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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參訪、出席國際會議與查閱資料） 

 

 

 

 

赴中國大陸廣東廣州中山大學訪問與到英德田野研究，

以及到澳門理工學院參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 

 

                                                   

 
  
 
 
 
 
 
 

 

      
服務機關：國立清華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姓名職稱：徐光台教授 

派赴國家：中國大陸、澳門 

出國期間：100 年 10 月 28 日至 100 年 11 月 6 日 

報告日期：100 年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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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行出國主要有下列三方面的活動：（一） 到中國大陸廣東廣州中山大學參觀訪問，在

歷史系給個專題演講，在該校圖書館查閱善本資料，並參訪廣州市古蹟；（二）赴廣東中北部

英德碧落洞與南山進行田野研究；（三）至澳門理工學院參加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論文。 

 

關鍵詞：廣東廣州中山大學、利瑪竇、英德碧落洞與南山田野研究、澳門理工學院、

大航海時代的中外貿易與澳門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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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此行出國主要有下列三方面的活動：（一） 到中國大陸廣東廣州中山大學參觀訪問，在

歷史系給個專題演講，在該校圖書館查閱善本資料，並參訪廣州市古蹟；（二）赴廣東中北部

英德碧落洞與南山進行田野研究；（三）至澳門理工學院參加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論文。 

 

二、 過程： 

10 月 28 日（星期五），清晨六時由清大西院出發，前往桃園機場第二航站，搭 BR707
號班機 10:00 直飛廣東白雲機場，經歷約一小時四十分飛行，十一時四十分提早平安降落。

通關後，就直接前往旅館入住。時值廣交會期間，房價上漲，即使今年經濟不景氣，房價是

平常的一倍半以上。 

中山大學歷史悠久，前身為嶺南大學，是庚子賠款見校的四所大學之一。直到共產黨統

治大陸後，1952 年改名為中山大學。校內仍保有嶺南學院，一直想恢復舊的校名。這是一所

校園很美的學校，靠近珠江旁，學生人數約三萬人。校內保存相當多的歷史古蹟，國父孫中

山先生曾在此演講，校內有他演講時的雕像，在歷史系內有個孫中山紀念館。此外榮光堂亦

有其悠久歷史，在未改名為中山大學以前，早年曾是嶺南大學的單身教師宿舍。後來為了紀

念中山大學前身嶺南大學校長鍾榮光(1866-1942)而取名。堂內還留存許多關於學校的歷史照

片。榮光堂屬於嶺南學院管理與經營，因此會產生一些特殊現象，中午用餐時會對嶺南書院

師生有特殊優待，其他學院師生則無。 

 

 
圖一 中山大學榮光堂 

 

在稍為休息後，下午參觀著名歷史學家陳恪先生在校園內的故居。這棟嶺南大學時期的

兩層樓建築，曾經是校內多位教授的宿舍，最後由陳寅恪先生家庭所住。二樓有其書房，還

將二樓走廊改建為教室，學生們在此上課。館內保存一些先前教授的著作，許多陳寅恪先生

的圖片，有張圖片上還可看到蔡鴻生教授當年曾在此上課的情景。陳寅恪先生晚年失明後，

特別為他在門前鋪了一條水泥小徑，供其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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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陳恪先生故居 

 

10 月 29 日（星期六），晴。上午七時前往離廣州兩小時車程的英德市。去年八月雖來過，

但是來去匆匆，未能盡探周遭景物。上午十時半抵達利瑪竇四百多年前到過的碧落洞現場，

見到許多年輕人在此烤肉。先前已有人在此烤肉留下的木炭，被年輕人用來在摩崖石刻上塗

鴉，比起一年多前時來得嚴重得多，反映此處的景觀保存與維護不良。這次在充份時間情況

下，發現洞內的流水較前為多。走過後洞，看到壁上有塊明代的摩崖石刻。並往洞後的村落

走去，發現不遠處有幾戶農戶，並有條公路經過。 

下午前往南山景區參觀該區的摩崖石刻。南山在古代的浈水旁，也就是今日的北江畔。

直到傍晚才離開英德。當年的果業寺，後來改明為萬壽宮。在夜幕低垂時離開英德，回到廣

州時，已過了晚間八時。結束了一天辛苦的田野研究。 

10 月 30 日（星期日），晴。時值辛亥革命一百週年，廣州有許多紀念活動。首次來到廣

州，參觀黃花崗七十二烈士紀念墓園。墓園座落在黃花崗上面，除了七十二烈士紀念碑以外，

墓園中有諸多大大小小的墓園。這是一個相當美麗的景區，最難能可貴的是，比起其他景區

大量收取高昂的門票，此處不收任何門票。接著轉往孫中山紀念堂，比較遺憾的就是只有一

些複製的圖片。最後從大元帥府沿著珠江邊，一路走回中山大學。 

 

 
圖三 參觀黃花崗七十二烈士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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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星期一），天晴。在早餐後，就前往圖書館查閱善本資料。下午拜會歷史系

退休教授姜伯勤先生，暢談他的研究，並獲贈其作品，〈方以智繪畫藝術論略〉，亦以拙著
〈熊明遇與幼年方以智：從《則草》相關文獻談起〉回贈，並在珠江畔合影留念。 

 

 
圖四 與姜伯勤、章文欽在珠江畔合影 

 

11 月 1 日（星期二），天晴。在早餐後，就前往圖書館查閱善本資料。下午在歷史系演

講廳報告「我的利瑪竇研究」，由章文欽教授主持，資深的蔡鴻生教授講評，非常難得。與會

者頗為踴躍，哲學系梅謙立教授看到海報也來現場，除了滿座以外，還有許多人站著聽，聽

眾比起清大的演講來得熱情。聽眾關切的是對利瑪竇的功過與歷史定位，而不是他在中國的

奮鬥努力與掙扎突破等過程，反映梵諦岡與中國間關係會影響到對這位中西交流史上第一人

的歷史評價。 

 

 
圖五 與蔡鴻生教授留影 

 

11 月 2 日（星期三），天晴。上午前往中山大學圖書館善本室繼續查閱資料，見到一幅

清末稀見的手鈔本地圖。這是此行的最大收穫之一。由於長期折疊後置入一個較小的封套內，

手抄圖有些折損，正在進行修復工作。承蒙館內人員的協助，得以順利調出，並獲得允許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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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後，將所拍的檔案轉存於中山大學圖書館善本室電腦內，方便館方的建檔。 

下午二時離開中山大學，搭乘中山大學經珠海分校至拱北關的長途巴士。五時多巴士抵

達拱北關，在通關前的地下道中將我放下，帶著行李爬樓梯時，出現幫忙抬行李者，並強行

索取費用，開口就要一百元人民幣，並藉機向同行的章文欽教授偷竊，反映大陸光怪離奇的

現象之一。通關後，進入澳門，傍晚住進旅館，準備明日的報告。 

11 月 3 日（星期四），上午九時參加澳門理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主辦的「大航海時代

的中外貿易與澳門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典禮，見到許多學界的朋友，包括浙江大學戚印

平教授、北京大學徐凱教授、中山大學章文欽教授、北京外語大學柳若梅教授、澳門大學湯

開健教授、澳門理工學院譚世寶教授、李長森教授等人。臺灣的與會學者除了筆者以外，還

包括蘇精教授、李毓中教授、游博清博士後研究員與常修銘博士生。 

早上有兩場主題報告，下午亦有一場主題報告。接著筆者發表〈明末耶釋爭議下未獲利

瑪竇與李之藻認可的《乾坤體義》〉，獲得好評。 

 

 
圖六 「大航海時代的中外貿易與澳門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典禮 

 

11 月 4 日（星期五），天陰。繼續參加「大航海時代的中外貿易與澳門國際學術研討

會」，並於下午主持一場論文發表會。大會在傍晚閉幕，李長森教授致詞時表示過去每隔兩年

舉行一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可能在今年劃上句點，因為澳門理工學院系有所調整。先前歷

史研究所已改組，中西文化研究雜誌已於六月後停辦，中西文化研究所也可能面臨改組的命

運。 

11 月 5 日（星期六），參觀澳門的文化古蹟。譚世寶教授出過專書介紹澳門保留的碑刻，

在他本人的介紹下，對澳門媽閣周圍的廟宇演變有更清楚的認識。晚間打包行李，整理資料，

準備明日回到新竹。 

11 月 6 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四十分離開旅館前往機場，搭乘長榮航空 BR 808 航班，

於 11:55 分離境。一切順利，下午一時三十分降落在桃園機場，三時半左右回到清大西院，

結束了十天的訪問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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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與建議： 

 

此行先到廣州中山大學訪問，時值該校建校九十週年紀念活動高潮，整個學校一方面有

許多活動慶祝，另一方面，也像清華大學一樣，校內道路翻修，許多工程還在趕建之中，造

成交通不便，甚至有一天挖斷水管，住宿於校內都無水可用。整體而言，中山大學風景優美，

對草木的維護與照顧的很好，使校園成為廣州的美麗景點，值得我們學習。校內對古蹟的保

護很好，留存許多可以參觀與回憶的古蹟，例如孫中山演說時的姿態的銅像等。陳寅恪先生

故居有專人照顧與導遊，成為該校重要的歷史景點，值得我們思考與學習。 

廣東中山大學師生主動聽演講的人數遠遠超過清大，反映他捫對新知識的態度，至少在

表面上比清華師生來得熱烈，值得我們省思。 

澳門給人的印象是愈來愈繁華，不斷有新賭場設立，由於非常容易進入賭場，賭癮與人

數增長成為繁華背後值得深思的人文社會發展議題，似應加強文化建設來平衡經濟發展。 

 

 

四、 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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