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缘际会：首届多闻论坛纪行 

 

江南三月，草长莺飞。首届多闻论坛在南京、扬州刚刚结束，老

师嘱托我写一篇小文纪行。多友们来时的笑语和春风还余温袅袅，多

友归去时，刚刚还春光灿烂的扬州居然疾风骤雨，此情此景，仿佛正

是天若有情天亦老。 

 
(此文风景图出自清华梁君健) 

 

多闻论坛的因缘，起初是去年秋季李老师来南京大学讲座，漫谈

间提起十年多闻雅集，多友间情谊深厚，如果可以互相之间增进学术

砥砺、彼此精进就更好了。适逢郑欣提起可以在江南烟花三月时分，

邀请多友们下江南，学术激荡和赏花冶春两不误。最好有一个专题化

的小型论坛，为多友提供更加深度的交流。也正如李老师所说，南京

是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南大南师的一批多友年龄接近，志趣相投，彼

此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也很频繁。大家合作做一件事情已经有比较好的

默契与基础。所谓因缘际会，才有多闻论坛的诞生。 

 

自年前此事商议出意向之后，老师在多闻论坛的宗旨、论文选取

原则及要求、论坛讨论形式等层面都孜孜以求，多次往返邮件，严格

认真到甚至亲自提笔修改我们的行文措辞，令我们这些后辈既感且愧。

他说：常见的学术会议，各人报告小研究的证据，太窄，没劲头。。

多友要与人家不一样。不要落入念论文的俗套，我们边玩边学。可以

提出一个研究方案。求新，有想法，严谨。这样可以先由系统整理，

又富前瞻。也不像一般学术会那么死板。这是成长的路径。正是在李

老师的一路激励与指点之下，首届多闻论坛磕磕巴巴，在我们一众南

京多友手上居然成真了。郑欣和红军是大管家，辰瑶领衔旗下传媒集

团，王蕾和光锋细心体贴全程负责会务，山冰是人见人爱的多闻论坛



会标设计者，还有和根、祁林、张宁、邹军、庄曦、骆正林、李明、

周凯…….不得不说，跟这样一些人做同事，真的很幸运。 

 

 
（南大老图书馆，出自梁君健） 

 

 
（南大北大楼前一树繁花，出自梁君健） 

 

我们分头相邀自己熟悉的多友，十年只开了三次会的艳红来了，

一向不爱出门的红雨和章平来了，咳嗽一两个月都不见好的沈荟几乎

是拼着命来了，黄顺铭和李红涛结伴 PK 来，张洪忠护送何晶来……

周五报到的那一天，多友相见，都是大说大笑兴奋至极。大家来的第

一时间都是要找李老师，李老师一路从南大北园到南园，被从天而降

的多友们数次拦截。当晚晚餐后大家在南苑喝许静带来的径山禅茶，



穿过小庭院中的青石板路和晚樱时，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很喜欢在

这样的季节来这样的南京。时光流转，似乎在城大的一月，那些旧日

时光都在大家心中滚滚而过。因缘际会，这群人在最好的季节，以如

此的方式相聚，也真是最好的时光了。 

 

开幕式上，两位前辈高人李老师和周晓虹老师上演了一场传播学

与社会学的对话，许静带来了一场情深意切、“没完没了”的真情告

白。而当天下午的引子论文专题讨论，则是一场被学生称之为“脑力

激荡到脑震荡”的大讨论。我因为论文忝列其中又兼任第一场主持人，

与这么多真正的学霸们同场，几乎真正“脑震荡”。在这个最能体现

李老师的心力、众多友的支持和多闻论坛的努力的下午，一直嘻嘻哈

哈无所顾忌的多友们出奇得认真，台上台下刀光剑影、言辞锋利、观

点碰撞、思想横溢！文献帝白红义的六大质疑，使得每一位发言者在

发言前都要对他的方向先颔首致意；李红涛台下面色凝重，台上滔滔

不绝，气场强大，他在成功狙击了黄顺铭的质疑后，被李艳红的犀利

提问激发更雄辩的争论；而艳红的气场巾帼不让须眉，引得李老师也

击节点赞；沈荟旁征博引，逼得刘兢谦虚自己读书不够多；章平淡定

过招“媒介治理”质疑；黄月琴的“赋权”理论被整合到若干领域讨

论；红雨对我的点拨令我茅塞顿开；许静作为“问题后”横空出世，

超快语速和超广的话语领域都令人惊叹。三个小时一晃即过，太密集

的信息量和太高段的话语激荡，身在其中，只觉得脑力高度兴奋高速

运转。似乎一个下午浓缩了许多场研讨会。李老师举重若轻，一一指

出每个研究设计的弱点和可能进阶的方向，将最终的讨论推向高潮。 

 

 
（瘦西湖上的五亭桥，出自邹军） 

 



而多闻论坛的一个初衷是相约多友烟花三月下扬州。扬州的瘦西

湖、平山堂、花局里怎么能错过呢？在东关街的长乐客栈里，在最江

南的园林中，一群人直至深夜依然兴致勃勃继续讨论。会议甫歇时，

已经是游人大多散去，只剩幽夜中的亭台重重、花香疏影。踏出古色

古香的长乐客栈，在百年老街东关街上随意漫步，楼台街巷是古老的，

多友们的心是年轻的。新朋旧知，在紧张的学术研讨之外，这一刻的

放松格外愉悦。这次论坛的清华团分外强大，刘惠芬老师在兰州就相

见了，王君超老师和梁君健却是第一次见。此文有许多美图就是出自

梁君健的版权。中山大学比清华更强大，他们来了三个，却回去了四

个，将卢家银带回广州了。龚彦方开心地说，她和艳红、徐桂权是护

送团，将家银交给志安院长就功德圆满了。刘晓程和栾轶玫是兰州旧

友，吴麟和李贞芳是在内蒙结识的。刘兢是早闻其名，这次第一次见

面，原来如此年轻。黄月琴吴世文都是武大校友，见面分外亲切。柳

珊和我一见如故，我们说起一个做过“越狱”一个做过“潜伏”，相

视大笑。人称沈公子的沈菲，在辛苦的会议之外，还被 hold 来做了

一场 418博士之家讲座。路边的小店渐渐地灯都暗了，踢踢踏踏的脚

步和欢声笑语却是一路未散。 

 

多闻论坛的这个周末，无论是南京还是扬州都是碧空如洗，天青

水碧。冶春茶社的早茶丰盛到眼睛目不暇接，只叹无福消受太多美食。

而李老师奖掖多友的方式也改成令人又开心又为难的奖励三个包子。

坐在瘦西湖的游船上一路饱览秀色，当真是春和景明，入目皆是透明

的新绿和灼灼的春花，清丽明艳，两岸亭台不断、迤逦婉约。二十四

桥明月夜，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无数诗词歌赋里的扬

州就这样瞬间活生生地扑面而来。 

 

 
（瘦西湖，出自梁君健） 



 
（请注意 CC 胸口上的“南京大学”校徽，出自邹军） 

 

 
（二十四桥，我们来啦！出自邹军） 

 

多友中的多数是如我一样正值中年，日常生活中有太多负累。江

南三月，草长莺飞，杂花生树，瘦西湖上的泛舟冶春尽管只是短短一

瞬，却是人生难得际遇。周作人说：同二三人同饮，得半日之闲，可

抵十年尘梦。多友何止二三好友，所得何止一茶一饮！春和景明、志

趣相投、学术砥砺、诗文酬和，一个小小的学术社群，能够情谊如此

金固，旨趣如此相投，正如 CC 所说，这是因缘际会！ 

 

 

 



感谢李老师十年树木，如今华语青年传播学界已经蔚然成林。感

谢每一个在这个烟花三月因缘而来的多友，期待春草明年绿的时候，

年年相见，弦歌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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