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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十分感謝中研院史語所、武漢大學、蔣經國基金會等主辦單位，以及諸

位師長能給我機會參與這次的研習活動。這幾年來我多次參加史語所主辦的研習

營，包含在臺灣舉行的歷史研習營，以及與其他單位合作的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

對我而言，這些活動和參與自己專業領域的會議並發表論文有很多不同，是另一

種很好的學習和訓練，特別是分組討論與綜合討論活動的部分。根據自身過往的

經驗，研習營的討論與發言較容易流於各說各話，或只從自身熟稔的研究出發，

忽略研習文本和田野資料，難以形成有效的對話。如何跳脫自己的領域，拋開熟

悉的文獻與課題，在短時間內閱讀陌生的材料，分析與提煉其中的史料價值，組

織成有邏輯和層次的論述，讓他人理解並接受他人的批評與質疑，我認為是研習

活動最有價值、也最不容易之處。也很高興這些年自己有多次鍛鍊的機會。 

 

另一方面，在聽講與討論的過程中，也發現許多跨時代和地域的共通問題，

比如人群組織與游離的方式、國家對地方的控制、歷史記憶的形塑、思想或訊息

的傳遞等。材料的年代、地域、性質、製作者與讀者或許有所差異，但不同領域

的研究方法卻有許多可供借鑑之處。特別是中國統治階級的統治手段和地方社會

的組織有著很強的延續性，因此不同時空的現象也能提供思考類似問題時的養分。

以自身研究的秦漢時代來說，相對缺乏對地方人群組織的詳細材料，但觀察明清

時期地方人群的結合、互動與游移，可試圖想像秦漢地方社會的可能樣貌。 

 

再以此次的考察路線來說，讓我稍感遺憾的是未能前往荊州一睹荊州博物館

內的藏品。此外，因行程取捨與時間有限，參觀湖北省博物館的時間並不足夠，

原定的隨州考古工地和盤龍城遺址也未能到訪，是美中不足之處。不過，這次來

到武漢大學，在友人的引領下，稍稍參觀了美麗且遼闊的校園，遊賞東湖與櫻花

大道，也一窺作為研究生宿舍的宏偉建築及其內部格局，十分新奇。另參訪了慕

名已久的簡帛研究中心，可說是不虛此行。 

 

最後，在傳聞是最後一屆的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的尾聲，由衷地感謝曾擔任

講者的諸多師長、田野導師與辛勤的工作人員，特別是黃進興、李孝悌、王鴻泰、

李仁淵等師長，都是長期參與，並涉及行前的種種規劃，幾乎從不缺席，甚至帶

著感冒與疲勞上陣，才能促成每次的研習參訪活動，並在過程中提供大家良好的

學習與生活環境。在深深感謝之餘，也非常期盼這個營隊將來還能持續辦下去，

造福青年學子，也希望學員師友之間締結的情誼能夠長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