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 95 週年暨蔣渭水先生逝世 85 週年系列活動

「1920 年代台灣先賢精神遺產的現代意義」研討會 議程

主辦單位：台北市政府

合辦單位：台灣研究基金會

會議時間：10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一 早上 9:00 至下午 5:00

會議地點：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台北市延平南路 98 號）

時間 議程

09:00-

09:30
報到

09:30-

09:45
開幕表演活動

09:45-

10:00

開幕致詞：柯文哲（台北市市長）

吳密察（國史館館長）

10:00-

10:30

專題演講：1920 年代台灣先賢精神遺產的當代意義

主講人：黃煌雄（台研會創辦人）

10:30-

10:50
休息與茶敘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與談人

10:50-

12:10

第一場

吳密察

（國史館館長）

王鍵

（中國社會科學院現

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林獻堂推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之當代意義與社會影響

陳翠蓮

（國立台灣大學歷

史學系教授）

朱雙一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協同創新中心、廈門

大學台灣研究院教

授）

從海峽西岸輸入現代文明：

1920年代及其前後台灣作家在

廈門的活動和創作

黃美娥

（國立台灣大學台

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兼所長）

12:10-

14:00
午餐時間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與談人

14:00-

15:20

第二場

謝國興

（中央研究院

台灣史研究所

研究員兼所長）

石計生

（東吳大學社會系教

授兼系主任）

從蔡培火到陳君玉:日治時期

臺灣歌謠的發展與戰後影響初

探

許嘉猷

（中央研究院歐美

研究所兼任研究

員）

林玫君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教授兼系主

任）

大家做伙來運動：日治時期臺

灣先賢的身體實踐與傳播推動

戴寶村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史研究所教授）



＃每篇論文發表時間 20 分鐘，與談 10 分鐘。綜合討論 20 分鐘。

15:20-

15:40
休息與茶敘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與談人

15:40-

17:00

第三場

黃富三

（中央研究院

台灣史研究所

兼任研究員）

吳文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平等、自主、卓越——1920 年

代台灣先賢的教育要求

游鑑明

（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研究員）

Thomas Fröhlich

（德國愛爾朗根紐倫

堡大學漢學系教授）

代宣讀人：蕭阿勤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

研究所研究員）

認同與抵抗：蔣渭水的反殖民

主義及其影響

范燕秋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台灣史研究所教

授）

17:00-

17:10 閉幕致詞：黃煌雄（台研會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