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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参加了 2015年 8月 10日-19日的第五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南京：

历史记忆与都市空间。10 天里，虽然高强度的头脑风暴和田野考察让我稍感体力

不支，但是累并快乐着的感受却始终贯穿整个研习营的日子。 

研习营的讲座教授们个个大名鼎鼎，以至于我那些天发的微信朋友圈消息引

来众多同行好友的各种羡慕嫉妒。近距离观察各位名师，我又发现他们风格迥异：

王德威和大木康老师儒雅谦逊、胡阿祥和范金民老师风趣幽默、田晓菲和李贞德

老师激情澎湃、刘淑芬和程章灿老师娓娓道来，还有石守谦老师举手投足间透出

的艺术范，加上陈刚老师的技术风。老师们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向我们叙述着他们

眼中南京的魅力所在，实在精彩。 

四天的田野考察，几乎涵盖了南京及其周边最富历史内涵的场所。带着厚厚

的考察材料，聆听当地研究者和管理者的介绍，然后再试图剖出一些历史的面相。

虽然八月烈日当头，野外蚊虫叮咬，但怀抱着一颗探究的心就乐趣无穷。 

晚上的分组讨论和综合讨论是灵感碰撞迸发火花的时刻。第一天被李孝悌老

师给的下马威吓了一下后，大家都不敢再肆意“建构意象”，乖乖回去苦读文本，

力图有理有据。正是有了小组讨论，让我见识了那些没有在讲座交流时间大放异

彩的同学的一鸣惊人：逻辑之缜密、条理之清晰、论点之精辟都令人刮目相看。

而田野导师们也显示出非凡的功力：无论我们如何天马行空，都可以总结归纳入

主题之内，信手拈来。综合讨论，虽然始终没有出现王鸿泰老师所希望的“火拼”

场面，但各小组的杀手锏频出和各组间的你来我往使得讨论每每都延迟一小时结

束，大家却意犹未尽，毫无睡意。 

10 天的学习，从历史、考古、文学等不同的视野把南京历史发展的脉络与当

前所遗留下来的文物与空间场景生动地结合在一起，让我这个曾经在此生活过 10

年的“土著”对这座城市有了全新的认识。虽然研习营的主题是围绕六朝时期，

与我研究的近现代相去甚远，但方法和视角的借鉴依然让我受益匪浅；而对古代

文献的恶补更拓宽了我的研究思路。 

10 天的生活，让我和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结下友谊。虽然之后我们分处地球

的四面八方，但借助发达的通讯手段，依然可以在微信群里互通学术信息、交流

学术认知，甚至开始为下一次的重逢准备组团参加学术会议而忙碌起来。我相信

这份友谊会伴随着我们的学术生涯越走越远。 



令我感动的还有会务组的助理同学们，他们不仅和我们一起听讲座、小组讨

论、大组发言，还要为各种琐事奔前忙后。这些 90后表现出的责任、严谨、热心，

值得再一次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