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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从全球到村庄”和“从村庄到全球”的视域转换，
在请国外学生学者来“田野我的田野”的同时，组织国内学
生、学者深入更为广袤的“全球南方”田野，开启“在非洲认
识世界”的新征程。

——赵月枝

真正的全球化，从泥土里长出来，于不同文明的平等对
视中生发。

故事到这里，赵月枝已完成第一阶段，“从全球到村
庄”。下一步，是组织国内学生、学者穿越国界，深入广袤的

“全球南方”，实现“从村庄到全球”的双向奔赴。
2024年 6月 30日，在赵月枝的带领下，河阳乡村研究院

赴津巴布韦跨文化交流团队，开启了“在非洲认识世界”的
新征程——分享缙云乡村振兴经验的同时，深入当地参观
调研旅游发展、文化遗址等。

缙云县国际人文交流中心的研究员刘晓玲是团队成员
之一。此行，她以“黄、红、绿”推介缙云文旅资源，推动黄帝
文化从仪式感向认同感转化。而在大津巴布韦遗址，她感
受到这座石头城所象征的非洲文明。

举办首届哈拉雷非洲论坛，是行程中很重要的一项。
当地时间 7月 8日，首届哈拉雷非洲论坛在津巴布韦首

都哈拉雷举行。论坛上，赵月枝呼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
对话、合作和学习，在乡村发展领域共同努力。

团队中，还有一名“特别成员”。
作为“创变者”的新农人代表，李春萌在论坛上分享农

业经验与个人经历。津巴布韦悠久的农业历史，和来自中
国缙云的乡村故事，成为本次跨文化传播对话的重要窗
口。在赵月枝眼里，这是中国乡村和世界跨文化传播对话
的具象化场景。面对津巴布韦还没有解决吃饭问题的现
实，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李春萌更有敏感性。她发现，当
地有类似红薯的木薯，但加工技术没有缙云多样化，“或许
可以将洗红薯粉的方法传授给津巴布韦的妇女。”

“在非洲认识世界”，是“从村庄到全球”的新征程，为的
是深入更广袤的“全球南方”田野。

“在类比意义上，如果‘全球北方’是‘全球城市’，那么
‘全球南方’就是‘全球乡村’。”赵月枝认为，“全球乡村”与
“全球南方”确有某种共通之处。

2024年 10月，河阳文化礼堂。
第十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开幕，

150多名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参会。其间，来自国内各地十
个乡村研究机构的代表，联合发布“乡村访问学者计划”，引
领和支持更多学者不仅是“在乡村”和“去乡村”，更是“与乡
村”和“为乡村”。

这是一个具有学术历史意义的时刻。
或许，把河阳论坛转型升级国际化为“哈拉雷非洲论

坛”，并非赵月枝在十年前就预见的“顶层设计”。但从一开
始，她就以“新地球村”理念为指导，致力于在地化的国际传
播研究、教学实践，和以乡村为平台的国际人文交流工作。

这样的升级，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在赵月枝的学术田野里，蕴含着中国乡村故事的历久

弥新与百转千回。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从乡土中国认知
中华文明，从日常生活体验中国发展，在具体的、在地化的
跨文化交流对话中实现“认知变革”，一起打造、建设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相匹配的“全球南方”认知共同体。

6 月 9 日一早，我收到了赵月枝教授寄来的
书。

快得出乎我意料。算算日子，她应该是到北
京的第一时间，就将书寄出了。“给晚辈寄书这
样的小事，她都丝毫不拖延。”我的心里，又多了
几分敬意。

这本《我在村里当书记——双重回嵌之路》
是由赵月枝教授主编的《县域中国·人民历史》书
系的第一部。我看书有个习惯，先看“头尾”，即
总序和结语，再看目录，最后读内容。而这本书，
打破了我的阅读惯例——目录里，每篇口述主稿
后，都附有一篇采写手记。手记的作者，都是清
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博士生。

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手记中，陈佳逸用“犟”来形容高潮村党总支

书记吕以明：“这个‘犟’，不是脾气方面的固执
倔强，而是对待村务工作鞠躬尽瘁的韧劲。”她
看到的，是一位知行合一的“犟书记”；在唐西希
的手记中，她道出了自己眼里的乡村，“不再是
一个抽象的、田园主义的、远离城市的代表，缙

云的乡村在实实在在地拓荒、创新，并与城市碰
撞和交融”。

何海洋的感受则充满细节。当他冒出“仁岸
村的杨梅究竟有多好吃”的想法，并提出想回去
的念头时，赵月枝教授立即说：“那就回！我支
持！”丛书的最后一篇附文《我在村里做口述史：
路径与体验》，作者也是何海洋。文章提到，书
中采用口述史方法进行简单总结与梳理，以期为
未来奔赴田野的学者提供些许可借鉴的经验。
这些经验大多是“土办法”。何海洋说，相比“居
庙堂之高”的教条，这些“土办法”可能更具生命
力。

这些，真的只是一篇采写手记，一段口述史
吗？

显然，赵月枝教授的用意更深。
她期望，在采写与整理口述史的过程中、从

每位接受采访的个体身上，这些新时代学子能体
悟到，“原来可以这样作贡献”。

这是学术精神，也是赵月枝教授“深耕田野
之心”。

以学术精神涵养新时代学子
首席记者 陈炜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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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以乡村学术，深耕“全球南方”广袤田野
首席记者 陈炜芬

这个夏天，赵月枝格外欢喜。
下个月，河阳乡村研究院将迎来挂牌十周年“生日”。紧接着，第二届哈拉雷非洲论坛将在津巴布韦举行。
赵月枝是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也是哈拉雷非洲论坛主席。
作为传播学界的“大咖”，赵月枝所关联的，远不止这“双重身份”。
十年间，她积极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一方面邀请国外学生、学者到浙西南古村落开展乡土实践，“从全球到村庄”；另一方面带领国内团队深耕更为广袤的“全球南方”田野，“从村庄到全球”。
从中国浙西南的田间阡陌，到非洲的津巴布韦高原，赵月枝播种、收获的，是充满生命力的研究成果，也是打破学术壁垒的实践真知、实现全球文化交流的情感纽带。

一

当年，在村庄里生活，田野是长庄稼的地方，是课余劳
作的场所，也是接受农耕文明浸润的山水间。

——赵月枝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赵月枝至今仍清晰记得乡村节
律。

1965年，她出生于丽水缙云，“在村里的十八街大院长
大”。

赵月枝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有知识的“新一代农
民”：会吹笛子，爱钓鱼，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年春
节，父亲都会“变着词”写对联。只有家里的房门上，永远贴
着相同的四个字：耕读家风。

这便是赵月枝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最初方式。
在她心里，乡村或许不浪漫，却足够柔软。
小时候，家后院有一个菜园，种着梨树、杏树、枇杷树等

果树。有一年，枇杷成熟了，爷爷带着她去集市售卖。出发
前，她在自己的口袋里塞满枇杷。“那是一件红色的灯芯绒
外衣，袋子被撑得像鼓起的气球”。说着，她不禁笑出了声，
显然是被自己孩童时的举动逗乐了。

在村口不远处，爷爷拾得一条鲇鱼，让她先送回家。因
为心里惦记着等待自己的爷爷，她飞快地在乡间小道上奔
跑，口袋里的枇杷也蹦了出来，“跑了一路，掉了一地”。村
民见状，扯着嗓子喊：“掉啦，月枝，枇杷掉啦！”

当然，这位农民的女儿，也没少干农活。
放学后，她把用蓝布袋缝的书包一甩，就提着篮子去拔

猪草；挖浙贝母时，盯着满地的蚯蚓心里直发毛；台风夜，她
在生产队抢收稻谷，被突然窜出的水蛇吓出一身冷汗……
泥土的气息、农人的汗珠、季风的走向，组成了她理解乡野
文明的坐标系。

她，也从不将这些称作“苦”。
比如，看见手上几道至今可见的“划痕”时，她会先清晰

地讲述竹壳绳的制作流程，“先把竹壳泡软、剖成丝，晒干，
再……”然后轻描淡写地说，“喏，这就是当时留下的。”又比
如，谈到自己切猪草不小心割破手指，五叔婆找来炭末给她
止血，她眼里流露的是感激；聊到十几岁爬峭壁采岩草时，
她言语里听不出辛劳，只有对野草生存智慧的敬佩。

1980 年，15 岁的赵月枝以丽水地区文科第一名的成
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用她的话说，

“自己不过是有幸替一代人，去接受更高的教育。”4年后，
她以总分第一考取所学专业唯一公费赴加拿大留学的资
格，此后相继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加拿大任
教。

2013年获达拉斯·斯迈思奖、2014年获埃德温·贝克奖——
赵月枝成为国际传播学界第二位同时拥有这两项终身学术
成就奖的学者和首位女性学者。2016年获西蒙菲莎大学克
里斯·德格国际影响奖；2019年，赵月枝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
院士，成为首位从该国的传播学院入选院士的学者。

如今的赵月枝，在传播学界，是响当当的“人物”；但回
到家乡，还是那个爱在十八街串门的“月枝”。

那些年乡村田野的启蒙，化为赵月枝学术生涯的“压舱
石”，让她拥有了日后挑战传播学既定范式的底气。

二

10 多年前，为了尝试将我的“新地球村”学术想象和跨
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落地实践，我回到自己生长的那个
浙西南古村落，把它作为学术田野来耕耘。

——赵月枝

2015 年 3 月 25 日，赵月枝从温哥华出发，回到家乡缙
云。

和她同行的，还有行李箱里，那件新出炉的作品——
《舌尖上的缙云 烧饼中的乾坤——缙云烧饼品牌推广与产
业培育评估与建议》。

时间回到 2014年 11月。
赵月枝带着研究经费，和自己在中国传媒大学的 2名

博士生来到缙云，加上当地的一位兼职研究员，一起“啃”起
烧饼。

3个月的调研，130页、6万字的研究报告，主题就是一
只烧饼。

为何将研究课题聚焦于烧饼？赵月枝有着充分的理
由。

烧饼，是她儿时记忆里在集市上、戏台边最诱人的美
食，也是缙云从官方到民间，认同度非常高的民生产业。

正是在这只烧饼里，赵月枝找到了新的学术出发点。
“学失，求诸野”，道出了她回归乡野的初心。
“没有中国乡村的实感，怎么能写好关于中国的论文？”

赵月枝说。跨进泥巴墙，让理论“落地到村庄”，算是自己的
一次探索。

2015年，赵月枝干了两件大事：春天，举办首届河阳论
坛；夏天，河阳乡村研究院挂牌成立，开启了乡土中国调研
和至今已持续了十年的乡村口述史采写工作。这一年，她
回乡八九趟，航行里程超过十五万公里，“绝大部分花在了
温哥华和缙云之间的路途中。”

用她的话说，“马头墙会说话，哪有河阳故事讲得动
听！”

首届河阳论坛举办前夕，作为发起人，赵月枝从自己的
账户里取出 9万元现金，带回缙云，以备开会用。学生担心
老师带的钱不够，又“自作主张”，从自己的账户里取了 1万
元。“当时，我不懂如何在国内筹办会议，学生也没经验，我
们师徒俩就这样傻乎乎地打算‘凑钱开会’。”浅浅的玩笑话
里，藏着一颗投身乡土文化的真心。

身为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赵月枝“耕耘”着最辽阔
的“学术田野”：以乡村为方法，以“新地球村”为愿景，以“从
全球到村庄”的视域，聚集国内外学界和地方乡土文化人
才。围绕文化、传播与乡村发展议题，她组织学术研究、采写
乡村口述历史，彰显本土知识对话全球的潜力，为中国自主
知识体系创新贡献兼具中国立场与世界意义的理论范式。

在“从全球到村庄”乡土中国研习暑期班上，赵月枝用
学术语言，讲述乡村故事、中国故事，在比较与互鉴中开拓
视野、提高认识——

来自津巴布韦的学生与学者，在体验仙都轩辕黄帝祭
典中，感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对文
化传统的尊重；

一名埃及留学生，在目睹缙云的乡村发展图景后，打破
“乡村等同于传统和落后”的刻板认知，得出了“乡村也可以
现代化”的结论；

津巴布韦留学生米莱，在研究了缙云如何成功打造“乡
愁富民产业”的案例后，得出的结论是：“因地制宜”恰恰是
最值得传播和适合传播的中国乡村发展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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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出生于丽水缙云。现为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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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赵月枝（右二）和中津学者共同展示“新地球村”书法作品。

与体验板龙文化的外国学者合影。

赵月枝（右一）和中非学者合影。

赵月枝在树洞会议旧址讲课。

赵月枝受聘为哈拉雷非洲论坛主席。

赵月枝与赴津巴布韦调研团队在大津巴布韦遗址公园合影。 第十届河阳论坛全体参会者合影。

赵月枝 记者 程昌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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