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一：國際文化交流活動報告表 

請務必填寫執行補助案計畫時所收集（如下列）之相關資料，作為本會國際文化

交流資料庫之使用，其中標記（※）之符號將為公開上網資訊。

註：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一、研討會介紹

 名稱（中文）：第 11屆荷蘭萊頓國際亞洲學者會議論文發表 

 （英文）：11t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ICAS 11) 

 網站：https://www.eventscribe.com/2019/ICAS11/ 

主辦單位（中文）：荷蘭國際亞洲研究所、萊頓大學、法國亞洲研究網路 

（英文）：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IIAS), French 

Academic Network of Asian Studies (GIS Asie) and Leiden University 

自行投件徵選 

※二、活動期程 (起)西元 2019年 07月 16日～ (迄) 西元 2019年 07月 19 日 

※三、國家/城市 荷蘭萊頓 

※四、研討會活動簡

介(起源、特色、重要

性與現況)（約 400

字） 

國際亞洲學者會議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ICAS）是

全球最重要且盛大之亞洲學領域專家學者研究交流平台，目標以亞洲為軸心，

進行跨學科與地域之核心對話。每年由荷蘭亞洲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 Studies;簡稱 IIAS）及當年度在地主辦單位合作辦理。

另一主辦單位荷蘭國際亞洲研究中心（以下簡稱 IIAS）。 

本次第 11屆國際亞洲學者會議 （ICAS 2019）以 Engaging Translations and 

Circulations Across Asia and Europe 為題，將全球亞洲研究學者於此發表

最新研究論文。以亞洲研究與歐洲之間的文化研究之探討邀請學者，藝術家，

策展人，導演，文學家等跨領域專家學者共享研究及深入交流。此研討會將於

作為跨地域及跨學科的學術對話交流平臺，千名與會者來自世界各知名大學、

研究機構、博物館及學術團體，除了來自亞洲、美洲、歐洲，澳洲，非洲及南

美洲的學者專家參與，集合全球亞洲研究學人於一地。

https://www.eventscribe.com/2019/ICAS11/


※五、活動場地資訊 

場地名稱（中文）：萊頓大學 

        （英文）：Leiden University 

 

   

左圖大會開幕會場                  右圖大會開幕 

 

   

左圖大會開幕                      報到處 

 

場地網址： 

https://www.iias.asia/event/icas11-leiden 

※六、主辦單位/機

構聯絡方式 

聯絡人 
ICAS Executive Officer 

電話 
+31-71-527 3317 

e-mail 
icas11@iias.nl 

地址 
P.O. Box 9500, 2300 RA Leiden, the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地址或網址： 
Visiting address: Rapenburg 59, 

2311 GJ Leiden 

https://www.iias.asia/event/icas11-

leiden 

https://www.iias.asia/event/icas11-leiden
https://www.iias.asia/event/icas11-leiden
https://www.iias.asia/event/icas11-leiden


※七、本屆及歷年來

參與之台灣藝術家

或團體名單(項次可

自行增加) 

 

八、簡述此次活動如

何受邀（例：透過報

名且獲選、競賽入

圍、主辦方主動邀

請） 

本人與其他同是從事日本戰後與東南亞地域關係之視覺藝術實踐的

文化研究學者，共組會議研討場次，包括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

中心博士等數人，以 Embodied Experienc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Japan為主題，共同探討戰後日本之於東南亞的視覺文化之發

展及其研究。 

九、主辦單位實際負

擔條件(勾選後請說

明) 

□  1.演出費________ 

□  2.運費________ 

□  3.交通費________ 

□  4.日計生活費_______ 

□  5.文宣廣告費_______ 

□  6.保險費________ 

□  7.住宿費________ 

□  8.安排當地拜訪或參觀行程 

      ___________ 

□  9.安排與計畫有關之活動

（包括成果發表）___________ 

□  10.其他________ 

□  11.無 

十一、綜合（交流心

得與建議） 

此次交流心得： 

國際亞洲學者會議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ICAS）為

全球匯聚亞洲學領域專家學者研究交流平台，累積深入且豐富之亞洲各領域研

究之成果。 本人與其他同是從事日本戰後與東南亞地域關係之視覺藝術實踐的

文化研究學者，共組會議研討場次，包括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博士等

數人，以 Embodied Experienc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Japan 為主題，共同

探討戰後日本之於東南亞的視覺文化之發展及其研究。 

 

筆者所發表之論文以南方地景作為談討日本佔領時期對南方美學建構之脈絡。

二戰末期由日方實施的南方作戰，其影響地區延伸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

印尼等東南亞地區。對於日軍佔領時期皆有超越世代的集體記憶。探討日本十

九世紀南進政策下東南亞地區之移民史中的藝術研究發展，並從 1940年代的歷

史檔案、國策電影、日記及個人口述理解相異身份的個體如何經驗所謂的「南

方」及其記憶地景。其中探討如戰時藝術家森錦泉於荷屬東印度中部爪哇所創

作系列之風景繪畫，畫面將國族情感的日本理想地景與爪哇熱帶風景結合，以

及從印尼現代繪畫之父蘇佐佐諾（S. Sudjojono）的矢崎千代二，以及日本文

部省派至泰國在美術工藝學校任教的藝術家油畫家横田仁郞等人。如何建構二

戰時期南方地景的藝術史脈絡。另外於進而探討，日軍在戰時於印尼爪哇島內

創設多處具備文化中心性質的「啓民文化指導所」長達數年的文化活動扮演了

印尼歷史上最早的美術學校之功能，戰後許多藝術先鋒都曾經在此學習。這些

研究也反映在當代藝術的實踐當中，並以日本當代藝術家運用交織現實與虛擬

的手法為例，探討研究及當代藝術實踐的廣泛滲透的當代意義。 

 

基於日本之於東南亞藝術史之相關研究，相關交流論壇場次如 New Fil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