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水之畔忆“城花” 

 

暮春初夏的沈阳（因地处沈水（今浑河）之北而得名），草长莺

飞，柳絮轻舞……转眼自城大访学归来已有一月之久。期间忙着给学

生们补齐了访学期间欠下的课程；也遭遇内地第二波新冠感染高峰，

补上了新冠“首阳”“这一课”。未料新冠这一课竟补得如此扎实，缠

绵病榻小一月之后才恢复了精神，得以回望一下藉由“多闻雅集——

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青年學者到訪”项目而在香港城市大学度过的一个

月。 

这一个月中，我与同期多友们或在城大师友的邀约、引介之下，

或彼此结伴，领略了一些名胜，也探索了一些街巷；品尝了一些美味，

也遭遇了一些文化冲击……但最令我印

象深刻的乃是 CityU 的城花簕杜鹃，它花

开艳丽夺目，却又易种易长，能适应各种

条件努力绽放；且强韧坚毅，四季常开，

永在花期。而这正是我在媒介与传播系各

位同仁及本届多友身上所看到的专业能

力、职业精神与人格特质。这特质让人震

撼、钦佩与敬仰！ 

1.城花之：艳丽夺目 

初始城花之美，是在媒介与传播系的官方网页上，以城花颜色为

主色调的版面设计明艳活泼，不同于常见的官网色调，以突出的视觉



呈现给人以强烈的审美体验；而更令人惊艳的是媒介与传播系诸位学

者的学术成就：一个个极富价值的研究选题，一篇篇 精 妙 的

论文，让我这个初窥门径的学术新人仿佛刘姥姥进了 大观园。

言至此处，我必须要“严重”感谢“多闻雅集”项目及李金铨老师、

刘幼琍老师、沈菲老师，感谢三位不弃，给了我这个学术贫困户如此

宝贵的学习机会。 

在访学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刘幼琍教授作为一位传播学者强大的

研判能力再次让我感受到了城大媒介与传播系的专业水平。我们

2023 年 4 月期的这一批多友的访学申请获批于 2019 年年末，原本

计划于 2020 年 3 月赴港，因新冠疫情反复席卷而搁置。但就在我因

疫情蹉跎 2 年有余，对城大之行深感无望的时候，收到了项目行政老

师度度发来的重启通知。在香港大陆尚未通关，内地防控政策尚未调

整之时就开始逐步开始办理相关手续，才使得今年的城大之旅得以成

行。这都得益于刘老师深具预见性的研判，和度度超高的工

作效率。 

2.城花之：强韧坚毅，生命力强 

亮眼的成绩来自卓越的能力，观城大同仁们的研究工作，如城花

四季常开，屡创佳绩。我猜想这大概源于各位学者们似城花一样强韧

的个人品质和在工作生活中展现的巨大活力。譬如，李金铨老师在已

经完成了既定的学术讲座后，又为来访的青年学者和本系博士们加开

一场有关如何治学的分享会。会后，已经做了 2 个多小时分享李老师

又为难得有机会得其面授机宜的我们“加餐”，伴着晚餐带我们展开



了对文化、历史的了解与思考。譬如，刘幼琍老师，明明人在出差，

且身体抱恙，却还是对分享会做了精心安排并一早与我们联系；明明

见面那一天眼睛还在严重充血，却还坚持带我们去到数十公里外的赤

柱，只为让我们在获得学术给养的同时能更多见闻香港。譬如，沈菲

老师，在自己满满的日程表中，想法设法找时间，带我们去开展活动。

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劳动节期间，网络流行起了一个概念，叫“特

种兵式旅游”，不知道这样类比起来，沈菲老师带着我们 3 月和 4 月

8 位多友一起的那次狮子山之行算不算是一次“特种兵式学术交流”？ 

要不是后来几次计划遭遇了恶劣天气等影响因素，我们这样的活动或

许真的可以构成一个“特种兵”系列……虽然我和佳航老师、盼强老

师在后来的某个午后还是匆匆打卡了长洲岛，但没有沈菲老师的带领

和分享，我们的张保仔洞探索之行到底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不过，

来日方长，回到东北我且去勤加锻炼，提高体能，待他日我们多友再

与沈菲老师相聚，希望我不会掉队。 

3.城花之：南北皆宜，灵活包容 

簕杜鹃是城花，是此次来城大才知道的，但此花我却不是第一次

见，在我父母家的阳台上其实就养着一株。虽北方冬季严寒，簕杜鹃

只能绽放于室内，而不似在香港可纵情绽放于校园、街道、广场、庭

院……但此花强大的适应力、包容性（据文献载，簕杜鹃原产巴西、

在日本、赞比亚等国亦有分布）着实让人震撼。此次学习中城大学者

们的多元背景、国际视野和由此形成的兼容并包之格局，亦令我印象

深刻。犹记得，祝建华老师与刘肖凡老师在为我们介绍了计算传播的



研究场景与前沿问题之外，还向我们娓娓道来香港、内地的诸多故事。

犹记得，Fiona 老师为了迁就我们而努力地使用普通话交流，而交流

的内容却来自加拿大、美国……。犹记得，林芬老师从内地高校、到

美国学界，从学术研究到传播实践，从论文、项目到纪录片制作……

无论谈到什么话题，都能与我们无缝对接。犹记得，黄懿慧老师的研

究，关涉甚广，跨越洲际，要组织完成一个这样的研究，其能力与信

心，非一般人能有。犹记得，小林哲郎老师的分享，从日本到美国，

最后落脚于他对香港现实问题的观察，本就已足够丰富多元，更何况

他还要在交流中结合我们听者的研究方向去展开他的阐述。犹记得，

戴悦、王远、王晓辉几位青年才俊的分享，研究领域前沿新潮，研究

方法生动灵活，跟我们的互动更是亲切随和，毫无距离感。 

4.城花之：承蒙遇见，何其有幸 

回望这次城大之行，于城花之间相识、相熟的几位同期多友自是

脑海中一簇瑰丽所在。7 位中，我与佳航老师最早面基，我们相约一

起从北京乘机前往香港，前前后后诸多细节，多亏见多识广的佳航老

师提醒，才让我这疫情 3 年之后的首次出境安心又顺利。而这只是开

始，相处下来发现，王老师简直是个宝藏姐姐：有非凡的信息搜集能

力，有独特的审美品位，还有雪亮亮的眼睛，总能在出行中发现一些

重要的标识……接下来见到的是刘雯老师和牛盼强老师，按女士优先

原则我先写雯雯，牛院您不会介意吧？雯雯是我们 4 月多友中年纪最

小的，所以我总是像称呼妹妹一样喊她雯雯，但其实雯雯双商在线，

远比我这个空有年岁的姐姐成熟、得体，一个月的相处中，反而对我



多有照顾和迁就。对了，这里我想对雯雯说，那天吃到的官也街蛋挞

是我吃过的全宇宙最好吃的蛋挞！因为那里有情义的味道。4 月多友

的大轴我要隆重请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牛盼强教授，因兼

有行政职务，且初见时一身正式的着装，我们几位女同学常亲切地称

呼他为“牛院”，偶尔甚至更亲切地喊牛院为“商务牛”。能如此称呼

一方面可见多友间氛围的亲切和谐，一方面则可见牛院人品、性格之

可爱。其虽学术、行政成绩皆出众，但与人相处却极随和、乐观与积

极。研讨之外，对香港的人文、社会与科技做了大量考察。刷街、逛

展，我们组的很多活动都要感谢牛院开地图、做召集。与 3 月期的多

友虽因档期关系接触有限，但所幸几位都是极其优秀的妙人，十分可

敬、可亲、可爱，短短一周相处竟让我有了相见恨晚的知己感！几位

不仅师出名门，成果斐然，谈起学术条条是道，走出书房亦是生动可

爱，极富生活智慧。明明都是同学，但徐迪总是能多出一份心力去招

呼、照顾其他人，这份能力与心意让人折服。粤语流利的刘倩总是那

样低调，却又于关键处持续稳定输出，帮大家解决问题。刘毅刘毅，

人如其名，刚强、果决，就像那次爬山，他主动压阵，让大家安心向

前，而一旦需要，他又能随时冲到前面。虞鑫，因其来自清华，原以

为会是难以“高攀”的学霸，结果相处起来居然倍感亲切，这莫非就

是 传 说中强者身上的松弛感？总之，我想说：虞老师，你是

懂向下兼容的！ 



笔力所限，絮言至此，仍远未能将此行在城大所见所闻、所遇师

友之美好一一言明。然山水有相逢，来

日皆可期，惟愿城大媒介与传播系欣

欣向荣、隆隆日上！各位师友花期常在，

佳绩不断！待他日重逢，我们共把酒再

话诗书！ 

 

吴优 

癸卯年暮春于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