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屆「現代中國與東亞新格局」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第一日 108年 11月 1日 (五)  報到日 東華會館 

 

第二日 108年 11月 2日(六) 

8:30-9:00  報到  地點：人社三館  

第二日 108年 11月 2日(六)  

09:00-09:20 開幕式 國立東華大學朱景鵬副校長致詞 

09:20-09:30 大合照 人社一館大階梯 

休息(09:30-09:40) 

09:40-11:00                         論文發表一 

場地 編號 發表題目 發表人 

 

A 

 

人社三館 

階梯教室 B113 

 

 

主題： 現代中國的政治轉變 

主持人兼與談人：江沛 

A-1 
戰後中國的言論空間與憲政批判—以《觀察》《周論》

《新路》為素材— 
林禮釗 

A-2 現代中國政治の轉換と中共十一期三中全會 田中仁 

A-3 
“小荷才露尖尖角”：改革開放史研究可能性與可行性探

討 
王凜然 

 

B 

 

人社三館 

D101 會議室 

主題：人物傳記與歷史敘事  

主持人兼與談人：柳鏞泰 

B-1 毛澤東傳記的形成軌跡——從蕭三所著毛澤東傳記看毛澤

東形象的形成過程 
丸田孝志 

B-2 鶼鰈情深的革命伴侶是如何煉成的？——從新刊資料看汪

精衛與陳壁君兼談「汪派」的起源 
許育銘 

B-3 包悅卿生平史略考述 那日蘇 

11:00-11:10休息 

11:10-12:00圖書館塔樓導覽、參觀東華大學校園 

12:00-13:20午餐 

13:20-15:00                         論文發表二   

場地 編號 發表題目 發表人 

 

C 

 

人社三館 

階梯教室 B113 

主題：東亞史的建構與形塑  

主持人兼與談人：潘宗億 

C-1 學說的幽靈：當代中國之東亞史認識中的任那日本府說 柳鏞泰 

C-2 明清中國負面西方印象的初步生成——以漢語語境中的三

個佛郎機國為中心 

龐乃明 

C-3 華僑青年與東南亞戰場－以泰國為例 李道緝 

C-4 近代中國中等學校歷史教課中的"東洋史"認識變化 鄭世蓮 



 

 

D 

 

人社三館 

D101 會議室 

主題：經濟發展與環境挑戰 

主持人兼與談人：許衛東 

D-1 關於舟山養殖場沼氣利用情況的系統分析與展望 胡毓瑜 

D-2 從風險溝通角度探討《人民日報》在大氣汙染問題上的報

導變化 

許俊卿 

D-3 從生活環境主義角度對中國大規模畜禽養殖污染的解決策

的再探討 

張曼青 

D-4 日本在海南島的蓬萊稻種改良事業（1939-1945） 羅濬閎 

茶敘 (15:00-15:20) 

15:20-17:00                         論文發表三     

場地 編號 發表題目 發表人 

 

 

E 

 

人社三館 

階梯教室 B113 

 

主題：東亞局勢與外交場域 

主持人兼與談人：田中仁 

E-1 四一二政變後田中義一內閣“扶蔣反共”政策探究 王美平 

E-2 清末駐外公館的設立 鄭東然 

E-3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華董、華委和華人參政（1928-

1937） 

張閏先 

E-4 是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從《人民日報》的報導分

析當代中國外交政策 

王坤 

 

 

F 

 

人社三館 

D101 會議室 

主題：城鄉視角與文化流動 

主持人兼與談人：蔣竹山 

F-1 “北方經驗”：歷史人類學視野下的華北鄉村研究(1949-

2019) 

趙興勝 

F-2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中譯本中的猶太教與猶太人 劉慧 

F-3 現代蒙古族祭祀文化外譯的可行性研究 白莉莉 

F-4 改革開放以來晉南廟會和民間信仰——以洪洞廣勝寺廟會

為例 

張傑卿 

1730  晚宴 

 

 

 

 

 

 

 

 

 

 

 



第三日 108年 11月 3日(日) 

8:30-9:00  報到  地點：人社三館 

第三日 108年 11月 3日(日) 

09:00-10:20                          論文發表四      

場地 編號 發表題目 發表人 

 

 

G 

 

人社三館 

階梯教室 B113 

主題：東亞跨域經濟流動與在地化 

主持人兼與談人：陳彥良 

G -1 

 
黃台之瓜，何堪再摘？―2008年金融海嘯後香港製造業

供應鏈的流失問題及其影響的個案分析－ 
許衛東 

G -2 

 
在中國發展日資企業跨國經營的本土化戰略問題―以中

國勞動市場“發展空間”問題的分析及解決為中心― 
馬楚嫻 

G -3 

 
東方文化聯盟：1930年代大阪的亞洲主義 瀧口剛 

 

 

H 

 

人社三館 

D101 會議室 

主題：1919作為關鍵年代 

主持人兼與談人：丸田孝志 

H-1 傳媒、政爭、工商業與五四運動的形成 江沛 

H-2 
民初歸國留學生的職業選擇研究——以 1910年代的分析

為中心 
劉曉琴 

H-3 五四新文化運動期“再儒化”的第二次登場 池寬順 

茶敘休息(10:20-10:40) 

10:40-12:00                         論文發表五   

場地 編號 發表題目 發表人 

 

 

I 

 

人社三館 

階梯教室 B113 

主題：台灣宗教社群與政治案件 

主持人兼與談人：黃雯娟 

I-1 

 
東京台灣基督徒的社群網絡（1895-1945） 王政文 

I-2 

 
一九五 O年代白色恐怖在東臺灣—以「蘭陽工委會案」

和「羅東紙廠案」為中心 
陳進金 

 

 

J 

 

人社三館 

D101 會議室 

主題：日記中的戰爭圖像 

主持人兼與談人：張力 

J-1 

 
二戰的微觀史：從《竺可楨日記》看抗戰時期大後方重

慶的日常生活 
蔣竹山 

J-2 

 
抗戰時期北平淪陷區民眾的生活狀態—以《北平日記》

為主的考察 
任昊 

J-3 

 
國民黨基層視野下的蘇北淪陷區民眾抗戰心態—以《黃

體潤日記》為中心（1937—1940） 
郭丹 



午餐(12:00-13:20) 

13:20-14:40                         論文發表六   

場地 編號 發表題目 發表人 

 

K 

 

人社三館 

階梯教室 B113 

主題：清末到 21世紀中國的政治與外交 

主持人兼與談人：趙興勝 

K-1 關於戊戌政變前後保國會的評價變遷研究 八百谷晃義 

K-2 論宣統朝載灃與隆裕的權力交替及其影響 陶亞敏 

K-3 上海街道命名的權力、歷史與空間 黃雯娟 

 

L 

 

人社三館 

D101 會議室 

主題：日記中的家庭、社會與黨國 

主持人兼與談人：王政文 

L-1 
中日戰爭的爆發與臺灣的精神動員：兼論與日本本土的比

較 
鄒燦 

L-2 從日記看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的神經衰弱 陳政皓 

L-3 
日治時期台灣新式仕紳之家庭教養與親子關係──以日記

為中心的觀察 
彭詩庭 

14:40-15:00 茶敘時間 

15:00-16:00 

M 

 

人社三館 

階梯教室 B113 

榮退演講 

主題：檔案與歷史研究 

講者：張力 

主持人：田中仁 

 

16:00-16:10 休息 

16:10-17:10 

N 

 

人社三館 

階梯教室 B113 

 

圓桌論壇 

主題：中國社會變動與東亞新格局展望 

主持人：潘宗億 

引言人：江沛 

        許衛東 

        陳進金 

17:30-學術交流晚宴 

 

 

 

 

 

 

 

 

 

 

 



 

 

 

第四日  11月 4日(一) 東台灣史蹟參訪行程 

 

  07：30-08：00在東華會館集合搭遊覽車 

  8：00準時出發 

時間 地點 行程內容 備註 

08：00-08：40 

 

 

08：40-09：40 

東華會館- 

花蓮火車站- 

 

太魯閣遊客中心 

 

所有學者搭車，不參加東臺灣

參訪行程的學者在花蓮火車站

下車。 

接著驅車前往太魯閣國家公

園。 

代訂車次 

271車次 10:26火車

前往臺北，12:42分

抵達臺北。 

09：50-11:45 太魯閣國家公園

參訪(燕子口、九

曲洞) 

預計 09:40抵達太魯閣國家公

園。史蹟參訪：太魯閣國家公

園，除了有世界級的景觀，更

有當地太魯閣族的人文歷史，

透過此次參訪行程，促進兩岸

文化交流更加互相瞭解民族與

歷史、環境與民族發展等研究

異同。 

 

11：45-12：00 流芳橋 前往流芳橋搭遊覽車  

12：00-12：30 太魯閣國家公園 驅車前往用餐地點 

橫剛餐館 

 

12：30-13：30 橫剛餐館 享用午餐、交流 橫剛餐館:花蓮縣新

城鄉新興路 67號 

13：30-14：00 橫剛餐館-花蓮火

車站-臺北 

結束用餐，至花蓮火車站搭車 代訂車次 

225車次火車，15:25

出發前往臺北 

15：25-18:00 花蓮-臺北 花蓮-臺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