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启新的旅程

徐玉兰

走在人行道上，耳边似乎响起那“叮当叮当”急促的声音，眼

睛不由地寻找那黄色的红绿灯提示键，却猛然发现，我已经回到大

陆了。回想起归来的这段日子，自己好像还游荡在又一村的那小巷

和城大的校园里。

在过去的整个 3 月份，我有幸到香港城市大学做为期一个月的

访问学者。非常感谢城大媒体与传播系，是它搭建的这个平台，让

我有机会到香港访学，感受到收获的喜悦和多友之间家族般的友情。

感谢李老师和师母，让我感受到作为一个学者的严谨和务实，还有

慈父慈母般的爱。

1. 学术和人生的启蒙

“心若在 爱就在 从此开始新的旅程”。对于第一次访问香港

的我来说这句话就是说在了我的心坎。来香港城市大学之前，我曾

在韩国首尔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有过访学的经历，但此次的经历使

得我对于前两次的学习有了更好的总结和升华。在这亚洲顶尖的学

术圣殿中，我不仅经历了学术启蒙，更改变了我对学术和人生的态

度。

香港城市大学以包容、谦和、自由精神为理念，但所追求的学

术却是严谨的。在城市大学听课时惊奇地发现，这里的老师学缘结

构非常多元化，老师们除了大陆的学者以外，还有来自台湾、美国、

日本等不同国家。而且老师们都对学术勤勤恳恳，精益求精，使得



媒体与传播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在城大

期间，老师们抽出宝贵的时间为我们授课，不断开拓我们的学术视

野。李金铨老师每次讲课都会超过 3 个小时，在访学结束的前一天

还给我们上了第三次的课，帮我们理清了传播学发展的脉络和如何

做研究这一课题。李老师强调要有学术热情，不能跟风走，要坚持

做自己喜欢的领域；当学者一定要有训练，然后一生努力不懈。最

好的方法，就是找最好的著作反复读，熟能生巧，要读出味道来，

且不断地想：他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切入点是什么？用什么方法

解决这个问题？我怎么学他？这些只能说是“道可道，非常道”了。

何舟老师用明快的话语，从政治、历史和文化维度讲述了香港传媒；

李喜根老师对传播学理论进行了精确的定义，鼓励我们在科研中发

展或创造理论；林芬老师，对我们讲述怎么做研究以及怎样写论文，

给了我们有益的启发。此外林宛莹，Marko Skoric，小林哲郎，周

南，祝建华，蒋莉，李宇宏，梁丽敏等老师们从他们研究的不同领

域给我们传授了学术经验和学术方法。一次次聆听老师们的教诲，

仔细琢磨老师们的指教，不由得产生了学术上“被启蒙”的感觉。

Kitty 和 Heidi 是我们这次行程的“幕后英雄”。在整个访学过程

中，她们不厌其烦地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有一次还带我们

走了很长的路去吃美味的亚婆豆腐花。在香港小巷露天吃美食的感

觉真是难以忘怀。



2. 那里的人和景

每到一个新的城市，好奇的细胞总会全部动员起来。离开宁静

的边疆城市，飞往纷乱的香港空中时，我头脑里出现的是撕开的牛

仔裤、超迷你短裙、霓虹灯闪烁的繁华购物街。也同时出现了首尔

的街头景象；我特喜欢的首尔满大街几乎“泛滥成灾”的咖啡馆。

被周边人称之为“咖啡狂”的我，很期盼那美妙的瞬间享受在香港

的某个小巷。而我住海棠轩之后，这个梦被破碎了，因为至少在我

住的附近没找到几家咖啡馆，且显眼的是一家星巴克。在韩国星巴

克很少（大部分是自主品牌）且店里现场烘培咖啡，飘满香气。在

那里人们专心地喝咖啡，聊天，对他们来说这是生活里一道很平常

的工序，或是加浪漫加忧愁加慢性疲劳综合征，同样的咖啡会兑出

不同的味道。而在香港，这种情景我却在喝午茶的饭店里遇见，人

们很悠闲地边喝茶边聊天，闲适自在。刚开始我都怀疑这是饭店还

是茶馆？跟李老师和师母去了好彩之后我才知道去茶餐厅点壶下午



茶，和好友闲聊，是香港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听说在香港，

还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住不起半岛酒店，就到半岛去喝下午茶。

在香港还特别有印象的是这里的公务人员服务理念很强。学校

人力资源部、图书馆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礼貌、宽容、谦和的

工作态度，令我感激、感慨。我们去香港税务局的时候， 那里工作

人员仔细又客气的态度印象深刻。那是正逢中午时间，班长陈经超

执着地问她们在哪里可以吃到美食，她们耐心地指引我们。多亏她

们，虽然几次波折，还是找到好彩，再一次品尝到了正宗港式美味。

我在韩国留学的时候也喜欢去旧书店。但过了几年之后，当我

再次去找那个有名的首尔大地铁站 4 号出口古籍书店的时候已经被

一家小餐厅替代了。到香港之后发现这里的小书店也遭遇着同样的

命运。由于租金的日益昂贵，在加上阅读环境的逐步边缘化，这种

二楼书店运营非常艰辛。只以眼前的事实覆盖所有的现实的今天，

很多人对前人说了什么，为什么那么讲都不太关心了。消失在这个

世界里的那一本书，就像被打碎了的记忆之墙，将永远都找不回来。

在城市大学期间，李老师和师母，张隆溪教授和师母，城市大

学前任校长张信刚教授和师母都会带我们去他们组织的行山活动。

每次行山张隆溪教授拿出一首早已打印好的古诗给每人一份，大家

齐读齐诵，然后五湖四海之人各自用家乡方言，加上我朝鲜语和韩

语朗诵一遍，欢笑一场，妙趣横生。行山、吟诗、吃美餐是他们十

几年来坚持下来的传统。而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次饭后一定要对此

次行山和餐饮用星级来评价。行摄于山行中的这些点点滴滴，把记



忆烙成了永恒。第一次行山时张信刚教授见到我之后知道我是朝鲜

族就特别高兴地讲起他在留美时候的一段故事。故事追朔到 1973

年 3 月，当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举办了“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庆典

活动。张校长负责的中国留学生协会唱了“阿里郎”，认为它可以

代表中国的朝鲜族文化。但没想到演出之后韩国留学生协会来信说

这是他们的文化而不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并提出抗议，后来张

校长在学校的报纸上刊登写给韩国留学生协会的公开信，说明他们

没能够严格区分朝鲜族和韩国文化，并致以诚恳的道歉。这个故事

中可以看出张校长心胸开阔、大度、做人机智灵活的人品。

3.又一村海棠路 66 号



浓情密意，尽在海棠轩。在短短一个月期间，在海棠路 66 号这

温馨而幽静的地方，我们编织了无数个美丽故事，结下了深情的友

谊。另外还有来自清华大学的曹书乐虽然在外面住，但是每次活动

都与我们一起。在这里，他们亲切地叫我大姐。我们畅谈人生、吐

露心声、平等相处，似乎成为了相互永不被遗忘的存在。

班长经超温和宽厚，甘做民工。鹏哥心性幽默，机智敏锐。鸿

军气定神闲，语出惊人。小逵豁达快意，才貌双全。鑫妹热情真诚，

文采风流。小敏热爱生命，气质美兰。书乐冰雪聪明，秀外慧中。

“一定要吃美味的...” -某暖男总是嘱咐我们千万不能亏

待自己。

“这无非是......” -某爱讲故事的人，职业病不断发作，

总是一发破的。

“把学术八卦化”-某智商超高的男神，不仅八卦学术化，而

且要把学术八卦化。

“你们合伙欺负我...” -某聪明伶俐的妹妹，总是无奈。

“老师， 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某超级学霸，

总是问题不断。

“我觉得大陆的学术……”-某情怀青年总是一副心怀天下的

深沉模样。

“论自拍杆对人的自我意识的激发和再现”-某文学才女问题

意识越来越明确，要生活学术化了。



心若在， 爱就在。在这里，我们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