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心举办暑期田野调查总结大会

9月 21日下午 2:30，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 2018年度暑期田野调查总结

大会在历史文化学院会议室顺利召开，桑煦丽书记、郝平院长、周亚主任、魏晓

锴老师、晏雪莲老师、张霞老师、杨建庭老师以及刘伟国老师参加了此次会议，

此外，参与暑期调查的博士生、硕士生以及 16级本科生也全部参会。

首先，桑书记对此次调查给予极大的肯定，她认为这是一次有意义、有挑战、

有价值的田野活动，不仅收集到大量的一手资料，学生们更是通过此次活动体会

到了成长的价值，其次她强调中心师生具有团体意识、大局意识，最后，桑书记

对学生们提出了极大的期望，希望在新的学期能有新的收获，学会思考学会感恩，

谨遵习总书记对青少年的教诲，做忠于祖国，忠于人命，知行合一，有使命的担

当者。

接着，中心主任周亚老师对此次调查做了简单总结，此次调查共派出 9 个小

组，历时 50 多天，对晋东南 9 个县市，266个村庄进行了普查，以村庄为单元，

庙宇为中心，碑刻为重点，收获了 1677通碑刻以及各种账簿、村志、地方史志

等，周老师还强调田野调查是山西大学一脉相传的工作方法，从乔志强先生到行

龙教授再到郝平教授，这是一种继承，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不断超越不断完善，

而且要将文献收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

之后，晏雪莲老师作为教师代表进行了发言，她前后 3 次前往田野，历时

30 多天，见证了学生们的努力以及当地村民的热情，其次，她指出高平陵川地

区有大量宋金时期的庙宇以及金元时期的碑刻，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应当重视

起来。

随后，研究生代表刘鹏进行了发言，他非常感谢中心给予的此次机会以及两

个月来老师同学对他的帮助，此次调查，使他收获颇多，白天调查，晚上师生们

进行激烈的讨论，相互交流，将一个人的感受变成一群人的感受，其次，对村庄

进行全方位的调查，有了整体性的把握，使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新旧资料相融合，

每个人都得到了综合的提高。

紧接着，16 级本科生代表姚宇舟也谈了他对此次调查的感受，初次接触田

野调查，让他颇为激动，许多第一次的尝试让他拥有了很多独立的想法，在生活



学习上都有极大的改变，他认为，走向田野带来了惊喜与收获，在今后的学习中，

他会用历史学的视野与方法聆听来自乡村的声音。

然后，对此次田野调查的学生们进行了表彰，多位同学荣获“优秀调查员”、

“优秀通讯员”称号。

最后，郝平院长对此次大会进行了总结，此次调查规模大，时间长，范围广，

成果佳，具有极大的学术意义，此外，他还提出 3 点建议，第一，要对调查进行

优缺点的总结，不断进步不断改善；第二，要加强实践课程的安排，尤其是在本

科生的课程上，要增加实践性的学分，将田野调查这个优良传统一直延续下去，

培养学生们的现场感，回到历史，提出问题，走向乡村；第三，在今后的调查中，

要形式多样，丰富内容，进行深层次的调查，增加口述性访谈，深入百姓家寻找

资料，重视对资料的整理与解读，将此次调查进行成果展示，为以后工作提供见

解。

会议结尾，主持人刘伟国老师指出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强调师生们要深刻理

解文献的含义，理解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内容，“太行山上，尽善尽美”，希望师生

们在太行山地区有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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