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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参加第八届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举行的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在“关中•

外缘”这一主题下，经过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十日十天紧张充实的学习、讨论与考察

实践，及至返程之时，已是满载而归。 

 

作为一名以先秦史为专业方向的学生，本次研习营是我在抵达西安之前意想

不到的体验与收获。首先，研习营的诸位学员的专业方向涉及文史哲以及宗教学、

考古学等诸多学科，诸位老师的讲座也涵盖了文学研究、文学创作、历史学、考古

学等不同的领域，在研习营的十天中，不同学科的的思想、知识、范式之间互相对

话，共同就特定选题进行讨论，对于看惯了固定风景的研习者，每一次讨论与辩难

或许都可能为之打开新的风景。其次，两岸文化历史研习营的营队有着非常显著的

社会史传统。因此，当加入到考察与小组讨论之后，第一次接触到“进庙读碑”的

学习与实践方式和文本细读的史料研读路径，立刻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切入材料，如

何从中解读信息，传统书斋中的金石学的学习方式在田野中忽然变成了一个新鲜

而充满挑战的议题，而与着承载历史记忆的实物接触与互动，使得研究对象成为不

再仅仅存在于文本与图录之中的抽象记录，其中的真切与感动，也有其难于言表之

处。第三，即使同一学科不同阶段之间，充满新鲜感的交流与对话在不断提示着第

一天王德威教授讲座所谈之“熟悉的陌生化”和“陌生的熟悉化”的主题循环向

前的过程。 

 

从北京到西安是一个“西行”的过程，从西安到固原则是一段“北上”的经

历，西北对于我来说无论从空间还是心态上，都是一个充满趣味甚至想象的地方。

本届研习营的主旨是“关中‧外缘”，既包含由关中辐射外缘边疆的议题，又有关

中平原、西安在历史变迁中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升降的讨论。实则在西周时代，

我们此次研习营步履所及之处，已然涵盖了彼时周人的中心与外缘。站在召陈遗址

远望岐山，极目青苍，落日暧暧，不禁怀想周人先民也是站在同样的土地上吟诵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节彼南山，维石岩岩”等诗句，或许会有一个瞬间，

对后之来者而言，历史的时间距离会在同样的空间位置上被无限缩小，置身于此间，

是难以言喻的感动。古语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破万卷尚需平日勤加努

力，不过十日之间行程跨越两千五百公里，万里路则刚好过半。 

 

在参与研习营的时日里，诸位老师反复教导，不要局限于知识，而应当去关注



老师们提出问题的视角及切入研究的方法，观察老师们如何在研究中恢复再现历

史本身的复杂与多种面向，体味他们又是如何从或纷繁、或稀少的资料中勾勒出研

究的脉络并加以推进。就这个角度而言，此次西安营进行讲座的每一位老师，都让

我们感受到各具风采的治学理路与学人对研究对象的温情关怀和深切思考。重新

翻开暑期所作的笔记，反躬自省，除却还有许许多多不足需要向师长、学友们请益

学习，西安十日同样也让我感受自己所取得的一点小小的进步。 

 

最后，由衷感谢主办单位的诸位老师，以及承办单位陕西师范大学的诸位老师

与会务组同学的辛苦付出。十天中，一直与我们相伴的王鸿泰老师点评从来精准、

严格而不失幽默，田野导师李仁渊老师则为我们小组建设了一个愉快而充实的讨

论氛围，同组或者不在同一组的小伙伴们亲切友善，由来萍水相逢，不乏一见如故。

期待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