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第五屆台灣與東亞近代史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 

 
時  間：2020年 11月 14日(週六) 

地  點：國立政治大學達賢圖書館七樓羅家倫講堂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育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國家人

權博物館、自由思想基金會 

合辦單位：早稻田大學台灣研究所、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愛知大學大學院中國研究科、一橋大學

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立命館大學文學部 

時間 內容 

08:40-09:10 報到 

09:10-09:40 開幕式 

09:40-09:50 合影 

 第一場次  政經發展與人權 

09:50-12:00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評論人 

許雪姬 

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兼

所長 

王炘盛 

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班 

1945年~1949年統制經濟與兩

岸貿易對台幣匯率變化之影響 

曾獻緯 

臺灣大學 

歷史系博士後研究 

廖彥豪 

交通大學 

社會文化研究所 

博士班 

「必須保衛市民」：1950年代

初期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推動都

市土改的理想與困境 

魏玫娟 

政治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 

陳佳德 

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博士班 

國民黨本土派的形成： 

以增額立法委員為中心的探討

(1980-1989) 

李福鐘 

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橫山雄大 

東京大学大学院 

総合文化研究科 

国際社会科学専攻 

一九七〇年代大陸の対外経済

政策―資源政策を中心に― 

(線上發表) 

前田直樹 

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助理教授 

12:00-13:00 午餐 



 第二場次  殖民統治與教育 

13:00-14:40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評論人 

林果顯 

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副教授 

簡宏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際台灣學研究中心 

博士後訪問學員 

青年的蒙學經驗： 

國語學校校友會雜誌 

臺籍漢詩文作者的學習軌跡 

吳佩珍 

政治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三文字昌也 

東京大学工学系 

研究科博士後期 

日本統治時代の台湾の流動商

店（攤販）に対する政策・制

度と実態に関する研究 

(線上發表) 

顏杏如 

臺灣大學歷史系 

副教授 

石丸雅邦 

慈濟大學 

全人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雜誌から見た理蕃政策 

(1930-1945) 

鄭螢憶 

東吳大學 

歷史系助理教授 

14:40-15:00 茶敘 

 第三場次  女性、創作與精神生活 

15:00-17:10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評論人 

鄭麗榕 

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助理教授 

李怡瑩 

成功大學 

歷史學系所博士生 

初探近代台灣與日本婦女運動

──以 20世紀初期之婦女相關組

織為範疇 

陳姃湲 

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 

王輝 

香港浸會大學 

中文系博士班 

清中葉江南才媛理想婚姻生活方

式——以〈比屋聯吟圖〉為例 

(代為宣讀) 

劉季倫 

政治大學 

歷史系教授 

伊蒙樂 

一橋大學 

言語社會研究科 

博士後期 

台灣作家吳濁流的大陸經歷及

對其創作活動的影響──以其 40

年代的文學創作《胡志明》與

《波茨坦科長》的比較為中心 

(線上發表) 

曾士榮 

政治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 

副教授 

盧啟明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

歷史檔案館主任 

定根本土： 

穩定發展時期的南部長老教會

（1895-1935） 

鄭麗榕 

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助理教授 

17:10 閉幕式 



◎會議規則： 

一、 會議論文寫作可以使用中、英、日三種語言，但會議以中文進行。 

二、 論文宣讀人每位 15 分鐘，進行至 13 分鐘時按鈴。 

三、 論文評論人每篇 10 分鐘，進行至 8 分鐘時按鈴。 

四、 論文答辯時間為 5 分鐘，進行至 4 分鐘時按鈴。 

五、 與會者發問時間每人限 3 分鐘，進行至 2 分鐘時按鈴；發言人請先說明姓名與服務

單位。 

六、 評論人及發言人如有書面意見，請在每場討論會結束後交給控鈴記錄人員。 

七、 會議論文非經原作者同意，不得任意引用。 

八、 會議進行時非經同意，請勿攝影、錄音；如欲攝影、錄音請洽主辦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