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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闻出智慧  雅集生情趣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骆正林 

 

江南四月，莺飞草长，百花齐放，多友再聚金陵。4 月 2 日，南大一天论剑，

学科交叉、思想碰撞，多闻论坛获得丰硕成果；4 月 3 日，扬州烟雨文化游，绿

柳诗桥、谈天论地，师生拾得颇多人生情趣。十一期多友访学，两届多闻论坛，

“多闻雅集”已成华人重要的学术社群。多年浸染其中，深受启蒙教育；2015

多闻论坛，更是感慨良多。 

 

多友的学术地中海 

4 月 2 日多闻论坛，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张生提出了“东亚地中海”的概念。 

亚欧非之间的地中海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那是古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曾经

称雄的地方，也是爱琴文明、古希腊文明的孕育地。历史上欧亚地区兴起的大

帝国，都曾为控制地中海而不惜刀光剑影。地中海复杂的地缘政治引起过无数

的冲突和战争，但地中海也因各种文明的交融而变得神圣、神秘，后来更成为

“欧洲文明中心论”的重要证据。张生教授提出的“东亚地中海”包括“东海

和黄海及其附属各海峡通道和边缘内海”，张教授据此指出中国主张的“新型大

国关系”，摈弃了传统的地中海模式，内含一种可能导向和平之海、繁荣之海的

新地中海模式。 

无论是地中海还是东亚地中海，它们都是文化交流的舞台；如果摈弃传统的

武力角逐，新地中海将是孕育新文明的母体。沿着张生教授指引的方向，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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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产生了一种幻像，感觉多友们也有一块地中海。这个地中海可能是香港的维

多利亚海湾，也可能是扬州的廋西湖；或者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地点，它只存在 

于每个多友的心中，是一块无形的学术地中海。每年多友相聚，散落在两岸三

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学者，可以将不同的地域文化、独到的学术见解、丰富

的游学见闻带到“地中海”；如果假以时日，多友地中海将会孕育出更多的学术

成果。 

  

廋西湖的美景让首届多闻论坛增色 

 

法师缺席的扬州讲坛 

4 月 3 日，扬州文化漫步的重要地点是“扬州讲坛”。扬州讲坛设在星云法

师捐建的鉴真图书馆内，一般每月举办两次公益讲座，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服务建设人文扬州。扬州讲坛的主讲者，多为星云法师直接邀请的名人、名家。

按照事前的精心安排，多友们原本可以聆听到星云法师的真声。然而，因为机

缘不巧，大师还是缺席了扬州讲坛。扬州讲坛虽然没有开讲，但多友们的兴致

不减。在导游的引领下，我们参观了鉴真图书馆，翻阅一本本能够“静心”的

佛教书籍，观察与思考宗教图书馆与马克思的距离。当多友们来到“扬州讲坛”

的会场，个个跃跃欲试，期望能够登上“讲坛”，找点感觉、拍个照、留个念。

因此，当看完了图书馆播放的扬州讲坛宣传片后，大家纷纷鼓动李老师先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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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然而，出乎大家的意料，李老师坚决地回绝了弟子们的好意，带着敬畏领

着弟子们退出了讲坛。 

 

    

不急的邹老军没能在讲坛上拍照 

扬州讲坛既是一个佛教场所，但也不是纯粹的佛教场所，它是一个佛、俗

兼容的一个文化空间。星云法师一直以弘扬“人间佛教”为宗风，也许扬州讲

坛恰恰体现了法师的传教理念。宗教能够给人带来心理慰藉，能够缓解生活压

力，能够教人有所敬畏；星云法师对佛教的制度化、现代化、人间化、国际化

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了华人社群的精神信仰。CC 老师一生奔波在世界

各地，老师为传播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又在两岸三地培养了大批年轻学

者。论资历、论学识、论影响，老师理所当然可以坐在扬州讲坛上。但老师的

拒绝却给后生们上了精彩一课，我们看到了老师一生的修养，看到了老师的敬

畏、谦逊和包容。老师的言传身教，一定能让我们受益匪浅；正是老师的敬畏

之心，让我们更加感受到老师的人格魅力。当然，我们也期待将来有机会，扬

州讲坛能够正式邀请老师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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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友共建的虚拟田野 

微信圈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也改变了社会的组织结构。传统

社会，人们交往需要“贴身”进行，社会结构是科层式模式。网络时代，人类

交往突破了时空限制，真正实现了“天涯若比邻”；人类的社区结构呈现出离散

化现象，散落在地球各个角落的个体，能够凭借情感、信仰、信念形成一个高

度互动的虚拟社群。 

“多闻雅集”微信圈已经创设好几年了，它已经成为多友们每天生活的社

区。在这里，有学术活动的信息，有思维碰撞的火花，有人生的酸甜苦辣，有

胜似亲人的关爱。你痛苦了，可以得到朋友的慰藉；你高兴了，可以得到朋友

的祝贺；你疯狂了，朋友们帮你降降温；你失落了，朋友们帮你打打气。更重

要的是，“多闻雅集”微信圈是历时的，穿过时间的长河，多友们会越来越像虚

拟的部族，多圈也越来越成为多友的精神田野。郭建斌和陆双梅师徒多友，用

他们的脚板践行了民族志研究，也用他们清新的语言、智慧的文字，向人们展

示了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和文化的生存。其实回看多圈的田野，这里同样有很多

田野调查的资料：多友们用手指创造了多友社群，期待有多友对多圈进行田野

调查，揭开我们自己的“自我呈现”和“文化身份”。 

   

多友社群每天都在虚拟和现实之间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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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体物理学认为奇点爆炸产生宇宙，而宇宙创造了光怪陆离的世界，缔造 

了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也设计出无数人类永远都无法解开的谜团。“多友”正

在成为多友们的奇点，它会制造出更多令多友们魂牵梦绕的衍生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