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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之場的理論與實踐”學術工作坊 

討論議程 

 

 

 

 

 

 

 

 

 

主辦單位：澳門大學歷史系 

2025 年 2 月 28 日—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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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歷史在加速消失。” 

“記憶（研究）的興起是文字書寫的輝煌的葬禮！” 

隨著法國《記憶之場》全譯本被陸續譯介到中國，借鑒他山之

石，展開關於中國“記憶之場”研究的時機業已成熟。記憶之場具

有實在性、象徵性、功能性等特徵，以什麼標準、使用怎樣的方法

展開澳門的記憶之場研究，是本次學術工作坊的目的所在。本次工

作坊擬就三個方面進行深入討論： 

一曰從法國和歐洲歷史探討記憶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二曰通過若干實例檢討目前記憶研究狀況。 

三曰就如何展開澳門的記憶之場研究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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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簡表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2 月 28 日 
全天 報道 澳門大學 

18:40-20:30 晚餐 1826 Restaurante 

3 月 1 日 

08:45-12:00 學術討論會 澳門大學 

12:00-14:00 午餐 盒饭 

14:00-17:45 學術討論會 澳門大學 

18:00-19:30 晚餐 萬豪軒 

3 月 2 日 

09:00-12:00 圓桌會議 澳門大學 

12:00-14:00 午餐 盒饭 

14:00-17:30 

Nezha City Walk 

哪吒廟巡禮/澳門

“記憶之場”考察 

哪吒廟/其他澳門“記

憶之場” 

18:00-19:30 晚餐 萬豪軒 

3 月 3 日 全天 離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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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議程 

 

3 月 1 日（星期六） 

學術討論會 

時間：08:45-12:00  

討論流程：報告每人 25 分鐘，報告結束後共同討論 30 分鐘 

主持人：林少陽 

報告人 題目 

王海洲 

南京大學 
國家記憶的時間結構 

李耕 

澳門科技大學 

老房子會說話嗎？——住屋型建築遺產塑造社

會記憶的路徑機制 

茶歇 09：45-10：00 

范瑛 

四川大學 
記憶與遺忘：成渝鐵路與少城公園的空間記憶 

韓偉華 

南京大學 

記憶之場與永恆之城： 

論近代羅馬政治空間的建構與重構 

韋旼 

澳門大學 

時間、空間、記憶：二戰時期澳門經濟與社會

的分析 

孫江 

澳門大學 

文學即歷史——石川達三《活著的士兵》里的

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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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2:00-14:00——午餐：盒饭 

時間：14:00-17:45 

討論流程：報告每人 30 分鐘，報告結束後共同討論 30 分鐘 

主持人：鐘以江 

報告人 題目 

于京東 

南京大學 
先賢祠與近代法國公民愛國主義的記憶生成 

陳斌 

香港理工大學 
鴉片戰爭的歷史記憶與電子遊戲 

王楠 

南京大學 
紀念館的陳設與記憶的生產 

茶歇 15：30-15：45 

謝任 

南京大學 
淪陷時期南京的歷史與記憶 

李璐 

四川大學 
記憶的疊加：威遠縣靜寧寺與東北流亡學生 

朱天舒 

澳門大學 
澳門的信仰與祭祀空間 

 

時間 18:00-19:30——晚餐：萬豪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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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星期日）博士生圓桌會議 

何處是澳門？ 

——如何開展澳門的記憶之場研究 

時間：9:00-12:00 

會議流程：每人發言 10分鐘，發言結束後開放討論 

主持人：孫江 

發言人 主題 

引言人：孫江 
澳門大學 

“澳門記憶之場”的研究構想 

胡雨蓉 
澳門大學 

大三巴聖母浮雕原型研究 

王基臣 
南京大學 

科塞雷克的圖像記憶研究 

梁君瑜 
澳門大學 

內港大豐：黃金貿易与澳門記憶 

楊沁龍 
南京大學 

“世界文學”的澳門記憶 

王德懿 
澳門大學 

近代澳門娛樂業微觀——作為“記憶之

場”的福隆新街 

林鑫 
南京大學 

讓公共記憶留下來——伊凡·雅布隆卡的

《蕾蒂西婭》 

龐博義 
澳門大學 

墓碑上的全球史——澳门新教徒墓地研究 

時間：12:00-14:00——午餐、午休 

時間：14:00-17:30——Nezha City Walk（哪吒廟巡禮） 

                                        澳門“記憶之場”考察 

時間：18:00-19:30——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