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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網址 https://cll.nptu.edu.tw/ 

 

 系務紀要 

2 月 1 日 自 2 月 1 日起，李美燕獲國科會核定「114 年度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

研究」，於 113 年度下學期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進行研究。 

2 月 07 日 舉辦 114 學年碩士班招生考試，錄取 3名正取、4名備取。 

2 月 22 日 2 月 22 日-23 日，由本系系學會主辦，由林承叡、黃品恩等同學執行辦理 2025

年系出遊「東遊記-東遊夷州」活動，赴臺東史前博物館、臺東鐵花村、知本森

林遊樂區等地參訪，本系大學部、研究生計二十餘位學生參加，嚴立模、陳志

峰老師隨團出行，活動反應熱烈，圓滿成功。 

3 月 18 日 日本麗澤大學外國語學部准教授齋藤貴志老師來系拜訪，陳志峰主任接待，商

談學生交換事宜與未來可能合作方向，並致贈本系主編之《屏東東學學史、、屏名

古屋大學．東東大學學化交流學術會議論學集第一輯、各一套。 

3 月 22 日 舉辦 114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面試，錄取 8名正取、3名備取。 

3 月 24 日 本系專題研討課程邀請成功大學中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黃聖松老師主講《，由本系

陳志峰老師主持，講題為《由由「封」」侯論論屏傳》、《崇禮、尊王之矛盾與選

擇。 

3 月 29 日 本系舉行 114 學年度徵聘專任教師試教訪談、召開教評會，決議以下提案由 

1.通過尤麗雯老師自我評鑑案。 

2.114 學年度專任教師甄選作業，自 37 件申請案中汰選 4 位來系訪談，通過選

薦兩位申請案送交院、校教評。 

3 月 31 日 本系邀請民生校區圖書館 7樓學無已視聽教室，舉辦詩歌跨界─《屏灣心交交》、

特映會暨映後座談」活動，由林秀蓉老師主持，屏灣心現代詩、主編蔡秀菊老師

擔任座談嘉賓。 

4 月 07 日 本系專題研討課程邀請臺心大學中學系賴佩暄老師主講《，由本系黃學車老師主

持，講題為由「從現實到科幻由中國當代小說的多元想像視野」。 

 公告事項 

◆114 學年度《「大學部學生預先修讀」碩士學位申請《，間至 114 年 5 月 12 日為止，有意申 

《 《 請預研生之大二、大三同學，請 系網頁檢閱相關資訊《網網參參考由https://reurl.cc/M3XKl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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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 

◆本學期專題演講與迎曦講座場次已初步排定，地點與題目訊息，請隨間關注系網頁公 

《 《 告。歡迎有興趣的師長、同學踴躍參加由 

114 年 4 月 28 日《 專題演講邀請中山大學中學系陳秋宏教授主講由勢與書法之臨摹和自運。 

114 年 5 月 12 日《 迎曦講座由黃學車老師主講。〈講題待訂〉 

114 年 5 月 19 日《 專題演講邀請中山大學中學系鍾志偉教授主講。〈講題待訂〉 

114 年 5 月 26 日《 專題演講邀請成功大學中學系江建俊教授主講由六朝學獻學與玄學的研究 

《 《 方法。 

◆本學期系週會安排於 05 月 05 日星期一下午 3.40 開始，邀請知名學學創作者與填詞人路寒《  

《 《 袖先生蒞系演講。講題為由將學字長出翅膀──談我的創作經驗與詩歌作品。 

◆114 年 05 月 24 日網六）本系柯明傑老師主持「日本一般財団法人《ユーラシア財団(from《 《  

《 《 Asia)歐亞基金會」研究計畫，籌辦「漢字學化圈之社會、教育與思想專題講座」，邀請韓 

《 《 國、馬來西亞、越南、臺心等重要學者主講東亞社會與學化主題相關內容，歡迎師生蒞《 《  

《 《 臨參與，相關訊息請留意本系網頁。 

 

 榮譽榜 

◆本系莊翊暄同學熱交參與【2025 公益演奏會:有愛   琴入座】活動，為公益活動的順利推《 《  

《 《 動貢獻良多。 

◆恭喜本系退休教師林其賢教授新著屏李炳南居士年譜、，於臺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恭喜本系 114 級錢澤毓同學榮獲 114 年大專優秀青年(全國受獎代表) 

《 《 恭喜本系 114 級陳煒樺同學榮獲 114 年大專優秀青年(校內受獎代表) 

◆本系 114 級温秉薰、陳品岑、段安禧、黃翊瑄、陳煒樺等五位同學，在林秀蓉、余昭玟老《  

《 《 師指導下，在 2025 年 3 月 22 日晚上於東東演藝廳登臺演出，參與「采韻之丘合唱團—土《 《 《  

《 《 地瀾想 III-3屏和你的故事由滿辰星語、(郭漢辰詩作音樂會)」朗誦活動，深獲好評！ 

◆本系 114 級大學部學生報考研究所完整榜單由 

《 《 張伯祥由國立東東大學中學所《  

《 《 洪崑瑋由國立東東大學中學所 

《 《 陳煒樺由國立東東大學中學所《  

《 《 黃翊瑄由國立東東大學中學所《  

《 《 葉昱歆由國立成功大學中學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學所 

《 《 陳品岑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學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學所 

《 《 《 《 《 《 《 《 《 《 國立成功大學中學所、國立中央大學中學所 

《 《 劉宇藍由國立中正大學中學所正取榜首、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學所 

《 《 《 《 《 《 《 《 《 《 國立東東大學中學所、 國立中山中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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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葉芯茹由國立東東大學幼教所《正取榜首、國立東東大學中學所 

《 《 《 《 《 《 《 《 《 《 國立清華大學華學所 

《 《 温秉薰由國立東東大學特教所 

《 《 陳婉清由國立東東大學行流所 

 師生動態 

1 月 31 日 黃學車老師於 1月 31日 2月 17日赴新加坡執行 112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海外移地研究。 
2 月 20 日 黃學車老師赴臺北參加【臺心島史 NEXT--2025地方學暨大眾史學臺北論壇】並擔

任與談人。 

3 月 16 日 黃學車老師赴臺心師範大學參加臺心中學學會「第七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3 月 28 日 林秀蓉老師參與東東學教師社群「地方學理論基礎除書會」，擔任主講人，講題

為由「從村史到小說由金門作家陳長慶地方書寫之意義」。 
3 月 30 日 碩士班黃建學、施錦雲同學參加嘉義大學中學系舉辦之「2025 全國研究生論學發

表會。發表論學篇章為由 

黃建學由《〈試論屏呂氏春秋‧大樂、篇「太一」之義與音樂關係〉 

施錦雲由〈試論屏莊子、「安之若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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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本系師生於 2025

年 3 月 22 日晚

上於屏東演藝廳

登臺演出。 

活動名稱： 采 

韻之丘合唱團—

土地瀾想 III-3

《和你的故事：

滿辰星語》(郭

漢辰詩作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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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專題演講紀要 1】 

 附啟 

◆本系師長、同學、系友如對系務有任何建議，或參與任何學術活動、榮譽事蹟，敬請踴躍

提供訊息，賜寄以下信箱，由系辦彙整：2023nptucl@gmail.com 

◆【屏大中文系務摘要】專區已設定，置放各期檔案、空白資訊調查表，網址為： 

https://reurl.cc/QEQOjb 

 

演講時間/地點：114 年 3 月 24 日(一)下午 15:40 至 17:30 ∕ 人文館 B103 教室 

演講嘉賓：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  黃聖松教授 

主持人：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任 陳志峰教授 

演講題目：由采復封」諸侯論《左傳》崇禮、尊王之矛盾與選擇 

內

容

紀

要 

 

在本次專題演講中，黃聖松教授發表〈由采復封」諸侯論《左傳》崇禮、尊王之矛盾與

選擇〉，講題為其發表於《成功大學中文學報》之研究的延伸，亦凝聚其二十餘年研讀《左

傳》的積累與思辨。演講聚焦於《左傳》中諸侯復封亡國的歷史現象，深入剖析其所揭示的

封建秩序觀與禮制核心理念，進一步探討《左傳》作者如何在制度規範與禮的倫理判準之間

作出辯證性的價值選擇，展現一場兼具文本考據、制度分析與思想深度的學術論述。 

演講伊始，黃教授即從文字學與制度史的角度切入，釐清采封」與采復封」的原義與制

度意涵。他指出采封」本義為在堆土上植樹以劃定疆界，制度上則指周天子分封諸侯、建立

統治秩序；而采復封」則指諸侯在非王命的情況下，再次冊立亡國後裔，重建其政治地位與

祭祀體系。其核心意義，在於恢復象徵國土與人民的土地神采社」——唯有社主得以重新安

頓，國家的政治與宗教基礎方能完成真正意義上的復存。 隨後，黃教授列舉《左傳》中

邢、衛、曹、陳、蔡五國復封之史實，指出無論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抑或非五霸之

楚平王，其復封之舉皆獲《左傳》以采禮也」加以肯定。此一價值判準，並不取決於行為主

體的地位尊卑，而在於其是否實踐采救患」、采行義」、采重信」等倫理原則，顯示《左

傳》所重者，乃行為的道德內涵，而非形式上的權力合法性。  

演講的關鍵論旨，在於揭示《左傳》作者在采崇禮」與采尊王」之間的價值取捨。按制

度原則，冊封為天子專屬權力，諸侯擅自復封本屬僭越；然而在周王室衰微、無力維持政治

秩序的背景下，《左傳》作者傾向肯定那些能實踐禮之精神、安定天下的行動。黃教授指

出，這種采以禮為本」的史識判準，或與後起公羊學思想存在潛在的思想系譜呼應。 

最後，黃教授並以自身研究歷程鼓勵學生重視文本的深讀與筆記方法，提醒勿流於理論華飾，

並回應研究生對經學史學化趨勢的提問，主張未來經學可從中國傳統采人倫」倫理角度出發，

重探其當代價值。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簡敏琪同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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