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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參加中研院史語所主辦的「兩岸歷史與文化研習營」，報名的心念相當單

純。源於求學過程中，曾因訪學、發表、旅遊等機會多次參訪歐美，卻未曾親臨

與自己研究最為密切相關的領土。儘管閱讀詩人筆下的佳麗地、帝王州，已足夠

啓迪無限遐想，然而讀萬卷書尤須輔以行萬里路，臥遊方得落實，研究方能精進。

南京，因此成為我的首選。 

這次研習營的課程規劃，以「歷史記憶與都市空間」為主題，時間涵蓋先秦

至近代，空間則包含南京城市內部空間，以及鎮江、丹陽等地。回顧十一天緊湊

的行程，滿溢著感動、收獲與觸發。以下概分幾點陳述： 

首先是關於演講的啟發。諸位老師分別從文學、歷史地理、社會經濟、佛教、

醫學、碑銘、繪畫等多元面向，勾勒南京的絕代風華。其中王德威老師指出，文

史之間的微妙互動，並非再現的關係，而是不斷湧現、承載、生發、繼續的歷程；

胡阿祥老師則以〈烏衣巷〉為例，指出劉禹錫事實上並未真正踏訪南京，〈金陵懷

古〉組詩之序已明確提及，卻往往為研究者忽略；田曉菲老師則透過精讀宮廷詩

歌的文本，彰顯劉宋時期的帝國想像，以及展演王權的迫切心理。老師們不約而

同從多稜側面，指明一個共通的概念——南京這座城市的意義，除仰賴一再生發

的歷史事件組構而成外，更多時候是透過文學意象的形塑。這個觀念雖然並不新

穎，卻幫助我重新思考自己關注的議題和研究方法。一直以來，對於傳奇人物的

生成、演化過程及其歷史意義非常感興趣，卻對於研究取徑與真偽問題深感困惑。

而上述關於想像的詮釋視角，似乎提供一個極佳的思考點，畢竟語言並非透明的

載體，在釐清說什麼之餘，言說的方式可能還透露了更多的意涵。 

其次是關於考察的發現與疑惑。過去不曾以田調之名踏察勝景，亦不曾上過

相關引導課程，因此參訪過程中，內心不時湧現許多疑問。例如按下快門的瞬間，

不禁思考旅遊與田調之間的界限如何拿捏？當下的我是否該做些什麼或思考什麼，

避免假考察之名行遊賞之實？然而每當試圖從考察現場中搜尋前一晚的文獻閱讀

記憶時，衝擊、落差的驚詫之情，往往勝過發現的喜悅。比如明孝陵的神道中矗

立的石獸六種，屈大均〈孝陵恭謁記〉提到：「東西相向，森然若鹵簿焉。」然實

景無論就體型、樣式而言，渾無「森然」之感。或如焦山在方志中一再圍繞著隱

者焦光的故實，因此閱讀時心中將其預設為仙隱化外之地，是以一旦置身打著蔣

介石與宋美齡的戀愛萌芽地點為號召、被列為五Ａ級重點風景區的現實焦山時，

內心深感違和。又或者當季子廟的道長眉飛色舞地指著碑文，表示此乃現存唯一

孔子的字跡時，頓時不知該如何處理聽到的資訊，與所見文獻資料（如〈季子廟



碑考〉、〈季子廟碑辨〉）之間的落差。然而，隨著踏訪、討論與思辨，我逐漸理解

重要的或許不在真偽本身，而應思考這些落差背後象徵的意涵，包括審美觀、價

值觀的遷變，乃至官方、地方權力如何進入、支配、運用地景，建樹有形的碑銘、

機構背後，往往隱藏著龐大的書寫意識，不容忽略且值得探究。就此一層面而言，

「發現差異」相較於「得到印證」，或許更能凸顯田野考察的意義。 

最後，最大的收獲之一是與不同領域的老師學員交流。從來沒有如此深切體

認到，中文學門與歷史學門之間既遙遠又親密的關係。歷史系同學看待問題的角

度、關注文獻的層面，甚至解決問題的方法，皆與中文系的訓練大相徑庭，也常

讓我倍感驚奇。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聆聽完曉菲老師的演講之後，滿心期待小組討

論時能隨著「帝國想像」的議題而擦出些文學火花，未料歷史系組員根據顏延之

「樓觀眺豐穎」一句，思考遠眺豐收的是什麼作物，而開啟五世紀的南京人主食

是稻米或小麥的話題，瞬間將想像拉回最實際的民生課題。儘管美感頓失，卻無

法不折服於該學員敏銳的洞察力，而暗自提醒自己，應更留心觀察每個看似偶發、

孤立的事件背後所反映的時代現況。因此，非常感激有這樣的研習機會，讓我近

距離學習歷史學者的研究方法，然而另一方面，如何讓不同領域的學者聆聽、理

解、認同我關注的議題，讓彼此的討論更有交集，也是值得花更長的時間思考與

磨練的。 

文末仍要由衷地感謝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

歷史學系、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師長們如此不計成本栽培後進的用心，

令人感佩。期望研習營能持續朝不同城市拓展，也鼓勵臺灣的青年學者踴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