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花三月的多闻论坛 

 

南京和扬州是我特别喜欢的故地，有戏曲和园林；多友这个群体则是
心中十分珍惜的一群人，在李金铨老师的精心营造下，百十号来自各个学
校的年轻老师们组成了一个形散神不散的学术共同体。因此，当听到第一
届多闻论坛将于烟花三月在南京和扬州举办时，真是由衷地高兴。 

 
（图：古色古香的南京大学） 
我自己这个学期承担的教学任务比较多，每周要讲十五个学时。虽然

论坛是周末的两天，但是前头的周五和后头的周一都有课，无奈之下只能
开启“HARD”模式，周五早晨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带着上课，一下课就地
铁去火车站；周日晚上从扬州坐一夜火车，周一上午下了火车直接赶到教
室继续上课。然而，行程越是匆忙，内心愈加珍惜。 

 
（图：南大校园里的一棵古树下，师生切磋琢磨） 



 
之前来南京五六次，但对于南京大学一直是闻名已久、素未谋面，这

次终于有机会一览尊容。周六的早晨，在会务同学的引导下，我们从住处
穿过了南园和北园，一路上的绿真是目不暇给、相当养眼。中轴线上的古
建筑散发着厚重的历史感，正像这座城市本身一样悠久和迷人。开会时四
楼的茶歇休息室有几扇大窗户，窗外也掩映着高大的树木，从树叶之间能
够看到底下操场上锻炼的学生们，换一个角度看绿、别有一番感受。 

（图：烟花三月，南京随处可见的绿意） 
 
两天的行程里，感受最深的要数周六上午开幕式之后传播学者与社会

学者的讲座与对话。印象颇深的是周晓红老师谈起自己未来的研究和写作
计划时，流露出的学海无涯、人生苦短的感叹，这么高段位的学者尚有这
样的进取心，让我们年轻人既汗颜、又受鼓舞。 

 
（图：扬州的精致美景让多友们纷纷掏出手机拍照留念） 
 
 
 



 
李金铨老师在第一天上午的报告中同样提及了“社会学的想象力”，

关于直觉和系统知识之间关系的论述尤其令我受教。李老师特别拿出我们
熟悉的王国维和陈寅恪作为案例，讲述两位学者的西学功底对于他们提出
中国问题的价值。李老师认为，这些案例需要好好整理，来为中西跨文化
研究和中国学术提供资源与启发。在多闻论坛的宝贵交流中，李老师也反
复强调提出一个好问题的重要性，这甚至要比一篇四平八稳的论文更加重
要。 

 
这次多闻论坛的另一大收获是结识了更多的多友，倾听了大家的论文

报告和交流，瞻仰了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多样风采。我是 2014 年才加入多
友这个大家庭，见面相识的不过一二十人，而这一次不仅把南京地区的多
友们“一网打尽”，而且还见到了天南海北的众多学友。大家在城大结缘，
复又在故都和扬州聚首，既交流学术，又一同玩赏风物，放眼全国，也应
当是值得珍惜的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