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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我！看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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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下旬，經由王信賢所長與幾位老師們的努力下，順利地與日本早稻田大

學亞洲太平洋研究科簽署合作協議，主要內容為雙方每年可交換數名研究生，藉由台

日在學術和學習上的合作，加深了解彼此互惠！ 

早稻田大學於 1882 年由日本

前內閣總理大臣大偎重信創立，

迄今已有 139 年的歷史，據 QS

世界大學排名，早稻田大學更名

列全世界前兩百名。早大是日本

私立大學中數一數二的佼佼者，

實力堅強的早大能與日本國內官

方大學匹敵。另外，經日本學生

支援機構 JASSO 的歷年統計，自

2009 年起早稻田大學一直是日本

國內留學生人數最多之大學！ 

而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科 Graduate School of Asia-Pacific Studies(GSAPS)，

為獨立研究科，研究著重於社會學、國際關係、區域研究及政策研究，亞太科的學生

和教職員工來自多個國家。由於國際生眾多之原因使之成為日本首屈一指的國際化、

文化多元性的研究科。此外，該科主辦之「亞洲區域一體化」全球研究機構更得到日

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的大力協助！ 

一樣是亞洲區域研究的夥伴、該科對於太平洋區域的多樣面向研究可以提供學生

不一樣的視野，相信未來在東亞所與早大亞太科的合作下，能夠為雙方帶來更多的研

究動能，為台灣及日本的中國研究增添更多不同的色彩。 

  

擴展國際交流 與早稻田大學簽署合作協議 



3 
 

 

 

 

 

 

 

今年五月中，突如其來的疫情改變了每

個台灣人的生活。為了防堵疫情的傳播，政

大在 5 月 17 日宣布全面遠距教學。疫情的突

然惡化，讓平時人山人海的校園喪失了生氣，

校園教職員工因應政府指引，執行分流遠距

工作，而我們的助教張姐惠梅仍然鎮守在東

亞所辦，為東亞所老師和學生們處理各項業

務。同時，所辦擔心學生的日常生活遇到困

難，也寄信關心同學們在疫情期間的生活及

學習情況，並且在同學們需要幫忙的時候適

時地提供協助。 

在遠距教學的政策下，也有許多

老師依然習慣來到學校利用所上教室

或個人研究室遠端上課。上圖為蔡文

軒老師到校使用 812 硬體設備進行遠

距授課。右圖為疫情期間的東亞所，

在分流遠距上班、上課的期間，張姐

依然在所辦為老師及同學們解決各種

疑難雜症。下圖則是王信賢老師利用

所長室的空間進行遠距教學。 

疫情下的東亞所日常，正如國際面對疫

情一樣「面臨大變局」，也好似各國發展歷

程的變與不變。在東亞所裡，產生變化的是

授課的方式、校園的氣氛乃至於台灣政府的

應對方式。而亙古不變的就是那份學習的心

以及互相關懷的情誼，在「停課不停學」的

同時，也仍舊保有緊密相連的心，一同等待

再次回到東亞所相聚的時刻到來。 

  

  疫情之下的東亞所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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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4 石之瑜教授專題演講 亞太中國學研究：知識史途徑的

敘事與分析 
亞太的中國學研究裡，知識人類學是一個重要的研究方法。知識人類學的研究以探討知

識的發展如何有助於人類群體的發展為主要目的，而這個方法是無法事先限定層次的。其本

身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在這個方法底下，包含三種具體的操作方法。第一種為多點研

究。相對於定點研究，多點研究比較不容易受到研究對象所影響，也較容易跳多研究對象的

視野，但研究問題的設計由研究對象所引導，而不是研究者事先帶著研究問題進入田野，如

此更容易神入研究對象的世界觀。第二種研究方法為敘事分析法，著重的是比較不同敘事文

本之間的異同。而且必須根據第一種方法得到的主旨，來決定需要被分析與詮釋的相關文本

為何。第三種方法為詮釋學研究方法。此方法反映了研究者根據個人位置的主題選擇。 

 

⚫ 2021/3/2 蔡文軒教授專題演講 中國政府的大數據局與雲治理 
本次演講蔡文軒老師先從中共的資訊蒐集說起，並說明「雲」的概念在信息科學與治理

的意涵。近年來，中共透過該信息科技的手段來蒐集數據，並將此數據用於治理國家與社

會。蔡老師演講內容邏輯清晰，清楚說明中共於 2015 年開始陸續成立相關部門，「雲治理」

的相關作法也在 2017 年第十九屆全國代表大會中正式被提出，確立了「共建」、「共治」、「共

用」的社會治理格局。並且運用數據管理的方法，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破除「數據孤島」

（Isolated Data）的問題。 

蔡老師以「主雲」與「次雲」的概

念，分析中共的資料蒐集。「主雲」指的是

地方大數據局所建立的信息彙整平台（主平

台），而「次雲」指的是地方部門依據專項

任務，在地方大數據局協助下，成立的次平

台。主平台（主雲）與次平台（次雲）之間

的協作與信息流通，展現了一定的治理彈

性。中共也利用這一套系統在疫情期間，

做出更加精準的判斷與疫情防控。但蔡老

師也指出，中共這套雲治理對於信息蒐集

與應用，只限於官僚部門，而排除與市民

社會的共享。這或許是一套有助於威權存

續的機制，但也宣告中共體制離民主化的

光譜漸行漸遠。 

 

⚫ 2021/3/2 林瑞華教授專題演講 田野調查在中國 
林瑞華老師分享其田野調查的過程與經驗，她以在杭州、福州、無錫、泉州等地大數據

局的田調經驗進行分享。林老師指出，在進行田調前，可以先選擇自己諸多身分中最有優勢

的角色進行接洽，並透過相關的人際網絡進行牽線，讓自己在初入該地調研的時候，擁有進

場優勢。 

 所上活動快遞：屬於東亞所的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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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同時分享了訪談的三技巧，並將其歸納為「開場、漫談、訪問」三部曲。「開場」

指的是確定身分、釐清議題，為接下來

的訪談進行暖場；「漫談」是為了了解

受訪者背景、單位狀況以及蒐集資料背

景所做的溝通過程；隨後才進入真正的

訪談，就實質問題進行了解。林老師也

提到，在中國大陸做訪談時，有些議題

因爲過於敏感，受訪者不太願意直接回

答，時常得透過迂迴提問或是跑題追回

的方式，讓問題獲得證實。 

 

⚫ 2021/4/1 劉宇光教授專題演講 中國的佛教公共外交 
本演講聚焦在中共透過佛教進行公共外交之現象、動機和具體案例，並針對此現象提出

綜合分析。劉教授提及中國內部有兩大說法試圖奠基中國的國際佛教地位：第一、中國是世

界上佛教信仰人口最多之「佛教大國」。第二、中國為「佛教新祖國」，此說法針對佛國發源

地印度所提出。認為現存漢傳佛教、藏傳佛教、上座部佛教三大流派中，中國雲南地區有上

座部佛教存在、且漢傳佛教源於中國本土，因而據此主張三分之二的佛教根源皆是中國、中

國乃是取代印度的「佛教新祖國」。 

其次劉教授分享中國藉由佛教進行

公共外交的現象，其中以南海佛學院為

例展現「先請進來，再走出去」的外交

策略。南海佛學院每年招收三分之一的

海外學生，主要為柬埔寨和寮國等國。

此舉有助於維持與東南亞諸國的關係，

並透過院生回國後的發展增加中國的政

治影響力。此外，劉教授也提到早在中

共建政之初和改革開放之際，中共便有

透過佛教成功推動與斯里蘭卡、緬甸以

及日本改善關係之例，佛教公共外交實

有其歷史淵源。 

至於中國佛教公共外交的發展動機，劉教授表示「宗教自由」長期為中國外交上的負資

產，如何扭轉這個負面印象，是中共佛教公共外交的主要目的。此外，中共也理解孔子學院

等傳統公共外交工具的成效其實不佳，主要的原因就是孔子學院本身沒有深厚的社會底蘊與

國際人脈；相對而言，對於自居「佛教大國」的中國大陸來說，這個受眾更廣的宗教更有機

會成為孔子學院的接棒跑者，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揮作用。 

接者，劉教授分享透過觀察尼泊爾、印度、香港等三地佛教勢力與中共之關係互動，進

行案例探討。其中，台灣被世界佛教社群視為漢傳佛教發展的成功經驗，台港都被國際視為

新儒家的代言人，以及達賴喇嘛一支的藏傳佛教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這些現狀都非中共所

樂見。劉教授認為中國佛教公共外交的未來可能有三種，一、裝出（內外有別）二、溢出

（有諸內形諸外）三、爆出（內部缺陷暴露於外）。劉教授認為對於中共佛教外交而言，「溢

出」當然是最佳理想，透過培植中國內部佛教信仰的質與量，進而顯於外、吸引更多人支持

中共的外交政策。最後講者也提醒，按照中共思考邏輯，若無法到「高線成功」，「低線成

功」還是要達成。低線成功的目標包含壓縮台灣與達賴在世界佛教中的生存空間、封鎖印度

在南亞的影響力，並透過各種方式強化中國佛教組織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反擊「中國沒有宗

教自由」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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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4/29 趙英喆教授專題演講 韓中關係歷史與韓國的中等強權

概念發展 
韓國因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又在歷史上長期為東亞朝貢體系的重要成員，在與中國互動

而形成的對外關係文化中，發展出「事大字小」以及「事大主義」兩種思維邏輯與行為模

式。前者指的是在儒家所提倡的王道精神之基礎上，奉行以正統與仁愛精神來處理和強權國

家的關係。後者指涉的是以權力為核心，考量國家利益與自身需求，而對強權採行服膺政

策。這兩種基於過去朝貢體系的歷史與世界觀而形成的心理機制，使得當代的韓國在面對強

權國家時，尋求自身定位的過程裡產生諸多矛盾。當前韓國對於中等強權概念的定義以及相

關行為規範的探討，事實上依然在「事大字小」與「事大主義」兩種精神之間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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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譽 榜 

博士班 

阮功松 
《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民意對越南對美與對中政策之影響》 

（黃瓊萩老師指導） 

陳姿縈 
《中共之法秩序核心探究—以刑事法制發展為中心》 

（王文杰老師指導） 

 

榮 獲 

科技部 110 年度 

獎勵人文與社會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 

碩士班 

鄧巧琳 
《學術資源分配的政治分析： 

以 2008-2017 年中國大陸國家社科基金計畫為例》 

（王信賢老師指導） 

 

榮 獲 

國立政治大學 110 學年度碩士學位論文獎 

碩士班 

吳美築 
中國大陸概論通識課程 劉致賢老師指導 

 

榮 獲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優良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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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集所史資料 

書寫個人回憶 

 

 

 

 

 本所成立將屆半世紀，走過風風雨雨，有歡笑、有汗水。從早期的獨霸中共研

究，到今天中國研究的百花齊放，都少不了各位所友們的努力與足跡。 

 本刊秉持著「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的精神，誠摯邀請所友們分享

您在東亞所的求學經歷、生活經驗與個人故事，用各位所友的回憶，撰寫本所共同的

歷史。 

Your story, our history. 

 -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若您願意與學弟妹分享自身的故事，煩請與我們聯繫。若有需要所上提供任何協

助，請洽張惠梅助教，我們可以派人前往現場取件、翻拍照片或是安排見面訪談，待

整理之後再將原件歸還給您。 

您也可以將資料郵寄至「116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 2 段 64 號綜合院館北棟 8

樓」，註明「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收」，或是直接傳真（02）2939-1445。我們殷切地期

盼各位學長姊們分享您的故事！ 

網址： 

http://eastasia.nccu.edu.tw/main.php 

電話：(02) 2939-3091#50801 

電子郵件：eastasia@nccu.edu.tw 

主編：王韻副教授 

執行編輯：賴昱心、林廷勳 

美編排版：賴昱心 

  

http://eastasia.nccu.edu.tw/main.php
mailto:eastasia@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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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57 年秋，東亞所正式創立，至今已逾半世紀，師生與所友間

情誼綿綿，英才現已遍布各界。承蒙前輩篳路藍縷，為了繼續培養東

亞後進及所上永續發展，期望能在有限的學術資源之外，我們誠摯的

邀請您參與東亞所未來發展之推動，藉此提供所上學子獎助學金、田

野調查補助經費及所務發展所需資源。東亞所全體師生會珍惜您的每

一份情，我們真誠感謝您。 

  捐助金額隨喜，捐款方式則請請參考後附「捐政同意書」，自行參

酌採行適當的捐助方式，並請記得捐款內容勾選特定用途「東亞所學

術發展基金」。若有任何疑問，歡迎您隨時洽詢所辦公室，再次感謝您。 

 

 

【捐款方式】 

 

1.捐款意願書「捐款內容→捐款用途」

請勾選 指定捐贈 東亞研究所  

2.可現金捐款、支票捐款、郵政劃撥、

銀行匯款與 ATM 轉帳、信用卡捐款、

線上捐款、海外捐款 

3.相關捐款內容請參見政大「捐政」

網站：http://donation.nccu.edu.tw/ 

 

 
捐款方式 

 
捐款意願書 

 

 

http://donation.nc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