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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飛逝，為期十天的兩岸研習營在依依不捨間結束了，但卻是收穫頗多。

本次第五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以“歷史記憶與都市空間”為主題，選擇了六朝

古都南京作為學習考察地點，由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承辦。研習營彙集了兩岸三地

的 40 餘位學員參加，更有海內外知名學者作了數場精彩報告，為我們帶來了一場

場饕餮盛宴。 

本次研習營的突出特點是，將講座與實地考察密切結合，並安排了密集的分

組與集體討論，日程十分緊湊，可謂是魔鬼訓練營。由於之前從事近代史的緣故，

對近代南京歷史有所瞭解，但對古代南京的歷史認識多停留在課本中，而此次研

習營極大豐富了我對南京悠久歷史的認知。南京以“六朝古都、十朝都會”聞名

於世，研習營更是精心選擇了安排在六朝博物館及中央飯店進行，為學員學習討

論提供了極富歷史感的研習空間，這也要感謝胡阿祥教授的精心設計。 

在研習營五天的講座中，有王德威、田曉菲、大木康、范金民等十位海內外

著名學者主講，可謂場場精彩。講座內容涉及現代文學中的南京、南京的都市空

間、六朝建康歷史地理、清代前期南京的社會經濟、南朝建康的佛教文化生態、

六朝醫學中的南方、宮廷詩歌裏的都城與帝國想、南京碑銘文中的歷史記憶、明

清城市的青樓和才子佳人文化及金陵懷古與繪畫史等主題，對我們認識文學與歷

史上的南京，有重要的參考作用。特別是各個老師的講座都充滿了不同的風格，

既有注重史料考證者，又有注重敘述分析者，但皆能自圓其說，得出令人信服的

結論。從諸位老師的講座中，也可看出他們對此次講演做了精心的準備，搜集了

豐富的史料，用深入淺出的語言表達了自己的見解，更使學員獲得了新的知識與

認識。但稍微遺憾的是，此次講座安排中對近代南京的歷史涉及較少，作為曾經

太平天國與中華民國的首都，似乎這段歷史有必要更加值得關注。 

研習營還專門安排了四天的實地考察時間，也是用心良苦，可以讓學員們集

中瞭解了南京及鎮江的精華遺跡。考察的地點既有中山陵、總統府等民國遺跡，

也有齊梁帝陵、明孝陵等陵墓，及棲霞山、焦山等名山大川，更有靈谷寺、隆昌

寺等多處佛教寺院，對我們的感官認知造成了極大衝擊。特別是通過實地考察，

我們可以將實物與課程中的文字材料進行互相對證，對瞭解歷史的真實大有裨益。

由於我之前的研究多注重檔案、報刊資料，此次考察也使我認識到田野考察的重

要性，對自身研究提升很有幫助。尤其是我認識到了碑刻資料的重要性，幾乎每

一塊碑刻背後都有一段歷史，可彌補文字材料所缺少的實證。當然在考察過程中，



我們在走馬觀花般的考察歷史遺跡時，也有感部份遺跡未得到充分保護，受損嚴

重，還需地方政府儘快出面進行保護。因為考察日程緊密，部份參觀也未安排專

業講解，導致學員對遺跡的背後歷史未得到充分掌握。此外，今年也是抗戰勝利

70 周年，兩岸都在共同紀念，但作為抗戰最慘痛記憶的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

館，研習營卻未安排參觀。 

值得注意的是，研習營安排的晚間討論，更是成了兩岸三地學子學術交流與

思想碰撞的絕佳舞臺。雖然大家來自不同學科及地區，但爲了共同的學術追求，

圍繞都市空間與記憶的主題展開了熱烈討論。在討論過程中，我也看到了文學與

歷史之間的差異，得以借鑒文學學科的研究方法，更是從港臺學員身上看到了他

們對學問的嚴謹態度及發散的思維。由於學員的研究領域不同，大家通過深入討

論，也是互相學習提高的過程，可以互補地學習到文史乃至建築、藝術等多方面

的知識。當然兩岸三地學子在私下對當前的的現實問題也有討論，對互相認識對

方社會，消除彼此誤會大有幫助。 

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可謂是為兩岸學子搭建了溝通交流的平臺，從學員的最

後反應看，也確實完全達到了預期效果，很有必要繼續辦下去，爭取走完大陸的

所有不同文化區域，更是便於台灣學員認識真正的大陸實況。研習營雖然結束了，

但我們已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相信我們的學員仍然會繼續通過不同方式交流下

去。難忘南京，期待明年山東研習營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