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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在南京舉行，主題是南京的城市文化與歷史記憶，

講座與考察主題在時代斷線上以東晉南朝與明清為主，講座教授與學員們在學科

分類上則是歷史與文學為主，細分起來，講座內容以及每位學員的專業間甚少重

疊，但就是這樣的分別，讓整個研習營充滿跨領域的視角，如何與不同專業不同

背景的學者互動，也成為這次研習營重要的學習經驗之一。在學科差異的前提下，

十日間每日與老師、學員們密集討論，激發許多新的想法，讓我反省自己所學的

不足的同時，也深切的體會到必須將歷史立體化，深度地從方方面面去解讀文本、

將文本放回文本本身的時代脈絡，是這次研習營最大的收穫。 

研習營講座主題雖都緊扣南京的歷史記憶與城市空間，但每位講者的研究取

徑與著重點卻各有異趣。王德威教授選擇明末清初的國族記憶、南京政府成立後、

南京大屠殺前夕、以及 1940 年代南京政府到新中國成立的四個時間點討論從文學

如何看待歷史，以及在這些時代脈絡下產生的文學，會有哪些特點。胡阿祥教授

是南京歷史地理的專家，對於南京城的發展，城市稱謂的變化，甚至每一條街街

名的意義，都有細密深刻的理解。陳剛教授以數字化科技研究歷史地理，研習營

期間，每次的考察，陳教授都帶著 GPS 定位器定位，持續地完成數字化的南京地

圖，他的研究結合大量的資訊與科技，爲後續的研究打下深厚的基礎。范金民教

授提醒我們注意明末清初的南京城，清代南京由陪都降為省會，政治軍事中心地

位突然下降，卻又是明遺民反清復明中心地之所在，故需要加強控制，南京城因

為自然形勢的限制，須從其他城市輸入原物料，故而朝代更替，或交通不便之際，

南京城的經濟便不易發展。劉淑芬教授從佛教資料著手，介紹六朝南京城佛教文

化、佛寺的發展，結合南京城的自然環境、城市規劃、政策、信徒活動等，細密

地呈現南朝時的南京，佛都及其活躍的宗教生活。李貞德教授從醫學資料著手，

再度從不同的面相研究南京，指出東晉南朝時期，北人南移的大背景下，造成的

醫學問題，除對於氣候環境的適應，尚有食材藥物的差別等問題，更重要的，是

北人移居南方時，對於陌生地域的想像，以及變動的江南、江北、江東等概念，

隨著時間的推移，「南方」由卑濕，多疾，轉為「南方佳麗地」，地域認同也由北

移南。田曉菲教授從詩的材料討論南京城的歷史記憶，帶著學員們細細地讀詩，

她認為語言不是透明的載體，重點不在「說什麼」 在於「怎麼說」。她點出南朝

宮廷詩中王權的展現，及此種文體產生的背景及詩中隱微的深意，田教授雖以詩

為其主要分析的文本，但對於產生詩的社會脈絡，也有深刻的理解，所以能讀出

詩中言外之意，也抓準時代的精神。程章燦教授則是碑的內容，到碑的物質文化

與及產生的脈絡，立體地介紹。大木康教授長年研究南京秦淮妓女的歷史，細細

地介紹秦淮河畔的城市空間，如三山街、秦淮河房、夫子廟等，最後也帶著學員



閱讀余懷《板橋雜記》的序言。石守謙教授的講座正好呼應大木康教授的講座，

石教授分析秦淮妓女寇白門像（即寇楣像），以寇白門像的余懷題記，以及余懷後

來所寫的，收在其《板橋雜記》的寇楣傳配合來看，便能推斷寇白門像裡，以白

描勾勒寇白門的筆法，表現如夢似幻的場景，此種畫法，以及余懷的題記，不是

要記寇楣，而畫中之寇楣，其實是余懷的化身，是余懷對於明末清初朝代 更迭之

際的金陵的感情，石教授更加以討論明末清初金陵山水畫的特色，以及後期金陵

重建時的金陵山水畫，前期是變色的山水，鼎革之後的山水畫有一種悲戚哀傷的

氛圍，如夕陽西下、顏色單一、枯樹、荒柳等；重建時期的山水，則是要回復金

陵勝景，並非明末浪蕩金陵，而是官員們的金陵重建，或者是說官員們想像中的

金陵。講座的主題、研究取徑、時代、材料都不相同，但卻有一共通之處，就是

講者們對於自己的研究，都有高度的熱情，並能深刻解讀文本，每位講者都對該

研究時代的縱切面了解深刻，不僅能從各種種類的文本中找出同一性支持其論點，

更能因為對時代的敏感度，而能從文本中看出別人看不到的問題，能具象化文本，

文本不僅僅只是文字或圖像，而是時代洪流中的產物。 

研習營的另一個特色是實地考察，配合講座內容，學員們還另有講座相關的

史料，以及研習營特別編製的考察史料，三者合一，以及學員，師長間的討論與

分享，實地考察收穫相當的豐富，不僅是配合實物與文本的二重考察，親自地用

身體去體驗建築的空間感，如皇陵神道的蜿蜒曲折、明孝陵中山陵的莊嚴的王權

展現、梁武帝墓前肅穆的神獸、南京六朝城牆的層疊、明代南京城天人合一的設

計，以及城牆磚工的姓名、石碑碑材的高大聳立、廟宇混雜的當地色彩，秦淮河

畔的熱鬧聲色雜糅夫子廟，貢院等儒家建築，每次的考察，都能發現文本以外的

資訊，與各個專業不同的學員討論，也都能不斷激出火花。 

十天來每日與分組的組員密集討論，活動結束後，或與學員們一同體驗南京

城之際繼續討論，或回到飯店房間與室友持續對談，研習營時除了激發新的想法、

對文本理解的新角度外，也認識了許多好朋友，建立在學術熱情之上的友誼，是

在參與研習營的意外收穫，更是美好的回憶之一。本次研習營對我自身的研究有

著直接間接的影響，除了發現可以使用的新史料、討論的新角度，也重新反省自

己治學的方式，特別是在對文本解讀的細膩度上，有著深切的反省。更重要的，

是這十天與各領域的大師，年輕學員們的交流，再次地激起了當初對研究的熱情，

就此點而言，確實受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