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0-21

2017年2月24日 星期五
编辑：华章 美编：金红 组版：徐凌文娱

“宅男”如今“动中静，忙中闲”

白白岩岩松松：：阅阅读读的的好好时时光光就就要要来来了了
《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白说》《万事尽头，终将如意》,白岩

松每隔几年都会出一本他个人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文集。2月23日，
白岩松在京举行新书《万事尽头，终将如意》发布会，并接受了全国
媒体的采访。与以往任何一次一样，白岩松访谈涉及话题非常宽
泛，他阐述了央视主持人日益活泼的画风转变、被称为“网红”的感
觉及读书和读诗热等问题的思考。

本报记者 师文静

从大踏步走向“宅男”
到“动中静，忙中闲”

白岩松新书《万事尽头，终
将如意》结集了他对巴西这个
国家的理解。白岩松说，写这个
主题源于他去年奥运期间的深
度巴西游，他从自然和人文环
境、历史发展等多方面了解了
巴西文化。

每一次新书出版，白岩松
都会被问到当时的心理状态。
2010年时他说：“我现在正大
踏步地向‘宅男’发展，40岁之
后的我开始觉得需要更多地
面对自己。写诗重要还是签合
同重要？我说对生命来说写诗
重要。”

现在的白岩松对同样问
题的回答则是：“曾国藩的思
想有两个关键词，一曰诚，二
曰静，诚就是不欺人，尤其不
自欺。我们不会去欺骗别人，
但是不自欺这方面还有很多
路要走。静是参透中国文化的
关键所在之一。我的心境是
为而不争，求静不得。我真心
求静，但我的座右铭全是做
不到的事，所以是动中静，忙
中闲。”

央视主持变活泼
是尊重时代

当被问到当下如何选择生
存方式时，白岩松称，城市不重
要，内心才重要。“其实，内心才
是你的居住地，这点很重要。建
好多高楼，GDP翻很多倍，最后
世界第一，但是目的好像不是这
个，如果不是让人们更自尊、自
强、更开心，是忘了初心。”

主持人白岩松大多数时间
是严肃的，但去年奥运会期间的
犀利吐槽，让他成了“网红”。对
此，白岩松称，自己是“网白”而
不是“网红”，因为他姓白。白岩
松称，媒体人要根据面对的新闻
事实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

今年春节期间，不少央视
主持人选择特别轻松活泼的方
式与观众沟通，引起大众的关
注。白岩松称，他很早就提出必
须要用讲故事的方式做好新
闻，很多年前他也这样做了。什
么东西都不能极致化，过去主
持人的语言过于死板了，“不能
用做论文的方式天天播新闻，
但也应该有一定的边界，总的
来说要符合传播规律，尊重时
代，尊重观众的期待，一切合适
是最重要的，中国文化强调的
是合适。”

吃饱穿暖后
追求精神世界

多年来白岩松一直在做阅
读推广，对当下的文化节目也
很关注。他说，阅读正在往好的
方向发展。“我早就打气了，我
说阅读的好时光不是过去了，
是还没有来呢。”

白岩松称，一个人均阅读
4 . 58本的国度怎么会对阅读持
悲观态度呢？“等他吃饱了，穿暖
了，喝足了，下一步干什么？过去
我们追各种名牌，将来就不能让
自己的精神世界有所生长吗？现
在中国一年出版的新书几十万
种，好书太多了，我相信未来的
阅读一定会由人均4 . 58本到6
本，到7本，不是别的因素，而是
大家会有更高的娱乐追求。我认
为阅读、听音乐、运动是让人受
益良多的游戏，何乐而不为？”白
岩松认为这个过程不着急，但要
做工作，让它更快一点到来。

“《中国诗词大会》火了，
《朗读者》上路了，这种类型的
文化节目也在增长。”对于文化
节目的火爆，白岩松提到了社
会和个人发展的“折返点”论
点，他说现在大家都在折返点
上，有人悲观看待，有人乐观面
对，而他是乐观的。

翻翻译译““狂狂人人””许许渊渊冲冲感感动动亿亿万万读读者者
带动相关图书持续发热

首期《朗读者》经央视播出后，96岁翻译家许渊冲在节目上立
下一个“小目标”：如果活到100岁要把莎翁作品全部译出，感染了
许多翻译界同道及文学爱好者。近日，不仅《许渊冲经典英译古典
诗歌》冲上了热搜榜，多家出版机构也在社交媒体平台纷纷推出老
舍、许渊冲的相关文章。

朗读成书与读者桥梁

资深出版人程三国告诉记
者，如今大众阅读呈现分众化、
个性化趋势，当一个图书或作者
热点被挖掘、被反复谈论时，这
让原来被淹没、有价值的图书拥
有了更多读者群体。与其说是图
书借电视节目“蹭热度”，不如讲
这正切中了出版界寻找知识输
出入口的深度需求。

在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
看来，大众传播能打破认知藩
篱，此前仅被小范围关注的许
老先生一下子进入全民视野，
出版人应抓住阅读载体与阅读
情境变化带来的机遇。“电视节
目与出版有一个共通之处，前

者通过饱含深情的朗读，以舞
台视觉语言辅助呈现，让观众
恰如其分地感受文学的力量；
后者尽力让情感成为书与读者
之间的联结，让文学回归生活
语境，都是共情的一种方式。”

出版人应找准消费入口

记者在豆瓣、微博、公众号
等平台上搜索发现，不少读者
留言都谈及被译界“狂人”许渊
冲所打动。无论是“从夜晚偷时
间”的励志故事，推敲巧译“床
前明月光”的趣味故事，还是念
及林徽因思故人的催泪故事，
故事这一核心要素，成了图书
与读者之间血肉饱满的链接。

当读者的胃口被调动，人们

自然希望去了解话题人物的更
多岁月记忆。出版社不失时机推
出许渊冲的自传《梦与真》是资
源思维向用户思维的转变。接力
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说，电视节目
及话题热度直观带动了阅读，不
妨让图书的信息流更好地在社
交流中去流淌和流转。

《中国诗词大会》、《朗读
者》等节目助推主题图书的现
象背后，更多出版人在思索，传
统的卖书套路难以满足当下新
媒体时代阅读趋势，如今读者
所需要的，不只是一条条新书
书讯、一份份好书榜单，而是结
合人生体验、引发情感共鸣的
知识消费，出版人要找准并扩
大这样的知识消费入口。

(许旸)央视首期《朗读者》，96岁翻译家许渊冲感动亿万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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