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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近現代史中的變遷、對抗、融合―歷史、教

育、產業、經濟的視角」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議程 

主辦單位：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日本）一般財團法人霞山會 

協辦單位：國立臺北大學人文學院、海山學研究中心、亞洲暨泛太平洋地區研究中心 

會議時間：2022 年 11 月 4 日（五）至 11 月 5 日（六） 

會議地點：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公共事務學院 1F19 會議室 

 

2022 年 11 月 4 日（五）  主題：教育文化 

場次／時間 主持人 報告人／論文題目 與談人 

8:40-9:00 報到／領取資料 

9:00-9:15 

開幕式 

李承嘉（國立臺北大學校長） 

何淑宜（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阿部純一（一般財團法人霞山會理事長） 

◎口譯老師：林佩欣 

9:15-10:20 

【專題講演】 

主講人：吳文星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講題：「認識臺灣(歷史篇)」與臺灣中學歷史教育之變革 

      「認識台湾（歴史篇）」をめぐる台湾の歴史教育 

主持人：何淑宜（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10:20─10:35茶敘時間 

 

第一場 

東亞教育的發展

與傳播 

10:35-12：15 

徐興慶（東吳

大學講座教授

/客座教授、中

國文化大學特

約講座教授） 

澤田由香利（東京外國語大學總合

國際學研究院教授）／東亞地區少

子高齡化社會的社會保障──日本

「新資本主義」的去向與課題── 

◎口譯老師：墜如敏 

鄭力軒（國立政

治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 



2 

 林明煌（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

授）／東亞學校教育課程改革的發

展與課題 

宋佩芬（國立臺

北大學師培中心

教授兼主任） 

12:20－13:30 午餐時間 

第二場 

人的交流與教育 

 

13:30-15:50 

黃自進（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

研 究 所 研 究

員） 

山崎直也（帝京大學外國語學部教

授）／新冠疫情後日臺教育交流的

思考—修學/教育旅行的機遇與風

險 

◎口譯老師：墜如敏 

林明煌（國立嘉

義大學教育學系

教授） 

鴋澤歩（大阪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

究科教授）／戦前・戦中期在独（ベ

ルリン）日本人鉄道職員—「ドイ

ツ経験」は何をもたらしたか 

◎口譯老師：墜如敏 

洪廣冀（國立臺

灣大學地理環境

資 源 學 系 副 教

授） 

澤井實（大阪大學名譽教授）／工

場診断と直接投資─戦後日台経済

関係の一齣（視訊） 

◎口譯老師：墜如敏 

陳慈玉（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兼任研究員） 

15:50─16:10  茶敘時間 

第三場 

跨境的文化觀察 

 

16:10-17:20 

 

林玉茹（中央

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研究員

兼國立臺北大

學歷史學系合

聘教授） 

曾美芳（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副教授）／記憶中的祖國與現實

中的祖國：1967-1984《星島日報》

所見「中國」報導的立場轉變 

何義麟（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臺灣

文化研究所教授

兼所長） 

林志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兼胡適紀念館主任兼國立

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合聘副教授）／

跨境的歷史認識—冷戰時期佐藤慎

一郎的香港行與「中共觀察」 

徐浤馨（淡江大

學日本政經研究

所助理教授） 

王超然（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

理教授）／演示紅色新文化的舞臺：

國共內戰期間中共文藝人士在香港

（1945-1949） 

須文蔚（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國文

系教授兼文學院

副院長兼全球華



3 

文 寫 作 中 心 主

任） 

17:20-18:20 

綜合座談 

濱本良一（自由撰稿人、前讀賣新聞記者、前國際教養大學教授）／林

玉茹（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合聘

教授） 

◎口譯老師：山口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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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5 日（六）  主題：經濟政策 

場次／時間 主持人 報告人／論文題目 與談人 

第四場 

產業在各地域的

發展 

 

09:30-12:00 

 

林靖 (國立臺

北大學商學院

國企所教授) 

目片芽輝（陽光諮詢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新冠病毒對臺灣餐飲業

的影響 

◎口譯老師：曾健洲 

曾美芳（臺北醫

學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副教授） 

小牟田哲彥（作家）／日本觀光客

是如何看待臺灣的──臺灣旅遊百

年史 

◎口譯老師： 吳米淑 

呂紹理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教授） 

中村尚史（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

所教授）／東アジア機関車市場の

展開とアメリカ・メーカー：1887-

1914 

◎口譯老師：曾健洲 

林美莉（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副研究員） 

12:00－13:30 午餐時間 

第五場 

基礎建設的構築

與經濟展望 

 

13:30-15:00 

 

謝國興（中央

研究院臺灣史

研 究 所 研 究

員） 

曾立維（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

士） ／有線到無線—對外無線電報

系統在臺灣的建立與發展（1928-

1949年） 

李姵蓉（文藻外

語大學日文系副

教授） 

林采成（立教大學經濟學部教授）

／台北鉄道の経営実態と政府補助 

◎口譯老師：陳雯寧 

鍾淑敏（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研究員兼副所

長） 

蔡龍保（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

授兼學術副校長） ／由森林鐵路到

觀光鐵路—戰前阿里山鐵路經營策

略之轉變（1896-1945） 

鄭麗玲（國立臺

北科技大學文化

事 業 發 展 系 教

授） 

15:00─15:20  茶敘時間 

 

第六場 

文化產業與軟實

力 

洪健榮（國立

臺北大學歷史

學系教授兼海

三澤真美恵（日本大學文理學部教

授）／戒嚴期間臺灣電影界的「親

日/消日」現象─以林摶秋的電影製

作為中心（視訊） 

林果顯（國立政

治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副教授兼所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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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7:00 

山學研究中心

主任） 

◎口譯老師：周俊宇 

林佩欣（國立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

中心研究員）／從臺島之酒到帝國

之酒：日治時期樹林酒工場的紅酒

改良與行銷 

曾立維（國立政

治大學歷史學系

博士） 

王淳熙（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與

文化資產研究所助理教授）／臺灣

日治時期建築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

的檢視 

黃士娟（國立臺

北藝術大學建築

與文化資產研究

所副教授兼圖書

館館長） 

17:00-18:00 

綜合座談 

駒形哲哉（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部教授）（視訊）／蔡龍保（國立臺北

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學術副校長） 

◎口譯老師：吳米淑 

18:00- 閉幕式‧貴賓晚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