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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人事動態

蘇百祥先生奉核定為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助研究

員，聘期自100年1月19日起。

學術活動
胡適院長講座「戒嚴體制下台灣自由思

想的脈動：以《文星》雜誌為例」訂12
月11日舉行
講　　題： 戒嚴體制下台灣自由思

想的脈動：以《文星》

雜誌為例

講　　員： 黃克武博士 (本院近代史

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

主  持  人：本院王汎森副院長

時　　間： 99年 12月 11日 (星期

六 )下午 2:00∼ 4:00

地　　點： 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樓第 1會議室

請於 12月 9日前，以下列方式報名： 

1.  第 1次參加者，請至網址： http://www.sinica.edu.tw/

sc.html 報名。

2.  曾以網路報名本活動者，於接獲本院邀請函後，請按

步驟進入網頁更新個人資料後，再點選「報名」即可。

★  凡參加本活動可獲得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 2 小

時。

★  會後備有茶點，歡迎院內外人士及高中生以上同學報

名參加

洽詢專線：秘書組綜合科 (02)2789-9488

生命醫療史研究室99年度第五次討論會
主  講  人： Prof. Simon C. Estok(Department of English 

Literature,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講　　題： Pivotal Moments in Renaissance Literary 

Medicine:Shifts, Roots, and Environments 

主  持  人：李尚仁教授 (史語所副研究員 ) 

時　　間：99年 12月 15日 (星期三 )下午 2:00∼ 4:00 

地　　點：本院史語所研究大樓 701室 

主辦單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

究室」、「影像與醫療的歷史」計畫

相關事項請洽生命醫療史研究室，電話；(02)2782-

9555*353

海森堡幾何中的均曲率方程會議
時　　間：99年12月18－19日(星期

　　　　　六至日) 

地　　點： 本院天文數學館 6樓演

講廳 (台大校區 )

連結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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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_upload/conference/201012_WMH/

index.htm

Taipei Winter School in Representation 
Theory
時　　間： 99年12月16－19日 (星

期四至日 )

地　　點： 本院天文數學館 6樓

638研討室 (台大校區 )

連結網址： http://www.math.sinica.

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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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表現理論研討會
時　　間：99年12月20－23日(星期一至四)

地　　點：本院天文數學館 6樓演講廳 (台大校區 )

連結網址： http://www.math.sinica.edu.tw/chengsj/lie_2010.htm

第三屆「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健康與科學之人權議題」學術研討會
時　　間：99年 12月 18日 (星期六 )09：10∼ 18：50

地　　點：本院人文館 3樓第 1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參考網址：http://www.iias.sinica.edu.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63&article_id=3460

2010統計尖端研討會
時　　間：99年 12月 14－ 15日 (星期二至三 )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樓第 1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12月14日(星期二)
時　間 主持人 議　程／講　題 發表人

09:00-09:20
Ker-Chau Li

Opening Remarks

09:20-10:20
Keynote Speech
Statistics in Finance

Ruey S. Tsay

10:40-11:20
Wolfgang Härdle

Ranking Patterns of Unfolding Models of Codimension One
Akimichi 
Takemura

11:20-12:00 Backfitting and Smooth Backfitting for Additive Quantile Models Byeong U. Park

13:30-14:10

Henry Horng-Shing Lu

Building Risk Prediction Models from Genome Wide Association 
Data

Hongyu Zhao

14:10-14:50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Expression Quantitative Trait Loci(eQTL) 
Mapping using RNA-seq Data

Wei Sun

14:50-15:30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for Mapping Viability Selection Loci Shizhong Xu
15:50-16:30

Mei-Ling Ting Lee
Some Results on Modeling and Analysis for Diagnostic Assessment Zhiliang Ying

16:30-17:10 Association vs. Prediction Lee-Jen Wei

12月15日(星期三)
時　間 主持人 議　程／講　題 發表人

09:00-09:40
Chao Agnes Hsiung

Spatio-Temporal Statistical Modeling Noel A. Cressie
09:40-10:20 Models for Dynamic Networks David Banks

10:40-11:20
Tzee-Ming Huang

Tests for High Dimensional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with Factorial 
Designs

Song Xi Chen

11:20-12:00
Reduced-Rank Stochastic Regression with a Sparse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Kung-Sik Chan

13:30-14:10

Jyh-Jen Horng Shiau

Functional Single Index Models for Functional Covariate Jane-Ling Wang
14:10-14:50 Functional Latent Feature Models with Interactions Naisyin Wang

14:50-15:30
Uniform Convergence Rates for Nonparametric Regression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n Functional/Longitudinal Data

Tailen Hsing

15:50-16:30
Chen-Hsin Chen

Integrative Analysis of Cancer Genomic Data
Shuangge Steven 
Ma

16:30-17:10
A Penalized Likelihood Approach for Haplotype-Based 
Pharmacogenetic Analysis

Jung-Ying Tzeng

17:10 Closing Remarks

參考網址：http://www3.stat.sinica.edu.tw/2010iss/

「2009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時　　間：99年 12月 16－ 17日 (星期四至五 )

地　　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2樓 202國際會議室

12月16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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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主持人 發表人 講　題 與談人

9:00-9:10
開幕式

范燕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陳翠蓮(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
長)、鍾淑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

9:10-10:30
第一場

劉翠溶(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特聘研究員)

陳翠蓮(國立政治大學臺
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2009臺灣近現代政治
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黃富三(中央研究院臺
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
員)

林玉茹(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2009年度臺灣產業史
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
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10:50-12:10
第二場

林滿紅(國史館館長)

岡本真希子(國立成功大
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專案助理研究員)

日本
吳密察(國立成功大學
臺灣文學系教授)

陳姃湲(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韓國
張隆志(中央研究院臺
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13:30-15:30
第三場

施添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兼任研究員)

吳進喜(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地理系副教授)、陳鴻
圖(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
副教授)

2009區域史研究回顧
與展望

陳國川(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地理系教授)

詹素娟(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原住民史
汪明輝(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地理系副教授)

張素玢(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移民、族群
吳學明(國立中央大學
歷史所教授)

15:50-17:10
第四場

戴寶村(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
研究所教授)

歐素瑛(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副館長)

史料
曾品滄(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系助理教授)

侯坤宏(國史館修纂處纂
修)

2009年臺灣口述歷史
成果評介

陳儀深(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12月17日(星期五)
議　程 主持人 主講人 講　題 評論人

9:00-10:20
第五場

陳麗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黃美娥(國立臺灣大學臺
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2009年度臺灣史研究
的回顧與省思

林淇瀁(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副教授兼所長)

顏綠芬(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音樂系教授)

2009臺灣史研究的回
顧與展望：音樂領域

許瑞坤(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
教授兼音樂學院院長)

10:40-12:00
第六場

吳文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
史系教授)

蔡錦堂(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宗教史
王志宇(逢甲大學歷史文
物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許佩賢(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教育史
何義麟(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副教授)

13:30-15:30
第七場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蕭瓊瑞(國立成功大學歷
史系教授)

統整與深化：2009年
台灣美術史研究概況

曾曬淑(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
授兼所長)

林玫君(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體育學系教授兼體研中
心主任)

體育休閒
謝仕淵(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典藏組助理研
究員)

范燕秋(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
所長)

醫療衛生史
劉士永(中央研究院臺
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15:50-16:20
第八場

濱下武志(廣州中山大學亞太
研究院院長)

鍾淑敏(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資料庫介紹

16:20-17:00
綜合討論

范燕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
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陳翠蓮(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
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許雪姬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
究員兼所長)

17:00-17:05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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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參考網址：http://thrrp.ith.sinica.edu.tw

陶晉生院士擔任史語所2010年「傅斯年講座」
歷史語言研究所2010年「傅斯年講座」敦請陶晉生院士擔任。陶教授為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職國

立台灣大學及美國亞歷桑那大學教授、本院史語所研究員，1990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現為史語所兼任研究員、學

術諮詢委員、東吳大學客座教授。陶教授研究中國近世社會史，卓然有成，且長期致力於宋遼金史、邊疆史研究，素

為國際學界所重。其重要著作散見中外，中文專書則有《女真史論》、《宋遼關係史研究》、《北宋士族》、《歷史

的瞬間》等。此次受邀擔任「傅斯年講座」，將以「對等：遼宋金時期外交的問題」為主題，舉行二場演講及一場座

談。

第  一  講：十至十二世紀東亞國際外交的對等問題

時　　間：99年 12月 16日 (星期四 )上午 9:40(演講前頒發「傅斯年獎學金」)

第  二  講：宋遼關係中的外交文書：以牒為例

時　　間：99年 12月 17日 (星期五 )上午 10:00

座　　談：金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討論稿 )

時　　間：99年 12月 17日 (星期五 )下午 2:30

地　　點：本院史語所研究大樓 704會議室

公布欄
賀本院物理所胡宇光研究員榮獲2010台法科技獎 

本院物理研究所胡宇光研究員與法國原子能總署(CEA)科學家Patrick Soukiassian因在碳化矽表面之原子及電子結

構領域之貢獻，榮獲2010年台法科技獎之「材料科學領域」獎項。

台法科技獎是國科會與法蘭西學院自然科學學院共同舉辦。自1999年迄今，每年選定一項科技領域，選拔一組共

同合作台法科學家，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提供3萬8,200歐元獎金，以表揚渠等對促進台法雙方科技合作、交流、

訓練之卓越貢獻。

知識天地
華人孝道信念的心理意義與功能知多少?

葉光輝研究員(民族學研究所)

提到華人孝道觀念，許多人直接聯想的是元代郭居敬所編錄的「二十四孝」，但其書中收錄的某些孝子故事內容

(如：臥冰求鯉、單衣順母)，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已屬於愚孝或不合時宜的孝道表現，應該加以摒除。確實，此類愚

孝的觀念內容對現代青少年的身心適應發展可能造成負面影響，也是民初五四時期一些新文化運動知識份子所批判的

主要對象。但是仔細思考，如果華人的孝道觀念只會帶來負面的功能與效果，那麼為何至今它還能存留在華人家庭中

持續作為規範親子互動的重要德行與標準，而未被徹底揚棄?甚至現今每年內政部仍舉辦「全國孝行楷模」獎，教育

部也有所謂「孝親家庭楷模」獎的選拔活動；這不得不讓人欲進一步探索孝道信念在華人社會下對於民眾的心理意義

及運作功能。

孝道作為華人社會極具特色的文化現象，向來深刻影響人們日常的心理與行為。它的重要性可同時由文化與心理

兩層面的相互型塑角度來加以瞭解：其中，孝道的文化原型主要是奠基於華人以家族為本位的生活適應策略，而孝道

的心理原型主要根植於親子間對於自然親情的基本心理需求。進一步來說，前者乃早期華人社會為鞏固家族整合與延

續以滿足務農社會的生計需求(如農忙或收穫時需要較多的勞動人力以應付工作所需，家族成員間的整體凝聚力相對

更形重要)，因此透過將家庭日常對人際互動要求與其經濟功能緊密聯結，孝道規範遂逐漸從生活經驗中演化成形，

藉以促進家族體系的團結及繁衍；同時在人為的政治力量作用下，又結合了儒家特定的倫理階序觀與忠君觀念，將之

強化為孝道規範的行為細則，使孝道意識型態從繁複細緻的文化設計進而成為個人首要的生活德性。至於孝道的心理

原型，乃是個體為滿足親密情感與安全依附的基本心理需求，藉由親子間頻繁的親密互動交流來加以達成；是以當個

體在實踐孝道對親情規範的要求時，它同時也滿足了人們對於親密情感與安全依附的心理需求。家庭原就是個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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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起點與核心，亦是彼此情感支持與社會教化歷程的主要來源，華人社會透過對孝道信

念的教化與親子互動規範的實踐，這過程不僅對代間關係造成直接影響，還擴及到對個體性

格、價值觀念、身心適應等層面發展的作用；復以孝道觀念在華人社會中隨社會教化歷程泛

化至其他人際生活範疇，其作用效果更遍及到各種不同面向的社會心理與行為。因此，在華

人的日常生活與心理行為中，與孝道相關的議題探討皆具有特殊價值。

然而，有趣但卻值得關注的是，在一般民眾的生活經驗論述或學術研究的實徵結果中，

長久以來一直同時存在著對孝道信念正、反兩面的評價。許多廣受關注的社會議題，諸如：

老人安養與居住安排、子代爭取婚姻與工作自主權、婦女外出就業、婆媳問題、對家暴或不

適任父母的介入處理，乃至對孝悌楷模兒童之親職化行為的討論等，在社會輿論中往往呈現

出兩種僵持不下的對立論點，無法達成共識。例如，在爭議中總不乏倡導敬老尊親的呼聲，極力宣揚孝道的倫理道德

價值，認為子女對親恩的體恤、回報，一方面是人心善性光輝的寫照，另一方面也可減低人際間許多無謂的爭端或問

題；但在現代民主社會環境下，鼓吹自我實現的聲浪也時時出現與之相抗衡，並認為強調以父母或家庭福祉優先的孝

道觀念，不僅阻礙了個人自主性與自我實踐的發展，亦造成子代在孝道困境中蒙受沉重壓力，甚至是導致子女身心問

題行為的重要根源。實際上，當回顧過往學術相關議題的實徵研究結果，它們也同時反映出，持有的孝道信念愈高對

個人的身心適應發展是分別具有正、負向效果的證據。其中，孝道的正向效果主要展現在對個人的社會互動、代間關

係等方面之助益，至於孝道的負向效果，則與個體的僵化性格與認知發展有關，它易使個體表現出較為壓抑服從、保

守與缺乏彈性等性格特質。上述孝道效果相互衝突的爭議觀點，各自有其角色立場與理論依據，突顯了孝道在日常生

活運作與學術研究概念意涵上的複雜性，若欲突破此種各執一詞的窘境，必須對這些孝道理論概念內涵加以釐清，方

能從更具整合性的解釋架構來消解這些爭議。

晚近，筆者在兼顧社會科學者對孝道的定義及測量構面，與人文學者對孝道意義之歷史演變的追溯探討下，提出

所謂「孝道雙元模型」主張，寄望透過釐清華人孝道內涵至少包含「相互性」與「權威性」兩種面向，而這兩種孝道

面向所涵括的特徵屬性與心理運作功能有所差別與區隔，用以取代過往慣常使用籠統概括概念來稱呼孝道，以幫助闡

明及化解為何過往對孝道效果議題存在著正、反兩極評價的困境。

雙元孝道模型中的「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不僅可分別對應到不同歷史階段時期所倡導之「相對主義觀」

與「絕對主義觀」的孝道觀念，其背後所強調的親子互動精神，亦同時反映出儒家思想所標舉的兩大倫理核心--「親

親」與「尊尊」原則。其中，「相互性」孝道信念之運作模式是依循儒家思想之「報」與「親親」原則，其行為動力

是來自人性中的善良情感本質，反映著根植於親子間對自然情感的基本需求，可視為是孝道信念發展的心理原型；而

「權威性」孝道信念之運作模式則依循儒家思想的「尊尊原則」，其行為動力是來自對倫理階序與權威的順服，反

映著華人社會為鞏固家族體系的整合與延續以適應生態環境所發展出來的文化制度，可視為是孝道信念發展的文化原

型。從子女的角度來說，雖然兩種孝道信念與其他規範一樣，都具有規約子女行為的功效，然一般而言：子女的相互

性孝道信念是一種屬於主動自願的、跨情境式的、作用力強的、具文化普同性、以及偏向正面功能的規範信念；相對

而言，子女的權威性孝道信念會是一種屬於被動壓抑的、具文化與情境特殊性的、作用力較弱的、以及偏向負面功能

的規範信念。當探討孝道有關的議題時，若能同時兼顧上述孝道特徵的雙元面向，並分別探討其各自面向對個體身心

適應發展的影響效果，則不僅可用以整合既往以概括孝道概念探討對個體身心發展之影響時，得到正、反作用效果不

一結果的爭議，而且也可以更深入、貼切地瞭解不同孝道信念如何影響個人日常心理與行為的實際運作過程，進而對

既往及未來研究結果之解釋與應用產生更大的理解與助益。

目前雙元孝道模型的主張觀點已應用至親子衝突、青少年問題行為、老人安養、代間交換、婆媳議題、親子家

暴、以及文化諮商處遇實務等相關議題上，並累積一系列實徵研究成果；它不僅在理論模型與測量工具的信、效度皆

獲致持續驗證，其兼具整合力與解釋力之特色與優勢，也值得後續研究者引用此觀點作為孝道議題研究的基調，以作

為對相關現象的詮釋。曾有學者指出「重老的社會才可能重孝」，然而「重老」這項促成孝道在華人社會發展的本土

倫理特徵，隨著現今全球人口結構高齡化現象，已逐漸成為全球普遍的趨勢。因此，孝道議題研究不僅在華人或東方

集體主義社會中持續有所進展，在西方個體主義文化中也方興未艾；為了由國家社會福利政策之外的途徑以解決老年

安養問題，孝道相關概念在西方的家庭與成年人親子關係研究中已開始廣受重視。從雙元孝道模型累積的實徵研究結

果，已讓我們清楚地看到，華人傳統的孝道概念是具有多元面向的，其中部分面向的孝道信念已經不是那麼符合現代

台灣社會的文化思潮，例如權威面向的孝道觀念，它雖然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仍有正面功能與效用，但不應該再特別地

加以強調；然而還有其他面向的孝道信念，相對上較具有跨文化普同性，且能透過日常生活互動，在世代傳承中歷久

彌新，例如強調親慈子孝的相互性孝道觀念，它更適合作為當前孝道社會教化的倡導重點，以促進現代少子化家庭中

健康的親子關係，營造出跨世代交流的共享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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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演講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12/13(一)

10:30
統計所蔡元培館2樓
208演講廳

丁美齡教授
(美國馬里蘭大學帕克分
校)

Modeling Protein Mass Spectra 
TOF Data Using an Ion Flight 
Mixture

劉維中
助研究員

12:00
數學天文館12樓會議
室(台大院區)

Dr. Li-Jin Huang
(天文所)

Gamma-Ray Burst Afterglows: 
From On-Axis to Off-Axis

12/15(三)

10:00

統計所蔡元培館2樓
208演講廳

Dr. Moo K Chung
(Univ. of Wisconsin-
Madison, USA)

Heat Kernel Smoothing in 
Manifolds

劉維中
助研究員

11:00
Dr. Anqi Qiu
(National Univ. of 
Singapore, Singapore)

Computational Functional 
Anatomy

劉維中
助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12/13(一)

11:00
生醫所地下室
B1B演講廳

戴晶瑩助研究員
(分生所)

Regulation of N-cadherin 
Dynamics at Synapses and Cell-
Cell Junctions

張久瑗
研究員 

14: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Paul Lasko
(加拿大國衛院)

Post-Trancriptional Gene 
Regulation in the Drosophila 
Germ Line

孫以瀚
特聘研究員

16:00
農生中心農科大樓1樓
A134演講廳

施嘉和特聘研究員
(生醫所)

The Molecular Biology of 
Hepatitis B Virus Core Protein 
and Particles

楊寧蓀
特聘研究員

12/14(二)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Toshio Tsukiyama
(美國Fred Hutchinson癌症
研究中心)

Chromatin Remodeling 
Factors Control Non-Coding 
RNA Transcription and DNA 
Replication Stress Response

姚孟肇
特聘研究員

12/15(三)
Dr. David Vaux 
(Austra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hibitor of Apoptosis Proteins 
(IAPs) and their Antagonists - 
from Caterpillar to Clinic

賴明宗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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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三) 15:00
植微所農科大樓
A134會議室

Dr. Thomas Eulgem
(Univ.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USA)

EDM2, a Transcriptional 
Regulator Involved in Distinct 
Regulatory Modules in 
Arabidopsis Immunity & 
Development

黃煥中
特聘研究員

12/17(五) 11:00 生化所114室
Dr. Michael Roth 
(Southwestern Graduate 
School, USA)

Finding the Targets of Bioactive 
Small Molecules Identified 
through Phenotypic Screening

張崇毅
副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12/10(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林佳慶博士候選人

(中央大學)

Ravi Bapna, Seokjoo 
Andrew Chang, Paulo Goes 
& Alok Gupta: Overlapping 
Online Auctions:  Empir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Bidder 
Strategies and Auction Prices

14:30

歐美所研究大樓

1樓會議室

Dr. James A. Caporaso 
(Univ. of Washington, 
USA)

Europe a la Quatre

社會所802會議室
廖福挺教授

(Univ.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USA)

Visualizing Life Course 
Sequences: A Comparison of 
Family Forma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German Women

12/13(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

5樓會議室

王道還助研究員

(史語所)
〈天演論〉中的熱力學

12:00
民族所新大樓3樓

2319會議室

蔡晏霖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
親密之牆: 從閉鎖社區看印尼
華人的族裔邊界

12/14(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王世濤教授

(大陸港澳訪問學人)
財政與憲政—以中國財政為
視角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Dr. Juliet Corbin(San Jose 
State Univ., USA)

How to Discover a Grounded 
Theory: The Case of Chronic 
Illness Study

經濟所B棟1樓

B110會議室

林常青助研究員

(經濟所)

Testing for Slope Homogeneity 
in a Linear Panel Model with 
Fixed Effects and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12/15(三) 10:00 人文館3樓第2會議室 Dr. Philip Lieberman 
(Brown Univ., USA)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Old, 
Mostly Borr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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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三) 12:00
民族所新大樓3樓
2319會議室

方喜恩先生

(民族所)
寒溪社區婦女生命史

12/16(四)

14:00

人社〈調研〉中心焦
點團體室

吳齊殷研究員

(社會所)

How Small Network Structure 
Influence the Dynamic Duality 
of Friendship Network in 
Adolescence

政治所籌備處會議室B
張傳賢助研究員(政治所
籌備處)、黃紀研究員(政
治所籌備處)

負面競選下政黨競爭與台灣
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間的聯
結

12/30(四) 政治所籌備處會議室B
任劍濤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

迅速繁榮、陷入停滯與走向
崩潰：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命
運的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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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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