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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要聞  

學術諮詢總會新、卸任執行秘書交接儀式 

時間：4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地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 樓平面演講廳 

歡迎本院同仁踴躍觀禮。 

人事動態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唐堂奉核定兼任本院

學術諮詢總會執行祕書，聘期自 95 年 4 月 25 日起。 

  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彭信坤奉核定兼任本院學術諮

詢總會副執行秘書，聘期自 95 年 4 月 25 日起。 

學術活動  

學術出版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18卷第1期出版 

  人社中心編印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8 卷第

1 期已出版，本期共收錄 5 篇論文：李家銘、葉春淵、

黃琮琪〈菸價要調漲多少：菸品健康福利捐課徵對香菸

消費的影響效果〉，陳仕偉〈景氣波動變異對景氣轉折點

認定之影響：跨國的實證研究〉，簡博秀、周志龍〈空間

再層域化和國家：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空間發展策略〉，黃

旻華〈如何看待穆斯林社會中政治伊斯蘭的民意支持？

複層次迴歸模型的實證分析〉，林祖嘉、黃啟宏〈對外投

資與勞動結構調整：台灣的實證分析〉。細目資料請參閱

本中心網址 http://www.rchss.sinica.edu.tw/。 

 

2006 李卓皓院士紀念演講會  

時   間：4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地   點：生化所 1 樓 103 大講堂 

講    題：Hypothalamic Hormones: From 

Neuroendocrinology to Cancer Therapy. 

主 講 人：Dr. Andrew V. Schally （Nobel Prize Laureate 

in Medicine, 1977; Member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78.） 

學術座談  

時   間：5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30 分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 樓平面演講室 

主 持 人：李遠哲院長 

對    象：邀請本院 2005 年國內、外各類獎項得主（例

如：總統科學獎、本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

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國科會傑出特約研

究人員獎、國科會特約研究人員獎、國科會

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李氏傳統基金會獎助

金、傅爾布萊特研究學者赴美獎助金、哈佛

燕京社獎助金、行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行

政院文化獎、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獎

助金、中國青年救國團青年獎章、東元科技

獎及優秀農業人員獎等及其他獎項之得

主），就學術研究與未來發展交換意見。 

報名方式：請於 4 月 25 日前逕向各所（處）、研究中

心承辦人員報名。 

洽詢專線：總辦事處秘書組公關科林鈺涵，電話：

2789-9413。   
 編輯委員：邢禹依 紀元文 廖弘源 廖南詩 羅紀琼 

排版：吳漪琳 黃淑娥 

http://www.sinica.edu.tw/as/weekly/index.html 
E-mail: wknews@gate.sinica.edu.tw 
地址：台北市 11529 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電話：2789-9488；傳真：2782-1551 
《週報》為同仁溝通橋樑，如有意見或文章，歡迎踴躍賜稿。本報於每週四出刊，
前一週的星期三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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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送總辦事處秘書組公關科 3111室。 

中央研究院 發行  73 年 11 月 01 日創刊  95 年 4 月 20 日出版 院內刊物 / 非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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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屆台灣本土心理治療學術研討會 

時 間：4 月 28 日（星期五）至 30 日（星期日） 

地 點：本院民族學研究所舊館 3 樓第 1 會議室          

   時 間                 題  目 / 發  表  人                

（4 月 28 日）  

9:00 - 9:45 報到 

9:45 - 10:00 開幕式／黃樹民 所長  （致歡迎詞） 

10:00 - 10:50 談療癒倫理本土性的存有論基礎／汪文聖 

11:10-12:00 心理治療的詮釋學轉向與生活世界的溝通合理化要求：論哈伯瑪斯對於佛洛依德精神分析

的方法論反思／林遠澤 

13:30-14:20 達悟社會與不正常的人：達悟傳統、基督宗教、現代醫療三個交錯的典範系統／蔡友月 

14:40-15:30 祭解與收驚治療儀式的文化心理學／張 珣 

15:50-16:40 倫理主體的形成與裂解，融合與轉化：以慈惠堂的研究為例／余安邦 

17:00-17:50 「心靈意識」在漢語脈絡下的闡析——以《存有三態論》為核心的展開／林安梧 

（4 月 29 日）  

09:00-9:50 專題演講／宋維村 

10:10-11:00 從「病理化」到「倫理化」：兒少性侵害受害者之研究的視野轉換／李維倫  

11:20-12:10 倫理主體，臨界多態：從精神病徵／自我／他者流變間探詢受苦療癒之途／林耀盛  

13:30-14:20 殘缺與聖顯：以 Henri Nouwen 與大江健三郎的作品為例／蔡怡佳  

14:40-15:30 空間詩學與藝術動力：從《放牛班的春天》與《海上鋼琴師》談驅力倫理／蔡淑惠 

15:50-16:40 傅柯的美學化倫理學：自我技藝學的實踐／黃瑞祺 王恭志 

17:00-17:50 「關切他人」與「關注自我」／龔卓軍 

（4 月 30 日）  

09:00-9:50 臨床倫理的倫理技術／蔡錚雲 

10:10-11:00 本土心理治療的倫理議題：精神醫學的觀點／文榮光 

11:20-12:10 以癌末真相告知為例：病者、家庭或醫療父權，孰為倫理主體的核心？／許樹珍 

13:30-14:20 倫理主體的形塑,、顯現與流變：以精神病患家屬為例／李淯琳 余安邦 

14:40-15:30 介於正常與異常之間的異己相逢旅程：慢性精神病患生命敘事所蘊涵主體形塑的可能／ 

黃嬡齡  蔡篤堅 

15:50-16:40 臨床心理學本土化歷程中，探討倫理轉向如何成為可能／余德慧 李維倫 林耀盛 

17:00-17:50 療遇時刻：一種批判自療社群的形成／宋文里 

17:50-18:00 閉幕式／余安邦  余德慧 主持 

※  蔣欣欣：護理倫理教育方法的探究（未定）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協辦單位：台灣心理治療學會、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 

聯絡電話：2652-3465；E-mail：ab2703@gate.sinica.edu.tw 

報名方式：一律以電子郵件報名。研討會訊息及報名表，請參見本院民族所網站：http://www.ioe.sinica.edu. 

mailto:ab2703@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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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ymposium Grid Computing（ISGC）2006 in Conjunction with 

EGEE Workshop 

時   間：5 月 1 日（星期一）至 4 日（星期四）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 樓 

討論議題： 

 1. Global Grid Activities  8. Operation & Management 

 2. Grid Activities in Asia Pacific  9. Networking 

 3. Application on HEP Analysis 10. Grid Middleware & Interoperation 

 4. Application on HEP Computing 11. Industry Track 

 5. Application on Biomedicine 12. Service Challenge 

 6. Application on Earth Science 13. WLCG/EGEE sites Status 

 7. Data Intensive 14. Grid Technology 

報名方式：歡迎需運用網格（Grid）技術之各科技領域的研究人員、計劃主持人及相關資訊人員，例如計算物理/

化學、高能物理、流體力學、大量資料模擬與計算、生物資訊、醫學資訊、資訊工程等，踴躍報名。

意者請上網 http://www2.twgrid.org/event/isgc2006 報名。 

聯 絡 人：宋欣怡小姐，電話：2789-9944，Email：isabel@ccweb.sinica.edu.tw。 

知識的饗宴—遇見科學 4/26 播出「全球氣候變遷與台灣」 

什麼是氣候？什麼是氣候變遷？ 

什麼是溫室效應？它與氣候變遷有什麼關係？ 

全球氣候變遷對台灣又有什麼影響？ 

在「知識的饗宴－遇見科學」第 4 集中，本院環境變遷研

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劉紹臣主任、周佳副研究員、林傳堯博士後

研究員，及國立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吳俊傑教授，將為我們分

析、解說。歡迎您 4 月 26 日（星期三）晚上 10 時於公視 13 頻

道準時收看。 

※重播時段：4 月 27 日凌晨 3 時及上午 10 時。 

公布欄  

本院 95 年 1 月主題研究先導計畫核定名單 

生命組（共 1 件）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施臥虎副研究員之「阿拉伯芥品系間的天然差異影響缺鐵時發育與生理反應之研究」計畫。 

附註：先導研究計畫之申請：主持人得於每年 1 月、5 月及 9 月底前，檢具研究計畫申請書乙式 3 份，經由所屬

單位函送總辦事處學術事務組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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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同仁禁停本院外賓專用停車位（黃色標線）  

一、依據中央研究院院區交通管理委員會第 4 屆第 2 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院大門之自設道路（研究院路 102 巷）兩側已於 95 年 4 月依規定向台北市停車管理處申辦停車場登記，該

區位於生醫所對面新劃設之「黃色標線停車位」，係專供外賓 24 小時停車，凡持本院通行證之同仁請配合使

用「白色標線停車位」。 

三、行政大樓前方新劃設之「黃色標線停車位」，則於上班時段專供外賓使用，院內同仁禁止停車。 

四、凡未依規定停車者，本院駐衛警將依《院區車輛通行停放管理施行要點》予以扣記點（係指持通行證之同仁）

或加鎖處理（限外賓車輛）。 

人社中心（調研）資料開放 

一、內政部資料開放  

 1. 88 年度台閩地區少年身心狀況調查 

「台閩地區少年身心狀況調查」係於民國 88 年 3 月至 4 月進行調查，抽樣設計採分層二段抽樣法，總樣本

數為 3,650 人，計回收有效問卷 3,487 份；調查方法採實地訪問調查法，調查信賴度為 95%以上，誤差不超

過 2%。主要內容為蒐集台閩地區年滿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的基本資料、少年的家庭狀況、生活狀況、身

心狀況、教育輔導問題、偏差行為狀況、不幸少年遭遇的問題、少年福利措施的需求和使用情形以及對政

府未來辦理少年福利措施的期望等資料。 

 2. 81-82 年度台灣地區宗教團體調查 

民國 80 年首次辦理「台灣地區宗教團體調查」，係採分層抽樣方法，就已登記之 12 種宗教，按宗教別抽

出樣本寺廟（不含神壇）、教堂及教會數共 1,841 個團體，以蒐集台灣地區各宗教之寺廟、教堂、教會等有

關信仰性之設施、宗教教務、社會公益慈善、教化事業及文化活動情形等資料，供政府規劃文化政策及宗

教發展參考，並提供各界應用。81 年再度辦理此項調查，乃針對上年缺失與獲得資料加以檢討改進，除了

增查樣本至 2,014 個團體之外，並修訂調查問項、取消神佛職及工作人員人事費的設算等，使更符合實際。 

鑑於前兩次抽樣調查僅將已辦理登記之寺廟、教堂列入調查對象，其所推估之母體，僅代表全台灣地區已

登記宗教團體之實況。82 年普查係分別就已登記、未登記之寺廟、神壇、及教會、教堂加以蒐集。將寺廟

神壇及教堂教會建物、土地面積、神佛職人員數、經費收支情形等基本資料，按規模大小加以調查、整理、

分類、俾能建立一套完整之母體資料檔。 

附註：調查結果摘錄請參考內政部統計處網站 http://www.moi.gov.tw/stat，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

資料檔、SPSS 及 SAS 欄位定義程式、過錄編碼簿。 

二、國科會計畫資料開放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執行單位 

資料簡介* 

社區，國家，全

球化，與國族認

同：透過對台灣

與香港的比較

分析與民意調

查來測驗相關

理論模式 

魏  鏞／ 

世新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 

在各類國家之中，以分裂國家（divided nations）或多體系國家（multi-system 

nations）之政府與人民在社區參與，國家認同，與國際地位上所面臨的問題最為

嚴重。而多數中外學者之研究，泰半從法律面，政治面，經濟面，及國際政治面來

分析分裂國家之問題，甚少學者從分裂國家內人民之心理文化層面探討渠等之國家

暨民族認同，更少人結合社區發展及全球化過程出發，嘗試建立相關經驗性理論模

式並加以檢驗。本計畫主持人有鑒於此，乃決定以台灣及香港居民為對象，透過民

意調查，來測度此二地區的民眾之社區參與，不同地區間之互動，對渠等國家認同

上所產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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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簡介節選自研究報告書中之摘要開放，項目包括：問卷、資料檔、過錄編碼簿、次數分配表、研究報告書、 

欄位定義程式。若欲更進一步瞭解釋出資料的相關訊息或申請辦法，請洽邱亦秀小姐， 

E-mail：srda@gate.sinica.edu.tw，網址：http://srda.sinica.edu.tw/。 

四月份藝文活動「歌德之夜」音樂會 

時    間：95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五）晚上 7 時（6 時 30 分入場）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1 樓大禮堂 (免費聆賞，無需索票) 

演 出 者：曾瑞雯（女高音）／李娓娓（鋼琴伴奏）／ 

鄭芳雄（節目解說暨主持人） 

簡    介： 

  本次音樂會由國內知名聲樂家曾瑞雯女士獨唱，將詮釋多首德國大文豪歌

德文學創作改編的音樂作品，並由知名的音樂節目主持人李娓娓女士擔任鋼琴

伴奏，還有研究歌德文學多年的台大外文系鄭芳雄教授現場解說曲目，是一場

難得的文學與音樂饗宴。 

（一）德國藝術歌曲 

    以歌德的詩譜成德國藝術歌曲的作曲家包括莫札特、貝多芬、舒伯特、舒曼、布拉姆斯、李斯特、沃爾夫等，

但以舒伯特與沃爾夫的作品，不論在質與量上都是最為可觀且最具代表性。因此本次音樂會特精選《野玫瑰》、

《魔王》、《君知否南國》、《迷孃之歌》等較為人熟知的作品。希望聽眾聆賞後，除了對歌德在歌頌自然、詠

歎愛情外，亦對人生之心靈層面有更深入的體會。 

（二）歌劇詠嘆曲 

 歌德最為家喻戶曉的小說是《少年維特的煩惱》與《浮士德》，但德國作曲家並沒有為這兩部名著留下曠世

傑作，倒是法國作曲家們的經典之作成了今日歌劇院經常上演的劇目，如馬斯奈的《維特》、古諾的《馬格麗特》、

白遼士的《浮士德的天譴》、另外尚有義大利作曲家博義托的《梅菲斯托夫勒斯》，其中女主角詠嘆調，更是膾

炙人口的名曲。 

捐血活動 

一、時    間：4 月 25 日（星期二）9：30 至 16：30 

二、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前廣場 

三、主辦單位：台北捐血中心 

歡迎同仁攜帶具有身分證字號和相片之證件，響應此公益活動！ 

知識天地  

佛教新思維：《純粹力動現象學》 

吳汝鈞（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佛教作為世界性的宗教，有極其廣遠和深邃的義理作為支柱，但也不無弱點。當代新儒家大師熊十力先生對佛

教有嚴酷的批評：佛教一方面以空寂之性為本，另方面又強調力用，要普渡眾生，這如何可能呢？即是說，空寂的

本性或本體，如何能產生力用以轉化世間呢？這顯然是佛教在體用關係上的理論困難。佛教的精義在緣起性空：一

切事物都由因緣聚合而成，沒有常住不變的自性（svabhāva），這精義不容它建立實體觀念。因實體是自性的一種形

 

http://srda.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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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要堅持性空或自性空的精義，便不能立實體，不管是物理實體抑是精神實體，特別是後者。要立精神實體，便

要放棄性空的立場，那便是遠離佛教，而轉為佛教所抨斥的神我外道了。熊氏的意思很明顯：佛教義理在體用問題

上有困難，它的用是空掛的，是沒有體的用，因而也不是真正的用。真正的用是發自精神實體的。佛教性空思想讓

它不能建立實體觀，因此不能說用，不能說以力用來普渡眾生，這樣，它的渡生的宗教理想勢必落了空。熊先生的

解決方法是建立新唯識論，導入大《易》的生生不息、大用流行的實體觀，援儒入佛。其實是以儒家取代佛教，沒

有為佛教解決困難。 

  我自認真研究佛學以來，即留意這點，希望能在佛教的思想體系中找尋有「體」（實體）義的概念，作為發用的

源頭，其間考慮過佛性、如來藏、清淨心，甚至悲願，都不成功，不能回應熊先生的質難。佛教中人亦曾群起而抨

斥熊氏，說他在很多方面都未能真正理解佛教，但他們在體用關係的困境上，始終未能為佛教提供出路。 

  體與用是哲學思考上的一對重要的範疇（Kategorie）。天台宗的智顗大師已留意到這點，嘗試確立他自身的體用

關係或體用論。他曾批評他所判的四教中的通教所言的真、俗二諦（兩重真理）中，沒有「中道體」（中道是兼容空

與有的終極原理），又批判該教所說的中道沒有「功用」（中無功用），就中道而言體用關係，已是呼之欲出了。即是，

他自身所倡導的中道，應該有「體」義，同時能發出功用。但這種體用關係，只是「本源」與「本源的發用」的體

用關係，體與用仍然有別，可以構成二元對立的關係。實際上，他的中道並不能作為真正的實體看，因他仍說「中

道空」，即是，中道沒有自性或實體。因此，他即使有體用關係的思想，這關係仍不能回應熊十力的「空寂之性如何

能有功用」的質難。進一步，智顗甚至把體與用連著一起說，以法身（或精神主體）為體，應身（或在世間示現的

身體）為用，所謂「法身為體，即體起應身之用」。但法身的本性仍是空的，不能作嚴格義的實體看。法身與應身的

關係仍不是形而上學的精神實體與精神力量的正宗的體用關係。他提出的這種體用關係仍不能回應熊先生的問題。 

  就純哲學的詞彙而言，熊先生所說的體是精神實體，是絕對有（absolutes Sein），是以肯定方式表述的終極原理，

是實體主義（substantialism）。佛教的空是絕對無（absulutes Nichts），是以否定方式表述的終極原理，是非實體主義

（non-substantialism）。絕對有可言體用關係，其用是有體之用，用由體發，因而無體用關係的困難。絕對無則不能

言體用關係，其用是無體之用，因而落了空，故有體用關係的困難。佛教要徹底地解決這個困難，要能回應熊先生

的質難，不能輕率地、直截了當地建立實體這一終極原理，因這正與緣起性空的根本義理相悖離。也不能寡頭地守

住空這一終極原理，它只表示事物的沒有實體、沒有自性的真理，只是一種狀態（Zustand），是靜態義的，不能說力

用，後者是要從動感說的。在這樣的理解下，我在近年提出活動（Aktivität）或力動（Vitalität）一理念，以調整佛教

原來的空（śūnyatā）一理念。即是說，在絕對有與絕對無這兩個表面相對反的終極原理之外，提出第三個終極原理，

它一方面能綜合絕對有（如儒家的天道、良知、印度教的梵和基督教的上帝）與絕對無（如佛教的空，道家的無和

京都學派的絕對無）的正面的、建構性的性格，另方面又能超越或克服絕對有與絕對無所可能發展出來的偏激理論，

如常住論與虛無主義；另外，作為一終極義的原理，它又能免除絕對有與絕對無可能下墮而成相對的有、無的二元

分裂局面，而失去其絕對涵義。這個理念便是力動（Vitalität）。由於它是超越性格，沒有感覺經驗的內容，在存有論

上先在於主客的質體，故為一純粹力動（reine Vitalität）。要指出的是，這樣的構思，並不表示我們可有三個終極原理：

絕對有、絕對無和純粹力動。終極原理應是一個整一體，不能分化成三。無寧應該是，絕對有與絕對無作為終極原

理，在展示終極真理方面，勢必有所偏頗，不是偏於真理的正面、主動性，便是偏於它的負面、被動性。純粹力動

則能展示真理的全面的、完整性格。 

  最重要的是，純粹力動自身是一種活動，一種動感，力用即在其中；它也是一切現象的本體、本源，現象即成

立於這力動之中，它們是力動下墮、凝現而成（這是一種本體宇宙論的演述，佛教唯識學說「似現」，熊十力則說宛

然詐現）。這力動自身既是活動，則用已在其中，它也是體。在這個終極的層次，體與用在實質上並沒有分別，兩者

都是純粹力動自身，體即在用中，亦即是用，我們不必在它的力用之外為它尋求一個體，不必「騎驢覓驢」。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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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用關係變成贅詞，「體」、「用」之名亦可廢掉，體用論也可廢掉。熊十力對佛教的批評：空寂之體如何能有力用，

便自動失效，佛教再不會受體用關係問題所困擾了。這是調整佛教的空一理念而成的構思，我把它稱為「純粹力動

現象學」（Phänomenologie der reinen Vitalität），寫而成書。這構思具有價值義、理想義，不是純粹的描述，故為一現

象學，而不是一現象論；而且是超越性格的，不是經驗性格的。由於與佛教有密切關連，說這種構思是佛教的新思

維，亦無不可。它是一種現象學，但不必全同於德國哲學大師胡塞爾（E. Husserl）所說的；說它是新現象學，也無

不可。它具有胡氏所開拓出來的現象學的殊勝之點，但也被注入東方哲學的思維特色。 

  就思想史來說，佛教自身對終極原理或真理的理解，也不斷在演變中，它的整個走向，是從以事物的靜態的客

觀狀態說真理，漸漸轉移到以心來說真理，就心的能動性賦與真理以動感。到了佛性思想，則強調作為成佛的超越

依據的佛性，主體性高揚，客體性的真理則未能突顯。發展到中國佛教，則盛言

佛性，主體性居於顯著位置。天台、華嚴與禪三宗都重視佛性觀念。天台宗智顗

大師在這方面更多創發性的思想，他提出「中道佛性」一複合概念，把中道與佛

性等同起來。中道是理，故說「中道理」；佛性是心，故說「佛性真心」。這樣，

理與心合而為一；心有動感，由於等同的關係，以中道言的真理也有動感。這明

顯是儒家陸九淵、王陽明心學的心即理思維的佛教的表述式。這是佛教理論發展

的盡頭了。作者吸收了西方近現代的形而上學、存有論的思維，並注入東方哲學

的強調動感、主體性的思想，開拓出純粹力動現象學的理論體系，承接並超越了

儒、釋、道的傳統。 

這本《純粹力動現象學》已於近期出版（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超

過一千一百頁，近一百萬言。這是突破當代新儒家的實體主義與佛學的非實體主

義的造論之作。 

學術演講  

單位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數學 4/25(二)

15:00 

本所演講廳 彭振昌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 

Chaotic Behavior in Two-Dimensional 

Discrete Dynamical Systems 

物理 4/26(三)

14:10 

本所 1 樓 

演講廳 

潘犀靈主任 

（國立交通大學） 

液晶兆赫光學最近的進展 

資訊 4/28(五)

14:00 

本所新館 

106 演講廳, 

Prof. Xiaoyi Jiang 

（Univ. of Muenster, Germany ） 

Variable Decomposition in Fitting Problems: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s 

統計 4/24(一)

10:30 

本所 2 樓 

交誼廳 

Prof. Wolfgang Härdle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Germany） 

Inhomogeneous Dependency Modeling with 

Time Varying Copulae 

天文 

4/21(五)

14:00 

本處會議室 

(台灣大學凝態科學

與物理學館716室) 

蔡駿助研究員 

（本處） 

X-Wind - the Saga Continues 

應科 4/26(三)

10:30 

物理所 1 樓 

演講聽 

Dr. Clemens M. Franz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Dresden, Germany） 

Atomic Force Microscopy and Spectroscopy 

of Living Biological Systems Across 

Dimensions: From Tissues, to Cells, to 

Membranes, Proteins and Amino Ac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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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植微 4/26(三)

15:00 

本所 106 室 Dr. Michel Delseny 

（Univ. of Perpignan, France） 

Recent Results on Arabidopsis Seed 

Maturation 

生化 

4/24(一)

15:00 

國立台灣大學

思亮館國際會

議廳 

Dr. Andrew V. Schally  

（Nobel Prize Laureate in Medicine, 

1977; Member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78.） 

New Approaches on the Treatment of 

Various Cancers Based on Targeted 

Cytotoxic Analogs of LHRH, Somoatostatin 

and Bombesin. 

4/26(三)

10:30 

本所 1 樓 

114 教室 

Prof. Chen-Yong Lin

（Georgetown Univ., Medical 

Center, U.S.A）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Activator Inhibitor 

1 (HAI-1): A Multifunctional Inhibitor of the 

Novel Serine Protease Matriptase. 

生醫 

4/24(一)

11:00 

本所地下室

B1B 演講廳 

謝如姬副研究員 

（本所） 

Charges at Internal Vestibule Control 

Conductance and Inward Rectification in 

Kir2.1 Channel 

史語 

4/24(一)

14:00 

本所文物陳列

館 5 樓會議室 

包偉民教授 

（本所訪問學人）  

試論宋代城市發展中的新問題 

4/24(一)

10:00 

本所文物陳列

館 5 樓會議室 

柳立言研究員 

（本所） 

紅塵浪裡難修行－宋代僧人的罪與罰 

4/28(五)

14:00 

本所研究大樓

701 會議室 

伍碧雯助理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 

以種族淨化對抗種族退化－1933 年以前

德國優生學的發展取向 

經濟 4/25(二)

15:00 

本所 

B 棟 110 室 

金道嫻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Growth Opportunities and the Choice of 

Leverage, Debt Maturity, and Covenants 

台史 4/25(二)

14:00 

本所 

2 樓會議室 

蔡石山教授 

（本所訪問學者） 

十九世紀中葉美國人倡議併購台灣島的歷

史背景 

法律 4/25(二)

10:00 

人社中心 

第 3 會議室

（B202） 

廖福特助研究員 

（本所） 

是共存，非衝突─ 歐洲理事會如何平衡打

擊恐怖主義與人權保障 

人社 

（調研） 

4/27(四)

14:00 

蔡元培館 

1 樓會議室 

楊孟麗助研究員 

（本所） 

連接兩波測驗題目的困境與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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