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簡訊（2009 年 11 月） 

 
 

一、學術交流 

 
1.朱執行長雲漢於七月中旬前往智利首都聖底牙哥出席國際政治學會第二十

一屆世界大會，在我駐智利代表處柯代表引介下，會晤多位該國研究亞太問

題的專家，包括天主教大學政治學院的 Roberto Duran 教授，天主教大學孔子

學院執行長 Maria Montt，以及智利發展大學的李昀祚教授。深入瞭解智利的

亞太研究與中國研究現況，以及與智利與東亞的學術交流發展趨勢。朱執行

長並分別與國際政治學會新任會長 Leonardo Morlino 教授，以及秘書長 Guy 

Lachapelle 教授會晤。由於我「中國政治學會」正積極爭取國際政治學會的

世界大會於 2015 年來台灣舉行，朱執行長也利用機會與兩位會務負責人深入

探討可行性，並幫助他們瞭解台灣的學術環境與條件，以及兩岸關係的最新

發展趨勢。 

2.美洲地區二十周年慶祝活動於 2009 年 3 月 20 日在華府國會圖書館傑佛森館

舉行研討會，探討中國研究的未來走向。朱執行長雲漢、王副執行長璦玲、

美洲地區董事、諮議委員、漢學研究重要學者以及華府智庫人士等 60 餘位參

加，朱執行長並應邀於午餐會上做專題演講；研討會後，來賓們參觀國會圖

書館，以及本會補助之出版品展覽。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袁健生大使於雙橡園

特設晚宴款待，李潔明(James Lilley)、卜睿哲(Richard Bush)等政界、學界與

新聞界共有 50 餘位來賓出席，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主任 William Kirby 教授

亦應邀於餐後演講。 

3.本會捷克查理斯大學「蔣經國國際漢學中心」(CCK-ISC)慶祝基金會成立二十

週年，特別與歐洲科學基金會(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共同合作，於 2009

年 5 月 27-30 日在查理斯大學舉辦 “Early Career Researchers Forum: New 

Perspectives for Asian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研討會，王副執行長璦玲應邀

參加，並於會議上致詞。 

4.本會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CUHK-CCK) 慶祝基金會

成立二十週年，於 2009 年 8 月 3-4 日舉辦學術研討會－“Symposium on New 

Perspectives in Chinese Studies: Approach, Data, and Method”，朱執行長與王

副執行長均參加此一盛會，同時並發表專題演講。 

5.本會「蔣經國基金會美洲校際漢學研究中心」(CCK-IUC) 慶祝基金會成立二

十週年，與台灣大學中文系合作，將於 2010 年 3 月 5-6 日召開「學術典範與

人文思潮研討會」－“Academic Paradigms and Humanist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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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務概況 

本會三個海外漢學中心活動概況: 

(1)蔣經國基金會美洲校際漢學中心 

●98 年 1 月 7 日至 8 日中心與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中央研究院中

國文哲研究所、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中國近代文學學會

合辦「中國近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於復旦大學召開。會中共有

海內外相關領域名學者三十六人發表論文，就近代文學領域的「近代

性」和「現代性」、新與舊、中國傳統和西方影響等問題給予了別開

生面的闡釋。以往近代文學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和民初這個時段，此

次會議談論的範圍則跨越明代中晚期至上世紀四十年代長達三、四百

年的歷史。另外，魯迅、周作人等現代作家也得到近代的關照。與會

學者認爲，此次會議對當前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發展必將發揮有力的

推動作用。 

● 98 年 3 月 20 日至 21 日在香港嶺南大學舉行「當代文學六十年」

國際研討會，由美洲校際漢學中心、嶺南大學中文系、哈佛大

學東亞系、復旦大學中文系合辦。該會議重點討論五四以來二

十、二十一世紀華文文學在不同地理上的發展，一方面反映出

不同作者對現代化、全球化的回應，另一方面透露出政治走向

與文藝趨勢的牽連。  

●98 年 3 月 26 日至 29 日於上海及杭州舉辦「都市繁華：一千五百

年來的東亞城市生活史」會議，此國際會議由美洲校際漢學中

心、哈佛大學東亞系以及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合辦。與會的台

灣、中國、香港，以及美日學者共發表 30 多篇論文，探究一千

五百年來東亞城市生活的各種面貌。相較於先前的城市史研

究，本次與會學者運用豐富的圖像與文獻，重新展現城市的空

間與人文地理，比較東亞城市以及歐洲城市的發展歷史與文化

的異同。 

●98 年 4 月 8 日邀請著名中國大陸流亡詩人楊煉和小説家友友到

哈佛大學東亞系舉行演講，由倫敦大學賀曉麥教授（Michel 

Hockx）主持。楊煉現場朗讀詩集《大海停止之處》中數首詩

作，友友則討論小説《鬼潮》的寫作，以及小説寫作中的詩歌

感性。  

 
(2)查理斯大學蔣經國國際漢學中心 

●98年中心邀請台灣大學中文系蕭麗華教授及政治大學中文系竺

家寧教授來訪做短期講座，題目分別是「宋元自然詩學」、「唐

詩音韻研究」。除查理斯大學東方研究所的研究生 13 位外，

中心並補助聖彼得堡、義大利及匈牙利的 7 位學生，前往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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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聽課。  

●中華民國駐捷克代表處邀請紫藤廬茶藝中心周渝先生於今年 4

月赴布拉格演講，解析茶道在中國文化的角色。周先生之父親

周德偉教授是自由主義學者，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曾留學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及德國柏林大學，與五十年代幾位崇尚自由

主義的學者如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鄰等，經常聚會，探討自

由主義精神。中心主任羅然教授除特別邀請周渝先生談五四運

動與周德偉的自由主義理念外，並展示五四運動相關書籍、新

生活運動圖像及當時重要人物資訊，蘇黎世大學 Andrea 

Riemenshnitter 教授也受邀到中心演講，講題是“New 

Historicism and the Quest for an Alternative Modernity: 
Multiple Mythologies Revisited”。  

●中心補助 4 位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Jan Chmelarcki 出

席香港浸會大學有關中西文化交流對民族音樂的影響、Michal 

Vazal 參加哈佛大學二十一世紀的亞洲與國際關係研討會、

Jitka Malanikova 赴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圖書館蒐集有關魏京

生及中國文革後民主運動發展的資料、以及  Tana Dluhosova

赴馬德里出席第六屆「歐洲台灣研究學會」研討會，並發表論

文「台灣戰後的文化界與新理想主義」。  

 
(3)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主要領域分設六個跨學科專題研究

小組，包括中國研究電子化、健康與醫療文化、語言與社會、法

律與社會、地方管制、地方歷史與承傳；每月舉行公開講座，九

十八年已舉行的講座包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網站之構思與展

望」、「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從清末民初廣州地區的醫院看

近代東亞華人社會的醫療文化」、「尋找香港的足跡－網上資料的

搜集與運用」等。  

●98 年舉辦第五屆國際研究生“當代中國”研討班，邀請八位學者主

題演講，分別來自社會科學不同學科和研究領域，包括王紹光（香

港中文大學）、李磊（耶魯大學）、黃佩華（牛津大學）、宋永毅

（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劉欣（復旦大學）、Daniel C. Lynch

（南加州大學）、北島（香港中文大學）、關信基（香港中文大學）。

此屆研究班的特色為：一、多領域，涵蓋多個學科；二、重實效，

保證與會論文品質，並確保學員獲認真的回饋；三、異文化，讓學

員能夠在香港這個國際都市進行觀察，並得到多元文化之澆灌。 

●「海峽兩岸史前文化交流―以玉石為中心探索」工作坊，由香港

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主辦，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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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語言研究所協辦。兩地學者各互訪一週，並分別考察香港、廣

東（包括廣州市及粵東）及台灣出土的玉石器資料、玉作坊遺址及

玉礦（花蓮）地點。在香港進行的工作坊已於五月八日至十四日舉

行，其間於五月九日舉辦「史前玉石飾物作坊探索」座談會，共有

八位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研究院及香港中文大學的專家學者

發表論文。 

●「健康與醫療文化研究計畫」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梁 

其姿教授主持，為中心資助的六項重點研究計畫之一。該計畫於 

98 年 5 月 13 至 14 日與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及中 

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以「十九至二十世紀東 

亞華人社會醫療文化」為題的工作坊，吸引了二十一位專家學者發 

表論文，並進行學術討論。此外，該計畫並獲得香港東華三院之支 

持，讓與會者得以參觀東華義社及東華三院文物館，親身體察香港 

華人社會的醫療文化及歷史。 

 
三、各項計畫補助 

本會補助各項計畫，近期完成計畫或有相關出版品者如下： 

1.澳洲麥克奎爾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劉南強教授執行之研究計畫

「Nestorian(Jingjiao) Inscriptions from China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 An Investigative Study」已於 10 月 15 日完成，該計畫並出版相關

成果Silk Road Studies XII: Art, Archutecture and Religion Along the Silk 

Roads (Turnhout: Brepols Publishers, 2008), 該書由S.N. C. Lieu, Ken 

Party等多位學者合編。 

2.波蘭華沙大學(Warsaw University)Lidia Kasarello教授執行之計畫

「Authenticity Issues in Chinese Painting. Examinatio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in Warsaw Chinese Painting Collection」已完成，該計畫並出

版相關成果Repetition and Forgery in Chinese Painting (Warsaw: 

Wydawnictwo Trio, 2009). 此為Marcin Jacoby之博士論文。 

3.捷克帕拉次基大學(Palacký University)包捷教授(Lucie Olivová)執行之

出版計畫已完成，目前出版 Lifestyle and Entertainment in Yangzhou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9), Lucie Olivová and Vibeke Bordahl合

編。 

4.美洲地區由 Randy Schmidt 教授執行之出版計畫目前已完成，並出版

The New Silk Road Diplomacy: China's Central Asian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by Hasan H. Karrar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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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獎助計畫 

2010-2011 申請需知 

 
獎助範圍：中華文化研究、華人社會研究及台灣研究。 

申請條件：國內外研究教學機構(國內地區必須具備國際合作)。 

開放地區：國內、美洲、歐洲及亞太地區。 

補助類別：學術機構補助、研究計畫、資料蒐集、研討會、編著出版等。 

          美洲、歐洲和亞太地區另提供博士論文撰寫獎學金。 

申請日期：一、每年 10 月 15 日(學術機構補助、研究計畫、資料蒐集、 

資深學者補助等類別) 

二、研討會與編著出版類每年受理兩次 

● 9 月 15 日－執行時間在次年 1 月至 6 月 

● 2 月 15 日－執行時間在當年 7 月至 12 月 

●基金會總部－有關國內、歐洲及亞太地區申請事宜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65 號 13F/B 

 電話：886-2-2704-5333 

 傳真：886-2-2701-6762 

 e-mail：cckf@ms1.hinet.net 

 http：//www.cckf.org.tw 

●美洲辦事處－有關美洲地區申請事宜 

 地址：8361 B Greensboro Drive, McLean, VA 22102, USA 

 電話：703-903-7460 

 傳真：703-903-7462 

 e-mail：ccknao@aol.com 

 http：//www.cck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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