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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慧 

 

从成都回武汉已有一个星期了，情境切换回来，心境还没切换回来，沉浸

在川藏线的美景之中，沉浸在与多友相聚的欢乐之中。蓝天白云、青青山峦、哗

哗流淌的清澈的溪水、神圣巍峨的雪山„„以此美景为背景的多友们的笑脸，一

一定格于脑海中，成为永恒的记忆。 

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共同主办的第八

届中华青年传播学者论坛，于 2015年 7月 27日如期在成都开幕。多友微信群早

已热闹了几个月了。 

7 月 25 日晚,我拿着提前近一个月网购的火车票出发了,终点站成都两字,

晃动着李老师和嘉琪师母、黄顺铭的身影。 

26日中午到成都，当天成都气温是 35度,一下车就感受到了成都的热度。

赶到川大西门附近的科华苑宾馆报到，前来报到的多友们已将前台打了围，满满

一大堂，有的多友穿上了会议特制的文化衫，虽不认得，但一看就知是多友。 

下午顶着烈日，穿着红色的多闻雅集文化衫逛遍了川大校园，印象最深的

是极富特色的北门，校园内叮当作响的人力三轮车，还有连荫的榕树„„在南门

附近吃了一碗牛肉粉，我自认为还能吃一点辣，却当场被辣翻了。傍晚时分吃了

一碗红糖凉糕，算是解了辣，却也吃不下其他的小吃。锦里是去成都的外地人都

要去的地方，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挂满大红灯笼的巷子里，在从酒吧传出的嘈

杂音乐中，我有点恍惚，这真代表了成都人的生活方式吗？还是外地人臆想中的

成都？ 

从锦里回科华苑宾馆时,夏琼老师告诉我李老师和嘉琪师母，还有其他多友

在楼上的茶楼。在电梯里碰到了邹军老师，我穿的多友衫让他知道我是多友。进

入茶楼，李老师主动向我走来，伸开双臂热情拥抱。这让我想起去年在武汉，李

老师在华科讲学，在陈先红老师家楼下告别时，也是这样热情的拥抱。我记得自

我６岁以后，我的传统观念极深、不善情感表达的父亲没有拥抱过我。这样的拥

抱，让我感觉温暖，也会悄悄湿了眼睛。见了身材超好，温柔知性的师母；见到

了同期在城大访问的吴红雨，这是十年来的第一次再见；见了温婉的丽丽；见了



不知道名字，却知道是去年何老师片子里的王妃的王蕾；见了“公关教母”陈先

红老师；见了颜值颇高，却说自己性格像汉子的徐明华；见了一直在忙着招呼多

友的郑欣„„ 

27日一早，论坛开幕，满满当当一天的会。在简短的致辞环节，海内外教

授院长的话语方式、话语内涵颇多不同。还是喜欢李老师的致辞，看似轻松随意，

却言简意丰，滴水不漏。郑欣作为多友代表致辞，《多友的这一年与这十年》，讲

得真好，台下笑声连连„„ 

“幸运数字”环节是一个抽奖环节，每个多友都有一个“幸运数字”，奖品

是李老师写的字，装裱精美，这奖品太雅致了，也太有纪念意义了。我也好想被

抽中啊，但我没有象何晶那样大声说出来。当夏琼老师上去抽“幸运数字”时，

她说：“我好想抽中刘静慧啊！”这话让我感动了半天。川大刘娜老师礼让出了自

己的奖品，让其他多友多了一次获奖的机会。 

顶着烈日，带着真诚的笑容，排队合影留念。合影前，李老师好像向我说

了句什么，但没听清。后来才知道，是说请第一届多友吴红雨和我到前排就座。

原来落后的我，竟然因缘际会，是第一届多友，我愣了半天，有点回不过神来。 

华西都市报社的社长关注媒介融合议题，并介绍了华西都市报社的做法；

李老师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这首诗，解释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川大中国文学教授讲的《杜甫

与成都》，让我对杜甫、对成都有了更深的了解，让我知道杜甫草堂原来是众筹

的结果，原来当时是看重会写诗的人的；何舟老师用 50 万的设备就能拍出大片

的 production value。李老师在随后的小组讨论中说:“我非常尊敬何舟老师，

无师自通，热情，不计成本带学生”；张志安老师认为新闻学专业是要培养好公

民，这一观点在随后的小组讨论中引起各路男神和女神的热议。 

在小组讨论中见到了第一个积极主动发言的许静；见到了传说中的“文献

帝”白红义，见到了常在《读书》中发表文章，被李教师赞叹文章写得好的唐小

兵。哇，他原来那么年轻！见到了差点成为同屋，差一点能同居几天的雷霞；见

到了与我婆家同在一个家乡——安徽桐城的吴麟；见到了剪着时尚的不连续发型

的王晓梅，那是我以前的同屋，这次约好了，下次住同屋。她说话快且跳跃性很

强，我都没能记下，但我记住了她说的一句话：“按规则来”；见到了说“不能只



教学生梦想吧？”的佘绍敏；见到了暖男陈科；见到了只说四点，却洋洋洒洒做

了论述题的史冬冬；见到了读书要讲方法的柳姗；见到了要“写高质量的文章，

做有良心的学者”的李谢莉；见到了认为新闻教育是要培养“精致的服务社会者”

的高金萍„„ 

在小组讨论总结会阶段，比较关注其他两组的发言。第二组发言人刘海龙

说：“这是一个吐槽的讨论会,这也是一个鼓劲的讨论会”。当说到”男老师有中

年危机，女老师说生个孩子人就废了”时, 台下笑声一片,余心有戚戚焉。第三

组发言人周葆华在极短的时间内总结出十一种关系,真是令人佩服! 

川大曾娅妮美女老师行云流水般的主持,让会议松驰有度,收放自如,紧凑

而不生硬,时间把控精准。 

晚餐后，我和明华一起去宽窄巷子。碰到陈科一家、乐媛和陈经超一家，

约在宽巷子里喝茶聊天。虽与陈科一家、乐媛和陈经超一家初次见面，但并不觉

生疏。 

28 日上午参观川大博物馆，一个大学有一个 100 多年历史的博物馆，真是

不容易。下午到都江堰参观“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水利工程，中学历史书

上的相关记述近在眼前，那个震憾„„多友们笑称这是良心工程，是啊，二千多

年啊，经历了 5·12大地震，惠泽多少后代，产生多少价值，心里对古人那个赞

叹„„ 

29 日一早五点半起床，六点出发，前往四姑娘山的日隆镇。从都江堰到映

秀，走的是 318国道，深山下是河水，狭窄的河谷两岸是具有羌民族特色的民居，

没有开阔的平地。导游说房屋几乎都是 5·12 大地震后重建的，道路也是。7年

的时间过去了，还是有地震的遗迹，山上泥石流的痕迹触目惊心。脑袋里回放的

是 5·12 大地震时 CCTV 的直播，记者都说“我现在在 318 国道的哪一段”。11

点钟左右，前方堵车，已上高原，有点轻微的头晕。停车休息时，抬头见湛蓝的

天空，大朵大朵的白云，时急时缓的河水，高山上的松林，草地上多彩的花，新

鲜的牛粪„„美啊！休息了一个多小时，前方放行，继续前进。车行不久，在隧

道里又堵住了。过了近半个小时,继续前行。当下午到梦壁山时，头晕得有点厉

害，但当看到像是美女略施粉黛的雪山时，心情激动兴奋。青青的山峦上只有山

尖处有薄薄的雪，遥相对望的观景台栏杆上结满了七彩的经幡，形成颜色上的对



比。山坡上黄色的格桑花开得正艳。晚上９点左右抵达目的地日隆镇，恰巧停电。

扛着行李走上６楼，脚步沉重，呼吸急促，心跳加快。打开房门，明亮澄澈的月

亮挂在高高的山岗上，将银色的月光倾泻在房间里。当有人喊来电了，我已是迷

迷糊糊的快睡着了。 

30 日上午浏览双桥沟。一早起来就点头痛。景区有观光车开得快且晃，头

痛加剧。景色真是不错，红豆杉和冷杉的原始森林，松萝挂满了枝丫，高山草甸

上开满了各色的花儿，不知名的花的叶子上、花上结满了露珠,远处的雪山,缭绕

在山间的云雾，还有在高远天空中的云，富有特色的藏居，在田野里吃草的牛，

清洌的河水„„听到嗡嗡声，寻声望去，原来是何老师在放飞机，无人机拍摄美

景，当我觉得无人机在拍我时，我就冲着飞机挥手狂呼，我发现其他人也是这样。

中午时实在头疼得厉害，下午的长坪沟没去，睡了一会儿，到晚饭时，觉得好多

了。晚饭后观看晚会，印象最深的是李老师的太极锅庄。 

31 日是从日隆镇到康定。一早出发，10点多到了甲居藏寨，印象最深的是

拍了超大的大合影，全团一百多人都在里面，何老师指挥拍摄；在三姑娘家摘苹

果，李谢莉老师的女儿，将揣在口袋里的小苹果几乎每人发了一个，好可爱的小

姑娘！我没吃过这么小的苹果，不过味道不错；陈经超老师拿着水壶四处给多友

倒茶，只有他有可以自由进出厨房的权利，我和他开玩笑说，这好像到了陈老师

家。下午到亚拉雪山，何老师的飞机吸引了几个身着红衣的喇嘛，好奇地看着他

的飞机。过了亚拉雪山，一路美景，印象最深的是天空中的云。离得那样近，似

乎可以随手摘一朵下来。云的形态变幻万千，有的是一朵两朵悠然的飘着，有的

是一团团的组合在一起，有的是形成了极有气势的云海。从亚拉雪山到塔公草原、

塔公寺，再到新都桥，沿路景色令人陶醉，路上有块牌子写的是新华社摄影培训

基地。新都桥兵站在运送物资，包括运送坦克。遇到拉练回来的官兵，主动挥手

致意，明天是８·１建军节。在过折多山下山时，正好是日落时分，夕阳照在雪

山上，那云蒸霞蔚，金碧辉煌的气势,让我倏然明白为什么当地人会把雪山当成

圣山。晚上８点左右到达康定——以康定情歌名闻天下。三天来，第一次可以洗

热水澡。觉得人的要求还是比较多的，既要看原始的美景，又要享受现代的文明。 

８月１日到康定情歌风景区，先游览七色海，雪山、原始森林、草原、湖

泊交相辉映。然后乘船游览了木格措，何老师的飞机吸引了居住在湖边的藏民的



孩子。当何老师向孩子说给他们照相时，孩子们都愉快地答应了，并且很配合。

搭车从木格措到红石滩，又从红石滩走到药池，这一路也是风景极佳，印象最深

的是水。听着流水的哗哗声，心情就很好；再看那溪水跳跃着向前奔流，就觉得

平添了许多向前的动力；想象着当春天粉红的杜鹃花开满山谷，清澈的溪水淙淙

流淌，多美的景致！ 

８月２日从康定返回成都。热辣的火锅，没有空调的店堂，一张张汗湿的

脸，那气氛热烈到要爆。李老师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当然了，这是指小

宴席，多友群——这个大群体，明年还会有令人期待的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