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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人事動態

朱瑞玲女士奉核定為民族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聘期自2015年8月1日起至2016年7月31日止。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主任施明

哲，於2015年6月18日至7月2日赴荷蘭及奧地利進行學

術交流。出國期間，中心事務由徐麗芬副主任代理。

第15屆美洲華人生物科學學會（SCBA）
國際學術研討會

日期：2015年6月25日至29日

　　　（星期四至星期一）

地點： 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

學術活動中心

本次大會主題為Scient i f ic 

Discoveries for Human Health，將

邀請諾貝爾獎得主、美國國家科

學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中

國科學院院士等國內外尖端科學家約200人發表專題演

說。期能藉此機會，齊聚海內外頂尖生物科學家，進

行專業領域交流與討論，並促成國內學子與世界各地

華裔科學家面對面分享科技新知與研究成果，引領國

內連結國際網絡。

參考網站：http://scba2015.meeting.sinica.edu.tw/

index.html

2015 Glycoscience Summer、Fall 
Workshop/醣科學-夏季、秋季研習會

日　期：2015年6月27日 及9月5日

時　間：9：00-17：30

地　點：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技術

研究中心

講　員：張權發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講　題： 實驗室實作:1.單醣檢驗

及分析2.醣類代謝酵素活性檢測3.醣類薄膜晶片

主持人： 劉扶東特聘研究員兼所長（本院生物醫學科

學研究所）

協　辦：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技術研究中心

《歐美研究》出版消息

《歐美研究》季刊第45卷第

2期已出版，共收錄3篇文章，作

者及論文名稱如下：

林遠澤：身體姿態與語言表

達：論馮特的語言手勢起源論與

民族心理學理念

姚惠芬：抒情敘事詩與濟

慈之詩人本體的認同：以〈賽姬

頌〉及〈夜鶯頌〉為例

Jin Suh Jirn：Orientalism’s Discourse—Said, 

Foucault and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本期文章各篇已全文上網，另有電子書服務，個

人電腦及筆記型電腦使用者可使用瀏覽、文字複製、

檢索、個人筆記、書籤、列印等功能，亦可在智慧型

編輯委員：劉鏞、徐麗芬、譚婉玉、范毅軍、汪中和 
排　　版：吳宗訓　捷騰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index.php, 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en/index.php
E-mail:wknews@gate.sinica.edu.tw
地址：臺北市11529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28號
電話：2789-9488；傳真：2789-8708
《週報》為同仁溝通橋樑，如有意見或文章，歡迎惠賜中、英文稿。本報於每
週四出刊，前一週的週三下午5:00為投稿截止時間，逾期稿件由本刊視版面彈
性處理。投稿請儘可能使用E-mail，或送院本部秘書處公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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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欄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資料開放公告

下列為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簡稱SRDA） 最新釋出資料：

政府調查

勞動部統計處（前名勞委會）「101年15-29歲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57

勞動部統計處（前名勞委會）「101年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53

行政院主計總處「103年人力資源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1

行政院主計總處「103年人力運用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3

科技部計畫與學術調查

太陽花運動參與者調查

資料瀏覽下載：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696

臺灣民眾對死刑的態度與相關價值調查研究

資料瀏覽下載：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531

更多詳情請至「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網站查詢或與該中心聯繫。

網址：http://srda.sinica.edu.tw

電話：(02)2787-1829

E-mail: srda@gate.sinica.edu.tw

知識天地
風景：身體、空間、想像的交織 

黃冠閔副研究員（中國文哲研究所）

對現代人來說，風景是一個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經驗。不論是一般的描寫，或者是特意的追求，風景都是一種

可以說、可以感受、可以經營管理的現象。只不過，如果要說清楚風景的感受究竟是什麼，那就未必簡單。

從詞彙與認知的角度來說，風景、景觀、地景是類似而可互用的語詞，但是三個詞卻指向不同學科屬性：

在藝術、美學方面，多以風景來當作專技詞彙，例如風景畫、風景攝影；在建築、園藝、都市設計方面，則相同

的經驗用景觀來稱呼，更具體地有景觀學系、景觀師的體制；在地理學、生態學方面則是以地景來指稱大地的形

貌。這樣的詞彙差異已經暗示著對於「風景、景觀、地景究竟是什麼？」有預定的答案。在外語詞彙中，英文世

界一致以Landscape來稱呼，儘管晚近在landscape的造詞啟發中發展出aeroscape, aquascape, forestscape, cityscape等

用語，將視覺經驗推擴到空中、海洋，而不限於土地或地形上。但是法文的Paysage或德文的Landschaft所帶出的意

義卻又不同於英文的脈絡，有部分重疊也有部分偏移。在漢語脈絡中，除了現代學科劃分中的語詞差別外，還有

傳統與現代的差距；在傳統詞彙中，最關鍵的應該是山水這一詞彙，與它相關的還有風光、景色、景物、光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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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換言之，不同於外文的表達，在漢語中，至少有六、七種詞指向類似的經驗。僅僅從語詞多樣性的表面出

發，就不禁讓人想問：在這些多樣性的背後，風景經驗的構造究竟如何？用「風景」這個詞彙來指稱時，究竟是

一種化約，還是一種權宜？尋求經驗結構的統一之時，會不會犧牲了經驗的多樣性？風景的多樣性本身是否是一

個思考風景時的一個基準點呢？

如果將重心稍微從語詞考察挪開，看看現實世界。風景區的設置，早已經是地方政府推動觀光旅遊的一個

手段；即使是國家公園，也是兼具自然保護與觀光旅遊的兩種功能。風景被這種區域化的設置轉成一個個「景

點」，如同個別的資產一樣，可以納入管理，成為經濟活動的一環。風景成為觀光旅遊的一個對應詞。不過，我

們可以發現，中華民國景觀法還只停留在草案的階段。景觀學會代表民間力量，大力推動景觀法的立法；但此法

案雖然曾經過內政部營建署提案，卻並未進入立法審查，同樣地，立法委員也連署景觀法草案提交審議，卻遲

遲未能通過。法理層次上，雖然，各大學已經有景觀學系，也有由民間認證的景觀師，但並沒有專屬景觀師的

證照，相應於法律的制定，景觀的公共性尚未進入法的體制中。相較之下，歐盟景觀公約（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早已經於2000年簽署、2004年生效。日本也於2004年頒佈施行景觀法，美國雖無完整的景觀法，但聯

邦、州各有不同的景觀體系法條。這一個法的層次並非本文重點，但反映出風景的某些客觀面問題。將風景納入

景觀建築之中，是否表示景觀設計足以代表風景構成中人為涉入的合理性？風景的立法問題揭露出法體系與政治

力量已經以正面或負面的方式介入、規範，風景或許被視為國家資產、國土管理的一部分，但漠視風景（景觀）

可能有一法位階的身分時，又究竟意味著什麼？相對地，如果將來連同景觀法立法而有景觀師的國家認證，那

麼，特定的景觀設計是否隨著國家考試的權力認可而有主導性？這些疑問反過來提示我們，風景的客觀面問題已

經存在於現實之中。不論是否能夠成功立法，風景作為現代生活的一部分，早已經不只是個人品味的問題，而是

應提到公共領域的層次來思考。

回到哲學的角度來思考風景問題，哲學家關心的，就不只是詞彙或實作，而是概念與實際經驗。風景如何

成其為一個哲學概念？如何在概念化的過程中，描述風景經驗的結構？如何在風景的品味概念中，分析出人如何

對待風景、又如何受到風景的感動？風景經驗會如何影響人類在世界中的活動方式，從認知到情感、乃至實踐，

是否風景都可以當作一種特定的對象或思考線索來引動思想，進而反省人與空間、世界、以及世界中其他生物的

關係？在這種思考中，風景並不是只屬於個人經驗，更多的是屬於某些個人、某些群體，甚至是全人類。似乎只

有人類這個物種有風景認知，進而改造風景，將風景刻劃為符合這一物種所專有的風景樣態。但是，沒有人能擔

保其他物種沒有資格與能力，存在於它們所適合的風景中。從風景的角度來考慮，有可能脫開單純的人類中心主

義，並從物種的角度來重新思考。

從詞彙中交錯的多種學科來看，哲學或許恰好就處於藝術（山水畫、風景畫）、地理學（地景）、建築景觀

設計、都市計畫、文學（山水詩）的交會地帶。這樣的跨學科特性顯示出風景本身不屬於某一單一課題，風景作

為一個概念，就包含了一種帶有交錯網絡的複雜性；為了描述這種風景內部的複雜性，也有必要調整思考模式。

首先，不能將風景當作是不變遷的固定對象，這意味著風景不能夠只以視覺模式來加以固定，而必須有一種動態

的方式來體驗。風景雖然經常被理解為大地（地質）的樣貌，但是，大地本身在長期裡也會有其變動，不論是地

震、潮汐、沙漠化、海平面上升，都會讓某些原有的風景在一夕之間消失。這樣的風景總是隨著時間而變化，需

要注意到每一個精采而關鍵的瞬間。在參與風景的變化時，也使得風景的構造中不能只考慮純粹自然的層面，即

使沒有人的設計、改造甚至破壞，風景就已經有一種邀請，召喚著人的身體、知覺進入風景之中。這樣的思考模

式建立起互動式的認識論基礎，一旦風景經驗影響了風景思維，這種思維方式不僅僅是以風景為對象的思維，更

是受到風景滲透、接受風景的主導可能。如此一來，風景不再只是被人類所操控的條件，而有它獨立存在、但與

人相關的某些價值。 

一旦思維方式可以改變，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分析風景的經驗。在動態的模式下，風景本身已經是人類與

自然共同合作出的成品，或許有些地方的形式以無意識的形式呈現。風景是複雜的，每一個風景的片段都包含著

身體、空間、想像的因素在裡面。風景的感受源自於身體在空間中被包圍、移動，而且又加入想像，添增了現實

與非現實之間的張力。除了必須改變將風景當作對象的模式，改以風景的體驗、感受為模式，也必須注意到風景

造成了與現實的偏移，使得風景的意義不受限於感官知覺，而更延伸到豐富的意義層次。

我們進一步考慮風景經驗是否可以傳遞、分享，以致成為公共的經驗，這樣的問題指向某種風景的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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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用人類社會的強硬框架來設定風景的種種可能性之外，事實上，還是可以從公共性來指出風景有一種建制，

能夠在一段時間中被固定下來（如特定景點、風景區、風景面），而且可分享、傳遞，在歷史中變成公共記憶。

這樣的建制包含物質建制、身體建制、意義建制這三部分，每一個成為建制的風景都由這三層所構成，藉由物

質、身體、意義的生成與交織產生。這樣的建制多半仰賴大自然的鬼斧天功，以超乎人類的力量達成，卻引發漣

漪陣陣的意義效果。但每一個特定建制都仍然與偏移的力量拉扯，這些偏移的力量源自時間、空間的原來特徵，

空間的一個轉角或時間的一瞬間就有可能讓一片風景改觀；風景也不等於單純的現實，往往有想像介入來將現實

轉變為某種有意義的風景，但這種意義卻也會隨著想像的擴張或衰微而轉成不同的意義。我們總是會見到風景在

建制與偏移中之間交織，有多重的力量往不同方向拉扯。物質建置表示風景多半取材自自然，即使是人工造景也

不能脫離物質的材料；不過，較有爭議的是數位化的虛擬風景，但數位資料所形成的各種形式就不屬於自然的一

部分嗎？真正引發爭議的恐怕會是「自然」的概念，究竟虛擬性是否是自然的一部分，數位關係是自然的一種形

式嗎？

不論古代或現代，風景都恰好顯示文化與自然的交織，在自然中擷取出一段風景，這是文化的作用，但風景

本身也為文化提示著自然的不可化約性。風景對哲學思考提出的挑戰就在這一種文化與自然的交織狀態，以品味

的層次來挑戰人類的不同認知方式，進而挑戰人類在世界中存在的處境，這種處境也有倫理與政治意義。一旦能

夠開啟對於風景問題的思考，也就意味著能夠藉由風景來重新塑造哲學的發問，但這一課題才剛開始，還需要持

續地耕耘。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6/29(一) 12:00 天文數學館1203室
(臺大院區)

Dr. Wei-Hao Wang
(天文所) What I did leaned on the Big Island

謝宏立
助研究員
---------------
蘇游瑄
助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6/25(四) 15:00 植微所A134會議室 Prof. Xinnian Dong 
(Duke Univ., USA)

Live and Let Die: A Defense 
Strategy in Plants

賴爾珉
研究員 

6/26(五) 10:3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1樓演講廳
徐嘉君博士 
(農委會) The Island in a Changing World 趙淑妙

特聘研究員 

6/26(五) 15:00 本院溫室2樓會議室
Dr. Yui Sato
(Australian Inst. of Marine 
Science, Australia)

Integrated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Etiology of Coral 
Black Band Disease on the Great 
Barrier Reef

湯森林
副研究員

6/29(一)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Li-Na Wei 
(Univ. of Minnesota, 
USA)

 Receptor Interacting Protein 140 
(RIP140) in Diseases - A Wild Card 
to Exploit

謝小燕
研究員

6/29(一) 15:00 植微所A134會議室
Dr. Jane Shen-Miller 
(Univ.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A )

Century-old Living Fruits of Sacred 
Lotus Nelumbo Nucifera (China 
Antique): Strategy of Survival

邢禹依
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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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二)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陳希廸博士
(Boston Univ. School of 
Medicine, USA)

Klotho-enhancers and APP 
Dimerization Inhibitors as Potential 
New Treatments for Alzheimer’s 
Disease

陳建璋
長聘副研究員 

6/30(二)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Yun Chen 
(Johns Hopkins Univ., 
USA)

Mechanosignaling at Micron-scale: 
How Cells Communicate via Force 
Generation and Sensing

孫以瀚
特聘研究員

7/1(三)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Cheng-Ming Chiang 
(UT Southwestern, USA)

BRD4 in Gene-Specific Targeting 
and Cancer Therapeutics

謝小燕
研究員

7/1(三) 14: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Kai-Hsiung Chang 
(Cleveland Clinic, USA)

Delineation and Clinical 
Consequences of Sustained 
Androgen Synthesis in Prostate 
Cancer

謝小燕
研究員

7/2(四)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高茂傑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

The Effects of Lipopolysaccharide 
Biosynthesis on Helicobacter pylori 
Adherence and Infection

神奈木玲兒
特聘研究員

7/2(四)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Helen Claire Causton 
(Columbia Univ., USA)

A Tale of Two Cycles: Circadian 
Rhythms and Respiratory 
Oscillations in Yeast

呂俊毅
研究員

7/6(一) 11:00 生醫所B1C會議室
Dr. Yuan Chen 
(City of Hope Medical 
Center, USA)

Ubiquitin-like Modifications and 
Cancer Therapy

施修明
研究員 

7/7(二)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Ann Chen Wu 
(Harvard Medical School, 
USA)

The Rocky Road to Improving 
Asthma Treatment Using 
Pharmacogenetics

李永凌
合聘助研究員

7/9(四) 10:30 基因體中心2樓會議室 Dr. Yu-Fen Chang
(Univ. of Oxford, UK)

Genetically Encoded Tools to 
Manipulate and Reveal Molecular 
Dynamics in iPSC Disease 
Modelling and Drug Screening

沈家寧
副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6/25(四) 12:00 民族所第3會議室
Dr. Yukti Mukdawijitra
(Thammasat Univ., 
Thailand)

A Tale of Two Middle Classes: Mass 
Politics and Thailand’s 2015 Coup 
d’état

張雯勤
副研究員

6/25(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潘欣欣女士
(政治所)

威權政體的條約政治：以雙邊投
資條約為例

6/25(四) 15:00 史語所701室 劉莉女士
(華東師範大學) 明清時期西歐漢學之演變

邱仲麟
研究員

6/25(四) 15:30 史語所701室 馬恒先生
(華東師範大學)

清代學術的另一面，以儒林傳為
中心的討論

邱仲麟
研究員

6/25(四) 16:00 史語所701室 蔡炯昊先生
(華東師範大學)

新國體下的舊史學——民國初年
的宣付清史館立傳

邱仲麟
研究員

6/25(四) 16:30 史語所701室 葉毅均先生
(國立清華大學)

從「舊國學傳人」到「新史學宗
師」：試析范文瀾學思歷程之轉
變

邱仲麟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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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五)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Dr. Ju-Chin Huang
(Univ. of New Hampshire, 
USA) 
-------------------------------
Dr. Kent Zhao
(Xiamen Univ., USA)

Hedonic Prices Taxation and 
Imperfect Competition

蕭代基
研究員

6/29(一) 10:00 民族所新大樓3樓2319
室

朱瑞玲研究員(民族所)
-------------------------------
蔣斌副研究員(民族所)
-------------------------------
周玉慧研究員(民族所)

原鄉與永久屋：屏東大社與來義
排灣族部落的離災遷移與部落韌
性

劉斐玟
研究員

6/29(一) 14:30 臺史所802室 鄭安睎博士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日治時期蕃地測繪與技師(手)

6/29(一) 15:00 史語所703室 濱島敦俊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江南無「土豪」──穩定社會何
時來臨？

王鴻泰
副研究員

6/30(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Prof.  Masanori 
Kashiwagi
(國立臺灣大學)

The Japanese Taylor Rule Estimated 
Using Quantile Regressions

廖珮如
助研究員

7/1(三) 11:00 民族所第1會議室 蘇瑞鏘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 

白色恐怖在臺灣：真相探尋、歷
史解釋與人權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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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報》為院內學術活動宣傳、學術成果報導及本院同仁溝通橋樑，每週四出刊，如該日適逢國定假日，

則停刊一週；春節假期，停刊二週。除特約稿件外，不致稿酬，稿件若經採用，將致贈禮物一份。

一、週報現有〈本院要聞〉、〈學術活動〉、〈公布欄〉、〈知識天地〉、〈學術演講〉、〈院內人物側

寫〉、〈輕鬆一下〉、〈同仁來函〉、〈活動迴響〉等專欄。其中〈本院要聞〉、〈學術活動〉、〈公布

欄〉係供院內各單位刊登訊息，來稿需經各單位主管核可。〈知識天地〉刊載特約稿件，由各所（中心）

輪流提供，稿費最高以篇幅3000字、圖表2張計酬。

二、〈輕鬆一下〉、〈同仁來函〉、〈活動迴響〉供院內同仁投稿，文稿一律以真名發表，來稿篇幅以800字、
圖表以2張為原則。為免內容涉及人身攻擊或不實描述，以致造成不必要的困擾與爭議，編輯委員會對來稿
有刪改權。

三、來稿之審查結果將以電子郵件通知。

四、為平衡且有效率的報導，凡投書內容涉及院內單位之業務，得知會該單位並約定答覆期限。後者若未能於

期限內回覆，則先刊登來文。若有多篇稿件內容相似時，「編輯委員會」可擇1至2篇刊登。文稿遇有爭執
議題，以一次答辯為限。

五、投稿方式：來稿請提供*.doc檔，圖表請提供*.jpg檔，逕寄：wknews@gate.sinica.edu.tw 或送院本部秘書處
公關科或傳真至2789-8708《週報》收；歡迎惠賜英文稿件。

六、截稿時間：出刊日前一週的週三下午5:00為投稿截止時間，若逢連續假期則提前一天（週二）截稿。〈學
術演講〉訊息則於前述時間由院內「重要活動行事曆」中標示「本訊息與週報同步刊出」中擷取。

七、凡擬轉載週報內容者，請以書面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