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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意报名“武汉营”，除对“荆楚文化”素有深厚兴趣外，还别有于公于私

多方因缘。于私，则是讲授阵容中多有久已闻名的大学者坐镇，能够亲聆謦欬，

自是难得的机会；又欲借此机会饱览湖北的人文风物，与新朋坐而论道，随旧友

开拓胸襟。于公，则是被主办单位沟通文史学科知识交流的旨趣所吸引——学者

们固然常说“文史不分家”，但就实际情况来看，不论是所受的学术训练、抱持

的学术理念抑或可供参加的学术活动，学科壁垒终究森严，学术交流亦多滞塞。

个人的学养虽然浅薄，然而借此机会转益多师，以所谓“文学研究者”或“文献

研究者”的身份参与跨学科的讨论，再将所获的新知纳入本学科的研习中，相信

这正是主办方所期待的思维碰撞，想来也正是一条治学通途。而在前后十一日的

研习过程中，我在此方面确有一番新的体悟。 

 

在一般的观念中，似乎史学研究多重视实证与考据，而文学研究多长于感悟

与思辨。前者“笃实”而近乎“固陋”，后者则“轻灵”乃至于“空疏”。但仅

就我的亲见亲闻而言，其实近年来大陆的古代文学研究倒是很有乾嘉朴学气象，

所治“文学史”的核心是“史”非“文”，不甚措意于新理论的引入和创造，反

倒是史学界已经走在了领先的地位。在每晚的讨论中，当我苦于腹笥局促，无话

可说的时候，同营学员看待问题的视野之大和角度之新令我深感钦慕，也因此大

大受到一番观念上的洗礼和冲击。有时对于某个概念理解不同，大家还旁征博引

中西著作，对其中的细微差别详加辨论，这种“咬文嚼字”式的功力学养更令我

叹为观止。 

 

密集紧凑的田野考察中别是一番感受。本以为“田野考察”容易沦为“观光

旅行”的代名词，不料一路上历史景观与文献遗迹纷至沓来，自然风光虽然美妙，

却已经无暇也无心玩赏。“面粉教”的魔力引人入胜，“华南”式的读碑生动地

展现出几百年前的社会生活与宗教生态，当田野导师用一条主线贯穿貌似枯燥无

味的史料时，看似毫无意味的文字仿佛也无孔不入地加进自己的知识结构乃至于

学术写作中了。文学研究不应与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脱节，这是我亟需补充的知

识短板。 

 

当然，应该特别提及、也令我特有反思的是同行前辈讲授的内容。在这次的

课程安排中，与文学直接相关的题目较少，特别是完全未涉及楚辞与老庄之学，



未免令人遗憾。但胡晓真、刘苑如等文学专业的老师也已展示出台湾学者在古代

文学领域的学术成就与理论建树，其治学取径各臻独妙，在材料的选择与解读皆

开出不少新意，这与我日常所接触到的学术传统与学术训练大有不同，也令我意

识到多方汲取各个学科理论方法的紧迫性。研习营后参访辛亥革命纪念馆，展厅

中大书孙中山先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之言，这也正是我在研习过程中所生发

的感受。如果作为个人的学术选择，在理论与实证之间当然不妨畸轻畸重；但既

然置身于“学术圈”这个大环境中，就不得不对各家各派的方法与旨趣都有些基

本的了解，方能不断激活新的思想，与同行（或许是广义上的）进行良性的学术

交流。 

 

这次研习营有幸被分在“概念组”中，同组营员们不断提出新的概念，也激

发出我对某些概念问题的粗浅思考。在发言中我曾提出“边界”的问题，尝试以

此探讨明清之际的地方文化。然而“边界”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仅就研习班营员

的专业出身来说，除却文学与史学的学科分野，不同朝代、不同领域、不同“派

系”的研究也同样导致研究旨趣与学术语境的差异。上一辈人所津津乐道的“博

通”与“精专”，今天看来边界虽然依旧有些模糊，却似乎有日趋分化之势。这

种“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状态，究竟是学术发展到“高精尖”的必然趋势？抑或

亟需我们尝试加以拨转？这些问题令我甚感困惑，未来将继续思索。 

 

若说遗憾，自然也有一些。我之前所理解的“荆楚文化”乃是一种不尽同于

地理区划的概念，也就是“荆楚文化”是文化性质而非地理位置的概念，具有若

干与其他地区文化所不同的性质。而此次实际的讲授与访查，似乎更侧重于以地

理上的荆楚地区为标准，虽然选材的范围更为清楚明了，但当某些材料表现的内

容具有相当的共性，并非荆楚地区所独有者，那么何为“荆楚文化”则反而令人

费解了。当然，这里只是想说在个人的理解之中，深入探讨“荆楚文化”，正需

要这两种思路的反复撕扯，才能进入更深层的思考。研习营的时间有限，而所涉

领域又极为丰富，自然免不了鼎鼐难调的现象；且头脑运动只为激起思辨的火花，

进一步的探索还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希望自己能够不断进行学习、反思，以研

习营所获的新知为基础，沿着这条思路继续走下去。 

 

最后，自然是要感谢主办单位给予的学习机会，感谢授课老师的悉心指点，

感谢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感谢诸位新知的关爱照拂。十一天来我收获了不少知

识与友谊，希望未来还有缘分向各位师长同仁继续讨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