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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期焦點

蔡作雍院士辭世

蔡作雍院士於 2023 年 12 月 28 日於臺北辭世，享耆壽 96歲。

蔡作雍院士為系統神經科學、生理學及藥理學領域的權威專家，專長為中樞神經系統對心血

管功能、壓力反應及非心血管功能的調控研究。其於探討延腦對生理功能調控機制，及闡明中樞

體溫調節與心臟血管管制之生理與藥理，具重要貢獻。

蔡院士於 1953 年自國防醫學院畢業，1966 年取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後任教於國

防醫學院，並於1975年至1983年擔任該院院長。其後積極協力本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之創建，

1981 年至 1986 年出任該所籌備處行政主管，任內籌建生醫所研究大樓，貢獻良多。蔡院士亦歷

任本院多屆評議員，對本院學術研究發展，助力甚深。

蔡院士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中華教育文化基金獎及國防部四等雲麾、忠勤、績學、研

究等勳獎章。於 1978 年當選本院第 12屆院士。

當期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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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

本院 113 年度「王世杰紀念研究講座」
開始受理申請

為推展社會科學領域之學術活動，113 年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捐贈獎助本院「王世杰紀念

研究講座」獎助 1人；得獎人可獲得獎金 1萬 5,000 元美金， 並受邀擔任 114 年度本院王世杰誕

辰紀念講演之主講人。

申請人須具本院副研究員（含）以上資歷，研究範圍以社會科學研究為主，申請人得由下列

方式申請：（一）個人自行申請；（二）由本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各研究所、中心推薦；（三）由

本院王世杰紀念研究講座審議委員會主動推薦。

申請人請備妥中、英文個人履歷及著作目錄、研究計畫（含英文摘要）及近十年代表作三種，

並得提供審查迴避名單。

本獎項採線上申請方式辦理，有意申請者，請於 113 年 2 月 26 日前至本院學術服務管理系

統登錄申請資料（https://asms.sinica.edu.tw/），逾期恕不受理。若代表著作為專書者，請另送專

書（1式 3本）至學術及儀器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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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名〉《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
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感》新
書座談會

本院社會學研究所謝國雄研究員所著新書將於今（2024）年 1月召開新書座談會，歡迎有興

趣的朋友報名參加。

時 間：2024 年 1月 26 日（星期五），14時 30 分至 16 時 30 分

地 點：本院社會學研究所 802 會議室（人文社會科學館南棟 8樓）

主 講 人：謝國雄（本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與 談 人：王志弘（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黃克先（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陳瑞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主 持 人：汪宏倫（本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z1z5KT24SAkmDtut8

主辦單位：本院社會學研究所

注意事項：本場座談會規劃現場及線上參與兩種方式，線上參與連結於活動前以電子郵件另 

　　　　　 　    行寄送。

【新書簡介】

一本方法的書，是體現在實作的方法。

一本實作的書，是展現理論思辨的實作。

一本理論的書，是在方法與實作中開展的理論。

一本整合方法、實作與理論的社會學專書。

「四位」指的是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感。技法就是一般理解的、具體的社會學研

究操作方法；基本議題指的是社會學成立以來，研究者都會觸及的深層課題，如社會秩序之形成

與變遷；認識論指的是報導人與研究者認識世界和社會生活的觀點及立場；存在感涉及報導人與

研究者的價值關懷。「一體」指的則是在探究社會生活時，這四者緊密連結，彼此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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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從精進研究「提問」開始，接著分析「回答」，即體現社會秩序這個基本議題的場域運

作邏輯（「田野理路」），同時也探討在基本議題上的原創。在技法上，本書探討了標明特徵、

類型化、概念化與重新概念化，以及捕捉意義。在認識論上，本書探討建構研究對象與整體化的

嘗試。在存在感上，本書指出各種推動社會研究的價值關懷，如捍衛與體現特定的價值、回饋報

導人、促成社會對話，以及豐富社會學家自身等，進而探討存在感與學術研究的連結。最後，本

書指出四位一體的各種路徑，像是並列、觸發、連鎖、反射與相應，從而整合成一個全方位的社

會學之道。

本書同時涵蓋了方法、理論與實質研究成果，處理當代社會議題，並且探索未來社會學研究

的發展方向。

【講者簡介】

謝國雄，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社會學博士，本院社會學研

究所研究員，於 2015 至 2021 年兼任該所所長；2007 至 2010 年兼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

授兼所長，2005 至 2006 年任《台灣社會學》主編。

針對資本主義在臺灣的發展，其出版 4本專著：“Boss” Island: The Subcontracting Network 

and Micro-Entrepreneurship in Taiwan’s Development、《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茶鄉

社會誌》與《港都百工圖：商品拜物教的實踐與

逆轉》；亦主編 2本專書，《以身為度、如是我

做》記錄了田野工作經驗與學生的實作成果，《群

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則勾

勒出主要的社會學議題在臺灣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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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出版〉《臺灣的蕃族》已出版

本院民族學研究所已於2023年12月出版由陳文德、張隆志主編之《臺灣的蕃族》編譯專書。

本書日文原著《臺灣の蕃族》，作者藤崎濟之助是巡察出身且先後曾任臺北州理蕃課長（1921）、

臺北州蘇澳郡守（1921 ∼ 1924）。此書是一本以日本殖民地官僚為主要對象所撰寫的原住民治

理實用指南，作者自述其編纂理想，是「以本書一卷就足以知悉臺灣蕃族之百態。」目的在回答

以下三個問題：（一）臺灣蕃族之面貌為何？（二）自荷蘭人以來，歷代統治者的對待方式如何？

（三）現在已進步到何種狀態？本書詳載日本領臺之後的理蕃事業。為了便於一般讀者之理解，

全書寫真相片百餘張。另外，本書的出版，亦反映臺灣人類學界對於日治時期以來臺灣原住民研

究的長期學術關懷，對於臺灣後殖民與轉型正義等當代政治社會課題的討論亦有其現實意義。

歡迎線上瀏覽：https://reurl.cc/09xl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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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出版〉《戰爭、制度與思想：近代
中國參謀本部的興起史》

本院近代史研究所蘇聖雄助研究員所著《戰爭、制度與思想：近代中國參謀本部的興起》一

書已於 2023 年 12 月出版。

本書係第一本探討近代中國參謀本部的專書。過去關於中國參謀本部的認識，往往以為中國

重人事，輕制度，參謀組織不具重要性。本書指出，在制度上，晚清清廷一度十分重視高層參謀

組織，以之為集權中央與掌握軍權的工具；民國初年，參謀本部發展陷入低潮，惟其所屬陸軍大學，

成功培養一批軍事菁英，進入繼起政權；國民政府時期，參謀本部重建，凝聚一批「軍事參謀群」，

為即將爆發的中日衝突，擬訂國防計畫，進行全盤部署。在思想上，參謀本部所屬陸軍大學為國

家兵學最高殿堂，引領戰略戰術；而中國兵學深受全球軍事思想流動的影響，參謀本部國防計畫

因之有攻勢防禦、決戰、陣地持久等日德軍事思想背景，左右中日戰爭開戰進程，深遠影響戰局

長期演變。透過制度與各個層面的交互探討，本書不僅描繪了一個參謀本部的組織制度史，更是

關於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整體軍事發展史。同時，本書也闡述了西方軍事思想如何跨越國界，流

傳和移植至中國，與本土現實狀況相適應，從而呈現一個全球性的歷史視野。

歡迎線上瀏覽：http://www.mh.sinica.edu.tw/monograph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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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出版〉《如何啟蒙，怎樣運動：近
代中國「啟蒙運動」的概念史》已出版

本院近代史研究所陳建守助研究員所著《如何啟蒙，怎樣運動：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概

念史》一書已於 2023 年 12 月出版。

晚清以降，東西文化交流劇增，大量新名詞如潮水般湧向中國。本書結合概念史和全球史的

取徑，探索英語世界的“Enlightenment”傳入東亞後，如何在 1880–1980 這百年間的中國轉譯

為「啟蒙運動」，進而發展出獨特的意涵。

本書首先考察清末民初的翻譯活動，檢視字典、百科全書和教科書等文本，分析近代中國從

標準化乃至普及化的知識生產過程中，「啟蒙運動」作為「字詞」的語意流變。20世紀以降，「啟

蒙運動」廣為中國知識人所用，琅琅上口，成為他們表達現實處境、表述未來想像的概念工具。

本書進一步剖析 1930 年代的新啟蒙運動、1950-1980 年代兩位「五四的兒子」殷海光與王元化

新一波的啟蒙方案、運動，闡明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並不是歐洲啟蒙運動的複製品，而是一場新

生的運動，具有自身的國族和歷史特質。

歡迎線上瀏覽：http://www.mh.sinica.edu.tw/monograph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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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出版〉《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35 卷第 4期已出版

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編印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35卷第 4期業已出版，本期共收入

5篇論文：

1. 林顯明、宋宥賢〈歐洲臺灣移民新冠肺炎 (COVID-19)前 /後微歧視生活經驗與因應策略 

　　　之初探〉

2. 李翠萍、路可萱、陳姿安〈偏鄉疫情危機與社群動員：阿里山鄉個案分析〉

3. 鄭斐文〈做乳房：醫療論述與乳癌病患的身體經驗  〉

4. 鄧湘漪〈在臺藏人移動創傷與社會工作介入之難題 〉

5. 湯晏甄〈初探客家族群的社會脈絡、交叉網絡與投票行為：以 2020 年臺灣總統選舉為 

　　　例 〉

歡迎線上瀏覽：https://www.rchss.sinica.edu.tw/js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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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出版〉《歐美研究》第 53 卷第 4
期已出版

本期共收錄 3篇文章，作者及論文名稱如下：

1. 李貴英，〈歐洲聯盟之開放性戰略自主：朝向強化外人直接投資管制〉

2. 黃琛瑜，〈差異去統合與後脫歐時代北愛邊境問題之分析〉

3. 陳瑤華，〈「心中的一把火」：論民主轉型中的惡與不正義〉

歡迎線上瀏覽：https://www.ea.sinica.edu.tw/allQuarterly_ma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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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科研

刀下留禮、手下留情

作者：劉柏宏助研究員（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劉柏宏，關注傳統儒家經典中的禮學，考察其與秩序形成與維繫的互動關

係。其中涉及到制度、規約、傳播、教化等子題。近年也觸及越南傳統禮

學發展。希望透過研究能認識傳統禮教的性質與特徵，進而釐清禮教到底

想不想吃人的問題。

當今社會、校園、家庭、性別，充斥霸凌

暴力的原因複雜，但都會使人們想到 EQ（情

緒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的

重要。Emotion可以說是情感的激動或騷動，

任何激烈或興奮的內在狀態。它可以被粗略分

為八大類：憤怒、悲傷、恐懼、快樂、愛、驚

訝、厭惡、羞恥。古代知識雖然無法如同現代

心理學，能細緻地區別情感情緒，但對「人之

常情」也有多種分類。比較耳熟能詳的一種是

「六情」說。

《左傳》說一般的市井百姓，常有六種情：

好、惡、喜、怒、哀、樂。這六種情「生於六

氣」。根據當時的世界觀，宇宙萬殊秉持著天

地之間輕、濁不一的氣。當內在稟賦某一種氣

比重大，就會生出偏好、厭惡。喜、怒、哀、

樂這些情緒，隨著各種氣的成分多寡而出現。

《禮記》則主張「七情」說，也就是「喜、怒、

哀、懼、愛、惡、欲」。七情不受環境影響，

不用後天學習，是自然而然與生俱來。傳統中

醫也講七情，不過略有不同：喜、怒、憂、思、

悲、恐、驚。無論六情、七情，老祖先們之所

以細別人情，是因為他們觀察到在生命、生

活，甚至是社會運作，「人情」在其間都產生

作用。

《禮記》說人的七情，是「弗學而能」，

學習是使我們產生意識；但七情是即便你沒有

留意到它，它依舊發揮影響。「弗學而能」提

醒我們，面對情感情緒，首先該做的不是壓抑

控制，而是要先學習意識到它。唯有辨識、標

記它們，才有可能找到安頓之道。

歸納起來，傳統文化著重從兩種立場看待

人之常情：一種是個人層面，留意情緒欲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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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膨脹，對生理、身體帶來的斲傷。所以會有

像是「七情傷生」的觀念：

神傷於思慮則肉脫。意傷於憂愁則肢廢。

魂傷於悲哀則筋攣。魄傷於喜樂則皮槁。志傷

於盛怒則腰脊難以俯仰也。七情所傷。氣血所

損之症也。

另一種立場是從群體、社會的角度來看

情緒欲望、心理感受。一九八○年心理學家艾

克曼在新幾內亞的實驗，證明某些情緒存在於

普遍人類的心靈當中，不因文化環境差異而改

變。由此看來「情」既隱私、卻不神祕。這也

幫助我們體會到，古人為什麼選擇從公眾的、

公共的角度去探討個人一己之情。他們認為，

情感情緒，要小心留意，甚至必須要多所提

防。因為情緒情感是有渲染力，能造成旁人共

感、同感。當逐漸匯聚成一股風氣，便足以影

響大眾。我們為什麼會同仇敵愾、何以「社

死」、寒蟬效應、獵巫、飢餓行銷……等等，

背後都與那難以言說的集體情緒關係密切。

「情緒像小孩，教他不要怕他」，情感

情緒為什麼需要被教導？或者可以這麼問：教

導自己的情緒為什麼是你我的責任？戰國時代

的荀子思考過類似的問題。他認為面對情感欲

望，如果一昧順從，情緒情感將成為巨嬰，「然

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屆時

我們都只能盲目為著滿足巨嬰，造成層出不窮

的爭奪與排擠，背離我們追求幸福生活的目

標。如何教導情緒巨嬰而不被它挾制？荀子提

出「禮」的重要：

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

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

「禮」，或許使人感受到限制拘束，不過

對古代心靈來說，禮是不可或缺的人際輔具，

幫助人們確立關係、劃出界線。才不會讓情緒

巨嬰成為主宰，生命與社會才能重新回到具有

可預期性的穩定狀態。

「禮」，或許使人感受到限制拘束，不過

對古代心靈來說，禮是不可或缺的人際輔具，

幫助人們確立關係、劃出界線。才不會讓情緒

巨嬰成為主宰，生命與社會才能重新回到具有

可預期性的穩定狀態。

面對情感情緒的過度動盪，我們該如何自

處？傳統的禮教知識，給我們幾個提醒：

1.〈樂記〉提醒我們：「好惡無節於內，

智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只知任憑

好惡的感受情緒，不使其有舒張節律，又只能

不斷從知識面或過去的經驗找尋解方，而不學

習覺察自我，是白白放棄身而為人的價值與尊

嚴。「反躬」是歸零的習慣，讓自己不被過去

的經驗、普遍的價值觀、眼前的景況所限制。

有能力停下來，問問自己：「我的心，你為何

憂悶？」

2.〈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面對情感情緒，一昧的壓

抑只會帶來凍結。我身邊的長輩有不少人，他

們不善於觀看自己，習慣迴避情緒。久而久之

走向情緒失語；傷口一旦被不經意碰觸，就會

情緒失控。〈中庸〉提醒我們，不冰凍情緒，

也不放縱情緒。適時標記當下的情緒感受，幫

助自己與親友同理。

3.《論語‧子張》「君子和而不同，小

人同而不和」。「和」是沒有對峙的境界，

「同」是一昧的附和。我的意義從何而來？是

不斷回應這個世界的價值標準而得到確定，還

是從無止盡的抵抗對立來證明自己的價值與存



12A c a d e m i a  S i n i c a  N e w s l e t t e r

漫
步
科
研

在？《論語》的啟示是，我能定義什麼是滿足

與幸福，我也願意學習了解別人的快樂。

你我可能正處在一個情緒至上的時代，以

致時時擔心受到情勒的恐怖攻擊。我們格外關

注感受，似乎遺忘了生命整全的樣貌。倘若只

能越來越專注在感受，生命終究只會成為一場

大秀，它或許能光彩奪目、絢爛繽紛，但在當

中找不到存在的意義，情緒無法被旁人同理。

當整個社會都循此而行，波茲曼在《娛樂至

死》最後所預言的景況，或許你我都能親身經

歷。

「當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一波波無止境

的娛樂，當嚴肅的公共對話成為牙牙耳語，這

時也不必有典獄長、監獄大門或真理部了。總

之，當整個民族變成一群觀眾，公共事務則成

為雜耍表演，這個國家就要陷入危機，他們的

文化也難逃死亡命運。」這正是情緒至上的代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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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

1.應用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李超煌先生奉核定代理該中心主任職務，自 113 年 1 月 3 日起至新             

　任主任到任為止。

2.地球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鍾孫霖院士奉核定為該所兼任所長，聘期自 113 年 6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4月 30 日止。 

3.黃宣衛先生奉核定為民族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聘期自113年1月1日起至114年7月31日止。

4. 吳文欽先生奉核定為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聘期自112年 12月 27日起至134年 8月31日止。

5. 王智明先生奉核定為歐美研究所研究員，聘期自 112 年 12 月 27 日起至 129 年 1月 31 日止。

6. 陳維鈞先生奉核定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聘期自112年12月27日起至113年1月31日止。 

7.鈴木惠可女士奉核定為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聘期自 113 年 1 月 8日起至 118 年 7 月 31

　日止。

8.石昇烜先生奉核定為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聘期自113年2月1日起至118年7月31日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