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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計畫：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三年期）「郡縣、族群與宗教——從里耶秦簡探索秦始皇

的天下秩序」（民國 106年 8月 1日起至民國 109年 7月 31日）。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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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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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四分溪簡牘讀書會」（2006-迄今） 

6. 《史原》論壇（2009-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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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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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中文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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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16. 〈圖文互證成歷史：以漢代鳥魚圖為例〉，臺灣大學歷史系、古代中國研究

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五十八）」，2017.12.20，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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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學院主辦，「歷史考古青年沙龍第七期」，2017.11.12，成都。 

18. 〈我的碩士研究歷程〉，臺北大學歷史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

辦，「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三十九）」， 2017.5.15，臺北。 

19. 〈郡縣、族群與宗教——從里耶秦簡探索秦始皇的天下秩序〉，先秦至隋唐出

土資料研讀班、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

習會（三十三）——中正場（一）」， 2017.4.22，嘉義。 

20. 〈楚簡與法制史研究〉，弱水簡牘研讀會、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

辦，「弱水簡牘研讀會二十一年（第一次）——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二

十九）」， 2017.4.8，臺中。 

21. 〈里耶楚簡〉，四分溪簡牘讀書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

室、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新四分溪（一）——古代中國研究青

年學者研習會（二十八）」， 2017.3.18，臺北。 

22. 〈郡縣、山城、里耶秦簡——出土文獻與田野考察對古代中國研究的意義〉，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主辦，2016.12.27，彰化。 

23. 〈從里耶秦簡看秦始皇的天下秩序〉，南京大學文學院主辦，「中國文學與東

亞文明協同創新中心系列講座」，2016.12.21，南京。 



24. 〈從里耶秦簡看「山城」——田野考察對古代中國研究的意義〉，中山大學歷

史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十

三）——廣州場」，2016.7.6，廣州。 

25. 〈戰國至漢初的郡制變革〉，清華大學歷史系主辦「清華歷史講堂」、古代中

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十）——北京清華

場」，2016.6.20，北京。 

26. 〈戰國秦漢郡國制的再思考〉，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

研習會主辦，「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六）——武漢場」，2016.5.25，武

漢。 

27. 〈導讀張分田《秦始皇傳》〉，夏治平主持，中央廣播電臺「早安臺灣」，2016.5.9，

臺北。 

28. 〈《二年律令》與秦漢史研究〉，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2015.11.19，

北京；華中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主辦「多元與對話」主題學術講座、

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六）——武

漢場」，2016.5.26，武漢。 

29. 〈臺大與北大歷史系秦漢史學術傳統之我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主

辦，「兩岸秦漢史研究傳統漫談」學術沙龍，2015.11.20，北京。 

30. 〈三府分立的秦代郡制〉，清華大學歷史系主辦，「清華古代史沙龍」，2014.5.28，

北京。 

31. 〈三府分立的秦代郡制〉，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主辦，「京師出土文獻研讀

班」，2014.5.23，北京。 

32. 〈簡牘學與法制史〉，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2014.5.21，北京。 

33. 〈共治天下－－戰國至西漢的郡制變革〉，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辦，「國

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論文發表會」，2013.11.23，臺北。 

34. 〈張家山漢簡所見郡制──從監察官署到地方政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主辦，「歷史學門獎助研究生演講」（2013.11.1，臺北）。 

35. 〈漢畫、漢簡與漢墓──交錯的漢代文化〉，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主辦，「「交

錯的文化史」研習班」，2013.10.18，上海。 

36. 〈如何「閱讀」隨葬法律？──以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為例〉，中國社會

科學院歷史學研究所主辦，「中國古文書研究班」，2013.6.18，北京。 

37. 〈漢初楚國無郡論──傳世文獻與考古發掘的辯證〉，清華大學歷史系主辦，「中

國古代史沙龍」，2013.5.31，北京。 

38. 〈如何「閱讀」隨葬法律？──以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為例〉，中國政法

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主辦，「中國法制史基礎史料研讀會」，2013.5.23，北京。 

39. 〈如何「閱讀」隨葬法律？──以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為例〉，北京師範

大學歷史學院主辦，「京師出土文獻研讀班」，2013.5.17，北京。 

40. 〈如何「閱讀」隨葬法律？──以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為例〉，清華大學

歷史系主辦，「鳳凰山漢簡讀書班」，2013.5.11，北京。 



41. 〈漢初楚國無郡論──戰國至西漢的郡制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主辦，「歷史學門獎助研究生演講」，2013.1.3，臺北。 

42. 〈秦代戍卒－－錢穆《國史大綱》史源考之二〉，游逸飛主辦，「《國史大綱》

讀書會」，2012.12.10，臺北。 

43. 〈漢初楚國無郡論──傳世文獻與考古發掘的辯證〉，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

紀研究所主辦，「珞珈中古史青年學術沙龍」，2012.9.19，武漢。 

44. 〈太史、內史、郡──張家山《二年律令．史律》所見漢初政區關係〉，邢義

田主辦，「四分溪簡牘讀書會」，2012.6.2，臺北。 

45. 〈從「棄市」與「死罪」的異文現象看法律文書的抄寫〉，邢義田主辦，「四

分溪簡牘讀書會」，2012.6.2，臺北。 

46. 〈秦漢法律知識的教育與傳播〉，邢義田主辦，「四分溪簡牘讀書會」，2012.5.12，

臺北。 

47. 〈包山楚簡〈受期〉類所見「不下命令之日」〉、〈清華簡〈尹至〉「亡典」和

「余與汝皆亡」新釋〉、〈包山楚簡所見戰國楚國地方行政〉，「中國古代史討論會」，

2012.3.31，臺北。 

48. 〈《二年律令．錢律》譯注〉，邢義田主辦，「四分溪簡牘讀書會」，2012.3.17，

臺北。 

49. 〈秦始皇究竟統一了什麼──里耶「秦更名方」研究〉，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史

原》論壇主辦，「研究生討論會」，2012.1.12，臺北 

50. 〈里耶秦簡 8-455號木方選釋、里耶秦方補釋──《嶽麓書院藏秦簡［壹》〉讀

後〉，邢義田主辦，「四分溪簡牘讀書會」，2011.10.15，臺北。 

51. 〈《二年律令．均輸律》譯注〉，邢義田主辦，「四分溪簡牘讀書會」，2011.6.18，

臺北。 

52. 〈漢初楚國無郡論──傳世文獻與考古發掘的辯證〉，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史

原》論壇主辦，「中國古代史討論會」，2011.4.16，臺北。 

53. 〈里耶秦簡 8-455號木方試析〉，邢義田主辦，「四分溪簡牘讀書會」，2010.12.11，

臺北。 

54. 〈《二年律令．置吏律》譯注〉，邢義田主辦，「四分溪簡牘讀書會」，2010.11.6，

臺北。 

55. 〈包山楚簡〈受期〉類所見「不下命令之日」〉，周鳳五主辦，「包山楚簡研

讀會」，2010.6.12，臺北。 

56. 〈女真海盜－－錢穆《國史大綱》史源考之一〉，游逸飛主辦，「《國史大綱》

讀書會」，2010.5.24，臺北。 

57. 〈秦出土文獻所見的「邦」〉，「中國古代史討論會」，2010.5.21，臺北。 

58. 〈2009年武漢、荊州參訪報告〉，主辦，「四分溪簡牘讀書會」，2009.9.19，

臺北。 

59. 〈漢代「鳥魚圖」的多重寓意〉，「中國中古史討論會」，2009.9.12，臺北。 

60. 〈評渡邊信一郎著，徐沖譯，《中國古代的王權和天下秩序：從日中比較史



的視角出發》〉，「中國中古史討論會」，2009.6.6，臺北。 

61.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從經典詮釋看先秦兩漢天下觀的變革〉，「中國中

古史討論會」，2009.1.7，臺北。 

62. 〈說「繫城旦舂」－－秦漢刑期制度補論〉，「中國古代史討論會」，2009.11.6，

臺北。 

63. 〈說「繫城旦舂」－－秦漢刑期制度補論〉，邢義田主辦，「四分溪簡牘讀書

會」，2007.12.29，臺北。 

學術評論及與談： 

1. 評孫聞博〈論有說無——戰國及漢初諸侯王國無郡論的比較〉，宣讀於「第十

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學歷史

學系、北京大學人文學部主辦，，2017.8.26-27，北京。 

2. 評李昭毅〈西漢衛尉屯衛制度探研──以未央宮內殿外的屯衛區域、設施與兵

力為中心〉，宣讀於「2017弱水簡牘研讀會「廿年有恆」學術討論會」，朝陽科

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弱水簡牘研讀會主辦，2017.5.24，臺中。 

3. 評高震寰〈秦漢刑徒制度的發展──從勞動力運用的角度著眼〉，宣讀於「古代

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三十五）」，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

者研習會主辦，2017.5.8，臺北。 

4. 評陳中龍〈漢律的篇目問題及其再議〉，宣讀於中國法制史學會、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中國法制史學會秦漢論壇」，2015.7.18，臺北。 

5. 評陳美蘭〈《清華簡（貳）・繫年》晉文公事蹟．輯考〉，宣讀於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古文字學青年論壇」，2013.11.25-26，臺北。 

6. 評黃甜甜〈《詩》《書》所見「天命不易」考〉，宣讀於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主

辦，「蛻變與傳承——當代國學的學術重構」青年論壇，2013.5.25，北京。 

7. 評李協展〈《孔子家語》的史料來源及其編纂特色〉，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辦，

「臺大歷史系研究生學位論文發表會」，2012.3.5，臺北。 

8. 評歐陽宣〈先秦傳世文獻對秦國形象的描述〉，「中國古代史討論會」，2012.1.7，

臺北。 

9. 評黃怡君〈《三輔黃圖》劄記──未央宮中的宮省職官及其活動空間〉，「中國古

代史討論會」，2011.11.26，臺北。 

10. 評黃庭頎〈從出土秦漢簡論「漢承秦制」之問題──以睡虎地秦簡與張家山漢

簡逃亡案件為例〉，政治大學中文系主辦，「道南論衡：2011年全國研究生漢學

學術研討會」，2011.11.12，臺北。 

11. 評林盈君〈漢代的衣冠禮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辦，「臺大歷史系研究生

學位論文發表會」，2011.10.20，臺北。 

12. 評呂雅婷〈秦漢律令反映的親屬關係〉，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辦，「臺大歷史

系研究生學位論文發表會」，2011.10.20，臺北。 

13. 評范麗梅〈上古方言寫詞〉，「中國古代史討論會」，2011.1.15，臺北。 

14. 評陳侃理〈從陰陽書到明堂禮——讀銀雀山漢簡《迎四時》〉，臺灣大學歷史



學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新竹）清華大學歷史所、北京大學中國古

代史研究中心、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人文社會學科主辦，「第四屆中國中古史青

年學者聯誼會」，2010.8.27-29，臺北。 

15. 評林盈君〈漢代言病現象及其禮俗淺探〉，「中國古代史討論會」，2010.6.4，

臺北。 

16. 評陳巧萱〈漢墓遣策出土情況分析〉，「中國古代史討論會」，2010.5.7，臺北。 

17. 評張詔韋〈先秦媵娣婚制重探〉，「中國古代史討論會」，2010.4.2，臺北。 

學術活動組織與主持： 

1. 組織「海峽兩岸考古教學交流基地首屆考古夏令營」，湖北省文化廳（湖北省

文物局）、湖北省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主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

省博物馆）承辦，2018.7.14-19，湖北。 

2. 主持「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六十九）——興大場（六）」，中興大學

歷史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8.6.1，臺中。 

3. 主持「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六十八）——有夏」，臺灣大學歷史系、

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8.5.30，臺中。 

4. 主持「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六十四）——中臺灣（三）」，中興大學

歷史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8.5.3，臺中。 

5. 主持「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六十一）——中臺灣（二）」，中興大學

歷史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8.3.23，臺中。 

6. 組織「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五十五）——川大場」，四川大學歷史

文化學院、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7.11.10，成都。 

7. 主持「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五十四）——中臺灣（一）」，中興大學

歷史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7.10.21，臺中。 

8. 組織「長安中國中古史沙龍．特別沙龍（四）：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

（五十）——西安場」，長安中國中古史沙龍、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

辦，2017.8.14，西安。 

9. 組織「帝國．邊疆．移民：簡牘學與內亞學的會面——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

研習會（四十九）」，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清朝

與內亞工作坊主辦，2017.8.12，北京。 

10. 組織「歷史學與考古學的磨合——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四十八）」，

清華大學歷史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7.8.10，北京。 

11. 主持「定國安神——禮與中國古代文化：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四

十五）」，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7.7.17，

臺北。 

12. 主持「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四十二）——興大場（四）」，中興大

學歷史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7.6.2，臺中。 

13. 組織「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四十一）——興大場（三）」，中興大

學歷史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7.5.31，臺中。 



14. 主持「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四十）——中正場（二）」，先秦至隋

唐出土資料研讀班、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7.5.20，嘉義。 

15. 主持「綴骨續簡——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三十八）」，臺灣大學歷

史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7.5.14，臺北。 

16. 組織「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三十四）——文物場（一）」，古代中

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7.4.29，臺北。 

17. 與徐暢、鄒水杰共同組織「『先秦秦漢史』微信公眾號：『出土文獻與戰國秦

漢地方行政研究新境』專輯」2017.4.26-。 

18. 主持「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三十一）——興大場（二）」，中興大

學歷史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7.4.21，臺中。 

19. 主持「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二十七）——興大場（一）」，中興大

學歷史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7.3.10，臺中。 

20. 與黃文儀共同組織「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二十六）——『先秦秦

漢史』微信公眾號：『漢學』專輯」2017.3.9-。 

21. 與張聞捷共同組織「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二十五）——『先秦秦

漢史』微信公眾號：『喪葬禮制』專輯」2017.1.10-。 

22. 與蘇俊林共同組織「『先秦秦漢史』微信公眾號：『走馬樓吳簡研究』專輯」

2017.1.2-1.18。 

23. 與陳弘音共同組織「2016年傅斯年講座林澐「商史三題」報導——古代中國

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二十三）」，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 2016.12.22，

臺北。 

24. 組織「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二十一）——香港場」，香港理工大學

中國文化學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 2016.12.14，香港。 

25. 組織「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二十）——韓國場」，韓國首爾大學東

洋歷史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6.10.27，首爾。 

26. 與周海鋒共同組織「『先秦秦漢史』微信公眾號：『前言序言後記』專輯」

2016.12.13-2017.1.5。 

27. 與劉源共同組織「『先秦秦漢史』微信公眾號：『古文字與商周史』專輯」

2016.11.21-12.12。 

28. 組織「『先秦秦漢史』微信公眾號：『秦漢經濟史』專輯」2016.10.24-11.7。 

29. 組織「鏤於金石——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十九）」，臺灣大學歷史

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6.10.1，臺北。 

30. 組織「『先秦秦漢史』微信公眾號：『里耶「秦更名方」』專輯」2016.9.21-30。 

31. 組織「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十八）——山東場」，山東大學歷史學

院、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 2016.8.19，濟南。 

32. 第六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山東：齊魯文化」學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山東大學歷史學院主辦，2016.8.8-19，濟

南。 



33. 組織「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十七）——徐州場」，徐州博物館（徐

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 2016.8.6，徐州。 

34. 主持「湖南益陽兔子山九號井簡牘研讀會——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

（十六）」，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6.7.18，臺北。 

35. 主持「日本的古代中國研究座談會——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十五）」，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新力初聲」工作坊、捷克科學院

亞非研究所駐臺北中心、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6.7.15，臺北。 

36. 主持「丕顯商周——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十四）」，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新力初聲」工作坊、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駐

臺北中心、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6.7.13，臺北。 

37. 組織「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十三）——廣州場」，中山大學歷史學

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6.7.6，廣州。 

38. 組織「湖南簡——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十二）」，湖南大學簡帛文

獻研究中心、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6.6.25-26，長沙。 

39. 組織「直擊陳松長——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十一）」，湖南大學嶽

麓書院簡帛文獻研究中心、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6.6.23，長沙。 

40. 組織「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十）——北京清華場（跨斷代研究的

洞見與不見：以周秦漢唐為例）」，清華大學歷史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

會主辦，2016.6.18，北京。 

41. 組織「追尋籾山明——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八）」，湖南大學嶽麓

書院簡帛文獻研究中心、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6.6.6，長沙。 

42. 組織「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七）——廈大場」，廈門大學歷史系、

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6.6.5，廈門。 

43. 組織「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六）——武漢場」，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6.5.25，武漢。 

44. 組織「簡牘形制與物質文化——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四）」，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新力初聲」工作坊、捷克科學院亞非

研究所駐臺北中心、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6.4.23，臺北。 

45. 組織「『帝國．邊疆．山城』：區域史研究座談會——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

研習會（三）」，上古秦漢史讀書會、明清制度與地方社會工作坊、古代中國研究

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6.4.1，臺北。 

46. 組織「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

化思想史研究室「新力初聲」工作坊、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駐臺北中心、古代

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6.2.22，臺北。 

47. 組織「誰的古代中國？——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一）」，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新力初聲」工作坊、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

所駐臺北中心、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2016.2.1，臺北。 

48. 第三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晉城」學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蔣



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主辦，2013.8.8-18，晉城。 

49. 協助《居延漢簡》整理計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牘整理小組主持，

2013.7-2016.5，臺北。 

50. 第二十二屆歷史研習營「帝國．邊疆．異域」導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主辦，2013.1.28-2.1，臺北。 

51. 第二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徽州」學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蔣

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主辦，2012.8.16-27，上海、徽州。 

52. 組織「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海外博士生如何學習中國古代史」，中國古代

史討論會、《史原》論壇主辦，2012.5.19，臺北。 

53. 主持徐沖宣讀〈《續漢書．百官志》與漢晉間的官制撰述──以「郡太守」條

的辯證為中心〉，中國古代史討論會主辦，2012.4.28，臺北。 

54. 與談「《史原》主辦跨學群討論會：中國傳統法律知識、教育與傳播」，《史

原》復刊第三期編輯委員會、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辦，2012.4.14，臺北。 

55. 第二十屆歷史研習營「歷史中的時間與空間」學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主辦，2011.1.24-28，臺北。 

56. 主持邢義田宣讀〈秦漢基層員吏的精神素養與教育－－從居延牘 506.7（《吏》

篇）說起〉、閻鴻中宣讀〈從《封診式》、《奏讞書》和《春秋決獄》論經義在秦

漢律令變革的作用〉，四分溪簡牘讀書會、中國古代史討論會主辦，2011.4.9，臺

北。 

57. 主持「第一屆《史原》復刊座談會暨發表會」，《史原》復刊第ㄧ、二期編輯

委員會、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辦，2010.10，臺北。 

58. 主持閻鴻中、陳正國與談〈《國史大綱》引論〉，「《國史大綱》讀書會」主辦，

2010.4.12，臺北。 

59. 第十八屆歷史研習營「史學家的傳統技藝」學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主辦，2009.2.9-12，臺北。 

60. 第二十屆歷史研習營「歷史中的時間與空間」學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主辦，2011.1.24-28，臺北。 

61. 「第四期出土文獻搶救保護整理研究培訓班」學員，中國文物研究所主辦，

2007.8.12-9.19，北京、山東、甘肅、新疆、長沙。 

62. 第十五屆歷史研習營「觀看與歷史」學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

2006.2.6-10，桃園。 

63. 第十四屆歷史研習營「規範與秩序」學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

2005.1.31-2.4，新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