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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在民國 44 年創校之初誕生，是本校歷史最悠久

的系所之一。本系傳承舊有文化精粹，開創新文化，學風自由，課程由

古而開今，既兼具完整的傳統文學結構，又積極朝向現代化、國際化邁

進接軌。課程區分「古典文學」、「現代文學與創作1」、「語言文字」、「思

想」四大研究群組，負責規劃和推動本系所學術活動，培育樸實自信、

具理想的中文人。 

本系所歷史悠久，擁有完備的協調與溝通機制，同時也建立了嚴謹

且符合既有需要的規範和制度。在專業行政團隊的運作下，系務持續發

展且不斷革新。在歷任系所主管和行政人員無私的奉獻下，本系永不乏

熱忱且有效率的行政服務。在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並重的架構下，

追求完美與創新，一直是本系所的座右銘。朝向中臺灣最優質的中文系

所目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發展特色 

創系之初，網羅了許多一流師資任教。例如徐復觀、牟宗三、梁容

若、孫克寬、高葆光、蕭繼宗、魯實先、方師鐸、李田意、周法高、江

舉謙、龍宇純、戴君仁、李孝定、孔德成等先後在此授課。其後本系於

民國 59年成立碩士班，民國 78年成立博士班，為一學士、碩士、博士皆

備的完整學制。一直以來，為師生提供優良的研究和求學環境，以深究

中國文化，培養學生專業素養，並致力於中文研究與教育的現代化為主

要方向。「傳承」和「開創」，正是本系的理念。承此理念，本系在強調

                                                      
1 111 年 6 月 30 日召開 110 學年度下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近現代文學群組」提請更名

案，調整群組名稱為「現代文學與創作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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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教學」相成、「古典」與「現代」兼具中，規劃並開設符合

中文專業課程。在「古典文學」、「現代文學與創作」、「語言文字」、「思

想」四大專業群組均衡發展的方針下，發揚本系優良傳統，並培育既博

且精的優質中文專業人才。這 67 年來，培育畢業生學士 3898 位、碩士

445 位、博士 105 位，造就眾多的優秀學者及社會人才，在國內外各大學

院校、研究及教育、文化機關上堅守崗位。本系戮力於文化傳承，發揚

東海大學自由學風，在中臺灣以具文化素養、學風樸實濃厚見稱。歷任

系主任均恪盡職守，以培養品學兼備的青年學子為己任。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本系辦學全力配合學校辦學理念，以發展系所特色，且根據國家人

才需求與就業導向，加強學生專業知識的灌輸及學術能力的訓練，期使

學生具備專業能力。同時，也進一步調整實用課程，並輔導學生做好職

涯規劃，使學生在畢業後能與時代產業接軌，更符合時代需求。在知能

並重的規劃與訓練中，增進學生的前瞻性與競爭力。在學術研究方面，

著重教師與學生研究能力的整合，推動以教師為主導的各種專題計畫，

學生研究助理的參與，使教師與學生的學術能量提升，營造優良的研究

風氣。 

本系有著尊重專業，又自由開放的學風。本此培育學子，在教育目

標上，學士班為「培育中國語文專業與人文關懷之能力」、博碩士班為

「培育中國語言文學研究與教學之專業人才」。本系所訂定之教育目標與

院、校的教育目標相配合。在課程設計上，除了中國文學系的專業訓練

外，亦配合時代潮流與社會需求，結合院內相關學程，以期多元發展，

開拓學生視野，務令學生具備人文的素養及關懷，自覺且實踐社會公民

的責任。本系始終秉持「古典」與「現代」並兼，「理論」與「寫作」並

重，「學術」與「實用」並行，期許學生能在專業知識培養之外，兼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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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博雅的精神與深厚的人文關懷。本系課程分為四大群組，分別是「古

典文學」、「現代文學與創作」、「語言文字」、「思想」等。也配合時代潮

流及社會需求，結合校內相關基礎及通識課程及跨系院整合學程，組成

多元且完整的網狀課程架構。 

在學術國際交流上，本系與大陸南京大學簽訂教師學術交流協議書，

每學年，兩校各派教師互訪交流。另與韓國釜山大學中語中文學系締結

姊妹系，擴展國際視野和交流，以達到與國際接軌的學系特色。 

在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規劃下，本系除提供專業學習外，亦協助各種

課程與活動的規劃，目的在有系統地提供專業知識訓練。又能符合目前

社會的需求，增強職場競爭力。學生循序漸進且有步驟地學習，能達成

本系的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開課情形 

本系 110 學年度，學士班各年級有 A、B 班，計有學生 423 人，碩士

班 47 人，博士班 19 人。教職員工方面，專任教師 17 位（教授 5 位、副

教授 8位、助理教授 4位），兼任教師 34 位（教授 1位、副教授 4位、助

理教授 22位，講師 7位），助理 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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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 

423, 86%

碩士班, 

47, 10%

博士班, 

19, 4%

系所組成－學生489人

教授, 5, 

29%

副教授, 

8, 47%

助理教授, 

4, 24%

系所組成－專任教師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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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方面，學士班除依據必修科目表（表 1）開設相應課程外，另開

設學系選修課程（表 2）。 

表 1 學士班必修科目表 

 科 目 

學 
 

分 

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第
三
學
年 

第
四
學
年 

備 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課
程 

11010-中文 

16058-大一英文 

16059-大二英文 

01001-軍訓 

02001-大一體育 

02002-大二體育 

6 

6 

4 

3 

3 

3 

3 

 

 

2 

 

 

2 

     

 00002-勞作教育           

通
識
必
修
科
目 

99001-人文領域 

99007-社會領域 

99008-自然領域 

99009-文明與經典領域 

         通識四領域

必選其中三

領域。至少

選修 14學

分。 

學
系
必
修
科
目 

11012-文學概論 

11022-中國文學史 

11031-文字學 

11024-詩選及習作 

11021-歷代文選及習作 

11037-聲韻學 

11052-中國思想史 

11322-訓詁學 

11035-詞曲選及習作 

4 

6 

4 

4 

6 

4 

6 

4 

4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2 

2 

 

 

 

 

 

 

 

2 

2 

 

必修學分數 72 8 8 9 9 8 8 4 4  

選修學分數 56 選修 56學分中需包含本系所開選修科目 45學分以

上。 畢業學分數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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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10學年度學士班選修課程一覽表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修習 

年級 
學分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修習 

年級 
學分 

思辨性閱讀與報告寫作 朱衣仙 1 2 明清小品文選讀 李佳蓮 1 2 

國學導讀 郭章裕 1 3 現代小說閱讀與創作 劉淑貞 1 3 

漢語語言學概論 陳筱琪 1 3 論語 黃繼立 1 3 

現代散文閱讀及創作 劉淑貞 1 3 歐蘇文選讀 鍾曉峰 1 3 

佛典故事選讀 李忠達 1 3 現代詩閱讀與創作 林餘佐 1 2 

台灣地景文學選讀 林餘佐 1 2 聊齋誌異 謝文華 1 3 

西遊記 謝文華 1 3 俗文字概論 錢唯真 1 2 

詞彙學 蘇建唐 1 2 文學與電影 李皇誼 2 2 

史記 朱岐祥 2 3 李杜詩選讀 鍾曉峰 2 3 

當代小說閱讀及創作 周芬伶 2 3 楚辭 郭章裕 2 2 

古典戲曲 高禎臨 2 3 現當代華文文學 朱衣仙 2 3 

古典戲曲實作 高禎臨 2 1 當代戲曲與劇場 高禎臨 2 3 

陶淵明詩文選讀 陳慶元 2 2 當代戲曲與劇場實作 高禎臨 2 1 

中國神話選讀 郭章裕 2 2 台灣文學史 阮美慧 2 3 

白居易詩選讀 鍾曉峰 2 2 古文字導讀 朱岐祥 3 3 

臺灣文學作家與作品 阮美慧 2 3 莊子 陳慶元 3 3 

比較文學概論 朱衣仙 3,4 3 晚唐五代詞 李佳蓮 3 3 

論文寫作 林香伶 3,4 2 文心雕龍 郭章裕 3 3 

創意寫作教學 周玟慧 3,4 3 創作與出版 周芬伶 3 3 

當代華語電影 陳慶元 3,4 3 紅樓夢 周芬伶 3 3 

禪宗思想 李忠達 3,4 3 易經 李忠達 3 3 

應用文書 謝文華 3,4 3 校外實習-創意寫作教學 周玟慧 3 1 

宋明理學 劉榮賢 3,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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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士班亦依據必修科目表（表 3、表 4）開設相應課程，並開設博

碩士班選修課程（表 5）。 

表 3 碩士班必修科目表 

 科 目 

學 
 

分 

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第
三
學
年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必修 

碩士論文 6       

漢學英文 4 2 2     

治學方法 2 2      

必修學分數  12      

選修學分數  28      

畢業學分數  40      

*108學年度起新生適用 

表 4 博士班必修科目表 

 科 目 

學 
 

分 

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第
三
學
年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必修 博士論文 12       

必選 非英文之「第二外國語文」 6 3 3     

必修學分數  12      

選修學分數  24      

畢業學分數  36      

註 1：非英文之「第二外國語文」為博士班必選語文課程，但不列入畢業學分數。第二

外國語文如經本系委請專業教師檢定合格通過者，得予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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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10學年度研究所選修課程一覽表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修習 

年級 
學分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修習 

年級 
學分 

甲骨文專題 朱岐祥 1,2 2 甲骨文專題 朱岐祥 1,2 2 

後現代文學創作專題 周芬伶 1,2 3 長篇小說創作專題 周芬伶 1,2 3 

台灣當代文學思潮與變遷專

題 
阮美慧 1,2 2 戰後台灣現代詩專題 阮美慧 1,2 2 

文化研究與文學批評專題 朱衣仙 1,2 3 比較文學專題：跨藝術研究 朱衣仙 1,2 3 

俗文學專題 李佳蓮 1,2 3 
古典敘事文學與社會文化專

題 

李佳蓮 

謝文華 
1,2 3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神》專

題 
黃繼立 1,2 2 

思與詩的對話：古代思想與

詩學專題 

黃繼立

鍾曉峰 
1,2 3 

世說新語專題 陳慶元 1,2 2 魏晉文人專題 陳慶元 1,2 2 

漢魏六朝賦學專題 郭章裕 1,2 2 當代戲曲專題 高禎臨 1,2 2 

唐詩專題 鍾曉峰 1,2 3 漢魏六朝文論專題 郭章裕 1,2 2 

短篇小說寫作專題 劉淑貞 1,2 3 創作與方法論專題 劉淑貞 1,2 3 

禪宗專題 李忠達 1,2 2 方以智專題 李忠達 1,2 2 

    先秦諸子專題 劉榮賢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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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的話 

中國文學系已在大度山上矗立近七十個年頭，是東海人文精神的重

要象徵。在先賢與師生的努力下，東海中文系持續有著亮麗的表現與成

就。但不可諱言的是，面對數位時代，人文學科的挑戰漸鉅，中國文學

的研究和教學，自很難置身其外。所幸在同仁的齊心戮力下，東海中文

系近年的變化和成長，可謂有目共睹。「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份報

告所試圖呈現的，正是一個歷史與傳統兼具的系所，探索當代的實踐歷

程，也敬請各界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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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額與設備 

本系對於專、兼任師資之遴選、聘任、考核、續聘等作業，均有清

楚合理之規範與流程，並遵循校方規定辦法確實執行，裨益聘用優秀且

專長符合之師資。目前本系專任教師編制員額為 17 人，包含教授 5 人、

副教授 8 人、助理教授 4人，其中陳筱琪副教授於本學年度通過升等。 

本系專任師資 17人，具博士學位者共 16人，比例高達 94%；教授及

副教授合計 13 人，佔全體之 76.5%，為本校文學院各系之冠；全體專任

教師平均年齡為 47 歲，近五年新聘之新銳博士學者，平均年齡僅 40歲。

學經歷俱佳、深具專業素養，在參與科技部研究計畫、教育部教學實踐

計畫、出版學術專書論著等方面均有出色的表現，且有年輕化趨勢，皆

為本系專任師資呈現之特點。 

現代文學與創作群組不但有專精於文學理論、賞析與批評的師資，

亦有具備創作實戰能力的作家群：周芬伶老師（小說、散文）、劉淑貞老

師（散文）、林餘佐老師（新詩）。其中，擔任現代文學與創作群組召集

人的周芬伶老師為知名作家著作等身，近年履獲各類文學大獎。108 年榮

獲之金鼎獎，更是國家級榮譽。出版之長篇小說《花東婦好》、文學家傳

記《龍瑛宗傳》為積年成果之呈現。且周老師規劃帶領學生同行於文學

長路上，而將自己的寫作經驗回饋至學生身上。近年來學生在文學獎、

劇場、影視作品各方面有著傑出的成績。正因為周老師自身豐沛的創作

能量與成就，以及長期投身中文系文學人才的培植與創作傳統之延續，

接續本系依據「東海大學教授延長服務處理細則」向校方推薦周老師申

請延長服務獲得通過，周芬伶老師將於 111 學年度退休，並同時轉任榮譽

教授，持續將創作能量帶給東海大學及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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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 

 

黃繼立 副教授兼主任 

Huang, Chi-Li 

最高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宋明思想、儒家思想、身體哲學、中國文

學理論 

 

朱岐祥 教授 

Chu, Ki-Cheung 

最高學歷：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 

研究專長：文字學、甲骨學、金文學、王國維研究、

史記 

 

周芬伶 教授 

Chou, Fen-Ling 

最高學歷：東海大學文學碩士 

研究專長：現代散文、現代小說、文學批評與美學 

 

林香伶 教授 

Lin, Xiang-Ling 

最高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南社研究、近現代文學、古典詩詞、中國

文學史、敘事理論與文學、俠義文學、實

用文書、寫作教學、詩話學、創意思考與

寫作、教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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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玟慧 教授 

Chou, Wen-Hui 

最高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語言學、修辭學、聲韻學、古代漢語、漢

語語法學 

 

朱衣仙 教授 

Chu, I-Hsien 

最高學歷：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園林文學與美學、後現代理論與文化、跨

藝術研究、比較文學、跨文化研究、中國

大陸當代文學、數位超文本文學 

 

阮美慧 副教授 

Juan, Mei-Hui 

最高學歷：國立成功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現代文學、臺灣文學 

 

李佳蓮 副教授 

Lee, Chia-Lian 

最高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古典詞曲、俗文學、華語文教學 

 

陳慶元 副教授 

Chen, Ching-Yuan 

最高學歷：東海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六朝文學、魏晉玄學、魏晉思想、先秦諸

子散文、先秦思想、老莊思想、現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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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禎臨 副教授 

Kao, Chen-Lin 

最高學歷：東海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古典戲曲、當代戲曲與劇場、戲劇批評理

論、明清社會與文化、戲劇跨域設計 

 

郭章裕 副教授 

Kuo, Zhang-Yu 

最高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古典文藝批評、文心雕龍、賦學 

 

鍾曉峰 副教授 

Chung, Shiao-Feng 

最高學歷：國立東華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唐代文學、宋詩、古典詩學 

 

陳筱琪 副教授 

Chen, Hsiao-Chi 

最高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聲韻學、漢語音韻學、漢語方言學、語言

學 

 

劉淑貞 助理教授 

Liu, Shu-Jhen 

最高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現代文學、現代小說研究、電影影像批

評、馬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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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達 助理教授 

Lee, Chung-Ta 

最高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宋明理學、禪宗、周易、內丹 

 

謝文華 助理教授 

Hsieh, Wen-Hua 

最高學歷：國立中正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古典小說、文獻版本考證、明代通俗文

學、明人序跋 

 

林餘佐 助理教授 

Lin, Yu-Tso 

最高學歷：國立清華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現代漢詩、臺灣現代文學、抒情詩理論 

學生數 

本系學士班教育目標為「培育中國語文專業與人文關懷之能力」，希

冀在古典文學、現代文學與創作、語言文字、思想四大專業群組均衡發

展的方針下，培育宏博且精通的優質中文人。 

目前本系學士班招生入學有四個管道，分別是特殊選才、繁星推薦、

申請入學、分發入學。希望經由系所提供完整的學系特色，相關升學與

學習資訊，透過公開透明的多元選才方式，篩選更加符合本系學生特質

之人才，以縮短入學後在學習上的適應與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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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學士班入學新生 106人，各年級人數分布如下表： 

表 6 110學年度學士班各年級人數 

班別 

年級 
男 女 

1年級 30 76 

2年級 26 73 

3年級 25 73 

4年級* 35 85 

合計 423人 

*含延畢生。 

本系博碩士班以古典文學之學術為教學基礎，積極發展現代文學研

究與創作之專業訓練，並輔以語言文字、思想等課程。依據本系博碩士

班教育目標「培育中國語言文學研究與教學之專業人才」，由「博碩士班

課程暨試務委員會」訂定各項招生規劃並執行，以期建立學術研究風氣，

培育中國文學專業研究人才。 

碩士班招生分為推薦甄試和招生考試二種入學方式。105 學年度起為

擴大生源及發展本系創作特色，推薦甄試採「招生分組」方式，報考組

別分為「學術研究組」、「文學創作組」，採書面審查及面試方式考試；招

生考試則以筆試進行。 

110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新生 9 人，博士班入學新生 2 人，各年級人數

分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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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10學年度博碩士班各年級人數 

班別 

年級 
碩士班 博士班 

1年級 9人 2人 

2年級 12人 3人 

3年級 8人 4人 

4年級 18人 1人 

5年級 － 3人 

6年級 － 1人 

7年級 － 5人 

合計 47人 19人 

新購圖儀設備 

110 學年度本系用以採購紙本書籍、數位影音資料、電子書及電子資

料庫之總預算為新台幣 1,321,295 元整，皆用於購買本系師生推薦之圖書

資料。因應數位化趨勢，近年來圖書採購尤其著重在電子書、電子期刊、

電子資料庫上，電子資料可使本校師生更便利快速的檢索取用古籍或報

刊資料，是從事教學研究的利器。本學年度已購入的電子資料庫包含

「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全國報刊索引》」（舊名：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

據庫）第二、第三輯、「雕龍－中日古籍全文檢索資料庫」收錄之子庫

「永樂大典」，也購入既有電子資料庫新刊，包含「CDMD 博碩士論文

(F)2020」、「聯合文學知識庫 2019, 2020 典藏版」、「文訊雜誌知識庫 2020

典藏版」。 

在儀器設備方面，遵循本校「圖儀設備經費使用計畫提報與動支原

則」，以充實、改善教學軟硬體設備為優先，本學年度汰換專任教師筆記

型電腦、桌上型電腦、顯示器、雷射印表機等電腦相關設備，以及落地

式無線擴音機（MIPRO MA-708）2組、手提式無線喊話器（MIPRO MA-

100SB）1 組，可供師生辦理室內外活動之用。無線擴音機購入後已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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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於研討會辦理、校園導覽活動、系學會辦理之活動。 

在院圖儀經費支持下，汰換舊有設備新購 Nikon Coolpix P950 數位相

機一台，用以拍攝與記錄系所及系學生會辦理之相關活動。此外，亦新

購 Samsung Flip 2 互動式電子白板一台，具備螢幕鏡射功能，支援遠端電

腦及藍牙控制，可使教學研究、活動辦理更為便利有彈性。 

表 8 110學年度公共空間設備購置一覽表 

設備名稱 數量 放置地點 用途說明 

多功能彩色影印機 

（SHARP MX-3640） 

1 H549 大學部辦公室 供本系師生彩色或複

印、列印、掃描文

件，具自動分頁裝訂

功能，可不透過電腦

直接將掃描文檔存入

USB隨身碟中。 

無線擴音機 

（MIPRO MA-708） 

2 H525 教學儀器設備室 辦理各種室內外活動

使用，汰換現有設

備。 

無線喊話器 

（MIPRO MA-100SB） 

1 H525 教學儀器設備室 辦理戶外教學使用，

汰換現有設備。 

Samsung Flip 2 互動式電子

白板 

1 H551 第三研討室 55 吋螢幕，供本系師

生教學研究或招生相

關活動使用。 

數位相機 

（Nikon Coolpix P950） 

1 H549 大學部辦公室 汰換系辦現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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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110學年度專任教職員設備購置一覽表 

設備名稱 數量 放置地點 用途說明 

筆記型電腦 3 H509、H527、H544 汰換專任教師舊有設

備，供教學研究使

用。 

桌上型電腦 3 H508、H527、H529 同上。 

顯示器 3 H527、H529、H544 同上。 

雷射印表機 

（HP LaserJet Pro M15w） 

3 H503、H507、H53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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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活動 

學生獲獎 

★ 校內獎助學金獲獎情形 

學制 系級 姓名 獎助學金名稱 學年-學期 

學士班 中文四 B 張子宸 傳伴獎助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三 A 郭湘琳 生活助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三 B 歐卉珊 生活助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四 A 許婷嵐 生活助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四 A 張歆翌 生活助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四 A 陳奕維 生活助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四 A 方藝蓁 生活助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四 B 謝詩祺 生活助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四 B 張子宸 教育部接受捐助/聯合 110-1 

學士班 中文四 B 張子宸 台灣金融服務業教育獎助學金 110-1 

博士班 中文四 謝 顥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1 

博士班 中文七 黃詣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1 

碩士班 中文三 林素素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1 

碩士班 中文三 彭建斌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1 

碩士班 中文三 羅凱瀚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1 

碩士班 中文三 涂瀞尹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1 

碩士班 中文三 黃筠喬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1 

碩士班 中文三 黃柏勳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1 

碩士班 中文三 李詩永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1 

碩士班 中文四 鄭俞倩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一 A 沈 柔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1 

學士班 中文一 B 李維竣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1 

學士班 中文二 A 顏玉芳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1 

學士班 中文二 A 官臣尉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1 

學士班 中文二 A 吳倩旻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1 

學士班 中文二 B 梁品萱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1 

學士班 中文二 B 黃資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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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系級 姓名 獎助學金名稱 學年-學期 

博士班 中文二 謝宇威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1 

博士班 中文二 陳文銓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1 

博士班 中文三 林梧衛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1 

博士班 中文三 許晉溢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1 

碩士班 中文一 林宇鈺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1 

碩士班 中文二 謝偉峰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1 

碩士班 中文二 黃奕泰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1 

碩士班 中文二 李韋勳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1 

碩士班 中文二 黃啟軒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1 

碩士班 中文二 王郁薰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1 

碩士班 中文二 周芳伃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1 

碩士班 中文二 王信文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1 

學士班 中文三 B 傅昭瑜 中文系慈暉獎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四 A 謝春香 中文系慈暉獎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三 B 黃采瑄 中文系朱書焱紀念獎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四 B 謝詩祺 中文系朱書焱紀念獎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三 B 歐卉珊 東海大學基本勞作全勤績優助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三 A 高鈺軒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三 A 黃品榕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三 B 傅昭瑜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三 B 歐卉珊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四 A 謝春香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四 A 何品軒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四 B 許文婕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四 B 王棪琪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四 B 周澍瑄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金 110-1 

學士班 中文三 A 蔡珮妮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110-2 

學士班 中文三 B 林昕璇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110-2 

學士班 中文三 B 吳昀璇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110-2 

學士班 中文四 B 曾奕昕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110-2 

學士班 中文四 B 謝詩祺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110-2 

學士班 中文三 B 傅昭瑜 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 110-2 

博士班 中文一 郭晉嘉 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 110-2 

博士班 中文七 黃詣庭 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 110-2 

博士班 中文四 謝 顥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2 

碩士班 中文二 王郁薰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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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系級 姓名 獎助學金名稱 學年-學期 

碩士班 中文三 林素素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2 

碩士班 中文三 彭建斌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2 

碩士班 中文三 葉珊珊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2 

碩士班 中文三 羅凱瀚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2 

碩士班 中文三 涂瀞尹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2 

碩士班 中文三 黃筠喬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2 

碩士班 中文三 李詩永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2 

碩士班 中文四 吳婉盈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2 

碩士班 中文四 鄭俞倩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10-2 

學士班 中文四 B 王棪琪 東海大學大陸學生獎學金 110-2 

博士班 中文一 沈 魚 東海大學大陸學生獎學金 110-2 

學士班 中文四 A 陳奕維 CCUAA服務學習獎學金 110-2 

學士班 中文一 A 沈 柔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2 

學士班 中文二 A 顏玉芳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2 

學士班 中文二 A 官臣尉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2 

學士班 中文二 A 吳倩旻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2 

學士班 中文二 B 梁品萱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2 

學士班 中文二 B 黃資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2 

博士班 中文二 謝宇威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2 

博士班 中文二 陳文銓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2 

博士班 中文三 林梧衛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2 

博士班 中文三 許晉溢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2 

碩士班 中文二 謝偉峰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2 

碩士班 中文二 黃奕泰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2 

碩士班 中文二 李韋勳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2 

碩士班 中文二 黃啟軒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2 

碩士班 中文二 王郁薰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2 

碩士班 中文二 周芳伃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2 

碩士班 中文二 王信文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0-2 

學士班 中文三 B 黃采瑄 東海大學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110-2 

學士班 中文三 B 歐卉珊 東海大學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110-2 

碩士班 中文三 林昱汛 東海大學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110-2 

學士班 中文四 A 莊沛涵 原民會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 110-2 

學士班 中文四 B 陳玉婷 原民會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 110-2 

學士班 中文二 B 楊啟楨 東海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 110-2 

碩士班 中文一 方子慧 東海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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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系級 姓名 獎助學金名稱 學年-學期 

碩士班 中文三 李詩永 東海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 110-2 

學士班 中文四 A 羅珮慈 蕭繼宗教授暨蕭張宗毓女士紀念獎學金 110-2 

學士班 中文四 B 鄭貝寧 中文系春風化雨獎學金 110-2 

★ 校內文學獎獲獎情形 

學制 系級 姓名 獎項／競賽名稱 獎別 

碩士班 中文二 王信文 110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新詩組） 金質獎 

學士班 中文二 B 黃偉誠 110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新詩組） 佳作獎 

博士班 中文一 郭晉嘉 110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新詩組） 佳作獎 

學士班 中文二 B 白棕棫 110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新詩組） 佳作獎 

學士班 中文四 A 盧靖涵 110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散文組） 金質獎 

碩士班 中文二 黃筠喬 110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散文組） 銅作獎 

碩士班 中文二 陳泳劭 110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散文組） 佳作獎 

碩士班 中文三 黃柏勳 110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散文組） 佳作獎 

學士班 中文三 B 黃慎華 110學年度東海文學獎（小說組） 金質獎 

學士班 中文三 A 何品軒 110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小說組） 銀質獎 

學士班 中文三 A 洪書賢 110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小說組） 銅質獎 

學士班 中文四 A 洪銓岑 110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小說組） 佳作獎 

碩士班 中文二 陳泳劭 110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小說組） 佳作獎 

★ 校外獲獎與補助情形 

學制 系級 姓名 獎項／競賽名稱 獎別 

學士班 中文二 A 賴玨婷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10 學年度籃球運動

聯賽（決賽）（中區） 
第七名 

學士班 中文二 A 賴玨婷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10 學年度籃球運動

聯賽（全國賽） 
第九名 

碩士班 中文三 黃柏勳 
111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學生組散文） 
優選 

碩士班 中文二 涂瀞尹 
111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學生組散文） 
佳作 

碩士班 中文二 涂瀞尹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022年第

一期文學類補助 

補/獎助新

台幣 20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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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系級 姓名 獎項／競賽名稱 獎別 

碩士班 中文四 趙鴻祐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022年第

一期文學類補助 

補/獎助新

台幣 18萬

元 

碩士班 中文三 王仁劭 
第 39 屆中興湖文學獎 

（小說組） 
第二名 

碩士班 中文三 王仁劭 
2021 年吳濁流文學獎 

（短篇小說） 

參獎、獎金

新台幣 6 萬

元 

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年度 
系級 

姓名 
內容 

111 
中文三 A 

何品軒 

計畫名稱：就「中爻說」論來知德的中道觀 

計畫編號：111-2813-C-029-053-H 

執行起迄：2022/07/01~2023/02/28 

指導教授：李忠達 

核定金額：48,000 元 

111 
中文三 A 

張德憲 

計畫名稱：改頭換面—異體字中顏面五官意符變換現象研究 

計畫編號：111-2813-C-029-044-H 

執行起迄：2022/07/01~2023/02/28 

指導教授：周玟慧 

核定金額：48,000 元 

111 
中文三 A 

林采瑜 

計畫名稱：同題詩歌的歷變考察——以〈春江花月夜〉為核心

的數位人文研究視域 

計畫編號：111-2813-C-029-055-H 

執行起迄：2022/07/01~2023/02/28 

指導教授：林香伶 

核定金額：53,000 元 

111 
中文三 A 

洪翊綺 

計畫名稱：境相與對法：東坡詩文中的公案機鋒 

計畫編號：111-2813-C-029-054-H 

執行起迄：2022/07/01~2023/02/28 

指導教授：鍾曉峰 

核定金額：48,000 元 



24 

出席學術研討會議情形 

序號 班別 姓名 論文題目 研討會名稱 

1 博 黃詣庭 

莒哈絲《情人》三部曲的

後殖民創傷與亞洲書寫─

─兼及一種寫作倫理學 

現代性、記憶與亞洲童年

國際研討會

（2021/11/20） 

2 碩 沈 魚 

齊、秦金文字形對比研究

──以《商周青銅器銘文

選》為例 

第 57屆中區中文所碩博

士生論文研討會

（2021/12/10） 

3 博 林梧衛 

戰後陳千武泛政治詩中抵

抗意識之隱喻符碼詮解 

第 12屆東海大學文史哲

三系研究生論文聯合發表

會（2022/04/20） 

4 碩 王仁劭 

窺探與凝視：解析電影

《大佛普拉斯》的空間寓

意與生命樣貌 

第 12屆東海大學文史哲

三系研究生論文聯合發表

會（2022/04/20） 

5 碩 戴君伃 

論臺灣客語 iai 韻母的性

質 

第 12屆東海大學文史哲

三系研究生論文聯合發表

會（2022/04/20） 

6 碩 邱伯倫 

宋代演出場合與劇場型製 第 12屆東海大學文史哲

三系研究生論文聯合發表

會（2022/04/20） 

7 碩 鄭俞倩 

從關漢卿《救風塵》探討

元雜劇中的女性意識和婚

姻觀 

第 12屆東海大學文史哲

三系研究生論文聯合發表

會（2022/04/20） 

8 博 黃詣庭 

從感異、色／情誡到異史

──《紅樓夢》鏡像的多

重映射 

弘光科技大學第九屆通識

教育中心學術研討會 

（2022/04/29） 

9 博 黃仲宏 

中國禪宗的形成 
弘光科技大學第九屆通識

教育中心學術研討會

（2022/04/29） 

10 博 林梧衛 

再論《文心雕龍．風骨》

篇中「風骨」二字本義之

探究 

第十七屆有鳳初鳴─漢學

多元化領域之探索全國研

究生學術研討會

（2022/05/06） 

11 碩 趙宇賀 
魏晉畫像磚羽人圖像及其

第十七屆有鳳初鳴─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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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班別 姓名 論文題目 研討會名稱 

文化精神反映探究 多元化領域之探索全國研

究生學術研討會

（2022/05/06） 

12 博 謝 顥 

Discussion on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Zhong Shan Nation-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ottle of 

Zhong Shan King Cuo 

Bronze Inscriptions 

（中譯：論中山國儒化現

象──以〈中山王 壺〉

銘文英譯及釋讀爲例） 

Society for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The 14th. General 

Assembly and The 14th. 

Annual Meeting 2022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Impact of Pandemics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the Prospect of Post-

COVID-19 Era”

（2022/05/07-08） 

13 博 黃詣庭 

幽暗地標──林燿德詩作

中的塔羅牌意象群與「後

都市詩學」 

第十四屆思維與創作研討

會（111/05/20） 

14 博 巫凱琳 

珍愛與記憶──論趙天儀

故鄉命題詩的空間書寫 

天光：一顆永不凋謝的小

樹──趙天儀學術研討會

（110/05/29-30） 

15 碩 趙宇賀 

藝術家 James Turrell 

「SkySpaces」系列作品

中的禪思表現探究 

第四屆文華初綻──全國

中文系優秀研究生暨 110-

2《輔大中研所學刊》論

文發表會（2022/06/24） 

發表期刊論文 

序號 班別 姓名 論文題目 期刊論文名稱 

1 博 左家綸 
甲骨文 字字形用法考 《輔大中研所學刊》第

42期（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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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專書與專書論文 

序號 姓名 班別 書名 出版年/月 出版單位 

1 黃詣庭 博 

〈山風後書〉《葉過林

隙：楊牧和他們的東海》

pp. 176-189 

110/12 印刻 

2 王若楠 碩 

〈夢想的發酵—以食物與

空間串連人群的「米

花」〉《翻閱城事：你不知

道的中城小歷史》 pp. 

158-163 

111/03 

開學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

公司 

3 王若楠 碩 

〈舊城時光薰陶而出的浪

漫生活美學—姜媽媽與她

的中區歲月〉《翻閱城

事：你不知道的中城小歷

史》pp. 184-191 

111/03 

開學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

公司 

4 王若楠 碩 

〈飄散在城區三十年的恆

久香氣—溫馨花藝的兩代

對話〉《翻閱城事：你不

知道的中城小歷史》pp. 

192-199 

111/03 

開學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

公司 

5 羅凱瀚 碩 

〈養「蔘」時光—永生蔘

藥行裡的潮州人、事與中

區歲月〉《翻閱城事：你

不知道的中城小歷史》pp. 

66-73 

111/03 

開學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

公司 

6 趙鴻祐 碩 
《雲林 500 千客萬來》套

書之《雲好店 100》 
111/04 

聯經出版公

司 

7 羅凱瀚 碩 
《雲林 500 千客萬來》套

書之《雲好店 100》 
111/04 

聯經出版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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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文學創作 

序號 姓名 班別 發表作品 發表刊物 出版年/月 

1 黃詣庭 博 問哲學 聯合文學 2022/02 

2 黃詣庭 博 山風後書 關鍵評論網 2022/02 

3 趙鴻祐 碩 某街 自由副刊 2022/06 

學生取得證照情形 

序號 姓名 班別 證書種類 證書等級 發證地區 

1 羅珮慈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2 吳苡汝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3 陳育萱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4 陸汶琪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5 梁雅琪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6 戴士翔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7 鄭媛真 碩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學生實習 

實習年度 姓名 班級 實習機構 實習課名 指導老師 

110-2 余冠廷 中文三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110-2 薛佩榕 中文三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110-2 林采瑜 中文三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110-2 吳旻莉 中文三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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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年度 姓名 班級 實習機構 實習課名 指導老師 

110-2 楊惠鈞 中文三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110-2 陳俊霖 中文三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110-2 蔡佩其 中文四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110-2 陳昱瑄 中文四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110-2 杜景暄 中文四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學生畢業成果展演或其他展演活動 

學制 系級 姓名 展演活動名稱 團隊名稱 

碩士班 

中文二 

中文二 

中文三 

（畢） 

（畢） 

（畢） 

林昱汛 

羅凱瀚 

黃柏勳 

高博倫 

賴盈璋 

藍舸方 

東海詩劇場〈河隙〉 

（2021.11.13） 
東海詩劇場 

系學會活動 

第 66 屆系學會經辦理正副會長選舉三次，皆無候選人報名，本學年

度暫時停止運作。 

大一新生入學後，一年級同學向系辦公室表示願擔負系學會職務，

於 110 年 12 月 20 日舉辦「第 66屆中文學會正副會長補選」，由中文ㄧ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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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易賢同學、中文ㄧ B 洪以蓉同學當選正副會長，任期內積極規劃辦理

下列活動： 

● 111年 4 月 25日舉辦系大會進行組織章程修訂。 

● 111年 4 月 27日舉辦「制服之夜 x期中進補」，過程圓滿順利。 

● 111 年 5 月 21、22 日協助「111 學年度申請入學考試」面試日進

行。 

● 原訂 111 年 6月 9日舉辦「中文之夜」，因疫情影響取消辦理。 

本學年度下學期辦理第 67屆中文學會正副會長選舉，於 111年 6月 9

日完成選舉，由中文一 B 洪苡容同學當選會長、中文一 A 陳易賢同學當

選副會長。 

 



30 

教師研究計畫暨產學成果 

研究計畫 

序號 
合作廠商或 

機構名稱 
計畫內容 

1 科技部 

主持教師：周玟慧 

計畫名稱：目見神思─中古視覺動詞詞彙語義網研究 

內容摘要：本計畫「目見神思：中古視覺動詞詞彙語義網研

究」延續目前執行之計畫「中古身體動詞詞彙語義

網研究」為筆者中古漢語詞彙史系列研究。筆者長

期深耕中古詞彙，研究第一階段成果發現中古詞彙

特色為雙音組合樣式豐富，且南北大同小異。第二

階段則研究這些特色對研究中古詞彙有何助益。第

一步專注於其小異處，發現可以由詞彙更替找出南

北差異，北方多沿用更替前的舊形式而新詞多出現

於南方，正與顏之推觀察相吻合。目前則為進一步

研究，提出豐富多樣的中古雙音組合將可以作為研

究中古詞彙語義系統的重要材料，其價值相當於形

聲字之於上古音系統。本次計畫以視覺動詞為研究

對象，比較分析上古與中古視覺動詞單音與雙音組

合的語義引申狀況，從而了解視覺動詞引申為心理

動詞的發展歷程並建構引申規則。 

起訖年月：2021.08.01～2022.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573,000 元 

2 科技部 

主持教師：李忠達 

計畫名稱：典範重構：明清思想史脈絡中的方以智天學思想 

內容摘要：本計畫預計將以方以智天學思想為研究對象，考察

第谷與哥白尼天文學傳入中國後，如何衝擊傳統天

學的典範。其次，則是可以釐清方以智如何受到黃

道周的啟發，以曆學詮解易經，形成新的治學方法

和知識檢證的機制。以上考察成果，最後將能提供

一個新的視角，重新反省和描述明清思想史的演

變。 

起訖年月：2021.08.01～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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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合作廠商或 

機構名稱 
計畫內容 

計畫經費：新台幣 1,048,000 元 

3 科技部 

主持教師：謝文華 

計畫名稱：傅斯年圖書館藏二種《新編錄鬼簿》研究 

內容摘要：元人鍾嗣成所撰《錄鬼簿》，不僅是一部保留許多

元代戲曲作品資訊與劇作家生平事蹟之珍貴紀錄，

同時也是戲曲研究者相當倚重之史料來源。然而，

鍾氏生前至少二度修訂此書，《錄鬼簿》歷經數百

年傳鈔刻寫，留下多種內容詳略不一、文字異同的

刻本與手鈔本，加以明初《錄鬼簿續編》問世流

傳，《續編》吸納鍾氏原著進行增補，文字混融交

織，鍾氏手訂原著面貌難以辨認。本計畫以傅斯年

圖書館藏清人尤貞起鈔本與戴光增藏本二種《新編

錄鬼簿》手鈔本為討論中心，原因有二：其一，二

書版本系統接近，初步判斷屬於《錄鬼簿》成書時

間較晚之修訂本，當能體現鍾氏原著相對完整風

貌。其二，二書原屬東方文化研究所藏書，後歸傅

斯年圖書館所有，是少量運臺珍籍之菁華，長期珍

秘稀見。學界雖知有尤貞起本並大量運用於研究工

作，卻因未能親見原書使論述出現瑕疵；至於戴光

曾本，研究者泰半不知存有此書，其文字內容與版

本意義有待公諸於世。本計畫擬透過基礎文獻考證

研究，重新整理二書，同時將進行全文校勘工作，

嘗試釐清二書在《錄鬼簿》版本系統上之定位。此

外，查考二書歷經哪些人事傳播，梳理脈絡，當有

助於更精準錨定二書在學術上之價值。 

起訖年月：2021.08.01～2022.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505,000 元 

4 科技部 

主持教師：郭章裕 

計畫名稱：「情」類辭賦演變之析論─從《昭明文選》至《文

苑英華》 

內容摘要：《昭明文選》「情」與《文苑英華》「人事七」，兩類

辭賦皆以女性為描寫對象。然而，前者收錄宋玉

〈登徒子好色賦〉、〈高唐賦〉、〈神女賦〉及曹植

〈洛神賦〉四篇，逾半皆與神女有關；後者則收錄

富嘉譽〈麗色賦〉、呂向〈美人賦〉、李華〈哀節婦

賦〉、白敏中〈息夫人不言賦〉、浩虛舟〈陶母截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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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陳山甫〈漢武帝重見李夫人賦〉、康僚〈漢武

帝重見李夫人賦〉、謝觀〈招李夫人魂賦〉、徐寅

〈句踐進西施賦〉共九篇唐人賦作，其或強調女

德，或警戒女色，整體言之與《文選》之「情」大

不相類。同以女性為焦點，《昭明文選》至《文苑

英華》所錄辭賦作品，其重心轉變可謂極大。為探

討此一文學演變的意義，我們可從漢魏六朝辭賦

裡，有關神女形象的描繪作為觀察的起點。可以發

現，漢魏六朝之神女辭賦，原先普遍重視女性體貌

形軀的描繪，但至阮籍〈清思賦〉與江淹〈水上神

女賦〉出現轉折，主要有兩項重點：其一，兩篇對

於女性容顏身姿的描寫，簡單清淡許多，而這種寫

法，也與其本身抽象超俗的審美觀念使然；其二，

兩篇辭賦也將「李夫人」寫入作品之中。這兩項特

點，皆在唐代辭賦發展之中，有所影響。唐賦中的

李夫人主題創作，共有三篇，皆見錄於《文苑英

華》「人事七」。三篇辭賦在寫作上具有相似的套

式，且又可發現，筆下的李夫人虛實難辨、恍惚飄

渺的身影，本質原即與漢魏六朝辭賦中的神女近

似，而警戒女色的旨意，則又與神女類型賦篇不謀

而合。準此，可謂在阮籍、江淹筆下，李夫人正式

被納入神女辭賦的系統之中，乃至成為神女的代表

之一，而唐賦裡對李夫人主題，則是延續神女辭賦

的傳統而來，更進一步的發展創作。又，神女辭賦

雖到唐代已沒落而乏人問津，但仍有如王棨〈神女

不過灌壇賦〉，唯此賦之中所描寫的神女，側重在

其愛民輔國、尊聖敬賢的美德，對於其姣好容貌外

表，僅僅簡單帶過。至於如傳統的朝雲、洛神等等

豔麗窈窕神女，雖仍在許多題材的唐賦裡出現，但

多只用以形容、比擬景物的秀麗殊異，本身的形象

並非重點。準此，若說在阮籍、江淹即出現對神女

形象淡化的傾向，則唐代賦家對女性的觀察與評

斷，顯然更不著重於外表，且偏向內在的品質德

行，而女性之所以神聖，亦非外在姿色，而在於內

涵的卓越。因此，在唐代也出現女德主題的辭賦書

寫，節婦與母儀成為賦家謳頌的對象。賦家重視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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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德行與品質，且創作相關篇章，此一現象既與唐

代興盛的女教觀念相關，同時也與自漢魏六朝以

來，迄於唐代始終連綿不斷，一種務實尚用的賦學

與文學觀相關。在此理念之下，原本玄妙美艷、洋

溢男女情愛的神女辭賦，逐漸受到冷落；同樣面對

女性，轉而以女德與政教精神為重點，加以發揮創

作，看來也就是一種合乎情理的趨勢了。 

起訖年月：2021.08.01～2022.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387,000 元 

5 科技部 

主持教師：鍾曉峰 

計畫名稱：陸游的「漁隱」表述與「漁釣」書寫 

內容摘要：「漁隱」指隱於漁釣，隱於江湖的隱逸型態。從陸

游以「漁隱堂」命名居室，屢以「漁隱」自署，自

稱漁父釣翁，在在說明陸游的「漁隱」書寫與其高

歌鐵馬樓船，具有同樣的重要性。本文從三個角度

探析陸游的「漁隱」書寫：第一，山陰以悠久的隱

逸傳統與典範人物著稱，陸游的漁隱情懷即在此氛

圍中形成，並對「漁隱」的歷史性與風土性展開自

覺論述。第二，陸游的漁隱書寫，創造出有別於山

林田野的隱逸空間，充分賦予此一空間獨具的神

秘、寧靜特質。晚年自託為湖中隱者的書寫、以水

中仙自居的表述，更賦予「漁隱」深刻的精神內

涵，體現獨具一格的隱逸型態。第三，〈煙艇記〉

所述的浮家之樂，在日後的山陰漁隱生活中得到實

踐。陸游熱愛舟居生活型態，從他諸多購買舟船、

漁蓑的記述，可見其漁隱是建立在實際的生活環境

與體驗中，為傳統漁父詩寫作增添日常化的書寫特

色。整體而論，隨著生命歷程的開展，陸游自居漁

父、釣翁的自我認同愈趨穩固。「漁隱」成為陸游

遠遊他方，尋覓理想之深沉意識的反映，既是隱逸

的詩化，也是詩化的隱逸，而其書寫，則深刻展現

此一詩學文化現象。 

起訖年月：2021.08.01～2022.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322,000 元 

6 科技部 
主持教師：陳慶元 

計畫名稱：重情文化與魏晉詩文女性題材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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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情」的探討是玄學的重要討論命題，其中最重要

的當是「聖人有情無情之辨」。何晏力主的聖人無

情論雖為早期玄學界的主流論述，但隨後王弼的聖

人有情說法較貼近現實世界，且配合了其貴無思想

本末體用精闢的理論推衍，使得「應物無累於物」

的聖人有情說法愈發為士人所接受。其間歷經阮

籍、嵇康的任情，郭象的適情，乃至張湛的至情、

忘情理論，以及士人富於情感的生活樣態，形成了

魏晉「重情」的文化現象。而魏晉時期在文學方面

有一特殊現象，即詩文中出現大量的女性題材書

寫。除女性文人創作外，男性文人以女性角度刻畫

的作品更為豐富，其內容涵蓋愛戀、夫妻、閨怨、

頌美、悼亡等，其中亦不乏為女性發聲之作。如此

多樣的女性題材書寫面貌，與魏晉的重情文化顯有

密切關係。且不同時期的情論，對該時期的女性題

材書寫內容表現亦有差異。本計畫擬由魏晉兩性文

人詩文作品的女性題材書寫，結合各時期的重情文

化現象，做共時與歷時性的研究。經此計畫之實

行，預期將能對魏晉時期的女性題材書寫做更全面

的探究，並因結合文化思潮，使研究成果具跨領域

的深度，從而使魏晉女性題材書寫不止做出文學史

的價值，更有思想與文化史上的意義。 

起訖年月：2021.08.01～2022.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433,000 元 

7 教育部 

主持教師：李佳蓮 

計畫名稱：舊酒裝新瓶─古典詞曲之現代詮釋與生活實踐研究 

內容摘要：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以「舊酒裝新瓶─古典詞曲之

現代詮釋與生活實踐研究」為題，實施課程鎖定在

中文系大四必修課程「詞曲選及習作」，在課程教

學現場試圖解決之問題為「如何在專業知識的訓練

之外，兼顧現代社會脈動、學生生活經驗與現況需

求」。基於此問題之重要性，筆者近年來本課程的

教學，便融入「以學生為本位」之教育理念，嘗試

在「不更動課程架構與教學內容」的原則之上，配

合本校「深碗型課程」的實施，以「六大群組之期

末專題製作」的方式，引導學生按自身專長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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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擇組別、主題與形式，將課程內容結合現代社會

與生活實踐，製作出一份專題，並有益於未來職涯

規劃，期末專題製作的面向有下列六項：出版編

輯、新聞採訪、文創手作、戲劇電影、文藝創作、

學術研究。本計畫採用行動研究法(action research)

嘗試解決教學現場的問題，並於教學現場採用問題

導向學習法(PBL)、有效教學模組(BOPPPS)進行教

學，最終搭配運用分析型之評量尺規(Rubrics)，以

多元方式評量學生學習成效，預計將突破「詞曲選

及習作」歷來傳統的教學方式，而對精進教師教

學、改善學生學習成效等方面做出貢獻。 

起訖年月：2021.08.01～2022.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178,000 元 

8 教育部 

主持教師：高禎臨 

計畫名稱：將問題導向與跨域學習融入古典戲劇的詮釋與改編 

內容摘要：「古典戲曲」這門課除了是中文系的專業選修課，

同時也是學校的通識人文雙掛課程，有將近三分之

一來自全校不同科系的修課學生。這門課希望讓兩

種不同身份的修課學生除了領會戲劇的文學內涵，

亦能從劇本中理解，文學所呈現的內涵經常是與現

實生活緊密呼應著的。同時也希望透過對於這些古

典戲劇進行當代詮釋，創造當代學生與古典文學之

間的對話性與連結性。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將同時

採用「問題導向學習」與「跨領域學習」兩種教學

方式，打破過往純文學賞析的教學方法，讓不同科

系的學生透過討論，一起發掘劇本中所呈現的文化

內涵與現實議題；並進而將視角延伸到當代社會的

觀察與思考。同時以修課學生不同學科專業作為一

個多元觀點的討論基礎，思索將古典文本改編成當

代戲劇的可能性。希望戲劇所包含的豐富社會與人

生議題，可以成為另一種詮釋古代劇本的方式，也

在跨系的對話、討論與合作改編的過程裡，實現一

種跨學門/跨領域的學習。 

起訖年月：2021.08.01～2022.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17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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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學術會議情形 

序號 姓名 性質 論文題目 研討會名稱 

1 林香伶 主持人 （10/16 場次） 

第 14屆通俗文學與雅正

文學─「媒材與傳播」

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1/10/15-16） 

2 林香伶 
特約討論

人 

在山水勝景與山川風俗

之間──清嘉道士人之

奇游書寫與帝國圖像的

認知轉向 

第六屆古典文學國際學

術研討會（2021/10/21-

22） 

3 朱岐祥 主持人 （3/19第 A六場） 

2022 第 18屆先秦兩漢學

術國際研討會

（2022/03/18-19） 

4 高禎臨 與談人 

〈讀《四聲猿》，調寄沁

園春〉作者考──兼論

清初女性的詠劇詩 

第 14屆兩岸韻文學學術

研討會（2022/05/27） 

5 朱岐祥 主持人 （5/28第三場 A） 

第 33屆中國文字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

（2022/05/28-29） 

6 朱岐祥 討論人 
典賓類十三月卜辭的考

察及繫聯研究 

第 33屆中國文字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

（2022/05/28-29） 

辦理國內／國際研討會 

本系「中華文化與文學學術研討系列」會議自首次辦理至 2019 年已

累計辦理 25次會議，近五年辦理研討會包含： 

古典文學新視境界學術研討會（2016.04.23） 

文學‧思想‧藝術─徐復觀先生學術論壇（2016.12.03） 

易地而處：文學的跨域、移植與再生學術研討會（2017.11.11） 

龍宇純先生學術研討會（2018.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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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俱進─古典文學的傳承與新變學術研討會（2019.11.23） 

2020 年因疫情暫緩辦理，疫情趨緩後於本學年度 2021 年 11 月 13 日

在茂榜廳舉辦第 26 屆中華文化與文學學術系列研討會，本次會議主題為

「東風：從葉珊到楊牧」；楊牧一生創作豐富，已然成為華語文學界的一

座高山，在詩、散文、翻譯、學術等領域都啟發了無數的文學愛好者。

其學思歷程最早可推溯至東海大學，就讀東海期間，楊牧選修了徐復觀

教授的古典思想史、老莊哲學、韓柳文，這可以說是楊牧接觸中國文學

的第一現場，同一時間他主編了《東風雜誌》、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水之

湄》。因此，東海大學既是楊牧創作的起點，也是他創作版圖中第一塊拼

圖。 

楊牧創作之豐饒，思想之博大精深難窺全貌，然而此次研討會嘗試

邀集諸領域的研究學者，試圖以東海時期的葉珊作為研究起點，望能勾

勒出楊牧的創作軌跡。在具體討論上分別以楊牧的詩創作、散文創作、

學術思考為座標，藉此從其中輻射出楊牧多面向的精神世界。 

本次會議主要分為三個發表場次，期間穿插兩場專題演講，第一場

演講由林餘佐老師擔任主持，主講人邀請到東海大學駐校作家陳義芝，

以「啟明一等星：楊牧的文學成就」為題，揭開研討會的序幕。其後論

文發表的第一個場次由林香伶老師擔任主持人，發表論文的阮美慧老師

以早期白萩、葉珊為例，談及台灣戰後詩的「現代範式」模習與實踐，

余欣娟老師探討了楊牧的詩學創作論，須文蔚老師藉由楊牧以本名王靖

獻發表的〈自由中國詩壇的現代主義〉一文進行研究，陳正芳老師則以

《西班牙浪人吟》為例討論葉珊時期的譯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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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專題演講陳義芝教授 

 

第二場專題演講陳芳明教授 

第二場發表開始前安排了另一場專題演講，由陳義芝老師主持，陳

芳明老師以「楊牧的抒情風格與時間意識」為題進行精采演說。 

第二場研討會發表因為疫情的緣故，透過直播的方式與身處馬來西

亞的主持人張曉威老師、發表論文的張惠思老師和人在花蓮的金尚浩老

師進行線上交流。置身現場的陳慶元老師和許又方老師分別探討了葉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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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古典的承繼與革創以及楊牧在創作和研究上與唐詩的聯繫。張惠

思老師談及楊牧在馬來西亞文學中的存在與熏陶之痕跡，金尚浩老師則

討論了楊牧詩作中浪漫主義的精神與意涵。 

第三場發表由朱衣仙老師擔任主持人，解昆樺老師以楊牧〈希臘〉

詩手稿文本為對象探討其結構現象，陳俊啟老師論及楊牧作品中的浪漫、

古典主義及傳統觀的融會，石曉楓老師則是探討了楊牧散文中對浪漫主

義的執著與實踐。 

最後，也是本次研討會極具獨特性之處，以周芬伶老師帶領學生演

出並由本系高博倫同學執導的詩劇場〈河隙〉作為收尾。演出後，黃繼

立主任作為主持人，邀請與談人周芬伶、楊佳嫻、劉亮延、鴻鴻給予詩

劇場團隊觀劇後的即時心得和寶貴意見，並在如此有來有往的熱絡互動

中，圓滿結束本次研討會。 

 

詩劇場展演〈河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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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研討會論文 

序號 姓名 性質 論文題目 研討會名稱 

1 陳筱琪 發表人 
江淮官話入聲韻尾的語

音變體 

第 19屆國際暨第 39屆

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

（2021/08/20-22） 

2 李佳蓮 發表人 

戲曲文本中的空間研究

──以李漁劇作及其梨

園本的「園宅」為觀照 

2021 戲曲國際學術研討

會（2021/09/26-27） 

3 李佳蓮 發表人 
李漁《風箏誤》之舞臺

搬演與現代詮釋 

第 14屆通俗文學與雅正

文學─「媒材與傳播」

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1/10/15-16） 

4 陳慶元 發表人 

撩撥墓穴流出來幽古的

芬芳──葉珊對中國古

典的承繼與革創 

東風：從葉珊到楊牧國

際學術研討會

（2021/11/13） 

5 高禎臨 發表人 

「中介」與「越界」：作

為一種文化轉譯的城市

故事櫃 

2021 台灣社會學會年會

─多樣性思考：跨學科

與社會學（2021/11/27-

28） 

6 李佳蓮 發表人 

「悲歡聚別」如何在

「歌場生色」？──論

徐復祚《紅梨記》及其

於明清戲曲選本與曲譜

身段譜中之選錄情形 

東亞文圖學與文化交融

傳播（2022/05/26-27） 

7 朱岐祥 發表人 

《小屯南地甲骨》同版

異形和同坑異形研究─

─評字形並非甲骨斷代

分組類的絕對標準 

第 33屆中國文字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

（2022/05/28-29） 

發表期刊論文 

序號 姓名 論文題目 期刊論文名稱 

1 郭章裕 

唐宋關羽當陽神話的再詮釋 《人文社會學報》第 17卷第 3

期，2021年 9月，頁 317-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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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論文題目 期刊論文名稱 

2 劉淑貞 

風景的罪愆──論賴香吟小說

中的抒情主體及其演化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33

期，2021年 10月，頁 139-

179。 

3 李佳蓮 

論明清傳奇解難報恩主題「贈

寶」情節與戲曲文本之空間建

構 

《靜宜中文學報》第 20期，

2021 年 12 月，頁 1-40。 

4 陳筱琪 

《中原音韻》桓歡韻在江淮官

話中的音類分合與相關比較 

《清華學報》第 51 卷第 4

期，2021年 12月，頁 789-

811。 

5 李忠達 
聲數同原：周易時論合編律學

中的象數思維 

《清華學報》第 52 卷第 1

期，2022年 3月，頁 41-77。 

6 陳慶元 
玄言詩與東晉門閥士風──以

會稽僑姓為核心 

《東吳中文學報》第 43期，

2022 年 5月，頁 59-88 

7 李佳蓮 

戲曲空間運用之文本構思與演

出實際──以李漁《風箏誤》

及其梨園本為觀照 

《北市大語文學報》第 26

期，2022年 6月，頁 83-116。 

出版專書與專書論文 

序號 姓名 書名 出版年/月 出版單位 

1 林餘佐 

〈趙天儀的生態詩研究〉《天光：

一棵不凋零的小樹：趙天儀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pp. 341-360 

2021/11 靜宜大學 

2 
高禎臨

（合著） 

《翻閱城事：你不知道的中城小歷

史》 
2022/03 

開學文化出

版社 

3 高禎臨 《妹妹的重量》 2022/04 沐風出版社 

展演活動 

★ 演講 

序號 教師 演講主題 時間 地點 

1 
林香伶 從抒情轉化到依傍異托邦──

以南社為主體的近代文學現象 

2021/10/20 視訊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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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教師 演講主題 時間 地點 

2 

林香伶 論文寫作不藏私──從唐代游

俠詩到近代南社研究的學思歷

程 

2021/11/22 國立臺南大學 

3 李忠達 宋元內丹學中的禪宗公案 

2021/11/28

（瘋神紀 9道

引趣──元太

道堂道教文化

系列講座） 

元太道教學院

籌備處老泉院

區 C1 中教室 

★ 藝術設計創作及展演 

序號 姓名 主題 時間 備註 

1 周芬伶 〈河隙〉 2021/11/13 東海詩劇場 

2 

高禎臨 《春草闖堂》選段 2022/04/29 110 學年度

「當代戲曲與

劇場實作」課

程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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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活動 

本系與南京大學文學院為進一步加深兩院系在學術交流方面長期、

良好的互動關係，經雙方協商，簽署「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與南京大學

文學院教師進行學術交流協議」。依照此交流協議，雙方每年互派一名有

較高學術研究和教學水準、具有教授或副教授直稱的教師，為對方進行

短期客座講學。近三年本系派往南京大學文學院的教師包含：周玟慧老

師（106 學年度）、阮美慧老師（107 學年度）、周芬伶老師（108 學年度）；

南京大學文學院應邀來校的教師則為：吳俊老師（106 學年度）、董曉老

師（107 學年度）、俞士玲老師（108 學年度）。 

惜因 COVID-19 疫情突起，基於防疫需求與人身安危考量，108 學年

度原訂定交流行程臨時取消；而後因疫情持續肆虐，自 109學年度起暫緩

互派教師進行實質交流。 

本校文學院與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亦簽訂了互派教師

進行學術交流之協定。由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依序派出具有教授或

副教授直稱的教師前往華東師範大學為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開設專業課

程，該院亦將每年派出一名有較高學術研究和教學水準的教授或副教授

來訪並進行短期講學。近三年本校文學院派出的教師包含：歷史系張榮

芳老師（2016 年 4月）、哲學系蔡家和老師（2017年 12月）、中文系林香

伶老師（2018 年 10-11 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應邀來訪的教師則有：

中文系朱惠國老師（2016年 3月）、歷史系包詩卿老師（2017 年 12月）、

哲學系劉梁劍老師（2018 年 9-10 月）、中文系彭國忠老師（2019 年 4 月）。

這部分的交流在 COVID-19疫情爆發後，暫時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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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春草闖堂－校園戲曲傳承計畫成果發表 

 

（照片提供：高禎臨） 

由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贊助、國光劇團支援師資與課程規劃的「校園

戲曲傳承計畫」，從去年十一月開始到今年四月，在每個週五下午由多位

優秀的京劇老師與琴師親赴台中，帶著班上二十餘位學生學習京劇《春

草闖堂》。這一群全無戲曲表演經驗的學生們，從初識戲曲行當、老師帶

領讀劇、分科學習身段與唱曲，再加上對戲與走位的練習，最後我們在

國光劇團的專業劇場技術支援之下，有了這樣一場對外的成果發表。 

演出當日國光劇團動員了數十位專業人員，從琴師樂隊、化妝衣箱

到舞台技術人員，一大群人浩浩蕩蕩地來到東海；成果發表的三段節目

分別是同學們彩扮上場演出〈巧遇〉，群體一起讀劇〈闖堂〉，以及預先

觀摩下學期要學習的〈行路〉。東海場次的〈巧遇〉是由身段靈巧的周薇

蓉扮演春草，氣質溫婉的王若楠飾演李伴月，扮相俊秀的顏君倫擔任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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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庭；而台下斯文、台上竟能完美詮釋出吳獨無賴個性的周宜賢最是吸

睛。成就一台好戲的當然不只主要角色，擔綱王喜的彭威元、老丈林昕

璇、民女戴于如，以及吳獨隨從莊惠棠、陳惠、劉芳瑜，戲中主配角皆

是由東海學生親自上陣。初次登台難免緊張，但看到學生們在短時間之

內能有這樣的學習成果還是令人驚嘆又感動！ 

 

（攝影師：劉德祥） 

需要特別一提的是黃俊源和李忻妤兩位同學；來自馬來西亞的俊源

上學期學了伴月小姐、這學期挑戰更難的老旦，當晚演出則以戲份最少

卻讓人難忘的可愛秋花，身為男生的他遊走在各種旦行、沒有一種難得

倒他！忻妤在很短的幾週裡學會〈聞訊〉，本來是西方聲樂專長的她費了

一好一番功夫去琢磨京劇的發聲，原要獨挑大梁的她因為演出前確診，

只能改以事前的錄影獻聲；但因此留下一個下學期更值得期待的驚喜。 

以讀劇方式呈現的〈闖堂〉則由彩扮之外的全體學生一起登台；李

定桓獨扮薛玫庭，機智活潑的春草由周君柔、鄭冠伶、徐羽岑、楊姉璇、

廖羿惠共同呈現。這學期才加入的陳尹凡、王信文所擔的楊夫人氣場驚

人，周宜賢下場後快速卸妝再度上場擔綱王喜，蔡秉軒所飾演的奸巧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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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尤其生動鮮活；三組同學以極有強度的表演能量呈現這場戲的矛盾與

高潮，同樣引起觀眾滿堂彩。最後由國光陳元鴻老師與林庭瑜老師帶來

的〈行路〉，更是把最精湛的京劇身段與喜劇效果帶給全場的東海觀眾，

即刻收編了許多觀眾成為忠實戲迷。 

 

（攝影師：劉德祥） 

當日來到現場的許多觀眾很多都是初次看戲曲；散戲之後收到最多

的迴響則是：「太好看了，好期待下半場的演出呀！」尚未接觸京劇之前

或許有些人覺得戲曲離生活好遠，但因為這樣的傳承計畫，又因為王安

祈老師選定了絕無冷場的《春草闖堂》作為學生初學戲曲、觀眾認識京

劇的起點；觀眾們一方面訝異於學生這段時間累積的學習成果，也對於

國光劇團帶來的演出、以及從劇本到表演皆精彩的《春草闖堂》驚艷不

已。從這個晚上開始，戲曲不在只是中文系與通識人文的一堂課，同時

也成為東海人心中難忘的一幅風景。這一趟校園京劇課程奇航記尚未結

束，期待接續著的兩年，我們繼續劇場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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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師：劉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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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成立「春風化雨獎學金」 

本系退休教師王建生教授感念學生時期受惠於江舉謙、方師鐸、陳

問梅等早期中文系師長，為銘記母系師生情誼，鼓勵向學，特與其夫人

張文璞女士聯合捐贈市值新台幣壹佰萬元之有價證券、現金新台幣壹萬

元整成立「中文系春風化雨獎學金」。將與 2012年由蕭張宗毓女士（蕭繼

宗教授夫人）、陳勝周先生、王建生教授合捐新台幣壹百萬元設置之「蕭

繼宗教授暨蕭張宗毓女士紀念獎學金」，共同嘉惠學士班學業優良之應屆

畢業生。 

近年來受到利率影響，本系以現金定存取孳息發放之獎學金，包括

「朱書焱先生紀念獎學金」（2007 年設立）、「梁容若教授、傅玉安女士紀

念獎學金」（2007 年設立）、「蕭繼宗教授暨蕭張宗毓女士紀念獎學金」

（2012年設立）、「慈暉獎學金」（2014年設立）等，皆面臨孳息明顯減少

的境況，未來恐將無法每年開放申請。為使獎學金能順利發放以嘉惠本

系莘莘學子，王建生老師先是再次捐款，估算並以現金填補「蕭繼宗教

授暨蕭張宗毓女士紀念獎學金」孳息不足部分，確保該獎學金未來 10 年

內皆可順利運作；其次，在「蕭繼宗教授暨蕭張宗毓女士紀念獎學金」

成立屆滿 10 年之時，王老師再次奉獻愛心，與其夫人張文璞女士聯合捐

贈，成立「中文系春風化雨獎學金」，可與原有的「蕭繼宗教授暨蕭張宗

毓女士紀念獎學金」聯合起來，分別頒發獎學金給應屆畢業 A、B 兩班的

第一名畢業生。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鑑於低利率時代定存孳息普遍低落，王建生

老師因而勇於創新，改以股票形式完成捐贈，此亦為本校成立獎學金之

首例，希望能透過高報酬率的現金股息，更好的幫助並鼓勵學生，將師

生情誼持續的傳遞下去。祝福王建生老師及師母，也祝福「蕭繼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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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蕭張宗毓女士紀念獎學金」、「中文系春風化雨獎學金」的歷年獲獎人，

期待薪火相傳，恆久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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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發展 

★ 110學年度畢業生流向（學士班） 

1. 畢業後狀況 

 
 

2. 目前工作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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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就業原因 

 
 

4. 現在工作職業類型為何？ 

 

 

5. 畢業後花多久時間找到第 1份工作？（僅畢業滿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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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畢業後至今，是否曾經轉換過公司?（僅畢業滿 3年） 

 
 

7.主要工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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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畢業生流向（碩士班） 

1. 畢業後狀況 

 

 

2. 目前工作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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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就業原因 

 

 

4. 現在工作職業類型 

 

 

5. 畢業後花多久時間找到第 1份工作？（僅畢業滿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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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畢業後至今，是否曾經轉換過公司?（僅畢業滿 3年） 

 
 

7. 主要工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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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畢業生流向（博士班） 

1. 畢業後狀況 

 

 

2. 目前工作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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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就業原因 

 

 

4. 現在工作職業類型 

 
 

5. 畢業後花多久時間找到第 1份工作？（僅畢業滿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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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畢業後至今，是否曾經轉換過公司？（僅畢業滿 3年） 

 

 

7. 主要工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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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生流向─學習反饋 

1. 所具備的專業能力與工作所要求的相符程度為何？（僅畢業滿

1年、滿 3年） 

 

 

  



61 

2. 系所的專業訓練課程，對目前工作的幫助程度？（僅畢業滿 5

年） 

 

3. 對工作整體滿意度？（僅畢業滿 1年、滿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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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內容與專業訓練課程，相符程度？（僅畢業滿 1年、滿 3

年） 

 

5. 在學期間哪些【學習經驗】對於現在的工作有所幫助？（複

選，至多 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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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捐款芳名錄 

姓 名 捐款項目 指定用途 捐款金額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大渡山學會 
中文系發展基金 

中文系-社會系聯

合申請「與抒情

詩人的密談」作

家駐校計畫 

$ 200,000 

陳哲妮 中文系發展基金 

贊助「東風：從

葉珊到楊牧國際

學術研討會」、

《葉過林隙──

楊牧和他們的東

海》文集 

$ 250,000 

臺中榮民總醫院 中文系發展基金 － $ 30,000 

游長霖 中文系發展基金 － $ 2,400 

傅裴湘 中文系發展基金 － $ 2,781 

周芬伶 中文系發展基金 
贊助「東海文學

獎」活動辦理 
$ 25,000 

王建生 
中文系春風化雨 

獎學金 
－ $ 1010,000 

（匿名捐款） 
中文系春風化雨 

獎學金 
－ $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