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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期焦點
【研途風景】黃進興番外篇：遊走於學術與時尚的歷史學家

本院陳長謙院士榮獲2020-2021總統科學獎

2021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成果獎」訂於11月5日舉行頒獎典禮

學術活動

「研之得法：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成立十週年」所慶會

2021年第13屆楊祥發農業生技紀念講座

《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新書發表會

【亞太論壇】誰的東南亞？—海外華人視野下的區域研究與文化再生產

2022年第四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徵稿

《經濟論文》第49卷第3期已出版

《數學傳播季刊》第45卷3期（179號）已出刊

《語言暨語言學》第22卷第4期已出版

《歐美研究》第51卷第3期已出刊

研究調查〉2021年第二次社會意向調查

研究調查〉「防疫與生活幸福感」網路調查

漫步科研

【專欄】虛詞與句法演變的關係

生活中研

【同仁來函】試談中央研究院外文名稱的由來與意義

人事動態

新進人員介紹──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彭威禮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中研院藝文活動：河洛歌子戲團「梅玉配」

《中研院訊》2021年滿意度調查

本期目錄

本院電子報為同仁溝通橋樑，隔週四

發行，投稿截止時間為前一週星期四

下午5:00，若逢連續假期則提前一天

截稿，歡迎同仁踴躍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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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期焦點

【研途風景】黃進興番外篇：遊走於學術
與時尚的歷史學家

　　為了專訪黃進興院士（現中研院副院長），我們事前努力研讀他的史學著作，就怕

沒有做足功課，沒想到反而聽他聊起時尚、電影等生活日常。不過，也因為這段小小離

題，才會生出這部「番外篇」，挖掘出黃進興在研究旅途中，除了至聖與先師，還有一

位伴隨他多年的生活導師……

採訪／郭　君、莊崇暉
攝影／林洵安、莊崇暉（本院秘書處）

姵

▲黃進興辦公室一隅（攝影／莊崇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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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進興的辦公室擺滿了書，從書櫃、側桌、茶几上到處都是。窗外有棵小葉欖仁樹，當風吹

樹搖，陽光進門一灑，把外面春色也搬進來了。

　　黃進興說：「我平常晚上還是週末都在這個地方，以前是研究室，現在換來這裡。我喜歡坐

著發呆，也不是真的做研究，只是胡思亂想，很喜歡這種感覺。」

　　「以前我回家吃完晚飯後就到史語所，連除夕夜也是。有一次不曉得哪一個院長，應該是吳

大猷，除夕那天晚上看到全院只有一棟燈還亮著，就是我的研究室。我太太抱怨，先生吃完年夜

飯後就跑了。」

　　他一臉抱歉：「太太當然對我很好，很照顧我，但是有時候需要離開，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也不一定在戶外。我的天空很小，就在這個地方。」

　　以為他在辦公室勤奮念書，他笑著戳破我們的想像：「其實是想明天早上要吃什麼、想去逛

百貨公司、看什麼電影。」

　　黃進興1983年取得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也在同年開始任職於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

長為中國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西方史學理論，尤以孔廟研究著稱。2008年獲選本院院士。

他的學術經歷洋洋灑灑，沒想到一聊起逛街，好像開啟他的話匣子，岔了題還停不下來。

　　「我對很多名牌啊，雖然不是有錢去買，但很想了解。有位義大利教授曾經跟我聊天，我說

我也很喜歡義大利文化，她問such as，是什麼？我就說Loro Piana。她答，Never heard。」

　　我們和那位義大利教授一樣，完全沒聽過這牌子，他因此興致盎然，如數家珍地介紹：「那

些追求時尚的人大多鎖定愛馬仕、Chanel、Christian　Dior，這些你們都知道的品牌，但是Loro 

Piana很少人知道。它的招牌是Cashmere（喀什米爾羊毛），更高級的叫Baby Cashmere，那是一歲

以內小山羊的細羊毛，穿在身上極輕，好像沒穿衣服。」

　　「我送我老師的禮物，也都送Loro Piana。」這位老師，就是甫過世的史學泰斗余英時。

　　黃進興說，有次經過紐約某家店，找到一件Loro Piana的毯子想送給余老師，最後殺了價，打

兩折，花了3,000美金。因為費盡一番苦心，還特別跟余英時說：「老師啊，您千萬不要送給別

人，我好不容易才買到！」他曉得老師慷慨，總不吝把手頭的東西分享給學生。

比起學術 他更愛聊時尚、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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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進興的辦公室宛如小型書庫，沙發上也都擺滿了書。（攝影／林洵安）

　　黃進興談時尚像說書一樣精彩，只不過，對於他鑑賞名牌精品的「才能」，實在令人出乎意

料。彷彿一眼看穿我們的驚訝，他滔滔不絕道出更多豐功偉業，說以前在臺灣大學讀書時，遲到

或曠課乃是常事。

　　那時候有什麼百貨公司啊？他笑答，「有遠百，我從大一開始逛百貨公司。」黃進興1969年

以第一志願考上臺大歷史系，全臺第一家遠百，則於1967年在臺北市永綏路開幕。大半輩子對精

品的觀察，似也見證臺灣連鎖百貨的榮景興衰。

　　即使後來學有所成，他仍樂此不疲，「有次去香港開會，我發表paper後，把一群人帶去逛

街，還被大會主席罵一頓。」黃進興不以為忤，反而哈哈大笑，「我也非常懂珠寶啊，有些學者

結婚要買珠寶，都我帶他們去，你們要結婚的話你可以問我。」他補上一句，「你們應該跟我談

時尚的，比談學術會多更多，我可以給時尚雜誌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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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位我們眼中的歷史博士，不僅是一位「被學術耽誤的時尚名家」，每年還會看上百部電

影。

　　「我非常喜歡看電影，有一次被關到新加坡一年，一個人沒有娛樂，短短11個月看完99部電

影。」那是1985年，黃進興隻身前往新加坡大學東亞哲學研究所做研究，他至今對此紀錄仍津津

樂道，宛如是自己的人生成就解鎖。

　　他還誇口：「日劇也是，文哲所本來要成立一個日劇俱樂部，找我當會長。日本教授也好

奇，為什麼我對日本電視劇這麼熟？因為我幾乎看遍了，不只是看而已，還會收藏，像那個《白

色巨塔》、《大和拜金女》非常出名，我送出大概應該有40部。」以前他在史語所的研究室，正

放著一張日本明星松島菜菜子的照片。

　　黃進興可以聊電影、日劇，也懂美食，還從學術界跨界到時尚圈，有他在的場合，總是笑聲

不斷。但他話鋒一轉，說自己是個「無趣的人」，除了讀書，就是吃東西、看電影。

自嘲是無趣的人

▲聊起電影、時尚，黃進興眼角眉梢都是笑意。（攝影／林洵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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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不會想嘗新？黃進興說，連店家都習慣了，「有次買果汁時，其實想換口味，才剛要開

口，店員早已經做好，連發票都啪啪地打出來，我只好尷尬地說以前的口味真好喝。」他很自

豪，「我去任何地方都不必點餐，店員知道我永遠都吃一樣的東西。」

　　這位飲食口味數十年如一日的歷史學家，除了畢生一半以上的歲月都獻給史學研究，也包括

看時尚、看電影等生活日常，皆持續不輟。一如他待在本院的日子，從1983年至今，竟已將近四

十年。

　　黃進興曾自述，成為史語所的一員，是他人生中第一個職業，也是最後一個職業。你對這裡

會膩嗎？「好像不會。」他剖析自己，「有些人在人群中才會發光發熱，有些人好為人師；事實

上我是很內向的人，好像……不太喜歡接近人群。」

　　「中研院是靜態的研究機構，史語所則像學術淨土，可以好好思考、做研究，對我的個性來

說非常適合。」黃進興回憶，當年余英時也鼓勵自己回臺灣，這是他一輩子在學術上做出最正確

的選擇。

　　只不過，做研究須孤燈守長夜，屏除俗世煩擾，他如何遊走於學術與時尚之間，穿梭在兩個

截然不同的世界？

　　黃進興反倒提起一段往事：「我很喜歡逛某間手錶專櫃，有種手錶很特別，錶面裡的鑽石會

移動，我常站在櫥窗前欣賞，有一天不曉得為什麼走進去了。店員小姐很客氣，一看到我，馬上

要拿歐洲礦泉水給我喝，我很著急地搖搖手，連忙說我沒有要買，也沒錢買。」

　　小姐答：「先生啊，我們所有店員都認識你，因為你很有趣，好多年來都在櫥窗前看錶，但

是我們一看你就跑走了。來，你想看什麼，我都拿來給你。」

　　他念念不忘這段經歷，「像SOGO、新光三越那幾個店員也都認識我，我只要經過，小姐就

會說，『黃教授進來看看啊。』我覺得不好意思，問你怎麼認識我？原來，他們只是好奇一個糟

老頭常常在這裡閒晃。」櫃姐對「黃教授」的熟識還不只如此，他女兒曾開玩笑：「如果爸爸得

了失智症，絕對能馬上找到他，肯定是杵在那幾個名牌店裡。」

櫃姐眼中的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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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進興坐在他的「新玩具」犀牛椅凳上（攝影／林洵安）

　　在熠熠霓虹的名品世界裡，他其實不僅是一個研究者，也是被研究者，被一群人惦記著。

「原來，我也成為別人觀察的對象，還已經這麼多年，變成一個老古董了，」黃進興說。

　　訪談結束時，黃進興在他最熟悉的辦公空間讓我們拍照。他突然指著櫥窗上的照片偷笑：

「你看，我跟誰合照？」

「是林志玲耶！」

　　霎那間，他又從學術神遊到時尚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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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陳長謙院士榮獲2020-2021總統科學獎

　　總統科學獎委員會於今（2021）年10月公布2020-2021年總統科學獎得獎名單，本院陳長謙院

士榮獲「數理科學組」獎項，以表彰其長期深耕專業領域，致力於科學創新突破，成果豐碩，成

就非凡。

　　陳長謙院士專長為生物物理化學、細胞膜蛋白的結構及功能、核磁共振光譜、電子自旋光

譜、X光光譜、生物無機化學、蛋白質結構與生物能量。他於1957年取得化學工程學士學位，

1961年取得化學博士學位，隨後獲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博士後研究獎學金，在美國哈佛大學投

入物理學研究，並在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任教。1963年獲得加州理工大學邀聘，加入化學與化

學工程學系，在此執教長達40年。1997年，陳院士接受本院李遠哲前院長邀請，移居臺灣，並於

本院任職，曾任化學研究所所長，繼於1999年擔任本院副院長，現為本院客座講座。

　　陳院士在學術生涯中獲得許多榮譽肯定，包括美國生物物理學會生物物理CBNet獎章、美國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學會William C. Rose獎章、國際自然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美國物理學會院士、印度化學學會榮譽院士及世界科學院院士等，並於1988年當選本院院士。

　　總統科學獎是我國最高榮譽之科學研究獎項，其宗旨為提升臺灣在國際學術界之地位，獎勵

數理科學、生命科學、社會科學及應用科學領域在國際學術研究上具創新性且貢獻卓著之學者，

尤以對臺灣社會有重大貢獻之基礎學術研究人才為優先獎勵對象。

參考網站：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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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成果獎」
訂於11月5日舉行頒獎典禮

　　2021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成果獎」頒獎典禮，訂於2021年11月5日（星期五）上午10

時於本院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1樓演講廳舉行。今年共計有9位得獎者，每位將獲頒獎金新臺幣30

萬元、研究獎助費新臺幣30萬元及獎牌1面。典禮當日，每位得獎者將以5分鐘簡介其得獎著作。

歡迎蒞臨。

典禮程序：

09:45 得獎人報到

10:00 典禮開始

 長官致詞

10:10 頒發獎牌暨全體得獎人合影

10:30 得獎人簡介研究成果

　　　（每位得獎人依序進行5分鐘演講）

11:30 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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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

時間：2021年10月27日（星期三）

地點：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館北棟3樓國際會議廳

報名網址：https://www.iias.sinica.edu.tw/event_post/1302

聯絡人：張先生，（02）2652-5408

活動流程：

09:45-10:00　入席

10:00-10:30　貴賓致詞

10:30-12:30　法律所學術成果回顧與展望：廖福特、王必芳、邱文聰、王鵬翔、張永健、陳玉潔

12:30-14:00　午餐

14:00-16:00　「法學研究與法學教育的交匯」座談：李建良、陳忠五、許政賢、林昱梅、

　　　　　　 董保城、劉靜怡等

16:00-16:30　茶敘

「研之得法：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成立　週年」所慶會十

活動內容：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於2011年7月正式成

立，迄今已屆十週年。2004年成立籌備處時，專任研

究人員僅有7名，到現在已有19名專任研究人員，舉

辦國內和國際研討會近百場，出版專書、期刊超過65

冊。雖然離參天大樹還很遙遠，但已逐漸成林。感謝

一路上參與本所成長的師友，值此意義特殊時刻，特

別舉辦十週年所慶會，和大家一起分享這段歷程和心

得。會場同時舉辦「研之得法：中研院法律所十週

年」回顧展，歡迎蒞臨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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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13屆楊祥發農業生技紀念講座

臺北場

時間：2021年11月3日（星期三）

地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3樓國際會議廳

報名網址：https://www.surveycake.com/s/nY4Ye

臺南場

時間：2021年11月4日（星期四）

地點：本院南部院區研究大樓I 122大會議室

報名網址：https://www.surveycake.com/s/9407q

聯絡資訊：（02）2787-2129，itar@gate.sinica.edu.tw

活動內容：

　　為紀念楊祥發院士並傳承其畢生致力推動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發展、提攜後進精神設立楊

祥發紀念教育基金會。基金會每年遴選研究成

果卓越，且具國際影響力之農業科學家及臺灣

農業科學年輕優秀學者，公開表揚其學術成

就，並請其發表學術演講，希冀培育未來新銳

農業科學家，促進臺灣與全球農業生物科學研

究發展與交流。

　　本屆講座獲獎人為本院分子生物研究所蔡

宜芳特聘研究員，傑出農業科學年輕學者獎獲

獎人為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

所李承叡副教授，及本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

心劉明容助研究員，將於11月3日及4日進行授

獎儀式及學術演講，歡迎參加。

學
術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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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
抗爭政治》新書發表會

　　本院社會學研究所柯志明特聘研究員所著《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

一書已於今（2021）年9月出版，本院社會所將辦理新書發表會，歡迎踴躍參加！

主題：《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新書發表會

時間：2021年11月5日（星期五），14時30分至16時30分

地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南棟3樓第二會議室

講者：柯志明（本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

主持人：陳志柔（本院社會所所長）

與談：王甫昌（本院社會所研究員）、詹素娟（本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李文良（臺大歷史系教授）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Ruk9M9HjUT1uVGMbA

聯絡人：梁雅惠，（02）2752-5172，as0200802@gate.sinica.edu.tw

新書簡介：

　　本書以平埔族岸裡社群作為主要案例，探

討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除說明三

層式族群空間體制如何在國家權力策略性的治

理部署與底層──「熟番」與「奸民」──的

對應行動和反抗下，生成與轉化之外，同時試

圖闡明國家權力在十九世紀時於前述常態治理

體制之外兼行運用權變部署，「兼用經權」，

利用漳泉客社群分類矛盾分化漢人社會，終至

以權害經，造成民間武力的坐大與失控，以致

殃及前者。

學
術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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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探究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生成與危機，作者釐清國家權力利用生番／熟番／漢人族群

歧異、分帶隔離治理的策略部署，並說明其如何適得其反地造成十八世紀末臺灣史上最大的動

亂：由沿山漢人界外私墾勢力發動的林爽文事件。藉由分析與三層制配套成形的番政變革，進入

熟番社內，探究國家權力為達成與熟番族群的結盟策略而進行的收編和滲透，如何造成平埔族社

會內部的階層分歧、內鬥以及裂解離散。

　　透過體制分析，本書首度為清代臺灣長程的社會變遷建構一主體性史觀。研究方法結合社會

科學與歷史敘事，頗具開創性與啟發性。對於官方史料（特別是宮廷檔案）以及民間公私藏古文

書（以岸裡大社古文書為主）等龐大一手資料的整理與解讀，深入而且詳盡，使用QGIS繪製的歷

史地圖亦極具參考價值。無疑將成為臺灣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書籍資訊：https://reurl.cc/73ROyk

活動注意事項：

1.與會前兩週內如曾有呼吸道症狀或發燒者，請避免參加活動，您可在本所臉書粉絲專頁收看直

　播。（https://www.facebook.com/iosacademiasinica/）

2.活動進行時，請務必全程配戴口罩。（來賓請自備口罩）

3.本場次發表會採梅花式座位，請進入會場時留意座位的安排。

4.進入會議室前，請先以酒精消毒手部。

學
術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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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論壇】誰的東南亞？—海外華人
視野下的區域研究與文化再生產

時間：2021年11月21日（星期日）

地點：本院民族學研究所第三會議室（2319室）

主辦單位：本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tnLr8wW8Y78tsdAG8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2021年11月10日（星期三）17時

聯絡人：陳嘉瑜小姐，（02）2651-6862，jennyc26@gate.sinica.edu.tw

備註：

1.主辦單位保留更改活動及審查報名資格權　

　利，兩次以上無故缺席者，將取消報名資　

　格。

2.送出報名表單並不代表成功錄取，錄取通知

　信將於報名截止後以email寄出。

3.為因應COVID-19疫情，此活動將依防疫規

　定限制參與人數，請務必預先報名。為落實

　防疫工作，需配合實聯制、量測體溫、禁止

　飲食、全程配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

學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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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四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徵稿

時間：2022年6月27日至6月29日

地點：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

活動網址：https://wcts.sinica.edu.tw/wctsIV/index.html

摘要投稿截止日期：2021年10月20日

徵稿啟事：https://wcts.sinica.edu.tw/wctsIV/zCall4papers.html

聯絡人：黃秘書，（02）2652-5171，twstudy@gate.sinica.edu.tw

活動內容：

此次大會主題為Taiwan in the Making，相關議題包括：

-“Worlding” Taiwan: Taiwan in Global Context

-Contested Sovereignty: Taiwan in Comparison

-New Directions in Taiwan Studies

-Consolidating Taiwan’s Democracy

-Gender and Society in a Changing Taiwan

-Environment, Ecology, and the Future of  Taiwan

-Ethnic Identity and Diversity in Taiwan

-Taiwan History through Primary Sources

歡迎「臺灣研究」各領域學者踴躍投稿！

學
術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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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論文》第49卷第3期已出版

　　本院經濟研究所編印之《經濟論文》第49卷第3期業已出版，本期共收錄四篇論文，作者及文

章標題如下：

1.Tzu-Ying Chen, Rachel J. Huang, and Larry Y. Tzeng, “Insurance-Linked Lotto”

2.江政融、張元，〈董監事責任保險與董事會忙碌性〉

3.傅健豪、曾中信，〈以財稅資料分析台灣不動產稅制公平性〉

4.廖培賢、吳建興，〈新興凱因斯學派總合供需模型下最適物價目標區之研究—以商品市場需求

　面干擾為例〉

　　《經濟論文》已全文上網，歡迎至本刊網

站瀏覽：http://www.econ.sinica.edu.tw/aep/content/

學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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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傳播季刊》第45卷3期（179號）
已出刊

　　本院數學研究所編印之《數學傳播季刊》第45卷3期已出刊。本期收錄10篇數學相關文章，作

者及文章標題如下：

1.康明昌，〈幾個印度數學家與統計學家〉

2.林正洪，〈月光、怪物（Moonshine and Monster）〉

3.張海潮，〈克卜勒如何捕獲火星〉

4.林琦焜，〈歷史轉折點的函數〉

5.教育部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諮詢會數學工作小組，〈2021年第62屆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

　賽試題解答〉

6.郭子瑜、林珈汝、吳南靖，〈應用有限差分法於兩條ODE聯立之耦合系統數值求解--以梁受載

　重而撓曲之分析為例〉

7.郭品增、蔡一全、連家堯，〈雙曲線上相異四點的斜率相關不變量〉

8.胡家祥，〈學測試題一個選項的討論〉

9.吳波，〈圓內接奇數邊形與偶數邊形的幾點差異〉

10.梁培基、張航輔、張俠輔，〈8k階優化Franklin型幻方的快速構作方法〉

　　自2018年7月起，《數學傳播季刊》於官網上

即期開放全文，歡迎至本刊網站瀏覽。

https://web.math.sinica.edu.tw/mathmedia/

　　有興趣者，亦可利用劃撥訂購紙本期刊。訂閱

費用：1年4期（3、6、9、12月出刊），國內訂戶

新臺幣300元，國外訂戶美金20元（郵資內含）。

劃撥帳號：0100434-8，帳戶名稱：中央研究院數

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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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暨語言學》第22卷第4期已出版

　　本院語言學研究所期刊《語言暨語言學》第22卷第4期已出版，本期目錄如下：

1.Hsiu-Chen Daphne Liao, “A unified semantic analysis of  Chinese adverbial ziji”

2.Te-hsin Liu and Lily I-Wen Su, “Chinese idioms as constructions: Frequency, semantic transparency 　

　and their processing”

3.Hiroyuki Suzuki and Lozong Lhamo [拉茸拉木], “/ka-/ negative prefix of  Choswateng Tibetan of  　

　Khams (Shangri-La, Yunnan)”

4.Hongchen Wu and Jiwon Yun, “Processing of  the Mandarin polarity item renhe ‘any’”

5.Eunson Yoo, “Korean causal markers -ese and -nikka in clause-initial and final posi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sequence of  Mandarin Chinese yinwei.”

各期文章敬請參考本期刊網站，歡迎院內外讀者瀏覽與下載。

網址：http://www.ling.sinica.edu.tw/LL/zh/ejournal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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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研究》第51卷第3期已出刊

　　本院歐美研究所編印之《歐美研究》第51卷3期已出刊。本期共收錄專號文章5篇，作者及論

文名稱如下：

「歐盟經濟與產業政策」專號

1.李貴英，〈專號導言：歐盟經濟與產業政策之新藍圖〉

2.洪德欽，〈歐洲央行單一匯率政策的發展與挑戰〉

3.葉國俊、林雅淇，〈歐盟因應中國大陸競爭威脅的新產業政策倡議：爭議源起與可能作為〉

4.張南薰，〈從歐盟公共契約法探討具一般經濟利益公共服務之委外〉

5.李貴英，〈歐盟與美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比較研究〉

欲瀏覽全文，可至本院歐美所官網查閱：

https://www.ea.sinica.edu.tw/allQuarterly_main.aspx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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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調查〉2021年第二次社會意向調查

　　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接受本院社會學研究所委託，將於2021年10月

21日至10月22日針對臺灣地區進行「2021年第二次社會意向調查」之預試，並於2021年11月22日

至12月10日進行正式訪問。本次調查以電話訪問方式進行。

調查對象：臺灣地區十八歲以上之一般民眾

訪問內容：了解臺灣地區一般民眾對社會現況的看法。

洽詢電話：宋小姐，（02）2787-1857

研究調查〉「防疫與生活幸福感」網路調查

　　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將於2021年10月25日至11月8日針對臺灣地區進

行「防疫與生活幸福感」之網路調查。

調查對象：臺灣地區18歲以上之一般民眾

調查內容：了解一般民眾對防疫與生活幸福感的看法

洽詢電話：宋小姐，（02）2787-1857 

連結：http://survey.sinica.edu.tw/research/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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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科研

【專欄】虛詞與句法演變的關係

作者：李琦研究員（本院語言學研究所）

　　動詞形式（verbal inflection）的簡化以及僅具備句法功能的虛詞消失是跨語言歷史演變常見的

現象，這兩者也經常會導致該語言的句法系統發生變化。本文將舉兩個不同語言的例子來解釋虛

詞或動詞形式如何引發句法演變，首先在本節將簡介英語中，動詞形式簡化與動詞移位消失之間

的關係，接著在之後的第 2、3 節討論漢語中一個虛詞的消失如何促成新的問句結構的產生。

　　當代英語的基本詞序（basic word order）是「主語˙動詞˙賓語」（SVO），動詞通常出現在

主語與賓語之間，如（1a）所示。此外，另有兩個詞序上的限制：首先主要動詞必須出現在賓語

之前，接著，表示時態（tense/aspect）的（助）動詞通常需要緊跟在主語之後。基於第一個限

制，其他句子的成分不能出現在動詞與賓語之間，因此若句子中有否定詞時，動詞不能離開賓語

前的位置而移動到表示時態的位置，如（1b）所示。句首的星號表示該例句不符合英語的句法規

則，「__」表示動詞的原位。為了滿足第二個詞序限制，在否定句中只能由助動詞佔據主語後的

位置並表示時態，如（1c）所示。

（1）a.I gave that book to you.

　　 b.*I gave not __ that book to you.

　　 c.I did not give that book to you.

　　不過，在早期的現代英語（Early Modern English）中，動詞在否定句中能夠移動到表示時態

的位置。例句（2）中的動詞‘gave’越過了否定詞而移動到主語後的時態位置。例（2）中第二行的

句子為當代英文。

（2）If  I gave not __ this accompt to you …. 　（1557年；Roberts 2007：57）

　　 ‘If  I did not give this account to you ….’

1.前言



A c a d e m i a  S i n i c a  N e w s l e t t e r21

　　Vikner（1997）提出動詞的移位與否和動詞本身的形態（verbal morphology）有關，即該語言

中與主語配合（agree）的動詞形態越複雜，動詞移位的可能性越高。從古英語至15世紀的早期現

代英語，動詞的形式配合相當複雜，當主語為單數人稱時，所有人稱的動詞形式皆有區別，如表 

（3）所示。但是後來英語中這樣的區別則隨著歷史演變而簡化，結果當代英語也只剩下第三人稱 

‘-s’。隨著動詞配合的形式簡化，動詞的移位也隨之消失了。

（3）

　　一人稱˙單數（我）

　　二人稱˙單數（你）

　　三人稱˙單數（他）

　　複數

　　我們以上述英文的例子簡介動詞形態的消失造成句法的演變，下文我們將討論古漢語虛詞

「之」的消失對漢語問句結構所帶來的影響。

1400年

cast-(e)

cast-est

cast-eth

cast-e(n)

1500年

cast

cast-est

cast-esth

cast-(e)

當代

cast

cast

casts

cast　　　（Roberts 2007：136）

　　本節針對戰國時代的上古漢語（以下稱「先秦漢語」）中主句（main clause）與包孕句 

（embedded clause）的結構特點進行觀察，並提出兩者在結構上的重要差異，即包孕句通常由名

物化結構（nominalization）呈現，其主語與名詞的所有者都需要帶所有格標記（genitive case 

marker）。在之後的第3節也將談到，在中古漢語時期所有格標記消失，因此包孕句也隨之被重新

分析為與主句同樣的限定句（finite clause）。

　　先秦漢語的基本詞序與現代英語及現代漢語同樣為SVO，主語通常出現在動詞之前而賓語出

現在動詞之後。另外值得注意的句法特點是主語、賓語皆不帶格位標記，都以無標記

（unmarked） 的形式出現。在例句（4）中「孟子」當主語而「梁惠王」作為賓語。

（4）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拜見梁惠王。」

　　先秦漢語中唯一的格位標記是所有格的標記「之」，出現在名詞性的成分中，表示所有者或

作為名物化包孕句的主語。在例句（5a, b）中「之」表示的是所有者，分別為「諸侯」及「司馬

侯」。名詞性的成分通常會作為句子的主語或賓語，如例（4）中的「孟子」、「梁惠王」分別作

為主語及賓語。在（5a）中「諸侯之地」作為句中的主語而（5b）中的「司馬侯之子」作為賓

語。

2.上古漢語與現代漢語的一些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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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諸侯之地方百里。　　　　　　　　（《孟子˙告子下》）

　　 　「諸侯的土地方圓一百里。」

　　 b.叔向見司馬侯之子。　　　　　　　（《國語˙晉語八》）

　　 　「叔向看到司馬侯的兒子。」

　　所有格標記「之」也有表示包孕句中主語的功能。帶有所有格形式主語的包孕句都是以名物

化結構呈現（王力 1958、周法高 1959、Yue 1998、Djamouri 1999等），這樣的名物化結構通常

能夠作為主句中的主語或賓語。例句（6a）中的名物化結構作為感知動詞「知」的賓語，（6b）

中的名物化結構作為主語。

（6）a.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孟子˙梁惠王上》）

　　 　「我原就知道您有『不忍』之心。」

　　 b.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論語˙八佾》）

　　 　「天下亂亡已經很久了。」

　　另外一種名物化包孕句是正反問句，形式上此類問句由動詞的肯定式與否定式並列而構成，

表示是非疑問。如其他名物化的包孕句，作為其主語的名詞組需要帶所有格標記「之」。包孕的

問句也被稱為「間接問句」，因為其所表示的疑問語氣僅限於子句的範圍之內，主句仍然表示陳

述的語氣。

（7）a.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　　　　　（先秦：《韓非子˙第三十篇 內儲說上》）

　　 　「韓昭侯就用這種方法來考察身邊侍從的忠誠不忠誠。」

　　 b.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　　　　（先秦：《春秋左傳˙宣公二年》）

　　 　「我外出求學三年了，如今不知道母親的生死。」

　　所以在先秦漢語中，此類問句僅能夠出現在包孕句中表示間接的疑問。現代漢語也存在著正

反問句，但與先秦漢語不同，在現代漢語可用來作為主句中的直接問句（如 8a）或包孕句中的間

接問句（如 8b）。

（8）a.小王在不在？

　　 b.老李想知道小王在不在。

　　綜上所述，先秦漢語中的主句與包孕句之間有結構上的差異，前者為限定的句子，而後者由

名物化的結構構成，且其中的主語需要帶所有格標記「之」。接下來，第3節將簡述早期中古漢語

（秦漢時期）中「之」的衰退以及其衰退後所導致的句法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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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所有者的「之」在西漢時期開始消失。（9a）及（9b）的例句都包含一個表示「諸

侯的土地」的名詞組，前者作為主語，後者作為賓語。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漢語的例子 

（9a）的所有者「諸侯」帶所有格標記「之」，然而西漢時期的例子（9b）中的所有者卻沒

有格位標記。這就表示在西漢時期的漢語，「之」表示所有格的功能已經開始衰退。

（9）a.諸侯之地方百里。　　　　　　（先秦：《孟子˙告子下》）

　　 　「諸侯的土地方圓一百里。」

　　 b.侵奪諸侯地。　　　　　　　　（西漢：《史記˙吳王濞列傳》）

　　 　「侵奪諸侯的土地。」

　　這也表示包孕句中主語的所有格標記「之」也開始消失。以下舉感知動詞賓語句的例

子，在先秦漢語的例子（10a）、（11a）中，包孕句中的主語皆帶所有格標記「之」，但西

漢時期的例子（11b）、（11b）中的包孕句主語以無標記的形式出現。

（10）a.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先秦：《孟子˙梁惠王上》）

　　 　 「我原就知道您有『不忍』之心。」

      b.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　　　（西漢：《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寡人已知道將軍善於用兵了。」

（11）a.懼君威之不立。　　　　　　　（先秦：《左傳˙哀公七年》）

　　 　 「是怕君王的威德不再存在。」

      b.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　　　（西漢：《史記˙蘇秦列傳》）

　　 　 「秦國打算進攻韓國，擔心天下諸侯救援它。」

　　充當主語子句的情況也如此，先秦漢語的例句（12a）中子句主語帶「之」，而西漢時

期的例句（12b）中子句主語沒有格位標記。

（12）a.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先秦：《論語˙八佾》）

　　 　 「天下亂亡已經很久了。」

      b.天下無道久矣。　　　　　　　（西漢：《史記˙孔子世家》)

　　 　 「天下失去常道已經很久了。」

3.早期中古漢語與「之」有關的句法演變漫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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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的例句（10b）、（11b）及（12b）可見，所有格標記「之」在中古漢語已經開始消

失，結果失去了所有格標記「之」的包孕句同時變得與主句沒有區別，因此就被重新分析為限定

句，換句話說主句與包孕句都是同一個結構。這樣的結果在當時的語言中引發了另一種重要的句

法演變。因為包孕句已經具備作為主句的結構特點，所以正反問句的使用便不再限於包孕句之

內，從早期中古漢語開始，此類問句既可作為包孕句中的間接問句，又可用於主句作為直接問

句。例（13）是早期中古漢語的例子，正反問句皆出現在主句。

（13）a.藏者論不論？　　　　　　　　（注一）

　　 　 「藏錢的應否論罪？」

      b.其曹人當治（笞）不當？　　　（注二）

　　 　 「其同班工匠應否答打？」

　　不過如（14）所示，正反問句在中古漢語中也仍然能夠出現在包孕句中，但子句中的主語

（（14）中的「吾舌」）已經不帶格位標記，而以無標記的形式出現。

（14）視吾舌尚在不。　　　　　　　　（西漢：《史記˙張儀列傳》）

　　  「你看看我的舌頭還在不在？」

　　由此可見，在漢語中正反問句從此開始作為主句中的直接是非問句，而這個漢語歷史上的重

要句法演變是源起於中古漢語中虛詞「之」的衰退。換句話說，和英語一樣僅有句法功能的詞綴

或虛詞的變化，能夠成為句法結構演變的主要因素。

注一：秦墓竹簡《法律問答》；王輝 2000: 177頁 (182)

注二：秦墓竹簡《法律問答》；王輝 2000: 164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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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研

【同仁來函】試談中央研究院外文名稱的
由來與意義

　　近日從媒體上得知，中央研究院正在研議修改外文名稱。身為本院一份子，退休已經二十

年，不應過問院中事務。祇是在中研院已經超過一甲子，在此就個人對本院外文名稱所知，提供

一些資訊與管見。

　　1912年民國成立後，古代「翰林院」制度瓦解。其時社會人士感到中央政府有必要設立一學

術研究機構，指導、聯絡及獎勵學術研究，以及培養高級學術人才。於是1928年成立「國立中央

研究院」，直屬總統府。由當時教育總長蔡元培先生為首任院長。由於此研究機構未來將屹立於

國際，必須取一外文名。蔡院長選取他老師馬相伯先生一篇文稿中的Academia Sinica這名詞，是拉

丁文。其實，國際間學術通用學名，皆以拉丁文為準，因而定案。

　　1948年，本院遷來台灣，僅史語所的主要人員與古文物、圖書；數學所的圖書和一位研究

員。其時中研院絕大多數人員均留在大陸。甚至史語所少數留在大陸的研究人員，嗣後多成名學

者。

　　到上世紀60年代，Academia Sinica之名曾經引起ㄧ段挑戰。因中國大陸於1960年成立「中國科

學院」，並且收納原本院留下的11研究所（包括史語所）與2研究所籌備處，以及國立北平研究院

的設備與人員。因而，在外文名稱上，也想用Academia Sinica。由於國際性的重要機構，多要向萬

國郵政聯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UPU）登記，本院曾經提出抗議，因我方1928年即始用此

名，捍衛成功。

　　如今在媒體所報導的原因，無非是Sinica一詞指的是中國。有鑑於「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

的國家」，我們的學者們如果在國際會議場合，堅持用Academia Sinica, ROC也許就能解決問題。 

若是自行更名，不論改為什麼名稱，都是自我矮化。再者，中國科學院可能更樂意取而代之。另

一方面，若是改名，未來在網路資訊上，不是找不到Academia Sinica，就算找到了，也不是我們的

中央研究院，會抹殺本院近百年的基業，以及同仁們過去以Academia Sinica所有發表的研究成果。

陳仲玉（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退休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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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

1.李琦女士奉核定為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聘期自110年9月29日起至118年3月31日止。

2.張寧女士奉核定為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聘期自110年9月29日起至118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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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人員介紹──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彭威禮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彭威禮先生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博士學位，1998年起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理論天文物理

研究所（CITA）教授，並於2021年9月起於本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擔任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彭所長為理論天文物理家，致力於研究「基本物理效應可由複雜天文現象中抽離」的系統。

其研究計畫包括快速電波爆發（FRB）與脈衝星透鏡、宇宙微中子背景輻射的非線性動力學、21

公分譜線強度測繪、結成加拿大氫強度測繪實驗（CHIME）。彭所長以開發創新工具來拓展新的

研究領域而聞名。他在21公分譜線強度測繪方面的開創性發現，為暗能量和微中子的研究開啟新

頁。並以銀河系天然電漿為巨型望遠鏡之研究方法，催生了閃爍測定學領域，啟發人們對於神秘

脈衝星和FRB的全新思考。

　　彭所長將以數十年來的研究與領導經驗為基礎促進臺灣天文物理的發展。目前其正致力於廣

角鏡頭影像搜尋及對FRB的精準定位，該研究可能幫助臺灣躋身FRB天文物理學的前沿，並培育

下一代優秀的青年學子。

新進

人員
彭威禮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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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藝文活動：河洛歌子戲團「梅玉配」

時間：2021年11月5日（星期五）19時

地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國際會議廳

演出：河洛歌子戲團

備註：本次節目約120分鐘，免費入場，需事先線上報名。適合10歲以上民眾觀賞。

報名網址：https://conference.iis.sinica.edu.tw/Knowledge/register.jsp?aID=5

　　河洛歌子戲團自1985年成立以來不斷致力於推廣歌子戲，秉持「尊重傳統，勇於創新」的宗

旨，引領歌子戲精緻化風潮。多年來陸續創作，推出了40部大戲，獲得7次金鐘獎，創作題材廣

泛、形式多元，勇於探索不同的演出風格，並曾獲頒「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臺北文化

獎」等殊榮。

　　「梅玉配」描述一位落難秀才許金梅與官家千金蘇貞玉的愛情故事。本劇結合傳統戲曲藝術

及當代劇場技術，使歌子戲精髓與現代美學融為一體，更注入許多新點子與橋段，適合闔家蒞臨

欣賞。

注意事項：

1.因應疫情，本次活動採線上報名制，不接受

　電話或其他方式報名。

2.現場開放50位入場名額，演出當日17時30分

　於活動地點處開始登記，額滿為止。

3.當日進場將有防疫相關措施，活動全程請配

　戴口罩，敬請配合。

洽詢電話：秘書處陳小姐，（02）2789-9488

生
活
中
研



A c a d e m i a  S i n i c a  N e w s l e t t e r 30

《中研院訊》2021年滿意度調查

　　《中研院訊》又長大一歲了！今（2021）年6月院訊推出建築主題的院慶特刊，也於9月進行

網站和電子報改版，更於10月推出全新單元「研途風景」，訪問院內研究人員的心路歷程。

　　編輯團隊非常想了解大家對於煥然一新的《中研院訊》有什麼樣的感想與建議，誠摯邀請已

訂閱《中研院訊》電子報的您填寫問卷，填寫完畢後，編輯團隊將抽出10位幸運得主贈送精美禮

品。請密切留意中研院訊網站及本院臉書專頁。

填寫日期：2021年10月21日起至11月12日止

問卷連結：https://forms.gle/G5VMVigjgCMXDbh97

本院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sinic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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