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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研究發展處 記者: 花清荷/攝影: 許芷婕】 

 

從寫稿到審稿 從花樣年華到傑出研究獎  

 

「就閒聊啦，我也沒有什麼很有智慧的話。」莊皓鈞笑道，語調流露自在，對話氣氛如同中

午下課後，從同⼀間教室並肩⾛出的朋友，討論午餐該吃些什麼。 

 

不同於大多研究室潔白無暇的大門，在看見莊皓鈞本人前，會先在門口遇見經典電影《花樣

年華》中的蘇麗珍與周慕雲，以及怪奇紀念貼紙“Don’t mess with Texas.”、「腦子是個好東

⻄，希望你也能擁有」等「告⽰」。這些符號化圖像，像是詩意⼜精準的自我介紹，預⽰房

間主人是個能流連於香港電影，也能專注於批判思考的多面向人類，而他最正式的身份，是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亦是 113 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得主。 

 

「得獎感言喔...應該就是感謝我的研究夥伴和我的學生，他們幫我很多忙。」正面提及自己

的殊榮，看似有些靦腆，但莊皓鈞也細心剖析得獎的原因，可能在於學術服務上的貢獻。他

表⽰：「學術圈的⽣態是－－我們不缺作者，⽽是缺審稿人。」⼀般狀況下，學者大多必須

範式外的自我節奏 資管系莊皓鈞探索平衡邊界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莊皓鈞教授以「管理學二」學門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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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時間花於產出及教學，鮮少有餘裕進行沒有報酬的審稿工作，不過，莊皓鈞在擔任審稿人

及國際期刊副編輯的經驗中，發現許多隱形的好處，他表⽰：「你會看到還沒發表的東⻄，

可以看到現在還在進行中的研究內容，看到別人在想什麼和做什麼，也會看到別的審稿人的

意見。」而隨著審閱的稿件增加，審稿人也能慢慢歸納出做研究的常見問題，以及旁人大多

會提出疑慮的要點，並避免在自身的研究中重蹈覆徹。這樣雙管齊下的知識輸入，也使他在

研究中更容易抓準重點，並且發現洞見。 

 

由於是第二次獲獎，與前次相比，莊皓鈞也察覺自身在心態上的差異，不同於職涯初期大多

跟隨指導教授的研究領域，或是延伸博士時期所做的題目，如今他漸漸有能力實踐自身感興

趣的研究作品。他也坦承說道：「其實前幾年在工作有⼀些⼩波折，後來覺得還是要教好書，

做好研究最重要，所以得到這個獎，對我而言也蠻有意義的。」 

 

嚮往自由生活 踏上學術之路 

 

能在多數人無暇進行的學術服務中找到價值感，或許與他⼀貫的性格有關——不走模板、不

愛循規蹈矩。回溯莊皓鈞的求學與職涯，這份對自由的執著，早在學生時代就埋下伏筆。大

學就讀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而後赴美國德州就讀博士班，看似目標明確，他卻笑著

説：「我在政大資管讀書的時候成績很差，⽽且個性還蠻瘋的，整天都在和我的大學同學打

籃球、鬼混、玩耍和翹課。」不過，由於讀碩士班時，受到指導教授影響，激發自身對於學

術與產業問題的好奇心，進而萌生繼續往學術研究走下去的念頭。在父親身為老師的潛移默

▶莊皓鈞教授的研究室門口充滿各式海報、貼紙等裝飾，極具個人特色（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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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下，他也逐漸發掘自身對於教學的興趣。 

 

事實上，比起學者，他更像個探險家，畢竟年輕時他真正嚮往的，是自由的生活型態。談起

這點，如今他也笑著說：「那也很天真，因為不知道教授原來這麼忙。」但打從大學起，他

就對學術生活充滿好奇與想像，他回憶過去當學生時，自己對於教授們的觀察：「當教授可

以把自己關在這個小研究室裡，想躺著就躺著，想要思考就思考，若遇到難關或心情不大好，

就下去⾛⼀⾛再上來，這個自由、跟自⼰可以決定自⼰要做什麼，很吸引人。」 

 

⽽在這樣的性格下，他對於學術圈常⾒的社交模式，也有⼀套自⼰的節奏。他坦⾔在講求 

networking（發展人際關係）的學術圈中，過去也時常因不喜社交感到些許壓力，但隨著

經驗累積，他開始察覺適合自己的交友模式。「我的態度是，如果你能跟人家很好的交流，

是你的優勢，但如果不想要那麼社交，還是要先透過你的發表，建立自己在特定主題上的名

聲。」他認為，用作品說話，並且在交際與個性中找到平衡更為重要，若因此找到幾個具有

深刻默契的知心研究夥伴，也是另⼀種特別的收穫。 

 

察覺跨域異常 探索商業人文 

 

資訊管理作為跨越文理、同時注重產業與學術雙向互動的領域，當中的學者們勢必時常需要

面臨光譜兩端的相似與矛盾。他提及：「我覺得做研究真正好玩的，是發現這個世界的數據

或客⼾的行為，和理論上認知的很不⼀樣，這時候就出現⼀個異常。」近期，莊皓鈞正在進

▶研究室中，也不乏過去的研究及學術編輯獎項等，為過往努力留下紀錄（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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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國科會研究計畫《實證作業管理中的理論發展與模型建構：機器學習觀點》這項計畫的源

頭，便是來自他過去研究中發現的異常案例。 

 

他回憶道，在職涯早期，他曾經與同事、學生組成團隊，擔任著名半導體通路商的顧問，協

助其解決模組需求預測問題。然⽽，⼀開始認為問題相對容易，便使用傳統的時間序列預測

方式處理，沒想到成果令人大失所望。後來，他與團隊決定改變思路，使用機器學習的創新

方式，重新面對及處理問題，後續在學術上做出貢獻度，成為人生中印象深刻的研究經歷，

也激發他近期對於機器學習研究的好奇心，他表示：「我過去的訓練主要在於決策，因此這

次想透過機器學習的手法，知道這些數據如何幫助我做決定。除此之外，也好奇能不能用機

器學習的特性發現 X、Y 之間比較不明顯的關係，做研究方法面向的探索。」 

 

與此同時，他也注意到，目前大多企業都依賴精密的數據或傳統方法做預測，希望能更為科

學的做出對公司最有效益的決定。而事實上，大多企業主仍然會對預測結果產生疑慮，即使

在產出預測後，仍然無法有信心地做出決策，因此他也好奇地說：「我也想知道如果人有⼀

些隱私資訊，那要怎麼跟 AI 的建議去做整合和調整，可以達到比較好的效果。」希望未來

的研究案能夠更多地探討人的心理層面，甚至延伸至－－如今大多營運策略均考量利潤最大

化，那應該如何考量員工心理的幸福感、安全感等，更為人文取向的研究問題，期待能夠在

商業與人性之間，找到重要的平衡點。 

 

找尋二元支點 注重人性本質 

 

找到重要的平衡點，或許是莊皓鈞人生中最主要的研究問題。包含產業與學術、商業與人文，

以及喜歡與擅⻑，「其實有時候我也會想自⼰要不要寫⼩說，但看看自⼰寫的東⻄會覺得，

欸我不是那塊料。」訪問接近尾聲時，他這樣說。在所有的職業角⾊與頭銜背後，都藏著⼀

個有著喜好、感受與情緒的人，對於熱愛電影、音樂、小說的莊皓鈞而言，他清楚地感受及

理解這項矛盾與掙扎，他說：「人生最理想的當然就是找到你的優勢和你最喜愛的，但我的

經驗是比起最喜歡的放第⼀，能在你不討厭的領域，找到你有相對優勢的反而最重要吧。」 

 

此外，擔任教職多年，接觸無數學生，他也分享自己對於學生的觀察。對他而言，比起似錦

的前程，更重要的仍是學生的身心健康，尤其如今社群文化興盛，年輕族群越發焦慮，對此

他也幽默地表⽰自⼰的看法：「看看我浪費多少年的青春，或之前當兵當⼀年多，在裡⾯你

只能儘量放空，各位，人生需要適當的放空。」另外，他也不斷強調認識自己的重要性，畢

竟唯有了解自⾝的優劣勢，才能更透徹地知道自⼰的「能」與「不能」，進⽽做出人⽣下⼀

階段的決定。 

 

如今，這段自我探索，成了他面對各種選擇與矛盾時最篤定的答案。畢竟無論是利潤與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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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與研究、教授與⼩說家，背後的核心始終如⼀，如同他強調：「最重要的是你的本質是

什麼，你是不是⼀個好的人類，對我來講就是這樣，你就真誠地做你的事情。」將純粹、真

摯作為支點，就能在範式之外，以自己的節奏，穩穩地走在那條無形的平衡線上。 

 

 

 

 

 

 

 

 

 

 

 

 

 

 

 

▶比起探討商業領域的利潤最大化，莊皓鈞教授對於人文議題、小說創作也具有濃厚的興趣與熱愛

（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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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校內外學術研究補助與獎勵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計畫徵求 

 

計畫名稱 校內截止日期 

2026-2027 年度臺灣-以色列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14 年 5 月 6 日（二） 

  下午 5 點 

國科會與歐盟同步徵求 2025 年「材料與電池技術研究暨創新計畫（M-

ERA.NET-3）」 

 （暫定）114 年 5 月 13 

  日 12 時（CET） 

國科會與斯洛伐克科學院（簡稱 SAS）共同徵求 2026 年臺斯(NSTC-

SAS)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14 年 5 月 19 日（⼀） 

  下午 5 點 

2026-2027 年臺日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14 年 5 月 21 日（三） 

  下午 5 點  

114 年度「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 
 114 年 5 月 23 日（五） 

  下午 5 點  

2026-2027 年臺德（NSTC-DAAD）雙邊合作研究人員交流互訪計畫 
 114 年 6 月 2 日（⼀） 

  下午 5 點 

115-119 年度「補助基礎研究核心設施共同使用服務計畫」 
 114 年 6 月 10 日（二） 

  下午 5 點 

國科會與韓國國家研究基金會（NRF）共同徵求 2026 年雙邊協議國際

合作研究計畫（2 年期） 

 114 年 6 月 16 日（二） 

  下午 5 點 

2026 年「臺法幽蘭計畫（Orchid Program）」 
 114 年 6 月 25 日（三） 

  下午 5 時 

2026-2027 年臺波（NSTC-PAS）雙邊合作研究人員交流互訪計畫 
 114 年 7 月 14 日（⼀） 

  下午 5 時 

國科會與法國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院（Inserm）共同徵求 2026 年雙邊

協議人員交流互訪計畫及雙邊研討會 

 114 年 7 月 14 日（⼀） 

  下午 5 時 

成功參與歐盟跨國團隊科研暨創新計畫（隨到隨審） 

 本計畫徵求期間：自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6 年 12 

  月 31 日止 

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計畫（簡稱拋光計畫） 

 隨到隨審，並應於計畫執行 

  起始日 2 個月又 4 個工作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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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計畫徵求 

 

 

學術榮譽  

 恭賀國立政治大學 114 年 3 月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之師生論著共計 53 篇，文學院 5

篇、理學院 6 篇、社會科學學院 12 篇、法學院 1 篇、商學院 11 篇、外國語文學院 3 篇、

教育學院 8 篇、創新國際學院 1 篇、資訊學院 6 篇、選舉研究中心 1 篇、心智、大腦與學

習研究中心 2 篇、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1 篇、東南亞研究中心 1 篇。請參考以下網址：

https://reurl.cc/9D1pVx 

 

 學術與實務活動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訊】研究發展處預計於 4 月 28 日（星期⼀）舉辦「研究倫理線上管理及審查

系統」操作說明會，由研究發展處研究倫理行政辦公室行政同仁負責講解，針對系統功能項

⽬及操作⽅式，提供申請審查之團隊包括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研究助理及學⽣，採⼀

人⼀機⽅式進行實際操作說明。刻正接受報名中，請⾄國立政治大學線上報名管理系統報名

參加，網址：https://bit.ly/4iFnpD8。 

 

 學術與實務活動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政大辦公室 

【台聯大政大辦公室訊】臺北榮⺠總醫院與國立政治大學於 10 日共同舉辦「北榮政大研究

合作交流會」，希望促進雙方學術研究與臨床應用，此次共有國立政治大學 10 位老師、臺

北榮⺠總醫院 13 位醫師共襄盛舉。與會人員交流互動熱烈，雙⽅透過簡報分享專⻑，討論

未來跨域合作的契機。 

計畫名稱 委託/補助機關 校內截止日期 

114 年度委託研究主題及其研究重點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研究所 
 114 年 12 月 31 日（三） 

114 年度委託研究主題及其研究重點 

（網址: https://reurl.cc/OYGMKA）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研究所 
 預告主題 

預先揭露部分 114 年度委託科技計畫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 
 預先揭露年度委託計畫 

https://reurl.cc/9D1pVx
https://reurl.cc/OYGM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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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總由醫學研究部部黃怡翔主任主

持，他回顧「榮台聯大合作計畫」自 2004

年啟動以來，已邁入第 21 年。國立政治

大學於 2021 年正式加入，積極參與神經

醫學、精神醫學、法律實務等多項計畫。

黃怡翔主任指出，雙方可望在 AI 應用、

生物資訊、醫療政策、職業傷害防治、空

氣污染疾病等議題拓展更多合作可能，

「這些主題雖看似與傳統臨床不同，但

正是未來醫學發展的關鍵」。 

帶隊赴臺北榮⺠總醫院的國立政治大學

徐士勛研發⻑表示，國立政治大學雖以

人文社科⾒⻑，實則擁有豐富的跨領域

研究能量。學校近年投入老年醫學、語言

障礙、心理睡眠、健康政策等健康醫療議

題，並整合統計、商學、社會科學等學術

領域。這次有 10 位不同學院與專⻑的老

師參與，展現國立政治大學在跨域研究的

學術成果。「我們期待這次交流會的未來成果，不只是產出論文或專案，更能實質影響社會，

將研究運用於實務中，回應公共健康的挑戰」。徐士勛強調，研究發展處將鼓勵更多國立政

治大學老師與北榮組成研究團隊，爭取國內外資源，共構跨域研究。 

首先由臺北榮⺠總醫院醫師提出多項研究構想。胸腔內科主任周昆達醫師專⻑是睡眠醫學與

呼吸重症，與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楊建銘教授也有合作經驗。他分享睡眠呼吸障礙與高血

壓、心律不整等共病關聯的研究成果。他期待未來共同深入探討疾病風險與個別化治療成效，

推動從臨床到社區的整合照護與政策研究。 

胸腔內科的蕭逸函與蘇剛正醫師同為呼吸道疾病研究團隊，專⻑為慢性呼吸道疾病與重症醫

學等。蕭逸函指出臺北榮⺠總醫院在呼吸道領域擁有國內最完整的資料，會前與國立政治大

學統計學系楊素芬教授對話後，認為雙方在空污與疾病關聯研究上有合作的潛力。蘇剛正醫

師也關注慢性呼吸衰竭對家庭與社會的⻑期影響，期望與國立政治大學合作推動健康政策與

照護研究。他們已經發現 PM10 濃度升高與氣喘藥物使用頻率呈現相關性，希望結合北區

空污資料庫與政大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優勢，從單純醫病關係研究，深化公共政策分析，探

討疾病負擔與社會經濟的影響。 

醫學研究部研究員楊德明則分別針對空污與呼吸道疾病、鉛毒影響與可攜式測鉛儀開發、慢

性病管理等主題分享研究成果，並提出與國立政治大學統計分析團隊的合作想像。職業醫學

與臨床毒物部楊振昌主任則進⼀步將對話延伸⾄法律與科技的交會，他分享藥物風險評估、

▶臺北榮⺠總醫院醫學研究部黃怡翔部主任與國立政大

學研究發展處徐士勛研發⻑皆表示，希望雙方能深化合

作研究（照片來源：北榮醫學研究部）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307/part_19447_4770730_58654.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307/part_19447_4770730_58654.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307/part_19447_4770730_5865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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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鑑識與 AI 預測模

型的應用潛力，並提

及與國立政治大學法

律學系已有初步合作

經驗，未來可望深化

AI 倫理與風險政策研

究。 

最後，社會工作室溫

信學主任指出，臺北

榮⺠總醫院社工室的

服務聚焦於臨床病患

及其家庭，特別是在癌

症病人照護方面，期待未來能與國立政治大學師生共同探討「疾病適應」、「心理韌性」等

⾯向。隨著⻑照政策進入 3.0 階段，照護重心已由機構轉向社區與家庭，未來聚焦在家庭照

顧者的壓力與調適。 

國立政治大學老師積極回應臨床需求與實務挑戰。此次分享涵蓋人工智慧醫療應用、語音研

究、醫學影像應用、醫療統計模型、國際醫療政策、農業職災與傳播策略等領域，高度展現

跨領域學術研究的潛力。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羅崇銘副教授希望透過技術協助解決臨床人力資源壓力，針對醫療

影像定位困難與人工標註負擔問題提出 AI 解決方案。統計學系吳漢銘副教授則介紹醫學影

像分割、基因資料分析與資料視覺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並提出將高維度表格資料影像化，以

利 AI 模型進行深度學習與預測分析，具高度跨領域整合潛力 

醫院永續經營是現在的重要趨勢，楊素芬教授⻑期進行環境與醫療資料整合研究，提出結合

氣候變遷、能源消耗、空氣污染與醫療活動量的分析模型。她期望透過手術次數、電力使用

等實際指標，進⼀步提升疾病預測與公共衛⽣治理的精準度，減少⽣態⾜跡，有助醫院管理

者、政策制定者推動環境永續實踐和綠色醫院的發展。 

語言學研究所萬依萍特聘教授分享語音訊號處理領域的多年研究，從早期資料庫建構到近年

與 AI 結合進行語音辨識，對中文語音障礙辨識準確率高達 90%。未來將結合 MRI 與 EEG

腦影像，建構語音與神經對應的模型。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杜容玥副教授則指出。她正

構想醫學華語教材與 AI 語⾳輔助工具，協助新住⺠、外籍照護者與患者溝通，提升醫療可

近性與資訊平等。她亦計畫與醫界合作，發展語言障礙與神經疾病的早期評估機制 

職災與醫療外交也是近來在醫療領域中的新興主題。新聞系汪文豪兼任助理教授⻑年關注⽣

態環和農村勞動。他指出，臺灣⾼齡農⺠缺乏⾜夠健康與職業傷害保護，建議未來建立農業

醫療照護的政策網絡。國際事務學院楊文琪教授特別分享她在帛琉的醫療援助研究，探討當

▶與會醫師與師⻑合影留念（照片來源：北榮醫學研究部）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307/part_19447_1907454_6908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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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眾對臺灣醫療團隊的觀感與政策建議，並延伸⾄對藥品產業與環境治理效率的比較研

究，有助於深化醫療外交策略。 

隨著新媒體的普遍應用，正確的醫療訊息傳播至關重要。傳播學院林翠絹特聘教授曾於疫情

期間參與健康訊息追蹤與數位落差研究。她關注⻑者與弱勢族群進行健康資訊接收與科技採

納的理解與信任。資訊科學系謝佩璇副教授則結合社會網絡分析、心理行為預測與互動動畫

設計，期待將數據與教育科技應用於健康教育、公衛素養與資訊平權的推廣。 

媒合會特別安排分組交流，臺北榮⺠總醫院醫師與立政治大學老師就各自領域，深入對話交

流，從臨床問題、資料應用、政策意涵到社會照護等面向，彼此請益。（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文學院 

【文學院訊】文學院國際漢學碩博士專班與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辦公室合作，邀請德國國

家科學院院士朗宓榭（Michael Lackner）教授擔任第五屆客座講座教授，於 2 月 24 日至

3 月 24 日上午舉行「Philology and Esotericism: Global from the Outset orSubject to 

Globalization?」系列講座，並於下午開設「語文學（Philology）的比較研究：國別傳統與

全球視野」密集課程。 

▶臺北榮⺠總醫院及國立政治大學老師交流研究心得（照片來源:台聯大政大辦公室）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307/part_19447_6917052_58655.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307/part_19447_6917052_5865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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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宓榭教授在 3 月 17 日上午「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Prospero 

Intorcetta and François Noël's Translations of the Zhongyong」的演講中，先接續了 3

月 10 之演講主題「lobal Study of the Analects -- Translations and Commentaries of the 

Analects in European Languages」，授透過語文學的視角，比較了不同語言版本的《論語》

翻譯。由於儒家的「仁」和「禮」在⻄⽅文化中沒有直接對應的概念，朗教授便借用⾳樂術

語「復調」來比喻不同版本的翻譯。朗教授提到，不同譯者在各自的文化、語言背景下，對

於「仁」和「禮」的意涵，進行了多層次和多向度的翻譯，他更展示了《論語》資料庫，收

集了四十種語言以上的《論語》翻譯版本，並介紹「仁」、「禮」、「朋」三個關鍵概念的不同

解讀。由於仁、禮、學等核心概念意義相當豐富，即便譯者盡最大的努力克服文化、語言、

歷史、宗教隔閡，填補了原著和讀者之間的空白，但讀者和譯者受限於語言、文字和文化背

景，能夠把握的知識始終有限。然⽽外部視角卻能供啓發性的思路，豐富人們對概念的理解，

因此朗教授以「跨文化翻譯與古典文明對話」作結，指出跨文化翻譯的視角能成爲古典文明

對話的基礎，凸顯了翻譯研究的重要性。 

 

此次朗教授舉行之系列演講活動吸引了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參與，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王汎森院士、張谷銘院士、宗教研究所林敬智教授以及校外學生，分別從性別、宗教、

傳統經學等範疇，與朗教授進行對話。朗教授在此次的演講中，再次重申翻譯的有限性：包

含不同時代、文化背景賦予翻譯的不同特性，但同樣達到了豐富意涵的效果。朗教授的演講

整理了儒家思想在國際漢學的注釋傳統，也介紹《論語》翻譯研究的意義和方法，激發了對

未來翻譯實踐與學術研究的更多思考。 

▶ 德國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漢學系講座教授朗宓榭 Michael Lackner（前⼀），於羅家倫講

堂舉行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系列演講（照片來源：文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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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教授在 3 月 17 日「語文學（Philology）的比較研究：國別傳統與全球視野」密集課程

中，接續前兩周關於「神秘主義/Esotericism」的演講，深入探討了來自不同文化傳統的神

秘主義思想與實踐，並提供了許多具體的案例，例如薩滿教、諾斯底與卡巴拉神秘主義、新

異教、威卡、煉金術等，展現了神秘主義的多樣性和共同特點。朗教授強調，神秘主義在許

多文化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反映人們對自然的理解，以及靈性的發展和重要性。在現代化

的過程中，當科學強調理性，神秘主義似乎失去了正當性⽽消弭，但事實上它在⻄⽅文化中

仍是隱秘的伏流，對⻄⽅宗教、哲學等文化思想均有深遠的影響。朗教授講授結束後，參與

課程的學生踴躍提問，就「神秘主義」的翻譯與意涵、與理性主義的關係、以及卡巴拉神秘

主義的實踐等面向，與朗教授進行了深入討論。 

 

密集課程的最後，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哲嘉教授，在 3 月 24 日與朗教授、周志

煌教授以「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esotericism and/or“minor ways”小道」為題

進行了對談。張哲嘉教授整理了中文學界中關於「神秘主義」的討論，指出戰前中文世界對

「科學」的定義和界線比較寬鬆，並未如⻄⽅世界般排斥神秘主義。事實上，神秘主義在傳

統上被攝於「⼩道」的範疇内，以「術」的形式進行社會實踐，如醫術、胎教、命理占卜等。

雖然「小道」的話語權被現代理性主義壓制，卻展現出積極收編「科學」的傾向；論者更會

融合中、⻄、日三地的實踐和知識，相互印證，以求取社會肯認。 

▶ 學生把握課間短暫休息時間，向朗宓榭教授（中）、中國文學系周志煌教授（左）

請益、交流（照片來源：文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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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最後，討論氣氛相當熱烈，三位教授與學生們積極分享各自的觀點和經驗，針對科學與

政治權威的結合，進⼀步反思神秘主義或「⼩道」的發展和内涵，也揭露了未來研究更多的

可能性。在為期五週的密集課程，朗教授展示了神秘主義的多元實踐，並藉著跨文化比較的

方法，把相對陌生的「神秘主義/Esotercism」研究，引進到「東方」學者的視野中，鼓勵

學生乃至於漢學學術圈，從更寬廣的角度，思考文化、宗教、哲學等問題。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哲嘉副研究員以「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esotericism and/or "minor ways" 小道」為主題進行分享（照片來源：文學院） 

▶ 德國國家科學院朗教授（前左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哲嘉教授（前右⼀）與中國文學

系周志煌教授（前左⼀）課後與合影（照片來源：文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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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訊】文學院國際漢學碩博士專班於 3 月 17 日至 20 日舉行「日本視野下的日本與

中國近現代史」密集講座課程，邀請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中村元哉教授、山口輝臣

教授與慶應義塾大學理工學部山口早苗専任講師，分享他們關心的議題與研究成果。 

 

密集課程⼀開始，由中村元哉教授展開首講。中村元哉教授回顧日本學界對中國近現代史的

研究歷程，說明日本對中國研究的潮流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從 1945-1960 年代日

本學界出現「中國獨特性」的辯證，發展到 1960-1980 年代，有鑑於中國共產黨的成功，

以「革命思想」

為主的研究蓬

勃發展，到了

1980-2000 年

代，反省過去

革命史觀的侷

限，進而關注

過去相對不足

的中國國⺠黨

與⺠國時期研

究，並從全球

史的角度重新

檢視近現代中

國的發展。進

入 2000-2010

年代，日本學界

試圖在獨特的中國與世界的中國，兩種不同研究路徑中取得平衡。上述回顧之後，中村教授

說明中華⺠國建國⾄ 1949 年的⺠主主義發展，特別是關注憲政制度在中國近現代史中，即

使緩慢，但仍然有所發展的過程。最後，介紹近期對於中華人⺠共和國的研究，期望了解

1980 年代的中國為什麼選擇走向與蘇聯、東歐國家不同的發展路線。 

 

在中村元哉教授之後，接續由山口輝臣教授主講。山口輝臣教授從「近現代」、「現代」、「近

代」等名詞切入，說明這些名詞進入日本的過程，並隨著擁護者的解讀，逐漸發展成不同史

觀，但共通點是強調「近代」的正面價值。接著，山口教授以明治天皇頒佈的「教育敕語」

來說明日本戰前立憲政治的發展。當時日本選擇以皇室為中心，由天皇頒佈「教育敕語」來

推動世俗道德，藉以支撐立憲政治的發展，進而讓日本成為「開明國」。最後再介紹日本重

要的企業家與慈善家渋沢栄⼀，過去的研究多注重他在經濟⽅⾯的影響⼒，⽽山口教授則關

注他在慈善方面的努力，這位在明治時期活躍的慈善家，很早便開始投入慈善事業，致力於

減少「窮⺠」，並將這種「社會責任」的思想拓展到他的人際網絡，不過，晚年的渋沢對於

▶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中村元哉教授（照片來源：文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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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業的想法有所轉變，有鑑於社會快速變化對日本社會帶來的負⾯影響，造成「窮⺠」

不減反增，渋沢認為政府必須針對社會問題投入資源與努⼒。 

 

 

課程的壓軸，山口早苗講師從文學的部分，關注⽣活在戰爭時期（特別是汪精衞政權）的中

國文學家。山口早苗講師⾸先介紹汪精衞政權研究的發展，從強調「服從」逐漸轉為採取「合

作」觀點的研究，並以義大利學者 Primo Levi 提出的「灰⾊地帶」概念出發，思考汪精衞

政權的研究。山口老師以陶亢德為例，說明中日戰爭時期中國文人生活的困境，陶亢德主持

《中華週報》期間，致力於發展出版事業，讓這本刊物的內容開始較為多元，政治性言論減

少許多，陶亢德的經歷反映曾在汪政權服務過的人，展現出來並不是「合作」、「抵抗」框架

可以輕易定義的，對於這⼀類「灰⾊地帶」的狀況有待進⼀步研究。除了陶亢德，山口老師

也分享了日本學術機構（東洋文庫）所收集的各類戰前與戰後的中國遊記，這些遊記反應日

本與中國之間的往來，並沒有因為冷戰而中斷，而是戰前、戰時與戰後都有互動，是研究中

日關係相當重要的史料。 

▶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山口輝臣教授（中）課後與台灣史研究所所林果顯副教授（右五）、

學生合影（照片來源：文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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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老師的演講，圍繞 19 世紀中葉後中國與日本近代化的發展，山口輝臣教授關注日本國

內的變化，在立憲政治推動的過程，帶來的正面與負面影響；中村教授將焦點放與日本同⼀

時期發展的中國憲政制度，作為日本立憲政治研究的參照對象，山口早苗講師關心在中日戰

爭下的中國文人，以此了解日本與中國互動的另⼀⾯向。此次密集課程透過三位老師的介紹，

臺灣學生得以了解日本最新的研究趨勢與框架。但如同課堂討論時的反思，過去臺灣作為日

本殖⺠地，被當時的日本視為近代化「成果」之⼀，其中的角⾊，值得未來進⼀步研究 

▶ 慶應義塾大學理工學部山口早苗専任講師（照片來源：文學院） 

▶「日本視野下的日本與中國近現代史」密集講座課程開課教師台灣史研究所薛化元教授（後

中），為山口輝臣教授之專題進行引言（照片來源：文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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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訊】文學院國際漢學碩博士專班於 3 月 21 日至 4 月 7 日舉行「出土簡牘與秦漢

社會生活」密集講座課程，課程由中國文學系林宏明教授開設，邀請日本岩手大學平泉文化

研究中心廣瀨薰雄教授、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游逸飛副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顏世鉉教授與劉欣寧教授等多位學者舉行講座課程，內容涵蓋簡牘研究方法、邊疆醫療文書、

祝由方與符咒醫術、法律制度與婚姻家庭，以及秦始皇形象等多元主題。課程吸引校內外師

生踴躍參與，課堂討論熱烈，激盪出豐富的學術思辨與研究啟發。 

 

 

 

 

 

 

 

 

 

 

 

密集課程首先在 3 月 24 日由廣瀨薰雄教授主講。廣瀨教授為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

究科博士，曾任中國復旦大學出⼟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員，⻑期專注於中國古代法制

史與出土文獻研究，學術視野橫跨中、日兩國。課程⼀開始，廣瀨教授以「日本學者看漢簡：

古文書學的研究⽅法」為題，從古文書學角度探討簡牘文書的結構與研究策略，介紹⻄北漢

簡的主要出土地點與文類演變，並評介日本簡牘學界的發展脈絡與方法論傳承，勉勵學生善

用當代資料與科技資源，開拓新的研究視野。隔日，廣瀨教授延續簡牘研究視角，以「邊疆

吏卒看醫⽣：⻄北漢簡中的病假申請書和醫書」為題，聚焦居延與敦煌地區出⼟的涉醫文書

與醫書，講授內容涵蓋病假申請（病書）、病卒名籍、視事書、爰書及藥材使用紀錄，呈現

出漢代邊疆社會中軍政機構與醫療實踐之間的互動結構。廣瀨教授分享結束後，課堂學生針

對簡牘之書寫格式、抄件必要性與傷病記載等問題發問，廣瀨教授則以文書制度及文獻類型

回應，並指出異常病例有待進⼀步從考古醫療史的角度深入探究。 

▶ 密集講座課程開課教師中國文學系林宏明教授引言主講（照片來源：文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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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游逸飛副教授，接續在 3 月 26 日主講「由小見大——在帝國邊疆的

木簡中追尋『秦始皇』的蹤跡。游逸飛副教授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研究專⻑包括戰國秦漢史、戰國秦漢出⼟文獻與圖象資料，以及地⽅行政與社會制度之重建，

擅⻑結合簡牘與⽥野資料分析基層社會結構與帝國統治技術。此次演講以「由⼩⾒大——在

帝國邊疆的木簡中追尋『秦始皇』的蹤跡」為題，從里耶秦簡切入，探討秦代政令如何透過

簡牘在邊疆社會中具體實施，並分析「書同文」、「更名方」、「上皇廟」等統治象徵的地方展

現。講者並結合遷陵縣之地理、交通與政治角色，指出秦朝透過行政建設與軍事部署達成邊

疆治理。提問環節中，針對簡牘中數字、出土環境與宗教儀式等問題，游副教授結合文物科

學與政治文化進行說明，展現考古文獻與制度史互證的研究取徑。 

 

 

 

 

 

 

 

 

 

 

▶ 日本岩手大學平泉文化研究中心廣瀨薰雄教授（前排左四），於課後與師生共同合影（圖

片來源：文學院） 

▶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游逸飛副教授（圖片來源：文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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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課程的第四講次，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顏世鉉研究員主講，顏研究員之專⻑為

新出土戰國、秦漢簡牘與傳世古書的校讀與異文比較，研究風格注重實證與訓詁兼備，⻑年

致力於古書傳承脈絡與出土文獻詮釋的對話，在 3 月 27 日的演講中，他以「秦漢簡帛中的

祝由方看當時的相關醫療方式」為題，從《黃帝內經》、《玉篇》等古籍進行「祝由」訓詁，

並延伸至北京大學藏秦簡牘、周家臺秦簡與馬王堆帛書等出土醫方文獻，討論象徵性醫術與

儀式語言的交織意涵，尤其關注「說話即療癒」的文化觀念。在課後的討論中，針對學生提

出對祝由方在歷代醫書中出現與消失的問題，顏教授強調宗教轉型與知識層詮釋在醫療文化

中的影響，啟發學生以跨領域觀點深化對祝由術的理解。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顏世鉉副研究員（圖片來源：文學院） 

▶ 顏世鉉教授（前排左四）課後與師生合影（圖片來源：文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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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課程的第五講次，則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劉欣寧副研究員主講，劉副研究員為

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歷史文化學博士，⻑期研究秦漢出⼟法律與行政文書，特別關注法

令與社會實踐間的互動關係，並探討政治權力如何滲透與重塑基層結構。在 3 月 28 日的密

集講座課程中，他以「從簡牘看早期中國的婚姻與家庭」為題，聚焦嶽麓秦簡《為獄等狀四

種》中「識劫案」等文本，透過逐字釋讀與文書類型分析，重構家戶結構、婚姻形態與審理

制度。課程以問答互動方式進行，學習氣氛熱絡。劉副研究員通過深入講解「不券」、「旁

律」、「更名方」等術語，並結合史料考證與制度比較，使學生能在實作中掌握釋讀技巧與

研究方法。學生亦就墓葬中法律文書的出土背景提出問題，劉副研究員指出，其意涵可能介

於身分象徵與文書保存之間，值得從埋葬習俗與社會記憶角度持續探究。 

 

此次「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生活」密集講座課程，不僅展現國際學者與本地研究者在簡牘研

究領域的多元視角與深入對話，也透過豐富的課程安排與專題講授，帶領學生跨越文獻與現

場、古籍與田野的學術邊界。講座內容涵蓋法律、醫療、社會制度與文化象徵等層面，充分

體現簡牘研究與歷史實證、跨領域思維的結合。隨著課程圓滿落幕，參與學生皆表示獲益良

多，對秦漢時代的社會生活有更立體而深入的理解，亦為後續研究打下厚實的基礎。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欣寧教授（右⼀）與學生以問答互動進行（圖片來源：文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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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訊】近年戰爭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議題。社會科學學院在 3 月 26 日

的 PPESA 大師講座中，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蕭高彥院士，以「現代

⻄⽅國際政治思想對戰爭的反思」為題發表演講。 

 

蕭高彥院士首先介紹了⻄洋政治思想當中對於「戰爭」的理解。古羅⾺時期的⻄塞羅認為，

戰爭以正義為本，以和平為目的。在自然界當中，獅子以暴力，狐狸以欺騙彼此爭鬥。動物

之間的爭鬥不適合人，因此人的戰爭應該遠離動物式的鬥爭，以協商來解決爭端。文藝復興

時期的⾺基維利挑戰⻄塞羅的理解，⾺基維利認為君王應該盡可能避免戰爭，然⽽在必要的

時候，君王也不應該躲避戰爭的罪惡之途，戰爭包括法律與武力的鬥爭。君王在戰爭當中應

該像獅⼦⼀樣勇猛，像狐狸⼀樣狡猾。近代早期的霍布斯則是指出，戰爭並不只是戰鬥。在

《利維坦》當中，霍布斯表明，構成戰爭狀態的關鍵是「爭鬥的意願」（will to contend）。 

 

講座接著從理論思考的角度出發，提出政治哲學當中思考戰爭的相關問題，包括首先，戰爭

狀態當中，何者屬於正義的⼀⽅？其次，誰應該成為戰爭的仲裁者？第三，如果正義的⼀⽅

戰敗，那麼是否應該再藉由戰爭恢復正義？ 

 

蕭⾼彥院士藉由三名歐洲思想家的論述，逐步探討上述的三道理論問題。⻄班牙的法蘭⻄斯

科‧維多利亞（Francisco de Vitoria）重視自然法權（jus naturale）。維多利亞認為，正義

之戰僅限於保存人身與財產、報復所受到的損害、建立和平及安全。維多利亞受到天主教決

疑論的影響，主張戰爭狀態當中通常只有⼀⽅是正義。戰爭的仲裁者應該由勝利的⼀⽅擔任，

負責戰後和平的建置安排。義大利的真蒂利（Alberico Gentili）與⾺基維利⼀樣重視國家理

性。真蒂利認為正義之戰必須具備兩項條件：首先，交戰的雙方必須符合法律形式，例如公

告宣戰。其次，交戰雙方必須透過正規戰的模式決鬥。真蒂利認為交戰的雙方可能同時都是

正義。戰爭的仲裁與戰後和平的安排，應該透過「訴訟的法學論壇」（ligation of the Forum）

達成。在訴訟的法學論壇當中，交戰雙方盡力提出可能的原因替自身辯護。荷蘭的格勞秀斯

（Hugo Grotius）首先區分公戰與私戰。私戰是國家以外的行為者相互交戰。所謂的公戰，

則是國家之間的正式戰爭。格勞秀斯認為在公戰當中，交戰的國家應該盡可能節制暴力。格

勞秀斯的義戰論除了重視自我保全，也強調財產權的維護與損害的賠償。 

 

以⻄⽅政治思想對戰爭的反思⽽⾔，蕭⾼彥院士指出值得重視的三大趨勢。⾸先是戰爭人性

化。在⻄洋政治思想家的眼中，戰爭應該脫離動物式的爭鬥。交戰當中的雙⽅必須符合形式

上的法律程序，例如公開宣戰。其次，戰爭人性化的思考與文明觀相互結合。格勞秀斯認為，

歐洲的基督教國家構成了文明國家的核心。文明國家之間的戰爭應該禁止投毒，也應該禁止

奴役戰敗者。最後，戰後的安排以戰勝⼀⽅作為仲裁者為主流。由於國家之間缺乏更⾼的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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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者能夠實行制裁（sanction），所以國際法在實際運作中，更接近國家之間交戰的道德原

則。 

 

蕭高彥院士也回應政治學系陳建綱教授、國家發展研究所魏玫娟副教授、政治學系周家瑜等

與會師⻑的提問。以永久和平的議題⽽⾔，歐洲思想家認為國家可以富強，可是富強的國家

不宜過度擴張權⼒。雖然國家之間缺乏更⾼的仲裁者，但是歐洲思想家對於「⼀國主宰全歐

洲」的普世帝國仍

然抱持疑慮。以近

年國際社會的情勢

而言，俄烏戰爭促

使更加重視自我防

衛的議題。自我防

衛除了涉及軍備支

出，更關係到冷戰

之後歐洲國家之間

制度的調整。未來

歐洲政治的發展與

政治哲學的走向，十

分值得注意。（摘錄

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法學院 

【法學院訊】法學院財經法學中心於 3 月 21 日邀

請奧克拉荷馬大學法學院 Prof. Timothy T. Hsieh 

謝韜（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以「The Galatean Paradox: Gen AI as Tool, Artist 

or Both」為題，進行學術演講，由法學院沈宗倫教

授擔任主持人。演講的內容與講者的主張如下：An 

argument stating that instead of being treated 

by the law as just a tool or implement or just as 

an entity similar to a human being, Gen AI 

should be treated as both and also governed 

by a new legal doctrine that is a blend of 

existing ones. 

 
▶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蕭⾼彥院士談「現代⻄⽅國際政治思想對戰

爭的反思」（照片來源：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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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法學院訊】法學院數位經濟與競爭政策研究中心

於 4 月 8 日 邀請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張腕純組⻑與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柯天祥簡任

技正主講「線上平台打擊詐騙的法令規範與實施現

況」。活動於綜合院館北棟 13 樓法治斌講堂（線上

Webex 同步）舉行，邀請法學院王立達教授擔任

主持人。 

 

 

 

 

【法學院訊】法學院於 4 月 10 日舉辦法律倫理課程之系列演講，邀請臺灣高等檢察署蔡

逸偉檢察官以「檢察官與媒體之互動及新聞發布」為題實務分享，並邀請法學院蔡碧玉兼任

教師主持。 

 

 

 

 

 

 

 

 

 

 

 

 

 

 

▶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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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外國語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院訊】英國語文學系徐嘉慧教授於 3 月 7 日舉辦全校性專題講座，主題為「研

究——疑問至實踐」。活動由外國語文學院協辦，徐教授受邀分享其在語言與手勢研究，特

別是抽象概念表達的神經認知機制⽅⾯的豐富經驗。徐教授⻑期專注於語⾔學的跨領域研

究，並於 2012 年與 2018 年榮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此場演講不僅探討語言學的研究方法，

亦旨在促進校內研究風氣，拓展語言學的研究視角。 

  

講座由語言學研究所黃瓊之教授致開幕詞，隨後徐嘉慧教授發表演講，聚焦於語言與手勢的

關聯，探討手勢如何輔助語言表達，兩者如果都具有表意是否導致意義重疊，並強調語言研

究應從實際溝通場景出發，而非脫離語境。徐教授分享自身研究歷程，從如何設定疑問至不

同研究方法，從數據至實證，涵蓋手勢語言與意義、手勢與語言產生、手勢與大腦、跨語言

結構意義功能等議題。 

 

徐教授闡述了⼿勢的結構、分類與功能，並從⻑期的成人與兒童⼿勢研究中，探討人們的⼿

勢行為何時開始發展、手勢在語言發展中的角色，以及語言與手勢的整合時機。透過實驗數

據與影片展示，教授使聽眾更直觀地理解手勢對語言傳遞的影響。舉例來說，某些動詞概念

在不同語言中可能會以不同的手勢表達，而這些手勢提供了額外的語義線索，有助於增進對

話的理解。她還分析了中文、俄語與捷克語中的手勢使用情況，並比較其異同。 

  

徐教授強調，手勢研究涵蓋語言學、傳播學、認知心理學等多個學科，每個領域皆能為語言

使用帶來新的研究視角。她指出，這些學科的交匯使得手勢不僅是表達工具，更是理解人類

大腦如何處理語言的重要途徑。當研究者突破學科界限，從不同角度切入問題，將能獲得更

豐富的視角與發現，開啟新的學術可能性。她特別提及，好奇心是推動研究與跨界合作的重

要動力，能夠促進觀念創新與學術突破。 

  

最後，徐教授免勉勵學生勇於探索不同領域，打破學科界限，以更開放的視角審視研究議題。

她回憶到，曾有學生問她：「為什麼要研究手勢？語言本身不就夠了嗎？」對此，她回答：

「當你跨出學科的界限，你將會看到截然不同的風景。」此場演講不僅深化了與會者對語言

與手勢關係的理解，也啟發聽眾思考跨學科研究的價值，激發對學術探索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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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嘉慧教授於講座中闡述手勢與語言的互動機制，並探討其在跨學科與跨語言研究中的應用價

值（照片來源：秘書處） 

▶ 講座結束後，徐嘉慧教授與與會師生合影，交流語言與手勢研究的前沿議題，深化學術對話

（照片來源：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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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外國語文學院訊】捷克麋鹿出版社（Mi:Lu Publishing）白蓮娜（Pavlina Krámská）總

編輯暨譯者以及出版社湯瑪士．瑞杰可（Tomáš Řízek）創辦人暨插畫家，在 3 ⽉ 13 日斯

拉夫語文學系舉辦的專題演講中，與近 40 位同學深入分享捷克與臺灣文學的交流歷程。此

次活動以「用文學搭起橋樑：敘說臺灣與捷克」為主題，為參與者提供了豐富文化交流經驗，

並探討了兩國文學之間的深厚連結。 

 

自 2001 年臺灣文學首次以選集形式進入捷克以來，捷克讀者對臺灣文學的認識和熱愛日漸

增加。捷克麋鹿出版社自 2014 年創立以來，已出版 24 本臺灣文學的捷譯作品，目前尚有

6 本作品之翻譯工作正在進行中。現今，捷克讀者已經能夠欣賞到包括劉克襄、吳明益、廖

鴻基、李喬、白先勇、羅青以及臺灣原住⺠作家如夏曼藍波安、沙力浪等共計 64 位作家的

作品， 

 

在演講中，白蓮娜總編輯分享了麋鹿出版社的創建初衷。她提到，從最初的詩歌翻譯到後來

整部⼩說的翻譯，這⼀過程為捷克讀者帶來了經過系統化整理的灣文學叢書，並在捷克社會

中取得了廣泛的喜愛。湯瑪士•瑞杰可創辦人則回顧了麋鹿出版社創立以來所舉辦的各項活

動，他強調，這些活動不僅吸引了更多捷克讀者閱讀臺灣文學，也促進了更多臺灣讀者對捷

克文學的興趣。他還指出，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的學生及畢業生在麋鹿出版社的發

展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許多學生參與或協助活動，進而投入了捷克文學的翻譯工

作。 

此外，湯瑪士創辦人還介紹了麋鹿出版社在臺灣出版的捷克文學系列，其中包括 2021 年出

版的《花束集》以及於 2024 年出版的《飛行就是如此簡單》。該系列的持續出版，為臺灣

讀者提供了深入了解捷克文學的寶貴機會，也成為了捷克文學與臺灣讀者之間的重要橋樑。 

 

此次專題演講不僅展示捷克與臺灣文學之間日益加深的交流，更突顯了文學作為文化橋樑，

如何連結兩國人⺠的心靈。捷克麋鹿出版社的努⼒，無疑為兩國文學愛好者提供了更多交流

與了解的機會，促進了臺灣與捷克文化故事的相互傳遞與共鳴。 



 

 

- 28 -

 

 

 

 

 

 

 

 

 

 

 

 

 

 

 

 

 

 

 

 

 

 

 

 

 

 

 

 

 

 

 

【外國語文學院訊】外國語文學院因舉辦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全球視野下的文化認同」

系列講座，於 3 月 14 日榮幸邀請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梁⼀萍優聘教授前來國立政

治大學，與師生同仁們分享講題「全球南方視野：跨學科與多元文化合作在臺灣與新加坡」，

除帶領在場師生們瞭解臺灣歷史上與南洋之間的交流，與晚近因應新南向政策，與東南亞國

家開始展開大量交流合作外。此外也分享過去梁教授自⾝與新加坡、⾺來⻄亞、菲律賓、印

尼等國學者之間豐富的學術交流經驗與跨學科研究成果。 

▶ 白蓮娜總編輯介紹臺灣文學捷譯作品（照片來源：斯拉夫語文學系） 

 

▶ 講座參與師生合照（照片來源：斯拉夫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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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開始由英國語文學系教授暨系主任許立欣教授熱情介紹梁⼀萍教授。梁教授不僅專⻑

美國文學、亞美文學、美國原住⺠文學、東南亞英語文學等研究，也在跨學科與多元文化合

作領域上累積相當成功的成果，近期研究東南亞英語文學中的植物敘事更是出色亮眼，其

2024 年編著的《批判植物研究在台灣》（Critical Plant Studies in Taiwan）綜觀臺灣植物生

態批評的歷史脈絡，探討人類與植物之間等深刻議題，頗受好評。 

 

在許立欣教授盛情介紹下，梁教授相當謙虛地與在場聽眾們娓娓講述「全球南方」的歷史脈

絡，不僅爬梳過去華人文化落腳於東南亞國家的發展過程，包含中國城（Chinatown）、「南

洋」（Nanyang）等歷史脈絡與文化概念的演進，還提及臺灣過去「新南向政策」4 大主軸，

整理臺灣與東南亞各國在經濟、文化、教育上的交流情形。從梁教授的分享可以瞭解，臺灣

其實位於環太平洋地區⼀隅，在歷史上與東南亞交流甚繁，經濟文化上也有諸多合作足跡。 

 

梁⼀萍教授更進⼀步分享自⼰在新加坡的跨文化合作，除了介紹與南洋華人有關的南洋理工

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縮寫：NTU），並分享與華裔新加坡學者 Angelia 

Poon（方美珍）教授的交流。在梁⼀萍教授豐富的照片解說下，能看到講者踏實且豐沛的

交流經驗。梁⼀萍教授更陳列了自己國科會交流計畫的執行過程，從國際研討會參與、短期

出國訪察、特刊編輯，新加坡讀書會、訪察南大，可見講者對於實踐研究的積極規劃與熱情

推動。 

 

在問答環節，有外國語文學院的老師好奇梁⼀萍教授如何推進自身研究而有如此成果？她只

是笑著坦⾔道，沒有其他特別的「功夫」，就僅是「⼀封 Email 與學者的交流」，隨後的⼀切

便自然聚足，水到渠成了。會後，講者在與會者的詢問下，也提到跨領域合作像是給自己的

專業放假⼀般，與不同領域的人合作，常有跳出自⼰領域框架的自由度，創造更開放的學術

研究氛圍。 

 

最後，梁⼀萍教授更期盼能透過自己的分享，讓外國語文學院師生能有所動力與啟發，創造

出各種屬於自己的學術交流與「全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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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事務學院 

 

【國際事務學院訊】在歐洲聯盟研究國際學分學程（Programme in European Union 

Studies）與歐洲經貿辦事處（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的共同規劃下，學

程蘇卓馨主任於 3 月 18 日帶領「區域整合與歐亞關係」課程學生前往辦事處參訪，並有幸

與歐洲經貿辦事處處⻑⾕⼒哲（Lutz Güllner）先⽣、歐洲經貿辦事處經貿組邵恩博組⻑

（Christoph Saurenbach）先生針對歐洲安全與臺歐經貿等議題進行座談。谷力哲處⻑⾸

先自社會科學的角度帶領同學們了解理論與實踐的差異，並提出當前的歐盟整合需加入⼀些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梁⼀萍優聘教授蒞校演講（照片來源：英國語文學系） 

 

▶ 與會師⻑合影（照片來源：英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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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催化劑，以解決當前危機並帶來

進步。在此宏觀角度下，谷力哲處⻑

與邵組⻑分別介紹了歐盟⽬前⾯對的

幾大挑戰。 

 

首先，谷力哲處⻑指出歐盟近年來越

來越注重安全，包含傳統與非傳統安

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面向，

如資訊戰與對資訊操弄的反制；同樣

面對威權國家的威脅，非傳統安全將

是臺歐共同面對的議題。隨後谷力哲

處⻑也說明了歐盟軍事整合之可能

性，雖然他仍強調與美國及北約組織

的緊密性，但為加強對烏克蘭的支持

與提升歐盟戰略自主，歐盟本就有的

「歐 洲 防 務 市 場」（ EU defensive 

market）構想被提上議程表，在歐洲

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德國更為此討論國

防支出之增加。此外，谷力哲處⻑也認

為加強軍事合作本就是自然的進程，並

且透過歐盟會員國經濟政策的合作，會

使安全政策的合作更容易。 

▶ 歐盟學程蘇卓馨主任（左）致贈國立政治大學紀念品山

城秋茗茶葉禮盒，感謝⾕⼒哲處⻑（右）的盛情接待（照

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 參訪結束後同學們與歐洲經貿辦事處⾕⼒哲處⻑及經貿組邵恩博組⻑合影（照片來源：國際事務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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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重要議題則是歐盟的貿易政策。透過介紹提案方式與條件多數決的投票機制，邵恩博

組⻑先向同學們闡明了歐盟貿易政策制定過程，並講解影響世界經濟的布魯塞爾效應

（Brussels effect）。由於歐盟是全球最大單⼀市場，制定貿易政策後將會產⽣外溢效應影

響全球市場，近年來最著名案例即是蘋果公司為了歐盟的政策撤換其充電線規格。邵恩博組

⻑也分享了歐盟為應對經濟脅迫（economic coercion）提出的反制措施，其中歐盟執委會

底下更設有反脅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以遏止境外勢力以經濟力量脅迫成員

國。 

 

隨著此次參訪來到尾聲的 QA 時間，谷力哲處⻑與邵恩博組⻑熱情地回答同學們提出的問

題，並與同學們討論臺、歐關係。谷力哲處⻑指出歐盟對臺的外國直接投資占比超過 30%，

多年以來雙邊投資與貿易在 WTO 框架下順利進行，更指出臺灣是歐盟在印太地區的重要夥

伴，⽽歐盟⼀直以來皆⽀持印太地區的航行自由與臺灣的國際參與。對於臺灣引以為傲的高

科技產業，谷力哲處⻑更評論其為「獨特的晶片⽣態系統」（unique high-tech ecosystem），

並肯定臺灣在全球晶片供應的重要性是難以被削弱的。透過谷力哲處⻑與邵組⻑詳細且專業

的介紹，同學們對於臺歐的經貿交流與當前歐盟亟需克服的安全、貿易問題有更深入的了解，

此次參訪可謂是收穫滿滿。 

 

【國際事務學院訊】蒙田研究所是法國重要智庫，國際關係領域研究享譽全球，Mathieu 

Duchâtel 為該智庫國際關係研究主任，尤對歐中關係、經濟安全等議題有深入的觀察與研

究。此次演講主題為歐盟的經濟安全戰略與歐中關係，Dr. Duchâtel 特別就近期川普再度執

政後快速變化的大⻄洋夥伴關係提出觀察。 

   

Dr. Duchâtel ⾸先就歐中關係近十年的發展進行回顧，指出雙邊熱絡的經貿合作關係如何在

2016 年前後出現轉變，並在近兩年出現全新的論述。歐盟曾期望深化經貿關係能促進與中

國價值觀的融合，但 2016 年之後發現，此種模式的差異沒有趨近的可能，促使歐盟在合作

與競爭間尋求平衡。特別是在氣候變遷與潔淨科技領域，歐盟希望與中國合作，但在治理模

式上仍存在根本競爭。COVID-19 疫情後，歐盟開始檢視供應鏈韌性。2023 年 6 月，歐盟

公布經濟安全戰略，涵蓋技術外流管理、供應鏈韌性、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經濟依賴武器

化及產業再工業化（如潔淨科技）等多個面向。歐盟新任貿易與經濟安全專員馬羅斯·塞夫科

維奇（Maroš Šefčovič）於 2024 年 9 月強調，經濟安全已成為核心政策，並主張對中國採

取「去風險化」（de-risking）而非「脫鉤」（decoupling），強調「互惠」原則（reciprocity）。

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於 2025 年初表示，歐盟需更全面地調

整對中國的經貿關係，以維護經濟安全。此外，歐盟推出⼀系列經濟安全工具，包括出口管

制、外國投資審查、反補貼規範、國際採購工具、反脅迫工具、歐盟晶片法案及關鍵原料法，

旨在強化經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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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歐中經貿關係依舊緊密，2023 年歐中雙邊貿易每日達 2.3 億歐元，中國對歐盟

的投資存量也不斷上升，並在今年首度超過歐盟對中國的投資存量，中國在歐盟的直接創建

投資（即 greenfield investment 綠地投資），尤其是電動車（EV）產業已占主導地位。自

2023 年歐盟宣布針對中國電動車進行反補貼調查（anti-subsidy investigation），2024 年

做出報告並對中國電動車加徵關稅，此舉引發中國對歐盟特定產品如豬肉、乳製品和白蘭地

祭出反傾銷措施（anti-dumping）作為反制。過程中歐盟會員國採取不同立場，如德國擔

憂關稅可能引發貿易戰，而義大利則持較中立的立場，顯示出歐盟多層次治理下擬定共同對

中政策的挑戰。最後 Dr. Duchâtel 提到近期大⻄洋夥伴關係轉變。美國在拜登政府執政下，

與歐盟合作建立「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作為保護經濟安全的新機制，然以目前新

川普政府的對歐政策，過去大⻄洋盟友合作維護經濟安全的努⼒恐付之⼀炬。  

  

有與會者提問俄烏戰爭是否會使歐盟被牽制，⽽無法強化經濟安全？⽽ Dr. Duchâtel 回應

若德國真有意提升國防能力，勢必增加國防預算，這將確保歐盟能阻止俄羅斯攻擊北約成員

國。若美國減少對歐盟在印太地區的戰略關注，歐盟可能降低對印太戰略的優先性，但政策

變動不太可能由德國或法國主導，畢竟這兩國是歐盟的領導國家。 

 

講座最後，Dr. Duchâtel 主任總結，歐盟正積極平衡貿易與投資關係，並強化防禦性策略，

而中國則試圖利用歐盟內部的經濟脆弱性，使其在對中關係及跨太平洋合作上保持中立。歐

盟執委會是推動經濟安全政策的關鍵角色，而歐盟在印太基礎建設計畫中的角色仍待觀察。 

 

 

 

 

 

 

 

 

 

 

 

 

 

 

▶ Dr.Mathieu Duchâtel 主任以自⾝研究成果為同學帶來精彩的演講（照片來源：國際事

務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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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學院訊】「環視全球—挑戰國際視野」課程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及國立臺

灣大學政治系陳麒安兼任助理教授，於 3 月 31 日進行專題演講，以「歐盟的印太戰略」為

題，深入解析歐盟如何因應地緣政治變局，強化與印太地區的多層次連結。講座吸引多位修

課學生熱烈參與，並在互動討論中激發深刻思考。 

 

陳助理教授指出，自 2021 年歐盟首次發布《印太合作戰略文件》以來，便積極關注該地區

在經濟、人口與政治層面的戰略價值。印太地區不僅擁有全球六成人口，預計至 2030 年將

新增 24 億中產階級人口，展現驚人市場潛力。此外，歐盟與印太地區合計占全球貿易總額

七成、外國直接投資資金流動六成，顯示其對歐盟整體經濟利益的關鍵地位。 

 

在具體戰略作法上，歐盟透過三大⼿段推動印太戰略：⼀是深化經濟關係，例如與日本、南

韓、新加坡、越南等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二是參與安全合作，呼應美國圍堵中國戰略，參

與 Quad 相關軍事演習；三是強化政治合作，重點開發新興市場與強化供應鏈韌性，其中印

度被視為戰略合作的關鍵國家，有助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陳助理教授也提到，法國作為唯⼀在印太地區擁有海外領地的歐盟國家，早在 2008 年即於

《國防與國家安全白皮書》中提及印太戰略，其後 2017 年《國防戰略回顧》更進⼀步強調

 ▶ 講座圓滿落幕（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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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區的重要性，展現其⻑期關注。 

 

至於與臺灣的關係，歐盟重視與臺灣在半

導體產業的戰略合作，並透過與印太地區

夥伴（包括臺灣）在國際海洋法與漁業管

理等議題上展開對話，展現其理念價值的

輸出與實踐。陳教授進⼀步分析，歐盟推

動印太戰略背後有四大考量：⼀是看重區

域龐大的市場潛力；二是藉此避免在美中

競爭中選邊站，爭取外交自主性；三是持

續推廣歐盟重視的人權、法治等核心價

值；四是維護海上航運安全與全球供應鏈

穩定。 

 

在講座最後的問答時間，有同學提問歐盟

「規範性權力」的推動困境。陳教授坦言，

儘管歐盟⼀向重視價值理念，但在⾯對與

中國等國的實質經貿利益時，實務上往往

仍以現實利益為主要考量，反映當前歐盟

外交政策的平衡與挑戰。 

 

透過此次講座，學生不僅深化對歐盟與印太關係的理解，也對歐洲如何在全球戰略格局中維

持影響力與自主性有了更具體的掌握，呼應課程強調的「挑戰國際視野」核心精神。 

  

 

 

 

 

 

 

 

 

▶ 陳麒安助理教授講解歐盟在印太地區的戰略佈局

（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 講座圓滿落幕（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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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由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台灣安全研究中心、亞太政策研究協會合

作及 21 世紀基金會協辦的「2025TTX 區域安全兵推」於 3 月 3 日至 5 日成功舉行，總計

近 450 人次參與活動。此次兵推聚焦於 2029 年美國總統川普交棒之際的全球戰略局勢變

遷，並針對區域安全、臺海危機、地緣政治與灰色地帶衝突、國家關鍵基礎設施與產業韌性、

國安政經整合、能源穩定等議題進行推演。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於 3 月 6 日舉辦「2025 年中共全國兩會解析」

座談會。會議由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王信賢主任主持，並邀請政治學系暨東南亞研究所寇健文

特聘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陳德昇兼任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張登及教授，以及華

南金創投資公司陳子昂董事，共同分析本屆兩會的關鍵看點及對臺灣政經產業的可能影響。

最終總結，中共政府工作報告定性當前形勢為「外部壓力加大、內部困難增加」，實際針對

美國影響；經濟強調內需與科技發展，國家安全仍為核心，外交則採「美退中進」策略，透

過多邊合作抗衡美國。對臺政策維持現狀，而若反分裂國家法 20 週年無紀念，顯示美中關

係未明朗。 

 

 

 

 

 

▶ 「2025TTX 區域安全兵推」活動開幕式大合照（照片來源：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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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亞非區域發展暨治理學會合作，於 3 月 15 日

至 16 日舉辦「東亞與兩岸經濟社會轉型：機會與挑戰」研討會，邀請學界及智庫的專家學

者與談，深入探討東亞與兩岸經濟社會改革、發展與變遷的脈動，以及對地方治理策略、因

應和互動。 

 

 

 

 

 

 

 

 

▶ 「2025 年中共全國兩會解析」座談會，與會來賓合影。左起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陳德昇

兼任研究員、政治學系暨東南亞研究所寇健文特聘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王信賢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張登及教授、華南金創投資公司陳子昂董事（照片來源：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 

▶「東亞與兩岸經濟社會轉型：機會與挑戰」研討會開幕致詞，左起國家發展研究所林義鈞

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王信賢主任、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陳德昇兼任研究員（照片來源：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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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於 3 月 17 日舉辦首場「臺灣的中國研究現況、

優勢與挑戰」座談會，由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王信賢主任及曾偉峯副研究員主持，邀請東亞研

究所鍾延麟教授、國立師範大學公⺠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主任黃信豪教授及中央研究院政治

學研究所蔡文軒研究員深入討論。由於當前中美競爭加劇，國際局勢瞬息萬變，強化臺灣的

中國研究能量與影響力，是當前不可迴避之重要任務，未來臺灣的中國研究應朝幾個方向前

進，包含強化學術社群，善用臺灣語言與文化優勢，透過多元管道提升中國研究的國際能見

度與政策影響力，並為臺灣社會提供認識中國大陸的多元視角。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亦將繼續

在此重要議題上推動相關座談與研究交流。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於 3 月 21 日舉辦「臺灣的中國研究現況、優

勢與挑戰」系列座談第⼆場，此次座談由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王信賢主任與曾偉峯副研究員共

同主持，邀請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張執中教授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張廖年仲副

研究員進行交流。臺灣的中國研究隨著資料封閉、交流受限等因素正面臨考驗，強調未來臺

灣中國研究的發展關鍵，除了延續對中國文本的解讀與內政的分析等既有優勢，更須積極推

動跨領域合作。 

 

 

 

 

▶ 「臺灣的中國研究現況、優勢與挑戰」座談會來賓合影。左起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曾偉峯副研究員、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主任黃信豪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王信賢主任、中央研究院

政治學研究所蔡文軒研究員、東南亞研究所鍾延麟教授（照片來源：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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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選舉研究中心 

【選舉研究中心訊】澳洲駐臺辦事處代表 Robert Fergusson、澳洲選舉委員會前主席 Tom 

Rogers、澳洲駐臺辦事處經濟暨政策處 Kevin Placek 副處⻑等⼀行 5 人至選舉研究中心，

與選舉研究中心陳陸輝主任、游清鑫研究員、蔡佳泓研究員以及政治學系蘇彥斌主任舉辦圓

桌討論，討論就澳臺⺠主制度和選舉韌性，如何增進公⺠信任（包括假訊息）等相關議題。 

 

 

 

 

 

 

 

 

 

 

 

 

 

▶ 「臺灣的中國研究現況、優勢與挑戰」系列座談第二場來賓合影。左起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曾偉峯副研究員、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王信賢主任、開南大學人文

社會學院院⻑張執中教授、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張廖年仲副研究員（照片

來源：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澳洲駐臺辦事處代表 Robert Fergusson（右 4）、澳洲選舉委員會前

主席 Tom Rogers（右 5）、澳洲駐臺辦事處經濟暨政策處副處⻑ Kevin 

Placek（右 2）與選舉研究中心研究人員、政治學系蘇彥斌主任合影

（照片來源：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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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鹿樂平臺「暑於我們的夏日時光」志工招募，誠摯邀請您於

今年夏天⼀起⾛入臺灣鄉村⼩學，與 18 所鄉村學校的孩⼦們共同度過⼀段難忘的夏日時光。

您可以分享自⾝專⻑、體驗不同的⽣活視野，並重新認識臺灣島內之美。專案報名自 4 月 1

日至 30 日止，入校服務時間為 7 月至 8 ⽉間，歡迎踴躍報名，⼀同為孩⼦們創造美好的暑

假回憶。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開設的人文創新學程與創新與創造力

學程旨在培養學生的審美、敘事、數位與創意，在訓練的過程中學生們會嘗試藝術創作與策

展，因此過程中的記錄是重要的⼀環。在必修課「跨界專題－X 計畫」課堂上，邀請到表演

藝術家兼策展人原承伯（Howl），透過遠端連線與我們分享創作與策展中的「記錄」如何成

為研究與實踐的重要支點。 

 

課堂上，大家討論了記錄的倫理與實踐方式—如何尊重隱私，如何選擇適合的記錄媒介，如

何讓記錄不只是被動的存檔，⽽是⼀種積極參與創作的行動，幫助大家在未來的創作與研究

中，更有意識及安全地運用「記錄」這個工具，這場工作坊不僅促成⼀場知識的交流，更是

讓現場的同學及老師對創作與研究方法進行了深度的反思。 

 

 

 

▶鹿樂平臺年度專案「暑於我們的夏日時光」（照片來源：創

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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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由日本早稻田大學吉田文教授帶領的跨國研究團隊，於 3 月

20 日拜訪由國立政治大學所執行的「教育部提升大學通識教育計畫」（Initiating General 

Education Renaissance，簡稱 iGER）及通識教育中心，研究團隊共有 11 名成員，其中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楊武勳特聘教授為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語文學系畢業校友。當天由 iGER 計

畫主持人李蔡彥校⻑簡報臺灣通識教育發展脈絡及 iGER 計畫執行現況。 

 
 

▶ 記錄工作坊活動照片（照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同學互相交流與討論（照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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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互相交流與討論（照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李蔡彥校⻑向研究團隊簡報國立政治大學如何推動通識教育（照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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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訊】台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於 3 月 28 日舉辦 fMRI 資料分

析工作坊，為對腦影像分析感興趣的初學者提供基礎知識和技能的訓練。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訊】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與哲學系將於 5 月 23 日共

同主辦「當哲學遇上神經科學：動態模型與計算模型的調和」，並邀請到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哲學系的 Colin Allen 教授演講。 

 

 

 

 

 

 

 

 

 

 

 

 

 

 

 

 

▶fMRI 資料分析工作坊活動照片（照片來源：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當哲學遇上神經科學：動態模型與計算

模型的調和」活動海報（海報來源：心智、

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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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原住⺠族研究中⼼ 

 

【原住⺠族研究中心訊】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委託原住⺠族研究中心於 3 月 20 日屏東文化

園區國際會議廳辦理「原住⺠族無形文化資產的傳承策略」微型工作坊，課程有「文資基本

觀念解說」、「案例分析」、「實務問題的研討與處理」、「保存維護計畫的研擬」、「年度計畫的

申請與執行」，希望協助縣市政府、保存團體對於無形文化資產的行政程序、提報表的填寫、

保存維護計畫的研擬、文資局的補助機制，有更完整的認識，並解決各項實務問題。 

 

參與者來自⾼雄市、屏東縣原住⺠族⺠俗、口述傳統、傳統知識與實踐保存者及縣市政府文

資相關行政人員，透過分組討論，解決各組實務問題，以期對無形文化資產的行政程序、提

報表的填寫、保存維護計畫的研擬、文資局的補助機制，能有更完整的認識。 

 

 

 

 

 

 

 

 

 

 

 

 

 

 

 

 

 

 

 

【原住⺠族研究中心訊】中生勝美教授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陳偉智教授於 3 月 27 日 

⾄原住⺠族研究中心訪問。中⽣勝美教授專⾨研究日本⺠族學史，對於⺠族學大師的⼿稿著

作有了全⾯性的了解，得知原住⺠族研究中心藏有⾺淵悟教授贈送其尊翁⾺淵東⼀教授⼿

稿，特別來參閱，看看是否有⾺淵東⼀全集之外的逸稿。同行的陳偉智教授也是研究日本時

代臺灣⺠族史的學者，對於行同兩位教授來訪的是國立政治大學⺠族學系教授，談話重點放

在戰前的帝國⺠族學史。  

▶「原住⺠族無形文化資產的傳承策略」微型工

作坊海報（圖片來源：原住⺠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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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族研究中心訊】《原教界》121 期出刊，本期主題為「影音創作 MATA 獎—看見

原住⺠族議題的眼睛」。為推展原住⺠族教育，深化學⽣對原住⺠族歷史文化的理解、尊重

與認同，教育部自 2014 年起迄今已辦理 11 屆，成為臺灣影像教育與文化紀錄的重要橋樑，

逐漸累積出獨特的美學與社會影響力，影音作品皆建置於 YouTube 以及「國⺠中⼩學課程

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提供各界瀏覽欣賞，這不僅是場競賽，更是臺灣原住⺠族文化傳承

與社會對話的重要平臺，MATA 獎頒行 11 屆以來，這是第⼀次得到全⾯性的介紹。 

 

 
 
 
 
 
 
 
 
 
 
 
 
 
 
 
 

▶中⽣勝美教授（左三）及陳偉智教授（左⼆）⾄原住⺠族研究中心訪問大合照

（照片來源：原住⺠族研究中心） 

▶《原教界》121 期封面，本期主題：「影音創

作 MATA 獎—看⾒原住⺠族議題的眼睛」（圖

片來源：原住⺠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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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訊】臺灣俗諺：「三月瘋媽祖」，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特別結

合宗教所「臺灣祭典與道教科儀專題」課程，於 3 月 25 日舉辦⼀場與國家重要⺠俗「大甲

媽祖進香」有關的專題演講：「從苦行到流行：在地觀察與⺠俗社會學多重視角下的大甲媽

祖進香」，邀請⻑期研究大甲媽祖的在地學者同時也是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洪瑩發助理研究員

主講，吸引眾多對臺灣宗教文化與⺠俗信仰有興趣的師⽣參與。 

 

洪瑩發助理研究員以其多年對媽祖信仰的田野參與與觀察研究成果，帶領聽眾深入了解大甲

媽祖遶境進香從傳統的宗教苦行，轉變為當代「流行文化」現象的多層面意涵。大甲媽祖進

香不僅是⼀場宗教盛事，更是⼀種融合信仰實踐、地⽅認同、社群互動與媒體參與的文化行

動。隨著近年來年輕族群的投入與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進香行動已不再是特定信徒的專屬

活動，而成為跨世代、跨領域的文化參與平臺。洪助理教授亦分享許多田野觀察的故事與現

場經驗，揭示參與者的多元動機，包括祈福還願、自我挑戰、宗教修行、社群參與乃至單純

的文化好奇，展現出臺灣⺠間信仰的強大⽣命⼒與適應能⼒。 

 

與會聽眾受益良多，不僅對大甲媽祖進香有了更深⼀層的認識，也激發對臺灣宗教文化多元

性與社會變遷的思考。講座也提醒大家反思，面對日益觀光化與商業化的發展趨勢，我們應

該更加關注宗教與⺠俗文化的核心價值如何在現代社會中被保存與再詮釋。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洪瑩發助理教授分享多張精彩簡報，師生踴躍出席聆聽並參與討論

（圖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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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訊】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協助南崁五福宮申請桃園市無形文化資產⺠俗

類：「南崁五福宮五大庄聯合中元普度」，於 3 月 27 日舉辦文資申請說明暨講習會，邀請學

者專家與地方信仰實踐者，從歷史、制度與文化三大面向，深入探討中元普度的文化價值與

保存策略。 

 

活動於桃園市蘆⽵區五福宮舉行，為整體文資申請計畫中的重要推廣與教育活動之⼀。⾸先

由南崁五福宮陳宗賢主任委員致詞，闡述本想計畫的申請背景與重要意義；接續由桃園市文

化局代表扼要說明無形文化資產的申請流程與政策方向。緊接著安排三場內容環環相扣的專

題講習：首先由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諮詢委員李豐楙院士揭開序幕，以「中元普渡的歷史源流」

為題，剖析中元信仰的深層意涵與地⽅演化脈絡；接續由世界財神研究中心蔡武晃執行⻑與

五福宮邱進賢總幹事介紹「五大庄祭祀圈與輪祀組織」，揭示其特殊的跨村落協作與輪值模

式；最後由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以「南崁五福宮五大庄聯合中元普渡」為題，聚焦

該儀式的實務操作與在地意義，並說明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如何協助臺灣傳統宗教文化發覺在

地亮點，進而進行系統性的保存與傳承。透過知識傳遞與在地連結，不僅提升了地方對中元

普度文化資產價值的認識，也為後續申請流程奠定了良好基礎。 

 

 

 

 

 

▶「從苦行到流行：在地觀察與⺠俗社會學多重視角下的大甲媽祖進香」活動海報（圖

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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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代表、地⽅政府代表及學者專家合影，左起為：世界財神研究中心蔡武晃執行⻑、蘆⽵區

李岳壇區⻑、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南崁五福宮邱進賢總幹事、陳宗賢主任委員、中 

央研究院李豐楙院士、金瑞壇陳勝鍵法師及桃園市文化局代表陳專員（圖片來源：華人宗教研

究中心） 

▶當日活動吸引南崁五大庄各⾥⾥⻑及地⽅人踴躍參與（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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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訊】面對全球永續浪潮，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與世界華人宗教研究學會

於 3 月 28 日至 29 日舉辦全臺首創的「宗教 ESG 實務營」，活動聚焦 ESG（環境、社會、

治理）理念如何融入宗教場域，推動宗教團體參與永續治理，開啟跨領域實踐與對話，此次

實務營規劃兩日密集課程，涵蓋宗教文化的全球化與在地化、政府政策如何引導宗教團體投

入 ESG、碳足跡與碳權管理、宗教與淨零排放的可能性，以及宮廟實際參與永續行動的案例

等。主要目標為訓練學員參與撰寫「宗教版 ESG 報告書」，以協助宗教組織導入企業級永續

管理模式。講師陣容堅強，包含中央研究院李豐楙院士、宗教研究所李⽟珍所⻑、華人宗教

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兼任講師林瑞華、中華佛寺協會林蓉芝秘書⻑，以及⾙爾國際驗證機

構江有泰總經理。活動吸引來自全台各地的宗教實務工作者與相關領域研究生報名參與。 

 

林振源主任表示，近年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與大文山地區集應廟推動產學合作，並將於國立政

治大學百年校慶舉辦「大文山宗教文化地景」策展，「宗教 ESG 報告書」正是這項合作計畫

的衍⽣成果。此舉不僅落實宗教的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也提供宗教團體⼀套系統性的⽅法

參與永續行動。宗教團體不僅是文化傳承者，也應是社會改變與永續實踐的重要推動者。活

動最後亮點是帶領全體學員前往木柵集應廟進行實地田調，了解其節能管理、資源回收、社

區參與等作法，體現學術理論與實務研究的結合。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未來也將持續推動宗教

與永續治理的深度結合，打造宗教參與公共議題的新典範。 

 

▶講師及學員合影，前排左四起為活動講師，分別為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李⽟珍所⻑、中

華佛寺協會林蓉芝秘書⻑、中央研究院李豐楙院士、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兼任講

師林瑞華（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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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訊】第二屆 AI 跨域研究構想補助計畫入選公告揭曉，攜手探索科

技與人文融合新機，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推行「AI 跨域研究構想補助計畫」，成功吸引 55

組跨域團隊提案。 

 

36 組入選團隊將於 6 月 12 至 13 日的 AI 跨域論壇發表研究構想與成果，入選的 36 個團

隊包括教師組 12 隊、學生組 24 隊，共有校內 28 位、校外 10 位教師及 48 名學生參與，

展現學術研究的開放與協作精神。研究主題涵蓋語言學習、文化保存、心理輔導、法律科技、

性別平權等領域，並延伸至職涯推薦系統、金融決策預測、永續發展監測、數位身分、量刑

預測及智慧藝術等範疇。多項研究聚焦社會議題，為科技發展注入更多溫度與人性關懷。 

 

計畫將提供入選團隊種子基金，學生組獲得 2 萬元研究獎學⾦，教師組第⼀階段可獲 3 萬

元研究基金，第二階段則擇優補助 5 萬或 10 萬元研究基金。此計畫已邁入第二屆，將國立

政治大學的校園作為 AI 實驗沙盒場域，致力打造具人文關懷的 AI 生態系，促進跨域知識轉

譯，在技術創新與人文價值間尋求平衡，為 AI 發展增添溫度與深度。 

 

▶宗教 ESG 實務營至木柵集應廟進行實地調查教學與宗教實務研究座談會，活動圓滿落幕後，全

勤且通過考核的學員於木柵集應廟正殿天井頒發結業證書（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 51 -

歡迎各界人士於 6 月 12 日至 13 日參與 AI 跨域論壇，共同見證科技與人文的精彩對話。完

整 新 聞 稿 內 容 請 見 ： https://iaic.nccu.edu.tw/news/178 更 多 詳 情 請 見 ：

https://iaic.nccu.edu.tw/news/168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2025 NCCU Innofest 期末聯展｜AI 跨域× 創新應用×產學交

流，面對 AI 浪潮來臨，國立政治大學期待以「人文 AI，永續未來」為願景，致力於將政大

人文底蘊與 AI 科技交融，跨域發展，並持續關注社會、環境、倫理與永續等多元議題。2025 

NCCU Innofest （113-2 學期） 期末聯展將匯聚全校 160+組學生團隊之 AI 跨域創新成

果，展現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多元的 AI 創意和專題成果。 

 

此次聯展除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含國際交換生）展出成果外，更跨校與國立中央大學合作，

國立中央大學亦有學生參展，建立校際交流。此外，國立政治大學學生事務處職涯中心亦將

於聯展當日邀請百家企業蒞臨看展，促進產學對話，為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及企業搭建未來合

作的橋梁及無限可能性。NCCU Innofest 不僅作為學生學習成果之發表平臺，更是國立政

治大學與產官學研各界 AI 跨域之交流平臺。 

【時間】2025 年 6 月 2 日 10:00-14:00（6 月 2 日 14:00 至 6 月 4 日 12:00 為靜態展覽）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四維堂（聯展將以雙語進行） 

詳細資訊請見：https://iaic.nccu.edu.tw/news/179 

▶國立政治大學 114 年 AI 跨域研究構想補助計畫鼓勵師生組隊探索 AI 多元創新應用與跨域交

流（圖片來源：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https://iaic.nccu.edu.tw/news/178
https://iaic.nccu.edu.tw/news/168
https://iaic.nccu.edu.tw/news/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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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以下稱 AI 中心）吳致勳助理應教育學

系邱美秀教授邀請，於 3 月 24 日主講「教育遊戲創作 AI 工具」講座，此次講座由國立政

治大學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USR）的「大學與地方記憶：探尋老木柵與老政大」計畫延伸，

期望藉由講座讓教育工作者、遊戲設計師與 AI 愛好者了解如何運用 AI 工具來提升教育遊

戲的創作效率與互動體驗。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AI 中心吳怡潔助理應資訊科學系謝佩璇副教授邀請，於 4 月 2

日主講「AI 技術實作語音分析」實務研討，此次講座由 2025 年教師教學成⻑社群（1-03

增能賦權式教學成⻑社群 ）規劃安排，為線上公開活動，研討 AI 技術於語音之應用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曾獲人 AI 中心 113 年 AI 跨域研究構想補助之劉俐華教授所帶

領之團隊，應教育學系邱美秀教授邀請，於 4 月 7 日主講「轉化為主題故事創作含相關技

術」講座，此講座由國立政治大學 USR 的「大學與地方記憶：探尋老木柵與老政大」計畫

延伸。屢獲大獎的廣告學系劉俐華副教授將分享其運用 AIGC 創作的協作經驗和其於創作漫

談文山・青澀愛情」過程中的技術應用與心得體驗，教你如何利用 AIGC 啟動你的創作靈魂。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AI 中心陳昭伶助理教授帶領計算思維與人工智慧課程同學，參

訪 AI EXPO 2025 博覽會進行預約導覽。該博覽會為國內最盛大的人工智慧博覽會，有諸多

國內外知名科技軟硬體廠商參展，現場亦有許多基於人工智慧技術的趣味活動供參與者體

驗；如 Amazon 公司使用 AWS 雲服務，提供現場即時面相運勢偵測，並提供實體籤詩作為

紀念品；Adobe 公司提供生成式 AI 平臺，現場印製韓風專業證件照；此次參訪體驗讓課程

▶2025 NCCU Innofest 期末聯展（圖片來源：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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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於人工智慧應用的多元性，有更廣泛的理解，對照課程所學習的機器學習及深度學習

理念，使其更了解理論於實務應用的價值。 

 

 

 

 

 

 

 

 

 

 

 

 

 

 

 

 

學術與實務活動   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 

【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訊】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左瑞麟主任前往 3 月 21 日至國立臺

北大學資訊工程學系，並於 3 月 26 日至天主教輔仁大學人工智慧與資訊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及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進行「隱私保護技術與後量子密碼學介紹」，讓大家更

瞭解量子電腦對未來資訊安全的威脅，並說明後量子密碼之設計原理，最後認識相關應用所

需之隱私技術，以供同學們在未來面對相關資安課題有更全面的措施。 

 

 

 

 

 

 

 

 

 

 

 

▶計算思維與人工智慧課程學生參訪 AI EXPO 2025 大合照（照片來源：Digitimes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