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環境史研習營 

 

日期：2022年 11月 19日（六） 

時間：9:00-17:00（8:30-9:00報到）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凝態物理館 1F楊金豹演講廳（臺大綜合體育館對面）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活動網站：https://reurl.cc/aGoK14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3rKumFP8A3g16GBB9  

聯絡人：林小姐，asithteh@gmail.com 

 

【活動簡介】 

當 1960、70年代的歐美國家為環境運動所震盪時，已然將目光移開帝王將相的

歷史學者，開始留意乘載人類與萬物的環境。這波將「非人」納入史學研究的轉

向，逐漸形成被簡稱為「環境史」的學術領域。此一領域廣納多個既有學門的研

究方法，突破原有的學問疆界，在歐美掀起熱潮。1990年代，在中央研究院劉翠

溶院士的引介下，臺灣的環境史研究也揭開序幕。近三十年來，部分大專院校陸

續開設了相關課程，向年輕學子介紹此一史學後起之秀。然而，相較於其他史學

分支，環境史並未成為常態性的選修課程；比起歐美、東亞等國，臺灣環境史至

今受到的關注、認識與理解還有很大的推展空間。本所環境史研究群長期透過講

座與工作坊凝聚學術社群量能，為了進一步向下紮根，將與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合

辦研習營，濃縮「環境史導論」的課程精華，培育更多學生加入環境史研究的行

列。 

 

本活動包含講座與圓桌討論。講座包括三個主題，共邀請 6位講師，每位講師講

課 50分鐘。主題一為「議題與動向」，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呂紹理、國

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洪廣冀介紹環境史研究的議題、經典著作與

近年趨勢，讓學員對環境史有初步認識。主題二為「研究方法」由中央研究院臺

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顧雅文說明環境史慣用的跨領域研究方法，如地理資訊系統

（GIS）等工具。主題三「案例分享」，分別由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曾獻緯、

美國匹茲堡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Global Professor 劉士永，以及中央研究院歐美研

究所副研究員周序樺，分享各自在不同領域的思考方式與具體研究案例。圓桌討

論將由六名講師共同主持，與會者可於 1小時內自由發問或與講師討論。研習活

動結束後，11月 23日將於臺大歷史系舉辦專題演講，由劉士永教授針對環境史

議題分享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議程】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https://reurl.cc/aGoK14
https://forms.gle/3rKumFP8A3g16GBB9
mailto:asithteh@gmail.com


09:00-09:10 開幕式  

09:10-10:00   「積漸所至」的臺灣環境史研究 呂紹理 

10:00-10:50  重探環境史研究中的保育與保存之爭 洪廣冀 

10:50-11:10  休息  

11:10-12:00 環境史家的技藝——歷史 GIS 顧雅文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3:50 以山為本、以茶為業：沿山農村的大水堀 曾獻緯 

13:50-14:40 反思研究環境史的立足點：生態道德論還是經濟效

益論？ 

劉士永 

14:40-15:00 休息  

15:00-15:50 從自然書寫到環境人文研究：「種種看」的跨領域

想像與實踐 

周序樺 

15:50-16:50  圓桌討論 

16:50-17:00 閉幕式  

 

【主講人介紹】 

呂紹理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著有《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展示

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核心關切的主題為歷史的時間理論

和日常生活史，近十年則將焦點集中於注意生物時間與歷史的關係，因而開始探

索自然史（博物學）、農學與殖民治理的課題。目前正在撰寫與臺灣園藝史有關

的專書。 

 

洪廣冀  

出身國立臺灣大學森林學系，於哈佛大學科學史系取得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國

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長期關注臺灣林業史的議題；在細究林業政策的

邏輯後，目前透過口述史以及多元史料的應用與解讀，期能揭露基層官僚、地方

社會等「底層」與林業相互糾纏的歷史地理學。 

 

顧雅文  

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大學院國際社會科學研究科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副研究員。到目前為止，我的研究對象大致有兩組，一是疾病、醫療與藥用植

物史，二是水歷史與水文化。近年尤其關心後者，我開始真正走入田野，挖掘材

料，試圖理解臺灣史上不同時空、不同身分的人群如何認識、利用、控制水，與

水共生或與之對抗。我樂於吸納其他領域的洞見、方法或工具，以探求創新的歷

史敘事角度。 

 



曾獻緯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現任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

域為臺灣經濟史、臺灣環境史。著有《戰後臺灣農業科學化的推手：以農業推廣

體系為中心(1945-1965)》。 

 

劉士永   

現職美國匹茲堡大學亞洲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Asian Studies Center）

Global Professor，暨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研究興趣在近代東亞公共衛生史、

當代醫學史，以及東亞環境史。最近幾年除持續關注東亞環境變遷與疾病轉型問

題外，2021 年起更與日本香川大學村山聰與斯洛伐克大學 Zarko 兩位教授，針

對俄烏戰爭下的戰爭與生態危機，陸續於美國環境史年會（2021）及北京全球生

態史會議（2022）組織討論組，建立長期之學術對話關係。 

 

周序樺  

美國南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Farm for 

Change 氣候變遷：人文社會跨領域觀念實驗室主持人。在南加大唸書期間，我

開始了美國有機文學與文化研究之路，我認為「有機」是一種「有意識對抗農業

工業的耕作方式」，也是一種淑世的環境倫理。目前，我正在撰寫一本橫跨文學、

歷史、生態學、城市研究與宗教研究等領域的專書，這本書在跨太平洋的脈絡下，

探討美國有機農業的殖民醫學、農事詩學、嬉皮文化、正念生活與城市農業等面

向。2019年我也從一個堅持「不需要到火星才能書寫火星」的文學研究者，與歐

美所同仁一起開始實踐與體現「種種看」的真諦。我們嘗試在不毛之地種種看，

探索大眾對於「有機」、「耕作」、「城市」、「耕作做為一種信仰」、「自然書寫」以

及「說故事」等的刻板印象。種種看是一種嘗試，它是激進的，也是一種強調互

助的公民倫理。我希望這些跨領域的社會實踐經驗能為人類世帶來一種不同的環

境人文視野。 

 

【注意事項】  

1.報名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及聯絡方式僅供主辦單位寄送活動通知與資料時使

用。  

2.本活動期間，未經同意，請勿拍照、錄音及錄影。  

3.本活動期間，主辦單位將使用錄音筆、相機及攝影機等設備記錄活動過程。活

動當日所取得之影音資料均不於活動結束後公開。 

4.本活動無線上直播。如為因應疫情而改成線上講座，將另行通知並提供Webex

線上會議連結。 

5.活動手冊之電子檔將於活動前寄送至報名者之電子信箱，活動當日不另提供紙

本手冊。 

6.本活動僅於午餐時間提供免費便當，不另提供免洗餐具、茶水及點心。請自備



個人餐具及水壺。 

7.活動結束後，將提供與會者活動參加證明之電子檔。 

8.本活動名額為 90名，備取 30名，活動對象以大學及研究生為主。正取及備取

名額將於活動前一週公告。 

 

※將本活動加入 Google日曆：https://reurl.cc/V10EaA 

 

https://reurl.cc/V10E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