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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为情，为多闻：首届多闻论坛有感 

王蕾（南京大学） 

 

    烟花三月的江南，一众多友如期而至，参加 2015 年首届多闻论坛。两天的

相聚如此短暂，学术论辩、思想碰撞、脑力激荡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拂堤杨柳醉

春烟的扬州画中游也恍若昨天，朋友们却已然散去。匆匆，太匆匆。 

    2005 年发端于城大的多闻雅集，这个活跃、有趣的、极其独特的新闻传播

学术共同体，在金铨师十一年的精心栽培、香港城大多位教授的辛勤耕耘之下，

已蔚然成林。到今天，已汇聚了 173 多位多友，跨越两岸，彼此结下了金固的情

谊。每一次的相聚，重逢旧友，结识新知。大家彼此之间，没有利害，不问得失，

只有交心，于游山玩水间问学问道，砥砺学术。 

    因着种种机缘，在金铨师的一路激励和指点之下，首届多闻论坛得以在 2015

年于南京和扬州两地举行。与此同时，大家共同见证了 “多闻书院”的揭幕成

立。至此，多闻雅集由百多位多友围绕形成的“无形的学院”终成有形的“多闻

书院”。“多闻论坛”是一个为研究旨趣相近或相关的多友搭建的小型化、专题化

深度交流平台。正如郑欣所言，其特色在于三个“真”：真问题、真讨论、真学

问。以真问题激发真讨论，启发共通的思考，以期承继金铨师的治学门风，在多

友学术圈促进学术砥砺，推动多闻雅集学术社群的成长。如此，多闻雅集、多闻

论坛和多闻书院得以一脉相承。 

    虽说“春天不是读书日”，满眼的绿色，扑鼻的花香，令人沉醉的春风……

然而就有那么一群人，为着学术，为着友情，为着我们的多闻雅集这个超有凝聚

力的学术共同体，“搭上了小命，痛苦熬夜写论文……”（在我日夜兼程的催逼下，

何晶的无奈之语）。 

    论坛开题是周晓虹教授与金铨师的主题演讲，一场社会学与传播学的对话，

两位学界前辈宏阔的学术视野，于学问的诚挚之心令人动容。下午两场专题研讨

会，抛出了精心遴选的 6 篇引子论文。学界新秀刘兢对 1950 年代至 2000 年代当

代中国议题在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中的流变进行了梳理，沈荟作为评议人对这项研

究做了精辟而尖锐的点评，她引经据典，口若悬河，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一名资深

学者的专业素养，引发在座学人的浓厚兴趣。黄月琴对赋权理论的剖析引起热议，

横跨业界、学界的评议人王君超观点鲜明的精彩点评更使讨论升温。章平在研究

中认为媒介治理研究框架能否成为决策转型研究的主要研究范式，取决于中国政

治改革的进程。江湖传奇“文献帝”白红义旁征博引提出质疑，思维敏锐、口齿

伶俐的章平从容应对。李艳红试图用质性方法建构“数据新闻”的理论框架，挖

掘其社会科学意义。在温柔美丽谦和的外表之下，李艳红深厚的理论积淀，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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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训练，缜密的逻辑思维展露无遗。张洪忠作为新媒体研究领域的年轻专家，

对其研究做出精当且专业的评论，有研究生告诉我，李艳红老师的研究给了他很

多启发。多友之友李红涛所做的《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

批判性议题》研究是全场讨论的热点所在，引发大家广泛兴趣，他的评议人是嫡

亲师弟黄顺铭。这兄弟 2 人，经常在朋友圈里互掐，常惹得我们围观。顺铭为了

评议红涛论文，记录了满满两页纸的笔记，我们期待着两人现场唇枪舌剑、刀光

剑影、难分伯仲的学术激辩。果不其然，两位学者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底、灵敏的

思维力和伶俐的辩才，进行了一场有深度有内涵，生动有趣、不乏幽默的学术互

动。讨论热烈，李艳红，张宁先后犀利发问，红涛镇定自若，兵来将挡、水来土

掩，不顾主持人多次催促，一定要把问题回答圆满。朱丽丽的研究聚焦于社交网

络中的青年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对本土的研究途径进行了阐释。这也是现场学

者们感兴趣的领域，评议人吴红雨对这项研究提出独特见解和建议。 

    几乎每一个议题都激发了热烈讨论和观点碰撞，与会者思想高度集中，脑力

激荡。讨论中开阔了彼此的思路，开拓了研究的边界，文献帝变身“问题帝”，

频频向靶子论文发出诘问，再度令人心生敬畏。甘于“做小”的许静以其跨界的

研究视域、广博的阅读量跻身为多闻史上最犀利“问题后”。金铨师对 6 项研究

做了高屋建瓴的点评和点拨，指出每一项研究的不足以及可以进阶的方向。3 个

小时很快过去，大家都沉浸在思想交锋、获取新知、灵感频现的高度兴奋中。 

    傍晚移师扬州，踩着斑驳的青石板路，穿过古老的东关街，在古朴雅致的长

乐客栈，由我主持的第三场专题研讨会继续进行。其实经过一天快节奏的主题演

讲和专题报告，加上长途奔波，大家都很疲惫。原本计划研讨会只进行一小时，

之后让大家漫步春风沉醉的扬州城，谁知讨论还是持续了 2 个小时。20 多位学

者畅所欲言，分享自己的研究计划，以及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这场研讨中，

卢家银的研究成了“靶子”，被栾轶玫频频发问。多闻论坛的第三场专题研讨会

最终在晚上 10 点圆满结束。记得老师说过：“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学

术当然可以自己做，但很多时候都是受人启发和刺激，得以见贤思齐。……讨论

的过程是试金石，大家在一起相互讨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将自己像一把刀

一样越磨越利。”我想，这正是多闻论坛的与众不同之处。 

    去年我们相约“烟花三月下扬州”。瘦西湖,个园、何园、大明寺、平山堂、

花局……这座千年古城旖旎秀丽的风光曾触动过无数文人墨客的灵感，“人生只

爱扬州住，夹岸垂杨春气薰”，“一望青青青不断，绿杨回首忆扬州”，“天下

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此刻，三步一桃，五步一柳的瘦西湖春色正浓，

“绿柳才黄半未匀”，粉色桃花始芳菲。坐在画舫中，向前方眺望,五亭桥和白

塔在绿树掩映下如诗如画。望向湖面，亭台楼阁、红花绿柳的倒影在碧绿湖水中

依稀可见，好一派精致的江南风光！然而吸引彼此聚在一起的，不是美景，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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铨师的吸引力，是多友们的深情谊。因着多闻雅集这个大集体，我们年年相聚，

在南京、云南、台湾、香港、甘肃、内蒙……我们的足迹已遍布大江南北，我们

在哪儿，哪儿就是一道风景。10 年来，无论新朋还是旧友，线上线下的联系从

未间断。每次相聚，素未谋面的多友间无丝毫陌生感，因为多闻雅集这个极有凝

聚力的大家庭，多友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有一份兄弟姐妹般的情谊。 

    这次首届多闻论坛在我们南京大学多友们共同努力之下顺利结束了。身为会

务组中的一员，切实感受到我们这个小团队的团结精进的协作精神和快速高效的

行事风格。在金铨师的倾力指点下，我们会务组在短短的时间里，细致规划，努

力把每个细节落到实处，力求完善。筹备会议期间，团队里每一位同事都倾注了

满腔热情，放下家中的事、手边的事积极配合。除了是同事，大家平时也是玩得

很好的朋友。我想说的是：能跟这样一些人做同事，做朋友，何其幸运！能生长

在多闻雅集这样一个大家庭，更是有幸！ 

    我们因为多闻雅集这个独特的学术共同体结下了终生的缘份，我们相遇，相

知，相聚，融入了彼此的生命。多闻雅集、多闻书院、多闻论坛见证了如此情谊。

只想再引用一次许静的“情”话，她道出了我们所有多友共同的心声：愿在多闻

雅集大家庭里，我们一起求学到老，相伴到老，没完没了。明年春花烂漫时，南

京见，扬州见！ 

 

                                       2015 年 5 月 5 日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