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康培德 

 

康培德，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t Twin Cities) 地

理學博士，現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專長為歷史地理學、族

群史與區域研究。著有《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

紀的歷史變遷》（1999）、《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荷西明鄭時期）》

（2005）、《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原住民》（2016）

等書; “China’s Island Frontier: Geographical Ideas on the Continent-

based Nationalist Narratives on Taiwan,” "Koxinga and His Maritime 

Regime in the Popular Historical Writings of Post-Cold War Taiwan," 

"Seeking 'Roots' in Taiwan: 'Red Hair' and the Dutch Princess of Eight 

Treasures," “The Dutch Commemorative Toponym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ast Asia, Based on the Cartographical Works Left b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Naming and Re-naming on Formosa: The 

Toponymic Legacies of the VOC Cartographies o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Western Maps,”〈十八、十九世紀巴達維亞唐人對殖民

地行政體系的文化認知賦予與重塑：以《公案簿》中的官職、機構外來語為例〉

等論文。 

 

(2)李毓中 

 

李毓中，塞維亞大學美洲史研究所博士，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專攻美

洲史、西班牙史、海洋史及臺灣史；博士論文研究 1626 年至 1642 年西班牙人

在北臺灣的歷史，探討十六世紀後西班牙人在東亞的拓展和交流。著作包含

《西班牙人在臺灣 1626-1642》、《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匯編》系列、《閩

南—西班牙歷史文獻系列》等。研究聚焦於建立西班牙海外殖民地體制、亞洲、

美洲跨太平洋貿易等議題，以西班牙「帝國」的角度探討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及

臺灣的歷史；領導研究團隊獲西班牙頒授「第一屆索里亞公爵國際西班牙語學

研究講座」跨國團隊首獎。持續關注十七世紀季風亞洲貿易圈和東亞海域多元

文化的風土民情與交流，希望成為一位能生動講述「歷史」故事的研究者。 

 

 

(3)謝艾倫 

 

謝艾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考古學博士，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

究所助理教授，水下考古暨水下文化資產中心副主任，臺灣考古學會理事。研

究領域包含：歷史考古學、海洋考古學、全球史、物質文化、科技考古、殖民

主義。著作包含 ‘The Power of the Images in the Boxer Codex and Cultural 

Convergence in Early Spanish Manila’ ( in Historical Archaeology of Early Modern 

Colonialism in Asia–Pacific: The Asia–Pacific Region, 2017 ),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t the Age of Contact: Post–1500 Archaeology of Asia’ ( in Handbook of Global 

Historical Archaeology, 2020 ), 《海角、考古、故事– 在地層裡尋覓古早的和平

島》( 2021 ), ‘The Atypical Hues of the Santa Cruz Blue–and–white Cargo: Non–

invasive Analysis of Glaze Defects and Color Variations in mid–Ming Porcelain’ 

( Heritage Science, 2023 ), ‘Archaeology of Spanish Colonial Period’ ( in Brill’s 



Encyclopedia of Taiwan Studies, 2023 ) 等。擅長以物質文化為線索，結合歷史與

圖像研究，探討東亞及東南亞海域的人群流動、文化變遷與殖民影響，用考古

學觀點闡述歷史。 

 

(4)張淑英 

 

張淑英，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西班牙文學博士；現任臺北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

所教授兼副校長，臺灣西班牙語學會理事長。2011至 2013年擔任臺灣大學文學

院副院長。2013 至 2019 年，臺灣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長，兼任科技部 GASE 

中心主任。2016膺選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2019 年起擔任索里亞公爵基金

會「西語瞭望永久觀測站」通訊委員。2019至 2022年，借調清華大學擔任外國

語文學系教授兼校長室特別顧問。2023 年榮獲西班牙「第一屆索里亞公爵國際

西班牙語學研究講座」跨國研究團隊首獎。學術專長領域包含當代西語文學與

電影、中西筆譯理論與實務、西語旅行文學、流浪漢小說、飲食文學、殖民時

期辭典手稿研究、拉丁美洲現代主義詩學，論著刊登國內外期刊(如 A&HCI)。

中-西-葡翻譯作品二十部，包含《如此蒼白的心》、《世界圖繪》中文-拉丁文

雙語等作品。 

 

(5)連金發 

 

連金發，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榮譽退休教授，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語言

學博士。國立清華大學圖書委員、學報編輯委員。曾任語言暨語言學編輯委員、

台灣語言學學會理事與監事、國際中國語言學會副會長。研究專長包含構式語

法、形態句法、歷史語言學、閩南語共時歷時研究、詞彙語意學。著作包含

《荔鏡記動詞分類和動相、格式》、《台灣閩南語「煞」的左緣化：句法與語

義互動》、《明清時期荔鏡／荔枝記閩南方言指示詞的演變：從指示詞到程度

加強副詞或篇章標記》、《語法演變、時間層次、方言變異。漢語研究的新貌: 

方言、語法與文獻》等。曾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傑出人才獎、清華人文社

會講座教授、國科會特約計畫台灣語言學學會終身成就獎等。參與的研究團隊

於 2023年 7 月獲西班牙頒授「第一屆索里亞公爵國際西班牙語學研究講座」首

獎。 

 

(6)鄭縈 

 

清華大學語言學博士，專長為閩客語語法研究、語言接觸與變遷、華語教學語

法。曾任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所長、聯合大學人文與社會

學院院長；目前為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專任教授。長年投入閩

南語研究，近年加入清華研究團隊，探索早期閩南語與西班牙語交流的資料，

團隊於 2023 年七月獲西班牙頒授「第一屆索里亞公爵國際西班牙語學研究講座」

跨國研究團隊首獎。在研究與教學之外，也十分關注本土語的傳承與復振，除

了協助推動國民中小學閩南語沉浸式教學計畫外，並擔任教育部《臺灣閩南語

常用詞辭典》成果維護委員、國家教育研究院「本土語文」課程綱要修訂小組

委員、客委會補助「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實施計畫」的輔導諮詢委員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