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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賀本院前院長李遠哲院士榮獲法國「國

家功勳勳位」

本院前院長李遠哲院士獲法國政府頒授「國家功

勳勳位(Ordre national du Merite)—大軍官勳章」，表揚

李院士對臺法科技交流合作的貢獻。頒獎典禮已在101

年10月2日於士林法國在臺協會官邸舉行。

法國國家功勳勳位為前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於1963年設立，是法國兩大國家級勳位之一，

旨在表揚對法國有傑出貢獻的人士。 

創新發現TcaR蛋白可與單股DNA結合
提供研發抗生素新思考途徑 

本院生化所特聘研究員王惠鈞院士研究團隊，日

前以表皮葡萄球菌為研究對象，首度發現表皮葡萄球

菌內一種名為TcaR的關鍵抗藥蛋白，可以與單股的

DNA結合，並進一步抑制DNA的複製過程。這項創新

發現，改寫以往學界認為此類的抗藥蛋白只能與雙股

DNA結合之主張，於2012年9月21日刊登在國際期刊

「公共科學圖書館」(PLoS One)。

全球醫療機構公認表皮葡萄球菌是醫院內感染的

2大首號菌種之一。感染表皮葡萄球菌後會導致敗血

症、人工瓣膜心內膜炎、骨髓炎、化膿性關節炎等嚴

重症狀，是醫界極為棘手的問題。這項創新研究成果

將提供研發抗生素新的思考途徑。

研究團隊解釋，通常表皮葡萄球菌的細胞壁遇到

刺激時(例如抗生素的殺菌作用)，其細胞壁外會形成

一層生物膜，而抗藥蛋白TcaR即是操縱生物膜的關鍵

因子，透過抗生素操控TcaR與DNA的結合，開啟或關

閉生物膜的生合成。這次研究團隊配合電子顯微鏡，

以及「流動式生物感測系統」與「圓二色偏光儀」等

技術之分析，發現TcaR在一般狀態下，會與雙股DNA

交互作用，然而在細菌體內單股DNA濃度昇高(如單股

噬菌體入侵)時，TcaR會轉而與單股DNA結合。此外，

TcaR與雙股DNA結合時，必須鎖定特定序列；而當

TcaR與單股DNA結合時，卻不限於特定序列。這些都

是以往未曾被探索的區域。

王惠鈞院士表示，這項研究最重要的是發現抗藥

蛋白TcaR的嶄新功能，以及其在細菌體內可能扮演的

重要角色。他說，「目前研究團隊正嚐試以結構生物

學的角度，繼續分析此蛋白與單股DNA之結合之機制

與特性，希望未來有益於研發新類型的抗生素。」

研究團隊表示，導致醫院內感染的另一首號菌種

金黃色葡萄球菌，也有類似的TcaR抗藥蛋白，未來亦

可據此發現，進行深入研究。

此次研究團隊成員包括：本院生化所張育銘博士

(論文第一作者)、陳可玫博士，本院細生所張淵智研

究助技師，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生化所鄭文義助研究

員，以及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侯明宏副教授。經

費則由本院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生技醫藥國家型

科技計畫共同贊助。

參考網站：http://www.ploso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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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
《臺灣史研究》季刊第19卷第3期出版

臺史所之《臺灣史研究》季刊第19卷第3期業已出版，本期收錄4篇研究論著，1篇

研究討論，及1篇書評。作者及論文名稱如下：

研究論著

陳宗仁／前往東、西洋：〈宇內形勢圖〉解析及其地緣政治想像

林玉茹、畏冬／林爽文事件前的臺灣邊區圖像：以乾隆49年臺灣番界紫線圖為中心

許雪姬／在「滿洲國」的臺灣人高等官：以大同學院的畢業生為例

Jin-shiu Jessie Sung／ Authority, Practice and History:Adoption and Re-creation of Yaoqianin Taiwan

研究討論

吳奇浩／喜新戀舊：從日記材料看日治前期臺灣仕紳之服裝文化

書評

曾齡儀／評華樂瑞著《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引揚與重整》

有興趣者，請利用劃撥訂購紙本期刊。訂閱費用：1年4期(3、6、9、12月出刊)，國內訂戶新臺幣800元。劃撥

帳號：17308795／帳戶名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人社中心編印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二十四卷第三期業已出版

人社中心編印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二十四卷第三期業已出版，本期共收入

4篇論文：林遠澤〈論規範遵循之可期待性的理性基礎—試從對話倫理學的應用問題論

道德、法權與政治責任的規範效力差異與互補〉、黃志隆〈臺灣家庭政策的形成：家計

承擔與兒童照顧的整合〉、陳文學、羅清俊〈影響臺灣民眾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因素〉、

鍾喜梅、鄭力軒、詹淑婷、林佳慧〈醫院與大學在家族企業集團股權鏈之角色：制度與

資源依賴觀點的辯證〉。細目資料請至人社中心網址參閱。

http://www.rchss.sinica.edu.tw/publication/

10月份知識饗宴「大氣壓力游離質譜法：貼近生活的質譜技
術」

主講人：謝建台教授(中山大學化學系)

主持人：本院彭旭明副院長

時　間：101年10月23日(星期二)晚上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餐　會：2樓平面演講廳(18:00至19:00)

演　講：2樓第1會議室(19:00至21:00)

請於10月21日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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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餐會者，請於當日報到時繳付新臺幣100元，現場不受理臨時報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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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9-9872，本院總辦事處秘書組綜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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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大棋盤：太平洋島國與區域外國家間關係」研討會

時　　間：101年10月26日(星期五)
地　　點：本院民族所第3會議室(2319室)

時    間 主   持   人 講  題／發 表 人

10:00-10:10
致辭

朱德蘭(本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

10:10-12:00
第一場
美中台與 
太平洋島國

蕭新煌(本院社會所
所長)

中國在南太：軟權力實踐的檢驗／孫國祥 
(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副教授)
歐巴馬政府戰略東移調整與對太平洋島國的政策／ 
盧政鋒(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臺灣經略太平洋島國新思維：從臺灣原住民協助帛琉振興失傳製陶計畫檢
視社會文化外交能量與可行性／林廷輝(本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專題研究中
心博士後研究人員)、陳玉苹(樹谷文化基金會考古中心典藏組組長)

13:30-14:40
第二場
歐洲國家與 
太平洋島國

童元昭(臺灣大學人
類學系副教授)

合作、強迫，還是「消極的進攻」？不斷重新定義的歐盟-南太島國發展夥
伴關係／楊子葆(輔仁大學歐洲聯盟中心主任)、沈清楷(輔仁大學哲學系助
理教授)
歐洲在太平洋最後的勢力：法國的南太平洋政策／吳志中(東吳大學政治學
系副教授)

15:00-17:00
第三場
亞洲國家與 
太平洋島國

郭佩宜(本院民族所
副研究員)

以太平洋之道治太平洋：談澳洲對南太平洋事務的經營／楊聰榮(臺灣師範
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
紐西蘭與太平洋島國關係／闕河嘉(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暨傳播發展學系助理
教授)
日本與太平洋島國關係／王尊彥(臺灣首府大學應用外語系助理教授)
印度的太平洋島嶼政策之研究：從雙邊主義與多邊主義探討／蔡裕明(實踐
大學博雅學部助理教授)

17:00-17:30
綜合討論

朱德蘭

郭佩宜
童元昭
楊聰榮
闕河嘉
邱斯嘉(本院考古學專題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專題研究中心 
參考網址：http://www.rchss.sinica.edu.tw/capas/news.htm#20121026

101年院區開放科普演講
講　題：臺灣氣候變遷

講　員：劉紹臣院士(本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主任)
主持人：本院彭旭明副院長

時　間：101年10月27日(星期六)上午10時30分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2樓第1會議室

公布欄

本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執行『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ISSP 2014預試』面訪調查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接受本院社會所委託，為了解臺灣地區一般民眾對社會現狀的看法，將於101年10月7日至

28日進行『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ISSP 2014預試』之面訪調查，在此期間對18歲以上一般民眾進行隨機選家戶拜
訪。

計畫主持人介紹：http://www.ios.sinica.edu.tw/fellow/yinghwachang/
計畫網址：http://www.ios.sinica.edu.tw/sc/cht/home.php
洽詢電話：(02)2787-1800 轉1832林小姐
參考網址：http://survey.sinica.edu.tw/research/news/F201206.html

1392週報.indd   3 2012/10/9   上午 09:02:58



週報　第1392期

4 5

知識天地

秋柳的世界

嚴志雄研究員(中國文哲研究所)

筆者近寫成《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一書，即將刊行。本書的研究對象為明清之際詩人王

士禛(貽上、阮亭、漁洋，1634-1711)的成名詩作〈秋柳詩四首〉及當時諸名家的和作，正文含四章，分別探論王

士禛1657年的〈秋柳詩四首〉；徐夜(元善，1614-1685)及顧炎武(寧人，1613-1682)於同年的和作；曹溶(秋岳，

1612-1685)及朱彞尊(竹垞，1629-1709)於1659年的和作；冒襄(辟疆，1611-1693)及陳維崧(其年，1626-1682)於1660

年或1661年的和作。諸家之作，與士禛原唱關係或即或離，而各具特色，各勝擅場，殆無疑問。然而，除王士禛

〈秋柳詩四首〉以外，對諸家和作所作深入、全面的探論尚不多見，實不無遺憾。本書的研究重心之一，為對原

作及諸和作展開文學性的，特別是古典詩學性的分析和理解。這些文本既然是詩，首先就應該以讀詩的方式來體

會。諸家之作，各具研究價值(intrinsic value)，而通過比較分析，更可進一步彰顯各自的特色，釐清原作與和作之

間的辯證關係(dialectical relationship)。這些詩人年齒不一，各有其生活環境、社群、經歷、性情、語言風貌，而

〈秋柳詩〉促成他們在不同的地點、時間同題賦詠，讓我們得以觀賞、比較其作品，這實在是清初詩歌研究一個

極為難得、別具意義的課題。

以下所錄，為拙書稿的「結語」部分，拙著之成書歷程、個人在研究、寫作過程中的一些體會、感想，於此

有所披露，今特稍作編整如下，以供讀者參考，尚祈賜正。

******

沒想到，為了揣摩、思考、解釋這些〈秋柳〉詩字詞的意義，我竟徜徉在這些明清之際作者的詩文集、相關

文獻中好些時日。這是一趟樂趣無窮的旅程。

此前，我對王士禛的認識相當片面(當然，現在也說不上有多深入的瞭解)，為了追蹤、試探、重構王士禛

〈秋柳詩〉的意義向度，我必須回溯到他父祖輩在晚明時期的仕宦經歷、山東王氏在明清爭戰中的遭遇、清朝建

立後王氏兄弟在舉業上的奮鬥，因而發現，〈秋柳詩四首〉這組文本、王士禛其時的文學實踐與王氏兄弟在舉業

上的經驗有著相當微妙的關係，有待發覆。〈秋柳詩〉迅速得名，又引發熱烈、長期的「唱和」效應與諸多的

「本事」說。這不尋常的現象促使我細究〈秋柳詩〉的藝術特色與思想內容、理清〈秋柳詩〉所體現的詩學實踐

與「明遺民體詩」的交集與分歧，並進一步將之置放在十七世紀更廣大的「文學生產場域」以及其時之歷史、政

治、文化環境與生態中考量，漸漸察覺到「詩人作為行動者」是理解這樁「文學書寫事件」一個關鍵的概念。上

述的思維向度與相關的詮釋策略在隨後三章中都或顯或隱地出現。

要考論顧炎武的〈賦得秋柳〉而通讀了顧氏的詩及注可能是我近年讀書最「勉強」(取日文勤勉學習、努力讀

書之義)的一次。顧炎武的〈賦得秋柳〉寫於其「北遊」期間，我不得不追隨亭林先生的行腳而到了順治十四年秋

的山東濟南，稍微體會了顧氏「北遊」最初幾年的心境、行事風格，以及「儒者之詩」的氣象、風神。顧炎武竟

然是王士禛〈秋柳詩〉最初的回應者之一(就某一意義來說，也是評論者)，且其詩暗藏嘲諷之意，這完全出乎我的

意料之外(也許王士禛和亭林先生也始料不及吧)。因著顧氏的詩，我又接觸到一位前此我完全陌生的詩人，王士禛

的從兄徐夜。王氏、顧氏、徐氏三家〈秋柳〉詩所構成的互文性、對話、辯證關係讓我為之久久思考、著迷。在

一個最不經意的時刻、地點，產生了這一組譎奇的文本，而我們通過個人生命史、書寫譜系與「習性」的分析、

重構以及脈絡化工作，對彰顯詩人的性情、其詩文特色、歷史的必然與偶然也許會有少許的幫助吧。

曹溶詩、詞、文章都好，老辣酣暢，具有強烈的主體性，在清代文學史上應有一席之地。近年稍見研究其詞

作之書、文，然論述其詩者則尚未之見，不無遺憾。曹溶的〈秋柳〉詩寫得甚好，也卻是我處理諸家〈秋柳〉詩

最困難的一首。順治十六年(1659)夏秋之間是清初歷史上風雲變幻的時刻，鄭成功率大軍北上抗清，東南大震。鄭

氏金陵之役失敗，退出長江口之際，也是曹溶寫下其〈秋柳〉詩的時候。我覺得曹溶的〈秋柳〉詩埋藏了許多心

事。曹溶是所謂「貳臣」，言不能不慎，即便他關注、同情其時的復明運動，也不敢直書胸臆。我運用「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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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盡可能藉著曹溶前此的相關詩作，突顯〈秋柳〉詩語詞、意象所反映、指向的內心世界、情感內涵，真

可謂極盡旁敲側擊之能事了。最後還是曹溶的「素心」友朱彝尊幫了大忙。在朱彝尊的〈秋柳〉詩中，我發現了

朱、曹二詩的互文、對話關係，朱氏的〈秋柳〉詩微妙地道出了曹溶的心事。我想，清初「貳臣」與「遺民」的

情誼、文字上的交集互動還有很多值得探論的話題。

而我終於走進神往已久的如皋水繪園。水繪園主人冒襄與其時寄住(食)園中的陳維崧在王士禛到揚當年或次

年寫下另一組〈秋柳〉和詩。本章現在的章題是「『秋柳』的回歸」，而「回歸」二字，起初我是想下「救贖」

(redemption)二字的。在王士禛原來的操作中，「秋柳」帶有太多對江南的懸想與虛擬(乃至不無輕薄)，而冒襄和陳

維崧是真正的江南人，見證了明清易幟，親歷其境，遭際曲折、艱難，在他們的賦詠中，語言、情感、經驗終於

「回歸一體」，文本、文辭所成就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印合著「經驗的自我」(the empirical self)。冒、陳作為作

者與其〈秋柳〉詩作為作品之間，體現了一種我稱之為 immediacy(或譯「臨即感」，此乃先師周策縱教授的妙譯)

的特質，而此種特質，也正是明清之際文學作品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其可貴、動人之處，在於生命與文字之間實

在地相互開顯與涵攝，而藝術層面上的高下優劣，反而不是最重要的考量—不過，冒襄和陳維崧的〈秋柳〉詩

寫得著實精彩，那又更是一個「愉快的巧合」(happy coincidence) 了。

我在書前導論章中提及，為了更精準地探索詩人的經驗、情感、意志的特質，我們必須細察詩人在不同意

義場域(空間及時間)中的行動、經驗、情感，並思考由此而導致的、或隱或顯的情、思、習性如何與當下的文本

相互作用，產生具有意義效應的關係。我這種對生命與文本的叩問方式迂迴而曲折，溯洄從之，溯游從之，道阻

且長，道阻且躋，具體表現在我在書中各章所作的、大量的脈絡化工作—「魔鬼在細節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也許我想嘗試呈現的，是由文本導引出來的、一個又一個的生命「情狀」(situation and condition of life)；

由種種「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ies)而至種種「虛擬世界」(virtual worlds)。十七世紀的中國光怪陸離，而人的一

生千變萬化，在本書中我們經由若干〈秋柳〉詩的閱讀與詮解，試圖瞭解詩人們在某些時刻的受想行識與乎喜怒

哀樂，如有所見，也無非是浮光掠影罷了，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宛在水中央。

可有位先生卻不忘斷絕我們通往那文本、文化、歷史記憶的甬道—那是漁洋先生本人。

王士禛晚年，門人為編刻《漁洋山人精華錄》，康熙三十九年(1700)刊行，時士禛六十七歲。《精華錄》略

去〈秋柳詩四首〉詩前小序。有證據顯示，士禛與門人就書之目次、內文、板式曾有往來書信反覆討論。〈秋柳

詩四首〉為王士禛成名之作，若非乃師授意，弟子又焉敢妄動此段文字？「漁洋山人精華錄」，顧名思義，就是

王士禛一生詩作的精選集；士禛一生賦詩三千餘首，《精華錄》選入千餘。〈秋柳詩四首〉原序至少可被看作王

士禛本人對詩創作的時、地、因緣，以及詩中的氣氛情韻的提點。刪去此序，無疑是奪去後之讀者可以據而理解

詩中內容的重要資訊，乃王士禛「去歷史化」(dehistoricize)的一個舉措。〈秋柳詩〉作於1657年，四十餘年後，

「詩人作為行動者」的王士禛對此一書寫、傳播、接受事件再一次—就某一意義而言，甚至可視之為最重要的

一次—干涉，企圖控制、固定它的意義以及它傳播於後世的「物質性」面貌(materiality)，那無法改變的、刻印

在紙張上的形體。

《漁洋山人精華錄》刊行前二年，王士禛為從兄徐夜輯刊遺詩為《徐詩》。《徐詩》卷二有〈再題阮亭秋柳

詩卷〉一首(次〈和阮亭秋柳四首〉後)，云：

聞道明湖集勝流，相從客館似忘憂。

一時感遇垂條木，千里驚逢落雁秋。

詩寫白家何句好，賦憐王粲使心惆。

誰人愛唱清江曲，春月為姿亦漫愁。

徐夜此詩，乃為士禛所攜歸明湖諸〈秋柳〉和詩《秋柳詩卷》所題之詩；原詩應書於《秋柳詩卷》卷尾，藉

之頗可想像士禛及諸名士於明湖賦〈秋柳〉詩時之情景。

民國年間，徐夜後人曾輯《徐詩》集外詩，與《徐詩》一併刊行，是為《隱君詩集》。《隱君詩集》收有一

詩，讀之始恍然知上引〈再題阮亭秋柳詩卷〉之本來面目。《隱君詩集》所收詩題為〈貽上濟歸為言一時名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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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之樂並示《秋柳集》詩既續其後響因題其冊〉，應即《徐詩》所收〈再題阮亭秋柳詩卷〉的原稿。《徐詩》本

與此本有一處重要異文。《徐詩》本頷聯作：「一時感遇垂條木，千里驚逢落雁秋。」此本作：「一時感遇垂條

木，八月驚逢落葉秋。」王士禛改徐夜此詩共六處，以此聯之改動最重要。王士禛〈秋柳詩〉序末但言「丁酉秋

日北渚亭書」，讀除夜原詩可確知「秋柳社詩」發生在「八月」，對後之研究者而言，此一消息不可謂不重要。

徐夜原詩「落葉」云云，顯係應士禛原詩序首二句「昔江南王子，感落葉以興悲」而發(徐詩此聯上句「一時感遇

垂條木」亦顯係應士禛詩序三、四句「金城司馬，攀長條而隕涕」而發)，經士禛一改，此一對話關係遂亦湮沒無

聞矣。

就詩論詩，王士禛改得好，士禛本徐詩此聯更見靈動幽遠。然而，如此一來，徐夜原詩所保存關於「秋柳社

詩」的重要資訊以及與士禛〈秋柳詩〉文本的互文性關係卻不復蹤影，亦不復徐詩的本來面貌了。王士禛改徐夜

詩，應該也不是為了甚麼，就是他有時頗覺無聊的「神韻」詩學在起著作用罷了。「行動者」的行為，不必出於

深思熟慮，乃「習性」所使然，Bourdieu早就說過。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10/15(一) 10:00 資訊所新館
106演講廳

Dr. Ching Y. Suen 
(Centre for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Canada)

DLS -- Frontier Research in 
Handwriting Recognition and 
Font Analysis

陳祝嵩
研究員

10/15(一) 10:00 資創中心122演講廳

Dr. Chien-Lin Huang
(National Ins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Japan)

CITI -- Introduction of NIST 
Speech Processing Evaluations: 
Speaker Recognition and 
Language Recognition

曹昱
助研究員

10/15(一) 10:30 統計所2樓交誼廳
小森理教授
(Inst. of Statistical 
Mathematics, Japan)

Maximization of the Generalized 
t-Statistics for Two-class 
Discrimination Problem

潘建興
助研究員

10/17(三)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Thomas O. Joos 
(Univ. of  Tübingen, 
Germany)

Immunoassays in Multiplex 
for Biomarker Discovery and 
Validation 

陳玉如
研究員

10/18(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劉青原教授 
(中央大學)

From Synthetic Methodology 
and Computational Chemistry 
Directed toward Functional 
Organic Materials

周大新
研究員

10/19(五) 10:30 物理所1樓演講廳
Dr.Gerard’t Hooft 
(Utrecht Univ., The 
Netherlands)

Superstring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 

余海禮
研究員

10/22(一) 14:00 天文數學館2樓
202教室

陳木法教授
(北京師範大學)

Bilateral Hardy-type Inequalities 
and Application to Geometry(醉
月湖講座)

 

10/22(一)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R. Morris Bullock 
(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 
USA)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Molecular Electrocatalysts for 
the Production and Oxidation of 
Hydrogen

江明錫
助研究員

10/23(二) 14:00 物理所1樓演講廳
Dr. John Clarke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

 The Ubiquitous SQUID: Then 
and Now  

10/25(四) 14:00 資創中心122演講廳 劉偉名教授  (中正大學) CITI -- Investigating Vascular 
Activities via Infrared Imaging

鄭文皇
助研究員

1392週報.indd   6 2012/10/9   上午 09:02:58



6

週報　第1392期

7

生　　　命　　　科　　　學　　　組

10/11(四) 11:00 生化所114室 Dr. Chih-Chiang Chan 
(National Taiwan Univ.)

Functional Rab GTPases Profiling 
Uncovers Rab7 as a Regulator 
of Neurodegeneration in the 
Drosophila Nervous System  

張崇毅
副研究員

10/12(五) 11:00 生醫所地下室
B1B演講廳

 Dr. Ying-Hsiu Su 
(Drexel Univ., USA)

Development of Genetic and 
Epigenetic DNA Markers for 
HCC Screening

施嘉和
特聘研究員 

10/12(五) 14:30 生化所114室 Dr. Ann Pearson
(Harvard Univ., USA)

The Fractionation of Nitrogen 
Isotopes in Chlorophyll 
Biosynthesis: Applications to 
Ecology and Geology

王惠鈞
特聘研究員

10/15(一) 10:30 農生中心農科大樓
1樓A134演講廳

Dr. Thomas D. Sharkey 
(Michigan State Univ., 
East Lansing, USA)

High Temperature Effects on 
Photosynthesis and Protection by 
Isoprene

常怡雍
副研究員

10/15(一) 11:00 生醫所地下室
B1B演講廳

Dr. Ralf Jauch 
(Genome Inst. of 
Singapore)

Oct4 Changes Sox to Re-
interpret the Enhancer Code of 
Pluripotency Versus Endodermal 
Gene Expression Programs

黃太煌
特聘研究員

10/16(二)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Tony K. T. Lam 
(Univ. Toronto, Cananda)

Nutrient Sensing in the Gut and 
the Anti-Diabetic Effects of 
Bariatric Surgery

鍾邦柱
特聘研究員

10/18(四) 11:00 生化所114室
Dr. Paul Thompson 
(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 USA)

Validating the Protein Arginine 
Deiminases as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Rheumatoid Arthritis, Colitis, 
and Cancer 

何孟樵
助研究員

10/18(四) 13:30 生醫所地下室
B1B演講廳

Dr. Arash Azari
(Korea Inst. for Advanced 
Study)

Dynamical Properties of the 
Solution Environment near the 
Microtubule Surface and their 
Implication to the Interaction 
with Motor Proteins

林小喬
特聘研究員

10/22(一) 11:00 生化所114室
Dr. Jie Xiao 
(Johns Hopkins Univ., 
USA)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the E. 
coli FtsZ-ring and its Associated 
Proteins in Superresolution  

史有伶
助研究員

10/26(五) 10:30 生化所114室
 林榮錦董事長 
(臺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臺灣生技產業發展動向及趨勢  王惠鈞
特聘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10/12(五) 14:00 人社中心
第1會議室

洪立文博士候選人
(臺灣大學)

Andrea Pozzi: Shopping Cost 
and Brand Exploration in Online 
Grocery

10/15(一) 10:00 文哲所3樓討論室 許立宏先生
(文哲所)

An Inquiry on Compatibility 
between East Asian 
Confucianisms and Modern 
Olympism－a humanistic and 
glocal perspective

黃冠閔
副研究員

10/16(二) 12:00
民族所大樓
第3會議室
(2319室)

趙恩潔博士後研究員
(亞太區域中心)
邱炫元博士後研究員
(民族所)

當代印尼的多元宗教復興：伊
斯蘭、基督宗教與華人民間信
仰

梁志輝
助研究員

10/16(二) 14:30 經濟所B棟1樓
B110會議室

Dr. Chien-Liang Chen 
(National Chi Nan Univ.)

Increase of the Household 
Medical Care Expenditur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1392週報.indd   7 2012/10/9   上午 09:02:59



週報　第1392期

8

10/17(三) 12:00 民族所新大樓3樓
2319會議室

洪湘雲小姐
(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
碩士班/民族所101年度
原住民訪問研究者)

Paiwan language: kivangava ngi 
a akedrian 一起來童玩！

10/18(四) 14:00
人社中心前棟3樓
(調研中心)焦點團
體室

古倫維助研究員
(資訊所)

從意見探勘到意見調查 — 網路
文本意見分析於意見調查的應
用

 

10/19(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葉俊顯研究員
(經濟所)

Axiomatic and Strategic 
Justifications for the Sequential 
Equal Contributions Rule in the 
Airport Problem

10/23(二) 10:00 人文館法律所
第2會議室

張永健助研究員
(法律所)

民法「占有」概念重構：經濟
分析觀點

 

10/23(二)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詹大千助研究員
(人社中心) 歷史市鎮發展之時空分析

范毅軍
研究員

10/23(二) 14:30 經濟所C棟1樓
C103會議室

Dr. Shenghao Zhu 
(National Univ. of 
Singapore, Singapore)

Bequests, Estate Taxes, and 
Wealth Distributions  

10/24(三) 14:00 史語所研究大樓
701會議室

藍日昌教授
(弘光科技大學) 中日對唐宋佛教史的詮釋

劉淑芬
研究員

10/26(五) 14:00 人社中心B202
會議室

Dr. Frédéric Keck
(法蘭西學院)

Food Safety and Biosecurity : the 
case of Avian F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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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報》投稿須知暨審稿原則　

一、投稿須知：
　　(一)  週報為同仁溝通橋樑，每週四出刊，前一週的週三下午5:00為投稿截止時間，若逢連續假期則提前一

天(週二)截稿。茲據本報自96年1月18日起出刊英文版電子報，投稿時歡迎惠賜英文稿件。所有來稿請
儘可能使用E-mail：wknews@gate.sinica.edu.tw或送總辦事處秘書組綜合科3111室或傳真至2789-8708
《週報》編輯收。

　　(二)  自97年1月1日起，〈學術演講〉將自院內Google Calendar匯出標示「本訊息與週報同步刊出」之演講訊
息，前一週的週三下午5:00為截止時間。

　　(三) 自98年4月起新增〈院內人物側寫〉、〈輕鬆一下〉專欄，採不定期出刊。
　　(四)  〈輕鬆一下〉、〈讀者來函〉、〈活動迴響〉專欄開放院內同仁投稿，「專欄邀稿原則」請參見 http://

www.sinica.edu.tw/as/weekly/index.html。歡迎惠賜中、英文稿件，稿件一經採用，將致贈禮物一份。
　　(五)  稿件性質不限，惟須避免人身攻擊或不實描述；請勿一稿兩投。篇幅約800字為佳。原則上除特約稿外

不致稿酬。

　　(六)   投稿文章一律以真名發表。

二、審稿原則：
　　(一) 本報對來稿有刪改權。
　　(二)  本報以平衡報導為原則。在審稿過程中，稿件如係投書且內容涉及院內單位之業務，得知會該單位並

約定答覆期限。若後者未能於期限內回覆，則先刊登來文。編輯委員會對回覆稿亦有刪改權。

　　(三) 若有多篇稿件內容相似時，編輯委員會僅擇1、2篇刊登。
　　(四)  文稿遇有爭執議題，以一次答辯為限。
　　(五)  凡投稿文章經編輯委員會決議修改或不予刊登時，將以電子郵件通知投稿者建議修改之處或陳明未予

刊登之緣由。

備註：凡擬轉載本報內容者，請以書面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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