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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重读名著 共话经典”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文化研习营 

主办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参加总人数 30 余人 

项目执行起止时间 2024 年 7 月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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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海峡两岸大学生文化研习营是由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实

施的两岸教育交流品牌项目。研习营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许嘉璐教授倡导设

计，首届研习营于 2014 年暑期开始，至今已成功举办十届，

共有两岸近 90 所高校的大学生近 800 人次参加。 

该项目旨在展现两岸文化的真实面貌，通过鲜活的中华

文化亲身体验，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增进彼此间的交流

和了解。研习营自 2014 年起，分别以汉字文化、茶文化、

长城文化、民族文化、运河文化、笔墨纸砚文化等主题展开。

2024 年，研习营将围绕《三国演义》这部在两岸均脍炙人口

的古典名著，体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 

 

二、本届项目简介 

本项目选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四

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为主题，开展一系列别开生面的

交流活动。 

2023 年适逢“刘备托孤”1800 周年，本项目精心选取

了南阳、襄阳、荆州、奉节、成都等地作为实践地点，以志

纪念。本项目行程所涉之地留存了大量文物古迹，见证了这

一时期诸多重要历史事件，集中体现了三国文化的深度和广

度，将对两岸青年学子实地、真切体悟中华文化的博大和精

深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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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作为备受民间喜爱的经典名著之一，其意

蕴丰富，既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也承载

着海峡两岸的普遍价值追求，在当今社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和影响力。本次活动将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在“三国行迹”

中看见华夏历史，唤起两岸青年学子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

同，真正实现两岸民心相通、心灵契合。 

 

三、项目实施方案 

（一）活动日程（暂定） 
 

时间 活动内容 

 全天 研习营成员报到 

第 1 天 

上午 开营仪式暨《三国演义》历史文化主题讲座 

下午 

赴卧龙躬耕地卧龙岗，瞻仰南阳武侯祠，     

诵读《出师表》，在大陆保存最完好的南阳

府衙和品读传统文化 

第 2 天 

上午 
在南阳市区瞻仰“医圣”张仲景祠墓， 

考察宛城遗址  

下午 

赴三顾茅庐起始地新野县，参观新野博物馆，

考察汉桑城、古议事台，再行“走马荐诸葛”

之路，感受汉先主从蛰伏到腾飞的历史脉搏 

第 3 天 

上午 
赴刘表任荆州牧时的治所襄阳，考察襄阳古

城墙、仲宣楼，了解古代城市建设范例 

下午 
途经跃马檀溪遗址，赴襄阳城外古隆中探访，

体认武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高尚情怀 

晚上 
举办研习营第一阶段总结： 

南阳与襄阳“躬耕地”之辨的学理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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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天 

上午 
赴“借荆州”“回荆州”“失荆州”的发生

地荆州市 

下午 

瞻仰中国四大关庙之一的荆州关庙，考察荆

州关羽祠、刮骨疗毒纪念地和荆州古城墙公

安门、宾阳楼，怀古追思 

第 5 天 

上午 
参观荆州市博物馆，走访洗马池、拱极门、

德胜桥、三国公园，品味城市中的三国文化 

下午 
考察沙市中山公园春秋阁，参观中山纪念堂，

在亚洲最大的中山公园漫步，追寻三国胜迹 

晚上 
举办研习营第二阶段总结： 

海峡两岸青年学子“三国演义”知识竞赛 

第 6 天 

上午 

赴长坂之战发生地当阳市，瞻仰关公归神地

——玉泉寺和当阳关陵，体悟两岸共同信奉

的忠义精神 

下午 
走访长坂公园、太子桥、娘娘井、张翼德横

矛处，追念单骑救主的英雄传说 

第 7 天 

上午 途径宜昌猇亭古战场，前往重庆市奉节县 

下午 
入蜀途中赴先主托孤地——白帝城，瞻仰永

安宫、白帝城托孤堂，饱览夔门三峡胜景 

晚上 

抵达四川省成都市，在衣冠庙、洗面桥、万

里桥、黄忠小区等城市街巷中探寻三国文化

记忆 

第 8 天 

上午 

瞻仰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地——成都武侯祠

和先主惠陵，再诵《出师表》，观摩祠内    

“明良千古”特展 

下午 参观杜甫草堂，回味三国文化的后世余音 

晚上 
举办研习营第三阶段总结 

暨两岸青年学子交流论坛 

第 9 天 
上午 结营仪式 

下午 研习营成员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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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预期成果 

研习营结束后，主办方将在结营仪式各组汇报展示的基

础上，以《两岸青年学子“重读名著 共话经典”研习营成

果集》的形式全面呈现研习成果，记录两岸青年学子交流的

难忘历程。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多媒体影音成果，也是见证精

彩瞬间的有益补充。 

 

四、项目特色 

首先，《三国演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历史文

化内涵更是重要的精神遗产。“智圣”诸葛亮、“武圣”关

羽等三国人物，在台湾的民间信仰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

其中蕴含和承载的理念价值和传统美德，为台湾民众深所服

膺，甚至成为其立身处世的信条与准则。因此，《三国演义》

和三国人物成为海峡两岸共同的文化纽带和精神联结，其来

有自。 

两岸青年学子共同走进《三国演义》的历史场域，在行

游中寻访三国遗迹，切磋三国知识，徜徉大好河山，领略神

州风采，可以润物无声地强化两岸学子的交流与互信，产生

积极作用。 

此外，本项目设计独具匠心地选取荆襄、巴蜀地区作为

参访路线的中心。《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有三分之二发

生于荆州和益州；新野、樊城、当阳、麦城、白帝、成都等

处，是三国爱好者耳熟能详的“朝圣地”；卧龙出山到白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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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孤的十六年，洵属三国故事最波澜起伏、风云激荡、引得

无数人感怀与动容的时刻；由“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到“临

崩寄臣以大事”的历史际遇，更是《三国志》作者陈寿所称

“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的真实写照。 

本项目的参访行程中，无论南阳与襄阳“两处躬耕地”

之辨、襄阳与荆州“两个荆州城”之考，抑或南阳与成都“两

座武侯祠”内、岳飞手书前后“两篇《出师表》”前之深思，

都能够以深广的历史情怀和悠远的文化共鸣，凸显深刻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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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重读名著 共话经典”研习营沿线胜景十幅 

 

胜景一：南阳武侯祠 

 

 

胜景二：新野汉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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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景三：襄阳“古隆中” 

 

 

胜景四：荆州关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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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景五：荆州春秋阁 

 

 

胜景六：当阳关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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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景七：当阳玉泉寺 

 

 

胜景八：宜昌猇亭古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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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景九：奉节白帝城 

 

 

胜景十：成都武侯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