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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人事獎懲
一、 民族所賴英祥工友，協助辦理標本陳列館高氯離子

屋面改建工程，全程審慎監督，積極主動，任勞任怨，

處理不符契約規定之塗料施工等偶發事件，限期改

善完成，把握時效，圓滿達成任務，獲記功 1次。

二、 民族所陳美凰技工，協助辦理「艱困時局下的人類

學研討會」，積極主動，任勞任怨，圓滿達成任務，

獲記嘉獎 2次。

人事動態
劉兆漢院士及魯國鏞院士奉核定為天文及天文物理

研究所通信研究員，聘期自99年10月15日起。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章英華主任，於99年

11月24日至12月7日赴日本參加國際會議。出國期間，中

心事務由郭秋永副主任代理。

瑞典Prof. Johan Rockström受邀於11月
4日來台演講
主  講  人： Johan Rockström, PhD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環境學院暨回復力研究

中心執行長

講　　題：全球變遷與回復：永續發展的新挑戰

時　　間：99年 11月 4日 (星期四 )14:00~15:00

地　　點： 國立台灣大學凝態科學暨物理學館國際會議

廳 (204室 )

主  持  人：台灣大學陳泰然副校長

大師對談： 

時　　間：99年 11月 4日 (星期四 )15:00~16:00

引  言  人：李遠哲院士 (中研院原分所 )

與  談  人： 葉俊榮教授 (前行政院政務委員，國立台灣

大學法律系 )、劉紹臣主任 (中研院環變中心 

)、陳鎮東主任 (國立中山大學亞太海洋中心 )

本院「國際研究生學程 -大師講座系
列」演講
時　　間： 99 年 11 月 12 日 ( 星

期五 )14:00~16:30

地　　點： 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

樓第一會議室

主  講  人： 許聞廉特聘研究員 (本

院資訊所 )

講　　題： Intelligence: Machine vs. 

Human 

主  持  人：劉兆漢副院長

*演講以英文進行，演講後備有茶點，歡迎參加

洽詢專線：(02)2789-9906，本院國際研究生學程辦公室

邱小姐

「中央研究院講座」邀請野依良治教授

訪台演講
講　　題：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時　　間： 99 年 11 月 17 日 ( 星

期三 ) 15:00~16:30

地　　點： 本院人文館國際會議

廳

連絡單位： 本院國際事務辦公室 

(02) 2789-9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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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時代的經學和經學家(1912-1949)」第八次學術研討會
時　　間：99年 11月 4至 5日 (星期四至五 )

地　　點：本院文哲所 2樓會議室

備　　註：會議開放參加，現場資料有限，索完為止。

11月4日(星期四)
時　間 評論主持人 題　目／發　表　人

08：50-09：00 開幕式／林慶彰(中研院文哲所)

09：00-10：30
第一場

楊晉龍
(中研院文哲所)

《清儒學案》之論著選輯與案主學術成就簡論／曾聖益(輔仁大學中國文學
系)

各安其位，各有其用─數ヽ象ヽ理ヽ圖兼重的杭辛齋易學／陳進益(清雲科
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民國初年《三禮》刊刻考述及相關研究評議／程克雅(東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10：50-12：20
第二場

蔡長林
(中研院文哲所)

吳承仕的經學史研究─以《經典釋文序錄疏證》為中心／周少川(北京師範
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

清遺民經學家寓居香港時期的史學視野／ 許振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變動時代的經學─從顧頡剛的讖緯研究考察／梁秉賦(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
育學院)

13：30-14：40
第三場

馮曉庭
(嘉義大學中國文
學系)

從《經學通誥》看葉德輝之經學思想及其經學史觀／邱秀春(萬能科技大學
通識中心)

民初《詩經》白話註譯的形成與發展─以疑古思潮的影響為論／ 朱孟庭(臺
北大學中國文學系)

15：00-16：30
第四場

蔣秋華
(中研院文哲所)

曾運乾《尚書正讀》述論／陳恆嵩(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面向世界的經學─廖平《尚書》學中的「周公」論述與意義／魏怡昱(臺灣
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民國時期的科學治學爭議─以何定生教授編撰之《治學方法材料及其他》
為討論中心／徐其寧(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16：30-18：00
第一場座談會

林慶彰
(中研院文哲所)

「民國時期經學家後代談親人」座談會／
引言人：張銘洽(張西堂之子)、童教英(童書業之女)、聞黎明(聞一多之
孫)、顧潮(顧頡剛之女)

11月5日(星期五)
時　間 評論主持人 題　目／發　表　人

08：40-09：00
第五場

張曉生
(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中國語文學系)

黃侃禮學研究(四)─經典詮釋篇之二：《禮學略說》箋釋／陳韻(中正大學中
國文學系)

南菁書院與張錫恭的禮學／商瑈(中研院文哲所訪問學員)

梁啟超對經學文獻整理之理論與實踐／張政偉(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

10：50-12：20
第六場

張素卿
(臺灣大學中國文
學系)

《論語集釋》對朱子《論語集注》的輯錄與評論／陳金木(慈濟大學東方語
文學系)

《周易》、諸子文義互補─兼論楊樹達《周易古義》體例問題／何志華(香
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顧頡剛對崔東壁辨僞學的接受／鄭月梅(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

13：30-14：40
第七場

張壽安
(中研院近史所)

經術與救國淑世─唐蔚芝與馬一浮／嚴壽澂(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

聞一多的詩經學研究／聞黎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15：00-16：10
第八場

范麗梅
(中研院文哲所)

馬宗霍的《國學摭談》與《中國經學史》／許華峰(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憤憾書寫─馮玉祥《讀春秋左傳札記》／蔡妙真(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16：10-17：40
第二場座談會

王汎森
(中研院副院長)

「顧頡剛先生逝世三十週年紀念座談會」
引言人：丁亞傑、林慶彰、車行健、蔡長林、劉德明、顧  潮

主辦單位：中研院文哲所

參考網址：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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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Forum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aiwan 
Studies beyond Taiwan: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Japan 
Compared
日　　期：99年 11月 5至 6日 (星期五至六 )

地　　點：本院社會所 (人文館南棟 )802會議室

99年11月5日(星期五)

時　　間 主　持　人 主　講　人 題　　目

9:45-10:00 王汎森副院長(中研院)
蕭新煌所長(中研院社會所)

開幕致詞

10:00-12:00
Session 1:
The Experience 
of Europe

蕭新煌所長
(中研院社會所)

Robert Ash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
院台灣研究中心主任)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UK

Gunter Schubert (德國杜賓根大學
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心主任)

A German Approach to Promote European 
Taiwan Studies: Idea, Concept and Agenda 
of the European Research Center on 
Contemporary Taiwan (ERCCT)

Stéphane Corcuff (法國現代中國研
究中心台北分部研究員)

Taiwanists and Taiwan Studies In France: An 
Overview

Ann Heylen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
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Yin C. Chuang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
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Studies In 
Europe: Prospects on Graduate Student 
Workshops

Jens Damm (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
助理教授)

The Experience Of Europe—Recent 
Developments Concerning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EATS)

13:30-15:30
Session 2:
The Experience 
of North America

王甫昌副所長
(中研院社會所)

Joseph Wong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aiwan Studies: A 
View from Nort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黃丞儀 (中研院法律所籌備處助
研究員)

Mapping Taiw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 Reflections on the Experiences of NATSA

林子倫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助理教授)

16:00-18:00
Session 3:
The Experience 
of Japan

張茂桂副所長
(中研院社會所)

春山明哲 (日本早稻田大學台灣
研究所客員上級研究員)

One Hundred Years of Taiwan Studies in 
Japan

三尾裕子 (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
語言文化研究所教授)

Historical, Present-Day and Future 
Prospects for Taiwan Studies in Japan: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林成蔚 (日本北海道大學
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aiwan Politics in 
Japan: History and Politics

99年11月6日(星期六)
時　間 主持人 主講人 題　目

10:00-12:00 蕭新煌所長
(中研院社會所)

綜合座談：舉辦第一屆台灣研究世界大
會之遠景

主辦單位：中研院、中研院社會所

「社會批判與動員：台法社會學者對話」國際研討會
日　　期：99年 11月 18至 19日 (星期三至四 )

地　　點：本院人文館南棟 3樓第二會議室

參考網址：http://www.ios.sinica.edu.tw/ios/index.php。歡迎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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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11月18日(星期三)

時　間 主講人 題　目

9:00-9:30
開幕致詞

蕭新煌(中研院社會所所長)
彭保羅(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台北分部主任)

9:30-10:30
第一場

Laurent Thévenot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
究院政治與倫理社會學研究群)

From Oppression to Critique: Some Fresh Views on Social 
Movements from the Sociology of Engagements

10:40-11:30
第二場

蕭新煌(中研院社會所)
盧崴詡(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社會學系)

What is Critique and Whose Critique? A Dialogue between 
(Taiwanese) Engaged Sociology and (French) Sociology of 
Engagements

11:30-12:20
第三場

Cyril Lemieux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
院政治與倫理社會學研究群)

Making Nuclear Dangers Visible. A Pragmatic Contribution to 
Sociology of Mobilization

13:50-14:40
第四場

何明修(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Re-examining the Party Control over Labor Unions: The Case of 
Taiwan’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1951-1986)

14:50-15:40
第五場

Emmanuel Didier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
究院政治與倫理社會學研究群)

Does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State Lie?

16:00-16:50
第六場

陳瑞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Returning to locality for reconstructing the society: 
Rationalizations of the actions aiming at local community in 
Taiwan since 1990s

17:00-17:50
第七場

Frédéric Keck(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
院政治與倫理社會學研究群)

Animal Surveillance and Environmental Critic. Controversies 
and Compromises about Avian Flu in Hong Kong

99年11月19日(星期四)

時　間 主講人 題　目

9:00-9:50
第八場

陳志柔(中研院社會所) Dynamic Popular Protests and Changing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

9:50-10:40
第九場

Isabelle Thireau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
究近代現代中國研究中心)

Chinese Citizens' Appeals to the State: Valuation and Criticism

11:10-12:00
第十場

張茂桂(中研院社會所) Translating “Civil Society” into Taiwan’s Political and Moral 
Contexts

12:00-13:00
張茂桂(中研院社會所)
彭保羅(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台北分
部)

綜合討論

主辦單位： 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台北分部 (CEFC Taipei)  

中研院社會所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An IPSA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s 
State Still in Charge?
時　　間：99年 11月 20至 21日 (星期六至日 )

地　　點：本院人文館 3樓第一會議室

備　　註：報名截止日期為 11月 5日。

主辦單位：中研院政治所籌備處

11月20日(星期六)
時　間 主持人 議　程／講　題 報告人

09:10
Keynote Speech Prof. Edward Friedman, Hawkins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10:30-13:00
Session 1:

Yong-mao Zha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Urban Grassroots 
Governance

Luigi Tomb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Yanling H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Yousun Chung, IP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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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主持人 議　程／講　題 報告人

14:25-18:00
Session 2:

Chien-min Chao,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Executive 
Yuan

Public Policy Governance John Donaldson,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Youxing Lang, Zhejiang University
Chanhsi Wang, IPSAS

11月21日(星期日)

時　間 主持人 議　程／講　題 報告人

09:10-12:00
Session 3:

Jenn-Hwan Wa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dustrial Policy 
Governance 

Douglas Fuller, King’s College London

Szu-chien Hsu, IPSAS
Dylan Lu, Commerce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Taiwan

Ling Che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4:00-16:00

Yu-Shan Wu, 
IPSAS

Round Table Edward Friedma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Weiqing Guo,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Yingfang Che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Yun-han Chu, IPSAS

公布欄
賀基因體研究中心洪上程研究員榮獲「第十七屆東元獎」

本院基因體研究中心洪上程研究員榮獲「第十七屆東元獎」科技類獎，將獲得新台幣60萬元獎金；洪博士致力於

碳水化合物的研究，首創「一鍋化」之寡醣合成，受到國際高度肯定及重視。其研究應用於新藥開發並轉移產業，深

具創新及社會效益，成果斐然。

賀法律所籌備處張永健助研究員榮獲2010年美國李氏傳統基金會獎助金
本院法律研究所籌備處張永健助研究員榮獲2010年美國李氏傳統基金會創新研究傑出獎，獲得美金四萬元研究獎

助金；張博士在法學實證研究領域(empirical legal studies)之研究成果獲得國際肯定，已有四篇獨自撰寫之論文刊登於

頂尖國際期刊Journal of Legal Studies、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交通部觀光局『民國90年和98年來台旅客消費與動向調查』資料開放
交通部觀光局為瞭解來臺旅客旅遊動機、動向、消費情形、觀感及意見，以供相關單位研擬國際觀光宣傳與行銷

策略、提昇國內觀光服務品質與國際旅遊觀光競爭力之參考，並作為估算觀光外匯收入之依據，辦理「來臺旅客消費

及動向調查」，分別在臺灣桃園國際機場、高雄國際機場及松山機場現場訪問離境旅客。調查對象為入境之外籍與華

僑旅客(含大陸旅客，不含過境之外籍與華僑旅客)，採用「配額抽樣法」抽樣，取樣時盡量符合作業標準及樣本特徵

之控制，以達隨機性及樣本代表性。

人社＜調研＞中心業已完成民國90年和98年資料的整理工作，有效樣本數分別為5,006和5,784人，釋出項目計

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AS欄位定義程式、SPSS欄位定義程式、SPSS資料檔、STATA資料檔。

欲進一步瞭解釋出資料的相關訊息，請參見「政府抽樣調查資料庫」網頁(http://srda.sinica.edu.tw/govdb/)。

知識天地
吃在中國：十九世紀來華英國醫師的觀點

李尚仁副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

摘要

十九世紀中國對外開放之後，來到中國的英國醫師對於歐洲人在中國該如何飲食，以及中國食物與飲食習慣是否

比較健康，有相當不同的觀點。本文介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看法，及其所呈現的醫學理論立場、種族觀念和政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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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

內文：

英國醫療傳教士韓雅各(James Henderson)在一八六三年出版的《上海衛生學》(Shanghai Hygiene)一書，開宗明義

宣稱：「在繁多的疾病根源當中，飲食不規律是其中最為強大者；在我們所有的治療方法當中，關注餐飲的質量是其

中最為重要者。」西方醫學重視飲食有悠久的傳統，韓雅各出此言並不令人意外。然而，十九世紀在中國的英國醫師

對飲食的關切，有兩個突出的面向。首先，西方傳統醫學理論認為飲食方式必須視風土與體質而定；既然中國的氣

候與環境和歐洲大不相同，來到中國的歐洲人其飲食方式也必須有所調整，不能延續他們在歐洲母國的吃喝習慣。此

外，這些醫師也很關心中國的食物是否有益健康？和歐洲餐飲相較如何？歐洲人在中國是否該效法當地人的飲食方

式？中國人的健康狀況和他們的飲食有怎樣的關係？

關於歐洲人在中國的飲食，來華西方醫師的看法頗為一致，基本上認為主要問題在於飲食過度缺乏節制。上海

的海關醫官詹姆生(Robert Alexander Jamieson)一八七三年撰寫的醫療報告就抱怨當地歐洲人生活奢華，飲食不吝豪侈

毫無節制，其驚人的心臟病死亡率和這種飲食方式脫不了關係。日後回到英國創立倫敦熱帶醫學校、有「熱帶醫學

之父」美譽的萬巴德(Patrick Manson)，在廈門海關擔任醫官時與其同僚穆勒 (Augustus Müller)在一八七一年的醫學報

告中，批評當地歐洲人每天三餐都大塊吃肉，大口飲用雪莉酒、苦啤酒、白蘭地和蘇打水，再加上當地氣候炎熱，

不生病才怪。正如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班乃迪．安德生(Benedict Anderson)所指出，許多前往殖民地的歐洲人出身低

層中產階級，在海外殖民地由於享有相對較高的購買力，於是便模仿母國貴族階級的生活風尚抬高自己的身分，也

透過奢侈的生活與受統治的被殖民者區隔，突顯自身地位優越。安德生形容這樣的人是「資產階級貴族」(bourgeois 

aristocracy)。中國通商港埠顯然有不少歐洲人追逐這樣的風氣，但也讓西方醫師憂心他們飲食過度的問題。

英國醫師一致認為在中國生活的歐洲人應該節制飲食，但對於來華英國人是否該改吃中式餐飲以及中式食物是

否比西式飲食來得健康，則有許多不同的意見。這裡以兩位看法南轅北轍的醫師為例，來介紹相關的討論。倫敦會派

到北京的醫療傳教士同時也擔任北京海關醫官的德貞(John Dudgeon)，力主歐洲人應該效法中國人的飲食習慣。他為

一八八四年倫敦舉辦的「國際健康博覽會」(International Health Exhibition)撰文，宣稱中國沒有像其他古文明那樣走向

衰亡，還擁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顯然這個民族有旺盛的活力。中國人即使對現代科學無知，但在飲食方面已經發現

了「健康長壽的秘訣」。德貞認為歐洲人最大的飲食問題就是吃太多肉，加上歐洲人體質本就容易發炎，這種吃法無

異是火上加油。中國飲食則以穀物為主，肉佔的份量很少，但不缺乏有助骨骼成長的礦物質或是讓肌肉滋長的「含氮

物質」，因為北方中國人吃很多豆類，南方中國人則吃魚。這種均衡的飲食要比歐洲來得健康。

此外，中國飲食方式還具備經濟的好處。德貞盛讚東方人節儉的美德，許多西方人不懂或不屑利用的食材，都可

以變成東方的食物。他宣稱一份可以餵飽一個中國窮人家庭的食物，一個英國窮人吃了卻會覺得自己還在挨餓。德貞

尤其讚賞中國人以茶代酒很少喝醉，不像英國人喜歡喝酒交際，縱酒甚至酗酒經常成為家庭與社會的問題。德貞認為

歐洲人大吃大喝不是為了營養的需要，而是追求口腹之慾的滿足。他尤其厭惡當時時髦的法國菜，認為這套奢華的烹

飪方式讓人吃下遠超過身體所需的食物。德貞認為吃太多比吃太少更危險，吃東西不節制是歐洲人疾病與死亡的主要

原因。此外，放縱飲食對經濟有害。德貞認為所有的奢侈花費都無助於生產力，用在奢侈消費的金錢無法成為能夠帶

來生產力的資本，應該省下來投資與雇用工人從事生產。放縱飲食也會導致缺乏道德節制與行為不檢。德貞聽說印度

的英國人「吃牛肉、喝白蘭地、沒有宗教信仰」，而中國通商港埠的歐洲人往往也好不到哪裡去。節制飲食不只是品

味的表現，也是種道德義務。德貞宣稱歐洲人若要追求健康富裕的生活方式，就該學習中國古老的飲食智慧。

萬巴德和於台灣打狗擔任海關醫官的弟弟萬大敝(David Manson)，則在一八七三年合寫的海關報告中強烈反對來

華英國人改採中式飲食，認為這是徒勞無功的作法。他們宣稱：「經歷許多世代所培養出來的胃口，已經變成了本

能。英國人一定得吃牛肉。」萬氏兄弟引用達爾文的演化論來支持這套種族體質論。他們宣稱不同種族的特質是演化

的結果，都是在漫長天擇過程下適應當地氣候環境、食物與疾病之後所發展出來的，而無法說變就變。他們認為英國

人世世代代都吃肉類為主的食物，其體質已經適應而且也需要這樣的食物，如果改吃中國式的食物反而會無法適應，

會導致不良後果。再者，英國人不需要也不應該這樣做，因為萬氏兄弟認為「野蠻的種族讓自己去適應環境，文明的

種族則改造環境，讓環境來適應自己」。

萬巴德與萬大敝透過這套演化推論，進一步對中國的社會與文化進行詮釋。他們宣稱影響人類種族演化的天擇

因素當中，食物和疾病是最重要的。萬巴德觀察到住在廈門的歐洲人經常為瘧疾所苦，當地中國人卻較少罹患此一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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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為長期的演化讓後者對瘧疾有比較高的免疫力。但中國人也為此付出演化的代價。萬氏兄弟認為當地中國人普

遍有貧血的問題，這有兩個主要的原因：一是食物質量貧乏引起營養不良，一是長期感染瘧疾所導致。普遍的貧血對

中國人的民族性造成深遠影響。萬氏兄弟提到他們經常接到教會學校送來的學生病人，這些中國年輕人原本都是教會

從鄉下精挑細選、體格與智力皆屬上乘。教會希望把他們培養成日後能擔當大任的人才。然而，這些學生只入學幾個

月就面色蒼白、無精打采，因為不明原因而生病。他們腦力與精力都耗竭殆盡，無法繼續學習。萬巴德與萬大敝認為

這是因為這些學生其實都有貧血的問題，在教會學校新的生活環境下學習新知，很快就身體吃不消而生病。萬氏兄弟

認為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會過著千年不變的生活方式，因為他們「只能用同樣的方式去耕作同一塊田地，背負同樣的

重量走同樣的路」，只要略做改變，他們那貧血的身軀就無法負荷。他們宣稱：中國人強烈的保守性格、對傳統近乎

迷信般的尊崇、對壓迫的默默忍耐、崇尚古人的風氣以及科學與工藝的落後，其實都是普遍的貧血以致無力創新所導

致的後果。貧血使得中國人沒有原創性也缺乏適應能力。   

對於中國飲食的健康價值，德貞與萬巴德這兩位在中國有長期行醫經驗的醫師評價兩極。我們要如何解釋這樣的

差異？首先，這兩人在當時的醫學潮流中站在相當不同的位置。德貞顯然偏向傳統派，繼承古希臘以來西方傳統醫學

對於節制飲食的強調，以及十八世紀歐洲新古典醫學對透過飲食來調理個人健康的重視。他對中式飲食的推崇，也比

較接近十八世紀歐洲對於東方事物較高的接納度與開放的態度，而非十九世紀後半歐洲殖民主義高漲，歐洲常見的強

烈優越感和對異文化的貶抑。在熱帶疾病研究做出突破性貢獻的萬巴德，則熱衷使用新的科學理論來解釋他所觀察到

的各種現象，因此他會引用演化論來理解飲食與體質乃至文化的關連，甚至提出帶有強烈科學種族主義色彩的論點。

此外，這兩人的政治與文化觀點也有所差異。德貞在他著作中經常批判當代工商文明，指責其帶來各種文明病，並透

露出對農業社會與其傳統秩序的嚮往。日後擔任英國政府殖民部(Colonial Office)醫學顧問的萬巴德，早期醫學著作關

於食物的討論，就已經表露出對種族差異的強調。

對食物的態度經常和不同知識觀點、政治立場與經濟利益有密切關聯。十九世紀如此，今日國內外對於速食、有

機食品、基因改造食品或美國牛肉進口的爭議，不也是如此？

致謝：

本研究獲得本院人文科學研究中心「衛生史研究計畫」支持，感謝計畫主持人梁其姿博士與計畫成員在研究過

程提供的寶貴意見與協助。研究完整成果與引用文獻請參見Shang-Jen Li, “Eating Well in China: British Medical Men 

on Diet and Personal Hygiene at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Treaty Ports,” in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Charlotte Furth (eds.), 

Health and Hygiene in Modern Chinese East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10/28(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Jean-Claude Chambron
(ICMUB, CNRS, France )

Supramolecular Induction of 
Chirality by Optically Active 
Anions

呂光烈
研究員

10/29(五) 10:30

Dr. Zhiguang Xiao
(Univ. of Melbourne, 
Australia)

Molecular Aspects of Copper 
Metabolism and Resistance in 
Biology

陳長謙
特聘研究員

統計所蔡元培館
2樓208演講廳

Dr. Stephan Georg Wagner
(Stellenbosch Univ., South 
Africa)

A General Asymptotic Scheme 
for Moments of Partition 
Statistics

劉維中
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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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五)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郭子建教授
(南京大學)

Towards the Rational Design 
of Platinum-based Anticancer 
Drugs and Biological Fluorescent 
Zinc Sensors

江明錫
助研究員

11/1(一) Dr. Takaaki Sonoda 
(Kyushu Univ., Japan)

Reactivities of Phenyl Cations 
and Benzyne Intermediates in 
the Nucleophilic Substitution 
Reactions of Aryl Triflates: 
Experimental and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周大新
研究員

11/02(二)

14:10 人文館北棟1樓
聯圖會議室

古培正教授
(Univ. of Michigan)

Scaling of Semiconductor 
Lasers and Solar Cells Using 
Plasmonics 

11/03(三) 陳祺博士後研究
(RIKEN, Japan)

Optical Microscopy and 
Chemical Analysis at the Spatial 
Limit 

11/04(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David G. Whitten
(Univ. of New Mexico, 
USA)

Molecular Assemblies of 
Conjugated Polyelectrolytes and 
Phospholiopids: Consequences 
for Sensing and Antimicrobial 
Activity

孫世勝
副研究員

11/08(一) 12:00
數學天文館
12樓會議室 
(台大院區)

顏吉鴻先生
(天文所)

The Benefits of Modern Software 
Engineering for your Software 
and Astronomy Projects

 

11/09(二)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Chang S. Hsu 
( Florida State Univ., USA)

Future Fuels Institute at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俞聖法
助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10/28(四)

11:00

植微所農科大樓
A134會議室

Dr. Crispin Taylor 
(American Society of Plant 
Biologists)

ASPB and Its Journals 賀端華
特聘研究員

11/01(一) 生醫所地下室
B1B演講廳

陳光超助研究員 
(生化所)

Role and Regulation of Myosin 
II Activation in Autophagy

張久瑗
研究員 

11/02(二) 10:30 植微所農科大樓
A134會議室

Dr. Sona Pandey
(Donald Danforth Plant 
Science Center, USA)

Novel Paradigms in G-protein 
and ABA Signaling

鄭萬興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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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三) 15:00 植微所農科大樓
A134會議室

Dr. Zinmay Renee Sung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Diverse Roles of EMF1 in Gene 
Regulation

陳榮芳
研究員

11/04(四)

11:00

生醫所地下室
B1C演講廳

Dr. Michael J. Matunis 
(Johns Hopkins Univ.)

Regulating Mitotic Chromosome 
Segregation: Sumoylation and 
Desumoylation at Kinetochores 

施修明
研究員 

11/05(五) 生化所114室 Dr. Jeffrey G. Forbes 
(National Inst. of Health)

Intrinsic Disorder and Protein 
Nanomechanics

王　寬
特聘研究員

11/08(一)

生醫所地下室
B1B演講廳

Dr. Richard Baer
(Columbia Univ. Medical 
Center)

How Does BRCA1 Suppress 
Breast Cancer Formation? 

周玉山
副研究員 

15:00 植微所農科大樓
A134會議室

Dr. Beronda L. Montgomery 
(Michigan State Univ., 
USA)

Spatiotemporal Phytochrome 
Regulation of Pla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涂世隆
助研究員

11/09(二)

10:00

生醫所B1C會議室 Dr. Susan Wessler
(Univ. of California)

The 3rd SF Yang lectureship in 
Bio-Agriculture: Understanding 
the Other Big Bang: How 
Transposable Elements Amplify 
Throughout Genomes

邢禹依
特聘研究員

11/10(三)

植微所農科大樓
A134會議室

Dr. Nicole Frankenberg-
Dinkel
(Physiology of 
Microorganisms)

The Biological Rainbow–
Pigment Biosynthesis in Bacteria

涂世隆
助研究員

10:30 生化所114室
Dr. Janice Chou
(National Inst. of Health , 
US)

From Metabolism to Immunity–
The Story Type I Glycogen 
Storage Diseases

陳宏文
研究員 

14:00 農業科技大樓1樓
A134演講廳

Dr. Hans Schreiber
(Univ. of Chicago, USA)

Inflammation in Cancer 
Induction, Promotion and 
Progression

楊文欽
副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10/29(五)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

5樓會議室
高星教授

(中國科學院)
現代中國人起源問題的研究
進展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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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五)

14:30 人社中心B202會議室

Dr. Oliver Streiter
(高雄大學)
Mr. Yoann Goudin 
(INALCO, France)

台灣墳墓的認同研究

(法文演講)
Dr.
Paul Jobin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劉其享先生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
所博士候選人)

Nicholas Economides and 
Evangelos Katsamakas: Two-
Sided Competition of Proprietary 
vs. Open Source Technology 
Platform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Software Industry

11/01(一) 16:30
Dr. Philip Pettit
(Princeton Univ.)

Liberty: A Geography of Issues  

11/02(二)

14:00 台史所802室
陳培豐副研究員

(台史所)

「殖民地漢文」與日本統
治：掣肘於國防、國體、國
策的「殖民地漢文」

陳宗仁
助研究員

14:3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Dr. Philip Pettit
(Princeton Univ.)

The Essence of Democracy 

經濟所B棟1樓
B110會議室

Dr. Stacey Chen
(Univ. of London)

The Effects of Sibling Sex 
Composition on Child Mortality 
and Education

11/04(四)

14:00 政治所籌備處
會議室B

童涵浦先生
(政治所籌備處)

Common Agency with 
Promotion Expectations in 
China's Trade Policymaking: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nalysis

14:30 近史所檔案館樓
1樓中型會議室

李啟彰博士後研究
(近史所)

東亞世界條約體制確立的競
爭–從日清修好條規締結程所
進行的考察

11/08(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

5樓會議室
劉益昌研究員

(史語所)
臺灣東部史前晚期人群互動
的考古學研究

11/09(二)
人文館法律所

第2會議室
劉孔中研究員

(法律所籌備處)
技術標準、關鍵內容與強制
授權–國際比較下的本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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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