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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ing a Global Academic Exchange Platform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cademic Activities

 漢學研究中心本於「倡導漢學研究風氣、策畫並推動漢學整體之研究與發展、協調國肉

 外漢學研究之合作與交流，以及提供學術性之服務」的宗旨，30年來舉辦過多項學術活動，

 包括邀集漢學專家學者研擬專題，聯合國內各學術機構集結眾力舉辦國際性學術研討會議，

 廣邀國際知名漢學研究學者蒞臺發表論文，自73年起，先後舉辦國際性大型學術研討會約60

 場，學術討論會近200場，藉此以有效活化國內漢學機構的職能，繁榮臺灣漢學研究成果。

 此外，自74年起即槓極參加海外之國際會議與書展，包括全美中國研究協會^AAC^) ^

 美國亞洲學會(AAS)、歐洲漢學學會雙年會(EACS)、泱大利亞中國研究協會(CSAA)等約

 50場。並於會後，將展示書籍贈予主辦國圖書館，不僅厚植其中文館藏、深耕於當地，也藉

 此宣揚臺灣漢學研究成果於國際，讓國際漢學界了解臺灣的漢學研究成果及出版近況，藉以

 強化臺灣與國際間各重要漢學機構之學術合作與交流。

 、國際學術 "寸 旨、l

 為增加國內外學人漢學研究的交流，並提昇

 國內研究風氣，兼藉會議共謀資料蒐集與利用，

漢學研究中心自成立以來主辦或聯合各學術機構

 不定期舉辦國際性會議。自73年起，先後舉辦

 國際性大型學術研討會，計23場，平均每年舉

 辦一次大型國際研討會，除早期尚未搬遷至臺北

 市中山南路新館前，曾在大學校園舉行外，大抵

 皆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召開。在會議主題

 上，約可分為三類:一是與圖書文獻學相關的主

 題，如方志學、漢學研究資源、兩岸古籍整理、

 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地方文獻等研討會，此類

 研討會多與國家圖書館合辦。二是與民俗文化d;目

 關的主題，如明代戲曲小說、民間文學、民間信

 仰與中國文化、寺廟與民間文化、中國祭祀儀式

 與儀式戲劇、中國神話與傳說、社會民族與文化

 展演等，此類研討會多由王秋桂教授籌劃，多年

 來已累積相當的研究成果。三是具開創性質的研

 討會，如75年召開的敦煌學研討會，係國內首

 度舉辦，帶動研究風潮;又如申國人的價值觀、

 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空間移動之

 文化詮釋等主題，都是國內首度嘗試的主題，有

 開拓研究領域，倡導科際整合研究的作用。

本中心召開的研討會在會議的籌劃與進行

 上，有以下幾項特色:一是會議論文多半以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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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讀，包括與會之外國學者。一般國際研討會，

 通常皆以英文進行，即使是在臺灣舉行的會議;

 然本中心召開的研討會皆以「漢學」為範疇，與

 會者也多國際知名的漢學家，是以會議上多鼓勵

 國外學者以中文發表，如此對於國內學者和研究

 生，較能去除語言上的障礙，方便理解論文內容

 和溝通討論。二是籌劃周詳，從議題的選定至會

 議召開，籌備期多歷時一年以上，俾使與會學者

 能有充分的時間撰寫論文。而且儘量在會前一週

 就讓與會者^^所有的會議論文，如此方能事先

承

 研讀，會議的討論才易進行並收實效，這點常

 令與會者印深刻且頗獲好評。三是經驗豐富，

 本中心從會刊籌備委員會的組成、邀請學者、預

 訂旅館、印製論文和手冊，至會期中報到接待工

麗

 作、議事流呈的控制、餐點晚宴的安排、新聞稿

 的發布…‥"等，郡能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地順利

 完成。各次會議論文通過審查後

 式論文集，品質廣受國際矚目。

二仁

 因此，除了上述本中心實際主辦的研討會

 外，本中心也常接受各大學系所或學術研究團

 體邀約，參與一些研討會的舉辦，或提供人力

 支援，或分攤部分經費。例如:「第二屆敦煌學

 國際研討會」(79．7．9-11，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

 主辦，本中心協辦)、「海峽兩岸民間文學與通

 俗文學研討會」(83.11.17，與中國文化大學中

 文系所合辦)、「第四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

 會」(84．9．21-23，與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輔仁

 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合辦)、「人的素質學術研討

 會」(88．3．29-31，法鼓人文社會學院主辦，本中

 心協辦)、「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學術研討會」

 (89．4．28-30，與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合辦)、「儀

 式、戲劇與民俗學術研討會」(89．6．5-T，清華大

 學人類學所和施合鄭基金會主辦，本中心協辦)、

 「輔仁大學第二屆漢學國際研討會」(93.11.5-6 1

 輔仁大學、國家圖書館主辦，輔仁大學華裔學志

 漢學研究中心、輔仁大學法文系、本中心協辦)、

 「東亞視域中的『中國性口與^歐洲性』國際學

 干討會」(94．9．18-14，與臺灣大學東亞文明中

 心、美國Rutgers大學東亞語文系合辦)、「第三

 屆漢學國際研討會」(94.11.25-26，與輔仁大學華

 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合辦)、「屈萬里百歲誕辰國

 際學術研討會」(95．9．15-16，與臺大中文系、中

 央研究院史語所共同主辦)、「脯仁大學第五屆漢

 學國際研討會」(96.11.23-24，輔仁大學華裔學志

 漢學研究中心主辦，木中心協辦)、「超越文本:

 漢學國際化視野中的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史」國

 際論壇(97.5.24，與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

 合辦)、「超越文本:多元文化史視野中的物質文

 化」國際論壇(97.9.19，與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

 究中心合辦)、「白先勇的藝文世界」系列講座

 (97．9．20-21，與臺灣大學、臺北大學、臺灣師範

 大學分別舉辦)、「超越文本『物質文化的研究新

 視野』國際論壇(98．9．1-2，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

 究中心合辦)、「高羅佩與物質文化研究」系列國

 際論壇(99．4．18，與清華大學合辦)、「2010國際

 漢學與東亞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99.6t24-25 ?

 與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合辦)、「杜希

 德與二+世紀歐美漢學^典範大轉移』一一《劍

 橋中華文史叢干吩四十週年紀念國際研討會」

 (99.11.23-24，與兩岸清華大學合辦)、「收藏中

 國一一高羅佩的遺產」(99.12.14，與清華大學合

 辦)、「唐代文史研究的新視野:以物質文化為

 主一一紀念杜希德國際研討會」(99.12.21-23，與

 兩岸清華大學合辦)，「漢學視野申文學藝術與物

 質文化」臺北學術系列學術沙龍之三:評論高羅

 佩《書畫鑑賞彙編》座談會(100．3．25，與清華

 大學合辦)，「漢學視野中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

臺北學術系列學術沙龍之四:戲曲與物質文化

 (100．5．31，與清華大學合辦)，「漢學視野中的文

 學藝術與物質文化」臺北學術系列沙龍之五一一

 晚清海外遊記與物質文4t (100.9.30，與清華大

 學合辦)等。

 本中心主辦之23場國際研討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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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漢學研究資源國際研討會

 與國家圖書館合辦，於民國7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國

 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主題為漢學研究與資源之合作發展，

 包括各國漢學研究的現況及其問題、各國漢學資源的現況及其問題、

 漢學研究資源的整理與運用、漢學研究資源的自動化處理，以及漢

 學研究之合作與資源交流等五項。共宣讀40篇論文。配合會議編印

 出版《臺灣地區漢學資源選介》。(右圖為蔣復聰院士致辭)

潑
橄

Jl-M

 ;X;蕊

 與國家圖書館合辦，於民國74年4月1至4日在師大綜合大樓

 會議室舉行。會議主題係方志學的理論及其利用、臺灣方志及地方

 史料、現存方志的蒐藏與編目等三項，宣讀論文袖篇。配合會議並

 出版《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圖為方志學國際研討會歡

 迎酒會，左三:昌彼得教授，左五:陳捷先教授。

 3．敦煌學國際研討會

 由本中心主辦，國家圖書館和中國文化大學敦煌學會協辦，於

 民國75年8月1至3日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教育部李煥

 部長親臨致開幕詞，會中對敦煌之寫本、詩詞、教育、變文、卷契、

 壁畫等主題進行討論，計發表論文盯篇。配合會議有主題論著展

 覽。這項會議是國家圖書館中山南路館舍國際會議廳的首次啟用。

 圖為文建會前主委陳奇祿先生。

 4．明代戲曲小說國際研討會

 與清華大學中文系、政治大學中文系聯合主辦，於民國76年8

 月7至9日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主題包括明代雜劇、

 明代傳奇、章回小說、話本小說、文言小說五項，共提出論文36

 篇，分10個主題場次進行。配合會議安排曲藝戲劇節目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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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國思想史國際研討會

 與清華大學合辦，於民國73年12月16至18日在新竹清大舉

 行。主題係以申國傳統思想範疇如埋、氣、心、性等問題，探索傳

 統申國哲學的內在邏帽性及其思考模式的特色，有國內外專家學者

 55:A參加，計宣讀論文比篇。會後並在臺北邀集九位與會學者舉行

 「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前瞻座談會」。

 申^國，思，吉丘匡乙史^國^俘干手矽干言二打會
 ̂NTERNATlONAL SY^l^紅^^^ 1沖4^了八
 CH^N也H行^NTI^^ ^T^^A乞t卜t卜^(^^J卜

 2．方志學國際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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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民間文學國際研討會

 於民國78年9月4至7日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研討

 主題為民間文學的理論與研究歷史、當前民間文學的蒐集與口頭的

 民間文學、過去經文字紀錄的民間文學、漢族與少數民族及日韓越

 民間文學的比較研究、民間傳說專題研究等五項，分14場次宣讀論

 文40篇。此次研討會除邀請學者撰寫論文外，並公開徵文，經審查

 後納入議程，讓年輕學者也有機會在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配合會

 議並舉行「戲曲之夜」與「說唱歌謠之夜」(左圖)兩場表演。

 7．中國人的價值觀國際研討會

 和國家圖書館合辦，於民國80年5月23至25日在國家圖書館

 國際會議廳舉行，開幕典禮時，李總統登輝先生頒發書面賀詞。與

 會人士計有國內外人文、社會方面學者專家約二百餘人，研討主題

 有四^ (-)傳統價值觀及其對現代中國人的影響，(二)社會變遷與

 現代中國的價值重建，(三)價值觀與經濟發展，(四)當前臺灣社會

 現象與價值觀，共發表論文折篇。圖為楊崇森館長(右三)與部分

 與會人員合影。

 8．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

 為慶祝國家圖書館六十周年館慶，本中心與國家圖書館共同主

 辦，於民國82年4月26至28日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研

 究主題包括民間信仰的淵源與流派、教義與思想、儀式與神話、規

 範與組織，以及從人文和社會各學科探討民間信仰，教育部郭為藩

 部長親臨開幕典禮致詞，共宣讀論文28篇。配合會議安排「貴州安

 順地戲團」攤戲表演(左圖);及參觀臺灣分館「臺灣民俗器物展」。

 9．寺廟與民間文化研討會

 由行政院文建會策劃主辦，本中心承辦，於民國83年3月18

 至20口假臺南縣南鯤鯓代天府慷榔山莊舉行。研討主題|?(-)寺

 廟與民間文化的過去與現況，(二)寺廟的組織與運作，(三)民間

 信仰與儀式活動，(四)廟會與表演藝術，(五)寺廟與文化發展(行

 政、政策)。宣讀論文25篇。此係83年度全國文藝季活動之一，會

 期間並參觀南瀛代天府靜態展覽和「南瀛藝陣傳奇」表演活動。

漢學研究通訊30 ; 3 (總^^9期)民國^^0年8月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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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中國祭祀儀式與儀式戲劇研討會

 與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共同主辦，

 於民國83年5月12日至14日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共宣

 讀23篇論文。

 11．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

 與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合辦，於民國84年4月21至23日在

 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李副總統元簇先生(右圖)親臨致開

 幕詞。研討主題為漢民族和少數民族神話傳說研究，神話的象徵、

 結構與文學理論，神話傳說的社會、政治意義，神話傳說與宗教信

 仰、儀式以及民俗文化的關係等，共宣讀論文33篇。

 12．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討會

 與國家圖書館、大陸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共同主

 辦，於民國85年4月21至23日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會

 議主題為四十年來古籍整理之成果，子題為古籍整理工作的檢討與

 回顧、古籍資源共享與網路建設，以及交流與展望(座談)，共發表

 論文47篇。配合會議有圖書展覽，展出國內四十年古籍整理成果及

 書刊。此為本中心首度與大陸單位合辦研討會，雙方並議定本會議

 由海峽兩岸輪流舉辦，長期合作。圖左起:金榮華教授、安平秋教

 授、邱變友教授。

 13．申國家庭及其倫理研討會

 與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合辦，於民國87年4月21至23日在

 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就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哲學及

 歷史學等不同角度對中國家庭與倫理此一重要課題作深入探討。行

 政院副院長劉兆玄親臨開幕式致詞，會中發表論文24篇。

 14．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

 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遠流出版公司共同主辦，於民國87午11

 月4至6日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臘舉行，研討主題包括: 1．金庸

 小說的作品分析與人物研究，2．金庸小說的社會、政治結構研究，3．

 金庸小說的宗教信仰、民俗與文化研究，4．從其他學科(如心理學、

 數學等)探討金庸小說。副總統連戰先生蒞臨開幕式致詞，會中宣

 讀論文28篇。配合會議舉辦「俠者風貌一一金庸小說版本展」。由

 於金庸的魅力，此項研討會引起群眾與媒體極大的關注。圖為記者

 會中申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胡小偉研究員(左)、國家圖書館莊

 芳榮館長(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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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社會、民族與文化展演國際研討會

 為慶祝李亦園院士榮獲行政院文化獎，由行政院文建會主辦，

 本中心與清華大學人類學所、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共同承辦，於民國

 88年5月28至30日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研討主題係李

 院士多年來研究與關注的領域，包括:中國少數民族、社會與文化，

 臺灣南島語族社會與文化，儀式、戲劇與文化展演，漢人民間宗教，

 「氣」的醫學與文化，海外華人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的應用等。原預

 計發表論文32篇，但因故大陸學者悉數未能赴臺，所以會申實際宣

 讀論文21篇。配合會議舉辦「李亦園院士學思展」(左圖)。

 16．臺灣語言學的創造力學術研討會

於民國89年1月14至15日在國家圖書館簡報室和國際會議廳

 舉行。本研討會主旨在顯現臺灣語言學界新世紀主力學者的開拓成果

 和總體創造力，故聚焦於語言學的各個次領域，並以之為各場次的議

 題;會議計分七個場次，宣讀20篇論文。這項研討會的原始動機是

 為籌編《漢學研究》「語言學專輯」，係本中心首度舉辦的申型國內研

 討會。(圖左起:何大安教授、莊芳榮館長)

 17．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學術研討會

 與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合辦，於民國初年4月28至30日在國家

 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研討主題包括明人文集文本的研究、明人

 文集與史部載籍的比較研究、明人文集與明代各方面的專題研究、

 明人文集的整理概況等四項，計宣讀論文42篇。配合會議舉辦「明

 人文集特展」。

 18．朱子學與東亞文明一一紀念朱子逝世八百週年朱子學會議

 與申央研究院文哲所籌備處、清華大學中文系台辦，於民國89

 年11月16至18日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研討子題包括朱

 子學與近代東亞、朱子與間臺儒學、朱子的語文學與經典詮釋、朱

 于學與科學論述等四項，共宣讀論文27篇。配合會議委由何創時書

 法藝術基金會舉辦「近代東亞鴻儒書法展」(左圖)。

 19．第三次兩岸古籍整理研究學術研討會

 與大陸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合辦，於民國90年4

 月18至19日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研討主題訂為: 1．古

 典文獻的考訂及研究，2．兩岸對於海外現存中國古籍的調查、蒐集、

 整理與利用現況與展望，3．兩岸現藏域外漢籍的收藏與利用，計宣

 讀論文4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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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 國際學術研

 由本中心主辦，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中國近代史學會協辦，

 於民國90年8月20至22日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中央研

 究院李遠哲院長親臨開幕式致詞(右圖)，會中宣讀論文25篇。配

 合會議並舉辦京劇晚會，演出新編戲曲「潘金蓮」。這次研討會在會

 前6月29日由明清研究會規劃了一場會前會，就此主題邀集與會學

 者凝聚共識，作為正式會議討論的基礎。

 21．地方文獻學術研討會

 與國家圖書館和行政院文建會共同主辦，於民國叭年10月16

 至18日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研討子題訂為地方文獻的蒐

 集、整埋、研究、運用等四方面。開幕式邀請國史館館長張炎憲、

 文建會副主委吳密察專題演講，其後分八場次宣讀論文33篇。配合

 會議並舉辦「地方文獻資料特展」。

 22．數位時代漢學研究資源國際研討會

 與國家圖書館共同主辦，於民國93年12月7至9日在國家圖

 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該會議是為因應21世紀，網際網路(^nterne^)

 的時代，世界各國典藏漢學資料的圖書館大都積極進行數位化工作，

 且已有具體的成果。為方便各國之間對已數位化的漢學資源交流經

 驗，分享成果，木次會議共邀請了國內外27位漢學資源相關的學者

 發表論文。配合會議並舉辦「數位時代漢學研究資訊展」。國際會議

 廳舉行。配合會議並舉辦「數位時代漢學研究資訊展」(右圖)。

 23．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

 與臺灣大學文學院、中興大學文學院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

 究所共同主辦，於民國97年3月26至28日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

 廳舉行。針對「空間移動」這個方興未艾的議題，設定五項指標:

 1.變動/穩定，2．複製/再現，3．跨界/再結構，4．冒險/追求，

 5.想像丫實踐，探索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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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十什

 為介紹我國漢學研究成果，增進國際文化交

 流，本中心自74年起，開始在美國舉辦書展，

 以介紹推廣本中心和臺灣的學術出版品。 主要

 的有兩項:一是「全美中國研究協會」(^meriCan

 Assoc^ation for Ch^nese Stud^eSl簡稱AAC^)^二是

 「美國亞洲學會」(^ssociation FOr As^a^] Stud^es，簡稱

 AAS)，在每年三、四月間召開年會時，都會配合舉

 辦盛大的國際書展，自77年起，本中心開始參加

 該書展，與國家圖書館各租一個攤位，展出我國出

 版品及本申心出版書刊。除展現我國漢學研究成果

 外，並藉派員赴會的機會，推展宣傳本中心業務，

 進而和世界各國的漢學家交誼連繫，建立良好的關

 係。

 自8^年起，為加強臺灣與歐洲漢學界的連

 繫和交流，開始參加第九屆歐洲漢學學會雙年

 會(European Assocta^^on for Ch^nese Stud^es,簡稱

 EACS)。該學會為一非營利性的國際組織，代表全

 歐洲漢學家。其設立目的在於推動並促進歐洲漢學

 研究相關的學術活動。期間曾中斷七屆，至防年

才開始積極恢復參加此一歐洲漢學界 大的學術組

 織雙年會，在第16 ^ 17 ^ 18屆雙年會，本中心在

 年會中舉辦圖書展覽，展出臺灣近三年來漢學吋

 之人文及社會科學出版品，藉此宣傳我國的學不

 果與出版近況，展後將參展圖書贈送當地東亞圖;

 館，以促進文化交流。

 除此二項定期參加的書展外，82年起連續參

 加三屆「澳大利亞中國研究協會」(^^]^^lese Stud^es

 Assoc^ation Of AuStra^^a，簡稱CSAA)雙年會的書展

 (第三屆至第五屆)，此係由行政院新聞局、國家圖

 書館和本中心聯合舉辦。81年9月，配合歐洲漢學

 學會第九屆會議的召開，上述三單位又共同在法國

 巴黎法蘭西學院舉辦「中華民國中文書展」;同年

 凹月，為協助德國萊比錫大學發展孔學專題研究，

 本中心在該校舉辦「孔學專題研究書展」，展後書

 刊皆贈予當地大學或研究機構收藏。本中心歷年參

加國際書展一覽表(詳見附錄)

不僅厚植其中

 文館藏、深耕於當地，也能獲得該圖書館的重視和

 感謝。這些周邊效益不僅提高臺灣能見度，也讓國

 內官方組織與國外學者以文會友，更能吸引海外學

 界的華人或是關注臺灣研究的學者，進一步了解臺

 灣的學術環境，獲取正面的資訊。

 國際各大漢學盛會申，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漢學

 研究學者及研究生參與，本中心派員前往參加，能

 面對面的直接與參觀書展的學者交流，不僅介紹參

 展的圖書，也推展我國在出版、學術和文化上的各

 項成就。參展過程中，本中心與許多歐洲研究的學

 者及國外漢學界建立起友好關係，出席年會，則是

 維繫情誼、加強合作與建立新關係的 佳時機。也

 希望政府與民間團體，能多給予贊助，日後將結合

 館外資源一同努力，在世界各地提供服務並進行資

 源合作。(廖箴)

 漢學研究中，b歷年參加國際書展一覽表

年度書展名稱地點

 民國74年AACS第27屆書展柏克萊

 民國75年AACS第28屆書展匹茲堡

 民國76年AACS第29屆書展華府

 民國77年AACS第30屆書展史丹福

 AAS第40屆書展舊金山

參展內容

690冊臺灣新出版漢學圖書

5^4冊臺灣新出月反漢學圖書

815冊臺灣新出版漢學書刊

 867冊臺灣斯出版漢學書千，^

本中^1^所出版之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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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書展名稱	地點
 民國78年	AACS第3^屆書展	懷俄明
 	AAS第4^屆書展	華府
 民國79年	AACS第32屆書展	加州大學Fullerton分叔
 	AAS第42屆書展	芝加哥
 民國80年	AACS第33屆書展	維吉尼亞
 	AAS第43屆書展	紐奧良
 民國81年	AACS第34屆書展	底4寺4韋
 	AAS第44屆書展	華府

 EACS第九屆歐洲漢學會議

 「中華民國中文書展」

參展內容

 706冊臺灣新出版漢學書千，^

 本中^L^所出版之書刊

 ̂000冊臺灣斯出版漢學書千．^

 本中^k_^所出版之書刊

^065冊臺灣新出版漢學書刊

 本中^kJ所出版之書刊

690冊臺灣新出版漢學書刊

 本中^^所出版之書千，^

巴黎^047冊臺灣新出^反漢學圖書

 ̂^學專題研究書展德國，萊比錫大學了^學研究專書、期刊五百餘冊

 民國82年AACS第35屆書展南卡羅萊納州，哥倫比563冊臺灣新出版漢學書刊
亞市

 AA弋S第45屆書展洛杉磯本中^L^所出版之書刊

 CSAA第三屆澳洲書展澳洲，布里斯本、雪梨981冊臺灣斯出版文史哲書刊

 民國83年AACS第36屆書展德州，聖安東尼奧774冊臺灣新出版漢學書刊

 AAS第46屆書展波士頓本中^^所出版之書刊

 民國84年AACS第37屆書展內華達州，雷諾市引4冊臺灣新出版漢學書刊

 AAS第47屆書展華府本中^^3^^「出版之書刊

 CSAA第四屆澳洲書展澳洲，雪梨200冊臺灣新出版文史哲書刊

 民國85年AACS第38屆書展馬里蘭7口冊臺灣新出版漢學書刊

 AA久S第48屆書展夏威夷檀香山易經學之書刊、本中^k^b出版品

 民國86年AACS第39屆書展賓夕法尼亞3^6冊臺灣新出版漢學書刊

 AAS第49屆書展芝加哥中國古典詩主題書刊、本中^L^出版。

 CSAA第五屆澳洲書展南澳洲，阿得雷得大學399冊臺灣斯出版文史哲書刊

 民國87年AACS第40屆書展紐約518冊臺灣新出版漢學書刊

 AAS第50屆書展華府文史哲主題學術期刊、本中^L3出版．

 民固88年AACS第41屆書展華府332冊臺灣新出版漢學書刊

 AA4S第5^屆書展波士頓口述歷史叢書、本中^L^^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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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書展名稱	地點
 民國的年	AACS第42屆書展	舊金山
 	AAS第52屆書展	聖地牙哥
 民國90年	AACS第43屆書展	芝加哥
 	AAS第53屆書展	芝加哥
 民國9^年	AAS第54屆書展	華府
 民國兜年	AAS第55屆書展	紐約
 民國94年	AAS第57屆書展	芝加哥
 民國95年	AAS第58屆書展	舊金山
 	EACS第^6屆書展	斯洛伐尼亞，盧布雅納
 民國96年	NATSA第^3屆書展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民國97年	AAS第60屆書展	亞特蘭大
 	EACS第^7屆書展	瑞典，倫德大學
 民國98年	AAS第6^屆書展	芝加哥
 民囤99年	AAS第62屆書展	費城
 	EACS第^8屆書展	扯脫生住亞，里加
 國^00年	AAS第63屆書展	夏威夷#j香山

參展內容

453冊臺灣新出版漢學書刊

 回首臺灣史料近百年、本中^^出版品

375冊臺灣新出版漢學圖書

 文學論著及作品選、本中^^b出版品

 200冊臺灣新出版漢學圖書、本中^^出版品

 僅派員參加會議，未辦書展

886冊臺灣新出版漢學圖書及本中^^出版品

 905冊臺灣新出版漢學圖書及本中^L^b出版品

64^冊臺灣新出版漢學圖書及本中^^出版品

 527冊臺灣新出版漢學固書及本中^L^^出版品

 600冊臺灣新出版漢學固書及本中^L^出版品

 6^7冊臺灣斯出版漢學圖書及本中^L^^出^反品

 343冊臺灣新出版漢學圖書及本中^k3出版品

 404冊臺灣新出版漢學圖書及本中^L3出版品

 729冊政府出版品、臺灣新出版漢學圖書及本

^^^出版品

 430冊臺灣新出版漢學圖書及本中^L^出版品

第^7屆歐洲漢學學會書展

美固亞洲學會第6^屆年會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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