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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武漢大學歷史院，共同舉辦的第七屆

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荊楚文化，真是備感榮幸，收穫更是滿載而歸。研習共十

二天，當中五天上課，五天田野考察，每天行程緊湊，上完課與考察結束緊接著

是討論時間，總是處於思考與腦力激盪的情態，莫敢鬆懈。 

 

上課時間早上九點開始至下午五點結束，課程主要圍繞著荊楚文化進行，議

題聚焦於湖北省此地域，探討朝代演進脈絡發生的各種事件。文本也呈現歷史人

物活動於土地的記憶，文人遊歷探訪對於風土民情的觀察與印象，從老師們擇選

的文本材料與演講內容，都能感受到湖北地域具體的生命力，更深入了解湖北的

文化遺跡。 

 

本身是研究文字，我們小組其他成員研究思想、明清文學，甚至是民族學，

學術專長不盡相同，但是整體而言小組討論氣氛融洽，鮮少為了觀念差異而大動

肝火，或許是田野老師指導有方。輪到分組上台報告時，組員們總能條理分明講

述思想概念，並發揮團隊精神舉手發言支援，是此行學到難能可貴的經驗。 

 

田野考察印象深刻的是，行程表有搭乘纜車登上武當山的項目，聽聞部分學

員對於登高抱持著觀望的心態，但是從旁觀察，他們無論山勢究竟多險峻，仍然

堅持走完行程，這種克服自身心理恐懼的勇氣，令人輒服。田野考察第一天參訪

明顯陵，由門口步行至陵寢，是一段不短的距離，自身腳趾起了大小不一水泡，

但看到成員們不畏高溫炎夏曝曬，回程備專車護送猶捨棄不坐的精神，我也忘卻

腳下疼痛，回飯店趕緊塗抹膏藥貼上彈力蹦，繼續隔天行程。幸好接下來景點，

多半是坐遊覽車，休息幾天水泡消退，更有信心走完全程。 

 

甫來武漢，酒店吃的第一餐其實不太適應，口味大多較臺灣重。另外，在出

菜順序方面，當主菜都快出完，服務生很有禮貌問需不需要白飯，我心想前面的

菜餚少說有七、八道，加上甜點，口腹可謂飽足又享受，再來一道白飯怎麼吃得

完，或許是擔心遠道而來的客人，因旅程的疲憊挨餓，才會準備充分的份量。後

來發現幾次的用餐，白飯都是最後出，了解到是當地的習慣，深深體會到兩岸飲

食文化差異。 

 



此行認識許多中國和台灣的師長、朋友，彼此給予許多關照，還記得第一次

分組討論，自己因找不到會議室，在歷史學院樓層上下尋索。討論時間已到仍不

見我的蹤影，小組長心急地在群組裡協尋，多虧其他組的小組長的幫忙，最終才

找到所屬的討論室，讓總是狀況外的我，不致迷失了方位。 

 

研習營猶有來自韓國的成員，可見學術交流不限於兩岸三地的青年學者，更

將視野拓廣至東亞其他城市，為文化做了精采散播。作為最後一屆歷史文化營成

員，深感榮幸也感些微遺憾，期待研習營重新華麗登場，繼續傳承與宣揚中華文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