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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得知入选第九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之时，我的内心非常兴奋。因为早在今

年研习营活动招生公告出来之前，我就非常关注。此次研习营主题为“闽粤·海

洋”，具体行程则涵盖珠海、广州、汕头、泉州和厦门等地，中间还穿插有十多位

专家的授课，以及安排有学员小组讨论等丰富多样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深深地吸引

着我，因此我立即着手报名。最终能够如愿参加，必是喜不自胜。 

 

  随后一段时间中，我一直在畅想参加研习营的种种场景，等到八月四日真正到

达珠海时，首先发给我的是重重的一大包资料读本及各种地图，这是最初的印象，

这也让我预感参加这次研习营会收获很多。果不其然，当晚的迎新晚宴，诸多心之

神往的学界大佬及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的介绍，都让我印象深刻，也对即将开始的

学习之旅充满希望。 

 

  第二天正式开始的研习营先安排了开幕式，随后是多场讲座。滨下武志先生首

先非常宏观总括的讲授了“海洋史的课题与方法”，这是滨下先生三十多年来潜

心研究海洋史精华的最好展现，同时也为我们随后的研习之旅奠定了很好的基调；

陈平原教授的“新文化运动的正面、侧面与背面”，王汎森教授讲解的“清代后期

广东的学风”，及戴丽娟教授的“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十九世纪初澳门博物馆的

历史意义”等精彩讲演，从各个角度为我们了解和思考各种闽粤滨海地区的社会

状况，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学员的发散性提问也让我感受到，对于同一问题不同的

切入角度，这些都是我着意留心之处。 

 

  第三、第四和第五天则主要是在珠海进行实地田野考察，其间穿插一些专家讲

课，更为重要的是晚间的小组讨论和综合讨论，让人获益良多。这其中，阳江市海

陵岛的南海一号沉船遗址的考察，可以现场近距离感受满载瓷器的宋代对外贸易

的沉船，虽然有一些刺鼻味道，但是这种亲临历史现场的感觉确是在我内心深处激

起了一圈圈的涟漪，我想这种历史现场的感觉会一直影响我。此后，深入到田野参

观鸡山、淇澳岛去调查和考察，则让我更深入感受到了历史人类学的魅力所在，这

种实地在田野进行资料的获取，这种方式本身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历史的发生

具体环境中，更好地去理解这段历史。晚上小组的综合讨论让人印象深刻，大家就

白天的观察和收获畅所欲言，都带有自己对这段历史某个面向的深切感悟和总结。 

第六、第七和第八天主要在广州参观考察。其中包括参观孙中山等名人辈出的翠亨



村，还有幸在孙中山纪念馆听了咸水歌；研习过程中唯一一段坐船的也是在此期

间，从中大天字码头沿河考察，我得以体会一下乘船的感觉。此后对广州城进行了

田野考察，虽然有许多地方没有来得及参观，但结合刘志伟老师的“广州三重奏”

讲演，使得我们对广州两千年来的历史有了一个鸟瞰式的掌握；最重要也是自己感

触最深的就是参观陈寅恪故居及史语所 90 周年纪念活动，当踏入陈寅恪先生居所，

看到他生前的一些照片和给学生上课的场景之时，作为一个中古史学习者，原来也

经常听到老师辈叙述陈先生的过往和学问，心中那份尊敬之情油然而生，恰巧同

时，硕导孙师打来电话，与之简单交谈在参观陈先生故居，此时心中更是多多感慨

和哽咽。随后进行了简短的纪念史语所活动，黄进兴教授视频讲授“机构的宣言：

重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更是带我们回到了民国时期各位学者对历

史的思考。 

 

  第九、第十和第十一天主要是简单地考察了汕头、泉州。其中，汕头老妈宫欣

赏了当地的潮剧，让我们近距离体会了地方民俗；在泉州考察了开元寺、灵山圣墓、

海交史博物馆，将我们从明清的海洋世界，拉回了宋元时期世界最繁荣和多民族交

汇之地的泉州港。当天下午，则举行了结营仪式，学员和各位老师讲述心得感受，

这些天的活动告一段落，每个人都有吐露心声，晚上的欢送晚会更是充满了欢声笑

语。 

 

  此外，在考察汕头中，我代表小组作了题为“明清澄海县里甲制度寻踪”的具

体讲演。主要是结合自己的兴趣，就该地区明清时期，里甲制度的具体推行状况，

“排户”的存在，及滨海地域，渔民、里甲和卫所制度如何在该地有机的融合和共

生等问题，作了一些思考。刘志伟老师对此提出了一些我下一步可以思考的方向，

未来也会对此类问题更加关注。 

 

  总而言之，对我而言，此次两岸研习营活动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感受多多，不

仅学习了新的知识，体验了实地田野考察的魅力，还聆听了许多心仪已久的专家现

场授课，更重要的是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今后，我也将会将继续在学术道

路上继续努力。最后希望两岸研习营活动继续办下去，给更多的有志学者提供更好

的学习交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