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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一丹：“走过”不仅仅是一本书的名字

半世光阴路上忙
作为著名主持人、记者，敬一

丹被全国的观众所熟知。她曾经
站在电视的前沿，直播香港回归、
澳门回归等重大事件。真诚、朴
素、知性的主持风格，实力圈粉了
各年龄层观众。

在观众的印象中，敬一丹常常
是严肃、眉头紧蹙的形象，就像她
退休那年出版的《我遇到你》封面
照片上的形象。如今相隔十年，
《走过》封面上的敬一丹，步履舒展
而从容。

从主持人到写作者，从荧幕到
图书，她用感性的触角、理性的观
察，坚持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为什
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敬一丹说，
《我遇到你》是她的职业回望，是十
年前退休的时候写的，“我的职业
形象其实就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总
是皱着眉头面对节目中聚焦的话
题。”20世纪90年代初，在《焦点访
谈》之前，敬一丹主持了一档节目，
叫《一丹话题》。“那时候，我就总是
皱着眉头。”她笑着调侃道，“要不
然怎么选我去主持《焦点访谈》
呢？”如今出版的《走过》，是她退休
十年以后写的，相比退休前，有着
截然不同的状态。

《走过》是敬一丹的随笔集。
作为媒体人，半世光阴路上忙，走
过了东南西北，走过了春夏秋冬，
也走过了悲欣苦乐。走过、看过、
听过、想过，于是，有了不一样的目
光，有了不一样的表达。书中以二
十四节气作为时间轴，以走过的地
方作为空间点，作者在时间与空间
交汇处，写下记者、行者的经历与
感悟。“走过”不仅是一本书的名
字，更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与态度。
她用大量的文字描述走过的山川
湖海，也呈现了一种跨越年龄、行
业、性别的人生状态。她以记者的
敏锐记录时代变迁，以行者的姿态
感受自然馈赠。

“走过”南京的记忆
职业生涯中，她多次“走过”南

京。其中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在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新馆布展的时候。当时，《新闻

调查》栏目的记者们在那个场地里
开始记录，采访了多名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做了一期 40分钟的新闻
调查节目。“我在那个场馆里待了
一星期，节目录制临近结束的时
候，我觉得我快抑郁了。那种沉重
的话题，那份不堪承受之重……”
敬一丹说，在《焦点访谈》工作了那
么多年，经常面对阴影里的话题，
她一直觉得自己的承受力还是很
强的，但是南京大屠杀的话题依旧
让她无法释然。该怎么缓解呢？
走出纪念馆，她走进了隔壁的云锦
博物馆。看到云锦她就在想：世界
上怎么会有这样美好的东西啊？

“我用这种方法调整了我自
己，救了我自己。”她说，平时工作
中也是如此。如果目光长久地聚
焦阴影里的东西，是没有那样的承
受力的，幸好在节目里遇到了《感
动中国》，这档节目是温暖的、给人
信心的。“这样就能保持一种平
衡。这世界就是这样：有阴影，也
有光明；有冷峻，也有温暖。”

2025 年 6 月 15 日，夏至到来
之前的一个周末午后，敬一丹又一
次来到南京，在南京图书馆与读者
们分享了新书《走过》。南京图书
馆所在的长江路上，坐落着六朝博
物馆、江宁织造博物馆、南京总统
府景区、江苏省美术馆等多家文博
场馆。去南图的路上，她路过这些
博物馆，看到门前人头攒动，一时
之间感慨万千。

兴之所至，第二天她去参观了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她一
边参观，一边与工作人员交谈：“从
我们游客的角度，其实特别希望星
期一也能到博物馆来参观。这次
来到南京，我如愿以偿了。来到大
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有一种特别的
满足感。”

记录 30 年间博物馆
的冷与热

南京是世界文学之都，也是博
物馆之城。与当下的“文博热”相
反，敬一丹依然记得 30多年前博
物馆的“冷”。1993 年，她做了一
档节目，名叫《寂寞的博物馆》。那
时候的博物馆寂寞到什么程度？

她说，北京的知名博物馆，居然在
出租场馆卖家具。“当时看到那样
的状况，我特别难过。”

这么多年过去，她在职业生涯
中记录着博物馆的变化。退休之
后，敬一丹在央视频做了一档文化
类节目——《博物馆九分钟》，主要
聚焦小微博物馆，用一镜到底和新
媒体的形式讲述博物馆的故事。

“走过”这些博物馆录制节目的时
候，她看到了什么？又在思考着什
么？台前幕后的故事，都收录在了
新书《走过》中，比如南京中国科举
博物馆、六朝博物馆，以及外地的
中国皮影博物馆、建川博物馆、传
媒博物馆、普通话博物馆……

前年夏至日到来之际，她去了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节目在央视
频推出的时候，正是高考前后。看
到今天很多年轻人来到这儿，见到
龙门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跨过去。
在对明远楼的仰望中，古今的碰撞，
带给她无尽思考：“说到科举，中国
人会想着什么？是金榜题名还是五
子登科？是想着范进中举，还是名
落孙山？那么多成语典故和文人的
故事都和科举联系着。科举作为一
种制度，到1905年就被废止了。如
今已经100多年了，然而在这之前，
它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留下了
深深的痕迹。有的痕迹是无形的，
有的是有形的，无形的已经渗透到
我们的文化基因里，而有形的就珍
藏在博物馆里。”

在南京的六朝博物馆，“六朝
的微笑”深深触动了她。六朝博物
馆人面纹瓦当，带着神秘的微笑，
穿越千年时空而来。令她更加印
象深刻的是，在博物馆负一层遗址
抬头往上看，有一扇窗子直可以看
到地面，“我们可以想象，在热闹的
南京街头，我们看到今天的南京人
的微笑……”这让她突然想到镜头
语言的表达方式：一镜穿越，镜头
通过窗子从地下穿越到今天的马
路上，就看到了今天南京人的微
笑，再来一个俯拍的镜头。想到这
样表达的时候，她特别兴奋。

“短短的9分钟，我们不是《国
家宝藏》，而是新媒体一镜到底的
方式，常常会觉得表达得非常有
限。”敬一丹说。

《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感动中国》《新闻调查》……那些年，荧幕上的敬一丹常常是眉头紧蹙，声音沉稳而睿智。作为媒体人，半世光阴
路上忙，她用脚步丈量时代，用声音和文字温暖人心。

近日，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敬一丹携新作《走过》走进南京图书馆，分享她走过的路、见过的事。这是《走过》在南京的首场新书分享会，
敬一丹分享了自己用心灵书写的“走过”。

作为媒体人，她不仅曾经“走过”，而且在退休之后一直坚持“走着”：先后出版了多本书，还尝试着新媒体的表达。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刘静妍

读品：您最近在关注什么新闻？
敬一丹：我现在最想看到的新闻

就是苏超。江苏这个活动太引人注
目了，让人特别欢乐，这是特别值得
让人琢磨的事情。不管哪个城市赢，
我觉得江苏都赢了。这次来到南京，
是 故 地 重 游 。 我 第 一 次 来 南 京 是
1978 年，那时候在苏州实习，特意来
了一趟南京。当时，我的感觉是：这
座城市我好像来过。其实在此之前
我根本没有来过南京，只是对它非常
认同：它兼容了南北的精华，在我面
前呈现出非常大气、厚重的气质。我
特别喜欢这样的地方，来了好多次，
都没有真正读懂它。

读品：您为什么在退休之后开始
做新媒体？

敬一丹：回首职业生涯，我是幸运
的：我做广播的时候，广播是强势媒
体。我做电视的时候，电视是强势媒
体。当我快要退休的时候，电视已经
面对着新媒体的挑战了。但是，后来
我又觉得，如果一个人的职业体验都
是高峰，那也未免是一种单调，怎么
能不体会到什么叫挑战呢？于是，退
休以后，我以一种放松的心态接触了
新媒体，在央视频开设了文化类节
目。如果说过去做《焦点访谈》节目，
让我享受的是直接推动社会文明进
步的成就感。那么，现在做文化类新
媒体节目，过程就让我很享受，我觉
得特别滋补人。

读品：您先后出版了《声音》《一
丹话题》《我遇到你》《那年 那信》《床
前明月光》《走过》等多部著作。有读
者认为，您是从电视节目主持人“跨
界”到了写作者。为什么您无论在职
还是退休后，都一直坚持着写作？

敬一丹：前几天，我把我的家书捐
给了家书博物馆。一家媒体的稿子
是这样写的：年逾古稀的敬一丹捐出
了她的四封家书。我的第一个反应：
这事和年逾古稀有关吗？我仔细一
想，还真有关。如果不是年逾古稀，
我能有那么多家书吗？

最近有一个年轻记者采访我的时
候，问了我“未来的人生规划”。特别高
兴，一个70岁的人还得面对着年轻记者
说人生规划。在我60岁退休的时候，一
个老同事跟我说：小敬，你退休以后要
做计划，要不然退休以后的日子就很快
就会过去了。当年他70岁，我当时说：
康老，我离您那时候还远着呢。结果，
一转眼小敬也变成了敬老了。

那还要不要去做规划呢？我不太
擅长做长期规划，但是我经常会有一
个中期的能看得见的目标。当我心
里有一个愿望的时候，我非常珍惜；当
我心里有一种创作热情的时候，我就想
一定得抓住。我也不是那么容易兴奋
的人。一旦有一点兴奋，带有一种创造
性的兴奋，我就顺势开始了，比如写作。

媒体人写作，不是跨界，是题中应
有之义。现代的媒体人，可以用不同的
方式表达，可以是镜头和话筒，也可以
是文字。用文字表达是基础。我在职
的时候写了 5 本书，都是偏播音主持、
编采业务的书。退休以后，我觉得文字
的表达更加沉淀。以前在镜头前、话筒
前说的话，多半都是公共话语，而写在
书上的更像我自己。我退休以后写了
5本书，就是特别害怕忘记。我觉得忘
记是很危险的，所以把我害怕忘记的这
些东西写下来。书出来了以后，有人说
你写的东西都是怀旧色彩的。是啊，有
旧可怀，也是可以怀旧的。我把怀旧的
事做完，再面对新的。那我有没有能力
写出一个就是特别当下的话题呢？那
得有一种“走着”的状态，而不是“走过”
的状态。

敬一丹

中央电视台播音
指导，电视节目主
持人。1986 年在
中国传媒大学毕
业，获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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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传媒大学客座
教授。近年来主
创新媒体节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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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过》等。

不管哪个城市赢
江苏都赢了

■对话

敬一丹与读者分享新书《走过》 南京图书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