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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獲得中研院史語所與相關主辦單位青睞，得以參加第五屆兩岸歷史文化

研習營，前往嚮往已久，並且曾在碩士論文中反覆討論與瞭解的南京，是一件相

當幸運與興奮的事。相當感謝主辦單位提供難得的機會、助理們辛苦的照顧，以

及各位老師的用心講演，還有不吝給予指點、分享思路、共同討論的共學夥伴，

不僅開啟我對於文學研究的新想法、新視野，也讓我對於歷史、文學的方法論、

文獻分析，甚至是經濟、社會發展對於文學文化之影響，都有了更多的認識和思

考。 

為期 10 天的研習營，以南京的地域空間與歷史記憶為主軸，主要探討六朝與

明清時期南京發展與都市空間，透過各堂課程講座，以及穿插其中的實地田野考

察，讓我們對於南京的歷史地理、文學文化、社會經濟、都市形成、碑刻、宗教、

醫學、藝術等方面皆有深入淺出的認識，不僅讓我對於南京有了更加具體且詳細

的理解，也讓我開始思考歷史發展、地理變遷、經濟成長、宗教發展、都市衛生

等層面對於文學生成可能造成的影響與連結。各項課程中，尤以陳剛老師運用地

理資訊系統將文獻中對於南京地域的描述，層層疊圖，將紙本文獻、考古資料數

據化、圖像化，進而分析整理一地之歷時性變化的研究方式，對於甫在台灣參加

數位人文相關研習的我來說，正是看到了一個將研習內容具體操作、並且成功的

實例，令人印象深刻。 

除了課程講座與田野實察的學習外，各自擁有不同領域專長、研究方法，以

及知識背景的共學夥伴，更讓我受益良多。由於個人的研究領域與熟知的知識範

圍，與營隊中其他學員相較，重疊處較少，因此，每一場講座和田野實察對我來

說都是新的學習，特別是其他學員的意見討論與分享，都不斷刺激我參與對方的

思路，並且回顧自己的研究。譬如，在前往南京博物院參訪時，我與台大歷史所

的學長一同參觀了歷史館的「江蘇古代文明展」，透過他們細膩的解釋與指點，我

學習觀察各朝代器物中所隱含的文化交流痕跡；也在延陵季子廟、棲霞山千佛岩、

寶華山隆昌寺等田野地點，傾聽其他熟知宗教史與六朝史、明清史老師與學長姐

們將文獻與實際地點對照時，所升起的發現與想法，讓我不斷回想，在自己的研

究領域中，是否也能有類似概念的應用。五個晚上的綜合討論，更是讓我竭盡全

力吸收、理解並消化各個同伴們如百花齊放般意見的最好時刻，我們通常會先根

據當天上課的內容與前一天田野的地點，各自發表想法，這些想法或是出自演講

中產生的疑問，或是源於自己過往的研究，或是由閱讀文獻中整理出的論點，再

透過交叉發問、綜合討論，慢慢縮小、統整出一條或兩條較為具體的脈絡，在最



後總體發表時間與他組分享。此一過程，不僅讓我在短時間內擷取各家對於各個

議題的認知和思考歷程，也不斷訓練我將紛雜的意見進行統整，並與一己所知結

合或碰撞或推翻，然後梳理，或者激盪出更多議題開展的可能。 

參與本次歷史文化研習營後，我發現了更多自己尚待努力的目標，作為一個

台灣文學博士生，除了本科內部的知識必須熟絡之外，我也應該更努力擴展知識

框架，一面將過去的歷史經驗，轉移過來思考自己正在關注的 1920-1940 年代，一

面將視野擴充到台灣與東亞，甚至是整個亞洲和世界的連動關係，譬如，強化自

己的明代史、晚清史、台灣原住民在台灣以及在世界史上的事件與影響，甚至是

近代歷史中的日本、台灣、朝鮮、琉球、香港、中國之間的知識傳播、文化流動、

藝術影響、經濟交流等，以期建構出一個更加全面的、帶有流動特質、甚至是樞

紐特質的台灣研究。最後，感謝本次研習營豐富又充實的課程、耐心且熱心的各

位師長，溫暖且無私的共學夥伴，以及眾多協助營隊順利進行的助理、助教，感

謝您們讓我在研究上有更多啟發、更多勇氣，交到更多朋友，更讓我理解在研究，

甚至人生這條漫漫長路上，我並不孤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