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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听说“多友”这个神秘的组织，可惜一直无缘加入。去年在沈阳、榆

林的两次活动上有幸得见李老师，这次更得以在正式成为多友前，应邀来南京参

加第二届多闻论坛活动（和不少朋友一样，也是第一次就想来），那种兴奋自不

待言。当然，严格来说也不是第一次参加多友的活动了。因为去年底在北京参加

中青院的政治传播论坛时，就曾和众位多友听完李老师在北师大的讲座后，一起

小聚。 

 

一、机场路上 

年初就通过光锋兄接到了李老师的邀请，后来却发现4月 1日周五上午有课。

而且还得把去城大前调课请假等手续弄好（赴港背后也别有故事，留待访学笔记

再论）。时间挺急。直到周五下午在办公室坐定，才稍觉安心。 

其实中午下课时就赶上了下雨。幸而外甥拿伞来救驾。他还问，下午怎么走？

起初打算去北站乘地铁再换快轨，后来一查，间隔太久，怕误事。然后想到了附

近长客总站的机场大巴，但是也不敢保证天气，尤其不敢保证不堵车。最后决定

还是顺风车吧。第一遍还弄错了时间，整成了两点半，有点儿早。 

然后确定 15：50 出发，南门顺风车。车主三点半就到了，匆匆收拾好，15：

40 从办公室下来。却赶上了下雨，幸而还不算大。同车还有一位去机场，顺路，

营口银行那儿。但是因为下雨，足足堵了半个小时，而平常这段路只须四五分钟

即可到达！这时候已经快 16：20 了。 



接到这位同车的朋友时，正赶那阵雨下得很大。她在麦当劳门口，过不来。

车主拿出备用伞，接上她，回到车上，上衣已经淋透了。然后掉头，赶往青年大

街。雨竟然小了，但堵车依旧。 

车主说，五点半能出青年大街就成，因为那里距桃仙机场也就十分钟的车程。

急也没用，只有等。雨依然不紧不慢地下着。朋友圈里看到南京的艳阳天，晒的

各种靓照，心痒难耐啊。而这边却赶上了第一场春雨。而且头天沈阳还是大风沙，

车里甚至都能嗅到泥土的味道。 

 

 

百无聊赖，竟然眯了一觉儿。醒来，还没出青年大街。不过女交警倒是靓丽

的风景。问车主，是不厚时期的遗产吗？曰非也：这是沈城对外形象的重要窗口，

所以都是女交警，直属市大队，不属各区管辖。而且为了保证畅通而不堵死，即

便出了状况，也处理地很快。 

聊着聊着就来到了那年参加启蒙之光图书馆活动时住过的华侨宾馆。知道这

儿离机场不太远了，心下稍安。 

 

二、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万幸在 17：20 赶到了机场。雨已稍停。办理值机，准备安检。被告知箱子太



大，不能随身携带，要托运。于是再回头。匆匆弄好，进了安检，到了登机口，

却发现：空无一人！！！啥情况？抓住一位工作人员，她不清楚。这时又来了一位

高高大大的男工作人员。咋回事儿啊？对以：飞机还没到呢！此时已经 18 点，

距离原定起飞还有 25 分钟！飞机还没到！显然要晚了啊！！！ 

微信上看已到南京的师友们相聚晚上的活动，恨不得飞过去。但是只能干等

着。天气原因，晚点；何时起飞，待定。6 点、7 点、8 点！快八点时，有广播

说，某航班调整到 9 点半起飞。当时还有些幸灾乐祸，估计我们的应该快点儿吧！

万万没想到，大概八点二十左右，广播告知：我们的航班推迟到 22：40 了！！！ 

当时心头真是一万头那啥马跑过呀。已经等了两小时了，也不差这会儿了。

只有继续等。机场提供了简单的快餐，匆匆填了下肚皮。 

22：10，飞机到了。广播通知打扫后可以登机，而且更换了登机口。22：30，

开始办理登机。机舱关闭大概是 22：50。此时南京众位师友的晚宴小聚已大致

结束。李老师等还发来慰问，但是下机后才看到。 

 

 

4 月 2 日凌晨 1 点左右到南京禄口机场。出门坐机场大巴到西华门，再打车

到晶丽酒店。两点 10 分了。到房间门口，第一遍刷卡，不行！以为卡有问题，

下楼问前台，他说：门反锁了？但还是重新再做了次卡。再回 818，还是刷不开。



看来真是反锁了。想起顺铭兄微信发来的电话，于是，对不起，贴心的同居密友

啊，只能惊扰之！顺铭兄的手机铃声很响，而且因为看我没到，他潜意识里还在

等我，没睡沉，乃起而开门！此时，凌晨两点 20 分！ 

顺便插一句，去年夏天辽大活动，绍根兄也是凌晨两点半到的，我当时睡不

着，正开着灯。于是引导他和出租车进入宾馆。当时我们俩合住。不过这次变成

了我骚扰同住的顺铭兄。 

从 15：40 出发，到两点 20，快 11 个小时！本来该早点儿到的。想起 1 日早

晨看到顺铭兄 9 点到南京时，还在微信上笑曰：自己要晚上这个点儿才到。当时

推算是 21 点到机场，22 点可到宾馆。哪曾想竟然晚点如此！早知道还不如坐下

午两点的高铁，才八个小时。以至于有老领导说：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有朋友跟帖：这个不赞，天理难容 O(∩_∩)O~） 

 

三、多闻论坛 

小睡即起，和顺铭兄下楼早餐。见到了小兵兄（还有他们家的小小兵，爷俩

可真像），还有一众友人。李老师及多位朋友道声辛苦，并承问及昨晚啥时候到

的？几乎每位挨个问答了一遍。以至于晓梅姐说：你干脆写个牌子放餐厅入口，



注明时间，省得每次都要重复一遍 O(∩_∩)O~ 

早餐之后赶往费彝民楼，参加多闻论坛。见到了很多熟悉的师友，包括微博

上很早就熟悉的张生教授，双微网友周雷兄，以及即将同期赴港参加多友访学计

划的张杰兄等。还见到了许久未见的辰瑶博士，以及闻名已久的张宁兄。后面坐

着、站着的，还有不少来旁听的学生。 

活动之精彩纷呈，不待多言。互动环节亦很有趣。小兵兄乃欲唤出心中的猛

虎，一时成为焦点语录。拙我也按“命题作文”作了简短发言，那种窘迫和紧张，

可以参见绍根兄的大文，几乎是同样的心情。没能很好地完成李老师的任务，已

经诚惶诚恐；更没想到个别无意的不确表达，也引来争鸣（这是意料之中的）和

误解（一激动，说快了就容易荒腔走板）。比如谈到这篇失败的拙稿更像党史文

章，而不是史学作品，即引发一些同仁的共鸣，大概也是当下新闻史学科焦虑的

一种无意识反应吧（而在我自己，因为一直游走于政治学、历史学和新闻传播学

的边缘，则并无那么强烈的学科藩篱意识，而是以问题为主）。另一句发言，更

是引来晓梅姐谓我“等史料如等恋人”的谐语。 

 

 

中午时分，神交已久的双微网友郭建斌教授也到了。简短午餐后，论坛继续



（期间上楼收拾行李，准备晚上转往扬州）。不过这次主题已经从史学转向了人

类学。郭老师的“在场”概念，引发了会后的小高潮。比如“转场”，以及晓梅

姐后来发明的那啥 O(∩_∩)O~（按即如球赛最后谓**哨声吹响者也）。互动环节，

虽然好基友红涛兄没来（到亚美利加开会 happy 去了，也算是“缺席”的“在

场”），未能如去年活动上两人互相缠斗那般好耍（风闻如此，可惜未曾亲见），

但顺铭兄还是战斗精神不减，即兴评点，提出疑问，也引发人类学背景的周雷兄

之激烈回应。 

 

 

因为时间关系，更多讨论未及展开。李老师简短的结语后，“转场”扬州。正

赶上细雨蒙蒙。车上和建斌教授并座，聊起他的研究。从起初的设想，到后来的

博士论文，到发表成著作的电视研究，再到现在关注的电影放映队，其研思历程

的演进，很有意思。当然也聊起拙我所做的张季鸾、大公报等相关话题。尽管具

体研究领域不同，但在若干方面的确有可以共通之处。 

 

四、烟花三月下扬州 

先讲身份证奇遇记吧。晚上入住酒店，仍和顺铭兄“同居”。通知用餐后要参



观古运河，但是办理入住需要身份证。放好行李后，下楼用餐，却发现掏遍上上

下下各兜，都没找到身份证！！！明明记得按嘱咐拿出来放兜里了啊。负责的学生

记住房间号后，说到时候可以上去取。用餐将结束，等待出发之际，又上楼去找

了一遍，也没发现！ 

带着疑问去参观运河，又下雨了！我也是雨神啊。把绵绵春雨从沈阳带到了

南京，又带到了扬州！ 

 

 

参观后回宾馆，在大堂问了负责的学生，还以为她们已经拿到了身份证。但

是答复说没去取。有点儿慌了。这要丢了，过两天订票去香港什么的都很麻烦啊。

打声招呼后，再次上楼找身份证。谢天谢地，东摸西找，总算发现：居然掉进椅

子的缝隙中！显然是当时急着下楼用餐，以为带到了身上！昨晚没睡好，虽然明

知道楼下节目很精彩（后来看到了额照片），但是实在坚持不住，和娘儿俩简单

通话后，冲了个澡，进入了梦乡。 

4 月 3 日，晨起，在窗口拍了个照，发了个朋友圈，说烟雨江南。较真的史

学家问道：到底是雨是雾？O(∩_∩)O~朋友们或曰：细雨蒙蒙如雾；或曰：像

雾像雨（没有“又像风”O(∩_∩)O~）。还有的诗意地评论道：江南如果没有烟

雨，没有长着青苔的石板巷，没有油纸伞，那还是江南吗？ 



早餐后去参观鉴真图书馆。此前还有人猜想，里面会不会有马列主义的图书？

进馆后发现，不但有佛经，还有马列等“世间学”之套书。当然更多的还是经律

论、大藏经等各类佛书，以及星云大师的个人作品专柜。红军兄为李老师手持星

云大师“不急不急”一书的摄影，更是很火。 

 

（经典照片：不急不急） 

 

印象较深的还有星云的一笔书。如真心不二、仁者乐山等，有几条很是喜欢。

还有就是大师善用媒体传播宣扬佛教，比如陈列的《人间福报》，还有佛光山电

视台等。李老师特别讲到星云大师、陆铿先生以及许某人的相关故事。 

参观时小兵兄慨叹，扬州讲坛，名曰推广文化，但邀请的嘉宾，似乎都没文

化；真正有文化的，尤其是扬州本地培养起来、后来又走出去的，又不请。众人

又聊起百家讲坛现象，感慨学术名家往往不适于这种镜头表演。当然这里面也涉

及中外差异等诸种话题了。 



中午，瘦西湖畔，宋夹城用餐。推选“王妃”成热点，多闻论坛在欢声笑语

中胜利闭幕（还有一个大新闻，就是晓梅姐学会了发红包！！！）。随后大家欢快的

踏上回宁的大巴车。作为辛苦的地主之一，光锋兄在回程车上捧书而眠的照片，

引起大家的共鸣与感慨。为了这一场学术的盛宴，感谢南京多友们的辛苦付出！ 

 

 （猜猜李老师在干啥？以及，左右两边露出胳膊的都是谁？） 

 

五、期待重逢 

回南京后，虽然也有赶飞机、赶火车的，但不少多友们还是逗留在大堂，希

望再多留一分钟，和李老师再多说一句话。多友情深，可见一斑。 

傍晚建斌老师以前的学生来访。晚上应邀小宴，才得知从云大保送到南师大

读研的他，居然是俺的微博粉丝（大概人们之了解俺，不外乎翻译白鲁恂的作为

领袖的毛泽东、参与受访《报界宗师张季鸾》的纪录片，以及微博）。 

散后又在红军兄安排下，和晓梅姐、郭老师、孙老师以及“王妃”陪李老师

小坐。几杯酒下肚，听李老师聊起从保山走出的云南新闻人陆铿先生的种种奇闻



逸事。这些以前也看过、也听过，但总感觉不解渴，尤其是李老师那独特的声音

讲述起来，更显得韵味悠长。如晓梅姐所说，听的过瘾又不过瘾。我们一直想听，

赖着不走，直到深夜，把人家咖啡厅急于下班的服务生“都熬睡着了”。郭老师

更是感慨，听李老师的精彩讲述，“从个人生命史，进而到新闻史，再到社会史，

是这两天谈话的一条主线”。并再次感受到一点：“那些牛的人，无论涉及哪个领

域，何种议题，都能做出牛的东西，不得不服！”  

 

 

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李老师丰富的人生阅历、扎实的社科训练、敏锐的理

论视角、诚挚的人文情怀，总能给人以启发，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刚开始独立进入

研究场域、下一步学术道路该怎么走还处于摸索阶段的后学晚辈来说，更是如此。

而把分散在全国各地不同院校、来自不同学科训练背景、但又对某些共性话题感

兴趣的年轻学人聚拢和组织起来，共同切磋、砥砺进步，“友直友谅友多闻”，这

一看似容易的举动，其背后所蕴藉的那种厚重的道义担当意识、浓烈的学术传承

情怀，以及不求回报的艰辛付出和无私努力，尤令我们后学晚辈钦敬不已。相信



未来中国（新闻传播）学术史上，必将为此记下浓重的一笔。在此非常感谢李老

师的信任、提携和厚爱，使俺也得以有机会进入这个大家庭，成为多友的一员。

在这里的确收获多多，也因此更期待下一次的重逢与相聚！ 

 

（嘿嘿，这就是从来“不上像”的俺） 

 

又及， 

图片借自各位多友，版权仍归个人所有 O(∩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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