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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參加在武漢大學舉辦的“第七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收穫甚多。至

於學術上的收穫，我始終堅信需要歷經長久的時間之後，才能顯現。因此，以下

所及僅為直觀而且感性的心得體會。 

 

其一是近距離感。近距離目睹眾多學術大家的風采，感受大家風範。作為一

個曾經接受過文學專業教育的學子，總是希望讀其書而見其人。我想若是僅僅讀

其書，而無緣見其人，便無法深切感受到學者對學術的虔誠態度以及因學術而帶

來的人格魅力。在研習期間，不僅可以現場聆聽久仰大名的學者所作的精彩講演，

還能夠與之朝夕相處，一同考察，隨時請教。讀過王汎森老師的著作和論文的學

人，何其多也；聽過王老師現場講座的學人，亦何其多也。然而，有幸與王老師

連續數天一起實地考察，在炎炎烈日下親聞王老師再三感慨“做學問真不容易”

的學子，又何其少也。深受鄭振滿老師學術思想和方法影響的學者，應該不勝枚

舉，可是又有幾人得以身臨鄭老師頭戴草帽、親手撲碑、揮汗講解的現場。為期

十多天的研習期間，類似的場景還有很多。如此的場景讓我想起《後漢書·郭太傳》

中描繪雒陽儒生送別郭太歸鄉的場面“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

神仙焉。” 

 

與此相似的是實地考察，重返歷史事件的發生現場所帶來的與歷史事件拉近

距離的感覺。汽車行駛在鐘祥市內塵土飛揚正在擴建的街道上，給人一種穿越時

光回到明代嘉靖朝的錯覺。行走在明顯陵冗長蜿蜒的神道上，依稀能夠感受到當

年大禮議的激烈。目睹玉虛宮內琉璃砌就的焚帛爐，不難遙想昔日皇家祭祀的喧

囂。觸摸、辨讀武當山金頂銅殿的銅柱銘刻，俯瞰腳下茫茫雲海，則可感慨數百

年前古人信仰的虔誠。 

 

其二是衝擊感，來自不同教育背景，甚至不同學科背景的營員組成小組，在

小組討論時候帶來的思維衝擊。最初聽聞每天講座以及考察之後，晚上都會有小

組共同閱讀材料、討論，而且每一名組員都有匯報任務，面對的厚厚兩本讀本上

卻幾乎全是明清史料的時候，心中頗感躊躇。可是從第一天晚上的討論開始，此

前的擔憂就慢慢消退了。在閱讀中，組員常就同一則材料，結合自己的專長，給

出不同的解讀，然後又在討論中不斷加深對材料的認識。準備匯報的時候，大家

互相幫助，集思廣益。人總是需要在與他者的比較中發現自我。在不同的視角與



方法的衝擊之下，更能看到自身的特色與不足。 

 

如果說以上兩點其實是大家的共識，最後一點則完全是非常個人化的收穫了。

或許是因為考察活動安排得非常充實，或許是因為受到研習營中輕鬆的氛圍感染，

之前坐長途車時候從來睡不著的我竟然在考察期間每次坐車的時候都能睡得著。

因此，學會在車上睡覺，也是值得一提的研習營收穫吧。 

 

我想，在往後的人生中，每當我坐在車上昏昏欲睡之時，我都會想起我們曾

因研習營而相聚在珞珈山，如浮萍相逢于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