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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繭立一一漢學拂冤申心

三十 牢系碉溝動命鱷

 今年是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也是漢學研究中^心成立三十周年。為誌其慶，本中^心安排了

 多項別具意義的活動，既緬懷過往，亦開拓未來，期望在既有的基礎上繼續成長茁壯。活動

 如下^ 1.召開「臺灣漢學新世紀-一--漢學研究中心三十周年學術論壇」; 2．舉辦漢學研究申

 心三十周年成果展」及「漢學中心歷年獎助外籍學人館藏著作展」;氏成立漢學研究中心「世

 界漢學學友會」;上籌劃「民國一百、讀享『經』彩-----發現古人生活美學」經典導讀系列

 活動;氏合辦「國際圖書館專業館員研習班:漢學研究資源及服務」。

士臼室

 舉辦國際研討會，一向是漢學研究中心的業務

 要項之一，藉以促進國際學術之交流，並倡導新的

 學術議題。今年特聯合行政院國科會人文處，共同

 舉辦「臺灣漢學新世紀一一漢學研究中心三十周年

 學術論壇」。本會議訂於10月14至15日，在國家

 開。以「臺灣漢學」作為核心

 概念，探討漢學在臺灣文化場域中的形塑與生長，

 並關注臺灣在世界漢學網絡中的特殊位置。涉及的

 議題，既包含宏觀的漢學精神與學術機制，又具體

 考察文學、書畫、戲曲等領域的個別狀況。值

 國百年，以及漢學研究中心成立三-^-周年之際

 由本會議的舉辦，將可初步彰顯百年來人文學

 展的肌理與性格，展現出臺灣漢學自我省察以

 未來的積極意義。

 與以往本中心所辦研討會較為不同的是，這

 項會議的性質，定位在議題導向的學術論壇與面對

 大眾的文化講座之間。在王汎森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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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人:陳芳明(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所

 長)、林月惠(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

究員)

 後有一場綜合座談，探討「如何創造臺灣漢

 學的優勢?」，由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汎森院士主

 持。邀請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陳弱水教授、中文系

 鄭毓瑜教授、中研院文哲所所長鍾彩鈞教授、淡江

 大學中文系顏崑陽教授、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歷

 史系田浩(Hoy^^^ T^^^^an)教授與談，期望能總結

 出臺灣在人文領域的既有優勢在哪些方面，以及如

 何在大陸崛起後，繼續維持其優勢。

 二、漢學下弭穿己申心三十周年成果展

 配合「臺灣漢學新世

 紀」學術論壇的召開，漢學

 研究中心將於10月13-15日，

 在國際會議廳外之川堂，展

 出三十年來的業務成果。展

 出內容包括大圖輸出、實體

 展品和資料庫系統。大圖輸

 出以山組織任務、(2)特色

 館藏、(3)書刊編印、吵獎

 助學人、(5)學術活動為主

題;實體展品將展出本中心

 出版品、珍貴館藏、榮譽紀

 錄等。另安排電腦，展示本

 中心資料庫系統。藉此展

 示，簡明地呈現漢學中心

 三十年來的發展脈絡。

 此外，漢學中心並將整

 理國家圖書館所收藏，歷年

 獎助外籍訪問學人撰著圖書，

於10月11-16日在二樓閱覽

 大廳「主題書展區」展出「漢

學中心歷年獎助外籍學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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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著作展」，計約400餘冊;以便與會人士和一般

 讀者能一睹本中心訪問學人的學

 三、成立「IE男祥漢學學友會」

 為促進國際漢學的研究與交流，漢學研究中心

 自民國78年度起開始實施「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獎助」，提供世界各國研究漢學的外籍學人來回機

 票及研究補助費，供其來臺從事三個月至一年的研

 究，獎助等級分四級: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博士候選人。實施迄今已獎助過40個國家300餘位

 學人，成效斐然。

 為凝聚歷年獲獎訪問學人之向心力，及方便其

 相互連繫，以促進臺灣與國際學術文化更進一步的

 交流，並協助漢學中心推廣海外漢學，本中心特規

 劃「世界漢學學友會」，並將於10月13日「漢學研

 究中心三十周年慶祝會」上正式宣布成立。

世界漢學學友會的成員係曾獲本中心獎助來臺

 研究的學人，日後獲獎助者也陸續加入這個團體。

 為協助學友間建立連繫管道，本中心將以Facebook

 社群網站，作為學友們交誼聯絡的平臺;舉凡學術

 議題的探討、研究資料的互通、乃至世界各國學術

 資源的交流，都可透過此組織和平臺尋求支援，並

 傳達即時訊息。例如，某學友的研究機構要舉辦國

 際研討會，他可透過世界漢學學友會的Facebook尋

 求相關領域的學者，並初步探詢其意願。又如，甲

 學者需要乙學者研究機構收藏的資料，透過同為漢

 學中心學友的這層關係，或許可以託乙學者代為複

 印，而省卻舟車勞頓。這樣一來，歷來的訪問學人

 可藉此拓展其學術人脈，而本中心也能更即時全面

 的掌握全球各地的學術動態。

 世界漢學學友會成立初期，以漢學研究中心為

 基地，本中心除了Facebook上的互動，也會不定期

 舉辦一些學術及聯誼活動，如每年邀請兩、三位學

 友演講等，同時在《漢學研究通訊》及電子報上，

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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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世界學友會訊息的報導。待其正式運作且發展

 良好後，我們期待它能在各地設立分會，有如美國

 博爾布萊特學友會(Fu^bhhght Alumn]^ Associat^on)之

 成例。

 10月^^日「漢學研究中心三十周年慶祝會」

 上，除正式宣布「世界漢學學友會」成立，並歡迎

 歷年獎助學人回娘家外，本中心並將邀請歷任中心

 主任、歷屆指導委員、《漢學研究》編輯委員、(漢

 學研究通訊》各系所通訊員等對漢學中心之過往發

 展買獻良多的學界人士參加，藉此表達謝意，並共

 同回憶三十年來攜手合作的點點滴滴。
四

 民國一百、讀享  『右再
 口木步」

 漢學研究中心以往的服務對象，是國內外的人

 文學界，包括學術機構和研究學者。為了讓學術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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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廿 三卜口

 下紮根和普及化，我們開始與國家圖書館共同推廣

 經典導讀活動。讓中華歷史文化長河粹煉出的經典

 圖書，不只在學者案頭，在圖書館架上，也能透過

 導誼，讓一般民眾接近了解，從而增長智慧、開闊

 胸襟，兼又修養德性、變化氣質。

 今年適逢建國一百年，及本中心成立三十周

 年，我們特以「發現古人生活美學，為主題，精選

 了^0本與生活品味、茶藝、旅遊、情愛和待人處

 世之道相關的中國古籍，做為導讀對象，邀請知名

 專家學者主講，帶領讀者大眾體會經典的奧義，感

 悟美學真諦，汲取活水再造文化的創新能力，期使

 臺灣生活更加美好、精彩。

 導讚講座自本年9月8日國際素養日(In(ernat-

 ̂onal Llteracy Day)開始，為期三個月，開幕特聘傅

 佩榮教授主講「閱讀經典對現代人的啟發」。之後

 安排每週六下午2時，於國家圖書館簡報室分別導

 讀10本經典古籍。依時間先後將主講人和講題腮

列如下:

 王明蓀:「北宋都城汗京一一《東京夢9月10日

華錄

9月17日

9月24目

人小

10月1匡

 林明德:「茶．民俗．《茶經卜

 呂正惠:「唐代文學的奇花異草一《唐

 10月22日，柯慶明:「現代前夕，對傳統社會文化

 的回胖返顧一一說《老殘遊記卜

 10月29日，漢寶德:「明清之交的知性美學一一

 《閒情偶寄)」

 11月5日，梅家玲:「如風之飄，如水之流一一從

 《世說新語》看魏晉名士的生命情調與語言美

 學」

11月12日

遊學-

11月19日
"^
-‥

韻亢口

11月26日

 「大唐王朝的國際聯招與海p．L

 一《鏡花緣》的才女版圖，

 張曉風:「斯人不遠一一(幽夢影》導

 "踏查、旅行與臺灣認識論一一

 的幾種方法」

 配合經典導讀，國家圖書館並舉辦「讚享『經』

 彩一一發現古人生活美學」古籍經典特展暨經典主

 「古籍經典特展」於9月8日至10月27日

 在國家圖書館文教區一樓展覽廳展出，「經典主題書

 展」^W於 9月8日至12月7日在二樓閱覽大廳主

 題書展區展出，分別以本館館藏上述十書之古籍善

 本，及現今校釋、標點、翻印之各種版本為展示內

 容。藉由導讀講座和展覽，推動漢學經典古籍之現

 代化和普及化，以期讀者民眾能多加了解和閱讀古

 人智慧的結晶，體驗申華文化的奧妙精髓。

 王鴻泰:「在城市遭遇陌生人一一流;

 經典導讀講座@@王明蓀教授主講:「北宋都城汗京-
 《東京夢華錄汕

 經典導讚講座@@呂正惠教授主講:「唐代文學的奇花異草
 《唐人小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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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計  FF叮

 「2011年國際圖書館專業館員研習班:獵色
 漢學研究資源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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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與全球東亞圖書館及漢學研究機

 構交流密切，了解其對漢學研究資源運用之需求甚

 殷，因此，繼2009年開辦「國外圖書館專業館員

 工作坊」，提供國際東亞圖書館專業館員報名參加

 研修，且頗獲好評後，今(2011)年10月17至扒

 日，國家圖書館和漢學研究中心特繼續辦理「2^^^

 年國際圖書館專業館員研習班」，以「漢學研究資

 源及服務」為主題，為期5天。

 此次研習班，邀請到國內外專家學者就其研究

 與實務經驗發表專題演講，依議程分列如下:

 1．王明珂(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漢學研究的邊

 緣主題與材料」。

 2．曾淑賢(國家圖書館館長)|「漢學研究中心下一

 個三十年的期許，。

 3．王羅傑(Roger Greatrex '瑞典隆fit (Lund)

 大學東亞系教授) : nA LoSt Her^tage: Natura^

D^sasters, Man^made Calam^t^es and Ch^na'^ Materia^

Culture" o

 4．盧錦堂(臺北大學古典文獻所教授) :「古籍版本

 數位化與鑑定維護」。

 5．謝國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臺灣

史研究之數位資源系統一一以中研院臺史所建置

 者為例」。

6. L^^n K^m Char (Pr^nc^pal L^brar^an profess^onal

 Serv^coS^ Nationa^ L^brary Boar^d, S^ngapore) :「新加

 坡國家圖書館中文館藏資源與服務」。

 專題演講之外，邀集國內重要機構(包括中央

 研究院、故宮博物院、臺灣大學圖書館、國家電影

 資料館等)分享其數位典藏現況與發展。此外，並

安排參觀相關圖書館及文化景點(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太陽能圖書

 館、臺灣大學圖書館、蘭陽博物館、傳統藝術中心

 等)。授課內容十分充貫而多元。

 此次研習班，計有來自美國、加拿大、馬來西

 亞、澳洲、新加坡、香港、澳門等各國東亞圖書館

 員共計29位學員報名參加，預期能發揮整合國內

 漢學研究資源並將之行銷海外的效益。

 此外，木中心編印之《漢學研究》，亦於本年

 六月號(第29巷第2期) -^U載「重寫文學史一一

 中國文學史新論專輯」，作為本中心成立三十周年

 的獻禮。本專輯由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王曖玲研究員

 主編並撰寫導論，刊登了王德威院士、王安祈、李

 元皓、李爽學、陳國球、梅家玲、曹淑娟、廖肇

 亨、顏健富等教授的大作，從文學發展之語境與思

 潮、感官世界、性別論述、現代性、域外漢籍與文

 化交流等面向，重新詮釋文學史。

 透過上述的種種活動，可見漢學研究中心將

 三十周年視為一個里程碑，既回顧以往中心自身發

 展的軌跡，也關切臺灣整體漢學的脈絡與前景;既

 維持其一貫的學術取向，也企圖將學術普及，倡導

大眾閱讀經典古籍;既著重本申心對臺灣本土學界

 的學術服務，更進^^步擴大對國際漢學界與圖書館

 學界的關注與連繫，期能建構一個蓬勃發展的漢學

 社群網絡。(耿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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