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簡訊（2016 年 2 月） 

 
 

一、學術交流 

1.朱執行長雲漢於一百零四年七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再次組團拜會浙江大學，針

對漢學雲端資源庫合作事宜提出成立工作小組計畫，並針對未來合作架構及

內容與該校專業團隊進行討論；本次參加學者包括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

心主任項潔教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執行長范毅軍教授，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數位典藏計畫主持人劉

錚雲教授。此行亦拜會浙江省檔案館，該館以館藏地方文獻資料為特色，亦

有相當豐富的近現代史官方公文資料，會議中雙方皆期盼未來能合作策劃一

具備主題性之展覽活動。 

2.朱執行長雲漢於八月三十日赴美出席史丹福大學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學術研

討會並發表學術論文，同時針對全球民主動態調查計畫舉行工作會議。朱執

行長並於八月三十一日拜會史丹福大學胡佛檔案館主任威肯（Eric Wakin）

博士，討論有關漢學雲端研究平臺資源合作計畫；朱執行長亦透過威肯主任

安排，於九月二日與史丹福大學東亞圖書館楊繼東館長會面。此外，朱執行

長亦於九月二日至六日參與於舊金山舉辦之美國政治學會年會，出席該會國

際事務委員會會議、民主研究季刊編輯委員會會議、臺灣研究團體年會研討

會，並會晤相關學者，包括美國政治學會前會長 Peter Katzenstein 教授，以

及亞洲基金會副總裁 Gordon Hein 教授。 

3.朱執行長雲漢於九月九日至十二日受哈佛大學東亞學系邀請，以「東亞國家

如何看待中國崛起」為題進行學術專題講座，並拜會燕京圖書館鄭炯文館長，

針對本會未來建立漢學雲端研究平臺資源合作計畫案等事宜進行討論；停留

期間，亦與哈佛大學中國中心主任柯偉林（William C. Kirby）教授會見；此

外，透過駐波士頓辦事處協助，朱執行長亦參訪美國甘迺迪總統圖書館暨博

物館，瞭解該館運作、收藏與設備等相關事宜。朱執行長於九月十二日至十

六日轉赴華盛頓特區，出席由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及布魯金斯研究院

舉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進行學術論文發表與交流事宜。停留期間，除拜會

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邵東方主任，並與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副總裁

包道格（Douglas Paal）博士餐敘。 

4.朱執行長雲漢於十一月六日至十四日偕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黃進興

所長、邢義田教授，以及香港城市大學李孝悌教授，赴北京拜會中國宋慶齡

基金會齊鳴秋常務副主席，商討明年度兩岸研習營合作相關事宜；並於十一

月七日至十四日，由宋慶齡基金會協助安排並派員隨行拜會山東大學、武漢

大學之校方領導，尋求兩校對於明年度兩岸研習營的支持與合作。拜會山東

大學部分，由該校歷史學院方輝院長協助安排座談事宜，與會人員包括陳子

 1



江副校長、方輝院長、欒豐實教授、崔大庸教授，會後安排參訪山東省博物

館、山東大學博物館，並赴濟南危山、洛莊漢墓進行田野考察。朱執行長一

行於十一月十日轉赴武漢大學進行拜會，由該校歷史學院陳偉院長安排座

談，出席人員除陳院長外，尚包括李斐副校長、馮天瑜教授、胡德坤教授、

歷史學院書記劉禮堂教授、副院長楊華教授、劉志安教授，以及文學院院長

塗險峰教授、于亭教授、副院長方長安教授等。陳院長亦協助參訪團參觀盤

龍城商代遺址、湖北省博物館，之後陪同參訪團赴荊州進行田野考察，包括

荊州博物館、熊家塚（楚王陵區）及紀南城（楚國都城）。 

5.韓國高等教育財團事務總長朴仁國先生於十二月一日率團拜會本會，由本會

朱執行長雲漢以及研究室康豹主任接待。朴事務總長與朱執行長彼此交流分

享兩會的國際學術業務項目，並探討未來合作的可能性。同時，朴事務總長

對於本會過去補助之國際性出版業務相當有興趣，本會也特別準備歷年來補

助之外文成果書籍贈送朴事務總長參考；會後，朱執行長並安排韓國高等教

育財團成員參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工作室與歷史文物陳列

館，期待未來能結合多方學術資源，共同創造合作的機會。 

6..民國一百零四年為國父孫中山先生一百五十歲誕辰，國父紀念館邀請本會、

國史館、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共同舉辦「傳承與創新：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

一百五十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於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假國父紀念館

中山講堂舉行，以傳承先生之革命事業，並以國家開創新局為主題，邀請國

內外專家學者發表論文並與會討論，以茲紀念。 

7.本會長期致力於推廣中華文化與漢學之發展與研究，今年適逢故宮博物院舉

辦九十週年院慶，該院除推出一系列展覽活動，並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十月二

十八日至三十日舉辦「兩岸故宮第五屆學術研討會」，故宮博物院特地邀請

本會擔任協辦單位。該研討會以「激盪與新生─亞歐文化藝術的交流」為主

題，會議關注十六世紀以來亞洲與歐洲藝術文化相互激盪所啟發之變化，內

容涵括郎世寧及其相關議題、中國與歐洲的藝術文化交流、亞洲各地與歐洲

的藝術文化交流等。本會並於研討會結束後，於圓山大飯店十樓長青廳宴請

海內外與會學者。 

 

二、一百零四年度第一期獎助名單 

（一）美洲地區獎助名單 
 
A. 學術研討會類 
 
1. Jiang Wu（吳  疆）   
亞利桑那大學 
University of Arizona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Religious System in Greater China” 
補助金額：US$24,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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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期限：6 個月 
 
2. Richard Vanness Simmons 
羅格斯大學新布朗斯維克 
Rutgers University, New Brunswick 
“Workshop on the History of Colloquial Chinese -- Written and Spoken” 
補助金額：US$20,000 
補助期限：6 個月 

 
3. Paul Manfredi 
太平洋路德大學 
Pacific Lutheran University  
“Ekphrastic Assimilation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i in Global Context” 
補助金額：US$25,000 
補助期限：6 個月 

 
B. 出版補助類 
 
1. Emily Andrew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The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Political Exile and Re-education in Mao’s China”, 
by Wang Ning 
補助金額：US$5,000 
補助期限：1 年 

 
2. Jenny Gavacs 
史丹福大學出版社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cythe and the City: A Social History of Death in Shanghai”, by Christian Henriot 
補助金額：US$5,000 
補助期限：1 年 

 
3. Beth Fuget 
華盛頓大學出版社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The Social Lives of Inkstones: Craftsmen and Scholars in Early-Qing China”, by 

Dorothy Ko 
補助金額：US$5,000 
補助期限：1 年 

 
C. 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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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teney Shami 
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亞洲學者連結會議」補助案 
“InterAsian Connections V: Seoul (2016)” 
補助金額：US$25,000 
執行期限：1 年 

 

（二）歐洲地區獎助名單 
 
A. 學術研討會類 
 
1. Cheng-tian Kuo（郭承天） 

荷蘭萊頓大學 
Leiden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New Religious National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補助金額：€18,000 
執行期限：6 個月 

 
B. 出版補助類 
 
1. Petr Valo 
捷克查理斯大學 Karolinum 出版社 
Karolinum Press, 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 (Czech Republic) 
“Crossing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1932-2012)”, edited by Kirk Denton 
補助金額：€4,600 
執行期限：1 年 

 
2. Vivian Constantinopoulos 
英國 Reaktion Books 出版社 
Reaktion Books (UK) 
“Zooming In: Histories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by Wu Hung 
補助金額：€6,000 
補助期限：1 年 
 

3. Gábor Kósa 
匈牙利羅蘭大學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Hungary) 
“China across the Centuries”, edited by Gábor Kósa 
補助金額：€6,000 
補助期限：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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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專案 
 

1. Roger Greatrex  
歐洲漢學學會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Sweden) 
「歐洲漢學學會」雙年會及青年學者論文獎補助案 
“EACS 21st Biennial Conference and EACS Young Scholar Award” 
補助金額：€15,000 
執行期限：1 年 

 
2. Hilde De Weerdt（魏希德） 
荷蘭萊頓大學 
Leiden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漢學研究數位人文暑期研習營」補助案 
“Chinese Digital Humanities (C-DH) Summer School” 
補助金額：€45,000 
執行期限：1 年 
 

（三）亞太地區獎助名單 
 
學術研討會類  
 
1. Yuk Wah Chan（陳玉華） 
香港城市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Workshop on ‘Asian Migration and Diasporas: Mobility, 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 -- Expert Meeting and Book Series Launch” 
補助金額：US$22,000 
執行期限：6 個月 

 
2. Chengxin Pan（潘成鑫） 
澳洲迪肯大學 
Deakin University (Australia) 
“Theorising China’s Rise in/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補助金額：US$15,080 
執行期限：6 個月 

 
3. James D. Frankel（傅健士）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slamic Arts in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Ethnographies of Islam in China” 
補助金額：US$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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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限：6 個月 
 

（四）新興地區獎助名單                                        
 
研究計畫類  
 
1. Wei-lun Lu（呂維倫） 
捷克馬薩里克大學 
Masaryk University (Czech Republic) 
“The Language of Death in Contemporary Taiwan: Evidence from Condolatory 
Idioms, Presidential Eulogies and the Self-introductions of Undertakers” 
補助金額：US$24,000 
執行期限：3 年 

 
2. Maja Veselič 
斯洛文尼亞盧布亞那大學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Slovenia)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Disaster Respons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nd 
China” 
補助金額：US$24,000 
執行期限：3 年 

 
3. Poh Chua Siah（謝保泉）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Malaysia) 
“Why do Students from Malaysia Chinese Independence Schools Choose to 
Continue their Tertiary Education in Taiwan?” 
補助金額：US$10,000 
執行期限：1 年 

 
4. Csaba István Moldicz 
匈牙利應用科學大學布達佩斯商學院 
Budapest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Hungary)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補助金額：US$9,000 
執行期限：1 年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獎助計畫 

2016-2017 申請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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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範圍：中華文化研究、華人社會研究及臺灣研究。 

申請條件：國內外學術研究或教學機構（國內地區必須具備國際合作）。 

開放地區：國內、美洲、歐洲、亞太及新興漢學地區。 

補助類別：研究計畫、資料庫建置、研討會、出版補助、系列講座及學

者補助等。 

美洲、歐洲和亞太地區另提供博士論文撰寫獎學金。 

申請日期：一、每年 10 月 15 日（研究計畫、資料庫建置、系列講座及

學者補助等類別） 

二、研討會與出版補助類每年受理兩次 

● 9 月 15 日－執行時間在次年 1 月至 6 月 

● 1 月 15 日－執行時間在當年 7 月至 12 月 

＊請注意，本會新增「新興漢學地區」小額補助，提供中/東歐、東南

亞、中東與中亞地區研究機構申請，獎助類別包括系列講座、圖書館

補助、研究計畫，以及旅費補助。有意申請之學者或學生，請參閱本

會網頁。 

●基金會總部－有關國內、歐洲及亞太地區申請事宜 

 地址：臺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65 號 13F/B 

 電話：+886-2-2704-5333 

 傳真：+886-2-2701-6762 

 e-mail: cckf@ms1.hinet.net 

 http://www.cckf.org.tw/ 

●美洲辦事處－有關美洲地區申請事宜 

 地址：8361 B Greensboro Drive, McLean, VA 22102, USA 

 電話：+1-703-903-7460 

 傳真：+1-703-903-7462 

 e-mail: ccknao@aol.com 

 http://www.cck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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