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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

退休的第十个年头。十年间，她主

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向前“触新”，

与新媒体小伙伴一起制作了新媒

体节目《节气长城》《博物馆九分

钟》，在其中获得全新的人 生 体 验

与经验。二是向后“回望”，退休

的 第 一 个 年 头 ，敬 一 丹 觉 得 要 对

自己及过去二十七年的媒体生态

有 一 个 交 代 ，便 一 点 点 搜 集 老 照

片、旧视频，写起了回望职业生涯

的“总结书”。书写到一半，还没

想好书名，“当时我就想，我怎么

就遇到了这个时代？工作后遇到

了 电 台 发 展 黄 金 期 ，33 岁 进 入 央

视又遇到了电视事业的起步上升

以 及 巅 峰 巨 变 ，遇 到 了 可 以 写 入

电视发展史的诸多‘第一次’。”她

说 ，“ 是 这 么 多 的‘ 遇 到 ’成 全 了

我。”《我遇到你》便成了这本“总

结书”的书名。

退休的第二个年头，时值恢复

高考四十周年。作为“76 级工农兵

学员”的敬一丹，和二十多位同学用

一部《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回味

“末代工农兵学员”特殊的青春时

光：赶上了上山下乡，赶上了推荐上

大学，还赶上了改革开放。“1977 年

恢复高考后我才意识到，76 级与 77

级的区别，不是届的区别，而是代的

区别。”敬一丹说，“作为国家末代工

农兵学员，我们处于历史变革、时代

变迁、新旧交替的交汇处。‘末代’，

意味着一种终结，也留下了绵长的

回味。”

退休的第三个年头，敬一丹用

《那年那信》一书回望“中国式家

庭”。她通过“信中信”的方式来讲

故事，30 篇文章中浓缩了 1700 封家

书。书中从 1950 年写起，记录了一

家五代人的成长历程，满满的生活

细节，生动地勾勒出随着不同年代

变迁的世间图景——这些普通中国

家庭的故事，点点滴滴中有辛酸，有

欣喜，更多的是始终伴随着家人的

浓浓温情。

“从刚退休时的职业回望，到对

学生时代、家庭生活的怀旧，以及

至亲离开对生命的思索，这些书都

有点怀旧、有点沉重的色彩 。”在

退 休 的 第 十 个 年 头 敬 一 丹 如 是

说 。 和 以 往 的 作 品 不 同 ，今 年 面

世的新作《走过》是她近几年来最

轻松的表达。该书以二十四节气

为 时 间 轴 ，以 走 过 的 地 方 为 空 间

点 ，构 建 起 一 个 充 满 故 事 与 感 悟

的 世 界 。 作 为 半 生 忙 碌 的 媒 体

人 ，敬 一 丹 曾 经 用 半 世 光 阴 丈 量

大 地 ，现 在 她 想 用 文 字 分 享 她 走

过的路、看过的景、听过的事、想

过 的 念 ，汇 集 成 一 部 向 时 光 致 敬

的 告 白 书 。 在 书 中 ，我 们 能 跟 随

她的笔触走进小兴安岭的密林，感

受泰山的巍峨，领略昆仑的雄浑；

能沿着松花江、长江源的水波，探

寻水的灵动。从墨脱的杜鹃到额

尔古纳的芍药，从城市的繁华到山

村的质朴，每一处都有着“敬一丹

式”的独特印记。

“有人说你能不能一句话说说

这本书写的啥。我说写的就是一个

记者、一个行者，走过东西南北，走

过春夏秋冬。”敬一丹说。无怪乎新

书的封面上写有这样一句话：“走

过，看过，听过，想过，感恩这世界

让我走过。”虽然退休十年了，但她

的全部书写依旧保持着“媒体人”的

身份和视角，以及永远在路上的“走

过”与“走着”。

近日 ，由 作 家 出 版 社 主 办 的

“ 科 幻 文 学 与 现 实 世 界 跨 越 时 空

的对话——朱宇清《物换星移》作品

分享会”在京举办。

《物换星移》是一部长篇科幻小

说。作品以星际文明跃升为背景，

构建起星球文明突破“物质陷阱”后

多方势力角逐的宇宙生态链。故事

围绕两名被改造为“第三物种”的战

士展开，通过“蜉蝣计划”“追光打

击”等高维战略，呈现星际博弈与物

种竞争，探讨生物智慧与机器智慧

的共生困境。作品借用中国文化中

充满哲学意味的词语“物换星移”，

与物种更换、星系位移的科幻设定

巧妙融合，发出了跨越时空的探问。

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表

示，《物换星移》展现了科幻文学在

探索人类未来、科技伦理以及文明

发展等诸多重要议题方面的独特魅

力和价值，为科幻文学发展注入新

活力。

作者朱宇清表示，写作中力求

在保证故事科学合理的同时，为读

者呈现一个奇幻而又引人入胜的科

幻世界。小说关于“第三物种”的设

定，以及植入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

前沿技术的构思，都是为了引发读

者对科技伦理的思考。

徐妍迪

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看似

寻常，却蕴藏着几千年来先民的无

穷智慧。作为重要的文化软实力，

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享誉中外。

近年来，一系列饮食题材的影

视、图书等作品广受青睐。人们不仅

要吃好，还对美食背后的人文内涵、

历史背景产生浓厚兴趣。比如，为何

同样是小麦面粉，亚欧大陆东西却分

别发明了馒头和面包？意大利面到底

与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有无关系？

《谷食中国：中华小吃糕点主食探源》

一书，对这些话题给出了新的解读。

这部凝聚了饮食文化学者王仁

兴 40 余年研究成果的四卷本专著，

从煮、蒸、烙、炸四类烹饪方法徐徐

展开，以大量的考古学、人类学、文

献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材料为依

据，理出始于距今 1 万年前后的煮

食、8000 年前后的蒸食、5000 年前后

的烙食和 3000 年前后的炸食脉络，

同时揭示出这四大类谷食中 100 余

种经典品种的源流及其演变规律。

中国是粟黍稻的起源地，在以

本土谷物为主要食材的美食创造

中，无论是平日清纯的小米粥和数

百种具有食养功效的颐寿粥，还是

年糕、元宵、粽子和桂花糕等应节美

食，流传到今天未见断层，体现了中

华谷食文明一以贯之的连续性。

其中的小米饸饹、煎饼和米粉

等，还反映出华夏先民的美食创造

能力。小米能制作成面条？出土于

青海喇家遗址 4000 年前的小米饸

饹 ，颠 覆 了 学 界 对 古 代 面 条 的 认

知。不少西方学者质疑其真实性，

但科学复原实验印证了这碗饸饹伟

大的首创性。

原产西亚的小麦等麦类作物，

自 4500 年前后传入中国后，麦饭、馄

饨、面条、馒头、包子、饺子和烧饼

等，相继从先秦历经汉唐呈现在国

人餐桌上，成为亚欧大陆东西麦类

谷食美美与共的中华佳品，闪耀着

中华谷食文明的融合性之光。

除了强化五谷为养的认知，书

中也蕴含着作者对谷食传承发展的

忧虑。“随着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中

华小吃糕点主食数千年来形成的工

艺传统正在逐渐消失。尽管国家推

出了一系列保护非遗的举措，但出

自传统工艺的精品已成为日常市场

上难以寻觅的稀世食珍。很多食物

名称与样式依旧，口感与味道却与昔

日的相差甚远。”作者对湮没已久或

鲜为人知的传统工艺进行深度挖掘

和整理，希望将这份宝贵的文化遗

产留存后世。

与旁征博引的文字相得益彰，

全书 589 幅珍贵图片包括考古食物

遗存、历代炊具、古墓壁画、简帛文

字、小吃操作场景和小吃糕点标准

照片等 12 类，其中不少为珍贵的考

古类图片，可一窥 4000 年来面条、馄

饨、饺子、馒头、包子和粽子等当时

的真实模样。比如汉代拉面庖厨

俑，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小

麦面团线条形制品的考古证据，证

明中国面条远远早于意大利面和阿

拉伯面。

这部 85 万多字的著作，是继作

者《国菜精华》之后，又一部探索中华

饮食文明渊源的力作。王仁兴多年

来不断地搜集、考证、推敲、更新，每

一章节都反复修改了多次，最多改过

19 遍。书中考古资料丰富，逻辑推

理考证严密，读来并不枯燥乏味、晦

涩难懂。诗话优美的语言，引人入

胜，品读间，一款款浸润历史谷香的

主食、小吃跃然纸上，书香谷香充溢

交融。

文明

《谷食中国：中华小吃糕点主食探源》：

五谷美食，何以食在中国

《写给青少年的
红色战典》：

把军史经典
讲给孩子们听

《物换星移》：

以奇幻想象
探索科技伦理

新作 推介

新书 速递

作家名片

敬一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电视节目

主持人。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硕士学位。曾主持央

视《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感动中国》等节目，三次获

得全国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现任北京大学电视研

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近年来主创央视频节目《节气长城》《博物馆九分

钟》。著有《声音》《一丹话题《我遇到你》《那年那信》

《床前明月光》等。

“轻松”地走来走去
问：怎么想到用春夏秋冬四季、

二十四节气作为新书的写作框架？

敬一丹：媒体人的生活就是这

样，飞来飞去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半

世光阴路上忙，所以用24节气来做一

个结构。每个节气还有几篇短文，大

约都是发生在这个时节的人或事，

一共是 96 篇。

这本书设计了四个封面，对应

着春夏秋冬四季。扉页是我的一张

航线图，很明显的疏密表达：最密的

地方除了北京以外，是老家哈尔滨

以及父母曾经长期生活的三亚。原

来没看到这张图时，我觉得我天天

在外边忙，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待在

家里。看到这张图以后才发现，其

实更多的是回家。

问：您以往的书内容都比较严

肃，就像您在播《焦点访谈》时的形

象，新书打破了这一惯例，显得轻松

愉快。为什么有这种差别，新书和

以前的写作有什么不一样？

敬一丹：《我遇见你》是给自己

写了一个“述职报告”。后来写的

书都是有怀旧色彩的：写大学生活

的叫《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回望

家庭的《那年那信》，送走至亲时候

写的《床前明月光》有对生命的思

索。这些书都有点怀旧，有点沉重

的色彩。

《走过》是我这几年来最轻松的

一种表达。比如《凌晨三点，海边

看戏》，写的就是凌晨 3 点在北戴

河阿那亚看戏的极致体验。当我

拿 到 票 ，票 上 写 的 是 凌 晨 3 点 开

演，我真的怀疑是不是印错了。但

是凌晨 3 点之前，一个一个黑影向

海边聚集。那戏叫《罗密欧与朱丽

叶》，通 常 演 出 至 少 得 有 一 个 阳

台。没有，就只有海滩。座位都是

在海滩上现搭的，背后就是天，就

是海 ，就是沙滩 ，戏就是这样演 。

演着演着天光就开始发生变化，这

个时候我已经不在意演什么了，我

特别在意它在什么背景下演：天就

像幕布一样，最初是那种深蓝，然

后就是天半黑之时的那种蓝，再然

后粉色出来了，橙色出来了，天光

就在发生着变化，剧情也在发生着

变化。戏演完了，也没有落幕，大

家都涌向了太阳。从来没有看到

这样演戏的，也完全不是我们传统

的 记 忆 中 的 体 验 ，是 完 全 新 的 感

受。这是特别难得的一种戏剧感

受，所以我就把凌晨看戏的感觉写

在了书中的夏至部分。

过去播《焦点访谈》一脸严肃是

职业形象。在这本新书里，我可以

跟大家聊一些轻松的感受了。

问：书中有您走过的路。比如

您家乡哈尔滨的“中山路”。

敬 一 丹 ：说 到 家 乡 话 题 就 多

了。好多城市都有一条路叫中山

路，我的家乡哈尔滨也有一条路叫

中山路。

我的中山路记忆，写的是我小

时候。中山路有个食杂店叫十三

门，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三门卖的

东西多少钱：白糖 8 毛 1 分一斤，婴

儿 饼 干 6 毛 3 分 ，普 通 饼 干 5 毛 6

分 ，涂 了 油 漆 的 铅 笔 是 3 分 钱 一

支，没有涂油漆的铅笔是 2 分钱一

支 ，我 从 来 舍 不 得 买 3 分 钱 的 铅

笔。我第一次认识敦煌就是在十

三 门 ，妈 妈 买 信 封 写 信 慰 问 解 放

军，信封上印着一个飞天，我从来

没见过，当时也不知道叫做飞天，

只知道仙女好看。很久以后才知

道那就是敦煌，等我真正到敦煌的

时候已是人到中年。

十三门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我

第一次认识物质生活：怎么使用布

票，怎么使用豆腐票。十三门对面

是一个小邮局，我所有给家人的信

都是从这个邮局寄出去的。我父

母有留信的习惯，他们把我家这些

年来的信都留着，留了 1700 封，时

间跨度是 68 年，涉及到全家，直接

的有 3 代人，间接的是 5 代。这些

信是一个家庭特别宝贵的留存，后

来我写了一本书叫《那年那信》讲

的就是这些信中的故事。几年前

听说这个邮局撤了，我觉得有一块

东西被挖走了，但是我把这种感觉

以文字的方式写在了书里。后来

我戴上红领巾、再后来到省电台工

作，全都是在这条路上。谁心里没

有一条路呢？

走过，看过，听
过，想过

问：您走了很多的城市，看了很

多极小的博物馆，所以有了在《博物

馆 9 分钟》这个节目，怎么想到做这

一节目的？

敬一丹：我自己特别喜欢去那

些小微博物馆。一些有特色的博物

馆鲜为人知，但又特别有价值，我想

通过传播让它广为人知。这样的博

物馆特别适合用新媒体的方式来记

录。所以我就和央视频的小伙伴一

块儿做了一镜到底、一集 9 分钟的

一个节目。我想试试除了短视频以

外，除了大片以外，在央视频上我们

可以做什么？

我也把一些小微博物馆写到了

书里：我家在哈尔滨，清代末期，哈

尔滨遭遇了严重的瘟疫，这时医生

伍连德来到了哈尔滨。伍连德是海

归，在英国接受过教育，他以现代医

学的方式控制了哈尔滨的疫情。我

回到家乡，在伍连德纪念馆做了一

期节目；北京北二环有一个郭守敬

纪念馆，就在湖边，远远看去是一个

仿古建筑，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

如果没有运河、没有郭守敬的话，北

京城不是现在的样子。

博物馆确实给人享受感，每次

做 完 节 目 我 都 觉 得 很 养 人 、很 滋

补。以后不管还做不做这样的节

目，对那些博物馆，尤其是不大引人

注目的博物馆，我还是要去走过的。

问：怎么想着做《节气长城》这

档新媒体节目？

敬一丹：以前读过好几个作家

朋友的书，比如朱伟先生的《微读

节气》，“气象先生”宋英杰的书。

后来我觉得谈节气，在户外、在山

水之间特别好，在长城尤其好，为

什么？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节气

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遗产

交叉，我在交叉点上，就特别有话

想说。

以前我说长城的时候，经常会

用它的象征意义“啊，长城”这样的

表达，我们可以仰望它。可是我在

长城说节气的时候，就可以不用这

样说话了：长城也是可以亲近的。

在长城一带，节气非常分明，所以书

中有一段写大雪：“那一天，在少雪

的北京，我得到了预告，这两天要下

雪了，然后大家就约定以雪为令，只

要一下雪，我们就去八达岭，我们果

然实现了。”

“节气”和“长城”分开谈，都是

老话题。两个老话题一交叉，就让

人迸发火星了，其实这世界上很多

灵感就是产生在交叉中。我们的感

受是新鲜的，我们所到的地方也是

新鲜的。《节气长城》，一个时间概

念，一个空间概念，听起来就有很多

创作的空间。我们还有一个野心，

想从山海关走到嘉峪关。

问：书中还动情地写了“上课

铃”，和我们心目中上课铃声的感受

很不一样。

敬一丹：我在上一本书《我 末

代工农兵学员》的《编者注》中写

到，我当了 4 年多知青以后终于上

了大学，上课铃一响的时候，我眼

泪都快下来了。那么多年我离开

了课堂，也经历了书荒，终于听到

了上课铃声心情十分激动。这本

书出版的时候和一个“80 后”作家

一块儿交流，他说他们都很喜欢下

课铃声。

这种代际的沟通，我越发觉得

需要讲故事。比如好多年轻人不知

道什么叫“工农兵学员”，这不能怪

他们，因为我们没有告诉他们。所

以我就和全班同学一块做了一本书

叫《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这本书

被收到了中国传媒大学校史馆，填

补了一个空白。其实历史上有各种

各样的记忆，有官方记忆，也有民间

记忆，我们这相当于民间的个人史，

很多个人史拼在一起，就还原了一

个社会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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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一丹新作《走过》：

永远在路上的
“走过”与“走着”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访谈

《写给青少年的红色战典》脱胎

于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李涛的大型军

事史丛书《战典》。作者从《战典》原

著中精心筛选出 80 个经典战例，用

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文字撰写，以图

文并茂的童书形式呈现，给青少年

补上了军史教育的重要一课。

这套书按照历史的演进，以土

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 4 个时期作为分册依

据，每册选取 20 个经典战例，再现

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

全书内容充实，知识严谨，按照

点线结合的创作方式，既给青少年

做“线”的铺陈，又对一个个具体的

战例在“点”上进行深挖，呈现了战

役战斗的历史背景和较为完整的作

战过程，在内容丰富性上下足功夫。

因为时间的久远、语境的变化，

该书策划方、创作者开动脑筋，以电

影镜头特写的方式，详细描写战役

战斗中最精彩的故事，用对话和细

节还原真实的战争场景，给小读者

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增强红色精

神的震撼力和感召力，引导今天的

孩子深入体会红色战典中蕴含的军

事智慧、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

郭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