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亞聚焦：2015第六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 

 
時間：2015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2日(一、二、三)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霖澤館國際會議廳 

 

會議議程 

 
第一天 11月 30日(一)  

13:00 

│ 

13:30 

                             報    到 

13:30 

│ 

14:50 

Panel A：漢學全文電子資源之發展與展望 

主持人：林富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暨副所長 

〈我們如何建全文資料庫：中研院史語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的回顧與展望〉 

劉錚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自動化與合作：數位媒介的開發〉 

德龍/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電子文獻的再脈絡化〉 

項潔/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暨數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14:50 

│ 

16:00 

Paper Session 1：資料庫 

主持人：劉吉軒/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教授暨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主任 

〈東亞楚辭文獻數據庫建設及語義化應用研究進展綜述〉 

徐晨飛、錢智勇、端木藝、周建忠 

 

〈中國神話母題編目數據庫的設計、實施及應用〉 

郭翠瀟、王憲昭、巴莫曲布嫫、李剛 

 

〈整合空間資訊與 SfM 理論於較大區域古蹟數位保存之研究： 

以金門明遺老街為例〉 

吳宗江、林宜君 

16:00 

│ 

16:20 

茶    敘  

16:20 

│ 

Paper Session 2：在文本之外 

主持人：陳淑君/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17:30 
〈用數位人文研究方法重建臺灣戰後初期的文學地景〉 

路丹妮、陳正賢 

 

〈臺灣「東南亞新二代」的形象建構〉 

李美賢、闕河嘉 

 

〈從韓國演歌到文化科技：韓國流行音樂生產網絡的歷史發展〉 

Peter Broadwell、Timothy Tangherlini、Hyun Kyong Hannah Chang 

 

 
第二天 12月 1日(二)  

8:20

│ 

8:40 

報    到 

8:40 

│ 

9:00 

開 幕 式 

楊泮池/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9:00 

│ 

10:00 

   專題演講(一)  

主持人：黃進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暨所長 

《居延漢簡資料庫的建置與未來》 

主講人：邢義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10:00 

│ 

11:40 

Paper Session 3：資料庫與文本分析 

主持人：羅士傑/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文字資料 vs.資料庫：朱子語類研究〉 

祝平次 

 

〈概念關係的數位人文研究：以《新青年》中的「世界」觀念為考察核心〉 

鄭文惠、邱偉雲、劉昭麟、林書佑 

 

〈以數量方式判定《老子河上公章句》成書年代〉 

邰謐俠 

 

〈三皇五帝、五帝三王：數位人文下的新方法與新議題〉 

劉文強 

11:40

│ 

13:30 

午  餐  時  間 

海報發表 & 系統展示 

13:30 

│ 

Paper Session 4：IT 應用 

主持人：謝育平/銘傳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 



15:10 〈半自動詞彙擷取：簡化的詞夾子方法以及其 JavaScript 元件的開發與應用〉 

杜協昌 

 

〈利用機器學習擷取蒙古歷史檔案之人名〉 

Biligsaikhan Batjargal、Garmaabazar Khaltarkhuu、Akira Maeda 

 

〈日本人文資料庫的跨資料庫雙語近用：以英文與日文關鍵詞進行文本檢索〉 

Biligsaikhan Batjargal、Akira Maeda、Ryo Akama 

 

〈利用群眾外包增加大英圖書館中的中文以及印尼文的資料公共取用〉 

Nora McGregor、Sara Chiesura、Alex Mendes 

15:10 

│ 

16:30 

Panel B：歷史 GIS 

主持人：賴進貴/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暨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學科邊界的消融或強化？淺談當今歷史 GIS 的局限和挑戰〉 

李宗信/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暨所長 

 

〈從歷史 GIS 朝向空間人文學發展〉 

廖泫銘/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研究助技

師 

 

〈歷史 GIS 的新境與困境〉 

張素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暨所長 

16:30

│ 

16:50 

茶    敘 

16:50

│ 

18:10 

Panel C：數位探索輔助與人文宏觀研究 

主持人：劉昭麟/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特聘教授 

〈計算社會科學整合架構〉 

陳樹衡/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暨人工智慧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 

 

〈中文獨立語料庫分析工具之開發與應用〉 

闕河嘉/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副教授 

&陳光華/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暨圖書館副館長 

 

〈臺灣數位人文發展的問題〉 

祝平次/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第三天 12月 2日(三)  

8:20                              報    到 



│ 

8:30 

8:30 

│ 

9:50 

Panel D：東亞文學觀念史與數位人文 

主持人：鄭文惠/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東亞文獻資料的電子化的現狀和未來〉 

內田慶市/日本關西大學外國語學部與東亞文化研究科教授暨圖書館館長 

 

〈韓國近代期刊資料庫的建設以及殖民時期韓國的關鍵詞〉 

宋寅在/韓國翰林大學翰林科學院韓國人文教授 

 

〈MHDB 的數位歷史網路建構與發展〉 

張哲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9:50 

│ 

10:10 

茶    敘 

10:10 

│ 

10:40 

特邀演講 

主持人：逄愛君/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暨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所

長 

《計算社會學初探：當電腦科學家遇上社會科學》 

陳昇瑋/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10:40 

│ 

11:50  

Paper Session 5：文史研究之社會學取徑 

主持人：祝平次/國立清華大學中文學系副教授 

〈「社會網絡分析」（SNA）在現代漢語歷史小說研究中的應用： 

以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爲例〉 

趙薇 

 

〈情感現象學與色彩政治學：中唐詩歌白色抒情系譜的數位人文研究〉 

鄭文惠、劉昭麟、邱偉雲、許筑婷 

 

〈范成大《吳郡志》中的社會關係網絡：以 CBDB 與 Pajek 作為分析工具〉 

李宗翰、鄭莉 

11:50 

│ 

13:30 

 午  餐  時  間 

海報發表 & 系統展示 

13:30 

│ 

14:30 

專題演講(二)  

主持人：陳弱水/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暨文學院院長 



《東亞人文研究做為國際數位人文合作研究發展的顯著可能性： 

以佛教研究為例說明》 

主講人：下田正弘/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系研究科教授 

暨次世代人文學開發中心主持人&日本數位人文協會(JADH)主席 

14:30 

│ 

15:50 

Panel E：下一代漢籍文獻之數位處理與介面服務 

主持人：杜正民/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教授暨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副主委 

〈值得信賴的數位文本〉 

Christian Wittern/日本京都大學東亞訊息研究中心教授 

 

〈利用文脈強化文字辨識正確率的中文古籍數位化工具〉 

王詩涵/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科學暨海洋工程學研究所 

&李家名/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科學暨海洋工程學研究所 

&黃乾綱/國立臺灣大學工程暨海洋工程學研究所副教授 

 

〈建構以輔助學術研究為導向之漢籍佛典數位平台〉 

洪振洲/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副教授暨圖書資訊館館長 

15:50 

│ 

16:10 

茶敘 

16:10  

│ 

17:30 

Panel F：數位漢學在德國： 

漢學家、圖書館員、與資訊學者的共同挑戰及機會 

主持人：項潔/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暨數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運用中國方志重建地方上的物質文化與認同〉 

Martina Siebert/德國馬克斯‧普郎克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陳詩沛/德國馬克斯‧普郎克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以電腦地圖科技跨越六朝草藥於地理及知識領域的分界〉 

Michael Stanley-Baker/德國馬克斯‧普郎克科學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何浩洋/荷蘭萊登大學區域研究所研究人員 

 

〈圖書館在當今和未來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 

從一所德國圖書館談資訊服務之於東亞研究的作用〉 

Matthias Kaun /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東亞部主任 

17:30  

│ 

17:40 

閉 幕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