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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簡訊（2018 年 2 月） 

 
 

一、學術交流 
1.本會長期支持韓國東亞研究所並贊助其青年學者獎助業務，有深厚的學術合

作關係，韓國東亞研究所因此邀請朱執行長雲漢出席其於一百零六年八月六

日至八日舉辦之「亞洲民主研究」國際學術論壇並擔任主持人，同時以「外

援對民主化的推展」為題發表論文；停留首爾期間，駐韓國代表處亦協助安

排朱執行長拜會延世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學系文正仁（Chung-in Moon）教

授、金宇祥（Woosang Kim）教授，雙方進行學術討論。 

2.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中國宋慶齡

基金會與本會共同主辦，並由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承辦之「第七屆兩岸歷史文

化研習營－荊楚文化」於一百零六年八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於武漢大學舉

行。陳副執行長純一於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赴武漢出席開幕式並代表本會致

詞，停留期間亦順道拜會武漢大學國際法律學研究所余敏友教授，彼此討論

交換意見。 

 

二、會務概況 
1.本會李前董事長亦園先生於民國一百零六年四月十八日因肺炎引發心臟衰

竭，病逝於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享年八十六歲。消息傳來，本會同仁深

感哀慟。李先生為國際知名人類學家，長期從事相關領域之研究與教育工

作，為國家培育無數新生代人類學者，如莊英章、徐正光、黃應貴、黃樹民、

陳中民、吳燕和、許木柱、臧振華、胡台麗等許多至今活躍於臺、港、美的

學者，均曾受教於李先生。基金會在國際間能累積學術公信力，在國際學術

界能樹立超然獨立的聲譽與尊重，李先生的付出與貢獻功不可沒。為追念李

先生對於基金會的貢獻，本會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於一百零六年九月

九日共同舉辦「李亦園院士追思會」與李院士紀念文物展。追思會由王心心

女士以南管吟唱〈心經〉揭開序幕，接著播放李先生紀念影片，本會錢復董

事、翁岳生董事亦到場致意，之後包括黃進興副院長、胡台麗所長、劉兆玄

院長、黃一農院士等皆上臺感懷追思李先生，朱執行長雲漢亦代表本會致

詞，場面溫馨感人。 

2.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十二日為本會成立三十周年，在這段歲月中，本會受到

眾多學者與社會人士的協助，而這些給予基金會幫助與支持的社會賢達以及

學術耆宿，也是本會的重要資產。為紀念這共同走過的三十年，擬規劃以長

期支持本會的董/監事、諮議委員以及國內外資深學者為對象，邀請他們擔

任三十周年系列講座的主講人，以其畢生研究精粹或人生智慧進行演說，希

望帶給國際學術界或社會大眾更好的學術觀點及人生啟發。本講座預計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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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零七年一月開始，持續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每年進行六至八場，而除於

國內舉辦外，亦規劃於美洲地區、歐洲地區及亞太地區辦理，並擬與本會海

外漢學中心及重要漢學機構合辦。 

 

三、各項計畫補助 

本會補助各項計畫，近期完成計畫、相關出版品，或其它獲獎殊榮者如下： 
1.本會 2014 年歐洲地區系列講座計畫得獎人李雅瑞（Astrid Lipinsky）博士所

帶領的維也納臺灣研究中心（Vienna Center for Taiwan Studies），致力於推動

臺奧學術研究及交流，因此榮獲第二十一屆「臺法文化獎」。維也納臺灣研

究中心成立於民國九十八年，由李雅瑞博士擔任中心主任。該中心隸屬維也

納大學漢學系，與政治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及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亦有密切合

作關係，並自成立之初，陸續邀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彭立忠教授及高

永光教授、中國文學系竺家寧教授、企業管理學系林月雲教授，以及公共行

政學系顏良恭教授等五位學者，以臺灣為主題，至該中心以及維也納大學漢

學系碩士班開授以中文講學之密集課程，讓當地學生透過文學、媒體與電影

更加認識臺灣。中心希望未來能帶動更多機構與學者投入臺歐間的學術研究

與文化交流。 

2.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執行之出版補助計畫「The Cool Mountains: 

Violence in Upland Southwest China, 1800-1956」已完成，並於一百零六年出

版由 Joseph Lawson 教授撰寫之英文專書，A Frontier Made Lawless: Violence 

in Upland Southwest China, 1800-1956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7)。 

3.丹麥北歐亞洲研究所易德波（Vibeke Børdahl）教授執行之出版補助計畫

「Western Han -- A Yangzhou Storyteller’s Script」已完成，並於一百零六年出

版由易德波教授與美國聖母大學葛良彦教授共同編譯之英文專書 Western 

Han: A Yangzhou Storyteller’s Script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17)。 

4.斯洛維尼亞亞洲藝術及考古歐洲聯合會 Nataša Vampelj Suhadolnik 教授執行

之學術研討會計畫「The 2nd Conference of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已完成，並繳交成果報告及會議手冊。 

5.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執行之二項出版補助計畫已完成，第一項為

「Two Centuries of Manchu Women Poets」，並於一百零六年出版由

Wilt L. Idema 教授編譯之英文專書 Two Centuries of Manchu Women Poets: An 

Antholog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第二項為「Reporting 

for China: How Chinese Correspondents Work with the World」，並於一百零六

年出版由 Pál Nyíri 教授撰寫之英文專書 Reporting for China: How Chinese 

Correspondents Work with the Worl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6.美國愛荷華大學陳爽教授執行之學者補助計畫「Social Formation under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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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ation: State Categories and Wealth Stratific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1815-1913」已完成，並繳交相關出版品，State-Sponsored Inequality: The 

Banner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獎助計畫 

2017-2018 申請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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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會總部－有關國內、美洲、歐洲、亞太及新興漢學地區申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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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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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