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11次校務會議

文學院 工作報告

104.12.14至105.3.20

報告人：陳國榮代理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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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例行會議
1.104.12.15召開本院第3次院教評會議。

2.105.02.23召開本院第4次院教評會議。

3.105.02.23召開本院第4次主管會議。

4.105.03.08召開本院第5次院教評會議。

5.105.03.08召開本院第5次主管會議。

6.105.03.15召開本院第2次院務會議。

7.105.03.15召開本院第2次課程委員會議。

二、教師聘任
完成中文系、歷史系、哲學系等8位兼任教師聘任。

三、跨領域學分學程開設
為提升本院學生就業力，本院開設「華語文教學」、「藝術文物」
及「戲劇．創意．想像」等跨領域學分學程，相關課程持續開課。

院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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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部「戲劇創作與社會實踐2.0」計畫申請

本院申請教育部之「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
-「戲劇創作與社會實踐2.0」計畫，業於2月26日獲教
育部核定補助。本計畫以「戲劇創作與社會實踐」為目
標，培育具思考性、實踐性、文化素養、跨界眼光的人
才。

院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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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推動整合型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執行單位 內容

教卓計畫分項
2-1「體驗式人
文課程的推動
與革新」計畫

文學院 本計畫提供進階的人文精進課程，為人文課
程引入實際體驗、實務操作，並鼓勵學生嚐
試創意產出。透過體驗式人文課程，以及應
用文書寫作、編輯（採訪）實務、口語表
達……等工作坊，協助學生經由實際體驗與
實務操作，既能融入文學、藝術的情境，亦
能靈活運用人文知能面對現實生活，並且廣
泛而深入地接觸人文與社會。期盼此一結合
理論與實務，並將觸角延伸至產學合作領域
的嶄新課程，能讓學生經由大學的人文教育，
真切地接觸生活並繫聯社會脈動，達到大學
教育與社會教育無縫接軌的作用。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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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推動整合型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執行單位 內容

教育部戲劇創
作與社會實踐
2.0計畫

文學院 整合過去計畫累積的成果，以(1)『戲劇‧
創意‧想像』學分學程」(2)「劇場實作」
(3)「社會劇場」(4)「子衿劇本獎」四合
一的框架培育具思考性、實踐性、文化素
養、跨界眼光的人才。

中文系

媽祖文化研究
中心

文學院「媽
祖文化研究
中心」

一、推動雲端服務：
建置全台媽祖廟資訊平台。

二、推動跨域研究：
（一）籌辦媽祖學術議題研討、（二）舉辦
媽祖文化研習營、（三）舉辦中心專題系列
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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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推動整合型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執行單位 內容

台灣手語與日本
手語之方言學與
歷史語言學研究

文學院「手語
語言學台灣研
究中心」（中
心經費自籌）

台灣手語與日本手語有超過百年的歷史淵
源。蔡素娟教授受日方邀請，將於4月-7
月前往日本，主導台日合作研究之規劃與
統整。

【台灣手語線上
辭典】之推廣與
應用

文學院「手語
語言學台灣研
究中心」（中
心經費自籌）

由蔡素娟教授與戴浩一講座教授負責編纂
之【台灣手語線上辭典第三版】即將上線，
新增詞項，並增加「位置」與「手形」查
詢功能，為國際首創。【台灣手語線上辭
典APP】Android/iOS 應用系統，也在黃
仁竑教授所領導的「高速網路實驗室」協
助下研發完成，即將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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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

教學卓越計畫
分項2-1「體驗式人文課程的推動與革新」計畫

活動性質 課程名稱 教師 講者 講題/活動名稱 時間/地點

講解與實
作示範

地方知識、深度報
導與紀錄片製作

江寶釵
吳亦昕

黃淑梅
紀錄片導演的功
課

2015/12/10
文學院004-2

中文閱讀與生命書
寫-茶與文學

萇瑞松 許偉庭 茶學人生
2015/12/20
文學院116

茶道與文學 羅文玲
林浚騰
王麗娜

台灣茶與武夷岩
茶的對話

2016/01/07
文學院116

畢業製作與展演 鍾欣志 陳忻
畢業展演
演員訓練工作坊

2016/2/27-29
子衿劇場

戶外教學 旅遊英文 陳國榮 奇美博物館參訪
2015/12/18
台南奇美博物
館

成果展-
動態展演

戲劇演出與實務 劉德烜
戲劇公演──
真心不扇變

2015/12/11-12
演藝廳

劇本寫作與搬演 周力德 期末讀劇會
2016/1/8
子衿劇場

畢業製作與展演 鍾欣志
期末展演──
記得那個週末

2016/01/13
子衿劇場

華文戲劇選讀 鍾欣志 期末展演
2016/01/14
子衿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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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期召開教師會議、工作會議

三、定期舉辦教師社群、TA社群

四、建置茶道教室。

教學卓越計畫
分項2-1「體驗式人文課程的推動與革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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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各系所發展重點

系所 發展重點 內容

中文系 國際漢學 「國際漢學」列入系務國際化發展進程，2015年舉辦5
個系列10個場次的高端演講（講者為英國、日本、韓
國、捷克等國著名專家），講座系列成果將陸續編刊
於《中正漢學研究》。2016年持續國際漢學講座及工
作坊之規劃及邀約。

中文系 核心期刊編審出
版

《中正漢學研究》為中文系推動「國際化」大方向以
「國際漢學」作為主軸之系務發展架構的最重要媒介
與平台。

中文系 中文劇本創作人
才培育

中文系學士班著重中文劇本創作人才培育，已持續推
動6年，與文學院整合開設「戲劇‧創意‧想像」學分
學程，文院設立「子衿劇場」作為最佳實務設施，為
全國罕見之特色，獲系所評鑑委員一致讚許。本系結
合院廣向外界尋求計畫經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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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各系所發展重點

系所 發展重點 內容

外文系 開發文創動能、
培育外語人才

開設文創相關課程、結合跨領域知識技能、結
合課程舉辦創作競賽、文學語言跨界研究、發
展多元教材、教師專業發展、規劃統整橫向與
縱向語言訓練課程、建立學習支持系統、產學
合作及社會服務、國際學術交流

歷史系 中國中古史(秦
漢至北宋)

1.發展專業教學研究群

歷史系 中國中古史(秦
漢至北宋)

2.擬於105/11/4-11/5舉辦「漢化.胡化.洋化國
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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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各系所發展重點

系所 發展重點 內容
哲學系 發展跨領域學

程
強化跨領域學程「科技傳播與社會」的運作

哲學系 強化國際生招
生

期望透過碩博班之課程調整，吸引更多優秀學
生來本系就讀

語言所 華語教學 尋找國內外的華語教學實習學校

語言所 東南亞語言 幫助有興趣到東南亞地區擔任華語教學工作的
同學認識當地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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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各系所發展重點

系所 發展重點 內容

台文所 1.持續發展本所在地
在地教研特色
2.擴大國際學術合作
3.加強文化創意服務

1.嘉義在地歷史、文學文化、鄒族/
原住民學程等
2.舉辦國際研討會、學者短訪、交換
學生。簽署MOU
3.文化行銷之課程與實務，並與地方
產業/店家/縣市文化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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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發展各系所特色計畫

計畫名稱 執行單位 內容

各系所特色計畫 中文系 (一)中文系《中正漢學研究》編審出版，連
年收錄於科技部「臺灣人文學引文索引核心
期刊（THCI Core）」之列（2010～迄今），
是結合中文系教授專長並凝聚學術議題企畫
編輯的一份國際性學報。

各系所特色計畫 外文系 (二)全球化時代的個體與社群及外文系戲劇
公演 (針對個體與社群互動關係，開發相關
課程，建立課程綱要及教學示例，以改善外
文教學成效。而戲劇公演融合了學生在校四
年所學及英文相關活動累積之經驗與課程學
習作整合，作為學生畢業前的成果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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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發展各系所特色計畫

計畫名稱 執行單位 內容
各系所特色計畫 歷史系 (三)中國中古史教研圖書擴充暨學術交流

提振計畫

各系所特色計畫 哲學系 (四)吸引大學生就讀哲學研究所：當前英
美哲學最新發展研習營（補充說明：已於
2016年2月17-19日辦理，共吸引50名來自
全國各校大學生報名，經篩選30名參加；
預訂9月再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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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
《中正漢學研究》2015年12月號出版

本期專題名稱：佛經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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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
國際講座系列之五：韓國漢學及研究文獻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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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25周年慶典系列：
第一屆「子衿論衡：中文青年學者論壇」

由本系中文研究生學會發起，預
計於2016年3月5日（六）假文學
院國際會議廳，舉辦首屆「子衿
論衡：中文青年學者論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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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系

『105級英語戲劇公演』12/11,12/12

『英語說故事與英文書評比賽頒獎』
暨『全系導師生聚 』12/22

『第十一屆高中生外文營』 1/31-2/4

『論文發表』：3位教師，1位碩士生
。

『學術演講』：12/17,12/24 林舜卿

（大山旅行社總經理）旅遊英文講座、

3/7周序樺（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助研
究員）＂ Shangri-la Revisi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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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系

『榮譽榜』：陳玟君老師獲104年度青年學者獎。

蔡幸紋博士生獲科技部千里馬105年「補助博士生赴國外
研究」。大四唐孟沅、大三亞娜電子繪本作品獲桃園市
104年環境教育繪本活動評選佳作（指導老師陳玟君）

『課程校外教學』： 12/10 獨立山（大一作文陳月妙老
師） 、12/18 奇美博物館（旅遊英文陳國榮老師）

『導師生活動』：12/16 外文碩班（羅林老師） 、12/17
大二（蔡美玉老師） 、12/21 大三（丁碧玉老師）

『國際生、交換生座談』 ：2/25 張美芳老師。

『本學期交換生人數』：本系6位出國至姊妹校就讀、9位
國內外姊妹校學生至本系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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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論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時間 地點

郭靜云
教授

生命的本源與再生：
從石家河到盤龍城
喪葬禮儀中的祖先
牌位、陶缸與明器

紀念石家河遺
址考古60年學
術研討會

104/12/18-20 大陸湖北
省天門

郭靜云
教授

楚地文明最早的連
城網絡再考 (與廣
州中山大學郭立新
教授合著)

紀念石家河遺
址考古60年學
術研討會

104/12/18-20 大陸湖北
省天門

楊維真
教授

敢為天下先—論唐
繼堯與護國運動的
發動

護國運動100周
年紀念學術研
討會

104/12/25 大陸雲南
省昆明

歷史系
教師論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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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論文名稱 期刊名稱 日期 地點

李昭毅
助理教授

〈劉邦集團侍衛
組織的組成結構、
戰時職能與王朝
化歷程〉

《中華文史論叢》
2015年第4期

2015/12 上海

李昭毅
助理教授

〈西漢長安武庫
職官建置和兵器
管理制度〉

《早期中國史研究》
第7卷第2期

2015/12 臺北

歷史系
教師期刊論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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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系
教師學術交流

1. 楊維真教授於2016/01/19-01/21前往大陸南京
參加《中國抗日戰爭全史》第一次編書會議。

2. 楊維真教授因執行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於
105/01/23-01/28前往大陸北京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
蒐集資料。

3. 李昭毅助理教授於105/02/02前往中央研究院歷史語
言研究所 參加由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新力初聲」工
作坊與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駐臺北中心主辦之
「誰的古代中國？—古代中國研究青年學者研習會
（一）」。

4. 楊維真教授於105/03/18-03/21與本校代表團前往越
南參與本校招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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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論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時間 地點

邱詩螢
博士生

石家河文化神目
研究

紀念石家河遺址考
古60年學術研討會

104/12/18-
12/20

大陸湖北省天門

范梓浩
博士生

漢東地區泥質黑
陶葬儀芻議

紀念石家河遺址考
古60年學術研討會

104/12/18-
12/20

大陸湖北省天門

蔡名哲
博士生

盛京內務府檔案
中的旗人身分

2015 中央研究院
明清研究國際學術
研討會

104/12/10-
12/11

中央研究院

吳憶雯博
士生

華南糧作的配角
-以古籍史料所
現清代臺灣的麥
作為論述中心

《中正歷史學報》
第18期

2015/12 中正大學

蔡名哲
博士生

滿洲人的淳樸從
何談起－個研究
概念的探討

《成大歷史學報》
49期（THCI Core)

2015/12 成功大學

歷史系
學生論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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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系
學術演講

時間 講者 職稱 講題

105/03/10 杜子信
德國卡瑟爾大學歷史學
博士

德意志浪漫主義,德意志民族
運動與格林童話

105/03/17
黃宗鼎 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越

南研究博士
東南亞華人史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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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系
教師國外移地研究

姓名 國別 地點 時間

祖旭華副教授 日本 京都、橫濱 105/1/18～
105/2/2

祖旭華副教授 中國 澳門 104/12/8～
104/12/13

蔡行健教授 美國 紐約 105/1/19～
1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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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系
教師論文發表

姓名 論文名稱/講題 研討會/講座名稱 時間 地點

李國揚
助理教
授

Causal Models and 
the Ambiguity of 
Counterfactuals

APA Eastern Division 
Annual Meeting 

105/1/6-
105/1/9

美國

祖旭華
副教授

Shapelessness and 
Conceptual 
Incompetence

京都大學哲學研討會 105/1/20 日本

祖旭華
副教授

Shapelessness and 
Conceptual 
Incompetence

慶應大學倫理學研討會 105/1/28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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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系
舉辦「當前英美哲學最新發展」研習營

105年2月17日~2月19日
於文學院104教室舉辦

「當前英美哲學最新發

展」研習營，參與學員、

教師及研究生約54人，

學員於回饋單呈現皆表

示受益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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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系
學術演講

時間 講者 職稱 講題

104年12月10日 Susanna 
Schellenberg

Rutgers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ensory Character as a 
Mental Activity

105年1月6日 Alan Hájek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Research Schoo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hilosophical Heuristic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105年2月24日 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行
政學系副教授

自由與人的完整性

政治哲學的公共實踐：我
的個人經驗

105年3月2日 Guillaume 
Maranda

Laval University and St-
Lawrence College

In Defense of a Pluralist 
Account of Simpl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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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系
學術演講

時間 講者 職稱 講題

105年3月9日 李蕙容
美國堪薩斯大學哲學博
士

Irrationality as an Inner 
Inconsistency

105年3月16日 何宗興
英國南安普敦大學哲學
博士

Epistemic Normativity

105年3月16日 Ralf Bader 牛津大學教授
Organic wholes and organic 
parts

105年3月17日 Ralf Bader 牛津大學教授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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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16（三）Dr. Ralf Bader學術演講：Organic wholes and organic parts



語言所
學術演講

時間 講者 單位 講題

105/3/2 林皓 博士 上海復旦大學 上海手語疑問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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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專書/篇名 名稱 出版社名稱 時間 備註

張榮興
教授

《語言癌不癌？語言學
家的看法》/譬喻與修
辭：語言癌的深度剖析

聯經出版社 105年1月 何萬順、蔡維天、
張榮興、徐嘉惠、
魏美瑤、何德華
合著

何德華
教授

《語言癌不癌？語言學
家的看法》/語言癌不
癌:必也正名乎

聯經出版社 105年1月 何萬順、蔡維天、
張榮興、徐嘉惠、
魏美瑤、何德華
合著

何德華
教授

《Email discourse 
among Chinese using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
Negotiating personal 
relationship through 
email terms of address. 

Springer 
Singapore. 

105年 Yuanshan Chen, 
Victoria Rau, and 
Gerald Rau (Eds.)

語言所
教師著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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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文所
建教合作計畫

計畫名稱 執行單位 內容
Read Her—李德和
暨其琳瑯山閣周邊
研究

台文所 以嘉義女詩人李德和之文學、交遊為核心，
具體勾勒嘉義市之文學文化地景，作為行
銷在地的可能。預計完成研究論述、作品
輯佚/校注、作家傳記、李德和文學地圖。

主體性、知識典範
與部落發展-從誌述
導覽到食譜的形
構—鄒民族植物的
調查、創發與行銷

台文所 發掘鄒族之植物文化，包含植物知識、使
用/食用概況等。進而結合當地族人與廠商，
研發食材/食譜，以行銷其文化。預計出版
植物之論述、鄒族植物導覽」、創意食譜。

諸羅瑰寶，盒餅明
珠—許家銘餅舖新
創計畫

台文所 1.創新品牌設計行銷
2.電子商務系統設計
3.社群網頁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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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文所
建教合作計畫

計畫名稱 執行單位 內容

臺灣原住民族狩
獵暨漁撈文化研
究計畫—原委會

台文所 (一)完成蒐集、整理有關臺灣原住民族狩
獵暨漁撈文化之文獻。
(二)辦理16場次深度訪談、13場焦點團體
訪談、2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建構文化資產守
護網路-文化資
產學院第一期人
才培育計畫—文
化部文化資產局

台文所 1.開設文化個論現況介紹6門課，12學分。
實作課程4門課，共12學分。
2.規劃兩梯次的推廣研習營，推廣鄒族部
落。

12



台文所
教師論文發表

江寶釵教授，〈論連橫「地方」書寫中的兩種方式與寓意：
以〈臺灣史跡志〉、〈臺南古蹟志〉為觀察核心〉，中正漢
學期刊，2015年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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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文所
學術交流-邀請學者校內演講

104/12/12 105/3/25

桐花文學講座
主講：甘耀明

2016作家現身‧小說入門
主講：李喬（小說家）



台文所
學術交流-本所教師校外演講

104/12/17 105/03/12 105/03/23

晉級的文創．進擊的夢想－文字
與影像的策展台
主講：許劍橋

朝向一個中文書
寫「學術倫理」
的建構

當傳統書寫文化遇上現
代「學術倫理」
主講：江寶釵



台文所
國際交流

短期訪問學人

學者：趙季(開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及韓國漢詩研究)

訪問期間： 2015年11月18日至2016年2月3日
活動如下：

(1)舉辦「古典文學與文化」講座

(中朝詩歌交流的有趣特例─神智體、日本漢文詩話手寫序跋釋錄舉偶、
朝鮮名字別號的漢文化元素)
(2) 合作建構「野草呦呦互聯網」、

「東亞漢詩資料庫」

(3) 參與鄒族文化與傳藝採錄研習營

(4) 2016.01.07舉辦東亞漢詩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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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文所
國際交流

 2016國際東亞漢詩工作坊

與會學者：
江寶釵：中正大學中文系、台文所合聘教授
，台文所所長
黃美娥：台大台文所教授、所長
趙季：（中國）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
施芳瓏：（英國）倫敦政經學院教授
林淑慧：臺灣師範大學台文所教授
王建國：臺南大學國文系副教授
李知灝：虎尾科技大學通識中心助理教授
、課指組主任
梁鈞筌：中正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日期：2016年01月07日

46



台文所
學生培育

104/12/22 104/12/26 105/01/07 105/02/27
阿里山田調課程 原住民學程期末

報告
紀錄片成果發表 碩專班複試

文學MBA－台灣文學由「創意應用」到「創億加值」-置身文化現場的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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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文所
產學合作

105/01/08 許家銘地方SBIR期中報告

105/01/17 數位影像創意實踐

105/01/21 許家銘期中訪視

105/01/25 信義鄉公所產學合作會議

105/02/20 故宮南院茶敘邀請

105/02/26 信義鄉農會

105/03/02 狩獵計畫台北專家講座

105/03/04 故宮南院座談

105/03/09 山美社區發展協會合作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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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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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文化研究中心
中心工作

執行委員會會議

 105.01.12召開本中心第6次執行委員會會議。

諮詢委員會會議

 105.01.19召開諮詢委員會會議。

持續進行事項

 充實媽祖資訊平台網站。

 對外徵求參與科技部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行專題研究計畫」，

擴充中心研究能量。

 舉辦專題系列演講及活動。

21



媽祖文化研究中心

時間 主題 研習地點

1月2日
媽祖文化研習營 －
『新港奉天宮「乙未年啟建金籙慶成祈安護國七朝
清醮」普度大典參訪』

文學院101教室
新港奉天宮

3月12日 臺灣文史系列演講 －「台灣傳統啟蒙教材」 圖書館多元創意教室

跨域研究：專題演講及活動



媽祖文化研究中心
完成辦理「俄藏晚清木版年畫展」

年畫展相關活動

 1.19日舉辦「俄藏晚清木版年畫展」開幕茶會。

 3月1日舉辦蒲公英講座：「民俗畫中的圖像密碼」。

 辦理多次導覽，解答年畫的圖像密碼。

1月19日開幕荼會 導覽對象：監察院院長及監察委員

22



媽祖文化研究中心
俄藏晚清木版年畫展

展出效益

 推廣民俗教育、藝文活動：本次展覽自1月18日至3月6日止。參觀

人數超過數百名，獲得多數觀展民眾好評。

 拓增國際交流：吸引超過10家以上媒體，報導本次年畫展覽新聞。

拓增本校國際交流成效，推廣民俗、藝文活動之能見度。多家網路

媒體轉載本展覽相關報導的內容，確實達到本次展覽之目的。

聯合報 聯合報新聞

中國時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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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文化研究中心
俄藏晚清木版年畫展
展出效益

 推展跨校合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靜宜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及新港藝

術高中等單位，有意商借展品展出，可見本次年畫展覽具有研究價值及文化教

育意義。更藉此建立本中心與上述單位交流、合作的基礎。

 開啓跨國交流：俄羅斯國立宗教歷史博物館授權，在華人世界首次

展出這批年畫。該館副館長亦親自來台參加開幕式，對展出內容、

場地及佈置十分肯定，開啓中心與該館合作的良好機制。

左一：副館長；右一：俄國在台學者 24



媽祖文化研究中心
出版《媽祖研究書目》

出版目的

臺灣媽祖信仰蓬勃發展，相關研究

也數量可觀。媽祖學術研究是民間

信仰重要的研究議題，自日治時期

開始，到晚近十餘年媽祖研究的熱

潮，累積大量的研究資料，但是散

於各處，研究者查閱資料不易，因

此由中研院民族所張珣教授發起彚

編本書。
編者：張珣，楊玉君，編

出版機關：國立中正大學

出版年月：民國105年01月

ISBN/ISSN：978986047751

統一編號：10105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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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文化研究中心
出版《媽祖研究書目》

成果效益

 學術貢獻：本書共收錄18種研究分類，如媽祖的歷史、儀式、觀光

與文化、建築、藝術、社會經濟等，總計1442資料。提供民眾及學

術研究者能便捷翻查所需的文獻條目與現今研究趨向，減省檢索資

料的不便、滿足各方研究人員的需求。

 第一本媽祖研究書目：本書出版獲得多家平面媒體報導，提昇本校

在媽祖研究領域之能見度。

中國時報新聞 自由時報新聞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