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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遷徙自約 12,500至 10,000年前開始，由遊牧生活逐步轉向農耕聚落（de Hass, Castles 

and Miller  2020）。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當下，全球社會見證「遠距移動之日常化」

（Shin and Lee 2022），其驅動因素涉及政治、經濟、社會與氣候等多重層面。當代世

界可謂「史上人與物體移動距離最遠、頻率最高、速度最快的時代」，「人類活動的各

個領域皆日益受運動（motion）所界定」（Nail  2018）。無論是人類、非人類，或超

越人類範疇的移動現象（more-than-human mobilities），移動性的概念可視為人類歷史

的核心要素，形塑著我們所處的世界。在此脈絡下，作為人類移動現象的遷徙不僅影響

個體，也深刻地影響遷出地與遷入地的社會結構。遷徙的影響涵蓋區域性、國內與國際

層面，並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與環境等多維領域。當人們自願或非自願地跨越國界，他

們的身份認同往往會在遷徙過程中受到重新建構或混融，因其需在原生文化與新環境之

間進行身份協商。換言之，遷徙顛覆了傳統的身份概念，促使個體在文化傳承與新環境

適應之間尋求平衡。因此，理解移動性、遷徙與身份文化認同之間的相互作用，對於探

索全球化與高移動性社會中的新興社會現象及生活方式至關重要，並有助於人們邁向更

加公平與正義的未來。 

本專刊預定於 2026 年 6 月出版，本期將致力於探討移動性、移民與身份認同等相關議

題，歡迎針對下列相關議題投稿： 

• 人類移動或遷移的敘事化 

• （後）殖民視角下的遷徙歷史 

• 移動性的情感與情緒維度 

• 針對遷徙／移動性敘事之創新論述與方法 

• 遷移倫理與政治 

• 高度移動時代下的人類生存：遷移與人權 

• 全球遷徙的日常化與文化身份轉變 

• 環境移動性：非人或超人類移動現象 

• 文學與語言中的過渡與移動性 

• 語言的遷徙與移動性 

• 另類或未來移動性的文化想像 

 

歡迎投稿以上未列出的主題。我們也鼓勵英語以外語言的投稿。我們徵求提供流動、遷



徙與認同新觀點、以理論及研究方法創新相關議題的全文稿。英文稿件字數限定為 6,000

至 10,000字。如果使用中文或其他語言撰寫稿件，作者必須提供英文摘要（一頁 A4之

長度）供初步審查，中文稿件字數限定為 12,000 至 20,000 字。本專刊也接受相關主題

的書評和研究紀要，英文字數約為 2,000至 3,000字。 

投稿日期須知： 

摘要截止日期：             2025年 7月 31日  

全文邀稿通知：             2025年 8月 15日 

審稿截稿：                 2025年 10月 31日 

審稿決定：                 2026年 1月 30日 

最終截稿：                 2026年 4月 15日 

出版日期：                 2026年 6月 15日 

《外國語文研究》成立於 2004 年，是一個經過嚴謹同儕審查，提供全文開放取用的專

業學術期刊。本期刊立足外國語文本位，以文學、語言、教學與文化為中心，著眼於全

球視野及對話的學術期刊。本期刊期望融會文學、語言、教學、文化，進而探討各該文

學、語言、教學、文化的變遷、轉型及碰撞與交融中所產生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外

國語文研究》目前收錄於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論

文索引系統、華藝線上圖書館、凌網科技臺灣全文資料庫、碩亞臺灣引文資料庫、聯合

百科臺灣人社百刊、元照月旦知識庫。 

如有任何與專刊相關問題，歡迎聯繫客座主編：Jinhyoung Lee (gespenst@konkuk.ac.kr) 、

張景安 (chingan@nccu.edu.tw) 

Jinhyoung Lee副教授現任韓國建國大學移動性人文學院，同時擔任《移動人文學》期刊

的副主編，並為國際交通與移動史學會（T2M）執行委員會成員。除了個人著作《1930

年代後期殖民地朝鮮小說理論》（Theories of Novel of Colonial Korea in the Late 1930s），他

亦參與多部學術著作的韓文翻譯，包括 Haim Hazan的《反混融》（Against Hybridity）、

Peter Merriman與 Lynne Pearce主編的《移動性與人文學》（Mobility and the Humanities, 

2019）、Linda Hutcheon的《改編理論》（Theory of Adaptation），以及 Gary Saul Morson

與 Caryl Emerson合著的《巴赫金散文學》（Bakhtin’s Prosaics）。其研究興趣涵蓋現代

韓國小說與文學批評、離散、混雜性、後殖民及移動人文學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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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景安副教授任職於臺灣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學系。主要研究領域涵蓋中東地區（特

別關注大敘利亞地區）、商業社群、移民與難民問題。其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移民》

（International Migration）、《移民與難民研究雜誌》（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Refugee 

Studies）、《社會包容》（Social Inclusion）以及《洞察土耳其》（Insight Turkey）等國際

期刊。此外，他亦參與書籍章節撰寫，作品收錄於《Routledge中東離散手冊》（Routledge 

Handbook on Middle East Diaspora）及《敘利亞衝突中期的行為者與動態權衡：在抗爭政

治、軍事化與政權韌性之間》（Actors and Dynamics in the Syrian Conflict’s Middle Phase: 

Between Contentious Politics, Militarization, and Regime Resilience, Routledge/St. Andrews 

Syrian Studies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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