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 j u b l j a n a）亞非學系教授，研究主題：中國古

代邏輯學對於中國認識論的影響，研究期限： 3

個月。

18. Martin Svensson Ekstrom（象川馬丁）：男，瑞

典籍，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東方語言系及瑞典

遠東古物博物館副教授，研究主題：復讀和訓

詁——中國美學之特點 ，研究期限：5個月。

19. Ma-Li Svensson（馬瑮）：女，瑞典籍，瑞典

林雪平大學（Linköping University）科技中心副

教授，研究主題：清代女學人王貞儀研究，研

究期限：9個月。

20. Katherine Carlitz（柯麗德）：女，美國籍，美

國匹茲堡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教授，研究主

題：晚期帝制中國貞節與官僚體系——歸有光

和烈女張夫人的個案研究，研究期限：3個月。

備取6名

1. Stephane Laurent：男，法國籍，巴黎第一藝術

大學藝術史學系教授，研究主題：文化、風格

與全球化——中國與臺灣對於西方裝飾的接受

度，研究期限：6個月。

2. Dinu L u c a（迪努）：男，羅馬尼亞籍，羅馬尼

亞布加勒斯特大學漢學系助理教授，研究主

題：《文心雕龍》新論，研究期限：9個月。

3. Megan J. Greene：女，美國籍，美國堪薩斯大學

歷史系助理教授，研究主題：臺灣歷史敘事——

建構過去與未來，研究期限：3個月。

4. Wook Yo o n（尹煜）：男，韓國籍，美國耶魯大

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晚清溝通與

決策系統研究（ 1 8 6 1 - 1 9 11），研究期限： 3個

月。

5. Jennifer Liu（劉珍妮）：女，美國籍，美國加州

大學爾灣分校中國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主

題：中國西南與臺灣的國家主義和中學教育研

究（1937-1960），研究期限：3個月。

6. Jon Eugene von Kowallis（寇致銘）：男，澳洲

籍，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中國與印尼研究學系

高級講師，研究主題：魯迅早期文言論文之研

究，研究期限：6個月。（漢學研究中心 聯絡組

廖箴）

漢學研究中心學術討論會報導

漢學研究中心分別於 9 6年 8 月 1日、 8 月 1 6

日、1 0月9日舉辦 3場學術討論會，分別由本年度

獎助的 4位外籍訪問學人進行演講。第 1場邀請德

國吳淑惠副教授主講「連橫大陸之行與臺灣通史寫

作」；第2場日本秦玲子(Reiko Shinno)助理教授主

講「蒙古帝國在中國醫學史上的重要性」，以及美

國田梅( M a rgaret Mih Ti l l m a n )博士候選人主講「掌

握生產之道：理念與現實的更新」；第 3場邀請德

國常志靜(Florian C. Reiter)教授主講「論五雷法的

內涵及其發展的某些觀點」。

8月 1日的第 1場，主講人吳淑惠副教授任教

於美國密西西比大學歷史學系，講題為「連橫大陸

之行與臺灣通史寫作」，並敦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黃富三研究員主持。連橫生於 1 8 7 8年，卒

於1 9 3 6年。吳教授從史料中發現，連橫一生中多

次前往大陸，而以 1 9 1 2 - 1 9 1 4年之旅對其思想及寫

作最具影響。在這 3年當中，連橫履痕及於11省，

更因為旅中認識張繼、王闓運、章炳麟等人，與之

抵掌談天下事，而拓展了他的胸襟，同時也令他深

深反省，啟迪他對於作為一個臺灣人的定位問題的

思考。當時身處日本殖民地的臺灣，連橫不甘認同

異族文化，但他也並不以為臺灣文化只是閩南地區

文化的延伸分流，因為長久以來經過許多變化，這

個島嶼已經自我錘鍊成具有獨特風格的中國文化主

流之一了。連橫《臺灣通史》一書，是基於臺灣人

的自我意識及傳統之追求，它是臺灣人的歷史，而

不只是臺灣過往的歷史的敘述而已。連橫終身亟於

保存、宣傳、發皇光大臺灣人對於自我意識的尋求

和肯定，這種堅定的信念，實是連橫作為一個臺灣

菁英份子最偉大之處。

第2場學術討論會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梁其姿

教授擔任主持人，於 8月 1 6日舉行。主講人有 2

位，一是秦玲子女士，係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奧克萊

分校歷史系助理教授，講題為「蒙古帝國在中國醫

學史上的重要性」；另一為田梅女士，目前是美國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博士候選人，講題為「掌握

生產之道：理念與現實的更新」。秦玲子教授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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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發現，北宋政府已經著手整理醫學知識，並且

創造了有利醫生發展的環境。到了元代，由於有蒙

古人、色目人、漢人之間複雜民族互動的關係，使

得已經肇始的傾向至此益發勃興。秦玲子教授的論

點是，學者不應僅將元代視為宋代的延長，而該把

它當作歷史上獨立的時段來看待。不管是與宋代或

是與明代比較，元代都擁有自己的權力結構，也因

此形成了獨特的醫學文化。

另外，秦玲子教授尚介紹她最近在《哈佛亞

洲研究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所出版的文章〈元代的醫學與三皇廟──跨文化互

動的一例〉。這篇文章的焦點集中在元代所建置的

政府機構三皇廟，討論其祠宇及其醫學校。此一機

構鼓勵醫者投入經典的研習，並為他們開放仕途；

此外，由於到了元代，道學家方始尊奉上古傳說中

的聖君「三皇」為中國道統的奠基者，因此賦予醫

者「三皇」薪傳繼承者的榮譽，也成為他們的獎

賞。

另一主講人田梅女士在以「掌握生產之道：

理念與現實的更新」為題的演講中指出，懷孕和分

娩屬於人生的初始階段，社會上對懷孕分娩的態度

發生變化，往往是因為這個社會對人生的想像與勾

勒方式發生了變化。以往學者的研究已經注意到西

方科學引入以及產婆（助產士）專業化的影響，田

梅女士追尋這些研究成果，進一步利用如傳教士的

作品等資料，探索 2 0世紀早期中國在性教育及生

殖保健議題方面所受到的西方影響。從 2 0世紀初

期中國的書報雜誌等刊物（譬如基督教青年會刊

物、婦女雜誌、通俗讀物等）中尋找生育保健──

尤其是關於懷孕及分娩的話題。從一些受到西方影

響的出版品可以看出，鼓勵婦女節育，也鼓勵產婦

到醫院生產，甚至提倡學習日本給予既有的產婆專

業化訓練。田梅女士更收集到婦科的醫療器具、報

刊報導、醫學期刊和醫療體系等豐富的資料，展示

臺灣在日治時期的分娩生育狀況。

1 0月9日舉辦的學術討論會，主講人常志靜教

授任教於德國柏林宏堡大學中文系，講題為「論五

雷法的內涵及其發展的某些觀點」，由中央研究院

文哲所李豐楙教授擔任主持人。常志靜教授認為，

道教中的儀式與經典是相互連結的。除了舉辦大型

及公眾的法會如「醮」及「齋」外，道教亦包含著

大量的法術。而這些法術如何相互調和？從宋朝開

始這些巫術法術被視為雷法，從《道法會元》和

《法海遺珠》的書籍文獻中，可以得知雷法的基礎

為「內養（內丹）」，為施行外在法術的先決條件，

而所獲得的雷符有很特殊的作用。常教授在演講中

使用文本的實證資料來討論內丹與雷法關係，同時

也討論先天觀及拜神等主題。

此外，雷法包含的各種道教儀式流傳至今只

剩下「法會」佔有優勢，而這些法術巫術是如何降

級至通俗化及超出正典之外，亦為值得討論的另一

焦點。常志靜教授亦試著從資料中來闡釋道教中雷

法的歷史演變，從早期王文卿、薩守堅、一直到白

玉蟾等人對於雷法儀式的推展，以及 1 4世紀形成

潮流的清微派，皆為很好的例子。

3場討論會都吸引不少國內學者和研究生參

加，並展開熱烈討論，充分交流意見。（漢學研究

中心聯絡組 林佩霓）

辦理「資訊組織基礎班」

及「資訊組織進階班」

為提供圖書館及資訊服務單位從業人員一個

在職進修的管道，每年本館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均於暑假期間合作辦理圖書館專業研習班。本（96）

年度由編目組負責籌辦有兩個班別：（一）「資訊

組織基礎班」，於 8月6日至 1 0日舉行，共 4 8人參

加研習；（二）「資訊組織進階班：主題分析與知

識組織」，於8月1 4日至1 6日舉行，共50人參加研

習，兩班合計百餘位來自全省各地圖書館及資訊服

務單位之編目人員分別齊聚一堂研習基礎及進階之

編目相關課程。

近年國家圖書館所研擬修訂之編目規範已陸

續完成，並已於今年 1月開始採用中國編目規則第

三版； 7月起採用中文主題詞表（ 2 0 0 5年修訂版）

及中文圖書分類法（ 2 0 0 7年版）中臺灣相關類目

進行圖書文獻資料之標引。然而面對新的編目規範

適用問題，編目人員難免覺得些許惶恐，有鑑於

此，今年特別針對這部份有相關的課程，且進階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