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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讲究缘分，人和事情似乎都是早有安排，这里既有机缘巧合、顺其自

然的人生智慧，也有穿针引线、勾连故事的“理论”功效。我用这个概念来连点

成线，讲述我的多友之缘。2006 年，刚考上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的那个暑假，

在网络上看到李喜根老师对美国传播学博士训练的介绍，心中暗自许愿，希望自

己能得到这样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2009 年，已经毕业并工作一年的自己，参

加了何舟老师在传媒大学的招生宣讲会，想要得到训练的心愿还在“作祟”。2012

年，祝建华老师来清华讲座，我已经是新闻学院的博士生。2014 年，去台湾参

加中华传播学年会，幸与李金铨老师在铭传大学有一面之缘。除此之外，不必多

提的是和多名城大毕业的师友、访问学者之间的日常互动。这些千丝万缕的伏笔

在不同的阶段或隐或显，拉近着我和城大的距离。有了这些铺垫和序曲，2017

年来城大的多友之旅，“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所见：城市即讯息  

初来乍到一个陌生城市，最直接的体会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感受这个城市。相

对于以往开会的蜻蜓点水，这一个月的访学让我有比较充足的时间感受香港。虽

然开始报名访学日期时，我专门选择了 3 月中旬到 4 月中旬这个春暖花开的时

间，而却恰恰忘了春季花粉过敏这个问题。但也正是因为嗅觉受阻，感知不平衡，

我的注意力史无前例地聚焦在色彩、线条、光线、声音和触觉上： 

创意媒体中心大楼的设计造型和空间摆设，每天路过途中捕捉到的大楼高度

尺寸和周边环境的匹配，楼梯扶手的宽度、材料、曲线以及美感，斜坡走廊的层

次化设计，窗户的采光、形状和排列组合，甚至是电梯内部地面线条的流转和衔

接……这一切信息传达给我的关键词是专业性。建筑如研究，如何将一个东西讲

得逻辑缜密且丝丝入扣，这需要专业性训练和精心设计。虽然对于建筑完全是门

外汉，作为用户却时刻感受到建筑师的专业性和“匠心”。 



 

 

不仅如此，香港像一个巨大的发光体，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无时无刻

不在散发着讯息：第一次聚会，何舟老师请客吃饭，结束时，何老师将剩菜打包

回家。而后面我在和多个老师外出用餐时，服务人员也会友善提醒不要过度点菜。

后来一位老师告诉我，在香港再有钱，如果不珍惜粮食，大家都会觉得是不太合

适的行为。每次坐地铁，经由不同的站台，感触于即使是细节到站台名称视觉化，

每个站点都会有特定色调背景，简洁大方却又充满美感，折射出城市的审美专业

性。在人潮涌动的街头，不经意间能发现宽敞的公共空间和街头花园，商业化和

自然休闲如此自然地在同一空间共处，让人体会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香港版本。 

这个城市散发出来的纷繁复杂的信息被我过滤解读成了专业性，社会运作井

然有序，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个解读框架后有个人既有的预设和偏好的视角，

但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我和整个城市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缘分，我们在这个频率

上产生了共振和连接。 

 

所闻：听故事的人 

在去香港之前，我报的研究计划是关

于海龟学者归国后的学术生存。2015 年

毕业后，借由博士论文对网络事件研究的

反思，我开始关注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独

立性，并经由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去了解文

本背后知识和权力的复杂互动。关注点也

逐渐落在了人身上，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学

者。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有何喜怒哀

乐？又是在什么样的时空脉络下，受到哪

些因素的影响生产出特定的知识？来香

港前两周，因为国内访谈已经做得差不多，

我想比较看看香港的情况，所以这次访学

主要围绕着这个主题做访谈。 

出乎意料也让我感动的是，在香港短

短的一个月中，尽管大家生活都很紧张忙碌，但所有访谈对象都积极接受了我的

访谈，且难得的都是面对面的沟通。因为研究伦理，我不便透漏任何个人信息，



因此没办法一一感谢那些接受我访谈的每位老师。我在这里收获了太多了真诚、

诚恳、信任、热情和善良，感谢你们对我打开心扉，分享你们的人生故事和学术

经验！ 

所有故事的核心可自圆其说到每个人与学术结缘的生命历程。大家聊的是自

己如何在学术圈中求生存谋发展，对于知识范式的选择、个体历程的感悟、对学

术价值的探索和体会、对自身与所处体制和时代思考……这些所有对外的探索归

溯到根本的一点，又绕回到了对自身内在的追问。学术被编织进入学人的生命历

程，一切研究皆为个人自传史。 

 

所感：一段不了缘 

此次多友之行，与来自天南海北的各位同仁朝夕相处一个月，张媛同学是我

们的女神，我的好舍友好基友如南淳厚热情，闫岩直觉敏锐且聪慧，静静温良沉

静，丹凌纯真烂漫，刘涛勤奋努力，小安幽默搞笑，凑成了多友三月党人。最难

忘的室内活动是杀人游戏，我们在欢声笑语中逐渐熟悉起来；最难忘的户外活动

是去长洲岛，特别是在爬张保仔洞，那一刻各位大龄青年都瞬间回到了童年，各

种探险、新奇和好玩。 

 
多友项目已有十多年，这次参加切身体会到在李老师在这个项目上投入的巨

大心血和精力，我们在这里也收获了城大传播系所有老师的善意和帮助：梁燕芬

和程度老师不厌其烦地帮助每位老师解决来港、报道和住宿后勤等细节，她们的

专业精神让我佩服；李喜根老师、何舟老师和祝建华老师为我们安排了一系列活

动，从聚餐到学术讲座，从参观业界到走访机房，几位老师都亲力亲为；几位和

我们年级相仿的青年老师更是坦诚和我们分享了很多研究心得，特别是我们的

“班主任”沈菲老师，刚刚晋升超级奶爸，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中还专门送我们去

西贡，将每个人平安送上去游玩的船后自己还要赶回去工作。蒋莉、林芬、梁励

敏和黄冠雄四位美女老师，感谢你们的帮助和支持，你们的温婉可亲让我们倍感

亲切！ 

与城大传播系的这次相遇，最感谢的是敬爱的李金铨老师。李老师以一己之

力，在传播学的大陆和香港学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学术桥梁，推动了整个华人传播

学术圈的发展。不仅如此，李老师对后辈更是照顾有加热心提携，以春风化雨的

方式润物细无声。这次访学，李老师还在治疗，任何稍长时间的行动和谈话对李

老师虚弱的身体都是挑战，但他和师母还是坚持过来看望大家，和每个人一一交

流互动。我去拜访李老师的时候，他专门提前出门，站在门口迎接，让人感动！  

短短一个月，所见香港之日常点滴，与城市结缘在专业性的触动；所闻诸位

师友的学术故事，每个学术缘分的背后让我思考学术与个体价值这个历久弥新的

老问题；所感此行多友缘分，青山绿水细水长流，有缘再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