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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十二天的荊楚文化硏習營轉眼間即結束了！憶想當初報名時，單純地以

為這個營隊是在探討荊楚文化，又有田野調查，一定很有趣！沒想到真正到了武

漢後，才發現沒那麼容易！每天白天上課、提問，晚上小組討論，然後分組上台

報告，底下的同學則拚命地提問，報告的組別更是繃緊神經地回應。不時主持人

王鴻泰老師還會突然冒出話來：「這樣算有回答嗎？」這樣的生活，讓我每天很緊

張，如同在學校上課，同學提問、教授棒喝！我那時真的很後悔，每天都很想回

家。所幸我的組員人很好，他們總是幫助我、包容我，在我的生活上、學習上給

予最大的支持！在晚飯後，他們常會帶我一同逛武漢大學，聊聊武大的趣聞，抒

解壓力。再者，我有一個很好的韓國室友，晚上小組報告結束後，我們會彼此分

享今天的心得與收穫！她總是帶給我許多的快樂！所以營隊結束後，我最捨不得

的就是這群好友！謝謝你們！ 

 

上課之外，營隊期間亦安排了四天的田野調查，分別到鐘祥、襄陽、武當山

及隨州。這幾天的田調，讓我印象最深刻。因為就我所學，不曾接觸過。我第一

次見識到華南麵粉教的厲害！原來經過歷史洗禮後，湮滅不清的碑文，可以透過

麵粉的粉刷而歷歷分明！這讓我大開眼界！當時的我，驚訝地趕緊拿起手機錄影。

沒想到麵粉教徒的學員們，卻是迅速從包包中掏出紙筆，埋頭抄寫碑文！啊！多麼

不一樣呀！原來麵粉教徒們是這樣做研究的呀！那樣的情景，深深地打動著我！讓

我很震撼！他們真了不起！這樣的研究，真辛苦！那是我在荊楚營看到最美的風

景！ 

 

十二天的荊楚文化學習，讓我意識到地方文化的研究不可小覻。我的研究向

來偏重中央權力的影響，對於地方研究所知甚少。透過荊楚營所學，讓我瞭解中

央、地方往往交互影響，有時甚至是地方牽動中央。此乃研究者須當留意的，唯

有全面觀照，方能客觀而符實。上課期間，李豐楙老師給我一個相當重要的啟示。

李老師強調道教文化對中華文化的影響，不能純然以宗教視之。這點我非常同意。

在我的研究中，益是發覺道教影響之深遠。只是道教起源淵遠流長，與儒、釋、

道相互交融而變化，甚是複雜。其研究我一直視為畏途。然而李老師卻說，他之

後的願望是完成一部《中國道教史》。以老師古稀之高齡，都有如此強烈的使命感，

那麼年輕輩的我們，怎能不承擔呢？李老師一席話，如醍醐灌頂，使我豁然開朗！ 

 



荊楚營的活動安排雖然出乎我意料之外，讓當時的我受到很大的衝擊，也因

此收穫是最大的！我很感謝中研院史語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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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宋慶齡基金會，以及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等單位給我

這個機會，讓我可以在這短短的十二天活動中，密集學習，迅速成長。 

 

最後有一個小小的建議。小組討論、分組報告，是總結學習成果的最好檢視。

對學員而言，壓力最大，不過爆發力也是最強的。因此我很贊同這樣的設計。我

特別喜歡晚上的小組討論，由於小組成員的研究領域各不相同，大家從不同視角

切入，檢視今天學習的成果，激蕩多元思考的浪花，讓我受益良多。至於分組報

告，則須設定一個主題來探討，這樣在小組討論時，大夥須選定某一主題，集中

火力討論，最後組織一個完整的脈絡，並在十至二十分鐘內完成報告。然而小組

討論時間只有一個多鐘頭，在田野調查時約莫一小時而已，要完成這樣簡潔有條

理的報告，時間上似乎不太足。若能平均讓每組討論時間大約三個晚上，上台報

告一次，這樣或許時間稍為寬裕，晚上吃飯時也可從容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