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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主題

1.   活動預告

(1) 2012.03.02-專題演講

台大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游偉絢助理教授

(2) 2012.03.19-專題演講

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簡正鼎研究員

(3) 2012年- 台大杜鵑花節藝術祭

2012.03.9-03.21【榮格與他的小三 vs 佛洛依德】舞台劇2012.03.9 03.21【榮格與他的小三 vs 佛洛依德】舞台劇

(4) 2012.3.9-3.25 -追求真實的筆尖

(5)2012.06.27-06.30-第五屆東亞線蟲會議

5th East Asia C. elegans Meeting

2. 鍾正明院士回台工作照片

3 腦科學重大突破—清華大學發現儲存長期記憶的腦細胞3. 腦科學重大突破 清華大學發現儲存長期記憶的腦細胞

清華大學/江安世教授

CURRICULUM VITAE/Ann-Shyn Chiang

4. 2011.02.15-專題演講

Calorie restriction and aging: the role of neurons

王培育 助理教授/政治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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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演講人：游偉絢助理教授演講人：游偉絢助理教授

台大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主 題：
Orchestrate the nucleus matrix proteins by Matrilysin(MMP-

7;PUMP-1) involved in tumorigenesis

時 間： 2012年03月02日，星期五，

12:30-1:30pm

地 點： 台大醫學院202教室

研究專長與學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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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ibmb/chinese/te
acher/YuWeiHsuan/YuWH_set.htm



活動預告:
演講人：簡正鼎研究員

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主 題：

Neuronal dendrites and synapses: the make and the use of them.

時 間： 2012年03月19日，星期一，

10:30-11:30Am

地 點： 台大醫學院202教室

研究方向與經歷:

http://www.imb.sinica.edu.tw/~ctchien/index_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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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台大杜鵑花節藝術祭

活動預告:

台大杜鵑花節藝術祭

在中止了兩年之後，2012年的台大杜鵑花節又能再次以
「藝術」與「知識」結合的理念展開，令人格外振奮。在經費

謝 豐 舟 教授

藝術」與 知識」結合的理念展開 令人格外振奮 在經費
拮據之下，李校長仍然批准了這次預算，他的理由是因為「這
個活動有延續性」。除了前兩年的舞台劇之外今年又有一項新
嘗試就是科學插畫展。

【榮格與他的小三 vs佛洛依德】舞台劇【榮格與他的小三 vs佛洛依德】舞台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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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7日晚上7點，摸黑走過台大校園到一號館
戲劇系的118排練室看“與榮格密談”（The Talking Cure）
舞台劇的第四次完整排練。雖然之前台大杜鵑花節已經上過舞台劇的第四次完整排練 雖然之前台大杜鵑花節已經上過
「哥本哈根」與「達爾文之後」兩齣舞台劇，但這次却是我
第一次去看排練，實地體驗了一齣舞台劇準備的過程。

在中止了兩年之後，2012年的台大杜鵑花節又能再次以
「藝術」與「知識」結合的理念上演舞台劇，令人格外振奮。
在經費拮據之下，李校長仍然批准了這次演出的預算，他的
理由是因為「這個活動有延續性」，也就是說從2008年的
「哥本哈根」，2009年的「達爾文之後」兩齣戲下來，這個哥本哈根」 2009年的 達爾文之後」兩齣戲下來 這個
活動已經指出提升台大校園人文氣息的一條有效途徑，值得
投入資源加以延續。今年再度演出「與榮格密談」之後，每
年三月的杜鵑花節，台灣大學上演舞台劇的傳承將更為成形。
相信若能再延續個二、三年或三、五年，這個活動會像行之
百年的「牛津劍橋划船賽」一樣成為一個「傳統」，成為台
灣大學的一部份。

活動要能長期延續，一定要有一個主體來承擔。我與戲活動要能長期延續 定要有 個主體來承擔 我與戲
劇系王怡美主任討論，王主任肯定地承諾，只要經費沒問題，
戲劇系願意來主辦這個活動。我們也談到既然已經累積了三
年的經驗，也許可以用這三次演出為題材，進行一個學術研
討會來討論相關的議題，例如此種演出對校園與社會的影響，
劇本如何選擇，將來如何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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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演出的The Talking Cure是以「心理分析」為經，佛洛
依德與榮格的互動為緯。以現代的流行用語，本劇的劇名也許
可以用「榮格與他的小三vs佛洛依德 」更貼近劇情，更為聳動。
The Talking C re是編劇克里斯多夫漢普頓（ChristopherThe Talking Cure是編劇克里斯多夫漢普頓（Christopher 
Hampton）在2003年改編約翰卡爾著作《最危險的療程》
（John Kerr, A Most Dangerous Method: the Story of Jung, 
Freud, and Sabina Spielrein）的舞台劇作，敘述心理學巨擘榮
格與其女病人莎賓娜兩人間的複雜關係。當時已婚的榮格為莎
賓娜治療精神疾病，榮格在她身上常是驗證精神分析始祖佛洛賓娜治療精神疾病 榮格在她身上常是驗證精神分析始祖佛洛
伊德所提出的新療法──「談話治療」，發現受良好教育的莎賓
娜有受虐傾向與性成癮的問題，在多年的治療過程中，他們的
關係從醫病轉變為朋友與師徒，榮格更漸漸為她聰穎卻複雜的
心靈所吸引，兩人曖昧之情最終一發不可收拾，痊癒出院，正
攻讀心理學的莎賓娜於是和榮格陷入熱戀。也因為莎賓娜的研
究案例，榮格才有機會正式結識佛洛伊德，但他與莎賓娜之間
複雜的關係卻也間接導致師徒兩人關係決裂，分道揚鑣。

巧合的是由The Talking Cure 劇本改編的電影「危險療程」巧合的是由 g 劇本改編的電影 危險療程」
也正在台北上演。

「心理分析」在目前似乎是過時的東西，不過「潛意識」
的存在大家都可以接受，「夢」雖然是每個人的親身體驗但這的存在大家都可以接受， 夢」雖然是每個人的親身體驗但這
方面的進一步瞭解却仍未見。近年來，腦神經科學蓬勃發展，
正是以現代腦神經科學方法來檢視心理分析所主張之「潛意識，
夢，自我」的大好時機。看來，2012杜鵑花節演出The Talking 
Cure，也像2008年的「哥本哈根」以及2009年的「達爾文之後」
一般，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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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追求真實的筆尖」

展覽時間: 2012.3.9-3.25 10:00-17:00

格雷琴‧凱‧哈伯特(Gretchen Kai Halpert)的科學插畫展

展覽時間: 2012.3.9 3.25 10:00 17:00
展覽地點:臺大校本部，總圖書館1F多功能展覽廳
系列活動:
2012.3.9 10:00 開幕茶會，臺大總圖書館 (自由入場)

14:30 主題演講，臺大總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主題：什麼是科學插畫？主題：什麼是科學插畫？
“What Is Scientific Illustration? “
講者：格雷琴‧凱‧哈伯特
需線上報名：http://ctld.ntu.edu.tw/fd/reg

2012.3.14  18:30 科學插畫專題演講
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 102講堂 (自由入場)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 102講堂 (自由入場)

●預約一場導覽：請來信hsiehningwang@ntu.edu.tw
或洽(02)3366-4782

以上活動皆為免費活動，參加並能獲得插畫紀念卡片！

●地址與交通：
臺大校本部：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捷運公館站3號出口）
臺大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1段1號
（捷運臺大醫院站2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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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臺大醫院站 號出口）

●活動網址：http://arts.ntu.edu.tw/activity/view/sn/40



活動預告:

展覽小簡：

科學家為什麼要畫畫？他們又會以如何的角度來詮釋？理性
與感性能否並存，而寫實度與想像力又能不能相互結合？同時身
為藝術家與科學家的格雷琴‧凱‧哈伯特(Gretchen Kai Halpert)正是
要以她的手繪作品帶領我們進入如此的新世界。此次畫展將呈現
植物、生物、醫學三個主題的科學插畫作品，藝術家並將親自帶
領系列工作坊及講座。原來藝術家是多麼仰賴科學的眼光，注視
著自然中的種種細節與表情，而整個世界就是她的畫室，題材唾
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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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是科學家的畫室，透過他們精準的筆，我們重新
微觀這個世界。

關於展覽：

微觀這個世界

2012.03.09 開始，藝文中心邀請你來參加這場結合科學
與藝術的展覽─「追求真實的筆尖」，欣賞格雷琴‧凱‧哈伯
特(Gretchen Kai Halpert)的科學插畫。

格雷琴此次受邀2012杜鵑花節蒞臨臺大，展出涵蓋植物
、生物及醫學三主題的手繪作品，並搭配講座與工作坊，帶
領我們進入科學家的「藝」想世界！臺大雖位於臺北大都會
，卻連結著豐富的自然資源。美麗校園是我們的寶藏，更是
生活的場域，藝術家提醒我們那些經常忽略的景致，能透過
真實細膩的記錄保留下來。好風景值得一再回味，藝術其實真實細膩的記錄保留下來。好風景值得一再回味，藝術其實
就發生在動手畫下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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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ural history of British quadrupeds/ Edward Donovan
圖片來源：臺大圖書館



Anona squamosa 番荔枝/ 陳建鑄 繪 圖片來源：臺大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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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簡介：

曾擔任自然科學插畫家協會（GNSI）前主席的格雷琴
，學歷背景跨及科學與藝術。她於康乃迪克學院取得植物
學學士學位，在紐黑文大學（新港大學）研究所攻讀生物
學插畫，並於羅德島設計進修學院取得科學與科技插畫執
照。她曾長年於耶魯大學與羅德島醫院擔任研究科學家，
同時亦於羅德島設計進修學院、布朗大學、惠敦學院與各同時亦於羅德島設計進修學院 布朗大學 敦學院與各
家機構開班教授插畫課，目前定居於紐約。這次格雷琴將
帶著多件專為此展創作的作品來臺，包含為杜鵑花節而準
備的「紐約野生杜鵑」。由於科學插畫在臺灣的發展仍不
蓬勃，她期許能透過展覽帶給觀眾不同的啟發。
藝術家網站：www.gretchenhalpert.com藝術家網站：www.gretchenhalpe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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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東亞線蟲會議

活動預告:

第五屆東亞線蟲會議

5th East Asia C. elegans Meeting

• 時間:2012.6.27~2012.6.30

• 地點: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

• 會議與報名網址:
http://eawm2012 lifescience ntu edu tw/http://eawm2012.lifescience.ntu.edu.tw/

• 聯絡人:聯絡人
台灣大學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吳益群老師實驗室助理歐惠雯

Tel:(02)3366-2483Tel:(02)3366 2483

Fax:(02)3366-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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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正明院士回台工作照片:

2012年2月14日-鍾院士與校長及副校長討論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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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正明院士回台工作照片:

鍾院士與iEGG研究群作討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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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 賀!!狂 賀!!

本中心諮詢委員

清華大學
江安世教授

榮登 Science榮登 Science
Visualizing Long-Term Memory Formation in Two 
Neurons of the Drosophila Brain
Ch Ch Ch t l

15請見隨信附件檔案

Chun-Chao Chen, et al.
Science 335, 678 (2012)



腦科學重大突破—清華大學
發現儲存長期記憶的腦細胞發現儲存長期記憶的腦細胞

February 9, 2012 Hsinchu, Taiwan

國立清華大學江安世教授所帶領的跨領域研究團隊，經過
七年的努力，發現長期記憶的形成所需的新生蛋白質，僅發生
於來自於腦中少數幾顆神經細胞內。

這項研究成果以長篇完整論文的方式發表在2012年2月10日
的Science期刊上。

江安世教授表示，「神經科學領域的長期目標，就是瞭解江安世教授表示， 神經科學領域的長期目標，就是瞭解
學習與記憶如何在腦中留下印象？一個新的經驗最初發生在哪
裡？這些新且不穩定的經驗，又是如何轉化成穩定的長期記憶
呢？」。

神經科學家很早就瞭解到，人腦中一個稱為海馬迴的地方，
對於各種事件的記憶儲存非常重要。 受到學習經驗的刺激時，
海馬迴會提昇大腦皮質區儲存記憶的效率。 然而，人腦內包含
了近千億顆神經細胞，想要從中找到哪顆細胞參與哪些工作，
無異是大海撈針。無異是大海撈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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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科學家很早就瞭解到，人腦中一個稱為海馬迴的地方，
對於各種事件的記憶儲存非常重要。 受到學習經驗的刺激時，
海馬迴會提昇大腦皮質區儲存記憶的效率。 然而，人腦內包含
了近千億顆神經細胞，想要從中找到哪顆細胞參與哪些工作，
無異是大海撈針。

幸運的是，果蠅許多生存基本的行為（例如學習、記憶、
專注力、睡眠、探索環境等等）都與人類非常相似。 而這些行
為也透過許多與人類相似的基因調控著。 然而，果蠅腦內的神
經網絡卻比人腦簡單太多了。 而且，經過百年來的研究，科學
家們在 身 建立 完整 豐富的 優 也成家們在果蠅身上建立了完整且豐富的基因工具。 這些優點也成
功地讓科學家，能夠藉利用果蠅來研究許多疾病的分子機制，
例如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症及亨丁頓跳舞症等。

過去的實驗證實，在各種動物身上都可觀察到，長期記憶
的形成需要蛋白質生成。 為了確定果蠅腦內哪些地方參與了蛋
白質的生成，研究團隊發展了新的基因工具，來阻斷特定神經
元的蛋白質生成。 藉此，研究團隊大量且有系統的篩選果蠅腦
內，哪些神經元的蛋白質合成，參與了長期記憶的形成。 令人
訝異的是 居然只需要抑制腦內兩顆神經元（稱為DAL）的蛋白訝異的是，居然只需要抑制腦內兩顆神經元（稱為DAL）的蛋白
質新生成，就可以成功阻斷長期記憶的形成。 此外，即便過去
一直認為蕈狀體才是學習與記憶的中心，研究團隊卻發現，阻
斷蕈狀體的數千個神經元，並不會阻斷長期記憶。這也是始料
未及的。

17



不論是果蠅腦或是人類腦，長期記憶的形成都需要重複的
學習，並且在每次學習之間給予適當的休息時間。 這群台灣的
科學家們，就是透過這種間隔式學習，來篩選損害長期記憶受科學家們，就是透過這種間隔式學習，來篩選損害長期記憶受
損的突變種。 並與聖地牙哥Dart Neuroscience的Tim Tully博士合
作，已經確認了許多長期記憶所需的基因。 在測試記憶形成的
過程中，江安世研究團隊嘗試著尋找，這群長期記憶的基因在
哪裡被活化。 他們發現許多長期記憶相關基因，都會在DAL神
經元被活化。 利用基因工程技術，在DAL神經元內抑制這些基經元被活化 利用基因 程技術 在 神經元內抑制這些基
因活化的結果，讓本篇Science論文的第一作者陳俊朝證實了，
這些基因在DAL神經元的活性便是長期記憶形成的基礎。

江安世研究團隊也與台灣暨南大學的傅在峰助理教授合作，江安世研究團隊也與台灣暨南大學的傅在峰助理教授合作
共同發展出全新的基因工程技術，得以直接且即時觀察單一神
經元內新生成蛋白質的合成。 研究發現， DAL神經元至少有兩
組長期記憶相關基因──CaMKII與period的活性，只在間隔式
學習之後提高了。

兩顆DAL神經元如何控制如此複雜的記憶呢？ 陳俊朝與他
的研究夥伴發現，阻斷DAL神經元送出訊號給其他神經，會損
害長期記憶的行為。 而且這樣的損壞只發生在阻斷記憶重新回
憶之時，而非發生在阻斷學習或是記憶固化的過程。 除此之外，憶之時 而非發生在阻斷學習或是記憶固化的過程 除此之外
陳俊朝也指出，DAL神經元的軸突（輸出端）更與蕈狀體的樹
突（輸入端）直接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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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發現，暗示了一個長期記憶處理與回憶過程的簡單模這些發現，暗示了一個長期記憶處理與回憶過程的簡單模
式：記憶形成的時候，在蕈狀體內暫時保存的電子訊號，會刺
激DAL神經元的電子活性，並且啟動DAL內的蛋白質合成。 這一
連串的刺激，會改變DAL本身的結構與功能。而回憶的過程中，
若再次接觸到當初學習的刺激，DAL會釋出電子訊號，加速蕈狀
體內的電子活性。 因此，藉由在一個複雜網路中的少數神經元體內的電子活性 因此 藉由在 個複雜網路中的少數神經元
（例如DAL）改變活性（例如蛋白質新生成），果蠅可以根據先
前的經驗（記憶）來決定並調整自己的行為。

江安世教授說，「透過找到各種“記憶神經元”，我們將
可以確認更多“記憶蛋白質”。藉此，將得以全盤地瞭解學習
與記憶或是相關疾病的分子機制。 我們也將利用各種最新發展
的基因工具，來建構更完整的果蠅記憶神經網絡圖譜。 而人腦的基因工具，來建構更完整的果蠅記憶神經網絡圖譜。 而人腦
是否也將記憶儲存在複雜網絡中的少數神經節點裡的蛋白質合
成，則有待進一步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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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orie restriction and aging: 
the role of neuronsthe role of neurons

王培育助理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

隨著現今社會老年人口持續增加，了解老化成為目前研究
上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而大腦功能退化則是老化的主要現象。
經研究證實，限制飲食中的卡路里攝取可有較延長個體的壽命
(Figure 1)，並可降低及延緩老化相關的疾病如：神經退化性疾(Figure 1)，並可降低及延緩老化相關的疾病如：神經退化性疾
病 、 癌 症 與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發 生 。 許 多 卡 路 里 限 制 (calorie
restriction)影響的生理及細胞分子機轉已逐漸揭開，然而其延長
壽命的機制並不十分清楚。儘管如此，卡路里限制的概念已被
廣泛的運用於治療老化相關的疾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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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alorie restriction extends lifespan in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1X = 10% sucrose and yeast. Each lifespa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more than 200 flies.

目前我們的研究著重於卡路里限制對於心智功能的影響，
利用小鼠於抬高式T形迷津 (elevated T-maze)及被動迴避試驗
(passive avoidance test)的行為表現，我們發現卡路里限制可以顯
著增強小鼠學習與記憶的能力，而血清素相關的訊息傳遞則扮
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在往後的實驗中我們將繼續探尋卡路里
限制影響學習與記憶的分子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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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們也同時研究基因對老化的影響，利用果蠅
為研究模式，我們發現I'm not dead yet (Indy) 的基因突變可顯
著延長果蠅的壽命，而Indy功能則與Krebs cycle 的中間代謝物著延長果蠅的壽命，而Indy功能則與Krebs cycle 的中間代謝物
之運送有關 (Wang et al., 2009)。利用微陣列分析 (microarray
analysis)，我們進一步證實Indy突變延長壽命的機轉可能是透過
調控動物體內養分的吸收、利用及儲存，進而影響細胞內粒線
體的功能，而這些改變則造成Indy突變果蠅有著類似卡路里限
制的生理狀態 (Neretti et al., 2009)。制的生理狀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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