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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化學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陶雨臺，於 96 年 9 月 29 日

至 10 月 5 日赴義大利出席國際會議。出國期間，所務

由副所長陳錦地代理。 

細生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游正博，於 96 年 9 月 15 日

至 10 月 1 日赴泰國曼谷等地處理學術研究事宜。出國

期間，所務由副所長黃鵬鵬代理。 

《歐美研究》季刊第 37 卷第 3 期出版 

歐美研究所之《歐美研究》季

刊第 37 卷第 3 期業已出版，本期共

收錄 4 篇文章，作者及論文名稱如

下：Yu-san Yu〈Revolutionary or 

Apostate?: Wordsworth’s Cintra 

Tract〉、Pascal Vennesson〈Lifting the 

EU Arms Embargo on China: 

Symbols and Strategy〉、胡 正 光〈從工具理性批判的角

度看貝克的「第二現代」〉、王 玉 葉〈歐洲人權法院審

理原則—國家裁量餘地原則〉。 

本期文章已全文上網，可至 http://www.ea.sinica.edu. 

tw/euramerica/ch_index.htm 瀏覽。有興趣者，亦可利用

劃撥訂購紙本期刊。訂閱費用：一年 4 期（三、六、九、

十二月出刊），國內訂戶新臺幣 400 元，國外訂戶美金

16 元。劃撥帳號：1016448-2，帳戶名稱：中央研究院

歐美研究所。 

 

9 月份知識饗宴： 

從日常接觸看社會資本 

時 間：96 年 9 月 27 日（週四）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 樓 

餐 會：平面演講廳（18 至 19 時） 

演 講：第 1 會議室（19 至 21 時） 

講 員：傅仰止所長 

（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主持人：劉翠溶副院長 

洽詢專線：(02) 2789-9488 秘書組综合科 

吳大猷院長講座暨紀念音樂會 

日 期：96 年 9 月 29 日（週六） 

演講 

時 間：下午 2 時至 3 時 30 分 

地 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 3 樓 

國際會議廳 

講 題：從多元出現核心— 

中國史前史上的一個問題 

講 員：許倬雲院士 

主持人：劉翠溶副院長 

報 名：請於 9 月 28 日前至

http://www.sinica.edu.tw/sc.html報名 

洽詢專線：(02) 2789-9872 秘書組綜合科 

http://www.sinica.edu.tw/s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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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 

演出者：葉綠娜教授、廖嘉弘教授 

曲 目：音樂家克賴斯勒（Fritz Kreisler）之作品 

時 間：下午 3 時 40 分至 4 時 20 分 

地 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 3 樓國際會議廳 

吳大猷紀念館開放參觀 

時 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地 點：本院物理研究所 4 樓 

「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第二次研討會 

時    間：96 年 9 月 28 至 29 日（週五至週六） 

地    點：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 樓會議室 

9 月 28 日（週五） 

時  間 主 持 人 題  目 ／ 發 表 人 

09:30 - 10:50 鍾彩鈞 

The Eighteen Unique Dharmas (āvenikadharma) of a Buddha: From Abhidharmic Category 

to Mystic Experience／Bart Dessein 

Dwelling in the Nearness of Gods: A Hermeneutical Turn from Mou Zongsan to Tu 

Weiming／林鎮國 

11:10 - 12:20 李明輝 
王廷相論形神關係／王論躍 

《近思錄》中的人物意象／林維杰 

14:00 - 15:20 李豐楙 
簡說儒佛道三教的形神觀／許抗生 

三教的修養論—關於「靜坐」／中嶋隆藏 

15:40 - 17:00 廖肇亨 
道教教理的形成與道氣論／麥谷邦夫 

嵇康〈聲無哀樂論〉的心聲關係／周大興 

9 月 29 日（週六） 

時  間 主 持 人 題  目 ／ 發 表 人 

09:30 - 10:40 林月惠 
羅念菴的心性論／鍾彩鈞 

儒家工夫理論的進路與型態／杜保瑞 

11:00 - 12:10 吳汝鈞 
從天臺教觀的進路論人間佛教之修證／尤惠貞 

從《摩訶止觀》「十境」論天臺智顗的身心觀／郭朝順 

主辦單位：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參考網址：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home/board.htm 

「宗教、動物與環境：臺灣放生現象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間：96 年 9 月 29 至 30 日（週六至週日） 

地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 樓第 1 會議室 

9 月 29 日（週六） 

時  間 主持人／評論人 講  題／發 表 人 

09:40-10:40 劉小如 
Coping with Killing: Religious Attitudes to (Nonhuman) Animals in Different 

Cultures／James A. Serpell 

11:10-12:00 邵廣昭 政策在放生議題中的角色及其影響／劉小如 

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home/boar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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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主持人／評論人 講  題／發 表 人 

Merit Bird Release in Phnom Penh, Cambodia: Trade Network, Scale and Disease 

Implications／Chea Sokha 

14:00-15:00 
陳鴻鳴 放生對魚和魚類生態的影響／陳義雄 

袁孝維 放生對鳥和鳥類生態的影響／許富雄 

15:30-16:50 
錢永祥 基督教與動物倫理：十九世紀英國之例／李鑑慧 

蕭振邦 什麼文化會擁抱神豬？／朱增宏 

9 月 30 日（週日） 

時  間 主持人／評論人 講  題／發 表 人 

09:20-10:40 
郭文般 放生行為的理性選擇／林本炫 

林遠澤 臺灣佛教的放生與不放生：宗教與生態的系統溝通／陳家倫 

11:00-12:20 
丁仁傑 殺豬公不可取代嗎？／張珣 

林益仁 佛教放生的信仰詮釋與環境倫理的衝突／林朝成 

13:40-15:30 

葉光輝 放生的動機、態度與心理歷程／陳皎眉 

周玉慧 從個人的慈善與宗教信念看放生行為／朱瑞玲 

林以正 放生的風險與利益知覺／顏乃欣 

主辦單位：本院民族學研究所、本院生物多樣性中心 

參考網址：http://www.ioe.sinica.edu.tw/chinese/seminar/070929-30/index.htm 

「媽祖信仰與馬祖」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間：96 年 10 月 17 至 18 日（週三至週四） 

地點：馬祖民俗文物館（連江縣南竿鄉清水村 135 號） 

報名網址：http://www.ioe.sinica.edu.tw/chinese/seminar/071017-18/index.htm（9 月 30 日截止） 

10 月 17 日（週三） 

時  間 主持人 講  題／發 表 人 評   論   人 

14:00-15:20 
黃樹民 

重論神聖與世俗—一個媽祖崇祀的案例／Joseph Bosco 康 豹 

14:40-15:20 社群的建構與浮動的邊界：以白沙屯媽祖進香為例／呂玫鍰 丁仁傑 

15:40-16:20 

陳仲玉 

媽祖與馬祖的女性神衹的崇拜／陳高志 張 珣 

16:20-17:00 馬祖列島的浮屍立廟研究─從馬港天后宮談起／林美容、陳緯華 周偉民 

15:40-16:20 馬祖與媽祖之考辨／何泉達 石萬壽 

10 月 18 日（週四） 

時  間 主持人 講  題／發 表 人 評   論   人 

8:40-9:20 
林美容 

Seeing and Being Seen: Taking Mazu's Darshan (auspicious sight)／

Vivian-Lee Nytray 
林瑋嬪 

9:20-10:00 臺灣媽祖宮內的供像探討／陳清香 顏娟英 

10:20-11:00 

黃富三 

媽祖信仰在南宋的發展與理學的關係／朱榮貴 蔡相煇 

11:00-11:40 
媽祖信仰與明清之際粵人海上活動─以粵東一個著名港口天后宮的研究

為中心／陳春聲 
謝重光 

http://www.ioe.sinica.edu.tw/chinese/seminar/070929-30/index.htm
http://www.ioe.sinica.edu.tw/chinese/seminar/071017-18/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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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主持人 講  題／發 表 人 評   論   人 

11:40-12:20 黃富三 清代台灣官方祀典媽祖廟的空間意涵／張崑振 林會承 

14:00-14:40 
吳永猛 

展示傳統：香港天后崇拜的當代意義／廖迪生 梅慧玉 

14:40-15:20 Beigang Chaotian Gong and the Local Production of History／Elana Chipman 三尾裕子 

15:40-16:20 

張 珣 

馬來西亞的媽祖傳說和政治話語／蘇慶華 戚常卉 

16:20-17:00 日據時代臺南大天后宮之遶境─以《臺灣日日新報》記載為例／陳梅卿 濱島敦俊 

17:00-17:40 結構與儀式：文山茶鄉五年迎媽祖／葉春榮 林淑鈴 

主辦單位：本院民族學研究所 

公布欄  

本院 98 年度新增主題研究計畫申請案即日起受理申請 

一、本院「98 年度新增跨所（處）、研究中心主題研究計畫案」開始受理申請，期限自 96 年 9 月 17 日至 11 月 16

日止，逾期恕不受理，申請方式如下： 

(一) 採線上申請 

須由計畫總主持人先至本院學術服務系統（網址：http://db3n2u.sinica.edu.tw/~textdb/program/），點選主題

研究計畫申請後，請詳細閱讀主題研究計畫申請案線上作業流程之操作說明，才登入帳號及密碼，並在主

題研究計畫申請作業流程中建置各分支計畫主持人名冊，各分支計畫主持人才可加入計畫總主持人所設定

的主題研究計畫。完成線上申請作業流程之計畫總主持人，請提供計畫書簽署資料（包括總計畫主持人簽

章、總計畫共同主持人簽章、總計畫協同主持人簽章、總主持人所屬單位主管簽章、分支計畫主持人簽章、

分支計畫共同主持人簽章及分支計畫協同主持人簽章），送至所屬單位業務承辦人並函送本院總辦事處學

術事務組。 

(二) 採書面申請 

申請書表格如下，請自行下載。申請書填寫完畢後，請繳交計畫申請書 1 式 5 份裝訂成冊及電子檔光碟 1

份（均含相關之著作等資料），送至所屬單位業務承辦人，並函送本院（學術事務組）。文件若有不全或不

符合規定者（例：缺件、頁數不齊、金額總數不符、計畫書未經單位主管簽署等），將予以退回。 

二、本院「中央研究院主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申請作業要點」業已修正，第二點規定：「計畫總主持人為本院專任

助研究員（含）以上，具有協調領導子計畫之能力；分支計畫主持人具有博士級（含）以上之學者。」 

三、本院主題研究（研究群）計畫申請案將優先考量補助創新性的跨組別、跨學門、跨領域的整合型計畫，請所屬

研究人員踴躍提出申請。為了鼓勵創新性的跨領域合作計畫，二人型的研究計畫亦受理申請。 

四、申請人在 98 至 100 年度期間執行本院經費資助下之主題研究計畫或整合型前瞻計畫等，最多以 2 件計畫為限

（不含先導計畫）。 

五、請依 96 年 9 月 14 日學術字第 0960277030 號函辦理。 

六、洽詢電話：總辦事處學術事務組魏嘉佩 2789-9825。 

注意事項：研究計畫內容，凡涉及以生物材料及基因重組相關實驗者、動物實驗者、使用人類檢體或進行人體試驗

者，需於計畫核定後另檢附所屬單位核准之審核同意書，方可補助經費。 

http://db3n2u.sinica.edu.tw/~textdb/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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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天地  

臺灣青少年的成長歷程：簡述研究發現之一二 
伊慶春（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計畫簡介 

 「臺灣青少年的成長歷程」（Taiwan Youth Project, TYP）是一集體研究計畫，由本院社會學所負責推動，並結

合中研院不同社會科學單位以及國內公私立大學之研究同仁共同參與*。此一計畫主要由生命歷程（life course）的

觀點來探討臺灣青少年的成長歷程，試圖從家庭、學校、社區的交互作用中，了解青少年期的生活經驗如何連結到

成年初期的發展路徑。鑑於參與同仁主要為社會學背景─尤其是家庭研究方面，因此在計畫討論之初，即決定將以

青少年成長的社會場域為研究脈絡。此一場域不僅包括城鄉背景、社會階層、性別規範等社會結構的差異，也同時

涵蓋個人互動網絡、家庭親屬關係和所處環境資源的不同。在這些脈絡影響下，將有助於我們捕捉青少年成長歷程

的不同軌跡。鑑於青少年的生活經驗大多環繞在家庭、學校和社區，且青少年的社會化學習過程正反映了這些制度

中的互動效果，是故，我們將由社會脈絡著手，將研究重點鎖定在影響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的重要社會機制，有系

統的從事下列研究議題： 

1. 描繪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的多元模式 

2. 由家庭、學校與社區的交互作用來考察青少年的成長歷程 

3. 以生命歷程的研究架構來看青少年階段與成人初期間的連結 

4. 檢視青少年成長歷程中社會資本之運用與影響 

5. 規劃跨世代的貫時性長期追蹤調查 

在考慮如何選擇樣本時，我們先確認所擬分析的目標，若需要涵蓋城鄉、階級、性別差異等條件，又期望能增

加後續追蹤調查的成功率，那麼臺北市、臺北縣以及宜蘭縣市應該是合適的抽樣範圍。而為了掌握青少年由青少年

初期至成人初期的成長歷程，國一學生顯然是最適宜的樣本，且因學校環境被假定為重要的結構因素，所以決定以

隨機抽出的學校和班級數，從事全班樣本的調查。而由於計畫開始時，正值教改全面推動之際，故特地另外就末代

聯考之國三學生作為第二組樣本，同步展開調查。本計畫在青少年樣本外，也同時訪問國中導師以及校長，相當完

整的蒐集學校相關的資料。此外，為了加強研究發現的論述深度，我們特別進行父母和子女對偶的深度訪談，以利

描述影響青少年成長的不同軌跡。這些規劃在國內外相關研究中尚不多見，或可列為本計畫的特殊貢獻。 

 至於實際內容方面，鑑於臺灣青少年從國中階段開始，升學壓力的社會環境特別顯著，因此我們有意就此深

入了解升學壓力的環境肇因及其可能造成之長期後果。而作為華人社會的重要指標，臺灣青少年所面對的特殊現

象：例如補習、因應升學壓力的家庭策略、青少年自立的概念等，更是值得探究的議題。當然，成人初期的社會脈

絡，例如異性交往、就業管道、生活模式以及與父母間的關係等，都將被放置在生命歷程的架構中予以剖析，以利

說明成長歷程的前後關連以及社會結構 vs.個人層面因素對不同成長模式之重要影響。 

 TYP 自 1998 年規劃、1999 年預試後，於 2000 年正式展開，預計 2007 年底結束。第一波調查共訪問 2890 位

國三樣本，2696 位國一樣本，及其父母之一。自 2000 年以來，每年皆進行調查，目前已完成國三樣本的七波調查，

國一樣本的第八波調查將於 6 月間展開。自計畫開始 7 年之後，原先樣本約有 65%繼續接受訪問。深度訪談方面，

已完成 60 對親子樣本之深入訪談，青少年部份正陸續收集第二次深入訪談資料中。由於過去每年平均執行 3～4 次

調查，故研究小組在人仰馬翻之餘，對於分析資料仍努力以赴，並在國內外會議上發表，總計完成 30 餘篇論文（5

篇已出版）。以下茲就三個議題之研究發現，作一簡略介紹： 

 

* TYP 為中研院主題研究計畫(AS-93-TP0C01)，研究小組包括伊慶春、章英華、傅仰止、張晉芬、呂玉瑕、吳齊殷（社會所）、

周玉慧（民族所）、廖培珊（人社中心）、謝雨生、黃芳玫（臺大農推、農經）、吳明燁、黃朗文（東吳社會）、林桂繡（臺北

社會）、潘恩伶（師大人家）、林本炫（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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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代間傳承 

我們首先以對子女教養的價值觀是否呈現代間傳承的現象作為此一系列研究之始。以 Kohn 跨社會研究之子女教養

量表為基礎、納入文化考量之修正後（例如增加謙虛、節儉、忍耐、守信用等），我們試圖回答工作社會化的假設在臺

灣是否成立，並檢測子女教養觀之代間傳承模式為何。結果發現父母和青少年子女不僅有相同的四類價值觀─從眾性、

好奇心、人際和諧、自我約束，且親代的個別價值正是影響子代該對應價值之最顯著因素。換言之，以子女教養觀而言，

家庭中的代間傳承得到支持。至於是否符合 Kohn 等針對父母職業屬性會影響其子女教養的假設方面，分析指出家庭關

係等脈絡性因素比親代教育職業等結構性因素有更重要的影響。但是當母親為勞工階級或家庭主婦時，相對於高教育程

度的父母，的確更可能不贊同好奇心是一重要的教養原則。因此，雖然研究結果顯示工作社會化的假設不若西方社會強

烈，值得注意的是人際和諧不僅是臺灣家庭中的特殊教養價值，且同受青少年和父母兩代的認可。 

補習 

高度競爭的教育環境，是每一位臺灣青少年必經之歷程，也是臺灣社會的特殊現象。從華人社會的角度來看，

小孩子讀書好不僅光宗耀祖，也代表父母的成就。在聯考的高度競爭下，補習似乎成為臺灣青少年的第二個生活形

態。根據此一調查（不計算校內課後輔導或家教），參加校外補習的學生比例從國一的 64.4%，國二的 55.3%，國三

的 58.8%而至於高一的 32.2%、高二的 33.6%以及高三時的 37.6%。國中階段的補習狀況比高中階段要高，而且宜蘭

市甚至比臺北市的比例還高。質化訪談中，宜蘭家長普遍表達乃因對地區之教育資源不足的憂慮所致。另一方面，

究竟補習是否有助於聯考的落點？由於高中階段，臺灣教育體制已經分流為高中、高職和五專，因此補習的效果基

本上只限於臺北地區，且展現出課輔有助於進入公私立高職、補習有利於考上私立高中的效果（以公立高中為對照

組）。換言之，公立高中落點主要還是取決於個人的在校成績表現。因此，有關高中補習的情形就產生有趣的發現

了（圖一）！所謂的明星高中（聯考分數最高的前 7 所高中）有最高的補習率（8 成以上），其次為一般高中（6～7

成），顯然補習呈現出增強的效果，而非補救教學的意義。當放置在大學聯考的脈絡下，復參照私立高中和一般高

職的補習率，應可了解。此外，家庭社經背景和地區社會經濟地位較弱者，較可能採用課後輔導，顯示出補習與社

會階層間的重要關連。 

 

 

 

 

 

 

 

 

 

心理健康 

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誠然有其生理依據，但是社會脈絡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對臺灣青少年的成長過程而言，兩次痛苦

的聯考經驗應是大多數人的共同記憶。這一特殊的結構因素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我們以憂鬱症狀的發展軌

跡為標的，追蹤青少年的家庭和學校環境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研究結果指出（圖二），青少年的平均憂鬱

症狀的確在國三和高三時達到最高點，且女生比男生的憂鬱症狀較高。值得注意的是，聯考過後的落點不論如何，

平均憂鬱症狀均呈現大幅度的下降，而且高中聯考的效果更為明顯。由於平均數無法描繪其他差異模式，因此後續

分析試圖釐清家庭和學校環境的可能影響。分析顯示，當控制個人學業表現後（表現好、症狀低），家庭因素對國

中階段的憂鬱症狀有明顯的制約作用─家庭連結力強、採用家庭升學支持策略，學校因素的效果則分散在不同階段

中：班級連結力影響憂鬱症狀的初始階段；班級間的競爭和導師是否公平的感受則對憂鬱症狀的線性改變比例有重

圖一：青少年高中參加校外補習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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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對國中導師的公平感受甚至從國中階段開始一直影響到高中時期的憂鬱症狀之非線性變

化。上述結果支持我們對學校以及班級在臺灣青少年生活歷程中的重要研究假設。 

 

 

 

 

 

 

 

後記 

TYP 為一審慎規劃的研究計畫，目前即將完成第一階段的任務，期望藉由長期貫時性的追蹤研究設計，能較完整的

描繪典型臺灣青少年在此重要生命歷程中之多元成長軌跡，並提出影響不同成長歷程的重要社會機制。未來擬合併二組

樣本為成人樣本。若能持續追蹤成人期的發展模式，並和青少年期以及成人初期的價值、態度與行為作一對照，再加上

第一階段中已收集之父母樣本的對應資料，可預見將是社會科學界極為寶貴的研究資產，也將是臺灣社會學界的重要學

術貢獻。 

讀者來函  

籲請注意院區內財物安全問題 

羅士傑（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員） 

    我是近史所的訪問學員羅士傑，因為工作的需要，因此住在活動中心。因為最近我車子的防盜器出現問題，因

此於今年 8 月 23 日我清空車上貴重財物後，車並未上鎖。而隔日早上 10 點許，我準備去開車，看到一年約 60 歲、

皮膚黝黑、穿黃色上衣、頭戴紅色鴨舌帽的男子正在我車裡行竊，經大聲喝叱後，該男子始往人文社會大樓方向走

去，經清查車上財物，損失了一本回數票。希望可以透過週報，警告更多人注意在院區的財物安全。 

駐警隊說明 

駐警隊擬配合建議如下： 

(一) 車子不管停放於院內或宿舍區附近，下車離開時，應再確認是否上鎖，車門車窗是否關妥，以減低失竊機率。 

(二) 車上不要放置值錢的物品或零錢，避免引起宵小覬覦。 

(三) 倘發現正在行竊之宵小，請勿自行與竊賊正面衝突，以維自身安全，僅需熟記小偷的特徵，穿著衣服顏色等，

並迅速撥打駐警隊 (02) 2789-1834 報案電話，或至鄰近各所處請該單位保全人員協助通報處理。 

(四) 院區廣闊，出入口多，靠駐警隊巡邏發現問題，難以周全，尚需仰賴同仁大家之配合，如發現任何可疑人物或

不法情事，請隨時來電，俾迅速派員協助或處理。 

學術演講   
日期 時間 地  地           地       點 主 持 人 講           員 講       題 

數   理   科   學   組 

10/3(三) 14:00 
環變中心演講廳 

(人文館南棟 11 樓) 
 

謝祝欽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 

Development of Micrometeorology 

Methods - Relaxed Eddy Accumulation 

for VOC Flux 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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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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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  地           地       點 主 持 人 講           員 講       題 

10/4(四) 15:30 

原分所 

浦大邦講堂 

(臺大校區) 

 
陳國美教授 

(中山大學) 

From Knowledge to Fortune: The 

Odyssey of Inventors 

生   命   科   學   組 

10/1(一) 

11:00 
生醫所地下室 

B1B 演講廳 
陳垣崇所長 

洪昭雄博士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USA) 

Development of Novel Therapy for 

Inflammatory-Related Diseases 

16:00 
化學所 

A207 會議室 
常怡雍博士 

郭悅雄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Novel, Anti-HCMV, Anti-cancer and 

Anti-fungi Components from the 

Heartwood of 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formosana 

10/2(二) 15:00 

多樣中心 1 樓 

演講廳 

(原動物所大樓) 

陳國勤博士 

Dr. Gray A. Williams 

(Univ.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in the 

Role of Physical Stress in Structuring 

Tropical Rocky Intertidal Communities 

10/3(三) 11:00 
生醫所地下室 

B1B 演講廳 
杜邦憲博士 

Prof. Takeshi Iwatsubo 

(Univ. of Toyko, Japan) 

Molecular Pathology of Alzheimer’s 

Disease: From Benchside to Clinics 

10/5(五) 11:00 
生化所 

114 室 
 

Prof. James C. Paulson 

(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 USA) 

Functional Glycomics: Focus on 

Immune Cell Functions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9/28(五) 14:30 
人文館南棟 

8 樓 802 室 
 

盂峻瑋助理教授 

(臺灣體育學院) 
神話與事實：臺灣棒球史的另一面 

10/1(一) 

10:00 
文物陳列館 

5 樓會議室 
 

林聖智助研究員 

(史語所) 
中國中古時期的墓葬圖像 

10:00 
語言所 519 會議室 

(人文館南棟 5 樓) 
 

余文生助研究員 

(語言所) 

Modeling of Fundamental Frequency 

Using Linear Mixed Effects Analysis 

14:30 
民族所新大樓 3 樓 

2319 會議室 
 

吳燕和研究員 

(民族所) 

Wang Wei-Lan and Derek Freeman's 

Attacks on Margaret Mead and Samoa  

10/2(二) 

10:00 

法律所籌備處 

第 2 會議室 

(人文館北棟 9 樓) 

 
廖福特副研究員 

(法律所籌備處) 
愛爾蘭國家人權委員會初探 

15:00 
經濟所 B 棟 1 樓 

B110 會議室 
 

張銘仁教授 

(東華大學) 

Debt Elastic Interest Rates and Real 

Exchange Rates 

10/3(三) 

12:00 
民族所新大樓 3 樓 

2319 會議室 
 

葉秀燕助理教授 

(東華大學) 

「原味」的生產、展演與文化地景：
花蓮原住民風味餐廳的社會文化分
析 

14:30 
人社中心 

B202 會議室 
 

簡資修副研究員 

(法律所籌備處) 

風險、自治與人權保障：臺灣關愛之
家協會案之經濟分析 

10/4(四) 14:00 

人社中心前棟 3 樓 

調研中心 

焦點團體室 

楊孟麗博士 
于若蓉副研究員 

(調研中心) 

The Effects of Resources on 

Housework 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of Taiwan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