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心得报告 

 

張洋洋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博士生 

 

 

  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的活动虽然开办已久，但我对它的真正了解与认识则始

于 2016 年。2016 年 9 月，我进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读博，在第一节课堂上导

师就对当年 8 月在济南举办的第六届齐鲁文化研习营进行了着重介绍，并鼓励我

们以后要积极参加这样高规格的研习营活动，这便使我对以后有机会能参加这样

的研习营产生了向往之情。 

 

  今年 2019 年 5 月，当我看到第九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的主题为“闽粤•海

洋”之时，更进一步坚定了我要报名的决心。其中，促使我想要报名参加的重要原

因始于我对妈祖文化的了解与兴趣。说实话，对于一个从小生长在北方地区的我而

言，对于闽粤地区的了解并不多，初步涉及海洋史方面的知识则是得益于写作本科

毕业论文之际，当时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定为“试从烟台福建会馆看妈祖文化”，使

我便对发端于莆田地区的妈祖文化产生了兴趣。然而，我对于海洋史及妈祖文化的

了解仍然仅通过阅读文本史料得以获取，心中也时常会萌生想去闽粤地区参观考

察的想法。所以，当我看到“闽粤•海洋”这一主题之时，心中十分欢喜，便毫不

犹豫地填表报了名。到 6 月初，当收到中山大学张萍老师的录取邮件通知时，我更

是深感荣幸与激动，心想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 

 

  通过参加这次研习营，确实使我收获颇多。首先，就聆听了十多场专家学者们

的讲座而言，许多讲座的内容对于我来说都是全新的知识与全新的视角。学者们讲

座的内容丰富多彩，使我不仅了解到海洋史、区域史、城市史等大视域下的诸多知

识，而且还获知了沿海的港口、人物的变迁、祠庙的故事等细微方面的内容。同时，

学者们讲座之中所传递的思考问题的角度与研究方法，使我也深受启发。另外，有

些学者们的讲座与我们所进行的田野考察是在同一天交叉进行，这样就更有利于

我们将在讲座之中所获取的知识与田野调查之中的所搜集到的实际信息相互印

证、相互补充，不仅能加深我们对知识的理解与把握，还能进一步帮助我们答疑解

惑。 

 

  其次，就本次研习营的田野考察而言，我在其中所获取的信息与方法也都是新

奇与独特的。在将近十二天的时间内，我们考察了闽粤地区的众多景点，包括阳江

市“南海一号”博物馆，珠海市（鸡山村、淇澳岛、唐家湾），中山市（梅溪牌坊、

苏曼殊故居、孙中山故居、听咸水歌、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广州市（活动较多，



乘船游览天字码头、北京路、南越王宫博物馆、陈寅恪故居、史语所旧址柏园、海

幢寺、行商家族旧址），汕头市（存心善堂、大峰庙、小公园华侨街区、樟林古港、

夜听潮剧），泉州市（开元寺、灵山圣墓、海交馆）等等。通过近距离直观地考察，

使我深刻感受到闽粤海洋地区所具有的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等文化特质。同时，

我也拍摄了许多自己感兴趣的有关天后宫及妈祖文化的照片。另外，在田野考察过

程中老师们与学员们一起挥汗行走、研读碑刻的场景，也使我深受震撼。 

 

  再者，就此次研习营之中文献研读与分组讨论报告而言，我也是深受启发并获

益良多。我很荣幸地被分在了第一组，我们组的指导老师是具有资深带队经验的张

侃老师，他学识渊博、平易近人，在每次的讨论之中，他总是通过提出问题的方式，

不断启发引导我们进行独立且深入的思考。我们组的成员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着

不同的教育与学科背景，但我们在相处之中十分融洽、和谐、友好，在讨论与报告

之中，每个人都集思广益、齐心协力，共同研读史料、解决分析问题。另外，我作

为我们组之中唯一一个来自北方的学员，开始对于闽粤地区的了解并不熟知且有

些懵懂。因而，不管是在平时的讨论还是在考察生活之中，都会时常受到我们组老

师及组员的关照，这着实令我十分感动。 

 

  总之，通过参加这次研习营，使我深刻感受到自己的视野得以开阔、见识得以

增长，不仅收获了丰富的知识、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而且还品尝到了许多独特的

美食，这都令我十分难忘。因此，我要由衷地感谢主办方及会务组的各位师长，在

你们辛苦且细心的操办与安排下，给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同道学友，提供了这

次交流学习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