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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月 30日至 8月 10日，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哈佛大學東亞語言

與文明系、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陝西師範大學在陝西西安聯合舉辦“關

中•外緣”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我非常榮幸，能成為“西安營”中的一位

學員。參加此次研習營，不僅可透過講座聆聽各領域學者的創見，親炙名家風範，

學員之間也可以透過田野考察、分組討論，相互探討，建立深厚的學術交流基礎，

以及未來的學術友誼。 

 

古人曾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現在的時代，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因此

我們很難做到像前人那樣，讀萬卷書了；與此同時，現在的時代，又是一個交通便

捷的時代，我們乘坐高鐵可以很快往返於各城市之間。在參加“西安營”十多天的

時間裡，我得以有機會領略西安、寶雞、固原等地的一些人文風俗、飲食風俗。這

種人生經歷的體驗，對我未來的成長非常重要。歷史學屬於人文學科，因此對生活

的點滴感悟和體驗，對思考相關的學術問題會有所幫助。這種體驗的機會來之不易，

因此非常感謝此次“西安營”成功舉辦的背後所有付出努力的老師及同學。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術需要交流，有時候，只有在交流中，才能碰

撞出靈感的火花。這次研習營，我們不僅能聆聽眾多對關中與外緣文化素有研究的

學者報告他們最近研究的心得，而且可以和諸位學友，探討相關學術問題。“西安

營”的時間過得很快，看似很短，但是我們返程後，對很多問題可以繼續思考、沉

澱，進而對相關學術問題的理解有進一步的昇華，提升我們的學術研究水準。這種

交流、這種切磋，比起一個人單獨坐在書房或圖書館思考問題，有時候可能會得到

更多的有效資訊，幫助我們解決學術難題。同時，我們也可以思考，其他專業的人

是如何看待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他們思考問題的方式又是如何，這也可

以供我們借鑒與參考。只有通過借鑒、通過比較、透過參照，我們才能認識自己的

不足及疏漏，在日後的學習生活中儘量避免，不斷完善自己、充實自己。“西安營”

的主旨之一是將歷史、文學、宗教、考古、藝術等不同專業的學員，置於“大歷史”

的背景下探討問題，分析“關中與外緣文化”的複雜面貌與精神特質。 

 

“西安營”期間，我也結識了很多學友，並且這種學術友誼，不會因為研習營

的結束而結束，也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越變越淡。相反，這種學術友誼，會歷久

而恒新。我們在以後的學習生活中，也會保持長久的聯繫。不管是資料的共用，還



是學術資訊的分享，種種事情，都會在我們之間傳遞。研究中國近代史學，如何在

浩如煙海的資料中，找到自己的興趣點，十分重要；並且，如何在浩如煙海的資料

中，掌握適合自己的資料，也非常重要。此次“西安營”建立的長久之友誼，可以

為我們以後共用很多學術資料提供方便，繼而促進日後相關研究的順利展開。 

 

溫暖常有，感動常在。也祝願以後的研習營越辦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