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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19 年 8 月 4 日（周日）到 8 月 15 日（周四），在这共 12 日 11 夜的研习

营里，刘志伟、王鸿泰等老师带领我们走过了珠海、中山、广州、汕头、泉州和厦

门，走进了海陵岛、鸡山村、淇澳岛、唐家湾、梅溪、翠亨村、天字码头、西汉水

关遗址、南越王宫博物馆、陈寅恪故居、史语所旧址、海幢寺、十三行、荔枝湾、

小公园、樟林古港、开元寺、海交馆等，为我们打开了认识闽粤和了解海洋的大门。 

研习营准备了许多讲座，诸位专家学者都是倾囊相授，陈平原老师关于五四的讲座

发人深省，王汎森老师对广州学风的讲授让人耳目一新，陈美宝老师的演讲更是余

音绕梁……在老师们的一点点教导下，我们终于慢慢地看到了新的闽粤和海洋。感

谢研习营给了我们亲眼目睹大师光彩的机会。 

 

  这次研习营的学员们分别来自大陆、台湾、港澳及亚太，每一个人的家乡和籍

贯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走进了闽粤的海洋世界，共同发现了

闽粤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在小组讨论和综合讨论中，许多学员的报告都让我深受

启发，感谢研习营给了我这次向他们学习的机会。 

 

  如果用更闽粤一点的思考来总结的话，那么对我而言，这次的研习营更像是一

场对“宗教”和“田野”祛魅的盛大法事。 

 

  在这次研习营之前，我对闽粤人的宗教生活几乎一无所知，或许曾经知道过此

地民间信仰非常昌盛，但总的来说，我都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始终看不懂许多

问题。但这次研习营给了我短暂融入当地人的机会，趁着这次机会，我逐渐开始理

解宗教对于当地老百姓的意义，也开始思考民间信仰的真正内涵。尽管这种理解还

是带着个人的主观感受和判断，但对我来说，这是我看清闽粤宗教世界的第一步。

要感谢研习营带来的这场法事，把蒙在我眼前的混沌给抹去。 

 

  “田野”这个词实在不陌生，但是真正走进田野，这还是我的头一遭。下田野

对于学术界来说已经是非常成熟的研究方法了，但在各种文献的记录中，我开始不

自觉地把田野高度神圣化——田野是一项非常有技术难度的工作，需要有足够多

的知识积淀，需要有耐心，还要有体力。在这之前我一直是把“田野考察”等同于

“考古发掘”，都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才能做。但在刘老师等人的示范下，我们看

到了不太一样的田野考察，即使是像我一样从来没有做过的人，也可以很快就能上



手；即使是像我这样对民间信仰没有任何知识积淀的人，也能在田野的过程中发现

问题，学到新知识。这次的研习营打破了我以往对田野的“胡思乱想”，改变了自

己一直以来的“畏难”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