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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十二天的研习营终于结束了，整个过程下来真的是有种身心俱疲的感觉，

时间延续之长，课程安排的节奏之紧凑，真的是从来没有见过。每天早早地就要

起来上课，中午短暂的休息，下午继续上课。晚上还有小组讨论和综合讨论。感

觉每天的大脑都是处于高速的运转之中，接收的信息量非常多。而且因为很多内

容都与自己所学相差甚远，所以许多时候都要费很大劲才能知道他们在争论什么；

虽然还是有很多东西并没有听懂。 

 

但是，这段经历也让自己获益颇多。首先是专业上的。虽然此次研习营的主

题是以“荆楚”为主题，但其实还是比较偏重明清史学，跟自己专业相关的讲课

并不多。唯有余西云老师和邓淑萍老师的讲座属于考古类的题目，但也与我的论

文研究领域联系不紧密。余老师比较清晰地梳理了江汉平原及其邻近地区考古学

文化的谱系，邓老师则是从玉器的角度将我国先秦时期的玉器传统分为华西和华

东的传统，并历时性地讲述了两个系统的发展演变。陈伟老师讲了关于楚简研究

的一个讲座，其中他指出一点，据里耶秦简的记载，秦文化进入湖南地区是在秦

始皇 25年，这种现象我们在考古学上已经可以见到了，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时

应该采用多方面的史料。而除了上课之外，研习营还安排了我们田野考察，我们

去了曾侯乙墓、随州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最为让人震撼的是，通过余老师的

联系，我们得以参观叶家山墓地的整理仓库。当我们看到一排排青铜器整齐的摆

放在架子上时，那种激动之情无以言表。还有在博物馆里看到了许多之前只能在

课本上看到的实物，那种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专业之外，其他学科的讲座和讨论，虽然我听的并不是很明白，但是他们那

种对于问题刨根问底的精神深深地感动到了我。每次到了一个地方，看到一块碑

刻，一群人都为了上去，有的在撒面粉，有的在摘抄，有的在释读，分工有序。

通过这一块块的碑，他们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探讨宗教信仰、土地政策、税收

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综合讨论环节，

报告人和提问者之间唇枪舌战、针锋相对，真有一种在听辩论赛的感觉。作为全

程的一个倾听者，我真的为他们的思维敏捷、逻辑严密、语言表达顺畅等等这些

超凡的综合能力所折服，真的是自惭形秽。 

 

除了获取知识方面，这段经历也让自己走出了一些舒适区，挑战了自己。以



前我很少面对公众讲话，而这一次我敢于在那么多人面前提问、做报告，对我自

己而言，真的是一种突破。虽然相比他们很多人，我的语言表达仍然不值一哂。 

 

经过这十几天的朝夕相处，我也得以结识一群非常优秀的同学和老师，他们

聪慧、但是并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和他们相处能够感受到一股温暖。希望结束

之后，仍能彼此保持联系。 

 

最后感谢负责承办此次研习营的各位老师以及会议组的老师们，在这十几天

的研习营里，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忙前忙后，以及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没有你

们的操劳，此次研习营难以如此顺利地举办。故发自内心地对你们说一声，辛苦

了，非常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