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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多闻雅集”的起源与寓意  

 
“多闻雅集”的灵感来源于 2006 年李金铨老师和第四期多友的一次夜谈，我是见证者之一。临近访学结束

的某个傍晚，我们到办公室话别，朱丽丽提出建立一个机制让大家可以常见面，获得赞同。记得李老师

办公室有幅字，上面写着“友直，友谅，友多闻”，“多闻”一方面指博学多闻，另一方面又代表“新闻”，寓

意由"博学多闻"的"新闻人"组成一个结合学术与友谊的"无形学府"，所以叫“多闻雅集”。自从 2008 年以

后,每年暑假更轮流在各地聚会,举行"中华青年传播学者论坛"。我认为：香港城市大学一个月的访学，让

我找到久违了的“游学”之感觉，我们曾经拥有的那种不带任何功利主义色彩读书学习的读书人之理想，

我很喜欢凭兴趣乱七八糟瞎读乱翻，同仁们天南海北胡侃瞎聊的感觉。 

 

践行：“多闻雅集”的学术理念与独立精神  
 

“多闻雅集”践行着一种将学术融入生活、融入日常的理念。大学老师都是教学科研并重型的，观察思考

做研究是我们生存的基本状态。目前大学的学术研究变得碎片化、过分专业化，其中门阀观念浓厚，小

圈子意识强。“多闻雅集”提供了中国传统的读书人的论坛活动，这些活动不是和学者自己所做的研究目

贴得那么紧，而是可以开放地思考、自由地讨论。  

 

推崇这句话：“我们反对以某种功利主义和炫耀学者智慧为目标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问题

导向，学术问题做到了什么程度、问过什么重要问题、解决了哪些、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学者要不断反

省什么是好问题？什么问题值得研究？论坛提供了切磋交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平台，以问题意识

来促进学术社群的成长，而不是单打独斗。很多问题是可以赋予新的解释，不断更新的。  

 



普遍认为“多友圈”是一个没有论资排辈，没有勾心斗角的大家庭般的独一无二的学术共同体。学术本来

就是平等的，不应该论资排辈。这所“无形学府”看似无形但向心力很强，可以自由出入的。营造  

了一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学术氛围。  

 

期许：多闻论坛的未来发展 

 

回归教师本位，重点研究教学问题。多友百分九十以上是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师，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

传道、授业、解惑。而新媒体带来全新的传播生态，传统新闻传播学的教学体系应该与时俱进。还原学

者本色，研究真问题，学术有兴趣。好的学者是有压制不住地学术研究的兴趣与探索问题的热情。办好

每一届多闻论坛，让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会，是要严肃地讨论问题的，与会者都能有所

得。  

 

多闻论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多闻雅集”已经走过深圳、庐山、黄山、云南、 鼓浪屿、香港、台北、

兰州、蒙古、成都、扬州、北京等地，走遍中华大好河山，未来希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将它办成一

个国际新闻传播青年学者之雅集！  

 

最后，祝愿“多闻雅集”不忘初衷，砥砺前行！发扬“友多闻”的精神，实现“群贤毕至”的雅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