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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簡訊（2019 年 8 月） 

 
 

一、學術交流 
1.朱執行長雲漢於民國 108 年 4 月 23 日至 24 日受邀出席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

在首爾舉辦之「Asan Plenum 2019 -- Korea Choice」國際會議。朱執行長擔

任「Is Democracy in Crisis?」座談發表人，該主題主要針對目前民主發展的

現況，包括面對土耳其、俄羅斯以及菲律賓等國的獨裁強人的出現、成熟民

主國家中民粹主義的興起，以及 2016 年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總統大選川普

所取得的成績等現象進行討論。朱執行長於 4 月 25 日會晤駐韓國臺北代表

部唐殿文大使，特別就本會長期密切與韓國相關學術單位合作交流之業務及

成果與唐大使分享，彼此交換意見。 

2.陳副執行長純一於 108 年 5 月 3 日至 6 日代表本會出席尤努斯．埃姆萊學院

成立 10 周年慶祝酒會暨「全球公共外交網絡論壇」（Global Public Diplomacy 

Network, GPDNet）交接典禮等相關活動。該學院擔任 GPDNet 秘書處之工

作已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告一段落，後由卡達「卡塔拉文化村基金會」（Katara 

Cultural Village Foundation）接續此一任務。土耳其尤努斯．埃姆萊學院並

於 5 月 4 日午間安排慶祝酒會，播映回顧十年來該學院舉辦的相關文化活

動，隨後由該院執行長 Şeref Ateş 博士致詞感謝遠道而來的 GPDNet 會員機

構及與會來賓，包括匈牙利 Hungarian Heritage House、韓國 Korea 

Foundation、墨西哥 Instituto de los Mexicanos、莫三比克 Academic Community 

for Development、奈及利亞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Orientation、菲律賓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ulture and the Arts、卡達 Katara Cultural Village 

Foundation，以及本會等八個單位。尤努斯．埃姆萊學院另於 5 月 5 日安排

其位於伊斯坦堡之語言訓練中心舉辦「公共外交訓練課程」，開放該組織學

員以及大專院校學生參與，活動舉行方式即邀請出席此次慶祝活動之

GPDNet 機構成員分別介紹各組織業務，以及如何推動公共外交政策。陳副

執行長代表本會報告，說明本會對於促進國際漢學研究的貢獻與努力，同時

提及本會成立將近 10 年之兩岸學術交流研習營，以及中華民國在推動公共

外交政策的重點與展現的軟實力。 

 

二、會務概況 
1.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成立於民國 78 年，本年 1 月 12 日邁入 30 年。

對基金會而言，30 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值得我們駐足，深思如何發揮

更好的功能，服務國際學術界，激發出新的學術思潮。為此，本會特別規劃

主辦 30 周年系列講座，邀請基金會的董監事、諮議委員，以及國內外資深

學者擔任主講人，發表其研究精粹或人生智慧，希望能對學術界或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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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啟迪貢獻。本講座已於 107 年 1 月開始，並持續進行中。舉行地點除於

臺灣外，亦分別在美洲、歐洲及亞太地區辦理。截至目前為止，本會已分別

完成 8 個場次，主講人分別為許倬雲董事、高英茂董事、田海（Barend J. ter 

Haar）教授、蘇永欽教授、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教授、金耀

基董事、波波娃（Irina Popova）教授、朱雲漢執行長。共同合辦單位包括

美國匹茲堡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及歐洲臺灣研究學會、捷克查理斯大學、

德國杜賓根大學、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及歐洲漢學學會、國立政治大學、聖彼

得堡俄羅斯科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本會今年暑期規劃與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和臺灣大學中文系共同合作，於 7 月 7 日至 13 日在檳城舉辦「華夷風起：

檳城文史研習營」，同時安排於研習營結業典禮後，舉辦基金會成立 30 周年

之第 9 場系列講座，邀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王德威擔任主

講人，主題為「華夷故事：從檳城開始」。第 10 場講座邀請本會董事暨美國

學術團體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主席余寶琳

教授擔任講者，由本會與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並擬於

9 月 5 日假該校舉行。 

2.本會余董事寶琳於 2003 年出任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主席，在服務滿 16 年之

後，已於今年 6 月榮退。余董事在位期間，致力於推動並補助人文學科研究、

為漢學研究發聲，因此余董事擔任 ACLS 主席期間的申請件數大幅成長，已

有超過 4 百位學者獲得補助，研究成果亦皆有優異表現。ACLS 成立至今滿

100 年，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學術團體之一，多年來與本會建立密切合作關

係，學術影響力深遠。在余董事的帶領之下，ACLS 也展開一連串的創新計

畫，積極與不同國家的學者及機構產生連結，並將學術與公眾接軌，奠定了

ACLS 在下一個世紀持續為人類社會提供學術服務的走向。ACLS 為了延續

余董事的精神，因此擬於余董事退休之際設立「余寶琳獎助基金」（Pauline Yu 

Fellowship Fund），並針對從事漢學研究及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者及學生進行

補助，以感念余董事對於 ACLS 的付出，可預期該獎助基金對於全球的漢學

研究將有相當大的助益。 

3.本會今年舉辦之暑期研習營共有 4 個，包括（1）臺灣大學中文系高嘉謙教

授與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合作，於 108 年 7

月 7 日至 13 日假馬來西亞檳城舉辦主題為「華夷風起：檳城文史研習營」

之研習活動；（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教授、華中師範大學中國

近代史研究所鄭成林教授與長春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韓東育教授共

同籌劃，於 7 月 7 日至 14 日假長春東北師範大學舉辦民國史研習營，主題

為「近代中國的區域發展與政治、文化變遷」；（3）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王明珂所長、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王德威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中

文及歷史學系李孝悌主任與廣州中山大學合作，於 8 月 4 日至 16 日舉辦以

「閩粵•海洋」為主題之第 9 屆歷史文化研習營，以及（4）中央研究院社

會學研究所章英華教授與陳志柔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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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翼院長，以及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建新教授合作籌劃，於 8 月 21 日

至 26 日假蘭州大學舉行社會學研習營，主題為「族群、鄉村與區域差異」。 

 

三、各項計畫補助 

本會補助各項計畫，近期完成計畫、相關出版品如下： 
1.德國明斯特大學漢學與東亞研究所安然（Annette Kieser）教授執行之出版補

助計畫「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Appreciation: New Aspects of East Asian 

Lacquer Wares」已完成，並於 108 年出版由 Patricia Frick 教授及安然教授共

同編輯之英文專書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Appreciation: New Aspects of 

East Asian Lacquer Ware (Leiden: Brill, 2018)。 

2.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李毓中教授與菲律賓聖多馬斯大學之 Regalado Trota 

José 教授共同執行之國際合作出版補助計畫「《閩南－西班牙語歷史文獻叢

書》出版計畫」已完成，並於 108 年出版由李毓中教授與 Regalado Trota José

教授等共同編輯之辭典手稿 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 I: 

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新竹：國立清華

大學出版社，2019）。 

3.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執行之出版補助計畫「From Archaism to 

Antiquarianism: Antiquity in Song Culture」已完成，並於 108 年出版由陳雲

倩（Yun-Chiahn C. Sena）教授所撰寫之英文專書 Bronze and Stone: The Cult of 

Antiquity in Song Dynast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9)。 

4.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藝術史學系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執

行之學術研討會計畫「Chu Culture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Yangzi River Basin: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已完成，並繳交成果報告、

會議手冊及研討會論文集。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獎助計畫 

2019-2020 申請需知 

 

獎助範圍：中華文化研究、華人社會研究及臺灣研究。 

申請條件：國內外學術研究或教學機構（國內地區必須具備國際合 

            作）。 

開放地區：國內、美洲、歐洲、亞太及新興地區。 

補助類別：研究計畫、資料庫建置、研討會、出版補助、系列講座及

學者補助等。 

美洲、歐洲和亞太地區另提供博士論文撰寫獎學金；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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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並提供博士後研究獎助金。 

申請日期：一、每年 10 月 15 日（研究計畫、資料庫建置、系列講座

及學者補助等類別） 

二、研討會與出版補助類每年受理兩次 

● 9 月 15 日－原則上執行時間在次年 1 月至 6 月 

● 1 月 15 日－原則上執行時間在當年 7 月至 12 月 

●基金會總部－有關國內、美洲、歐洲、亞太及新興地區申請事宜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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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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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1-703-903-7460 

 傳真：+1-703-903-7462 

 e-mail: ccknao@aol.com 

 http://www.cck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