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名稱   第九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 

時間地點 

  
2010 年 07 月 09 日-10 日  

台大文學院演講廳、文學院會議室 

主持人 

  

李瑞騰、鄭毓瑜、江寶釵、姚榮松、陳萬益、吳密察、黃英哲、柯慶明、廖振富、

林瑞明、陳昌明、楊秀芳 先生  

  

論文發表

人 

  

Andrea Bachner─美國／Dept. of Comparative Studies, Ohio State U.。 

王鈺婷─臺灣／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王萬睿─英國／艾塞特大學電影研究。 

赤松美和子─日本／大妻女子大学。 

呂淳鈺─美國／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 

呂焜霖─臺灣／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明田川聡士─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中文所。 

林以衡─臺灣／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林 崢─中國／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組。 

林肇豐─臺灣／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汪俊彥─美國／康乃爾大學戲劇研究所。 

金儒農─臺灣／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邵梅儀─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 

范 雪─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馬翊航─臺灣／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陳芷凡─臺灣／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陳淑容─臺灣／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陳孟君─臺灣／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陸方龍─臺灣／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許時嘉─日本／名古屋大學大學院言語文化研究科。 



梅開雅─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研究所。 

梁培琳─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 

梁慕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張琬琳─臺灣／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張凱滿─美國／Department of Languages, U. of Tulsa。 

彭春凌─中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楊佳嫻─臺灣／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蔡建鑫─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 

豐田周子─日本／關西學院大學。 

羅詩雲─臺灣／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陳姿瑾─臺灣／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特約討論

人 

  

郭玉雯、康來新、張瑞芬、張文薰、石曉楓、劉亮雅、江寶釵、李文卿、高嘉謙、

黃惠禎、柯慶明、張啟豐、朱慧足、陳國偉、紀一新、林鶴宜、黃宗儀、李癸雲、

楊智景、許甄倚、林文淇、陳儒修、簡秀珍、應鳳凰、孫大川、浦忠成、廖炳惠、

曾士榮、崔末順、李勤岸、黃錦樹  先生  

  

會議報導 

  

【文／國立台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三 林佩苓】 

     「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旨在於提供世界各地從事漢學研究之青年學

者，一個進行跨國、跨界研討與交流的優良學術平臺，此一會議主要由蔣經

國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支持，每年由臺灣或中國、北美的大學院校輪流承

辦。自 2001 年舉辦首屆會議以來，迄今已累積豐富可觀之成果，充分展現

海內外漢學研究生力軍的積極活力；因此，本會議之舉辦已被視為國際漢學

界之年度盛事。 



       第九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

會議」於 2010 年 7 月 9-10 日假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舉行，本屆會議由臺

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與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共同合辦，研討主題為「臺灣

文學與文化研究」。會議由臺大副校長陳泰然教授、國際長沈冬教授、臺大

臺文所所長梅家玲教授開幕致詞，會中邀請哈佛大學王德威講座教授、臺灣

大學典藏中心主任項潔教授進行學術演講，並由中研院士暨香港中文大學李

歐梵講座教授、臺大臺文所所長梅家玲教授分別主持兩場座談。本屆會議共

發表 30 篇論文，分為五大主題：「歷史記憶與文學想像」、「知識生產與

文化傳譯」、「日常生活與通俗文化」、「南島語言、傳說與文化」、「城

市、地域與跨界流動」，研究範疇涵括當前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重要議題。 

※     專題演講  

      王德威院士首先以〈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的新趨向〉為題進行開場演

講，王教授針對近年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之學術發展作脈絡性的回顧，進而

對本次漢學會議發表論文提出觀察報告，並以臺灣的主體性、時空論述、感

覺結構等主題為例，整合提示本次會議論文之研究面向；王教授認為，臺灣

文學與文化研究因歷史地理的特殊位置，蘊藏豐富的學術研究潛能，而以本

次青年學者的優秀論文看來，其中源源不絕之想像與動能，顯示未來的臺灣

文學與文化研究將大有可為。 



      項潔教授則針對學術資料之運用，講述〈臺大數位典藏資料的應用與臺灣

文史研究〉，首先略述臺大的數位典藏計畫，以及目前已建構完成之臺灣文

史研究相關數位資料庫；項潔教授進一步以淡新檔案的刑事訴訟案件為例，

現場示範其操作方法，並概述其於臺灣文史研究中之學術價值。 

※論文發表 

      本次會議來稿踴躍，廣獲來自世界各地如英、德、美、日、中國、香港、

新加坡、臺灣等地之青年學者響應，經審慎遴選後，合計錄取 30 篇論文進

行發表。  

      會議分為兩場地、三場次進行，第一天共計 16 篇論文發表。在「歷

史記憶與文學想像」主題中，與會青年學者在臺灣、中國、日本，跨地域之

歷史脈絡下，皆有深具創意之文學詮釋觀點；而在「知識生產與文化傳譯」

議題中，青年學者於文本譯寫、文化場域、語言傳播等則有深入之觀察。 

       會議第二天共計發表 14 篇論文。在「日常生活與通俗文化」場次中，青

年學者於文本、戲劇、電影皆有跨領域通俗文化之精彩論述；「南島語言、

傳說與文化」之議題中，青年學者則深入探析原住民書寫及論述之生成與變

異；此外，在「城市、地域與跨界流動」場次，青年學者以空間、地域為切

入點，探討文學與文化場域之生成，以及文本與影像的跨界流動。 



※     學者座談 

      本次研討會除了論文發表之外，亦安排兩場學術座談。第一場由梅家

玲教授主持「青年學者座談會」，並由分別來自美國加州大學、美國德州大

學、德國海德堡大學，以及中國復旦大學、臺灣大學的青年學者參與座談。

各國青年學者皆就其專業領域提供國際漢學研究之學術觀察，例如美國加州

大學的紀一新教授即以臺灣電影為例，提示跨領域研究新進路；李文卿博士

觀照日本學界進行中的臺灣文學研究，發現以臺灣文學為研究主題者漸多，

並已逐漸發展出跨領域、多方並行的新格局；中國復旦大學的左軼凡則觀察

到臺灣文學研究中，普遍對於臺灣地位與身分之迫切追尋，並提出臺灣文學

於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中之座標意義。 

      第二場由中研院士暨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李歐梵主持「資深學者總評座

談」，由美國聖地牙哥大學廖炳惠講座教授、加州大學奚密教授、日本愛知

大學黃英哲教授，以及臺灣大學的柯慶明教授聯合總評，於國際漢學研究議

題之開拓與深化，皆有示範性的對話與交流。與會學者多對於本次會議予以

肯定，認為本次會議發表論文於質量上皆有良好呈現，且於會議形式上亦有

創新，尤為國際漢學會議舉辦以來，首次以臺灣文學為研究主體，匯集海內

外跨地域、跨文化之研究成果，凸顯了臺灣研究於漢學研究領域中的新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