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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共體循環手術探究循環細胞再生心肌之

展望

本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謝清河博士領

導之研究團隊近日發表一項研究成果，確認血液循環

細胞（circulating cell） 可以透過融合（fusion）及轉分

化（trans-differentiation） 二種方式自然形成新的心肌

細胞，開啟利用自體造血幹細胞進行心肌再生的新希

望。此研究挑戰了2004年二篇發表在《Nature》雜誌的
心血管研究成果，當時認為造血幹細胞（hematopoietic 

s t e m  c e l l）不會在心肌梗塞後形成新的心肌細胞

（cardiomyocyte, heart cell）。這篇研究論文已於2

月13日刊登於國際心血管研究重要期刊《Circulation 
Research》。

有關血液細胞在心肌細胞再生之研究，傳統的研

究方法是利用骨髓細胞移植，此種方法發現血液或骨

髓中的細胞在心臟受損後會透過血液循環進入心臟，

並表現心肌細胞特有的標的物質，以此證實血液細胞

可能係經由轉變成心肌細胞的方式來參與心臟治療。

2004年史丹佛大學Robbins實驗室利用共體循環系統

（parabiosis）來探究循環中血液細胞在心臟受損後所

扮演的角色，卻發現血液細胞不會變化成心肌細胞。

2014年，由謝清河博士領導之研究團隊發現：心

臟受損早期的發炎反應對組織受損後心肌細胞能否再

生相當重要。面對與前人迥異的研究成果，研究團隊

進一步設想利用共體循環手術時必須考量建立共體循

環的時間點。因此，在這項最新的研究中團隊於動物

間之共體循環建立穩定後才進行心肌梗塞手術，此舉

可確保早期的發炎反應能夠及時並有效的在二動物間

進行傳遞。

研究團隊利用超音波即時分子影像（real-t ime 

molecular imaging）結合Cre-Lox基因轉殖鼠進行成鼠

心肌細胞血統追蹤（cell lineage tracing）。過程中發現

由骨髓細胞衍生的循環細胞參與心肌再生的方式有兩

種：一、與原本存在於心臟內的心肌細胞融合；二、

透過轉分化形成新的心肌細胞。前人的研究指出肌肉

細胞融合具保謢心肌細胞免於細胞凋亡及促進它們生

存的功能，而循環細胞在心臟受損後具分化成心肌細

胞的能力更可提供另一個替補心肌細胞的來源。這項

實驗結果挑戰了2004年史丹佛大學與華盛頓大學所提

出的二篇研究結果，直接證明了血液循環細胞對於心

肌再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同時也證實了早期的發

炎反應在內生性幹細胞替補心肌細胞的過程中扮演著

關鍵角色。

充血性心衰竭是全球主要死因之ㄧ，大多是因為

冠狀動脈阻塞、造成心肌梗塞所引起。心臟本身是一

個自我修復能力非常有限的器官，而冠狀動脈阻塞會

導致大量心肌細胞迅速死亡，因此形成組織纖維化，

接著是心室重塑、擴大及功能變差，最終導致心衰

竭，乃至死亡。謝清河博士所領導之實驗室一直以臨

床應用為最終目標，如若能更進一步了解循環幹細胞

被活化成心肌細胞的控制機轉，將可藉由調控此一機

轉的方法，加速促進其分化形成功能性的心肌結構，

以達成真正的心肌再生。此治療方式相較於傳統施打

外來細胞的治療方式，具有避免細胞排斥的疑慮。因

此，本論文研究的發現對於心臟疾病治療之應用具備

重要潛能，同時更具有臨床應用價值。

參考網站 :h t tp : / /c i rcres .ahajournals .org/content /

early/2014/11/14/CIRCRESAHA.116.30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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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近代史研究所孫慧敏副研究員榮獲「2015-2016 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獎助」
本院近代史研究所孫慧敏副研究員榮獲2015-2016年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獎助，將前往哈佛大學進行10個

月的訪問研究；孫慧敏博士致力於研究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與法律改革。此次獲獎研究計畫為「A City of Tenants: 
Shanghai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Rental Law」。

人事動態
何美鄉女士奉核定為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聘期自2015年2月1日起至2016年7月31日止。
童春發先生奉核定為民族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聘期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6年7月31日止。
陳祥水先生奉核定為民族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聘期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6年7月31日止。
蔡志偉先生奉核定為民族學研究所兼任副研究員，聘期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6年7月31日止。
葉春榮先生奉核定為民族學研究所兼任副研究員，聘期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6年7月31日止。

學術活動
ICPSR 2015年「暑期社會研究量化方法課程」開始報名

美國密西根大學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ICPSR） 2015年「暑期社會研究量
化方法課程」 （ICPSR Summer Program in Quantitative 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自2月開始報名，詳情請見：
http://www.icpsr.umich.edu/icpsrweb/content/sumprog/2015。

美國密西根大學ICPSR的「暑期社會研究量化方法課程」，自1963年開辦至今，每年提供全世界的學者及學生
基礎與進階的量化方法訓練。本院為ICPSR會員，本院同仁取得工作證明，即能以優惠方式於網路自行報名，曾參
加課程者亦另有優惠。詳細訊息請參考歐美所ICPSR網頁：http://www.ea.sinica.edu.tw/library_icpsr.php?no=9。

2015年第1次環境史研究工作坊
時    間：2015年3月20日（星期五）
地    點：臺史所802室（人文館北棟8樓）
時    間 講  題／發 表 人

10:00-:10:30 報到

10:30-12:00 研究報告

洪德欽 （本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從歐盟食品安全建制論我國食品安全管理法
的未來修法方向

朱瑪瓏（本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徒勞無功：1880年代吳淞內沙機器濬沙
的失敗

13:30-15:00

研究報告
王一樵（本院人文講座辦公室專任助理）／清代檔案文獻中所見北京城水災防治
與水資源管理─以永定河為討論中心 

閱讀報告
劉翠溶（本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參考網址：www.ith.sinica.edu.tw
注意事項：1. 本工作坊不發紙本講義，請報告人準備powerpoint講稿，出席者請自備筆記。

2.  欲參加者，請於3月16日下班前向劉曉芸小姐報名，以便準備午餐。連絡
E-mail: hsyunliu@gate.sinica.edu.tw，素食者請註明。

3. 本工作坊為本院環境教育項目之一，全程參加者可得4小時環境教育時數。

天文所天文教育科普活動
天文所訂3月14日於本院天文數學館（臺大院區）舉行天文科普推廣活動，活動內容包

含：科普短講、天文望遠鏡動手做、太陽觀測，以及望遠鏡實驗室導覽等。

時　　間：2015年3月14日13: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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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國立臺灣大學天文數學館1樓國際會議廳、實驗室
洽詢電話：2366-5452（望遠鏡實驗室導覽及問A咖活動請事先報名）

2015 開放資料研究聯合工作坊 
時　　間：2015年3月20日（星期五）上午9:30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2樓第1會議室

詳細議程請參考：http://odw.tw/en/programme 

報名網址: http://odw.kktix.cc/events/jwodr2015

《數學集刊》出版訊息

數學研究所編印之《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athematics, Academia Sinica New Series》

Volume 10 Number 1已出版，作者及文章標題如下：

1. Truncated Convolution of Character Sheaves by George Lusztig

2.  An Extended Propositional Logic by Mariano Giaquinta, Giuseppe Modica and Jiri Soucek 

3. Strong Laws for Ratios of Order Statistics from Exponentials by Andre Adler

4. Generalized Skew Derivations on Lie Ideals by Vincenzo De Filippis and Cagri Demir

5. A Characterization of Hilbert Spaces Using Sublinear Operators by Khalil Saadi

數學集刊網站電子版 http://w3.math.sinica.edu.tw/bulletin/default_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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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訂戶新台幣1500元，國外訂戶美金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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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史所一甲子：同仁憶往錄》（上）（下）出版訊息

本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史所一甲子：同仁憶往錄》（上）（下）已

出版。

本院於1955年2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聘郭廷以先生為籌備處

主任。1965年4月正式設所，郭廷以出任首任所長。本書結集歷任所長、

資深同仁的口述訪問與自述。在書中，他們暢談近史所六十年來的人事

更迭、制度演變、學術交流、研究專長與發展，也對在職同仁提出期許

與勉勵，內容涵蓋近史所整體性的歷史演進，兼具資深同仁個人生命史

的紀錄，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留下一份珍貴的史料。本書亦收錄13位海外

學者對近史所成立六十週年的賀辭。

《臺灣史研究》出版訊息

臺灣史研究所之《臺灣史研究》季刊第21卷第4期（二二八事件專號‧續）已出版，本期

收錄3篇專號論著、1篇研究論著、1篇資料介紹。作者及論文名稱如下：

專號論著

侯坤宏／重探「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角色

歐素瑛／二二八事件期間縣市首長的角色與肆應

劉恆妏／二二八事件中的自新：以臺中、嘉義、台南、高雄為中心

研究論著

黃雯娟／命名的規範：臺南市街路命名的文化政治

資料介紹

許雪姬／「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的解讀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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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趣者，請利用劃撥訂購紙本期刊。訂閱費用：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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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天地
降維與群聚分析在高雜訊分子影像分析的應用

杜憶萍、陳素雲研究員、陳定立副研究員、謝岱霓女士（統計科學研究所）、章為皓副研究員（化學研究所） 

統計科學是一門鼓勵跨界合作的科學。長久以來統計科學的合作對象跨越了士、農、工、商。統計這個英文

字 statistics 的字根stat 就是和政府有關的意思。一個用心的政府在研擬重大政策時一定會蒐集相關數據加以分析解

讀，作為政策依據。其他方面從我們常看到的科系或課程名稱就可以理解統計與其他領域關係之密切，例如生物

統計、工業統計、商業統計。統計科學和某些領域的開創也是息息相關，例如遺傳學。孟德爾（1822-1884）分析

了碗豆第一及第二子代性狀數據而提出顯性隱性基因的概念，成為遺傳學始祖。而從Ronald Fisher （1890-1962） 

同時是一位偉大的遺傳學家也是一位偉大的統計學家，可以看出兩個領域的發展息息相關。上述例子說明統機科

學常常伴隨著一個學科領域的開創或革新，這一篇文章介紹以低溫電子顯微鏡（低溫電顯）解巨型蛋白質分子結

構和統計科學的關係，就是另一個例子。

目前在蛋白質資料庫裡，有結構資訊的約90%是以X光結晶學解出來的，另外9%是以核磁共振方法，以低溫

電顯解結構約佔1%。從數據來看低溫電顯市佔率遠遠被甩在後頭，為何能在這個市場內撐這麼久，沒被淘汰而且

情勢看漲呢? X光結晶學以高解析度著稱，核磁共振著重在小而美（更高解析度來解較小分子） ，低溫電顯以解巨

型分子保住其不可取代性。近年在幾個關鍵技術突破後，竟也解出解析度到3A（埃:10-10公尺）的例子，所以有不

可輕忽的潛力。

X光結晶學的基本原理是我們中學學過的布拉格定律，用X光通過三維晶體產生繞射圖案回解出原子間的距離

而得到結構。原理簡單，真正的門檻在於長出三維晶體。分子要長成晶體需要秘笈（protocol）。秘笈的形成像古

時候煉丹術，試遍配方，加溫加鹽加這個那個，更重要的可能是要加一把運氣。而醫藥科學的需求，使得科學家

有興趣的分子結構越來越大而複雜，晶體的長成也就越來越艱鉅。另一方面即便晶體長成了，還是有一點缺憾。

分子為了長成晶體，可能排斥了其他構型。更有甚者，可能在結晶的過程，取了一個非天然的構型。這些原因使

得科學家們對於非晶體態下的結構有興趣，低溫電顯滿足了這個需求，他另有一個名稱:單分子三維結構重建分

析，意即不須長晶體。

低溫電顯的做法是將純化的分子（待解結構的蛋白質分子），鑲在很薄的非晶體（玻璃態）冰層裡，再以

低劑量的電子束打上去。測量到的是與分子產生交互作用的電子成像。這個影像如同對此分子的密度的投影積

分再加上比例很高的雜訊。這些被鑲在冰層的分子沒有一定的方向（圖一） 。理論上，只要分子數目夠多，每

個方向都可以取得到，要拼出原來三維的樣貌只是時間的問題。實際上，這些蛋白質是很脆弱的，電子束劑量

被限制在每平方埃低於10個電子，這使得蒐集到的影像訊噪比（signal to noise ratio）很低（圖二）。這在數據

分析上，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統計學裡有一個很基本的定理:中央極限定理。大意是說，假設在一個群體中取樣做某個量測（X），此量測

存在一個均值（µ）。每個個別量測（Xi）和這個均值的差異稱為誤差是個隨機變量（εi）。而這些誤差本身均值

為零（Eεi=0），彼此互不干涉（independent），且對個別量測沒有偏頗（identical），則此樣本量測的平均數和原

來的均值的差異可以用（誤差強度/（樣本數）1/2）來描述。這暗示著只要在這個群體中，取足夠多樣本數來做量

測，這些樣本的平均數可以很接近原來的均值，不管原來誤差強度多強。這個定理在訊噪比很低的低溫電顯影像

上的應用是:只要能把影像分門別類，將相同方向（有一樣的均值）的影像取平均數，原貌就有機會呈現（參看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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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平均數的概念來降低雜訊恢復原貌，其實在X光結晶學裡也不知不覺地用了。 X光經過三維晶體的繞射圖像

本身就是一個集體平均的結果。只是這個分門別類取平均值的動作不在數值上，而在樣品預備上:長晶體本身就已

經把個別分子排列整齊了。在低溫電顯中，相當於用統計分析的方法，將個別單一分子做排序， 也就是說用統計

分析方法達到晶體有秩序的效果。要將訊噪比很低的影像分門別類需要兩個工具:降維與群聚分析。

降維是降低維度的縮寫。維度降低之後，後續的分析自然較簡單。降維背後有一個信念，有意義的訊號雖

然以高維度方式呈現，其實是落在一個相對來說維度小的空間。從數據本身來找有效的低維度空間，一個最被廣

泛使用的方法是主成份分析法。它的主要想法是找到一個主軸，使得從那個角度看（意思是把數據投影到那個軸

上），這些數據最有份量（變異量最大或著說散得最開）。依此類推，找下一個正交主軸。這個方法在古典力學

裡也被使用過，用來算出陀螺的穩定旋轉軸。講了半天，讀者可能會納悶影像分析和高維度空間有甚麼關係呢?

一張黑白影像是由格子般的畫素組合起來的。例如我們聽到的手機廣告強調百萬畫素的照相功能，就是指一

張影像由大概是1000x1000的格子畫素組成。每個畫素呈現由黑到白的灰皆是可以被量化的。一張彩色影像則由三

張負責紅、藍、綠色階所組成。在影像分析中，每個畫素都被當成一個變量，所以在這個例子裡，變量個數高達

百萬。要解一組這種大小的影像的主成份分析，在數學上得解一個百萬乘百萬矩陣的本徵解，計算量非常的大。

變量個數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為單單看1000（行）乘以1000（列）的數字，而忽略了它有行與列的架構在。如果

從個別的行與列（各自為1000）下手，情況就不一樣了。對於一組（多張）影像要做分析降維，我們的研究團隊

說明了對行與列各自找到最佳化的降維空間，在統計上來說是比較有效率的，這個效率涵蓋計算成本及影像重建

的準確度。 

我們用圖三來解釋，傳統的主成份分析法與行列主成份分析法（多線性主成份分析法）對多張影像降維的差

別。傳統的主成份分析法把影像上的畫素拉成一個長長的向量（每張影像成為一個向量）。這時主成份分析法再

以解其共變矩陣（此矩陣之行與列的長度都和影像拉長的向量等長，在上述例子為106x106）的一群本徵向量來當

作新的基底矩陣。而後續的分析是以投影到這群新基底的座標值為根據。行列主成份分析法，分別處理行空間與

列空間的共變矩陣（在上述例子皆為103x103）之本徵向量解，而得到行空間與列空間的基底。每個影像左成行基

底矩陣，右成列基底矩陣，即為新的投影值，供後續分析。

降維在這裡可說是群聚分析的前序作業。群聚分析的基本概念是，物以類聚。目前最廣為使用的可能算是 

k-means 算則了。這個算則的想法很直覺，先給定類別數k之後，第一步先隨機把全部分成k類，第二步就從這k

類別中，各自找到最具代表性的插上旗幟（一般來說就是取各類別的均值）。接著再回到第一步重分k類（‘k’-

step），每一個成員找最接近的旗幟歸類。再到第二步重新取均值標立旗幟（‘mean’-step）。接著不斷的在這兩步

（‘k’and‘mean’steps）循環直到收斂。這個方法既快速又管用，只要數據夠乾淨以及類別數不要太多。可惜這兩

條件低溫電顯的影像都不滿足。k-means 算則其實在第一次第一步的隨機分類就大致決定了最後類別的結構。要有

好的結果，第一次隨機分類的各類別均值必須約略在不同的實際類別中。這樣的要求在類別數不大時，重複多試

幾次，不難達成。但是當類別數一多時，第一次第一步的隨機分類就有致命性的影響—如果第一次隨機分類的各

類均值都離某類別有些距離，這類別的成員將被迫打散分到其它類別而永遠沒機會自成一類。這個現象隨著類別

數目越大，情況越嚴重。而典型的低溫電顯影像分類數至少超過100。另一個條件乾淨的數據。前面提過，低溫電

顯的訊噪比很低，有些影像根本沒有訊息，不應當被歸入任何一類去做平均。我們稱這種影像為孤群。照理說一

個好算則可以自動挑出孤群剔除。但在k-means 算則裡，這類孤群總可以找到最接近的類別標幟，硬闖進去，而影

響到之後三維結構重建的解析度。

我們的研究團隊提出一個群聚分析算則: γ-SUP來解決這兩個問題。想像n個小朋友在操場活動時，老師宣布

要分組。這時每個小朋友都會開始就近找他熟悉的朋友靠近，不到幾分鐘，人以類聚的現象就會自動產生了。在

這個過程中，每個小朋友在踏出下一步時，他們的大腦裡，不斷的做計算。許多條件需要折衝，每一步都是某種

加權平均的結果。有少數小朋友很可能徬徨張望但終究不入群，或兩三人組成一個極小的群體。根據這個想法，



週報　第1506期

6

我們提出了這個 γ -SUP分類算則。我們讓空間中的n個點，各自移動而不必隨機分類，移動的走向及步伐大小透

過他與周圍點的距離加權平均來決定。我們發現這個算則恰恰解決低溫電顯影像常有的孤群問題（參看圖二分類

平均結果）。

在這個例子裡，不管是降維或是群聚分析，這些工具的創新都不是從平地起，而是源自於對原來方法（主

成份分析法與k-means）的理解。能確實掌握他們的特性， 知道他們的限制，才有機會突破。當然開發新的工具

要有新的技術，願意學習新知識也是一重要的關鍵。到目前為止，我們的貢獻（降維與群聚分析）在整個低溫電

顯影像的三維結構分析中屬於前端作業。後續的分析包括三維結構模型的建構與估計更是有挑戰性，計算一個結

構動輒一兩週的計算量。我們希望，像這個經驗一樣，我們能以統計的專業，幫助合作者提供更有效率地算則分

析。我們也希望在這個過程裡能回饋給統計領域，對統計方法有所提升。隨著科技的發展，每一個領域都開啟了

新的機會，也各自面臨與以往不同的挑戰，解決問題所需要的工具也需要不斷地創新。某一個困難問題的解決方

法（在這個例子裡是長成巨大分子的三維晶體）也許不在它原來的領域（生化領域）裡，而在友軍（統計算則）

中。統計所的研究人員樂意成為你們的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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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左側為X光結晶繞射實驗所用的結晶樣品示意圖。右側為低溫電顯所使用的樣品示意圖，其投影影像，需要

藉著分類的運算，把一樣方向的分子歸類，排序整齊。

圖二。左圖包含30張低溫電顯單分子（Ribosome）二維投影影像。右圖是經過分類後的平均影像，一些結構樣貌

得以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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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傳統主成份分析法和行列主成份分析法對一組影像做降維的示意圖。傳統主成份分析法先把每一張影像拉

成一個向量，在解基底時往往需要對一個很大矩陣做運算。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3/13(五) 14:00 化學所周大紓講堂
Prof. Lutz Ackermann
(Georg-August-Univ. 
Göttingen, Germany)

Transition-Metal-Catalysis for 
Selective C–H Activation

陳玉如
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3/5(四)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Frederick Peter 
Guengerich 
(Vanderbilt Univ., USA)

Biochemical Mechanisms in the 
Oxidation of Steroids and Other 
Exogenous Chemicals

鍾邦柱
特聘研究員

3/9(一)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Anne Krapp 
(Institut Jean Pierre 
Bourgin, INRA Versailles, 
France)

Nitrate Transport and Signaling 蔡宜芳
研究員

3/9(一) 15:30 農生中心A134演講廳 Dr. Ken J. Ishii 
(Osaka Univ. Japan)

Innovation and Safety of Adjuva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楊淑美
研究員

3/10(二) 11:00 生化所114會議室 楊慕華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

The Non-canonical Roles of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Cancer Metastasis

陳慶士
特聘研究員

主成份分析法

行列主成份分析法

後續分析用

後續分析用
行空間基底 列空間基底



週報　第1506期

8

3/10(二) 11:00 分生所B1演講廳
Dr. Josh Dubnau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USA)

The Transposon Storm Hypothesis 
of Neurodegeneration

孫以瀚
特聘研究員

3/11(三)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Hsiang-Ying Sherry 
(LeeWhitehead Institut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USA)

PPARα and Glucocorticoid 
Receptor Synergize to Promote 
Erythroid Progenitor Self-Renewal

鍾邦柱
特聘研究員

3/12(四)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蔡怡陞助研究員
(多樣中心)

Diversity of Fungi and Parasites 
in Light of Their Genetics and 
Pathogenicity

王廷方
研究員

3/12(四) 11:00 基因體中心1樓演講廳
Prof. Fumitaka Kudo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apan)

Biosynthesis of β-amino Acid 
Containing Macrolactam Antibiotics

李宗璘
副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3/5(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吳文欽助研究員
(政治所) 從聯合國大會投票看中美競爭

3/6(五)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Prof. Katsunori Yamada
( Kindai Univ., Japan)

Can We Steer Income-comparison 
Attitudes by Information Treatment? 
Evidence from Randomized Survey 
Experiments in the US and the UK

葉俊顯
研究員

3/10(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Prof. Hsienming Lien
(國立政治大學)

The Benefits of Prenatal Care: 
Evidence from the SARS Epidemic 
in Taiwan

陳香如
副研究員

3/10(二) 14:30 經濟所C103會議室 Prof. Yunfang Hu
(Kobe Univ., Japan)

Trade Patterns and Growth Paths: 
Timing of Openness

陳明郎
研究員

3/12(四) 15:00 社會所802會議室 Prod. Moo-Kyung KIM
(Sogang Univ., Korea)

The Application of 
“Mythodology” to the Modern 
Korean Society

蕭新煌
特聘研究員

3/13(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謝斐宇助研究員
(社會所)

臺灣奇蹟的幻滅? 重探臺灣中小企
業的網絡式生產體系1996-2011

蔡友月
副研究員

3/17(二) 14:30 史語所701會議室 陳元朋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生不可得見」的「有形之
物」：中藥材龍骨的認知變遷與
使用歷史

3/18(三) 14:30 人社中心B202會議室 Prof. Eric Tagliacozzo
(Cornell Univ., USA)

The Center and its Margins: How the 
Indian Ocean Became“British”

蔣斌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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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