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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要聞  
科學院院長論壇 
Academy Presidents' Forum 
主  題：世界科學院如何攜手共創更美好的未來 

時  間：97 年 12 月 6 日（週六）至 

7 日（週日）（上午 8 時報到，

會議 9 時開始） 

地  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 

3 樓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本院國際事務辦公室 

有意參與者請逕於線上註冊系統報

名：http://db1n.sinica.edu.tw/textdb/apforum/online_ 

registration_step1.php 

本院主辦 2008 太平洋鄰里協會年會 

全球 250 位專家學者共襄盛舉 

成立 17 年來以結合電腦網路科技與人文內涵為主

旨的「太平洋鄰里協會」（ 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PNC）是總部設在臺灣的全球性國際學術

組織。該協會將於 12 月 4 日（星期四）起 3 天在越南

河內百科大學（Hano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a Quang 

Buu Library 舉行盛大年會。本院劉兆漢副院長及劉翠溶

副院長將率同國內相關學者專家，並邀請眾多國際學

者，共襄盛舉。 

這場由臺灣、美國、日本、越南等國家共同主辦的

盛大會議，預計將至少吸引 16 個國家，250 位專家學者

出席。大會主題為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a 

Sustainable and Creative Humanosphere”，探討如何運用

資訊與科技技術，保存且永續經營人類自然與文化資

產。 

2008 年 PNC 年會的 3 個主辦單位，包括本院、美

國柏克萊大學「地理圖誌協會」（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ve, ECAI），以及「日本越南地理資訊協會」 

 
（Japan and Vietnam Geoinformatics Consortium）。其

中，越南係首度參與主辦 PNC 年會，臺灣「數位典藏

與學習國家型計畫」中的 TELearn 2008 活動也是首次

參與。這使得 PNC 組織更形完整，對於實現 PNC 之加

強太平洋鄰里周邊國家「合作」（Collaboration）與「內

涵」（Content）的宗旨，設立新的里程碑。 

大會此次特地完整呈現臺灣 2 個鉅型國家計畫：「數

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002~2007）和「數位學習國

家型科技計畫」（2003~2007）。期待與各國專家分享過

去 5 年來，臺灣在數位典藏上的豐碩成果，以及數位典

藏的標準作業流程和珍貴經驗。同時，希望可以藉著這

2 個計畫的經驗，推廣到亞太地區，帶動亞太國家開發

科技基礎建設。此外、針對地理資訊系統應用在自然災

害處理及時空資料分析工具之應用、數位地理名詞字典

與年曆標準化等相關議題，在議程中都多有探討。 

此次臺灣將出席報告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的機

構，包括本院、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國家圖書館、國

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以及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人事動態 

戴晶瑩女士奉核定為分子生物研究所助研究員，聘

期自 97 年 12 月 15 日起。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劉紹臣主任，於 97

年 12 月 12 日至 20 日赴美國舊金山參加學術研討會。

出國期間，中心業務由研究員夏復國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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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研究在尼德蘭與臺灣史新研究研討會（三） 

暨 2008 年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年會 

時  間：97 年 12 月 3 日（週三） 

地  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 3 樓第 1 會議室 

12 月 3 日（週三） 

議  程 主持與談人 講  題 主 講 人 

9:10-9:55 
黃富三研究員 

（臺史所） 

Taiwan and its Early Modern Past: Why 

Source Publications Matter 

Prof. Leonard Blusse 

(Leiden University) 

9:55-10:40 

康培德教授 

（東華大學鄉土

文化系） 

All Acknowledged by the Kings: The 1667 

Cheng-Dutch Conflict in Cambodia 

Cheng Wei-chung, Ph D. Candidate, 

(Leiden University) 

11:00-11:45 
陳秋坤研究員 

（臺史所） 

Impressions of a Contact Zon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digenous Culture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Formosan Encounter Source Publication 

Dr. Natalie Everts 

(Researcher History Dept., Leiden 

University) 

11:45-12:30 
翁佳音助研究員 

（臺史所） 

Teaching Dutch Formosan Studies in Taiwan: 

Trends and Innovations 

賀安娟副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

文學研究所） 

14:00:15:40 
張隆志助研究員 

（臺史所）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邱馨慧助教授 

（荷蘭萊頓大學歷史學博士、現清

華大學歷史所助教授） 

殖民統治與「青年」─ 臺灣總督府的「青

年」教化政策與地域社會的變遷  

陳文松助教授 

（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

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論文、現

東華大學鄉土文化學系助教授）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女姓觀 

李毓嵐博士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

文、現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 

16:00-17:40 
謝國興研究員 

（近史所） 

戰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技術學習和養成—

以臺灣造船公司為個案分析（1948-1977） 

洪紹洋博士後 

（政治大學經濟系博士論文、現成

功大學工學院系統系博士後研究） 

日治時期臺灣火災災害對建築與都市發展

影響之研究 

黃天祥研究助理 

（中原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現中

原大學建築系研究助理） 

「圖南飛石」─殖民地臺灣在日本帝國航空

圈的位置與意義 

曾令毅博士生 

（淡江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現臺

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主辦單位：本院臺灣史研究所、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 

參考網址：www.ith.sinica.edu.tw 

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計畫成果發表會 

時  間：97 年 12 月 3 日（週三） 

地  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第 1 會議室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97 年 11 月 30 日（報名額滿即截止）。 

聯 絡 人：林雅琪小姐（電 話：02-2789-8144 / 傳 真：02-2785-4160 / Email：cibs@ssp.sinica.edu.tw） 

計畫名稱：後基因體時代人類基因資料庫的倫理與法律管制架構 / 交易制度與廠商行為 / 選舉市場開放與臺灣政

經結構變遷的多層次資料庫建置 / 管制制度與管制革新 /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及其影響 / 臺灣勞動人口

的變遷。 

主辦單位：本院人社中心「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 

http://www.ith.sinica.edu.tw/
mailto:cibs@ssp.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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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時  間：97 年 12 月 4 日（週四） 

地  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 3 樓第 1 會議室 

議  程 主 持 人 講 題／主講人 評 論 人 

9:05-10:15 
第一場 

（史料、經濟類） 

林滿紅研究員 

（國史館館長） 

2007 年臺灣通史與史料的回顧與展望／ 

張隆志助研究員（臺史所） 

黃富三研究員 

（臺史所） 

2007 年臺灣經濟史的回顧與展望／ 

林玉茹副研究員（臺史所） 

黃紹恆教授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

院人文社會學系） 

10:35-12:20 
第二場 

（政治類） 

王泰升教授 

（臺灣大學法律

系） 

2007 年臺灣政治史的回顧與展望—統治制

度與帝國政策／鍾淑敏副研究員（臺史所） 

李文良副教授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臺灣政治史研究的新趨勢—從抵抗權力到解

構權力／陳翠蓮副教授（政治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 

吳叡人助研究員（臺史

所） 

2007 年臺灣政治史的回顧與展望—外交、灣

國際法律地位、法律史／ 

薛化元教授（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吳豪人副教授 

（輔仁大學法學系） 

13:40-15:25 
第三場 

（社會文化類） 

林瑞明教授 

（成功大學臺灣

史系） 

2007 年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教育、體育

休閒、宗教、媒體傳播類／ 

吳文星教授（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 

蔡錦堂副教授（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周婉窈教授 

（臺灣大學歷史系） 

2007 年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原住民、社

區、地區／張素玢副教授（臺灣師範大學臺

灣史研究所）、范燕秋副教授（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 

吳學明教授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

所） 

從「現代性」到「東亞視域」：2007 年度臺

灣史「社會文化類」研究的回顧與省思／ 

黃美娥教授（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施懿琳教授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

系） 

15:50-17:00 
第四場 

（總論） 

許雪姬所長 

（臺史所） 

蔡錦堂副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 

薛化元教授 

（政治大學臺灣

史研究所） 

綜合討論 

主辦單位：本院臺灣史研究所、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參考網址：www.ith.sinica.edu.tw 

「中國城市生活的經驗：15-20 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    間：97 年 12 月 4 日（週四）至 6 日（週六） 

會議地點：法國遠東學院巴黎總部 

主辦單位：本院「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主題計畫、美國蔣經國基金會校際漢學研究中心、 

哈佛大學東亞系、法國遠東學院臺北中心 

會議網頁：http://citylife.sinica.edu.tw/activities/paris.htm 

http://www.ith.sinica.edu.tw/
http://citylife.sinica.edu.tw/activities/pari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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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情境中的巫師與儀式展演研討會 

日  期：97 年 12 月 5 日（週五）至 6 日（週六） 

地  點：本院民族學研究所新館 3 樓 2319 會議室 

報名方式：報名自即日起至 12 月 1 日止，僅接受網路報名（現場請自行攜帶耐熱環保杯）。 

主辦單位：本院民族學研究所 

參考網址：http://www.ioe.sinica.edu.tw/chinese/seminar/081205-06/index.htm 

身體、認知與意義III哲學研討會 

日  期：民國 97 年 12 月 6 日（週六）至 7 日（週日） 

地  點：本院歐美研究所 1 樓會議室 

主  辦：本院歐美研究所 

暫訂議程 

12 月 6 日（週六） 

時間 場次 講 題／演講人 評論人 

10:00-11:00 1 身體感的前世今生／鍾蔚文（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11:10-12:10 2 身體修練與認知：以禪坐為例／余舜德（民族所）  

13:30-14:30 3 
A Soft Self with a Hard Core: Prospects for the Soft-assembly View of 

Self／藍 亭（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林從一 

（政治大學哲學系） 

14:40-15:40 4 Naturalizing Motor Intentionality／劉希文（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從一 

（政治大學哲學系） 

15:50-16:50 5 什麼是言論自由？／鄭光明（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吳秀瑾 

（中正大學哲學系） 

☆論文宣讀 30 分鐘；評論 10 分鐘；討論 20 分鐘 

12 月 7 日（週日） 

時間 場次 講 題／演講人 評論人 

9:00-10:00 6 從現代哲學到當代哲學—知識論的轉折／何志青（歐美所） 
莊文瑞 

（東吳大學哲學系） 

10:10-11:10 7 隱喻與行動／鄧育仁（歐美所） 
游淙祺 

（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 

11:20-12:20 8 
Conditional Perfection and Argumentation／王啟義（香港中文大學哲
學系） 

王一奇 

（中正大學哲學系） 

☆論文宣讀 30 分鐘；評論 10 分鐘；討論 20 分鐘 

第 18 屆歷史研習營 

「史學家的傳統技藝 Conventional Craft of the Historians」 

日  期：98 年 2 月 9 日（週一）至 12 日（週四） 

地  點：臺北縣烏來那魯灣溫泉渡假飯店 

主辦單位：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報名資格：歷史學或相關系所大三以上及碩、博士班學生 

報名方式：一律採 Email 報名，請上網下載報名表，填妥後 E-mail 傳回。 

報名網址：http://www.ihp.sinica.edu.tw/~ihpcamp 

截止日期：97 年 11 月 30 日（錄取名單請見網站公告） 

E-mail：ihpcamp@gate.sinica.edu.tw 

洽詢電話：(02) 2782-9555#351 羅麗芳小姐 

http://www.ioe.sinica.edu.tw/chinese/seminar/081205-06/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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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欄  
高秀雅、簡忠興、楊舜瑜、賴英祥獲選本院 97 年度優秀工友 

本院 97 年度選拔優秀技工、工友，業經評選小組 97 年 11 月 14 日上午以票選方式選出 4 名優秀技工、工友，

茲後列獲選人員及優良事蹟如下：  

一、 總辦事處秘書組工友高秀雅女士擔任本院總辦事處各單位公文、郵件寄發等郵務處理工作，以及該組公文管

理等多項工作，刻苦耐勞，工作負責盡職，備極辛勞；尤其對於寄發國外院士、評議員等大宗郵件，均能積極

與總發文及郵局溝通協調，充分掌握撙節公帑與提高效率之處理原則，且於多次重要業務及活動，均能積極充

分配合，不計個人得失，圓滿達成任務，足以推薦本院工友之表率。 

二、 總辦事處總務組技工簡忠興先生擔任院區水電設備操作、檢查、維護等多項工作，刻苦耐勞，工作負責盡職，

經常配合公務假日加班，協助幼教大樓新建工程驗收、接管、保固、維修，提升教學環境品質；並於颱風期間

預先作好防颱措施，留守搶救機電設備，將災害減至最低，其敬業精神值得嘉勉。 

三、 植微所技工楊舜瑜女士擔任所內總務及部分採購等多項工作，平日工 作繁重，細心負責，任勞任怨，工作

效率極高，更能運用採購專業知識解決同仁各種採購案，對於長官臨時交辦事宜，甚至於多場研討會，皆能掌

握各種繁雜事務，並圓滿達成，實為可信任、可託付的優秀工作人員，是為行政人員表率。 

四、 民族所工友賴英祥先生擔任所內消防、空調、電梯、建物公共安全等維護保養業務之多項工作，平日任勞任

怨，熱心服務，能主動利用舊有零件更換修護公物，節省公帑，並協助辦理「標本陳列館屋頂屋瓦更換為 PU

金屬琉璃鋼瓦修繕工程」等多項工程，認真負責監工，於施工期間，均能主動作適切處理，提供同仁學術研究

良好之工作環境品質，且於颱風期間犧牲假期留守，作好防颱措施，儘速完成災後復原工作，足堪同仁之表率。 

「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限制使用版資料更新與釋出 

「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簡稱 TEPS）係由本院、教育部、國科會和國家

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共同規劃之全國性、長期性的調查研究計畫。此計畫是以問卷調查方式，向國中、高中、高職及

五專學生收集資料，再以這些學生為核心，擴及瞭解影響學生學習經驗的幾個最主要因素，如家長和老師等。 

資料庫於 2008 年 11 月 12 日更新限制使用版第 1 到 3 波的資料，更新內容如下： 

1. 更新舊有樣本權數。 

2. 新增樣本權數。（第 2 波） 

有興趣者請至 http://srda.sinica.edu.tw/TEPS/index.aspx 申請帳號下載使用；或利用本資料庫網頁

（http://srda.sinica.edu.tw）【大型學術調查】→【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進入該網頁。如欲更進一步瞭解釋出資

料的相關訊息或申請辦法，請洽邱小姐，電話：(02)2788-4188#209，E-mail：srda@gate.sinica.edu.tw。 

知識天地  
大型真菌採集一日遊 

朱宇敏研究員（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在 2004 年一個風和日麗的 9 月天，我挑選了宜蘭縣棲蘭森林遊樂區（圖 1）作為採集的地點。那天並不是週末，

所以遊客不多。經過的遊客也幾乎沒注意到我在森林步道旁所進行的採集活動。步道旁的樹叢內藏著與一類神奇生

命─ 大型真菌─ 遭遇的可能性。通常我採集的目標是子囊菌，是一類大多數為中小型、少數為大型的真菌；之所以

被如此稱呼是因為它們的有性孢子被包覆於子囊（ascus）的構造中。那天我突然有不同的想法：為什麼不將些許的

注意力轉移到擔子菌呢？這是另一大類的真菌，它們的有性孢子外生於擔子（basidium）上。這個地區很可能曾在

採集當日不久前下過雨，因為軟菇類真菌出菇條件之一是需要充足水份的配合。軟菇（mushrooms）泛指具有肉質、

傘型子實體的擔子菌，而硬菇（conks）指的是具有木質、托架狀子實體的擔子菌。 

 由地上冒出來的酒色條孢牛肝菌（Boletellus emodensis (Berk.) Sing., 圖 2）是我第一個遇到的軟菇。鑑定這種

軟菇並不困難，其紅棕色的蕈柄頂著表面覆蓋著齒狀鱗片的蕈傘。蕈傘的底部由蜂窩狀的網格構成，碰傷後由原本

的橄欖色變為暗藍色（圖 3）。當天我也遇見另外三種蕈傘底部具有網格的軟菇：紡錘孢南方牛肝菌（Austroboletus 

mailto:srda@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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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sporus (Kawam. ex Imaz. & Hongo) Wolfe, 圖 4）、褐圓孔牛肝菌（Gyroporus castaneus (Bull.:Fr.) Quel., 圖 5）和

多塔松塔牛肝菌（Strobilomyces polypyramis J. M. Hook., 圖 6）。雖然這些軟菇似乎直接由土壤冒出來，它們極可能

是菌根菌的子實體，藉著菌絲和鄰近樹木的根部形成共生關係。一路上我也遇見幾種蕈傘底部由蕈褶構成的軟菇。

蕈褶是以蕈柄連接蕈傘的部位為中心、向外以輻射狀排列的片狀構造，其表面佈滿了有性孢子。事實上，具蕈褶的

軟菇種類遠多於具網格的種類。然而當天我所採集到具蕈褶的軟菇種類並不多，僅僅四種。黑毛樁菇（Paxillus 

atrotomentosus (Batsch:Fr.) Fr., 圖 7）具有淡棕色的蕈傘，下方連接著粗壯、覆蓋著暗色細毛的蕈柄。長根小奧德蘑

（Oudemansiella radicata (Relhan:Fr.) Singer., 圖 8）的纖細身材恰好與黑毛樁菇形成對比；此外，其蕈傘表面為黏質。

另外還有一種鵝膏屬的軟菇（Amanita sp., 圖 9）與可能稱為光澤粉褶菌（Entoloma nitidum Quel., 圖 10）的暗色軟

菇。前者的蕈傘表面具有突起且蕈柄具有一環狀構造，而後者之蕈傘表面不具突起且蕈柄缺乏環狀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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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提及的軟菇外，我也在掉落的枝條上找到一種常見的硬菇。相鄰小孔菌（Microporus affinis (Blume & 

Nees:Fr.) Kuntze, 圖 11）子實體的表面有同心環紋，底面則佈滿著小孔，這些小孔非常細緻以至於肉眼難以分辨。

通常要找到硬菇並不困難，可是在這次採集活動裏相鄰小孔菌是我唯一採集到的硬菇。很顯然地，我並未以全副精

神努力搜尋它們。事實上，當我開始尋找生長於枯死的枝條、樹幹等木質基質上的真菌時，一群屬於炭角菌科

（Xylariaceae）的真菌很快就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縱然它們大多不具備亮麗的子實體，但是在臺灣低海拔地區

及其它熱帶、亞熱帶地區應該是木質基質上最容易發現到的一類真菌。雖然我找到了好一些種類，但只對其中兩種

拍照。亮團截頂炭團菌（Annulohypoxylon glomeronitens, 圖 12）是我們為一種在臺灣相當常見的子囊菌所提出的新

學名。使用放大鏡即可看見其炭質、平鋪於樹皮上的子實體表面具有許許多多圓盤狀的迷你平臺（圖 13）；有性孢

子即是由迷你平臺中央的小開口釋放出去。在楓香的木質落果上則長著楓香炭角菌（Xylaria liquidambar J. D. Rogers 

& Y.-M. Ju, 圖 14），其圓柱狀、外表粗糙的子實體有著尖銳的頂端。楓香炭角菌可能廣泛地分佈於全世界楓香生長

的地區，然而在此之前僅被報導於北美地區。 

下午一點左右因為下雨的關係，我的採集工作不得不中斷。一方面我希望天候狀況能容許我繼續工作，但另一

方面我卻慶幸我所採集到的真菌標本數量沒有超過我的工作負擔。接下來幾天的時間，將有好一些實驗室工作等著

我，例如記錄形態特徵、拍攝顯微構造、菌種培養等。圖 15 裏的菌種乃是由楓香炭角菌分離而得，菌落表面長滿

了尚未成熟的子實體。接下來的鑑定工作也會用掉許多時間，有時候也需要尋求同行的協助。臺中自然科學博物館

周文能先生除了確認我的軟菇鑑定外，也提供極為實用的建議。雖然棲蘭森林遊樂區常受到人為的干擾，大型真菌

的蹤跡仍然不難追尋。臺灣其它的森林遊樂區也是如此，只要經常注意地面及掉落的枯枝及落果，多半不會令人失

望。如此，不但可以避免被絆倒的可能性，也會增加一些與神奇生命交會的機會。 

※各期知識天地文章請逕於本院網頁：http://www.sinica.edu.tw/ 「常用連結」之「週報〈知識天地〉」項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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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   理   科   學   組 

11/27(四) 

12:00 
聯合圖書館會議室 

(人文館北棟 1 樓) 

Prof. Takayoshi Kobayashi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 

Development Of Short Puls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Molecular Systems 
張亞中主任 

14:00 
地球所 

3 樓演講廳 

吳祚任助教授 

(中央大學) 

The Potential Tsunami Hazard from the 

Megathrust in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Possible Impact on Taiwan 

李憲忠 

助研究員 

15:00 數學所演講廳 
余家富副研究員 

(數學所) 

Siegel Modular Varieties with Parahoric 

Level Structure 
 

15:30 

臺大化學系 

217 教室 

(原分所主辦) 

鄒裕民博士 

(BASF Fuel Cell, Inc, 

USA) 

Fuel Cell Technology at BASF Fuel 

Cell- Current Trend and Technology 

Fundamentals 

李弘文教授 

12/1(一) 14:00 數學所會議室 

1. 韓傳祥教授 

(清華大學) 

2. 許順吉研究員 

(數學所) 

(機率研討會) 

1. Estimation of Joint Default 

Probability by Efficient Importance 

Sampling 

2. HJB Equation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Consumption and Expected Utility 

 

12/2(二) 14:00 
物理所 

1 樓演講廳 

郭瑞年教授 

(清華大學) 

III-V MOSFET as a Key Technology 

beyond Si CMOS 

李偉立 

助研究員 

12/3(三) 14:00 
環變中心演講廳 

(人文館南棟 11 樓) 

林煜棋博士後 

(環變中心) 

Observations of CO at Mountain Lulin 

during the Asian Biomass Burning 

Seaosn 

 

12/4(四) 15:30 
化學所 

A108 會議室 

許智能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Copper(I) Nitrite Complexes with Anion 

[HB(3,5-Me2Pz)3]- Ligand: A Synthetic 

Model for the Copper Nitrite Reductase 

Active Site 

俞聖法 

助研究員 

 

http://www.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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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 持 人 

數   理   科   學   組 

12/4(四) 15:30 
臺大化學系 
217 教室 
(原分所主辦) 

洪惠敏教授 
(臺灣大學) 

Aerosol, Cloud & BBQ 李弘文教授 

12/5(五) 10:30 
化學所 
A108 會議室 

Prof. Minjoong Yoon  
(Chungnam National 
Univ., Korea) 

Surface Modification and 
Optoelectronic Characterization of TiO2 
Nanoparticles: Design of New 
Photo-electronic Materials 

周大新 

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12/1(一) 11:00 
生醫所地下室 
B1C 演講廳 

Prof. Y. Eugene Chin 
(Rhode Island Hospital) 

Signal Transduction: From 
Phosphorylation to Acetylation 

張久瑗 

副研究員 

12/2(二) 11:00 
分生所 
1 樓演講廳 

Dr. Jun-An Chen 
(Columbia Univ., USA) 

miRNAomics of the Developing Spinal 
Cord--ES Cell as a Model 

鍾邦柱 

特聘研究員 

12/3(三) 11:00 

生醫所地下室 
B1B演講廳 

鄭效君博士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Investigations of Axonal Degeneration in 
the Nigro-striatal Projection in the 
Neurotoxin Parkinson’s Disease Model 

陳儀莊 

研究員 

分生所 
1 樓演講廳 

Dr. Xiang Gao 
(中國南京大學) 

Mouse Mutagenesis and Disease Model 
Analysis in Mainland China 

鍾邦柱 

特聘研究員 

12/5(五) 11:00 

分生所 
1 樓演講廳 

姜成林教授 
(中國雲南大學) 

放線菌藥物研究與開發的新程序 
王廷方 

副研究員 

基因體中心 
1 樓演講廳 

Dr. Ching-Shih Chen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Drug Discovery from Bench to the 
Clinic 

陳仲瑄主任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11/27(四) 14:00 

政治所籌備處 
會議室 B 
(人文館北棟 5 樓) 

邱訪義助研究員 
(政治所籌備處) 

記名表決之自我選擇  

人社中心前棟 
3 樓調研中心 
焦點團體室 

楊文山研究員 
(社會所) 

電話調查訪問中的訪員效果研究： 
以社會意向電話調查為例 

楊孟麗 

助研究員 

11/28(五) 

14:00 
人社中心 
第 1 會議室 

林佳慶先生 
(中央大學) 

Yu-Chen Lin: Competing Gatekeepers  

14:30 

社會所 802 會議室 
(人文館南棟) 

黃庭康助研究員 
(社會所) 

臺灣的教學機制與國族身份— 
一個教育社會學的分析 

 

人社中心 
B202 會議室 

彭仁郁博士後 
(民族所) 

Les « femmes de réconfort » 
taiwanaises. Des survivantes en quête de 
reconnaissance 

Dr. Frank 

Muyard 

12/1(一) 

10:00 
語言所 
R519 演講廳 
(人文館南棟) 

Prof. Malcolm Ros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 Australia) 

The Primary Subgroups of 
Austronesian: a Reappraisal 

鄧芳青 

助研究員 

15:00 
文哲所 3 樓 
302 討論室 

韋傑生先生 
(美國加州大學 
聖地牙哥分校) 

Gender Negotiation in Song Cunshou’s 
Story of Mother,Bai Jingrui’s Goodbye 
Darling, and Taiwan Cinema of the 
Early 1970s 

彭小妍 

研究員 

12/2(二) 14:30 

經濟所 B 棟 
1 樓 B110 會議室 

蔡文禎副研究員 
(經濟所) 

The GMM Estimation with Long 
Difference and Multiple Difference 
Operators 

 

歐美所研究大樓 
1 樓會議室 

Dr. Dorothea 
Fischer-Hornung 
(德國海德堡大學) 

Richard Wright and the Archeology of 
Death: A Critique of Abdul 
JanMohamed’s The Death-Bound 
Subject 

 

12/4(四) 

10:00 
語言所 
519 會議室 
(人文館南棟 5 樓) 

陳保亞教授 
(北京大學) 

More Evidence for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ustronesian and 
Kam-Tai1 

 

14:30 
近史所檔案館樓 
1 樓中型會議室 

謝國興研究員 
(近史所) 

極傳統與最現代：二仁溪下游地區廟
會陣頭的多元形式與意義 

 

    
※最新演講訊息請逕於本院網頁：http://www.sinica.edu.tw/ 「年度行事曆」項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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