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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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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參加會議經過 

    非常感謝科技部補助本人參加由波瀾羅茲大學語用學系主辦之「第八屆羅

茲國際學術研討會：語用學的新發展」(The 8th Łódź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New Developments in Linguistic Pragmatics 2017)。本次會議以功能學派的觀點

探討語言和溝通為主題，內容涵蓋理論與教學應用。在為期三天的會議中，共

有四場專題演講和五十多篇論文口頭發表，與會者來自台灣、美國、波蘭、英

國、羅馬尼亞、荷蘭、德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俄羅斯、巴西、捷克、

墨西哥、土耳其、烏克蘭、馬其頓、克羅埃西亞等近二十個國家。 

    會議主席 Piotr Cap教授，是歐洲語用學的著名學者，也是新竹清華校友陳

力綺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非常榮幸能獲得邀請，共襄盛舉。更難得的是，在

會議第二天 (5/16) 下午的 panel 共有六位台灣籍學者報告最新的研究成果：高

雄應用科技大學副教授唐綺霞透過量化研究的方法探討台灣的性別認同和溝

通行為、Kazimierz Wielki University in Bydgoszcz, Poland助理教授陳力綺以真

實語料討論幽默的語言和非語言策略、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林

盈妤從認知語用的角度分析台灣的政治漫畫、中原大學應用華語系兼任助理教

授許婷婷從認知隱喻的觀點切入討論台灣閩南語否定標記「無」的語義特點、

亞捷隆大學博士生 Shin-Yu Lin以「血濃於水」的四字格成語為例探索華人社

會的政治文化以及本人以孔子學院總部建置的「國際漢語教材編寫指南」（網

址 http://www.cltguides.com/main.action）教材大數據平台為基礎，探索華語嘆

詞的溝通功能和教學應用。本場的六篇口頭發表皆引起熱烈討論，也很榮幸獲

得大會主席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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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非常感謝科技部補助本人參加 The 8th Łódź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New 

Developments in Linguistic Pragmatics 2017。這是我第一次到訪歐洲，也是第一次全

程以英文發表研討會論文並問答與會者的提問。不僅開拓視野，也加深國際學術交

流。也非常感謝荷蘭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教授 Gunter Senft，在

會後給予許多寶貴意見，受益良多。在茶敘時間，得知杜拜目前有中文教師需求，

算是意外的收穫。 

  

 

三、建議 

無。 

 

四、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省略) 

無。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Cap, Piotr (ed.). (2017). New Developments in Linguistic Pragmatics 2017 

(Books of Abstracts). Łódź : Łódź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83-8088-652-0) 

2. Jair Antonio de Oliveira. Non-Cooperation as the Rule of Communication. 

(oral presentation handout) 

 

六、其他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