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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此次研习营，到珠海、广州、汕头、泉州、厦门进行田野考察、研读文献，

颇有收获。尤其是聆听学者的讲演，跟随名家访庙寻碑更是深受启发。作为典型的

福建人，此次学习我注重从比较视野下分析闽粤区域社会形成的机制。探访珠海鸡

山村、唐家湾、孙中山故居，深刻感受到近代广东名人与近代福州名人相映成彰，

共同缔造中华民国。在广州黄埔古港、北京路、南越王宫博物馆的实地考察，使我

感叹与福州何其相似，两城均系因港口而兴起的城市，均曾建立越族王国，近代均

为首批开埠的都市，广州三重奏亦可应用于福州城市史研究。漫步汕头街头，参观

小公园等著名文化景点，总有置身闽南的感觉，或许是两地居民主体均系福佬人的

缘故。走出区域，进行区域比较，彼此研究成果相互参照，能更为深刻理解区域间

的联系，更为准确把握区域特质。 

 

  田野考察之前，应对区域背景有较为宏观了解。此次考察唐家湾、陈家大院，

均可见其建筑格局极为注重防御功能，碑刻、文献资料中亦有团练在乡间颇具权势

的记载。依照闽南情况推断，应是械斗严重所致。但在珠海、中山田野考察中，所

见碑刻、阅读文献中亦无并无械斗直接记载，仅在唐家湾一通碑刻中有“红头军”

零星记载，若据此推断广东无械斗，则恐误入歧途。事实上，近代广东械斗极为严

重，尤其是咸丰同治年间 1854-1867 广东土客大械斗，规模之大、伤亡人数之多，

可谓惨烈。若了解此背景，则能对当地建筑样式、乡间组织的形成有较为客观认识。

否则仅依靠田野考察所得资料，轻下结论，只能贻笑大方，田野考察应建立在熟知

区域宏观背景的基础上。 

 

  瞻仰陈寅恪故居与史语所旧址，被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与学术传统深深感动。

在动乱的年代，他们追求学术并未为了个人名利，而更主要为国家命运而奋斗，其

谦逊之风、民族情怀更是值得吾辈学习。学术研究并非争强好胜，研习者或仍应深

思慎言，实事求是，以探索真理为要。若强词夺理，以逞能为荣，未免堕落俗套，

丧失应有之本色。傅斯年先生强调“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通过田

野调可更为全面地获取史料，更为深入地研读史料，使史学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史料

基础上，而非搬弄理论，以术语惑人。 

 

 陈寅恪先生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诚至理也。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

历时九载，培育大批人才，增进两岸学人情谊，可谓功德无限。主办方的无私奉献、



对考察方案的精心安排，对学员的悉心帮助，均使我深受感动，尤其是炎炎烈日之

下，陈春声教授带队走访樟林古港，更使我深感佩服。祝愿两岸历史文化研究营能

越办越好，两岸学人携手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