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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學術的「術」字代表著道路，那身為求學者卻老在精讀文本的習慣中鑽

牛角尖，連思考都逐漸固化的我可說遠遠不足。此次營隊不僅提共了我們豐富的

文本材料作為想像齊魯大地的藥引，更在一次又一次的上課，與小組討論中引導

我去嘗試除了文字，更要具有地理位置的概念，並結合自然環境搭配連續的、齒

牙交錯的歷史觀去思考「歷史」與「文化」具有的各種豐富維度。第一重心得，

就是用走的。我很榮幸有這次機會跟著老師們用「走」進學術，在老師們身後參

與研讀、踏足實境並觀察現有遺跡或史料的現場，我隱約體會到某種不曾觸及過

的學術臨場感，從老師們田調時觀察的物件，和隨機交換的資訊與心得，我僅是

聽與看就能觸碰第一流專家學者的思考方式。 

承繼而之的第二重體會，是多方視角。在此之前，不說齊魯大地了，我連一

次田野調查的經驗都沒有，出發前甚至帶著要去山東吃饅頭的閒散心情，過程中

可說做了許多蠢事，在經過兩三天上一整天課或田野調查後，吃飽了就進行小組

討論，準備發表或評論到晚上 9-10點的流程後......我開始數饅頭。這根本是集中勞

改營啊！體力透支後的學員們互相傳染疾病，並且分享各種藥物偏方，卻也在這

過程中滋養彼此的革命情感。隨著每天的討論與相互照應，小夥伴們對著同樣的

文本與走訪經驗，開始知無不言，種種來自文學的、歷史的、藝術的、考古的、

人類學的……不同領域的思考，開始激盪在共同準備的題目中，而原本我那熟悉

的文學也在這過程中，透顯出文本同環境對話交織的另一面，隨後準備發表的過

程雖然辛苦，但這種除了交流與學習以外都不需要煩惱的日子，還有一轉頭就有

老師同學可以討教的環境，著實奢侈。這樣的交流對所有的學員而言都是難能可

貴且印象深刻的，經過這十天，很快就能找到許多志同道合的學友，吾道不孤。 

講師們課堂之上的豐富經驗，則是處處啟發我重新思考問題的第三重體會。

齊魯大地或山東這樣的地方稱呼對研究者而言，是遠遠不夠細緻的，在這些寬範

指稱的範圍內，有各段時間維度的人群曾在其上生活過，並留下種種不同的歷史

痕跡。營隊安排的各領域十位講師，很快就將或明顯或幽微的差異給引導了出來。

王德威老師帶出了山東不同地域作家的文字特質，黃進興老師則在宗教面向上，

深入闡釋儒教如何在這片大地上形成的神聖場域，鄭培凱老師則導出山東在明清

間曾經存在的繁華社會，這些老師都開啟了新的可能想像，也打破了山東就是一

塊大地的既定印象。我很喜歡這次觸及的神神鬼鬼諸多主題，聖人與各種地方信

仰，劃出一片色彩斑斕的精神世界。最後，在李孝悌老師直接用地域特質思考地

方叛亂，更進一步豐富補充了叛亂可能的原因，以及屬於叛亂的形成結構推論，



在過程中我看到了屬於人與環境的直接對話。 

除卻上述種種，齊魯大地不僅有著豐厚的人文土壤，如今也有一群認真耕耘

古往，放諸文化場域展示、詮解的研究者。營隊的參訪田野，很大的部分是在考

古與研究成果展現的博物館與古蹟修建處，當代研究團隊用心地回溯這片大地上

起史前的物質，下至各朝各代對這片土地的建設，商業與大運河結合的面貌，或

佛教、道教耕耘地方的競合場景，想像著從考古到後續的龐大研究團隊，到最後

呈現在我面前的展覽，不正是結合多種研究專業的團隊成果嗎？多年後，或許我

與同伴們也會找到類似的崗位，然後如這些默默付出的前輩般，想方設法，重回

歷史現場。三重心得之後，我得說這次最大最大的收穫，是再次知道自己在學術

之前，什麼都不懂，稚子般地，我開始期待回到崗位後還能多做些什麼。最末，

再次感謝大會用心安排的每個細節，充實且完滿的活動之後，無疑有一群全心奉

獻的人們。謝謝您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