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野與文獻　第八十期　2015.7.15第4頁

關於《通訊》文體的一點淺見

程美寶 

中山大學歷史系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一期是在1995

年10月出版的，那時雖然還不至於要用剪刀漿

糊貼的方式排版，但所謂的「印刷」不過就是用

影印機包辦。技術雖然簡陋，但這第一期開創了

一個優良的傳統，就是每期內容大體包括機構

資訊、讀史劄記、田野考察報告、資料介紹等各

類，文章大多短小精幹，言簡意賅。其後經費稍

見寬裕，電腦處理文字技術越加普及，加上《通

訊》多了一個更正式的名字曰《田野與文獻》，

部份稿件篇幅冗長，註釋繁多，幾有「論文化」

的傾向，愚以為，這應該不是出版《通訊》的初

衷。《通訊》既為「通訊」，文體形式應該多樣

活潑，劄記隨筆應該多一些，心得發見應該發揮

得隨意一點，才能使我們這個學術共同體永葆青

春，生氣盎然。偶讀顧頡剛隨筆，謂曾規其研究

生曰：「自五四運動以來，學者群作論文，以全

力解決某一問題，筆記之調不彈久矣。然論文篇

幅長，易生蕪累，蓋立一系統，有不得不加鋪張

者，既未處處作深研，自必不能無可擊之瑕。學

者自當先從筆記下手。筆記者，或長或短，悉如

其分，不多衍一字，有簡潔之美。其為文可以自

抒心得，亦可以記錄人言；其態度可以嚴肅，亦

可以詼諧，隨意揮灑，有如行雲流水，一任天

機，此學界之小品文也。學者誠當求大成，勿自

安於小品，然初學畫者必以一山一石始，稍久，

胸中具丘壑，然後漸進而為巨幅，事豈可以躐

等。故為筆記既多，以之匯入論文，則論文充實

矣；作論文既多，以之灌於著作，則著作不朽

矣。」

　　諸君如有偶見，何不在《通訊》塗鴉，以筆

記入論文，再投稿《歷史人類學學刊》，最終以

論文灌鉅著？謹為學刊嵌入廣告，並以上引顧頡

剛文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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