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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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動態 

資訊科學研究所陳祝嵩副研究員奉核定為研究

員，聘期自 97 年 11 月 19 日起。 

資訊科學研究所呂及人副研究員奉核定為研究

員，聘期自 97 年 11 月 19 日起。 

王為豪先生奉核定為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

處助研究員，聘期自 97 年 12 月 25 日起。 

張唯勤先生奉核定為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通信

研究員，聘期自 97 年 11 月 20 日起。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張亞中主任，於 97 年

12 月 1 日至 16 日赴美國波士頓參加學術研討會。出國期

間，中心業務由副主任湯朝暉及副研究員李超煌代理。 

 
身體、認知與意義III 

哲學研討會 

日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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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本院歐美研究所 

參考網址：http://www.ea.sinica.edu.tw/ 

史語所舉辦「八十週年所慶講座」 

主講人：李學勤教授 

（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 

講 題：中國古文字學的動態和趨向 

主持人：王汎森所長 

時 間：97 年 12 月 11 日（週四） 

上午 10 時 

地 點：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大樓 

7 樓會議室 

不可思議—試探文化想像的境界 

時  間：97 年 12 月 13 日（週六）至 14 日（週日） 

地  點：本院民族學研究所舊館 3 樓第 1 會議室 

參考網頁：http://www.ioe.sinica.edu.tw/chinese/ 

seminar/081213/index.htm 

報名截止：12 月 5 日（請自行攜帶環保筷及耐熱環保杯） 

「二十一世紀歐盟―亞洲關係」 

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  間：97 年 12 月 4 日（週四）至 5 日（週五） 

地  點：本院歐美研究所 1 樓會議廳 

有意參與者，請連結至本所網頁下載報名表：

http://www.ea.sinica.edu.tw/ 

http://www.google.com/url?q=http%3A%2F%2Fwww.ioe.sinica.edu.tw%2Fchinese%2Fseminar%2F081213%2Findex.htm&sa=D&sntz=1&usg=AFQjCNEIrEZMMNNqQyg8dLNhN0EWju38qg
http://www.google.com/url?q=http%3A%2F%2Fwww.ioe.sinica.edu.tw%2Fchinese%2Fseminar%2F081213%2Findex.htm&sa=D&sntz=1&usg=AFQjCNEIrEZMMNNqQyg8dLNhN0EWju38qg
http://www.ea.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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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訂議程 

12月 4日（週四） 

時 間 主 持 人 講  題／主講人 

8:50-9:00 
Prof. Yu-cheng Lee 
(Director of IEAS)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1: EU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9:00-10:30 
Prof. Joanne J. L. Chang 
(IEAS) 

EU-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ackground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 Prof. Finn Laursen 

Recent Practice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EU and U.S. Approaches 
Compared / Prof. David W. F. Huang 

Session 2: EU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0:50-12:20 
Prof. Cheng Yi Lin 
(IEAS) 

EU-China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 Prof. 
Ting Wai 

Downsizing EU Phoria about China: Is There a Strategic Shift in Europe’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Asia? / Dr. Reinhard Biedermann Speech 

14:00-15:20 
Prof. Der-Chin Horng  
(Deputy Director, IEAS) 

EU and Asia relations: Recent Developments / Mr. Guy Ledoux (Director 
of EETO) 

Session 3: EU-Asian Relationship 

15:40-17:10 
Prof. Cheng-wen Tsai 
(Department of Politic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Normative Power in EU-Asian Relations / Prof. Alex Chiang 

The European Union, Kosovo Independence and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 Prof. Hsiu-An Anne Hsiao 

12月 5日（週五） 

時 間 主 持 人 講  題／主講人 

Session 4: Debate of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 I: the Leadership 

9:00-10:30 
Prof. Chyong-Fang Ko 
(IEAS) 

An Old Couple in Holy Deadlock: France And Germany / Prof. 
Georges-Henri Soutou 

Franco-German relations in the EU / Prof. Pascal Vennesson 

Session 5: Debate of the Future of European Union II: the Lisbon Treaty 

10:50-12:50 

Prof. Tai-Lin Chang 
(Master Program in Europe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ECB under the Lisbon Treaty: The Impact on the ECB’s Constitutional 
Status and External Relations / Prof. Der-Chin Horng 

The European Model and the Lisbon Treaty / Prof. Ferran Brunet 

The Lisbon Treaty and the Return to the Silent Public / Prof. Chien-Yi Lu 

Session 6: Debate of the Future of European Union III: the EU in the World 

14:00-15:30 

Prof. Yann-huei So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EU Law in Its External Relations under the Treaty of Lisbon / Prof. 
Hung-Dah Su 

Whither EU Historiography? / Prof. Ken Endo 

15:30-15:40 
Prof. Yu-Yeh Wang 
(Coordinator, EU Research 
Group, IEAS) 

Closing Remarks 

主辦單位：本院歐美研究所 

「從性別看現代戰爭」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    間：97 年 12 月 10 日（週三）至 11 日（週四） 

地    點：本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大樓 

12月 10日（星期三） 

時 間 主持人 論文題目／發表人 評論人 

9:00-9:10 陳永發所長 開幕式  

9:10-10:10 張玉法院士 主題演講 

10:10-10:30  剪輯影片欣賞、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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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主持人 論文題目／發表人 評論人 

10:30-12:00 沈松僑 
越界：川島芳子的國族與性別認同／羅久蓉 連玲玲 

Configuring the Geography of War／劉  璐 許慧琦 

13:30-15:00 陳慈玉 

Humiliate-able bodies: Rape in Wartime Cartoons of the 

Sino-Japanese War／Louise Edward 
Helen Schneider 

政治宣傳或自我表述？抗戰時期的婦女刊物／連玲玲 姜  進 

15:20-17:30 沙培德 

The Gender Dimensions of Nation-Building in Rural Sichuan 

During World War II: A Local Perspective 

／Christina Gilmartin 

俞彥娟 

Social Reform as National Defense: Nationalist Women’s 

Responsibilities in Wartime China (1938-1945) 

／Helen Schneider 
游鑑明 

顧曲三疊—顧正秋的三度傳記、女性的戰爭傷痕與療癒／
周慧玲 

羅久蓉 

12月 11日（星期四） 

時 間 主持人 論文題目／發表人 評論人 

9:10-11:30 張瑞德 

從母性主義與和平主義看美國女選民聯盟與越戰爭議 

／俞彥娟 
Louise Edwards 

女性激進主義者的反戰論述—以《大地之母》(Mother 

Earth)與《先驅者》(The Forerunner)月刊為例／許慧琦 
劉 璐 

War and Melodrama in Contestation／Baek, Moon Im Harriet Zurndorfer 

13:00-15:10 黃克武 

戰爭、女子越劇與上海都市文化／姜  進 周慧玲 

苦中作樂：孤島時期的女子體育／游鑑明 蘇智良 

旗袍‧洋裝‧燈籠褲 (monpe)：戰爭時期臺灣女性的服裝問
題／洪郁如 

定宜庄 

15:20-17:00 楊翠華 

Transcending Conventional Myths, Confronting Personal Testimony, and Recasting 

Gender Roles in War and Resistance: The Case of Dutch Jewish Women during World 

War II／Harriet Zurndorfer 

戰火中的苦命鳥—「慰安婦」／蘇智良 

「革命者沒有戀愛期」：從口述的個人經歷看抗戰時期延安的陝北女性群體 

／定宜庄 

一個老檔案工作者的回憶—戰火歷煉下明清檔案部的第一批婦女／張 莉 

17:00-17:40 綜合討論對談人：呂芳上、Christina Gilmartin 

主辦單位：本院近代史研究所／報名網址：http://www.mh.sinica.edu.tw/signup/signup.htm 

第二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時    間：97 年 12 月 12 日（週五）至 14 日（週日） 

地    點：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陳列館 B1 演講廳 

12月 12日（週五） 

時 間 場次 主持人 題 目／主講人 

10:10-10:30 王汎森所長致歡迎詞 

10:30-12:00 一 李學勤 

再讀殷墟卜辭中的「衆」／朱鳳瀚 

商代占卜中命辭的表述方式與人我關係的體現／沈  培 

晚商畜牧業的經營／蔡哲茂 

14:00-15:30 二 朱鳳瀚 論一件中山國有銘銅戈／李學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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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場次 主持人 題 目／主講人 

14:00-15:30 二 朱鳳瀚  忡 于 距末銘文研究／李家浩 

越王劍銘與越王世系—兼論越王丌北古劍和越王不光劍／周  亞 

16:00-17:30 三 林素清 

說女司／裘錫圭 

殷墟甲骨文中的樂器與音樂歌舞／宋鎮豪 

沚戛與商王朝及方國的和戰關係／李宗焜 

12月 13日（週六） 

時 間 場次 主持人 題 目／主講人 

9:00-10:30 四 李家浩 

陝晉高原商代銅器的屬國研究／曹  瑋 

古文字所見的早期秦、楚／王  輝 

彭器、彭國與楚彭氏考論／徐少華 

11:00-12:30 五 葉國良 

先秦「犧賦」制度的古文字資料證明／吳振武 

從青銅器銘文看兩周夷狄華夏的融合／陳昭容 

顏色與社會關係—西周金文中之證據／汪  濤 

14:00-15:30 六 吳振武 

說民獻／周鳳五 

從戰國楚簡中的尤字談到殷代一個消失的氏族／季旭昇 

《禮記‧ 緇衣》「茍有車」章的釋讀問題／林清源 

16:00-17:30 七 宋鎮豪 

上博藏楚竹書稱謂語研究／林素清 

楚簡中的君臣互動關係與規範／袁國華 

楚簡「恆貞吉」試探／顏世鉉 

12月 14日（週日） 

時 間 場次 主持人 題 目／主講人 

9:00-10:30 八 臧振華 

漢代《倉頡》、《急就》、八體和「史書」問題—再論秦漢官吏如何學習
文字／邢義田 

釋重復—漢墓解除文書與時日信仰／劉增貴 

談秦漢時期的「吉語」／劉  釗 

11:00-12:00 綜合座談 
臧振華 
李宗焜 

全體與會學者 

主辦單位：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參考網址：http://www.ihp.sinica.edu.tw/ 

公布欄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電話異動 

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因轉換數位式交換機系統及與院內各單位電信系統統一，將自 

97 年 12 月 8 日起全面變更電話號碼，總機代表號為(02)2787-1800。 

「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第 4波現場使用虛擬版資料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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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資料庫於 2008 年 11 月 21 日所釋出之現場使用虛擬版資料，為 2007 年所進行第 4 波調查之各類問卷虛擬資

料，旨在提供使用者了解檔案內容、並事先撰寫程式使用。其中，釋出的檔案區分兩種，分為追蹤樣本檔案和新樣

本檔案，前者能提供第 1～4 波跨波比較使用；而後者可作為第 3、4 波分析使用。 

現場使用之虛擬版可從網頁上下載，無須申請，有興趣者請至 http://srda.sinica.edu.tw/TEPS/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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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邱亦秀小姐，電話： (02)2788-4188#209，E-mail：

srda@gate.sinica.edu.tw。 

mailto:srda@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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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利用數位典藏改善學術研究環境計畫」徵求 98年度計畫 
本院「利用數位典藏改善學術研究環境計畫」98 年度計畫甄選即日起已上網公告，12 月 24 日截止收件。申請

規格及徵選辦法已公布在本院網頁，請自行前往下載表格清單，並在截止日前將紙本送至「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大樓

1201R」，另將電子檔寄送至 irine@gate.sinica.edu.tw。若有任何問題請洽詢近史所陳昭妃小姐，電話：

(02)2782-4166#107。 

98年度第 1梯次「博士後研究人員申請」核定通過名單 

數理科學組 

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學者 

物理研究所：鄭力兢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王俊杰 

一般博士後研究學者 

物理研究所：胡恩德、張淵智、許華倚、黃子文 

化學研究所：古爾尼 (KUMAR, ANIL)、羅鳳君、林谷峰、徐英展 

地球科學研究所：陳柔妃     生物化學研究所：陳建盛 

統計科學研究所：林惠文、郭錕霖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白植豪、蔡佳璋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張瓊文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張宜仁、院繼祖、李光立、崔博翔、郭瓊雯、Croitoru, Mihail 

備取名單 

備取(1)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潘曉駒   備取(2)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林凱揚 

備取(3) 物理研究所：劉啟人    備取(4) 化學研究所：Tripathi, Subhankar 

備取(5) 物理研究所：洪耀正 

生命科學組 

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學者 

分子生物研究所：盧福翊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劉宗霖 

基因體研究中心：蕭孟昕 

一般博士後研究學者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劉茂森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洪君琳 

生物化學研究所：朱珍瑩、白倩華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洪國維、王怡人、林榮俊 

分子生物研究所：莊雅婷、洪雅芳、賴彥錰、王嵐欣、黃祺真、王怡汎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李彥錚、邱秀慧、KOPP, Dorothée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劉姿吟、楊靜瑩、翁孟仕、葉顓銘 

基因體研究中心：陳韶瑩、張瑞仁、孫宗賢、洪榮堂、高又雅、張瑞瑾、庫馬 (KUMAR, MANYAM PRAVEEN) 

備取名單 

備取(1)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姚秋如   備取(2)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魏淑怡 

備取(3)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詹伊琳   備取(4) 分子生物研究所：歐雷格 

備取(5)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王豐寓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一般博士後研究學者 

歷史語言研究所：楊正顯     近代史研究所：尹煜、沈巍 

經濟研究所：孫蕾      中國文哲研究所：潘少瑜、邱黃海、唐顥芸 

臺灣史研究所：曾文亮、石丸雅邦 (Ishimaru, Masakuni) 

社會學研究所：吳兆鈺、吳忻怡    語言學研究所：黃菊芳 

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張峻豪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楊昊、莊國銘、張齡方、蘇富芝 

備取名單 

備取(1) 近代史研究所：李啓彰    備取(2) 歐美研究所：楊仕樂 

備取(3) 中國文哲研究所：李欣錫    備取(4) 民族學研究所：郭銳 

備取(5) 臺灣史研究所：李毓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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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天地  
對今年藏邊震動的歷史省思 

王明珂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 

過去十多年我經常在四川西部阿壩州與甘孜州作田野調查。今年 3 月西藏事件發生，情勢最緊張的藏區大多在

本地；5 月川西地震重災區也在本地的汶川、茂縣與北川等羌族聚居區。眼看著本地藏區局勢惡化，藏、羌族成為

震災後的難民，作為研究本地之“專家學者”我時時問自己，我們社會人文學者能為這些政治與自然災難做些什

麼？ 

我有關羌族的專著《羌在漢藏之間》簡體字版，在大陸經歷近一年的審查，正好在震災後次月正式發行。因而

此書立即成為大陸記者與救災者之認識羌族“救災手冊”——此對於我，一本學術性著作的作者，實在是尷尬而百

感交集。我也利用自己的本地知識與社會人脈，協助一些團體進行賑災。若這些知識能對救災有一點貢獻，自然讓

一位人文社會學者略覺寬慰，但我知道在這方面我們可能不如地震、地質、建築等方面的專家來得有貢獻。因此，

我願借週報一角簡單表達自己對今年川藏邊緣這兩次震動的看法，也藉此反思我對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看法。 

據報導，此回大地震是由於受印度版塊運動而隆起的青藏高原向東擠壓，受到四川盆地阻擋，兩大片陸地間長

期推擠累積的壓力終於爆發。這兩塊陸地間的長期相互擠壓效果，表現在地貌上便是青藏高原東緣南北走向如皺折

般的高山深谷。在這樣的自然地理基礎上，經歷數千年人類在其間的活動，形成今日我們所知青藏高原的藏族，高

原東邊廣大的漢族，以及兩者間的羌、藏、彝等民族。 

我們看看這個人類歷史過程。華夏認同形成于東周，在秦漢時華夏建立起統一的大帝國，以此政治體維護、擴

張及分配其資源。漢代華夏帝國的西方邊緣已擴張至青藏高原東緣，也就是前面說的皺折地帶。漢代人稱這整個西

方華夏邊緣帶上的部落人群為“羌”。西元 7 世紀，吐蕃興起于藏南，由此往北、往東推進，也將青藏高原東緣納

入此王國勢力範圍內。吐蕃王國解體後，一個更穩固的宗教文化體在青藏高原上形成；這個宗教文化體便是今日藏

族的前身，其東方邊緣也就是青藏高原東緣的高山縱谷地帶。古藏人稱此地帶為“康”。相對于藏區“核心”之雅

魯藏布江河谷的衛藏，康在藏文中有“邊緣”的意思。也就是說，約從 10-12 世紀開始，青藏高原東緣皺折地帶之

地與人成為漢、藏雙方的邊緣。 

 

羌族建在山崖上的村寨與防衛性碉樓﹐顯示過去人群間資源競爭之險惡。 

中原漢晉史家認為“羌”是炎帝後代，而炎帝是黃帝的手下敗將，所以羌人在華夏心目中的邊緣性不言可喻。

至少由唐代以來，華夏史家便認為青藏高原人群皆為古羌人之後。中世紀古藏人學者則認為所有吐蕃部族源于“原

人六兄弟”，六兄弟中的兩個“壞弟弟”被驅逐到吐蕃與漢之間的邊地（康），成為那兒部落人群的祖先；此“歷

史”也顯示康人在核心藏人心目中的邊緣性。可以說，透過“歷史”（記憶與敘事），自古以來漢人與藏人都認為

青藏高原東緣部落人群為“我族”的一部分，但為我族邊緣人群——被打敗的英雄或壞弟弟祖先的後代。 

那麼，居住在青藏高原東緣高山深谷中的人群，他們的語言、社會、文化，他們所相信的歷史又是如何呢？在

本地，各個溝（山谷）的人群語言都有些差別。漢話在此使用普遍，因為只有漢話才能用來與其他地方的人群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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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條溝中，人們在半山腰上建村落、開墾山田，在森林中挖藥、采菌菇、砍柴，在更高的地方放養旄牛與馬。便

是如此，溝成為一個個相當獨立的生態區。在本地造成各溝人群隔離的不只是高山深谷，而是資源匱乏。資源匱乏

造成溝中各村寨都自有地盤，界線分明，溝與溝之間人們就更不能越界了。在鄰近的高原牧區也是如此，各部落有

其草場，不得越界。至於他們的族群或民族認同，60 歲以上的老年人都承認，過去他們沒聽過什麼“藏族”、“羌

族”、“彝族”，自然也不知道自己是啥民族。他們相信的歷史常是一種“弟兄祖先故事”，此“歷史”說明幾個

村寨人群的始祖為弟兄，以此強調人群間平等合作、分配與競爭的族群關係。 

典範的“羌史”使得以漢人為核心的中國主張西藏自古以來為本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典範的“康史”使得以

衛藏為核心的西藏流亡政府主張“大西藏”應包括整個青藏高原東緣（含羌、彝、納西等民族）。典範的人類學、

社會學知識又讓許多中西學者認為藏族為一個有其獨自語言、文化的民族，應建立其獨立國家。這其間被忽略的是

“邊緣”，各種學術典範、政治威權與意識形態的邊緣。被忽略的是，漢藏間難割難解的關係在於他們有一共同“邊

緣”，以及其內部的人類生態，以及邊緣成為邊緣的微觀過程。這只是今日世界許多民族與國家紛爭的一個縮影：

一些刻板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不但無助於解決紛爭，反而助長人群間的衝突。或許今年川藏邊緣幾近“天人相應”

的兩次震動，可為人文社會科學帶來一種啟示；我們的學術不能脫離現實關懷，但如何在現實關懷中擺脫個人之文

化、民族、國家、學科等等之認同偏見，仍需要我們作深度的反省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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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四) 

14:00 
地球所 
3 樓演講廳 

Prof. Eiji Ohtani 
(Tohoku Univ., Japan) 

Mineral Physics at Institute of 
Mineralogy, Petrology, and Economic 
Geology, Tohoku University 

江博明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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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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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M-correlated CSM-coupled 
Raman/fuorescence Studies of Selective 
Interactions of Water Soluble Porphyrin 
with DNA 

周大新 
研究員 

14:00 數學所會議室 
Prof. Marco Garuti  
(Padova Univ., USA) 

(Number Theory Seminar) 
p-adic Representations of the 
Fundamental Group Scheme 

  

12/8(一) 10:30 
統計所 
蔡元培館 2 樓 
208 演講廳 

余岐青教授 
(Binghamton Univ., USA) 

Random Partition Masking Model For 
Censored And Masked Competing Risks 
Data 

丘政民 
副研究員 

12/10(三) 15:30 
化學所 
A108 會議室 

Prof. Hisashi Yamamoto 
(Univ. of Chicago, USA) 

Rich Chemistry of Nitroso 
Compounds –Asymmetric Oxidation 

孫世勝 
助研究員 

12/11(四) 

14:00 

物理所 
1 樓演講廳 

孫啟光教授 
(臺灣大學) 

In Vivo Optical Virtual Biopsy 
李尚凡 

副研究員 

地球所 
3 樓演講廳 

董家鈞助教授 
(中央大學) 

Stress History Dependent Porosity of 
Sedimentary Rocks 

李憲忠 
助研究員 

15:00 數學所演講廳 
楊一帆教授 
(交通大學) 

Structure of the cuspidal rational torsion 
subgroup of J_1(N) 

 

15:30 

臺灣大學化學系 
217 教室 
(原分所主辦) 

Prof. Jeff Gelles 
(Brandeis Univ., USA) 

Elucidating Regulatory Mechanisms in 
Complex Systems by Single-molecule 

李弘文教授 

化學所 
A108 會議室 

李漢文教授 
(彰化師範教育大學) 

Multidentate Carbene Ligands and Their 
Transition Metal 

孫世勝 
助研究員 

12/12(五) 14:00 

數學所會議室 
Prof. David Harari  
(Universite Paris-Sud, 
France) 

(Number Theory Seminar) 
Rational and Integral Points on Algebraic 
Groups (1) 

 

天文所籌備處 
會議室 
(臺大凝態科學與物
理學館 716 室) 

Dr. Francois Viallefond  
(Paris Observatory, 
France) 

The Origin of the Radio Recombination 
Lines in the Starburst M82 Using VLA 
and IRAM-PdB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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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五) 

14:30 
化學所 
A108 會議室 

Prof. Jeff Gelles  
(Brandeis Univ., USA) 

Walking with One Lame Leg: 
Mechanochemical Coupling in 
Kinesin-1 Motor Enzymes 

章為皓 
助研究員 

15:30 數學所會議室 
Prof. David Harari  
(Universite Paris-Sud, 
France) 

(Number Theory Seminar) 
Rational and Integral Points on 
Algebraic Groups (2) 

 

12/15(一) 10:30 
統計所 
蔡元培館 2 樓 
208 演講廳 

Prof. Shili Lin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Modeling of Imprinting and 
Heterogeneous Maternal Effects 

丘政民 
副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12/5(五)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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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 
基因體中心 
1 樓演講廳 
(農生中心主辦) 

吳仲義院士 
(美國芝加哥大學) 

Evolution under Canalization: The Dual 
Functions of MicroRNAs Subtalk: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Large Scale 
Sequencing in Biology 

施明哲主任 

12/9(二) 15:00 
植微所 
106 會議室 

廖惠玲博士 
(Univ. of Florida, USA) 

Molecular and Genetic Determination of 
the Role of Elsinochrome Toxins 
Produced by Elsinoe Fawcettii Causing 
Citrus Scab 

賴爾珉 
助研究員 

12/10(三) 11:00 

生醫所地下室 
B1B 演講廳 

Prof. James Wei Hu 
(Univ. of Toronto, 
Canada) 

Central Sensitization as a Mechanism 
for Studying Orofacial Pain 

陳志成 
助研究員 

生化所 114 室 
楊進木教授 
(交通大學) 

Structural-based Drug Design: Theory 
& Applications 

 

12/12(五) 10:00 
植微所 
106 會議室 

Prof. Motoyuki Ashikari 
(Nagoya Univ., Japan) 

How Did Rice Adapt to Deep Water? 
邢禹依 
研究員 

12/15(一) 10:00 
植微所 
106 會議室 

Dr. Himadri Pakrasi 
(Washington Univ., USA) 

A Day (and Night) in the Life of a 
Unique Cyanobacterium, Cyanothece: 
Photosynthesis Efficiency, Circadian 
Rhythm and Biofuel Prospect 

賀端華院士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12/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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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五) 14:30 
社會所 
802 會議室 
(人文館南棟) 

曾嬿芬教授 
(臺灣大學) 

新公民身分群體的浮現？：遷移中國
之臺灣人成員身分的跨國化 

 

12/8(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 
5 樓會議室 

柳立言研究員 
(史語所) 

山重水覆疑無路—宋代寧波家族 
之研究 

 

14:00 
史語所研究大樓 
7 樓會議室 

鄭墡謨博士 
(臺灣大學) 

蘇東坡在韓國與日本被接受的面向與
反思 

 

12/9(二) 14:30 

經濟所 B 棟 
1 樓 B110 會議室 

陳香如助教授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 
奧本尼分校) 

Separate Effects of Sibling Gender and 
Family Size o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 Methods and First 
Evidence from Population Birth 
Registry 

 

歐美所研究大樓 
1 樓會議室 

Douglas Bruce La Pierre 
(Washington Univ., USA) 

Treaties and Foreign Law in the U.S. 
Legal System 

 

12/11(四) 14:00 

語言所 
519 會議室 
(人文館南棟 5 樓) 

Prof. David Holm 
(澳洲墨爾本大學) 

壯族傳統文本方塊字閱讀法類型學  

人社中心前棟 
3 樓調研中心 
焦點團體室 

廖高禮教授 
(加拿大 McMaster 大學) 

Immigrant Dispersal under the 
Progressive Entrenchment of 
Neo-liberalism: USA and Canada 

楊孟麗 
助研究員 

12/12(五) 14:30 
經濟所 B 棟 
1 樓 B110 會議室 

洪嘉陽副教授 
(美國西密西根大學) 

Why Did the Sign of the Price-Output 
Correlation Change? Evidence from a 
Structural VAR with GARCH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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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