
14,400  

A118 111-11-28 TRCCS 蘇黎世大學簽約會場不鏽鋼掛牌 8,800  

A119 111-11-29 TRCCS 簽約會場用品(外國國旗：英國) 80  

A120 111-12-09 TRCCS 簽約會場用品(緞帶、簽名筆) 258  

A121 111-11-14 TRCCS 宣傳小冊 30,000  

A122 111-11-11 TRCCS 設點茶點(美國史丹福大學 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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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單
序號 

日期 項目 金額 

A123 111-11-14 立陶宛 TRCCS 揭牌儀式茶敘 10,096 

A124 111-12-28 TRCCS 揭牌儀式茶敘( 23,576 

A125 111-10-11 TRCCS 簽約會場用品(簽名綢 6 份) 2,709  

A126 111-11-29 TRCCS 簽約會場用品(簽名綢 5 份) 2,625  

A127 111-08-25 書刊採購贈書至 TRCCS 據點 
                        

278,457  

A128 111-08-25 書刊採購贈書至 TRCCS 據點 
                        

541,380  

A129 111-10-05 書刊採購贈書至 TRCCS 據點 516,969  

A130 111-10-26 書刊採購贈書至 TRCCS 據點 299,275  

A131 111-12-07 書刊採購贈書至 TRCCS 據點 536,143  

A132 111-12-22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暨附錄

猜考書資料庫 
68,500  

A133 111-12-22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年租費 40,000  

A134 111-12-22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年租費 98,715  

A135 111-12-22 全文報紙資料庫年租費用 62,500  

A136 111-08-15 TRCC 簽約會場用品(原住民手織背包) 2,000  

A137 111-03-04 
臺灣漢學中心贈購愛沙尼亞坦圖大學圖

書包裝運送費 
84,622  

A138 111-08-10 
TRCCS 圖書包裝運送費(拉、匈、以、

捷等 5 處) 
178,427  

A139 111-10-21 TRCCS 圖書包裝運送費 94,500  

A140 111-10-27 TRCCS 5 據點圖書包裝運費 300,804  

A141 111-12-14 TRCCS 5 據點圖書包裝運費 94,130  

A142 111-12-14 TRCCS 5 據點圖書包裝運費 12,968 

A143 111-12-28 TRCCS 圖書包裝運費 29,100 

A144 111-09-14 國際會議主視覺相關設計 2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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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單
序號 

日期 項目 金額 

A145 111-10-19 十週年年刊印製 87,528  

A146 111-10-31 TRCCS10 週年國際研討會用品(塑膠袋) 250  

A147 
111-10-31 

TRCCS10 週年國際研討會用品(識別證

套、吊繩、亞光紙) 
4,100  

A148 111-11-03 TRCCS10 週年國際研討會會場佈置 8,295  

A149 111-11-04 TRCCS 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 5,670  

A150 
111-11-04 

TRCCS 國際學術研討會―外國學者學術

文化參訪門票 
940  

A151 
111-11-04 

TRCCS 國際學術研討會―外國學者學術

文化參訪午餐 3 人 
1,570  

A152 
111-11-04 

TRCCS 國際學術研討會―外國講者餐費

(11/2 午餐) 
1,200  

A153 111-11-04 
簽名捲軸 525  

A154 111-11-04 
TRCCS 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人士與外

國講者餐費 
39,200  

A155 111-11-04 
TRCCS 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內講者鐘點

費與主持人出席費 
19,980  

A156 111-11-04 TRCCS 國際學術研討會―茶敘用品 150  

A157 111-11-07 
TRCCS 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表演(春

秋樂團) 
12,500  

A158 111-11-08 TRCCS 國際研討會―國外學者演講費 19,149  

A159 111-11-07 TRCCS 國際學術研討會_茶點 
                          

12,640  

A160 111-11-10 

TRCC 國際學術研討會―外國學者往返

國圖與飯店以及國內學術機構文化參訪

來回交通費 

9,900  

A161 111-11-10 TRCCS 國際研討會―國外學者旅平險 956  

A162 111-11-14 
TRCCS 國際研討會―講者住宿費用以及

接機交通費 
39,300  

A163 111-11-14 
TRCCS 國際研討會―講者住宿飯店之膳

食 
3,575  

A164 111-11-22 
TRCCS 兩位講者來臺機票以及 3 位線上

講者演講費 
127,715  

A165 111-09-22 
TRCCS 簽約會場用品(4 個茶葉禮盒)-

3,648  
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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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單
序號 

日期 項目 金額 

A166 111-10-26 文宣紀念品真絲絲巾禮盒 99,803  

A167 111-10-27 111 年文創品-布袋 60,000  

A168 111-12-07 茶葉禮盒 3,560  

A169 111-07-29 
TRCCS 圖書管理系統功能新增維護 

(第一期款)  
257,280  

A170 111-02-08 
TRCCS 跨國圖書資源合作平臺系統維護

費用 
67,800  

A171 111-12-26 
TRCCS 圖書管理系統功能新增維護 

(第二期款)  
64,320  

A172 111-01-24 展品用包裝材料 7,450  

總      計 11,651,773 

 

 

 

 

 

 

 

 

 

 

 

 

 

 

 

 

 

 

 

 

 

 

 



 

86 

 

 

附件三之二  111 年度寰宇漢學計畫經常門—雜支清單 

憑單
序號 

日期 項目 金額 

B1 111-03-14 學人印章 4 顆 1,120 

B2 111-05-13 學人印章 3 顆 840  

B3 111-07-05 學人印章 4 顆 1,200  

B4 111-10-05 威力導演 21 旗艦版（下載板） 4,280  

B5 111-10-03 
青年漢學家研習班―文化參訪門票（故

宮、經國七海文化園區） 
4,370  

B6 111-10-05 
青年漢學家研習班文化參訪旅平險保險

費(13 名) 
754  

B7 111-10-12 琉璃獎座（致贈汀愛博教授） 2,583  

B8 111-10-26 漢學資料捐贈運費（丁愛博教授） 9,818  

B9 111-12-02 學人印章（包弼德、平田康治） 560  

B10 111-12-02 活動用品―海關鎖、萬國插頭、口罩 3,224  

B11 111-12-30 AGI 2TB 外接式 SSD 固態硬碟 3,699  

總      計 3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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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三  111 年度寰宇漢學計畫經常門—人事費清單 

憑單
序號 

日期 項目 金額 

C1 111-01-27 專案人員 1 月薪資 68,290 

C2 111-02-22 專案人員 2 月薪資 68,290 

C3 111-03-25 專案人員 3 月薪資 58,114 

C4 111-04-25 專案人員 4 月薪資 67,570 

C5 111-05-26 專案人員 5 月薪資 45,940 

C6 111-06-28 專案人員 6 月薪資 31,520 

C7 111-07-27 專案人員 7 月薪資 31,520 

C8 111-08-29 專案人員 8 月薪資 67,570 

C9 111-09-27 專案人員 9 月薪資 67,570 

C10 111-10-26 專案人員 10 月薪資 67,570 

C11 111-11-25 專案人員 11 月薪資 67,570 

C12 111-12-26 專案人員 12 月薪資 67,570 

C13 111-03-04 專案人員 1 月勞健勞保退公提 13,008 

C14 111-03-25 專案人員 2 月勞健勞保退公提 13,112 

C15 111-05-02 專案人員 3 月勞健勞保退公提 11,502 

C16 111-05-27 專案人員 4 月勞健勞保退公提 13,008 

C17 111-07-01 專案人員 5 月勞健勞保退公提 8,137 

C18 111-07-27 專案人員 6 月勞健勞保退公提 6,075 

C19 111-08-29 專案人員 7 月勞健勞保退公提 6,075 

C20 111-09-29 專案人員 8 月勞健勞保退公提 13,008 

C21 111-10-26 專案人員 9 月勞健勞保退公提 13,008 

C22 111-12-01 專案人員 10 月勞健勞保退公提 13,008 

C23 111-12-28 專案人員 11 月勞健勞保退公提 13,008 

C24 111-12-28 專案人員 12 月勞健勞保退公提 13,008 

C25 112-01-04 
專案人員 111 年度年終暨二代健保補充

費 
63,237 

總      計 90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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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四 111 年度寰宇漢學計畫資本門—設備費清單 

憑單

序號 
日期 項目 金額 保管單位 

D1 111-06-17 
漢學研究中心專題資料庫系

統整合查詢系統優化改版案 
218,600  

學術交流

組 

D2  111-10-24  

漢學中心典藏大陸期刊論文

索引、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

錄等調整輸出查詢結果，新

增 ODS 檔 

    52,000  
資料服務

組 

D3 111-05-02 
採購西文圖書 Philosophical 

Hoizons 等 
352,052  

資料服務

組 

D4 111-05-30 
 訂購《清代回疆社会経済

史研究》日文圖書乙批 
260,000  

資料服務

組 

D5 111-06-20 
經典人文學刊庫年租費用

(2021 年度更新費) 
75,000  

國際合作

組 

D6 111-09-26 
訂購宋代大學思想演變研究

等大陸圖書乙批 
450,000  

資料服務

組 

D7 111-12-21 
訂購《戎祀之間：唐代軍禮

研究》等大陸圖書乙批 
450,000  

資料服務

組 

D8 111-12-23 

訂購 Jesuit Mission and 

Submission:Qing Rulership 

and the Fat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1644-1735 等西文圖

書 

66,002 
資料服務

組 

D9 111-12-28 

訂購 Scholars and Their 

Marginalia in Late Imperial 

China 等西文圖書乙批 

29,503 
資料服務

組 

D10 111-12-28 
訂購周易與魏晉玄學等大陸

圖書乙批 
350,000 

資料服務

組 

總      計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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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五 111 年度寰宇漢學計畫業務費―國圖自籌款清單 

憑單 

序號 
日期 項目 金額 

F1 111-08-23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8-9 月研究及機票

獎助 
209,181  

F2 111-08-26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9 月研究及機票

獎助 
264,759  

F3 111-09-19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9 月研究及機票

獎助 
76,147  

F4 111-09-27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10 月研究獎助 210,000  

F5 111-10-12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10 月研究及機票

獎助 
93,860  

F6 111-10-19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10 月研究及機票

獎助(崔伊花) 
86,005  

F7 111-10-27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11 月研究及機票

獎助(馬克文等 7 人) 
290,000  

F8 111-11-25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12 月研究及機票

獎助(濮蔚等人) 
150,819  

F9 111-04-01 
3/31 舉辦寰宇漢學學友講座演講費及主

持費 
10,000  

F10 111-05-06 4/29 寰宇漢學講座主持費 2,500  

F11 111-06-07 5/26 寰宇漢學 2 場講座主持費 5,000  

F12 111-07-28 6/30 寰宇漢學 2 場講座主持費 5,000  

F13 111-07-29 7/28 寰宇漢學 2 場講座主持費 5,000  

F14 111-09-02 8/31 寰宇漢學 2 場講座主持費 5,000  

F15 111-12-02 12/1 寰宇漢學講座演講費 5,000  

F16 111-11-25 12 月 13 日寰宇漢學講座講師出席費 2,500  

F17 111-11-09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審查會議資

料印製及寄送 
6,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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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單 

序號 

日期 項目 金額 

F18 111-09-07 
111 年度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審查

會議委員審查費 
60,000  

F19 111-08-25 
中央研究院張灝院士捐贈圖書燻蒸消毒

費用 
60,000  

F20 111-09-13 
2022 年 EACS 年會暨書展參展書籍寄送

海運捷克 
98,684  

F21 111-09-29 

近代中國跨文化變遷下的文學、宗教與

人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義大利羅馬大

學書展展覽圖書購置 

67,569  

F22 111-09-28 陳英傑博士贈書海運費(分攤) 750  

F23 111-09-28 辦理青年漢學家研習班獎狀等文具用品 2,930  

F24 111-10-14 
近代中國跨文化變遷下的文學、宗教與

人文發展國際研討會-羅馬參訪門票費 
7,574  

F25 111-11-17 

近代中國跨文化變遷下的文學、宗教與

人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展場海報輸出

費 

2,804  

F26 111-11-25 
陳英傑博士新加坡贈書入館前進行蟲害

防除燻蒸及消毒作業 
40,000  

F27 111-12-28 漢學學人研究手冊 1,827  

F28 111-04-12 
郵寄 2023 外籍學人申請獎助及外交部臺

獎助宣傳文宣至國外各學術單位 
15,481  

F29 111-01-27 贈與學人新春糕點 6,210  

F30 111-07-27 電子產品延長線等 1,343  

F31 111-02-16 
2022 美國亞洲學會年會暨書展攤位租賃

費退匯手續費 
697  

總      計 1,793,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