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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語:

I化內與化外:江西歷史、文化考察」籌備多時，終於在今年七月十日成行。主辦機構包括
江西南昌大學歷史系、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廣州中山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心
及華南研究會。參加者除了國內及香港的學者和研究生外，更有遠渡重洋，來自英國、加拿大、美
國、日本等地的學者。參加者的學科訓練各有不同，其中包括歷史、人類學、文學、建築等。

七月十日各參加者先躍集於韶關市，第二天驅車往南雄縣演江北岸的南雄廣州會館、珠磯巷
參觀。下午則以徒步方式越過梅關古道進入江西地界，再乘車往大余的南安東山大碼頭及南塘鎮考
察。

十二日由吉安博物館的韓振飛館長帶領參觀吉安重要的商業中心七里鎮，晚上住宿樂安縣。
十三日由江西師範大學的梁洪生教授及南昌大學的邵鴻教授帶領，先往流坑村外圍的牛田村

觀察其地形，接著進入流坑村作重點考察。晚上仍住宿樂安。
十四日早上在讀江邊上乘船，溯江而上，在積江與修河交睦處，進入都陽湖，便到達吳城。

離開吳城，便往南昌市投宿。翠日往廬山參觀，並宿廬山。在十六日往白鹿洞書院參觀後回南昌
市。考察亦於十七日探訪江西師大華南研究資料站後結束。

這次考察在短短的數天，由嶺南的韶關，越過梅嶺，再由讀南一直北往南昌，在這段既是中
原文化南移之路，亦是南北貿易的主要商道上跑一趟，雖說是走馬看花，但卻能讓各參加者對這地
區的社會丈有相當的感性認識。來自不同地區、具有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和學生，經過日間的舟車
勞頓，晚上仍興致勃勃地進行學術討論，充份體現不同學科的交流與相互啟發。由於通訊的編幅有
限，今期只能先選載部份考察報告，以饗讀者。下期續將其他考察報告及討論的整理文字刊載。

這次活動得以順利進行，能有完滿結果，實有賴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梁洪生教授及南昌大學
歷史系的邵鴻教授不辭勞苦的組織和安排，在此僅代表其他合辦單位及參加者向兩位致以衷心的感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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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7月，我們驅車從韶關出發，進行了為
期七天的“化內與化外:江西歷史與族群文化考
察" '考察內容涉及廣東南雄、江西大余、南
康、諸于|、|、樂安、吳城、星子等地的歷史古跡、
宗教廟宇、仿古建築、民居等等，其中相當多的
東西，給我以強烈震撼的感覺。比如號稱“千年
第一村"的樂安縣流坑村，雖然依據考察所見及
文獻所得，我對其有“千年"歷史的說法頗為懷
疑，未及深入研究的我至今仍寧可相信村中董氏
家族的歷史最早始於明朝，但早聞其名的這一古
村落還是使我大為吃驚，它規模、建築、詩書風

跡、神廟系統與宗族系統等等都超出了親眼目睹以
前的想象。還有白鹿洞書院、明清時期江西的商業
重鎮吳城、塘江、七里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這里，我僅想談談7月11 日徒步翻越大庚嶺的
一些感想。梅關古道以大庚攝山頂為界，南北兩半
竟讓我在感覺上有相當大的差異。我想從這種感覺
出發，談談與大庚嶺路密切相關的四個地點。

按計畫。'這天我們要考察的地方有四個，即南
雄廣州會館、珠磯巷、跨越兩省的大庚嶺路和位於
江西大余縣的清朝南安府大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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