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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月 30日至 8月 10日，第八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在陕西师范大学

召开、闭幕。这对于参加此次研习营的两岸青年来说，是很好的一次交流与学习的

机会。 

 

记得闭幕式上，中研院的王鸿泰先生不断地强调，每个人的三分钟陈述时间，

尽量不要言谢，但很多人还是由衷的表达了对主办方（包括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

金会和宋庆龄基金会）、承办方以及会务组等的感谢。诚然，感谢、感恩是必须的，

正是因为他们辛勤的付出、艰辛的努力与坚持不懈，才使得这个会议越办越接地气，

目前已成为两岸学术界很有名气的学术会议。为此，我也很荣幸能被选入参加此次

研习营。 

 

记得去年第七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我也报了名，当时是在武汉举办，只是后

来没选上。今年我又报了名，幸运被抽中。此次研习营招纳的营员，在西部高校里

面，除了陕师大，只有我一个人。其他的大多来自东部名校，或者是留学海外。并

且，在研习营交流中，我发现出身于西北、成长于西北、求学于西北、见识于西北

的只有我一个。所以，此次研习营对于我个人而言，格外有意义。下面简单概述一

下参加此次演习营后的感受，顺带提几点小小的建议： 

 

一、感受 

1.会议资料特别扎实。第八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是我参加过得学术会议中材

料最丰厚、时间最长、纪律最严明、安排最紧凑、阵容最强大、工作人员服务最贴

心、周到的一次。本次会议发放了 2本上课资料、3本考察资料，从资料内容到会

议形式，真可谓是用心良苦，有这样精心设计的学术会议，何愁天下无人不知晓？！

短短的十几天，却让大家从陌生到熟知，从好奇到建立深厚的友谊。 

 

2.很荣幸认识了很多朋友。先是组长孔军，指导老师黄菲，舍友周明帅，还有

组员庞毅、范雪、彭志、李奇鸿、吴挺志、许恺容、夏欢，以及褚宁、解祥玮等。

通过小组讨论，加强了团队意识。 



 

3.老师的讲课对我们也是个启发。本次研习营，请来的老师都是学术界有名的

教授，像王德威、李贞德老师的口才聆听起来真的是一种享受。像林圣智老师对图

像的解读，使我对学过的知识有了清晰的梳理。另外，每一组营员代表的汇报、辩

论，都让我受益匪浅，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有黄庭硕、庞毅、范雪、肖楚楚、李筱

涵、李松骏、何幸真、黄旨彦，等等。 

 

4.南方和北方的学习方法。本次会议营员大多是南方人，在讨论与提问题环节，

我们很明显的感觉到南方营员的思维角度明显有别于北方营员，那种细致可以用

一个钻研或者“钻牛角尖”来形容。此外，跨专业的学习与讨论，也让大家有了很

深刻的体会。 

 

二、建议 

1.以后的研习营在时间上调整一下，充实利用资料。 

 

2.研习营增添一些活动，比如游戏、球类运动，如此可更好的增进友谊。 

 

3.希望每一期的微信群留用，不仅可以继续交流，有事还可以互相帮忙。 

 

4.大家往后可能是某领域的学者（或者说是精英），希望各位（包括老师），在

做研究的同时，多注意身体，多锻炼，注意作息和饮食。 

 

5.西北占祖国三分之一多，又是一带一路黄金地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欢迎

大家多了解西北，多到西北走走，尤其是研究边疆史地、宗教史、民族史的同仁，

我相信考察将对你的研究锦上添花。 

 

6.希望诸如此类的研习营越来越多，让两岸的年轻人多互动、多交流、多了解，

两岸永远是一家。 

 

最后，借诗一首，希望以后的研习营能再往西北举办一次：明月出天山，苍茫

云海间。台（春）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