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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榮幸能夠錄取成為本屆研習營的學員。因為自己的研究在空間上雖在中國

境內但遠離中原內地而在新疆邊陲；在方法上雖然採取歷史的研究途徑而對清史

有所涉及，但對歷史研究分類下的明清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甚至先秦簡帛

等研究領域完全外行，對所謂「荊楚文化」的內容也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不曾接

觸。報名參加這次研習營的初衷，就是想要增廣見聞、學習新知，藉以開闊視野。

所以很高興主辦單位給了我這樣的一個學習機會。 

 

本屆研習營以「荊楚文化」為主軸，在課程的設計上包含了講課、田野調查

與討論三個主要部分。講課的內容包含思想、族群互動、地方社會、宗教信仰、

文學、考古等議題，縱跨了考古時期到先秦、南北朝、明清等歷史時期，每位講

師分別以各自專長，從不同的角度來講述所謂的「荊楚文化」。這不但豐富了我們

對荊楚地區的認識，也是我們對荊楚一帶歷史文化等有關議題做進一步討論及研

究的基礎。而在鐘祥、襄陽、武當山、隨州等地的田野調查，則是從方法上讓我

們在盡可能貼近歷史現場的情境中，蒐集新史料，學習解讀各地的碑刻，進而可

以對已知的歷史有所補充甚至重新詮釋。在了解前人研究和蒐集與解讀原始材料

的基礎上，每天晚間由田野導師所帶領的分組討論，得以整合組內不同專長的學

員的不同觀察結果，據此再進一步於全體的綜合討論中與他組學員交換意見，相

互切磋，有所激盪。 

 

雖然自己的專長在此「荊楚文化」的有關議題討論中相對「邊緣」，研究興趣

也較為狹隘，欠缺相關歷史的背景知識，而不像幾位專長於明清水利的學員，只

要是面對到帶有三點水的議題或資料就能「濤濤不絕」地積極提供意見參與討論。

但是在營隊課程的設計下以及所提供的「厚實」閱讀資料基礎上，通過同學的幫

助和組織，還是讓自己在陌生的領域中摸出了一點頭緒。其中，小組對顯陵碑文

內容的解讀，除了解到顯陵本身建立的過程外，也看到了當時朝中官宦對利益爭

奪的角力情形，更是看到了當時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一個重要側面，這一由小組學

員共同得出的具體學習成果，令人印象深刻。 

 

除了主辦單位所安排設計的課程學習外，參加這次研習營更重要的收穫，無

非是認識了來自兩岸甚至是世界各地，各自學有專長的學員。由於每天二十四小

時的朝夕相處，因此在學術討論之餘，也對日常生活的各種議題有所交流，建立



起深厚的友誼。小組學員們這幾天常在說，若非此次營隊，我們肯定無法齊聚一

堂相互切磋，因為全組學員研究領域的交集，大概只能是中國通史吧！ 

 

參與這次研習營，確實達成了自己當初所設定的增廣見聞、學習新知，藉以

開闊視野的目標。在此學習過程中，更深刻體認到的是，在學術研究這一「偉大

的航道」上，果然是聚集了各路高手，沒有一招半式，出來也只是淹死，自己的

所學與所知仍然有很多不足而需要加強。期待有朝一日能與學員友人在其他學術

場合再做切磋，或貢獻一己所長，或跨領域交流，抑或只為了提升會議等級到「兩

岸」甚至「國際」的友情支持。這是對「荊楚文化」有關議題的學習心得之外，

參加本次研習營的最大收穫與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