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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8 月 4 日至 8 月 15 日，在閩粵、在海洋，我度過了求學生涯中充滿收

穫、難以忘懷的十二個日日夜夜。8 月底的此時此刻，我坐在學校圖書館的座位上，

思緒飛回到了追隨各位老師同學考察歷史陳跡、討論議題的暮暮朝朝，不忍忘懷，

更難以忘懷，想念開始逐漸蔓延，多麼多麼希望自己可以再回到當時的場景。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就我自身的專業方向而言，我是歷史系宋史方向的博士

研究生，所關注的領域主要集中在帝制時期的官僚政治制度。也許是冥冥之中的天

意，就在上個學期，劉志偉、鄭振滿兩位老師在北京做訪問學者，老師們精彩的講

座在我心中像種下了種子，讓我對田野調查方法、社會史的研究取經產生了極大的

興趣。同時，在師門內部，大家開始逐漸跳出傳統的政治史、制度史選題，對宋金

時期北方地域社會研究有了新嘗試，兩位師兄分別以宋金元時期的河北、山西地域

社會為研究對象進行畢業論文寫作，一位師兄以宋金時期甘肅地域社會作為選題

方向。我身處博士一年級階段，面臨將來研究方向的選擇、研究方法訓練等等挑戰，

在看到「閩粵•海洋」研習營的招生簡章後，異常欣喜，於是毫不猶豫地報名，非

常感謝主辦方的各位老師給了我一次寶貴的學習機會。 

 

  我想非常坦誠地記錄參加這次研習營的一些感受。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每天都有新的刺激。過去我都是坐在圖書館中看傳統的

史料，即使涉及到碑刻材料，也多為影印出版物。然而，文本如何生成，最終成為

我們據以研究問題的史料，這一過程是我過去很少考慮到的。例如，當我們參觀汕

頭存心善堂時，大峰祖師殿正堂的左右兩墻嵌有很多石刻，其中《保護宋大峰祖師

批令碑》載有民國 17、18 年前後國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廣東東區善后委員公署、

汕頭市公安局證明大峰祖師非淫祠的公文。存心善堂將公文泐明於石，很類似於我

所熟知的宋元時期公文碑。然而，我過去關注的公文碑多是書本所載的拓片或錄

文，缺少空間感，彼時彼刻這方民國時期的公文碑實體，我才感受到在那個全國範

圍禁止淫祠信仰的旋渦風暴中，存心善堂將政府批文刻成石碑擺放在最顯現處的

深刻用意，也逐漸能理解到帝制時期的佛道寺觀、官學將各種公文碑立在正堂的意

義所在。同樣是研究方法上的刺激，我深深感受到踐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

多麼重要，在這次研習營中也有了更多的機會走入歷史現場。記得從珠海出發去淇

澳島的路上，劉志偉老師告訴大家，我們達到了崖山戰場的遺址處，看著窗外平靜



的海灘，很難想象出夢雨飄搖的南宋王朝在此亡國的歷史悲劇。又記得在廣州北京

路中，看到唐宋元明清歷代的古街道遺址。 

 

  其次，通過這次研習營，我有了更多的機會不斷反思自己的不足。參加研習營

的每一位同學的學科背景、學術訓練不盡相同，而跨方向、跨學科的交流，會激發、

碰撞出更多新的想法與議題。在 12 天的學習中，我深深感受到自己現有的知識體

系中存在成塊的缺失，比如田野調查的基本常識及操作規範、傳統社會民間信仰的

知識儲備，等等。大概是在自己本專業領域的舒適圈生活太久緣故，面對新的領域，

起初我有很大的無力感，但這時刻提醒我自己要更多參與其中，吸收新的事物。如

何在短時間內講田野考察的心得提煉為可資討論的議題，如何與他人討論、對質，

如何在 10-20 分鐘內講自己的問題很好地呈現給各位老師、同學——以上對我來說

都是非常非常切實的挑戰，也是受益最多之處。 

 

  我非常懷念與第五組的每一位組員。感謝田野導師胡蕭白老師，感謝盧晞雲學

姐、陳姝伃學姐、歐俊勇老師、陳秋洋同學、錢隆兄，與大家相處的時光是我本次

研習營最大的收穫，我會記住每一個日日夜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