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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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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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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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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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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年來，培育畢業生學士 3984 位、碩士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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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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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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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學年度，學士班各年級有 A、B 班，計有學生 423 人，碩士

班 45 人，博士班 29 人。教職員工方面，專任教師 17 位（教授 5 位、副

教授 9 位、助理教授 3 位），兼任教師 38 位（教授 2 位、副教授 4 位、助

理教授 23 位，講師 9 位），專職行政人員 3 位。 

 

  

學士班, 

85.11%

碩士班, 

9.05%

博士班, 

5.84%

系所組成－學生497人

教授,  

28%

副教授,  

50%

助理教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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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11 學年度學士班選修課程一覽表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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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語語言學概論 陳筱琪 1 3 思辨性閱讀與報告寫作 朱衣仙 1 2 

現代散文閱讀與創作 劉淑貞 1 3 現代小說閱讀與創作 劉淑貞 1 3 

西遊記 謝文華 1 3 中國古典小說選讀 謝文華 1 3 

現代詩閱讀與創作 林餘佐 1 3 台灣地景文學選讀 林餘佐 1 2 

唐宋文學批評 鍾曉峰  2 現當代華文文學 朱衣仙 2 3 

創作與出版 周芬伶 2 2 台灣文學史 阮美慧 2 3 

古典戲曲（111） 高禎臨 2 3 當代戲曲與劇場（111） 高禎臨 2 3 

古典戲曲實作（111） 高禎臨 2-4 1 白居易詩選讀 鍾曉峰 2 2 

中國神話選讀 郭章裕 2 2 1960-80 年代臺灣現代詩選讀 林餘佐 2 3 

臺灣文學作家與作品 阮美慧 2 3 世說新語 陳慶元 1,2 3 

當代儒學論述 李忠達 2 2 楚辭 郭章裕 1,2 2 

比較文學概論 朱衣仙 3,4 3 左傳 謝博霖 1,2 3 

晚清小說 林香伶 3,4 3 台灣文化與語言 陳筱琪 1,2 3 

創意寫作教學 周玟慧 3,4 2 古文字導讀 朱岐祥 3,4 3 

創意寫作教學實作 周玟慧 3,4 1 實用中文寫作 林香伶 3,4 3 

聲音表達與問題解決 周玟慧 3,4 3 晚唐五代詞 李佳蓮 3,4 3 

老子 陳慶元 3,4 3 當代華語電影 陳慶元 3,4 3 

應用文書 謝文華 3,4 3 影像閱讀與創作 劉淑貞 3,4 3 

蘇軾詩選讀 鍾曉峰 3,4 3 文心雕龍 郭章裕 3,4 3 

道教概論 李忠達 3,4 3 傳習錄 李忠達 3,4 2 

普及讀物寫作 謝博霖 2-4 3 聊齋誌異 謝文華 3,4 3 

    校外實習-創意寫作教學 周玟慧 3,4 1 

    創作實務 周芬伶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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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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11 學年度研究所選修課程一覽表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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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與出版專題 周芬伶 1,2 2 紅樓夢與創作專題 周芬伶 1,2 2 

抒情傳統專題 林香伶 1,2 3 王國維學術專題 朱岐祥 1,2 3 

文化研究與文學批評專題 朱衣仙 1,2 3 敘事學專題 林香伶 1,2 3 

台灣當代文學思潮與變遷專題 阮美慧 1,2 
2 

當代西洋文學批評理論與應

用 朱衣仙 1,2 
3 

古代身體觀專題 黃繼立 1,2 2 戰後台灣現代詩專題 阮美慧 1,2 2 

魏晉文化與文學專題 陳慶元 1,2 2 俗文學專題 李佳蓮 1,2 3 

明清歷史與文學專題 

高禎臨 

吳靜芳 1,2 
3 

思與詩的對話：古代思想與

詩學專題 

黃繼立 

鍾曉峰 1,2 
3 

漢魏六朝賦學專題 郭章裕 1,2 2 老莊思想與文學專題 陳慶元 1,2 2 

唐宋詩學批評專題 鍾曉峰 1,2 2 戲曲史專題 高禎臨 1,2 2 

現代散文寫作專題 劉淑貞 1,2 3 漢魏六朝文論專題 郭章裕 1,2 2 

宋明理學專題 劉榮賢 1,2 2 短篇小說寫作專題 劉淑貞 1,2 2 

    西方漢學的儒學討論專題 李忠達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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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的話 

中文系於當代存在的價值在這幾年格外受到關注。擁有悠長歷史的

東海大學中文系除了建立深厚的人文底蘊與文學素養，在學術研究與文

學創作上皆可見到東海中文系的豐富實踐，也在多種領域累積了對於社

會的具體貢獻。面對著時代的變化，我們同時也致力於課程架構與教學

內涵的改變，期許中文系能對應著社會的趨勢與脈動，轉化出跨域與應

用的能力。我們將持續培養學生文學專業，亦能與時俱進，以多元創意

展現實力、對話外界，令社會大眾重新認知中文系在當代社會的新面貌

與無可取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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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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助理教授 3 人，其中劉淑貞副教授、李忠達副教授於 111 學

年度第一學期通過升等，李佳蓮教授則於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過升等。

依據本校現行法規，專任教師每隔四年需進行教師評鑑，在 111 學年度接

受教師評鑑的是林香伶教授、黃繼立副教授，均順利通過評鑑。 

本系專任師資 17 人，具博士學位者共 17 人，比例高達 100%；教授

及副教授合計 14 人，佔全體之 8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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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周芬

伶老師，在 110 年 8 月卸除專任教師職務後，旋即以榮譽教授身分回歸，

仍持續將創作能量帶給東海大學及中文系。近年來芬伶老師屢屢獲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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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領學生在文學獎、劇場、影視作品各方面有著傑出的成績，斬獲獎項

包含：林榮三文學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青年超新星文學獎、彰化

縣磺溪文學獎、Openbook 好書獎入圍、文化部青年創作獎勵、教育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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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創作獎、國藝會出版補助、入選文化部中小學生讀物選介……等等。 

111 學年度新聘教師謝博霖助理教授，研究專長為古文字學、西周金

文、西周史。謝老師不僅在學術殿堂有優秀表現，作為「野蠻小邦周」

網站聯合撰筆人、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合作作者、知識平台《故事：

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合作作者，持續不斷的將其豐富的學術知識轉化為

科普寫作。博霖老師的加入可預期的，能為本系帶來滿滿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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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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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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佳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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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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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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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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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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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博霖 助理教授 

Hsieh, Po-Lin 

最高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古文字學、西周金文、西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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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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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系學士班招生入學主要管道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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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學年度學士班入學新生 89 人，各年級人數分布如下表： 

表 6 111 學年度學士班各年級人數 

班別 

年級 
男 女 

1 年級 25 64 

2 年級 30 69 

3 年級 28 81 

4 年級* 35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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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碩士班入學新生 11人，博士班入學新生 3人，各年級人數

分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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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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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人 3 人 

2 年級 6 人 2 人 

3 年級 13 人 2 人 

4 年級 17 人 5 人 

5 年級 － 6 人 

6 年級 － 6 人 

7 年級 － 8 人 

合計 49 人 32 人 

新購圖儀設備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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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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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度透過多年分期採購協議，採

購電子資料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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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3 年夏季可全庫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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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兩年儀

器設備汰換重點包含可攜式擴音機、喊話器，110 學年度已購置落地式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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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SB）1 組，供師生辦理室內外活動之用，購入後陸續借出使用，實際

運用於校園導覽、戶外授課、系學會活動、研討會辦理、彩蛋嘉年華等

場合。因使用經驗極佳，111 學年度再購入無限手提式無線喊話器 2 組。



17 

此外，因應教學跨域應用之需求，採購 Adobe Creative Cloud for teams All 

App 教育版授權，包含 Photoshop、Illustrator、Acrobat Pro、Premiere Pro、

Adobe Firefly、Adobe Express 等軟體，安裝於公用電腦，供本系教職員生

處理教學行政相關事務之用。 

在院圖儀經費支持下，汰換舊有設備新購 Sony 4K 高畫質數位攝影機

（FDR-AX700）一台，用以拍攝與記錄系所及系學生會辦理之相關活動。 

表 8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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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線喊話器 

（MIPRO MA-100） 

2 H525 教學儀器設備室 辦理戶外教學使用，

汰換現有設備。 

Adobe Creative Cloud 教育

版 

1 H549 大學部辦公室 安裝於公用電腦，供

本系教職員生處理教

學行政相關事務之

用。 

SONY 4K 高畫質數位攝影

機（FDR-AX700） 

1 H549 大學部辦公室 汰換系辦現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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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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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H503、H526、H527 

、H542 

汰換專任教師舊有設

備，供教學研究使

用。 

桌上型電腦 2 H509、H542 同上。 

顯示器 3 H508、H509、H542 同上。 

雷射印表機 

（HP LaserJet Pro M111w） 

3 H511、H512、H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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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謝春香 中文系朱書焱紀念獎學金 111-1 

學士班 中文四 A 方藝蓁 中文系朱書焱紀念獎學金 111-1 

學士班 中文四 B 張子宸 梁容若教授、傅玉安女士紀念獎學金 111-1 

學士班 中文四 A 張歆翌 中文系慈暉獎學金 111-1 

學士班 中文四 A 李澤婷 中文系慈暉獎學金 111-1 

學士班 中文一 A 蔡心媛 東海大學外國學生獎學金 111-1 

碩士班 中文一 許頤寧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1 

碩士班 中文一 陳美瑜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1 

碩士班 中文一 洪銓岑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1 

碩士班 中文二 黃啟軒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1 

碩士班 中文三 彭建斌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1 

碩士班 中文三 葉珊珊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1 

碩士班 中文三 涂瀞尹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1 

碩士班 中文三 黃筠喬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1 

碩士班 中文三 李詩永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1 

碩士班 中文四 鄭俞倩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1 

碩士班 中文四 林素素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1 

博士班 中文一 郭晉嘉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1 

博士班 中文一 蕭崇聖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1 

博士班 中文四 謝 顥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1 

學士班 中文三 A 粘珉瑜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金 111-1 

學士班 中文三 A 顏玉芳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金 111-1 

學士班 中文三 B 徐智恩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金 111-1 

學士班 中文三 B 許雅芳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金 111-1 

學士班 中文四 A 高鈺軒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金 111-1 

學士班 中文四 A 劉芳瑜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金 111-1 

學士班 中文四 B 傅昭瑜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金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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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系級 姓名 獎助學金名稱 學年-學期 

學士班 中文四 B 歐卉珊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金 111-1 

學士班 中文三 A 官臣尉 東海大學基本勞作績優助學金 111-1 

學士班 中文三 B 徐智恩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金 111-1 

學士班 中文四 A 郭湘琳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金 111-1 

學士班 中文四 B 曾奕昕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金 111-1 

學士班 中文二 B 楊詠文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1-1 

博士班 中文二 郭晉嘉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1-1 

博士班 中文二 蕭崇聖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1-1 

博士班 中文二 曾昭榕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1-1 

博士班 中文二 沈 魚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1-1 

博士班 中文三 謝宇威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1-1 

博士班 中文三 陳文銓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1-1 

碩士班 中文二 吳家洋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1-1 

碩士班 中文二 陳柏勳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1-1 

碩士班 中文二 許頤寧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1-1 

碩士班 中文二 鍾富濬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1-1 

碩士班 中文二 陳美瑜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1-1 

碩士班 中文二 蘇筠喬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1-1 

碩士班 中文二 洪銓岑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1-1 

碩士班 中文二 盧靖涵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1-1 

碩士班 中文二 陳德閔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1-1 

碩士班 中文二 謝淑帆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11-1 

學士班 中文四 A 何品軒 中文系春風化雨獎學金 111-2 

學士班 中文四 B 周澍瑄 中文系蕭繼宗教授紀念獎學金 111-2 

碩士班 中文四 趙宇賀 東海大學大陸學生獎學金 111-2 

碩士班 中文一 許頤寧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2 

碩士班 中文一 鍾富濬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2 

碩士班 中文一 陳美瑜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2 

碩士班 中文一 洪銓岑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2 

碩士班 中文一 陳德閔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2 

碩士班 中文一 曾 怡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2 

碩士班 中文二 黃啟軒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2 

碩士班 中文三 彭建斌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2 

碩士班 中文三 李詩永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2 

碩士班 中文三 王信文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2 

碩士班 中文四 鄭俞倩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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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系級 姓名 獎助學金名稱 學年-學期 

碩士班 中文四 林素素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2 

博士班 中文一 郭晉嘉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2 

博士班 中文一 蕭崇聖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11-2 

學士班 中文二 B 林建碩 東海大學基本勞作績優助學金 111-2 

學士班 中文四 A 賴玨婷 東海大學體育獎學金 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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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三 王信文 111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新詩組） 金質獎 

學士班 中文二 B 周紹園 111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新詩組） 銀質獎 

學士班 中文二 B 周莉芸 111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新詩組） 佳作獎 

學士班 中文二 B 林耘徹 111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新詩組） 佳作獎 

學士班 中文二 B 姜千雯 111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散文組） 金質獎 

學士班 中文四 A 洪書賢 111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散文組） 銀質獎 

碩士班 中文三 涂瀞尹 111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散文組） 銅作獎 

學士班 中文二 B 周紹園 111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散文組） 佳作獎 

碩士班 中文一 曾 怡 111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散文組） 佳作獎 

碩士班 中文三 涂瀞尹 111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小說組） 金質獎 

學士班 中文四 B 江奕瑋 111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小說組） 銅質獎 

碩士班 中文三 陳泳劭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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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三 A 賴玨婷 
大專校院 111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中

區決賽）一般女生組（第三區） 
第六名 

學士班 中文四 A 余冠廷 
風城盃射箭邀請賽團體組（反曲弓大專

30 公尺組） 
第三名 

學士班 中文四 B 羅元甫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1 學年度啦啦隊錦

標賽一班男女混合 4-5 人組 
第六名 

碩士班 中文三 林昱汛 彰化縣第 24 屆磺溪文學獎（散文類） 優選 

碩士班 中文三 羅凱瀚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 2023年第

一期文學類補助（《紅瓦綠檳榔》散文

集創作計畫） 

補 /獎助新

台幣 12 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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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系級 姓名 獎項／競賽名稱 獎別 

博士班 中文一 曾昭榕 2022 第十二屆全球華文星雲文學獎 
長篇歷史小

說補助 

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年度 
系級 

姓名 
內容 

111 
中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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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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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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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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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中文四 A 

張歆翌 

計畫名稱：寄身傳情──華、日身體詞慣用語情緒譬喻研究 

計畫編號：112-2813-C-029-022-H 

執行起迄：2023/07/01~2024/02/29 

指導教授：周玟慧 

核定金額：4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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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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凱琳 

由台灣日治時期俚諺相關

辭典編纂觀看跨文化治理

—以《臺灣俚諺集覽》與

《臺灣風俗誌•臺灣人的

俚諺》為探究對象 

萬有文學力：第十九屆全

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

討會 

（2022/09/23-24） 

2 博 
柯維盈 

（共同作者） 

甲骨卜辭定年月差演算法 第十三屆數位典藏與數位

人文國際學術研討會

（DADH） 

（2022/12/10-12） 

3 博 黃詣庭 

在石牆坍頹之前──論邱

妙津〈柏拉圖之髮〉中的

性／別之壁 

第十屆通識教育中心學術

研討會 

（2023/04/28） 

4 博 黃仲宏 

從二程、朱子到象山闢佛

之研究 

第十屆通識教育中心學術

研討會 

（2023/04/28） 

5 博 林思玲 

台灣當代小說中日治時期

女性身份認同的建構與再

建構──以《來去花蓮

港》、《花東婦好》、《海神

家族》為例 

第十八屆有鳳初鳴—漢學

多元化領域之探索全國研

究生學術研討會 

（2023/05/12） 

6 碩 陳柏勳 

從李玉《清忠譜》觀晚明

社會文化 

第十八屆有鳳初鳴—漢學

多元化領域之探索全國研

究生學術研討會 

（2023/05/12） 

7 博 巫凱琳 

白先勇〈永遠的尹雪艷〉

敘事結構析論 

第十八屆有鳳初鳴—漢學

多元化領域之探索全國研

究生學術研討會 

（2023/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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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期刊論文 

序號 班別 姓名 論文題目 期刊論文名稱 

1 博 林梧衛 
商禽詩作中「變形」美學

之探析〉 

中國語文月刊第 782 期

（2022 年 8 月） 

2 博 謝 顥 〈論「果」〉 
靜宜中文學報 22 期 

（2022 年 12 月） 

3 博 沈 魚 

齊、秦金文字形對比研究

──以《商周青銅器銘文

選》為例 

教學與研究 

（2022 年 10 月） 

4 博 沈 魚 
略論齊、秦金文結構造型

異同之原因 

語文教學通訊．D 刊（學

術刊）（202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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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昭榕 博 

〈詩性的田園居所—論

《田園之秋》的書寫美

感與倫理關懷〉《臺灣

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

編 41-陳冠學》 

2013/12 
國立臺灣文

學館 

2 陳泳劭 碩 

《島嶼上的飯桌：大蛤

飯、木瓜粄、柴把湯、老

酒麵線……讓我們走進阿

公阿嬤說不完的時代記

憶》 

2022/09 野人文化 

3 曾昭榕 博 
《海東清夷：海道．海盜

系列 2》 
2022/11 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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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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慎華 學 是很美麗的 

印刻文學生

活誌 Vol. 

230 

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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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雅琪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2 羅珮慈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3 戴士翔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4 羅元甫 學 初級救護技術員 EMT-1 臺灣 

5 柳昀彤 學 初級救護技術員 EM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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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張歆翌 中文四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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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吳信融 中文四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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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郭湘琳 中文四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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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蔡鈺瑋 中文四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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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辛品萱 中文四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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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劉姿廷 中文四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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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聶立庭 中文四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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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曾奕昕 中文四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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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高秉翔 中文四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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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傅昭瑜 中文四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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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李惠琴 中文四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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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碩士班 

中文二 

中文三 

中文三 

中文三 

王信文 

羅凱瀚 

涂瀞尹 

黃柏勳 

111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講

座分享會（中區） 
 

學士班 

中文二 A 

中文二 B 

行政二 B 

社會二 A 

法律二 A 

「0048 現

代詩閱讀

與創作」

修課同學 

「陌生人的來信」詩展 

（2023.01.04－2023.07.31） 

本詩展為東海大學素養導

向高教學習創新計畫

（XPlorer 探索者計畫）

的補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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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系級 姓名 展演活動名稱 備註 

學士班 

／ 

碩士班 

中文二 A 

中文二 A 

中文二 A 

中文二 A 

中文二 B 

中文二 B 

中文四 A 

中文四 B 

中文一 

李佩庭 

吳曉欣 

李昱惠 

鄺文希 

吳柏駿 

李睿靜 

楊姉璇 

劉佳函 

蘇筠喬 

《春草闖堂》選段 

（2023.05.12） 

【台積電×國光戲曲傳承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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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活動 

112 年 6 月 9 日舉辦「第 67 屆中文學會正副會長選舉」，由中文二 B

洪苡容同學、中文二 A 陳易賢同學當選正副會長，任期內積極參與並協

助校系重要活動，也為本系學生規劃辦理諸多活動： 

● 111 年 9 月 3、4 日新生報到入宿，學會幹部組成志工團，提供新

生及家長各項服務。 

● 111 年 9 月 5 日大學入門「學系時間」輔導新生選課課務事宜並

與新生交流互動。 

● 111 年 10 月 22、23 日於雲林縣古坑鄉翠華會館與本校日文系、

資工系聯合舉辦「迎新宿營」活動，順利圓滿。 

● 111 年 10 月 27 日舉辦期中進補活動，順利圓滿。 

● 111 年 11 月 2 日由大一同學代表系上參加 67 週年校慶活動，榮

獲趣味競賽「當我們串在一起」第五名。 

● 111 年 12 月 16 日擬於本校一校區上籃及上排，舉辦八系聯合耶

誕晚會《讓子誕飛》。 

● 111 年 12 月 17 日協助系上進行特殊選才考試相關事宜。 

● 111 年 12 月 19 日舉辦「儲幹招募說明會」，以培養下屆學會幹

部。 

● 111 年 12 月 21 日舉辦「交換禮物 X 制服日」，系上同學參與踴

躍並圓滿結束。 

● 112 年 3 月 12 日支援「2023 東海大學彩蛋嘉年華：文／社科／

管理／法律四學院聯合科系諮詢嘉年華」活動，並擺設攤位。 

● 112 年 3 月 20 日至 3 月 24 日舉辦「文院週」活動。 

● 112年 4 月 27 日邀請系友楊富閔學長及劉淑貞老師舉辦「曇花一

現」與小說對談講座。 

● 112 年 5 月 20、21 日協助「112 學年度申請入學考試」面試。 



29 

● 原訂 112 年 5 月 26 日辦理「中文之夜」，因報名人數不足取消。 

● 112 年 6 月 5 日召開「系大會」。 

本學年度下學期辦理第 68 屆中文學會正副會長選舉，於 112 年 6 月

9日完成選舉，由中文一 B郭宗穎同學當選會長、中文一 B林沛昀同學當

選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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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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主持教師：周玟慧 

計畫名稱：先修課程對過程導向引導式教學（POGIL）成效探

討──以訓詁學為例 

內容摘要：在課堂教學由教師為主的傳統講授教學轉向以學生

為主的討論報告，雖然解決了學生參與度低的問

題，卻衍生出新的難題。由於缺乏小組討論與上台

報告的經驗，獨立思考能力也不足，加上本科專業

科目的難度，使得學生對上課由焦慮而產生反感，

反而要求回到原本傳統的教授教學方式。有鑑於過

程導向引導式探究學習教學法（POGIL）已經在不

同的學科中取得良好成效，對於學生的小組合作能

力、溝通表達力與專業理解力都有提昇。我們將在

本期計畫中採用此一教學法。然而也有報告顯示，

要達成上述效果還需要有不同的改進與修正。依據

個人以往教學經驗，我們認為在專業課程之前若先

開設先修課程教授學生思辨能力、熟悉小組討論方

法、練習上台報告，將有助於在專業課程中施行過

程導向引導教學法，能夠提昇學生的專業技能，並

更增益其獨立思考及溝通表達能力。本計畫將研究

此一預期是否成立。以紙筆測驗、評量尺規、學生

訪談及問卷方式比較調查上過先修課的實驗組與未

上先修課的對照組，在實行 POGIL 訓詁學課程上

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成效之差異。 

起訖年月：2022.08.01～2023.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224,992 元 

2 國科會 

主持教師：阮美慧 

計畫名稱：跨語詩人對台灣早期「詩現代化」的論述與實踐：

以吳瀛濤為考察對象 

內容摘要：本計畫，以一九五〇年代台灣現代詩運動之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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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合作廠商或 

機構名稱 
計畫內容 

陸來台及跨語世代詩人會合之際，檢視在推動詩的

現代化過程，雙方是如何習合、援引、會通等過

程，共同促使戰後台灣現代詩的奠定。 由於，以

往台灣戰後現化詩運動，「跨語詩人」的參與向來

較少被關注到。因此，本計畫以吳瀛濤的詩論及詩

作為主，在先前的研究成果上，進一步梳理其所具

有的「創新性」、「現代感」，在一九五〇年代詩壇

上的意義。此一研究，對了解台灣戰後「現代詩」

起步的發展樣貌，應可增補過去以來的研究意見，

並使一九五〇年代的現代詩史探究更加完備。 

起訖年月：2022.08.01～2023.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456,000 元 

3 國科會 

主持教師：李佳蓮 

計畫名稱：劇目鉤沉與文本衍異─新發現之清戲曲劇本集《輕

清雅韻》研究 

內容摘要：本計畫題目為「劇目鉤沉與文本衍異─新發現之清

戲曲劇本集《輕清雅韻》研究」，《輕清雅韻》收錄

於 2010 年北京學苑出版社出版之《傅惜華藏古典

戲曲珍本叢刊》第 142 冊，內容有《犯相》、《衫襟

會》、《爭壽》、《螭虎傳》、《搬兵》、《報恩緣》、《玉

蜻蜓》、《祭蘆江》共計八劇。本計畫以此書為研究

對象，從劇目鉤沉與文本衍異兩方面進行思考，透

過檢索戲曲目錄著錄、實際研讀文本、比對不同版

本等研究方式，啟發問題意識；經初步研究後認

為，《輕清雅韻》不僅鉤沉久佚劇目，讓湮沒劇作

重現光明；在梳理文本衍異過程中，也發現《輕清

雅韻》涵攝戲曲發展史諸多面向，具備清乾隆以後

戲曲選本的轉變之跡，即從文人審美品味移轉到民

間戲曲班社的通俗趣味，因此在戲曲發展史上，具

有重要的研究意義。本計畫原創性在於《輕清雅

韻》於近年出版才問世，尚未引起學界注意，所收

諸劇多具研究價值，可為學界補充新說。本計畫預

計完成之工作項目有以下六項︰完成檢索戲曲目

錄、考證劇本出處來源、比對版本梳理文本衍異、

補充學界相關研究、探究其與地方戲的關係，最終

思考《輕清雅韻》在戲曲文獻方面的價值，以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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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合作廠商或 

機構名稱 
計畫內容 

曲發展史上的意義。本計畫預計亦將引起學界對於

《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的重視，提供學術

研究方面之貢獻。 

起訖年月：2022.08.01～2023.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508,000 元 

4 教育部 

主持教師：李佳蓮 

計畫名稱：「深度討論教學法」於「中國文學史」課堂之運用

研究 

內容摘要：本計畫以「讓文學史發聲？發生！」為副標題，擬

欲探討「深度討論教學法」於「中國文學史」課程

之應用，透過行動研究法的反覆循環過程，逐步針

對教學現場發現的問題進行修正，認為近年來方興

未艾的「深度討論教學法」（Quality Talk），適可以

突破傳統由老師單方面講授、學生保持沉默的教學

模式，讓修課學生也有討論、「發聲」的機會，改

善學生過於被動依賴的學習態度；更重要的是，藉

由循序漸進式的「深度討論教學法」課程設計，增

進學生自主學習、獨立思辨以及歸納統整的能力，

有助於學生口語及書寫之申論表達能力，引導學生

建立文學史知識體系，從而讓文學史在學生的心目

中重新「發生」；也讓擔任授課教師的筆者，從學

生們的「發聲」中，讓學生的「中國文學史」知識

體系，在筆者的心目中再次「發生」，於此教學相

長。本計畫無論從「中國文學史」的教學方法、或

者「深度討論教學法」的應用層面兩方面來看，都

具有創新性。另外，本計畫透過具體的授課方式、

活動設計、作業繳交，搭配分析型評量尺規

（Rubrics）、前後測等方式，建立多元化的學習評

量機制，並從中觀察「深度討論教學法」對於學生

學習成效之改變。 

起訖年月：2022.08.01～2023.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286,000 元 

5 國科會 

主持教師：黃繼立 

計畫名稱：儒家性格的「發生」：徐復觀論孔、孟手稿及批注

本之研究（3/3） 

內容摘要：本計畫將藉助「文本發生學」和思想史方法，以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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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合作廠商或 

機構名稱 
計畫內容 

海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徐復觀手稿與《四書集註》批

注本之論孔子、孟子作為研究主題。申請人嘗試通

過第一手的材料，探究作為當代新儒家代表的徐復

觀，如何理解古典儒家的代表孔子、孟子，以至於

儒家的思想性格。本計畫的執行，就思想史研究而

言，可以釐清徐復觀某些觀點，如「憂患意識」、

「形而中學」等說法的文本起源。就思想與書寫的

互動而言，徐復觀的案例說明了，越是高明的思想

家，與書寫的關係就越密切。手稿和批注本，確實

有資格作為思想史研究的對象。希望本計畫的執

行，能喚起學界對這類議題的重視。 

起訖年月：2022.08.01～2023.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526,000 元 

6 國科會 

主持教師：陳慶元 

計畫名稱：政治、士族與文學場域中的王羲之及其家族研究 

內容摘要：在東晉乃至整個中國文化史中，王羲之及其家族均

有相當重要與特殊的位置。除了王氏父子在書法藝

術的成就外，膾炙人口的「蘭亭集會」更是東晉文

學的一大盛事，一般認為是如此的文藝實力奠定了

王氏家族在東晉的重要地位。然而以東晉一朝特殊

的時代性，以及門閥政治的背景下，單由文藝角度

探尋其成就之因是不夠的。王羲之對東晉政局的涉

入，以及琅邪王氏的士族家風，也都對其人格心理

與處世態度有明顯的影響，並與文學藝術表現有著

互為因果的關係。本計畫擬由法國社會學家皮耶•

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場域

（field）理論」出發，在東晉各種權力場域中，選

擇與王羲之密切相關的政治、士族、文藝三大場

域，分析王羲之在這些場域交疊雜揉下，如何於其

中競爭並取得聲望與地位，進而鞏固家族勢力，延

續家族命脈。在本計畫執行下，除能重新釐清並客

觀還原王羲之的歷史與文化面貌外，並可依此個案

研究，推衍至東晉各世家大族之相關探討，進而從

跨領域的多元面向，對東晉「士族文化」現象做出

更為廣泛且具深度的論述。 

起訖年月：2022.08.01～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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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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000 元 

7 國科會 

主持教師：鍾曉峰 

計畫名稱：《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的詩歌批評與高密三李的

詩學實踐 

內容摘要：本計畫探討李懷民《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的詩學

批評理論，進而在清代詩學語境中考察高密詩派三

李的詩學實踐。李懷民在《重訂》提出「學詩當自

五律始」，並以中晚唐詩人五律為典範，表現出詩

歌體製的自覺意識。評語中可見自具系統的詩歌本

質觀、詩史觀以及五律典範建構，李懷民的創作與

批評，隨著其弟李憲暠、李憲喬的加入、傳播，形

成一個理論主張明確，詩學主張鮮明的高密詩派。

高密詩派的出現，與清代前中期各家爭鳴的唐詩學

環境有關。因此，探究李氏兄弟的批評理論與詩學

實踐，不僅可以更深入認識選本批評中的唐詩學，

同時也能具體掌握唐詩學在清代文學的發展。 

起訖年月：2022.08.01～2023.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368,000 元 

8 國科會 

主持教師：劉淑貞 

計畫名稱：「消失」作為方法：九七回歸後的「我城」書寫－

以韓麗珠的寫作為個案 

內容摘要：本計畫關注韓麗珠九七後「我城」書寫的三個階

段：九七回歸後、雨傘運動時期、以及反送中運動

時期，將透過這三階段的文本爬梳，有效地回應香

港在九七回歸後的三個時期各自所對應的政治現

實，並拉出一條借力使力、將「消失」、「匱缺」從

一種香港的集體精神結構之病灶的位置，轉化為一

種自我認同的方法。本計畫認為，「消失作為一種

方法」，將能回應香港長期以來矛盾且具否定性邏

輯的一種自我認同路徑，也能以此和香港本土運動

產生對話、辯證的可能，為香港反送中運動後的虛

無與認同焦慮提供一種方法路徑。 

起訖年月：2022.08.01～2023.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690,000 元 

9 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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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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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內容摘要：本計畫以方以智的天學思想為題，旨在釐清方以智

的天文學、曆算學、星占學與《易經》哲學相互交

涉所構成的思想體系，並將其置於明清思想史的發

展潮流中，一探其特性與定位。方以智一方面繼承

了中國古代天學的典範，另一方面受到兩種西洋天

文學典範的刺激，在多重典範的共同影響下，形塑

出獨特的個人哲學體系。本計畫首先關注方以智如

何折衷第谷與哥白尼體系的天文學，並回應中世紀

天文學的概念如亞里斯多德的四元素說和托勒密的

天球體系。其次則希望探討黃道周以曆解《易》的

治學方法，如何融入方以智的天學和《易》學思

想。最後，圍繞著方以智而成立的學術社群，發展

出重視自然知識考據的學術傾向，本計畫希望探討

這種傾向如何形塑清代學術的發展，從宏觀的角度

重新審視傳統天學的典範如何重構，進而改變明清

思想史的面貌。 

起訖年月：2022.08.01～2023.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524,000 元 

10 國科會 

主持教師：謝文華 

計畫名稱：傅斯年圖書館藏原東方文化研究所藏書傳播研究 

內容摘要：本計畫以典藏於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

斯年圖書館內，原屬東方文化研究所圖書館之藏書

為研究對象，探討這批珍稀善本古籍從抗戰後接

收、整理、揀選，到運臺典藏於傅圖之傳播過程，

深入耙梳參與其事之諸多人事軼聞。 

同時，本計畫擬透過史料多方察考傳播脈絡，釐清

過往因資訊零碎不全，導致論述歧異之緣由。更重

要的是，為此批珍稀古籍建構有助基礎研究之藏書

書目，透過計畫成果公開展示，期望引起學界更多

關注與討論，由此集眾人之力共同探索此批文獻之

學術價值。 

起訖年月：2022.08.01～2023.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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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繼立 
特約討論

人 

從宮崎市定的《論語》

解釋說起 

2022 臺灣國際儒學學術

論壇（2022/09/23） 

2 陳慶元 
特約討論

人 

英雄的回歸—從《莊

子》觀點論體道者如何

重返世界 

2022 臺灣國際儒學學術

論壇（2022/09/23） 

3 黃繼立 主持人 （場次 3-1） 
2022 臺灣國際儒學學術

論壇（2022/09/23） 

4 黃繼立 發表人 

當新儒家閱讀古典儒

家：徐復觀《四書》批

注本的《孟子》解釋思

路 

2022 經學與文化全國學

術研討會（2022/11/02） 

5 黃繼立 
特約討論

人 

「研幾」與「生生」—

陽明後學「克己復禮」

解之兩條進路與思想史

意義 

2022 經學與文化全國學

術研討會（2022/11/02） 

6 
林香伶 

江曉輝 
發表人 

「嶺南真願百東坡」—

東坡文化對南社廣東分

社詩人的影響 

第九屆中國文哲之當代

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2/11/04-05） 

7 林香伶 講評人 

苦中作樂與失諧解困—

白居易幽默詩的治療與

表徵意義 

第九屆中國文哲之當代

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2/11/04-05） 

8 鍾曉峰 發表人 

「水部家法」與「賈師

法門」：論李懷民的中晚

唐五律美典建構 

第 15 屆唐代文化國際學

術研討會（2022/11/18） 

9 朱岐祥 主講人 學習古文字的時代意義 

漢字的發展與跨域—

2022 漢字文化研習會

（2022/12/10-11） 

10 謝博霖 發表人 叔子㝅卮銘文補說 

首屆出土文獻語言文字

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2/12/17-18） 

11 高禎臨 發表人 

母職操演—李欣倫散文

中「母親書寫」的任性

與韌性 

2023 文化研究年會暨國

際學術研討會

（2023/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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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性質 論文題目 研討會名稱 

12 李佳蓮 
特約討論

人 

從《十五貫》看崑劇獄

訟表演的空間建構與文

化意涵 

第 15 屆韻文學學術研討

會（2023/04/29） 

13 林餘佐 發表人 
浪蕩子詩學：邱剛健詩

學初探 

第 15 屆韻文學學術研討

會（2023/04/29） 

14 林香伶 主持人 （B1 場次） 

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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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2） 

15 林香伶 
特約討論

人 

明末至清中性靈詩派的

詩法轉變—以《詩歸》

與《隨園詩話》杜詩評

為例 

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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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2） 

16 林香伶 
特約討論

人 

借問此行何所事？—劉

鶚東遊紀行詩探討 

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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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2） 

17 李忠達 
特約討論

人 

初探呂祖謙《十七史詳

節》之成書問題及體例 

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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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2） 

18 李忠達 
特約討論

人 

《莊子內篇憨山註》釋

「心」析論 

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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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2） 

19 鍾曉峰 發表人 
論陸游的江湖詩境與舟

中詩思 

第六屆人文化成國際學

術研討會（2023/5/19-

20） 

20 李忠達 發表人 

神遊地獄：〈酆都山真形

圖〉在宋代道法中的內

外應用 

第三屆中古中國人文會

議（2023/06/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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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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已

累計辦理 26 次會議，近年辦理研討會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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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時俱進─古典文學的傳承與新變學術研討會（2019.11.23） 

東風：從葉珊到楊牧國際學術研討會（2021.11.13） 

2022年 11月 19日本系與圖書館於圖書館良鑑廳共同舉辦「中華文化

與文學學術研討系列第二十七次會議──徐復觀先生與新儒家學術論壇」，

邀請海內外學者共同探討徐復觀先生與港臺新儒家的貢獻，以及徐復觀

先生的先秦兩漢思想研究成績。論壇當天，與會學者各自就其專長與親

炙大師的切身經驗，進行專題演講、論文發表與座談。 

徐復觀先生是東海大學創校前輩，在中國文學系擔任主任多年，同

時是當代新儒家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學術界、文化界公認的大師。

徐復觀先生離開東海大學後，前往香港新亞書院繼續擔任教席，對於宏

揚港臺學術與人文精神做出卓越的貢獻，在社會上亦扮演公共知識份子

的角色，以虎虎生風的縱橫之筆對港臺政治與社會狀況提出針砭。本次

論壇探討徐復觀先生的學術成就和思想遺產，彰顯徐先生對於東海大學

的人文傳統乃至於港臺兩地學界的重要意義，紀念大師真生命的人格風

采，為後進學子豎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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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馮耀明以「思想與方法：徐復觀的觀念史世界」進行專題演講 

本次論壇由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周玟慧、中文系系主任黃繼立主持

開幕，圖書館館長楊朝棟、徐復觀先生哲嗣徐帥軍先生與會，多方進行

研討。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馮耀明以「思想與方法：徐復觀的觀念史世

界」進行專題演講，為本次論壇拉開序幕。講題深入探討徐復觀先生思

想史方法，又上溯傅斯年、胡適、余英時，延伸至卡西勒、席林，貫通

東西古今，極具思想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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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先生與新儒家學術論壇」邀請海內外學者共同探討徐復觀先生與 

港臺新儒家的貢獻，以及徐復觀先生的先秦兩漢思想研究成績。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楊儒賓以「梅廣教授論儒學與徐復觀先生」

專場，代替已故梅廣老師宣讀論文〈中國文化中的道德與宗教〉。其文討

論儒學的宗教性問題，提出威廉．詹姆士到杜威的實效主義作為溝通中

西哲學的橋樑，並對於發揚儒學的普世性價值深具信心。該文是梅廣教

授數十年學力凝聚的結晶，由楊儒賓教授進行深入的闡發，為紀念哲人

的最佳方式。 

論壇下午場次首先以「徐復觀先生與港臺新儒家」為題舉行座談，

由楊儒賓教授主持，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馮耀明、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教授楊祖漢、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劉榮賢共同進行討論。接續其後

的「徐復觀先生的先秦兩漢思想研究」，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

究員鍾彩鈞主持，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楊自平及東海大學哲學系教

授蔡家和進行座談。與會學者依據各自專長，對講題進行充分的研討。

會後由東海大學中文系系主任黃繼立主持閉幕式，徐復觀先生哲嗣徐帥

軍先生藉此機會，從更親切的角度感念父親言教身教。整場論壇在緬懷

徐復觀先生的春風化雨下順利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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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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繼立 發表人 

當新儒家閱讀古典儒

家：徐復觀《四書》批

注本的《孟子》解釋思

路 

2022 經學與文化全國學

術研討會（2022/11/02） 

2 
林香伶 

江曉輝 
發表人 

「嶺南真願百東坡」—

東坡文化對南社廣東分

社詩人的影響 

第九屆中國文哲之當代

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2/11/04-05） 

3 鍾曉峰 發表人 

「水部家法」與「賈師

法門」：論李懷民的中晚

唐五律美典建構 

第 15 屆唐代文化國際學

術研討會（2022/11/18） 

4 謝博霖 發表人 叔子㝅卮銘文補說 

首屆出土文獻語言文字

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2/12/17-18） 

5 高禎臨 發表人 

母職操演—李欣倫散文

中「母親書寫」的任性

與韌性 

2023 文化研究年會暨國

際學術研討會

（2023/03/12） 

6 林餘佐 發表人 
浪蕩子詩學：邱剛健詩

學初探 

第 15 屆韻文學學術研討

會（2023/04/29） 

7 鍾曉峰 發表人 
論陸游的江湖詩境與舟

中詩思 

第六屆人文化成國際學

術研討會（2023/5/19-

20） 

8 李忠達 發表人 

神遊地獄：〈酆都山真形

圖〉在宋代道法中的內

外應用 

第三屆中古中國人文會

議（2023/06/22-25） 

發表期刊論文 

序號 姓名 論文題目 期刊論文名稱 

1 阮美慧 
戰後陳千武文學中「歷史創

傷」的象徵與衍繹 

《高雄師大國文學報》第 36

期，2022 年 10 月，頁 29-76。 

2 黃繼立 
「悟」於「無曲」：牟宗三與

「水滸境界」 

《東亞觀念史集刊》第 20期，

2022 年 9 月，頁 279-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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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論文題目 期刊論文名稱 

3 李佳蓮 

地方精神的再現與重塑—論明

末清初傳奇中虎丘地景書寫的

時代意義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

報》第 26 期，2022 年 11 月，

頁 41-68。 

4 郭章裕 阮籍〈清思賦〉寫作特色析論 
《中國學術年刊》第 44 期，

2022 年 9 月，頁 117-150。 

5 鍾曉峰 

李懷民推尊中晚唐詩探析：以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為主

的討論 

《東海中文學報》第 44 期，

2022 年 12 月，頁 53-90。 

6 鍾曉峰 
為詩人辯護：再論「窮而後

工」說在宋代的理論反響 

《中國學術年刊》，第 45 期，

2023 年 3 月，頁 33-59。 

7 謝博霖 西周金文述祖銘辭研究 
《政大中文學報》第 39 期，

2023 年 6 月，頁 63-98。 

出版專書與專書論文 

序號 姓名 書名 出版年/月 出版單位 

1 阮美慧 

〈病理詩學—曾貴海詩作中臺灣

「現實病癥」的診斷與療癒〉《跨

界美學 人文風華—曾貴海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pp. 97-126 

2022/08 

萬卷樓圖書

股份有限公

司 

2 李忠達 《浹水洽禪師語錄》點校 2022/10 
佛光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展演活動 

★ 演講 

序號 教師 演講主題 時間 地點 

1 

李忠達 思想史與科技史的交會：以方

以智《易》學與科學的關係為

例 

2022/10/07 國立中央大學

（2022 年明清

學術青年學者

工作坊） 

2 高禎臨 人文社會導論課程—當代文學 2022/10/04 台中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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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教師 演講主題 時間 地點 

3 
李忠達 洞天：道教的地心世界巡遊與

六朝仙傳小說 

2022/11/03 國立清華大學 

4 
高禎臨 紙上氍毹—以批評作為展演的

清初戲曲評點 

2022/11/16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 

5 謝文華 
《西遊記》之版本流播與象徵

寓意 
2022/12/03 

視訊演講（韓

國國立全北大

學） 

6 林香伶 創意思考與寫作 2023/01/14 
彰化縣立彰化

藝術高級中學 

7 謝文華 

隱身的作者──談《西遊補》

與《古今說海》作者考論之反

思 

2023/01/30 

視訊演講（韓

國國立全北大

學） 

8 林香伶 南社詩歌中的愛恨情仇 2023/03/19 
臺北市天籟吟

社 

9 謝博霖 
淡泊名利？人文科系的知識經

濟淘金術 
2023/03/22 臺北市立大學 

★ 藝術設計創作及展演 

序號 姓名 主題 時間 備註 

1 

周芬伶 走入她們的房間—

女性書寫與空間特

展 

2022/10/26-

2023/02/12 

臺中市政府文

化局主辦，於

臺中作家典藏

館展出。 

2 

高禎臨 《春草闖堂》選段 2023/05/12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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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交流暨人文學發展座談會 

東海大學文學院與韓國國立全北大學人文學院於 111 年 12 月 22 日，

假東海大學人文大樓展學廳舉行「國際學術交流暨人文學發展座談會」，

邀請兩校的人文學院教授相互交流學術成果。本校中文系黃繼立主任擔

任司儀，由全北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申忠均、全北大學中語中文系教授崔

南圭、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周玟慧擔任代表，代表們致詞後彼此交換禮

物，接著引導在場的教授們自自我介紹。 

東海大學自 2011 年與全北大學成為姊妹校，本校的周玟慧、黃繼立、

高禎臨、阮美慧、謝文華老師先後受邀造訪全北大學。全北大學代表崔

南圭教授是東海大學中文系的第一個博士生，當年和中文系退休教授劉

榮賢同窗，論文口試時間只差了一星期，兩人交情深厚，幾年前劉榮賢

也受邀到全北大學演講。崔南圭教授致贈東海文學院一幅親筆題字的書

法墨寶，內容為蘇東坡的〈定風坡〉，並表示全北大學有多位任教師資是

東海大學畢業的，兩校不僅早有淵源且近年交流頻繁，期待後續能繼續

保持密切的學術關係。 

申忠均院長先請全北大學教授們自我介紹。韓國語系楊秉浩老師、

西班牙中南美語系李相鉉老師、史學系金成奎老師、德語系金花任老師、

日文系高永爛老師、記錄管理系尹恩河老師、哲學系朴俊鎬、劉志雄、

金約翰老師，分別先後起身介紹自身的研究領域，其中有些老師來過東

海或在臺灣自由行。 

周玟慧院長也請東海大學教授們自我介紹。哲學系姜文斌老師、外

文系江丕賢老師、歷史系范純武老師、中文系劉榮賢、黃繼立、林香伶、

阮美慧、陳筱琪、陳慶元、李忠達、高禎臨老師，分別先後起身發表研

究經驗以及對韓國學術發展的觀察和感佩之處；而今年十二月初剛受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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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北大學訪問四天的謝文華老師，不僅發表《西遊記》的學術演講、

參觀校園的新正門和舊正門，還受崔南圭教授招待，去了韓屋村和金山

寺，是非常愉快的回憶。 

本次座談會在大家的熱切交流中圓滿落幕，席間可以感受到老師們

的熱情與希望兩校友誼能綿延長久的真心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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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111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講座分享會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東海中文系於 11 月 24 日，假東海大學人文大

樓展學廳舉行「親情、失語與跨越──111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講座分享

會」，邀請本校知名作家周芬伶、言叔夏、林餘佐教授，與近兩年榮獲教

育部文藝創作獎的學生黃柏勳、涂瀞尹、王信文、羅凱瀚，進行對談和

交流，整場會議由黃繼立主任開場引言、許建崑教授主持。 

黃繼立主任在開場的引言中表示，東海中文系相較於其他學校的中

文系，具備悠久、優良的創作傳統，從趙滋蕃先生、周芬伶老師、言叔

夏老師一脈而下，培養出許多在創作圈、文化界相當優秀的人才，其中

包含甘耀明、徐國能、楊富閔等等許多當今耳熟能詳的作家。黃繼立主

任並表示，因為東海中文系豐沛且悠久的創作能量，很榮幸受到《聯合

文學雜誌》的邀請，在今年十月號的「聯合文學 unitas 生活誌」網站，特

別為本系製作了「中文系在幹嘛／東海中文系」系列專題，其中包含老

師們的對談，以及在創作上的畢業系友、在學學生的文章。此次教育部

文藝創作獎所舉辦的分享會，亦是由於近兩年，中文系共有六位學生獲

得教育部文藝創作獎，黃柏勳、涂瀞尹、王信文、羅凱瀚，以及剛畢業

的趙鴻祐和王仁劭，涵括了短篇小說和散文領域，表現出色。 

 

黃繼立主任開場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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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芬伶老師分享近年因為疫情而產生的新型態文學獎評審方式，當

中的利弊得失，並比較文學創作風氣也很蓬勃的學校，如東華、政大、

北教大，提醒學生們競爭只會愈來愈激烈。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的學生組

相較於其他各縣市主辦的文學獎，限定於在學學生參與，鼓勵同學們可

以把它當作校外的第一個賽場去嘗試。 

 

周芬伶老師經驗分享 

第一次有文學獎主辦單位到校園來，邀請得獎同學來分享關於得獎

與創作的心得，言叔夏老師表示這次的經驗非常難得。中文系開設了大

量且不同文類的創作課程，學生尋找並磨礪自己的語言，創作並參與課

堂的互評，學習面對自我和他者的關係。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有相當大的

指標性，一來是徵獎文類完整，包括散文、小說、詩和劇本，再者限定

於學生參與的文學獎，在作品題材上多傾向於從創作者自己的真實感悟

出發，清新而真誠。在這樣專屬學生的文學獎中，投稿作品比較會有強

烈的實驗性，創作者勇於試驗情感的表達方式，可能破碎、不完整、沒

有那麼漂亮和四平八穩，但當中蘊含潛力，這樣的作品比較能感動她，

也是她覺得比較重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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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淑貞老師經驗分享 

林餘佐老師表示以前學生時期曾經上過許建崑老師和周芬伶老師的

課，在兒童文學課上學習向外判斷讀者、受眾，在創作課上練習向內挖

掘。創作和書寫時，除了思考「寫什麼」的題材問題，還有「怎麼寫」

的技藝層面需要經營。在這次得獎的同學作品中，他們都共同找到一個

核心的象徵、意象，去開展各自所想要講的東西、承接住情感。所在意

的事物，除了有說出口的衝動，也需要找到文學的方法去表達。 

 

林餘佐老師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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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獎學生的方面，王信文直言同儕、環境很重要，創作的靈感來

自一次和同學間的對話。藉由敘述、轉換觀看事件的能力，描述出事件

中荒謬和具戲劇性的故事。除了在高禎臨老師戲曲課上學到的張力表達，

本身的閱讀量也需充足，才能在增廣見聞後再回歸到文學創作上。 

 

王信文同學經驗分享 

羅凱瀚說明自己如何細看、瞭解父母親的歷史，藉由書寫讓傷害得

到安慰和報償。藉由中文系的課程，學習融會貫通古典和現代知識，這

也是形塑自己的重要路徑，創作能在自我成形的道路上，幫助自己走得

更遠。 

 

羅凱瀚同學經驗分享 

黃柏勳表示這次的獲獎作品為四、五年前的舊作修改，看著沉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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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金工的父親，在父親生病、店面難以維繫的時候，自己試圖理解、學

習金工技術，和父親搭建起溝通的橋樑。他認為得獎完全是一個運氣問

題。如果創作具有意義，必須是對自己有意義，如果自己擁有某種可以

跨越東西的能力，不要因為得不得獎而放棄掉，寫作的意義就是寫下去

本身。 

 

黃柏勳同學經驗分享 

涂瀞尹本次獲獎作品以聲音作為主軸，從自身搬遷經驗，由泰國到

臺灣、從高雄到臺中，語言、聲響對於人類的轉變期，作為一種亟需適

應的差異，也作為一種安心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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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瀞尹同學經驗分享 

藉由本次分享會，老師們分享現今文學獎與文學創作的脈動，以及

自身的創作理念，獲獎學生們也表達課堂學習與自身創作經驗的想法，

在最後的問答時間裡，也替三位大學部的學弟們解答創作相關的疑難雜

症，如：理論如何被運用在創作中、題目如何發想、如何開發自身靈感。

在創作經驗的分享與傳承中，分享會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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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春草闖堂－校園戲曲傳承計畫成果發表 

為期三年的【台積電×國光戲曲傳承計畫】邁向了第二個年頭，由台

積電文教基金會贊助、國光劇團支援師資與課程規劃，修習「當代戲曲

與劇場實作」的同學們，在週二與週五的午後時光中，陸續接受國光劇

團張育華團長、王冠強老師、朱安麗老師、陳清河老師、謝冠生老師、

溫宇航老師、李佳麒老師、劉珈后老師、林庭瑜老師……等成員的悉心

指導，不僅僅是戲曲行當與藝術行政知識層面的奠基，在師長帶領讀劇、

身段與唱曲學習、對戲與走位練習之中，年輕的小演員們迎來了期末的

成果發表。 

 

（攝影師：劉德祥） 

本次參與演出的不僅僅是 110 學年度的舊班底，受到戲曲魅力吸引、

在 111 學年度陸續投入的新的生力軍們，也粉墨上場了。演出當天國光劇

團動員了強大的行政與專業的技術支援來到東海校園，台積電文教基金

會許峻郎執行長也到場支持，彩扮上場的同學們演出〈行路〉，而後有群

體讀劇，最後甚至有東海、清華兩校學生聯合登台演出，真是精彩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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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的笑聲、掌聲以及演出後熱烈的迴響與互動，給予藝術教育推廣與

傳統戲曲永續經營最好的回饋。 

 

（攝影師：劉德祥） 

來自不同學系的修課同學們，透過課程的學習與實踐，在一點一滴

的付出中，更加認識和喜歡京劇，並點燃了對於自己的自我期待。能對

一件事物真心並長久地保有熱情，感受生命裡多樣的美好事物，往往才

是最純粹而恆久的快樂。在這麼長期、高質量的藝文活動累積之下，相

信有些事情緩緩改變，播下的種子也會逐漸在當代社會延展出另一種奼

紫嫣紅開遍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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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師：劉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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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發展 

★ 辦理職涯發展相關活動 

 

111 年 10 月 18 日辦理職涯講座 



61 

 

111 年 10 月 20 日辦理職涯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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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10 月 6 日至 10 月 24 日辦理職涯深度諮詢駐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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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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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畢業後至今，是否曾經轉換過公司?（僅畢業滿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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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要工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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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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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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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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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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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長霖 中文系發展基金 － $ 1,400 

王建生 
中文系春風化雨 

獎學金 
－ $ 70,000 

許建崑 慈暉獎學金 － $ 4,000 

許建崑 
朱書焱先生紀念獎學

金 
－ $ 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