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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首度找到腫瘤細胞缺氧反應關鍵蛋

白 KLHL20　生化所陳瑞華提供癌

研究新途徑

腫瘤 ( 癌 ) 細胞經常處於缺氧環境中，在此惡劣

環境下，反而會刺激癌細胞快速生長。解開腫瘤細胞

缺氧反應之奧秘，乃成為科學界急迫的課題。本院生

物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陳瑞華博士實驗室最近

首度成功找到一種名為「KLHL20」的蛋白，扮演腫

瘤細胞缺氧反應的關鍵角色，同時該研究清楚描繪

出「KLHL20」在腫瘤細胞缺氧反應的調控路徑，提

供癌細胞研究新途徑。研究成果受到國際重視，論文

2011 年 8 月 16 日刊登於癌症領域重要國際期刊「癌

症細胞」(Cancer Cell)。

研究團隊解釋，當腫瘤不斷長大致使氧氣供應不

足，內部便呈現缺氧狀態。此時腫瘤細胞藉由「低氧

誘導因子 –1」(HIF-1) 啟動一系列基因表現，產生缺

氧反應；而這種缺氧反應，又會誘導 HIF-1 更旺盛作

用，產生一種正回饋 ( 相互正向誘導 ) 效果，腫瘤細

胞乃得以在缺氧環境下急速成長。同時，HIF-1 不但

使腫瘤細胞可存活於缺氧環境，更可以促進癌細胞轉

移，並協助癌細胞逃過化學治療與放射性治療。

此次，該研究團隊首度明確證實 HIF-1 在缺氧時

會誘導生成一種名為「KLHL20」的蛋白，KLHL20

透過與 Cullin 3 及 Roc1 組成泛素接合酶複合物，會

產生降解 PML( 一種抑癌蛋白 ) 的作用。由於 PML

正是 HIF-1 抑制因子，因此，HIF-1 經 KLHL20 抑制

PML 的作用便可順理成章的解除 PML 對 HIF-1 的抑

制作用。也就是說，癌細胞巧妙運用負負得正的原理，

使其在缺氧狀態初期便能產生大量 HIF-1，放大缺氧

反應而加速腫瘤惡化。

該團隊同時指出，PML 是科學界已知的重要抑癌

因子，過去國際間發現在多種癌症組織中，PML 蛋白

均有減少情形，但機轉未明。透過此篇研究，一舉發

現缺氧導致 PML 降解的訊息路徑，填補學術空白。

此外，研究亦發現在前列腺癌病患組織中，此 PML

降解路徑具不正常激活現象，且在晚期病患中更為顯

著。目前醫學界已針對HIF-1正在開發癌症治療策略，

未來或許也可以針對 KLHL20 發展出對抗癌細胞的新

途徑。

本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執行者為國立臺灣大學生化

科學研究所博士生袁維謙與本院生化所博士後研究員

李育儒，計畫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本院共同支

持。

參考網站 :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

article/pii/S1535610811002637

人事動態

周雅惠女士奉核定為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助

研究員，聘期自 100 年 8 月 22 日起。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蕭新煌所長，於 100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14 日赴美國進行學術訪問。出國期間，

所務由王甫昌副所長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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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藝術史經典學者系列三  
Tamar Garb & Abigai l  Solomon-Godeau  
The Pol i t ics  of  the Image
時    間：100 年 9 月 9-10 日（星期五－六）

地    點：本院歐美所研究大樓 1 樓會議廳

報名網址：http://www.ea.sinica.edu.tw/（歐美所首頁）

聯 絡 人：助理汪小姐 電話：(02)3789-7234
議    程： 

9 月 9 日 ( 星期五 )

9: 00 –  9: 30 與會人員報到

9: 30 –  9: 40 歐美所副所長洪德欽先生致歡迎詞

9: 40 – 10: 50 專題演講一：Gaugui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 and Other
主講人：Professor Tamar Garb
               Durning Lawrence Professor in the History of Art and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Ar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K
主持人：吳金桃 （本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11: 20 – 12: 30 專題演講二：The Ethics and Poetics of Depiction: South African Photography Now
主講人：Professor Tamar Garb 
主持人：吳金桃（本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12: 30 – 14: 00 午餐 & 影片播放
｀From Black and White to Full Colour: A Curator's Journey´（七分鐘）

14: 00 – 15: 30 Tamar Garb & Abigail Solomon-Godeau 工作坊之一
Tamar Garb 學術經歷分享
與談人：Professor Abigail Solomon-Godeau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of Art and Architecture,                                          UC Santa Barbara, USA

16: 00 – 18: 00 Tamar Garb & Abigail Solomon-Godeau 工作坊之二
讀書會導讀老師問題交流 (on Tamar Garb)
劉巧楣（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曾少千（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副教授）
開放討論
主持人：吳金桃（本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9 月 10 日 ( 星期六 )

10: 30 – 11: 00 與會人員報到＊

11: 00 – 12: 30 專題演講三：From Self-Portraiture to Self-Representation: Questions of Difference
主講人：Professor Abigail Solomon-Godeau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of Art and Architecture, UC Santa  
                   Barbara, USA
主持人：吳金桃（本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14: 00 – 15: 30 Tamar Garb & Abigail Solomon-Godeau 工作坊之三 
Abigail Solomon-Godeau 學術經歷分享
與談人：Professor Tamar Garb
               Durning Lawrence Professor in the History of Art and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Ar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K

16: 00 – 18: 00 Tamar Garb & Abigail Solomon-Godeau 工作坊之四
讀書會導讀老師問題交流 (on Abigail Solomon-Godeau)
劉瑞琪（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黃桂瑩（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
倪明萃（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
許瀞月（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所副教授）
開放討論
主持人：吳金桃（本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 9 月 10 日上午 9:30-10:30 Dr. Abigail Solomon-Godeau 專題演講之前，將舉辦「Tamar Garb & Abigail 
Solomon-Godeau 與學生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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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炎反應與疾病之國際研討會  ( 心血管、神經疾
病與癌症 )
時間：100 年 9 月 8-9 日 ( 星期四至五 )

地點：本院生醫所 B1C 演講廳

參考網址：http://symposium.ibms.sinica.edu.tw/inflammation2011/

吳大猷院長講座  
講    題：中草藥與新藥研發

講    員：李國雄院士（美國北卡大學天然藥物研究所所長）

主持人：本院王惠鈞副院長

時    間：100 年 9 月 10 日 ( 星期六 ) 下午 2 時至 4 時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 樓第 1 會議室

請於 9 月 8 日前，以下列方式報名： 

1. 曾以網路報名本活動者，於接獲本院邀請函後，點選連結即可進入個人專屬網址報

名；報名截止日前，個人資料如有異動，請至該網址更新。

2. 第 1 次參加者，請至網址： http://www.sinica.edu.tw/sc.html 報名。

3. 會後備有茶點，歡迎院內外人士及高中生以上同學報名參加。

★ 凡參加本活動可獲得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 2 小時。

洽詢專線：(02)2789-9875，本院總辦事處秘書組綜合科

公布欄
本院「法律學研究所」於 100 年 7 月 1 日正式設立

本院「法律學研究所」業經總統府秘書長 100 年 8 月 1 日華總一智字第 10020067540 號函覆同意設立， 

設立日期為 100 年 7 月 1 日。

知識天地

永遠的「歐吉桑」：

追憶王世慶先生

蔡慧玉研究員 ( 臺灣史研究所 )

「歐吉桑」走了，在今年（2011）一月十六日悄悄地走了。王世慶先生是一位謙沖低調的資深台灣史學者，

一九二八年出生，戰前先後就讀州立桃園農校及府立台北師範本科，戰後「三進三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四次

參與纂修《台灣省通志（稿）》。他終生致力於台灣文獻的整理和民間文書的採集，長期投入艱辛的文獻解讀和

台灣史知識的傳佈，包括介紹和提倡台灣總督府、台灣拓殖會社等檔案文獻的利用和蒐藏，並默默搶救、保存了

無數的地契、族譜、鬮書等古文書，其用力最深的工作包括參與美國亞洲學會台灣研究小組（1974-1982），彙編

《台灣公私藏古文書》。這批文書堪稱台灣史研究上的寶庫，共一百二十巨冊，達五千六百件（美國亞洲學會台

灣研究小組，1977-1984）。王世慶先生也是台灣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先驅之一，其代表作包括《清代台灣社會經濟》

（聯經，1994）、《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6）、《台灣史料論文集》

（稻鄉，2004）。一九九三年九月，中央研究院破例援聘王世慶先生為社會科學人文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王先生為學篤實，熱心提攜後學，對台灣學界的影響重大且深遠。他在二○○二年獲頒第二十五屆吳三連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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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獎歷史學類），國史館也在二○○八年頒給他台灣文獻館傑出台灣文獻獎（終生文獻貢獻獎）。

關於王先生的學術成就、生平回顧、影像紀錄和紀念文集，請參考﹕許雪姬等人訪問，丘慧君記錄，《王世慶

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台灣心文獻情》（台北縣政府，2010）、《台灣風物》

61 卷 2 期，以及《台灣文獻》62 卷 1 期。

＊＊＊

在這些懷念「歐吉桑」的日子中，我的記憶逐漸集中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些往事上。一九八一年八月中旬我

出國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全額獎助下攻讀歷史博士學位，最初的專攻是中國近代史，之後逐漸對日本史產

生莫大興趣。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正式撰寫論文之際，才毅然改向研究日本殖民地史，折衷考慮了個人在這

兩領域上的志趣和專攻，選擇以「日本統治下台灣的保甲制度」為我博士論文的題目。東亞研究向來屬於地域

研究的一環，當時日本殖民帝國的研究才剛起步，台灣史研究也尚未成為「顯學」，中途轉換跑道需要很大的

勇氣。所幸，當時我的指導教授 Madeline Zelin（現任 Dean Lung Professor of Chinese Studies，近代中國社會

經濟史）大力支持我，日本史教授（現任 George Sansom Professor，近代日本思想史）Carol Gluck 破例接受我，

我因此得以在學位攻讀中途，轉換跑道，開始從事日治台灣史的研究。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八年，我先後兩次

返台，利用暑假期間蒐集資料數週，認識「歐吉桑」就是在一九八六年那次返台之行。拜「歐吉桑」之賜，我

認識了程大學等文獻會前輩，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高碧烈先生等人也給予我研究上最大的方便，讓我在館內自

由閱讀和大量影印日文圖書資料。

在兩次短暫的返台期間，我幾乎都將全部精力和時間花在台灣分館的資料蒐集上。從一開始，「歐吉桑」

就耐心指導我如何涉獵日治時代總督府遺留下來的龐大史料和先行研究，並特別囑咐我仔細查閱《台灣日日新

報》、《台灣總督府府報》、《台灣警察協會雜誌》、《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警察沿革誌》、《台

灣治績志》等基礎史料，當然也包括「台灣總督府檔案」（主要是指「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台灣拓殖株

式會社文書」、「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今天吾人耳熟能詳的這批「省文獻會鎮館三寶」，當時都

還未編目，更談不上數位化。事隔三十年，這些書誌檔案對新世代的學人仍然是日治台灣史入門必讀的書單。

但是，當年「台灣總督府檔案」還典藏在台中市南屯的黎明新村，調閱和使用都受限極大，而我長年住在美國

（1981-1992），能兩次蜻蜓點水地自費返台蒐集日治台灣這批龐大的資料已經十分不易了，因此我將研究重

點擺在現有資料的蒐集上。我特別感謝哥大東亞圖書館當年的中文圖書館研究員 Jack Jacoby 先生，因為他費

心協助我從史丹佛大學採購一批《台灣日日新報》的微捲（當時只有發行至戰前，1898-1936）。關於這一段

事情的始末和王世慶先生對我的入門指導，我已經另文交待（詳閱 Hui-yu Caroline Ts’ai, “Foreword,” in “One 

Kind of Control,” UMI; Columbia University, 1990），茲不贅述。

在哥大攻讀博士的九年期間，我幾乎每年都拿到獎學金，其中有校外的，但大部份獎助來自哥大，所以我

對哥大的栽培十分感激。但是，紐約市的生活水準高，扣除房租、水電等費用後，就是省吃儉用也所剩無餘，

所以博士班後期我必須在總館的電腦編目部門每週打工二十小時來支付各項研究經費。那時我住在哥大附近、

一百一十三街的一棟大學所屬建築的三樓分租公寓，有五年的時間（1985/6-1990/5），我一到下午四點五十分

就到Butler Library打工，每週五天，每天四小時。晚上九點下班後，我經常到一百十四街一家上海館子（月宮，

九十年代初結束營業）買一份盒裝的肉絲湯麵回家，一面吃著晚餐，一面把新聞報導當英文課上，直到十一點

再開始另一階段的夜間研讀工作。以《台灣日日新報》為例，我花了一年半時間從頭到尾調閱、影印、整理和

解讀，而我的影印費就是來自工讀的收入。《台灣日日新報》是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的「喉舌」，刊行近五十

年，我應該是第一位將這個報紙深度分析、系統性地用在學位論文的研究者。二十年多來我在每一個寫作階段，

都會向「歐吉桑」請教。如果這些年來我在日治台灣史的研究上有任何成績，那都要歸功於「歐吉桑」的提攜

和教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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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認是「歐吉桑」的私淑門生，但我們的接觸實際上並不多。其中一段美談發生在我論文撰寫的最後

一年，那段日子他剛好在紐約。一九八九年深秋，我正進入論文撰寫的定稿階段，同時也展開了求職活動，

一年之間校園面談多達十次。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歐吉桑」的電話，說他人在紐約，從此我和「歐吉桑」

開始了一段長達半年的師生緣。原來，「歐吉桑」那時已從省文獻會二次退休（「二進而出」，1983/2/18 - 

1988/12/31）。那年五月，「歐吉桑」的長孫誕生，所以夏末初秋他到紐約探親，與當時正在紐約市攻讀博士

學位（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的獨子—王孟亮（現任中興大學獸醫系

教授）—住在一起。進入論文寫作最後階段的我，正為制度史上許多環節無法解釋而感到焦慮，所以時常打

電話「求救」，經常一週數次，每次都花上「歐吉桑」二、三小時，而他總是熱心地、耐心地幫我「上課」，

隔著話筒解我疑惑。

「歐吉桑」是一本活字典，也是我進入台灣史研究的真正導師。這真是一段奇妙的緣份，但那段期間我們

從未謀面（認識王孟亮是返台以後的事），因為當時我窮得沒有錢搭地鐵，當然也談不上請吃飯，現在想起來

真是不可思議。五年之內，我的研究題目從無到有，在一個嶄新的領域內探險，二年之內完成一部六百多頁、

到今天仍受西方學界肯定的博士論文，這都要歸功於「歐吉桑」長年以來默默、無私的帶領和付出。當年我通

過電話提問，向王世慶先生請教了許多寫作上遇見的瓶頸。我這些提問是從日治時期保甲制度的思考出發的，

而這些實證問題有的「歐吉桑」已經出版（例如，〈日據初期台灣撫墾署始末〉，《台灣文獻》，38 卷 1 期，

1987年 3月），有的他正在醞釀撰寫（例如，〈皇民化運動前的台灣社會生活改善運動〉，《思與言》29卷 4期，

1991 年 12 月；同步發表在《史聯雜誌》19 期）。「歐吉桑」的這些專論日後都彙整到他上述的幾本專書中，

時至今日仍然是近代台灣社會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研究。

對於我無數的提問，「歐吉桑」總是毫無保留地說明、演繹，並提示我進一步閱覽相關文獻。印象最深的

有以下三項議題﹕（一）鴉片煙與降筆會﹕囑咐我詳讀《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警察沿革誌》，

參考李騰嶽的論文（「鴉片在台灣與降筆會的戒煙運動」，《文獻專刊》，4 卷 3 & 4 期，1953 年）以及他本

人剛出版不久的〈日據初期台灣之降筆會與戒煙運動〉（《台灣文獻》37 卷 4 期，1986 年 12 月）；（二）大

字（おおあざ）、小字（こあざ），亦即大正九年（1920）以前的大庄、小庄：指示我參考《台灣省通志稿》

的行政區沿革篇（氏著），並特別說明戰後初期纂修的《台灣省通志稿》，其史料價值比後來增修、整修和重

修的通志稿和通志來得高；（三）農會沿革﹕特別以三峽為例說明，並指示我參考《三峽庄誌》（三峽庄役場

編，1934）、《鶯歌鄉土誌》（今澤正秋編，1934）等日治時代所編的地方志。此外，我的提問還包括「同風

會」、「皇民化」、「地方制度」、「水利組合」、「撫墾署」、「祭祀圈」等日治時期的制度沿革。我強烈

地感受到「歐吉桑」用功之勤（參見「王世慶先生著作目錄」，《台灣風物》61 卷 2 期，頁 124-139），而他

一絲不苟的研究態度也形塑了我日後的研究風格。

＊＊＊

返台以後，每次以中文寫作，出版前我都會請「歐吉桑」過目；我一九九二年返台之後最初展開的口述歷

史系列訪談計劃（「保正、保甲書記、街庄役場」）也不例外。在哥大時雖然旁聽過口述歷史的課程（哥大的

口述歷史室很有名，也開有相關課程），但剛返國之初，對於如何展開口述歷史實在毫無概念，幸好有「歐吉

桑」從旁協助。原來，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剛好在一九九○年做過一次全省性的「地方耆老」調查，年齡層大約

介於七十五到九十五歲。由於「歐吉桑」的引介，我認識了鄭喜夫先生，而鄭先生也很慷慨地提供名冊給我。

由於掌握了這個名冊，我日後才能展開一系列的問卷調查和口述訪談，包括「中縣口述歷史」（第四輯）。這

些計劃我都是獨力執行的，為期大約八年。這是關鍵的八年，因為到了九十年代才做口述歷史，是和時間競賽，

但還不算遲；一九九五年初，我到台史所任職後所執行的「台籍日本兵」訪談計劃，基本上也是參考這個名冊

而展開的。這段期間是我學術生涯的成長期，也是一段痛苦、修正又反修正的適應、轉型期—至今我仍然只

將半隻腳踏入「台灣史研究」這個殿堂內。這段時期（1993-2003）的「歐吉桑」已經獲聘為中央研究院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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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所的兼任研究員，同時也擔任了台史所的諮詢委員。他仍然熱情地提攜無數後輩，同時也用他寬容而

溫煦的心，見證了我一路掙扎著走過的心路歷程。

近十年來，「歐吉桑」因為兩眼開刀後，閱讀困難，已經無法像過去那樣親自指導我。剛返國那些年，我

不太會中文打字，又因為長期住在國外，對於中文寫作時常感到是件難事，幸好有「歐吉桑」從旁加持，使我

回國後的適應期大幅縮短。事實上，九十年代中期「歐吉桑」還曾應我的不情之請，一對一地無償幫我上課。

通常是由我先提問，不外是我平日閱覽日文資料時所遇到的問題，然後他當下補充訂正；有時是我朗讀自選的

日文段落，他接著訂正我的日文拼音。這段「培訓」期間不長（其實也不短），前後有三個月，地點就在他在

社科所的研究室，每週二小時。這段面對面的日文「特訓」確實使我日後在論文宣讀上受益不盡。

一九九三年「歐吉桑」進入中研院後，迄至他二○○三年因為身體關係請辭，共擔任了十年的兼任研究員，

月領三千元「車馬費」。早些年，「歐吉桑」身體還好，住在樹林，每次來往台北，都搭台鐵區間車到松山火

車站，再換公車到中研院；加上步行和轉車，每一趟起碼要花上一個半小時。可以想像，在上下班的尖峰時段，

這樣搭車上下班對一位上了年紀的人一定相當辛苦。有一次我實在看不過去，勸他不必勉強出門，但他認為既

然接受兼任職，就應該常常到辦公室。這就是「歐吉桑」。他用堅毅的精神撐起了病弱的身軀，在這段比較安

定的中研院時期，陸續出版了代表他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幾本專書。

一直到他最後的日子，「歐吉桑」總是很少拒絕人家的請託。「台灣史研究」向來畛域分明，但「歐吉桑」

的奉獻是無私的，因此來自公私各方人脈的邀請也就與日俱增，尤其是在他進入中研院之後。他的第四次「退

休」生涯實際上是極為繁忙的，職務包括擔任學術審稿、評鑒、諮詢、會議（主席、評論），以及擔任教職和

論文指導等，此外還有各級地方機構和個人私下的各種請託。這些工作雖然繁重，卻反映了台灣學界和民間社

會對他終身貢獻的最大肯定，因此他也總是不負所望地全力以赴。我猜想，他甚至是喜悅的—雖然他的心靈

是孤寂的，他的病體日益衰弱。「歐吉桑」最後一次出席的學術場合是去年（2010）九月底臺史所召開的一次

研討會（「圖說」），那時的他身體已經十分孱弱了，數月之內曾經兩次出入加護病房。

我曾經不只一次告訴「歐吉桑」，將來我的中文書出版，一定要獻給他。沒想到，因緣際會，回國以後這

些年，我在國外用英文（近年也用日文）發表的機會反倒比國內用中文的場合多。我的兩個中文書寫作計劃目

前都只進行了一半，英文書（Taiwan in Japan’s Empire Building, Routledge, 2009）反倒先一步出版了。對於無

法實現對「歐吉桑」的承諾，我曾經不只一次向他抱歉。沒想到他還是等不及，先走了，使我感到無限地悵惘

和悔恨。

＊＊＊

王世慶先生堅忍不拔，逆來順受。我最後一次去看他，是一月十五日傍晚，地點是大安森林公園附近一家

安養院。他最後的身影是他一生的寫照，也彷彿是對當今老人看護制度的無言抗議（安養院問題重重，此文從

略）。王先生一生默默耕耘著台灣史研究的園地，他的治學典範令人景仰，他的謦欬令人懷念，他的貢獻在當

代學者中少有人能出其右。他是我永遠的「歐吉桑」。

	  
圖說 : 

王世慶先生最後的學術身影（2010.9.25）， 

「黃富三教授榮退暨第二屆臺灣商業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院臺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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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演講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09/01( 四 ) 15:30 化學所 A108 會議室
Dr. Hideo Nagashima 
(Kyushu Univ., Japan)

Iron-catalyzed Organic and 
Polymer Synthesis

陳榮傑

助研究員

09/02( 五 ) 14:00
天文數理大樓 1203 室 
( 臺大院區 )

Dr. Richard de Grijs 
( 北京大學 )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in Star Formation

09/08( 四 )

15:30 化學所 A108 會議室

Dr. Chia-Her Li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s of 
Alkaline Earth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Exhibiting 呂光烈

研究員

09/15( 四 )
Dr. Chu-Chieh Li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

Applications of Metal 
Complexes Supporting on 
NNO-Tridentate Ligands

生　　　命　　　科　　　學　　　組

09/05( 一 ) 11:00

分生所 1 樓演講廳

龔行健院士

(Univ. of California, 
Davis, USA)

Targeting Tyrosine Kinase and 
Autophagy in Prostate Cancer

姚孟肇

特聘研究員

生醫所地下室 B1B
演講廳

杜邦憲助研究員

( 生醫所 )

The Pathogenic Role of TDP-
43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林天南

研究員

09/06( 二 ) 15:30
基因體研究中心 1 樓

演講廳

陸天堯特聘教授 
( 臺灣大學 )

Polymeric Ladderphanes -- 
Mimicking DNA Molecules 
and Beyond

洪上程

研究員

09/08( 四 )

10:00
植微所農科大樓 A134
會議室

Dr. Tokuji Tsuchiya
(Univ.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USA)

EDM2, a Novel type of 
Epigenetic Regulator with 
Distinct Regulatory Modules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Immunity and Development

余天心

助研究員

14:00
基因體研究中心 1 樓

演講廳

Dr. Timor Baasov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ifa, Israel)

To Fix Nature's Mistakes: 
Repairing Human Faulty 
Genes by Sugar-Based Small 
Molecules

洪上程

研究員

15:00
Dr. Koichi Fukase
(Osaka Univ., Japan)

Synthesis and Bio-functional 
Studies of Bacterial and 
Animal Glycans

09/13( 二 )

10:00
植微所農科大樓 A134
會議室

Dr. Yi-Huang Jeff Hsueh 
(Indiana Univ., USA)

DegU-phosphate Activates 
Expression of the Anti-sigma 
Factor FlgM in Bacillus 
Subtilis

賴爾珉

副研究員

11:00

分生所地下 1 樓 
演講廳

Dr. Nancy Bonini 
( 美國賓州大學 )

Insights from Drosophila 
as a Model for Huma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簡正鼎

研究員

09/14( 三 )
生醫所地下室 B1B
演講廳

Dr. Makoto Tominaga 
(Nat'l Inst. of Natural 
Sciences, Japan)

TRP Channels in Nociception 
and Mechanosensation

徐百川

副研究員

09/27( 二 ) 分生所 1 樓演講廳

Dr. Timothy M. Lohman 
(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

學 )

Mechanisms of DNA 
Unwinding and Translocation 
by SF1 DNA Helicases

蕭傳鐙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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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09/01( 四 ) 14:30
近史所檔案館 1 樓

中型會議室

羅久蓉副研究員

( 近史所 )
從忠奸之辨看歷史人物評價

09/02( 五 ) 14:00 人社中心第 1 會議室
劉其享先生

( 中央大學博士候選人）

Xiaoqing Jing & Jinhong 
Xie: Group Buying: A New 
Mechanism for Selling 
Through Social Interactions

09/05( 一 )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

5 樓會議室

林富士研究員

( 史語所 )
「祝由」釋義

14:30 民族所新大樓 3 樓
2319 會議室

丁仁傑副研究員

( 民族所）

跨村落的「地方性」: 台南
西港刈香中的空間、地方感
與村際網絡

09/06( 二 )

10:00
法律所第 2 會議室

( 北棟 9 樓）

許曉芬教授

( 國內訪問學人 )
因應氣候變遷專利制度之建
構

12:00 民族所大樓 2319 室
Dr. Renaud Egreteau
( 香港大學）

Trade, Migration and 
Diasporic Solidarity among 
Burmese Muslim Jade 
Dealers in Asia

張雯勤

副研究員

14:30

經濟所 B 棟 1 樓 B110
會議室

Dr. Minchung Hsu
(National Graduate Inst. 
for Policy Studies)

Health Insurance Reform: 
The Impact of a Medicare 
Buy-In

09/09( 五 ) 社會所 802 會議室
邱花妹助理教授

( 中山大學）

生態現代化或環境衝突不
斷？—臺灣高科技業發展的
環境變貌

09/14( 三 ) 12:00 民族所新大樓 3 樓
2319 會議室

彭榮邦先生

( 美國杜肯大學博士候
選人）

批判歷史的必要性—「心理
學本土化」論述的失落拼塊

09/16( 五 ) 14:30 歐美所研究大樓 1 樓
會議室

Dr. Clara Portela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

The EU Sanctions Policy

最新演講訊息 請逕於本院網頁：http://www.sinica.edu.tw/「近期重要演講」項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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