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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这座城市无论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学与艺术史上，都是浓墨

重彩的一笔。对于明史研究者来说，更是有着心灵故乡般的特殊意义。因此，当

我得知被第五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录取，在濛濛细雨中第一次踏上这座古都的

土地时，激动而忐忑的心情是溢于言表的。 

在来到南京之前，从硕士阶段至今的明清史学习中，我对南京的认识均来源

于历史文献与文学作品。由于我的研究曾经涉及到明代政治、外交与文化，因此

对这座城市最强烈的感受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南京的城市规划与

建设。明代南京扮演都城这一角色的时间极为短暂，然而朱棣迁都后，北京城无

论外城、皇城还是宫城，布局与功能分区均与南京有极为相似的成分。虽然受地

理环境和其它政治经济因素影响略有区别，北京城在后期建设中又经过不断充实

与扩大，其从南京城基础上脱胎而来的痕迹仍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南京城的建

设规划，对中国后世的城市规划与格局排布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二，作为明朝早

期的政治中心，南京在对外交往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洪武时期是朝贡体系初步

奠定阶段。明太祖列十五不征之国，各国均多次派遣使臣前往南京朝贡。永乐初

年朝贡国数量和往来频次更是大大增多。频繁的外交往来与文化碰撞无疑又塑造

了南京作为异文化汇聚与融合之地的多元格局。第三，前两项中所阐述的城市特

色再加上长期以来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南京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创造了条件。因

此南京在明朝得到空前繁荣，成为文人雅集与士人生活研究的重点区域。而且这

种传统直至今日，依然在南京以现代社会的新形态存在并长足发展。 

经过研习营十天日程紧凑的讲座与田野调查，我对南京的认识在以往仅凭文

献获得的基础上，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这种认识的深刻化首先得益于五天的讲

座。通过十位老师从文学、史学等不同领域、断代和切入点对南京这座城市进行

诠释，我对南京局限于明清两代的片面认识得到极大延展与补充。从断代上来说，

六朝是我以往的研究中极少涉及的领域。刘淑芬老师的讲座《烟雨楼台：南朝建

康的佛教文化生态》，让我对六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了重新的思考。明代南京

的迅速繁荣，追本溯源，与六朝时代所奠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一脉相承。因此研

究明清南京、北京的文化，不能忽视历代层叠累积的影响因素。王德威老师《文

学南京：从现代回看历史》以及胡阿祥老师《品味南京：集体记忆与文化符号》

等讲座，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我诠释了近代乃至现代的南京，里面所充溢的浓厚

明代文化因素，亦是在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历史脉络。如何理解文化的断裂与延续，



是我在这一系列讲座中思考最多的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来说，陈刚老师《六朝建

康历史地理》以及石守谦老师《金陵怀古与绘画史》等讲座，亦给予我很大启发。

以往在做研究时，多从史料出发，虽然也曾对利用现代地理学与现代科技做历史

研究产生过兴趣，但从未真正落实到实践中。从绘画作品与文物中汲取灵感在硕

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有初步尝试，却仅用于解决文章中的个别问题。两位老师的讲

座全面地介绍了这些新的研究方法，以及在利用这些方法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解决措施，使我从以前独立的摸索中解放出来，打开了新的研究门径。 

田野考察是研习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务组精心编选了考察原始材料。

为我们省去了大量为考察做前期准备的时间。这些材料所收录的都是关于考察对

象最经典的描述与分析。因此对考察的全过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之于我的研究

领域，最重要的考察目的地无疑是明孝陵、夫子庙、秦淮河、台城与阳山碑材。

在考察过程中，我对南京的认识渐渐从文本中的平面模式变得立体化，并注意到

诸多在文本研读过程中难以注意到的历史细节。尤其是对明城墙建设与城市结构

布局的考察，对我的博士论文写作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此次考察最难得的是，可

以前往镇江、丹阳等地，从大的地理环境与文化框架中去了解南京。正如研习营

在宣传中所称：“所谓‘都市空间’，既包括城市内部空间，也包含了南京都市

圈层，因此田野考察范围将延伸及于江宁、镇江、丹阳、句容等地。”这种考察

目的地的安排与上至先秦、下至近现代的田野实践和演讲相结合，完整地诠释出

了“历史记忆与都市空间”这一主题。而在田野考察过程中我也在始终思考一个

问题，经历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田野以及文物，是否还能

如实地诠释与传达历史信息？在不断变迁的环境中，今天所能见到的遗迹无疑层

层累积了历朝历代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其中有真有伪，有虚有实。如何能够准

确的利用和保护这些历史遗存，对于如我一般，一直以来徜徉于文本研究中的学

生来说，如若渐渐开始加以了解并涉猎其中，对自己的研究，也定会有很大的启

发意义。 

另外一层收获来自与同学的交流过程中。在这十天的研习和考察中，来自大

陆、台湾以及世界各地的年轻学者进行了直接深入的交流与讨论。这一机会十分

难得。使得我长期局限在明清史研究这一狭隘视野中的现状得到改善，可以大量

聆听到来自不同学科与不同领域优秀青年研究者的声音。无疑扩大了自己的研究

视野。同时在交流中，也得以接触到来自其它国家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这无

疑将是人生中一笔硕大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