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象的风景 

兰州大学：刘晓程 

 

中国太大，好多地方没有去过。 

书籍太多，好多名著没有读过。 

所谓风景，大多靠想象去建立。 

 

1.川西的想象 

川西，去之前，没有一点儿概念。尽管之前去过“河西”(在甘肃，泛指黄河以西的地

方，2013 年的敦煌之旅走的就是“河西线”)，路过“海西”(不是“海峡西岸”，而是青海

省下面的一个蒙古族和藏族的自治州。当然，青海还有一个外界更容易混淆但名声可能更加

显赫的地方叫“海南”)。可是，“川西”是个什么样子呢？ 

都江堰，那个著名的水利大坝，和我曾经游览过的刘家峡(甘肃)、龙羊峡(青海)一样瑰

丽雄伟吗？ 

汶川、映秀，2008 年借助电视媒体的传播，历历在目，似曾相识，它们和我当年去过

的甘肃陇南的武都文县等地相似吗？(5.12 震后，我曾带一个小分队去调研，第一时间对灾

区有了真正的“亲历”，尤其是“同处一江景不同”的故事，让人记忆犹新)。 

羌族和白马藏族(去前还不知道有嘉绒藏族)，你们都是同样五彩缤纷（服饰好看）的少

数民族同胞吧？ 

还有那个儿时唱过无数遍的跑马溜溜的山上，世间溜溜的男女子，他们真会在一个叫康

定的地方唱着动人的情歌吗？ 

还有陈先红老师一再担忧的川西高海拔，和我曾经去过的青海拉脊山、甘南尕海子的

4000 米有什么不同吗？ 

大渡河有多长，大雪山有多高，“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红军战士当年究竟有多艰

苦，川西之行能否充实相关记忆呢？ 

…… 

是的，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简单记忆和粗野想象，开始川西之旅的（此处隐去 N 万字，可

参见其他多友的“游记”）。 

   
（左图：谁能想象，这片世外桃源的外面是怎样的风景？ 

右图：谁能想象，这个小女孩儿撞入我的镜头以后发生了什么？） 

2.国旗的想象 

在甘孜，几位多友都注意到藏族同胞房顶上的“国旗”。有人问阿朱导，为何家家挂国

旗？她说，5.12 震后，受恩于国家的大力援助，藏族同胞更爱祖国，所以家家挂国旗；不

过，另一车上的阿桑（或是拉姆）导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注解——3.14 之后，国家对藏区

加强了管制，藏族同胞挂国旗是出于安全管制上的“不得已”。 

社会科学研究的“陷阱”常常就在这里。用同样的方法，看到同样的现象、数据或其他

经验材料，却难以做出科学有力的判断。 



到现在，我对甘孜藏族同胞房顶挂国旗（个别家里还挂了党旗）的现象依然凭借着“想

象”来建构。尽管《四川日报》2010 年 2 月 16日头版说藏房上挂国旗是为同胞祈福；光明

日报 2014 年 1 月 22 日刊文《“西藏人不挂国旗会遭虐杀”系造谣》；该报 2014 年 3 月 4 日

的 11 版又介绍藏族同胞挂国旗从翻身农奴做主人那会儿就开始，是对祖国的赞美，对党的

感谢…… 

可是，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车到康定，那里的藏族房屋又不挂国旗（至少一路上很少见

到）了呢？按“爱国论”，难道后者所得恩惠太少，或是他们不够爱国？按“管制说”，难道

后者的被管制更松，或是他们在政治上还不够积极？ 

至少在没有更进一步的经验材料和分析工具作支撑的前提之下，都不能妄下判断。 

在社科研究中，想象可能带来“风景”，但也可能制造“陷阱”。这是不是就是 CC 在川

大多友会上“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隐喻。“横看成岭侧成峰”，不仅是因为看风景的角度，还

可能是看风景的人不同，看风景时的环境不同，看风景时的心境不同，甚至是风景本身的不

同等等综合因素所造成的。因此，“看与被看”，“经验与想象”，类似“谁看、看谁、怎么

看、看到什么”的一般性逻辑——路径简单，过程复杂，结论难下。 

  
（左图：甘孜附近藏式房屋的楼顶上，几乎家家挂有一面国旗； 

右图：我猜藏族同胞对何老板无人机的想象——这是什么鬼东西？） 

3.公关的想象 

比较幸运，这个暑假参加了多友的两次聚会。 

除月初的川西之旅，还有月末在华科召开的中国公关学会（PRSC）成立大会暨首届“战

略传播与公共关系”工作坊。陈先红会长用“公共关系学的想象”定义这次工作坊的主题。 

席间，有幸聆听了多友 Mike Yao（姚正宇）和多友之友张依依（2013 年“兰州-敦煌行”）

的精彩演讲。姚老师讲公关研究的方法论，张老师讲公关理论的范式变迁。 

方法、理论，这是像我这样的初学者最觉容易，但实际上最难把握的基础问题。 

Mike 老师一上来就在“民族志、内容分析、调查统计、个案分析”等等我之前认为是

“研究方法”的概念群上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叉。姚老师指出，这些“研究方法”，不过是一

种“研究设计”和“研究手段”，是一种“研究工具”。在它们之上，还受“世界观”和“范

式”（理论范式/方法范式）因素的“影响”。 

依依老师将“理论范式”从简单的“学术划分”（或“区隔”）上加以体系化，建构了一

个公关范式研究的复杂体系，包括：年代、代表人物（或流派）、研究者价值观念、学术共

同体（组织机构）、主要理论观点、主要实践原则、主要研究方法、世界观，等等。 

于是，“公关的想象”比“风景的想象”更复杂。受工作坊诸位大师的启发，我在最后

一场主持发言中，归纳了“公关‘元研究’的 11 个问题”（是的，俺受郑欣、葆华二位男神

的影响，俺是多友众神的小粉丝）。他们是—— 

（1）公关的世界观。（2）公关的价值观。（3）公关的“人生”观。（4）公关的知识论。

（5）公关的方法论。（6）公关的主体论。（7）公关的客体论。（8）公关的效果论。（9）公

关的权力论。（10）公关的正当性。（11）公关的“阈限说”。 

这 11 个方面，是公关“元研究”的一套“想象”体系。其中任一话题，都可能会成为

左右公关“元研究”的“元”因素。 



这也类似于我们对风景的想象——此时、此地、此人、此物、此情、此景…… 

   

（左图：一位公关守望者的公共关系学想象；中图：这不是研究方法！右图：“理论范式”的构成体系） 

4.多友的想象 

多友，即“多闻雅集”，香港城市大学官方网站的官方简介是：一方面取《论语》“友多

闻”的精神，一方面寓《兰亭序》中“群贤毕至”的雅意。2014 年内蒙古的聚会上，CC 提

出“无形学院”的新表述。我想，这三个关键词，可以作为多闻雅集新的官方定义——那么

CC，我们的官网是不是也要更新一下了？（坏笑） 

下面，是我对川西多友挂一漏万的“想象”： 

南京多友。人数多，感情好，最抱团的区域多友群。第一次参加多友活动是 12 年，在

桃园机场偶遇南京来的红军、邹军、张宁等帅哥，齐刷刷的高、富、帅。13 年兰州-敦煌之

旅认识丽丽、王蕾、小燕等美女，花枝招展、青春活泼，齐刷刷的白、富、美。14 年认识

郑欣，他是个超有爱心、超有人缘、超有颜值、超有思想的“四有男神”。还有同级多友山

冰兄，看看他的微信，就知道他是一个多么有情调的男人了。（坏笑） 

人大多友。有学问，有体魄，会生活的高校多友群。人大多友的学问无需多言。说起体

魄和生活，看同级多友海龙，一个人在香港海边游泳，轻轻松松至安全线两个来回，还会生

儿子，一会儿蹬蹬，一会儿踢踢，您是咋忙得过来呀？男神蔚真，看他微信，吃喝玩乐，神

仙快活，天天拉仇恨，时时有妙语，您是怎么劳逸结合的呢？新锐王斌，从河西到川西，常

常见他走到风景的最深处，在沙漠之巅，在河谷之底，在山峦之脚，就差乘上何老板的无人

机飞到天上去了。（坏笑） 

复旦多友。神一样的多友。多友许燕是兰大的校友，川西之行，最敬佩她对藏传佛教的

挚爱，一个女子，一路向西，虔诚之致。多友葆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80 年庆上就领略过

他神一样的演讲风采，后又在他为兰大舆情中心指导工作时有过一面之缘，这次多友聚会他

抱病参加，会场上还在改写论文，总结发言时提出精彩的“11大关系”，川西之行更是克服

高原反应，一路同行，让人敬佩。至于多友志安（学源上属于“复旦系”），学霸、超人、孝

子。任何语词都难以表达一枚粉丝对他的崇拜哈。（坏笑） 

…… 

Oh No！不能省略！ 

可以挂一漏万，但不能漏掉顺铭多友。暖男、推销员、世仁兄。暖男顺铭是多友群里公

认的。去年内蒙回来，我太太一直大加赞美顺铭，搞得我一度压力山大。这次办会，事无巨

细、体贴周到，完全就是一个暖心的达人啦（此处不用多言）。他开创的“饥饿营销”办会

模式更是前无古人的了。所以，多友纷纷建议顺铭转行，带着我们一起做点小生意，不求发

家致富，至少也能挣几个零花钱。可是，自从顺铭不做推销员，搞什么“冰捅挑战赛”（此

处不要改错别字）以后，我对顺铭的“想象”就发生了变化，48 小时，72 小时，一会儿微

信张榜，一会儿群里喊叫，多像一个可耐的黄世仁呀！（坏笑） 



   

（左中右：分别与顺铭、CC、海龙合影，摄影：王赟） 

 

                        2015 年 9 月 3 日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