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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發現TDP-43 蛋白球狀聚合體的存在　
大幅增進對腦神經退化症的理解 

腦前側額顳葉失智症（FTLD）是一種好發於65

歲以下族群的嚴重失智症，本院基因體中心助研究

員陳韻如博士研究團隊日前發現TDP-43蛋白球狀聚

合體很可能是導致腦前側額顳葉失智症退化性神經病

變的關鍵因素之一。國際頂尖專業期刊《自然通訊》

（Nature Communications）於2014年9月12日刊登出

這篇研究成果。

研究團隊解釋，目前有超過20種人類神經退化性

疾病，例如: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症、亨丁頓氏舞

蹈症等皆被證實與「類澱粉蛋白」（amyloid）有關。

「類澱粉蛋白」是一種蛋白質錯誤折疊後所形成的蛋

白沉澱，其中「乙型類澱粉蛋白聚合物」（amyloid-β 

(Aβ) oligomers）被認為是阿茲海默症中的主要致病

因子。以往雖然TDP-43沉積物亦出現在患者的神經細

胞，但是因為其染色結果並無定論，所以TDP-43先前

始終不被視為「類澱粉蛋白」族群。

此次陳韻如博士研究團隊利用生物化學與物理方

式，發現具全長序列的TDP-43蛋白會快速地聚集成球

狀聚合物。該聚合物會與原本抗類澱粉蛋白聚合物的

抗體（amyloid oligomer-specific antibody）產生免疫

反應，這項結果顯示TDP-43與類澱粉蛋白家族有共通

性。同時，TDP-43聚合物具有神經毒性，而且和正常

的TDP-43在構型及功能上有很大的不同。此外，TDP-

43球狀聚合物會誘使Aβ形成更多的Aβ聚合物而非纖

維，這樣的現象暗示TDP-43球狀聚合物可能在阿茲海

默症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該團隊更進一步製作出能專一辨認TDP-43球狀聚

合物的抗體，並利用此抗體及電子顯微鏡技術確認，

腦前側額顳葉失智症患者的腦組織中確實存在著TDP-

43的球狀聚合物。他們在TDP-43基因轉殖鼠的前腦

也發現了該聚合物，並且其產量會隨著年紀老化而增

加。總和這些證據皆指出，全長TDP-43形成的有毒類

澱粉球狀聚合物，很可能是導致神經退化疾病的關鍵

之一。

由於TDP-43也是「漸凍人症」（ALS）的主要致

病蛋白，這項創新研究成果對於好發於中年族群因衰

弱、肌肉流失、癱瘓、呼吸衰竭而死亡的重症，以及

好發於老年人的阿茲海默症亦具關鍵性理解之功能。

參考網站 : h t tp: / /www.nature .com/ncomms/

2014/140912/ncomms5824/full/ncomms5824.html

人事動態

蔣龍毅先生奉核定為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副研

究員，聘期自2014年9月12日起。

賴爾珉女士奉核定為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研究

員，聘期自2014年9月18日起。

郭志鴻先生奉核定為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長聘

副研究員，聘期自2014年9月18日起。

徐志文先生奉核定為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助研究

員，聘期自2014年10月30日起。

林國儀女士奉核定為基因體研究中心研究員，聘

期自2014年9月18日起。

陳韻如女士奉核定為基因體研究中心長聘副研究

員，聘期自2014年9月18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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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

2014年歷史文物陳列館第5次通俗演講
時　間：2014年9月27日（星期六）下午2:00至4:00

主講人：倉本尚德助研究員（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講　題：「禪淨共修」的濫觴：從北朝後期河北山東的刻經與造像題記談起

地　點：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陳列館5樓會議室

※ 本演講無需報名，歡迎自由參加。現職編制內公務人員可申請2小時終身學習時數認證，簽

到時需登記身分證字號。

※ 通俗演講當日文物館定時導覽改至上午10:30至中午12:00

「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人流與跨境」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　　間：2014年10月2至3日（星期四至五）

地　　點：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3樓第1會議室

主辦單位：本院臺灣史研究所

詳細議程請參考網址：www.ith.sinica.edu.tw

《數學傳播》季刊第38卷第3期（151號）已出版
本院數學研究所編印之《數學傳播》已出版。本期人物專訪「有朋自遠方來」訪問荷蘭數

學家Frans Oort教授，另外收錄9篇數學相關文章。作者及文章標題如下：
有朋自遠方來一專訪Frans Oort教授(下)
郭君逸／九連環與格雷碼

蘇意雯／詩情畫意談數學 
翁翠微‧顏綺美‧陳政宏／Chebyshev多項式與線性二階遞迴序列之行列式表示法
周靖北／一道數學競賽題之勘誤

賴昱維／勾股數迭代公式之研究與發展

周國定／從一道高考題體驗波利亞的實驗與探索的精神  
鄧小東／賭徒輸光問題中的決策優化

張小平／康熙皇帝的數學事業

連威翔／回響:一道不等式的另一種證法
數學傳播第1卷第1期到第37卷第4期文章已全文上網，網址 http://w3.math.sinica.edu.tw/mathmedia/default.jsp，

可逕自瀏覽。有興趣者，亦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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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元，國外訂戶美金20元(郵資內含)。
劃撥帳號：0100434-8
帳戶名稱：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公布欄
「本院104年藝文活動甄選」自即日起至10月15日止受理申請

「本院104年藝文活動甄選」，自即日起至本（103)年10月15日止受理申請。請於截止日前（以郵戳為憑），

將活動企劃書併附電子檔（含「節目內容或劇情概要」、「藝文團體介紹」、「演出者與製作群簡介」、「預

算表」、「活動經歷」以及「預期效益」等)暨1分鐘之節目介紹影音檔（WMV檔），逕送本院院本部秘書組，

以進行評選作業（所送資料恕不檢還)。聯絡方式如下：電話：02-2789-9875；傳真：02-2789-8708；電子郵件：

queeniebee8484@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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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天地
從緬甸華人的慶典歌舞實踐看文化與認同表述

呂心純副研究員（民族學研究所）

摘要

一直以來，我的研究對象是緬甸華人和以緬族為主的古典音樂家這兩個社群，深入他們的音樂活動，探討相

關社會記憶、身體感知與多元認同等議題。田野場域長久在這兩個社群之間流轉，有助於我釐清緬甸複雜的族群關

係。這篇短文透過一群緬甸華人的自述、訪談與文化展演，來說明他們當代的聆聽感知和音樂實踐是如何連接到舊

時代的慶典記憶；從前特定時期的歌舞展演又如何被挪用到當代的音樂展演，以用來表述文化與認同的媒介。

本文 
身為一個民族音樂學家，我關注音樂如何形塑與再現人們的生命經驗。主要研究對象，聚焦在緬甸境內外的

音樂實踐者，探討他們如何利用音樂來傳達內心情感及表述外在社會現實。赴緬甸研究其古典音樂十多年以來，

我也從事跨多點域緬甸華人（以下稱之為緬華）音樂活動的比較研究，地域涵蓋臺灣、仰光與澳門與全球化的場

域等，這不僅是因為我從小生活在新北市中和的緬華社區，自1998年開辦潑水節迄今每年記錄並參與相關節慶活

動，對他們的音聲展演感到特別的熟悉；更因為我認識到，緬華當代的音樂實踐深刻地反映、並時而形塑著個人

的歷史記憶，且成為他們展演集體認同的重要平台。

 這篇短文透過引介一群緬華的自述、訪談與文化展演，探入他們的聆聽感知和音樂實踐如何與舊時代的記

憶交纏，又如何被挪用到當代的音樂展演，作為建構集體認同的媒介。在此我所聚焦論述的主體，是緬甸政府於

1965年關閉華校前，曾在仰光受過華校教育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緬華；他們是緬華社群中特定的一群人，僅代表現

存多元緬華社群中的一支。他們的音樂展演、歷史情感與文化表述，承載著獨特的多重遷徙歷史與認同政治。

動盪、離散下緬華認同的建構與再建構

1962年以降，奈溫將軍 (General Ne Win) 在緬甸實施社會主義 (1962-1988)，造成政治動盪與社會劇烈變遷；

接踵而來的華校關閉與排華運動，更使當地華人謀生不易；加上當時中共與在臺國民政府的隔岸軍事衝突，皆讓

許多緬華菁英人士深感中華文化存續的危機。有鑑於此，許多人選擇出走——親國府的白派人士移居臺灣，親中

共的紅派人士則搬遷大陸，他們「回歸祖國懷抱」的決定，造就了第一波緬甸華人的移外潮。爾後，1988年緬甸

民主領袖翁山蘇姬 (Aung San Suu Kyi) 所領導的示威活動，遭受到當時拒絕移交政權的軍政府所鎮壓，不僅造成許

多人民傷亡，更使許多華人外流、異地求生。迄今，離散海外的緬華遍及全球，除了中國大陸、港澳與臺灣，也

有許多緬華落腳在加州、紐約、加拿大等地。

早期這群移民為了生存，在各地陸續成立聯誼會或互助會相互扶持，以加強當地緬華之間的凝聚力。他們也

與在地政府及當地的緬族移民合作，舉辦以文化觀光為號召的緬甸傳統慶典，如潑水節與點燈節。對外，為加強

與各地緬華社群之間的跨國連繫，從2000年起，由澳門緬華互助會所發起的「世界緬華同僑聯誼大會」，成為一

年一度的跨國聚會。在緬華內部有意識的族群劃分下，「緬華同僑」這個詞，涵蓋了凡在緬甸出生或居住過、如

今卻散居四海的華人及其後裔。

十多年來，全球各地的緬華意識高漲，接連於不同地方開辦慶典活動和發行刊物。亦透過紀念性樂舞的身

體展演及聆聽感知的回憶記述，重製、顛覆和規範過去，以鞏固「緬華同僑」這個族群的新概念。這樣的集體記

憶，在在回應了 Paul Connerton  對用身體實踐來記憶過往的討論 (1989, 2011)。 

「唱響紅歌」—1950-1960年代緬華的慶典歌舞實踐 
這些年我觀察境外緬華的大型慶典，發現這些活動所呈現的文化展演，除了近年來新加入的緬族歌舞—如宮

廷舞和潑水舞，還有撣族 (Shan) 與克茵族 (Kayin) 等少數民族歌舞及流行歌舞外，大多與1950至1960年代間風行於

緬甸華區的兩種樂舞形式有關：包括（1）合唱歌詠——常見曲目包括〈歌唱祖國〉、〈康定情歌〉與〈中緬友好

歌〉等藝術歌曲；及（2）民族歌舞——慣用形式包括秧歌、腰舞、藏族舞、新疆舞與蒙古舞，它們均協助緬華建

構了對「紅歌／紅樂」的認識與感知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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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所指的「紅歌／紅樂」即泛稱奠基在親共政治主體上的歌舞音樂，通常這樣的音樂在原版的編制、織體

與表現上帶有磅礡氣勢，許多緬華認為在聽覺上有激勵人心之效。例如在個人回憶錄或訪談中，他們就常提及早

期在仰光曾經驗過的「紅歌／紅樂」。比如若冰寫到：

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 (1950)，緬華的春節街頭文娛活動，「伊江」（伊江合唱團） 是個

積極的參加者和推動者，在當時社會黑暗恐怖勢力的恐嚇下，伊江連同南中（南洋中學）、華

中（華僑中學）的同學們一起在華埠街頭，大扭秧歌，大打腰鼓，一時歌聲，鼓聲響徹仰光大

街小巷，壯觀熱烈的場面大大震撼了每個人的心，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愛國熱潮，為後來舉辦

春節文娛廣場，奠定了群眾基礎。

對當時的親共人士而言，秧歌與腰鼓被視為「新中國」的音聲標誌 (soundmark)，它塑造了歡慶、喜悅與革

新的氛圍，若能親身參與演出，更被認為是愛國的體現。自此，這樣的表演在仰光的春節文娛廣場上年年演出。

除秧歌與腰鼓外，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的漢族與少數民族歌舞、樣板戲與樣板歌曲也很流行。如此蓬勃場

面，一直要到 1960年代末葉緬甸政府禁止華人公開集會才被迫終止。

之所以在1950至1960年代緬甸親共華人社群中受到歡迎、普遍演出，實因這些歌舞項目體現了中共當時的

革命文藝形式。中共文藝工作者為了創造出為人民服務、振奮人心的作品，強調「以中為體、以西為用」，對中

國民族歌舞進行采風、改編與傳播。當時常見的改編手法，是把採集到的民歌，運用西洋古典音樂的和聲與配器

法，加工為藝術歌曲或大型合唱作品；有的則將民間舞蹈形式加以精緻化、劇場化。這些歌舞形式在當時，透過

歌曲集的刊行流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播送，以及中國文化代表團赴緬表演，傳佈至緬華的文藝社團，並且成

為重要的聆聽感知與音樂實踐記憶。比如陳彩燕在我的田野訪談中憶及（參考圖ㄧ）：

我們的〈康定情歌〉為了伴奏藏族舞，所以將它交響化，讓它整體表演起來更具藝術性，

這些舞蹈我們可是向中國文化代表團的團員們學來的呢！ ……不過這張照片的藏族舞則是仿效

《東方紅》，唱的是〈毛主席的光輝〉。

(2010.03.15 田野筆記)

圖一：1960年代初期仰光海燕歌舞團所表演的藏族舞（陳彩燕提供）

進一步的，當時廣泛流傳的「紅歌／紅樂」，在充斥著排華詭譎氣氛及流離失根情緒的緬華日常中，轉化

成了一股超越政治意識的層次，得以鼓舞人心、凝聚社群且影響深遠的軟勢力。即便是當時親國民政府的知識分

子，多年後都表示，這般激昂聲響仍聲猶在耳，並能感同身受。如林淑真所述：

像《東方紅》中的歌曲〈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

的家鄉」（唱），當唱的人想到，我離開家鄉，哪年哪月，都在掉淚，很多人都在掉淚，就是

這樣感同身受……              (2013.03.13 田野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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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原本帶有強烈政治意識的音聲符碼，可能根據不同人的生命情境而轉譯，以供表述個人經驗。

需加說明的是，緬華的親白團體也致力於海外的政治音樂宣傳。只是，自1949年國共分裂後的地緣關係與政

治局勢，使得緬甸政府選擇與新中國建交，導致親國民政府的政治音景從過去較為公開的局面，轉而遁入較為私

密、小規模的展演空間，相對限制了這些歌曲的傳播。然而在另一方面，源自臺灣的流行音樂卻早已透過音樂市

場的擴張與唱片工業的翻製，成為抒發個人情感的管道之一。 

時光苒荏。1970年代末期，緬甸當局逐漸鬆綁對於華人公共活動的禁令，此時仰光華人紅白兩大派系深感

團結融合、共同抵禦緬甸政府長期對華人壓迫的必要性，決定合組「春節賀年團」，以花車遊行的形式向各界拜

年，同時昭告市民，象徵華人文化的慶典歌舞從此於仰光華區復振，很快地，各式文藝團體便如雨後春筍般地蓬

勃興起，迄今亦然。

緬華音樂文化主體的再脈絡化

如今，這些被識別為「紅歌／紅樂」的文化內容，仍然嵌藏於許多緬華的身體與聆聽記憶之中，特別是對於

曾經受過仰光華校教育的人而言，這些記憶成為共享緬源、共享過往的文化根本。有意思的是，當他們在新的社

會情境下進行文化再現時，其有意識地弱化這些歌舞內容原先承載的政治色彩，使其在新論述的詮釋之下再脈絡

化，得以成為緬華寄託情感、表述歷史的共通媒介。

當代緬華慶典經常跨越過去「親白」與「親紅」人士的政治藩籬，象徵緬華共同祖裔——中華民族——的

傳統文化。過去從不參與「紅歌／紅樂」活動的白派人士，在當代集會中也表演藏族舞與蒙古舞；他們複製曾經

觀摩到的紅派音樂實踐，將此音聲標誌轉化為一個不分紅白、緬華共享的音樂過往（參考圖二）。此外，紅派人

士則開始在自己的集會中，挪用具有白派意識型態的歌舞內容如〈中華民國頌〉與〈梅花〉，再透過改詞（改為

〈中華民族頌〉）或重新編曲，削弱其政治意識，以強調緬華共享的祖裔根源。

圖二：2013年臺灣中和潑水節緬華人士所表演的藏族舞（呂心純攝）

綜上所述，不論是再現熟悉的「紅歌／紅樂」內容，或是挪用、改編具有親白或親紅意識形態的歌舞形式，

當代緬華慶典中的文化展演，均將原先承載特定時代性或政治意涵的歌舞身體，透過協商，轉化為緬華各界可以

參與釋義的文本；也藉由凸顯緬華可以共享的聆聽感知與民族意識，及亦可各自詮釋的歷史經驗，建構了一個跨

國族群性的想像與協商場域。

參考書目

Connerton, Paul.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1. The Spirit of Mourning: History, Memory and the Bod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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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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5(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邱靜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Group 13 Cations and Divalent 
Group 14 Ligands

周大新
研究員

09/29(一)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Andr Gourdon
(Centre d'Elaboration de 
Matériaux et d'Etudes 
Structurales, Frence)

Covalent coupling on surfaces in 
UHV

周大新
研究員

09/30(二) 10:30 環變中心 1101會議室

Dr. Zhian Sun
(Centre for Australian 
Weather and Climate 
Research, Australia)

Evaluation of ACCESS Model 
Cloud Properties over the Southern 
Ocean Area Using Multiple-satellite 
Products

10/01(三) 14:30 天文數學館1203室
(臺大院區)

Dr. Min-Su Shin 
(Univ. of Oxford, the UK)

Applications of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for Reliable Detection 
of Groups in Astronomical Data

謝宏立
助研究員__________  
蘇游瑄
助研究員

10/02(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Suvarn S. Kulkarni 
(Indian Inst. of Technology 
Bombay, India)

Expeditious Synthesis of Bacterial 
Glycoconjugates

王正中
助研究員

10/06(一) 12:00 天文數學館1203室
(臺大院區)

李景輝副研究員
(天文所)

ALMA Observations of the Young 
Protostellar System HH 212

謝宏立
助研究員__________  
蘇游瑄
助研究員

10/07(二) 14:00  物理所1樓演講廳 Dr. Andreas Heinrich 
(IBM Research, USA)

Atom Manipulation for Science and 
Fun

張嘉升
研究員

10/09(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Qichun Zhang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 Singapore)

Some Novel Strategies to Prepare 
New Exotic Materials

郭俊宏
助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09/26(五) 10:30 生化所114室 Dr. Michael Jennings 
(Griffith Univ., Australia)

Epigenetic Regulation of Virulence 
in Human Adapted Bacterial 
Pathogens

王惠鈞
特聘研究員

09/29(一) 11: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Dr. Leaf Huang 
(Univ.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USA)

Lipid-Calcium-Phosphate (LCP) 
Nanoparticles for Drug and Gene 
Delivery

吳漢忠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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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9(一)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楊瑞彬研究員
(生醫所)

Secreted and Membrane-Tethered 
SCUBE Proteins Modulate 
Growth Factor Signaling during 
Developmental and Pathological 
Processes

陳建璋
長聘副研究員 

09/30(二) 11:00 分生所B1演講廳 Dr. Xiaowei Zhuang 
(Harvard Univ., USA)

Illuminating Biology at the 
Nanoscale with Super-Resolution 
Imaging

戴晶瑩
助研究員

10/01(三) 15:00 植微所A134會議室 田建教授
(日本東京大學)

Plastid Differentiation Controlled 
by Coordinate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Nuclear-encoded 
Photosynthetic Genes

中村友輝
助研究員

10/06(一) 10:30 學術活動中心
第1會議室

Dr. Blake Colin Meyers 
(Univ. of Delaware, USA)

The Diversity of Small RNAs in 
Anthers

邢禹依
特聘研究員

10/06(一) 11: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Dr. Michael Granato 
(Univ. of Pennsylvania, 
USA)

Seeing is Believing- molecular 
Genetic Analysis of Axonal 
Regeneration

周申如
助研究員

10/08(三) 10: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1樓會議室
楊瑞彬研究員
(生醫所)

Inhibition of the Plasma SCUBE1 
a Novel Platelet Adhesive Protein 
Protects Mice Against Thrombosis

鄭郅言
研究員

10/08(三) 11: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連正章副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

Dynamic Inhibitory Control of the 
Gateway of the Hippocampus

游宏祥
助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09/25(四) 10:3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Dr. Pai-Ling Yin 
(Stanford Univ., USA)

Platform Non-Tipping: Mobile 
Apps

09/25(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1樓中型
會議室

李達嘉副研究員
(近史所)

另一種圍城：1926-1927年中共在
上海的統一戰線

余敏玲
副研究員

09/26(五) 10:3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Dr. Pai-Ling Yin 
(Stanford Univ., USA)

Experi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Inherited Market Differences from 
the iPhone Ecosystem

09/26(五) 12:0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Dr. Fuhmei Wa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

Health Expenditures Spent for 
Prevention and Utility-adjusted Life 
Expectancy in a Growing Economy

陳香如
副研究員

09/26(五) 14:30 人社中心中庭
第2會議室

曾國祥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懷疑主義

郭秋永
兼任研究員

09/26(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Dr. Maria Serena I. 
Diokno 
(National Historical 
Commission of the 
Philippines)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 
Philippines since 1986 People 
Power?

謝斐宇
助研究員

09/29(一) 10:00 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
館5樓會議室

劉增貴研究員
(史語所) 傳世文獻所見漢代時日信仰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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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Mr. Eric Mak
(Univ. of Toronto, 
Canada)

Deconstructing Risky Behaviors 
over the Life-Cycle: A Dynamic 
Nature-Nurture Decomposition by 
Gender

陳樂昱
助研究員

10/01(三) 12:00 民族所3樓第1會議室
何翠萍副研究員(民族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
蔣斌副研究員(民族所)

《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
策展經驗分享

高晨揚
助研究員

10/07(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金自寧副教授
(北京大學)

嵌入行政法制度中的環境風險讕
價—基於案例的觀察

10/08(三) 14:3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Dr. Eric Tagliacozzo 
(Cornell Univ., USA)

Fins, Slugs, Pearls: Marine Produce 
and Sino-Southeast Asia

張雯勤
副研究員

10/09(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1樓中型
會議室

巫仁恕研究員
(近史所)

抗戰時期淪陷區的城市生活─以
蘇州菜館業的興衰為例

余敏玲
副研究員
(近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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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