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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能再次參與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我感到很高興。原先以為去年參加的武

漢營是最後一屆，且適逢自己博士班學業將進入下一階段，能躬逢其盛實深感慶

幸，也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另一方面卻對研習營之後可能停辦感到十分惋惜。

今年得知西安營仍順利舉行，喜出望外，卻因事務繁多內心非常掙扎，然研究秦漢

史豈可不到長安看看，故仍排除萬難，希望能把握這個機會去探探路，也很幸運地

如願以償。 

 

每次參加研習營的感受、受到的刺激與收穫都不同，此次西安營讓我印象深刻

的除了老師們的講演，便是田野考察與沿路風光。這些過程中的見聞與觀察雖然未

必對研究有直接的幫助，但對於建立歷史時間與空間的某些感受與印象卻有很大

的助益。我們搭車從西安前往固原的途中，在平涼經過一段路況較差的山路，沿路

除了有許多窯洞，也見到許多以「原」命名的村落，這正是典型黃土高原上的地貌

景觀。而村落的現代樣貌也吸引了我的目光，村中民宅大約都是在某個時間一起修

建的，風格類似，都有一樣的屋頂、院牆、門楣。有趣的是，上一個村落門楣上全

都是伊斯蘭文，下一個村落門楣上則都寫著如「禮義傳家」等常見的漢字，這些外

型相似、卻可能以文字或宗教區別彼此的村落之間有何種關係，讓我深感好奇。 

 

在參訪回坊的當天晚上，我們幾個學員步行返回陝西師範大學雁塔校區，全程

約 6、7 公里，花了兩個多小時才抵達。這段距離相當於從唐長安城的皇城到南邊

的城門，也約等於唐長安城南北長度的三分之二（唐長安城長寬皆約 8、9 公里），

如同經過當時的 9 個坊。這一路走來，建立了對唐長安城的空間與距離感，略可想

像當時官員上朝的艱辛，也能體會當時一個巨大城市給人的震撼。以徒步方式感受

今昔變化，雖然辛苦，但頗能建立一些閱讀書本以外的經驗與觀念。幾年前參加南

京營前，我與黃庭碩也在上海花了一整天走上 20 多公里的路，看見上海繁華百貨

商圈的旁邊即是準備拆遷的老舊房舍，這種新舊並陳的市容，是搭地鐵無法看到的；

我們在南京，也從秦淮河走回南京大學，而這段路途就輕鬆多了。 

 

我也在西安碑林博物館的綏德畫像石上看到殘留的彩繪，痕跡並不明顯，近觀

才能發現。以前上課就知道許多畫像石上原先有色彩，但百聞不如一見，這次經驗

也提醒我須時時將色彩作為考量基準。又如將固原秦長城與當地地勢對比我熟悉

的漢代河西地區，使我重新思考長城樣態的多樣性；須彌山石窟的莊嚴秀麗，讓我



十分好奇當時的僧侶究竟懷抱何種願望與意志，才會到如此深山中開鑿石窟、雕塑

佛像？而漢景帝陽陵壯觀的陪葬坑，也令人十分驚嘆。 

 

這次營隊與許多過去熟悉的舊友重聚，見到很多師長，也結識不少新朋友，我

想這是研習活動另一可貴之處。最後，仍要不免俗地感謝中研院史語所、陝西師範

大學、蔣經國基金會等主辦單位能再次給我機會參與研習活動，也謝謝諸位講者及

師長、田野導師與辛勤的工作人員。沒有上述人員與單位的群策群力是無法促成這

樣精采的營隊，也因為師長們的熱忱才能一屆一屆持續辦下去，形成優良的傳統。

聽聞明年營隊似乎已有著落，我想這對青年學子來說是最棒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