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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东方时空》25年，白岩松：

期期待待下下一一个个有有起起点点意意义义的的机机缘缘
白岩松今年50岁了，依旧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对潮流文化保持着兴趣。问他听嘻哈吗？看街舞吗？他抬头看一

眼记者，“我一个差点办流行音乐报纸的人，我不觉得中国有几个年轻人比我更懂流行音乐。”
时光倒退回四十年前那个夏天，十岁的白岩松第一次来北京，他从来没想过今天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改革

开放使他从边疆到了央视，成为一名新闻人。从《东方时空》担任主持人，到正式担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持人，至今
主持《焦点访谈》《新闻1+1》《新闻周刊》等节目。

儿时，“梦想”
是一个陌生的词汇

1968年，盛夏，内蒙古自治
区呼伦贝尔。白岩松出生。

白岩松生活的小城镇里只
有二十万人口，和北京的距离
有两千公里，要想了解北京出
的报纸，要在三天之后才能看
见。对于那里的人来说，并不存
在新闻这个说法。

他记得7岁那年，上山下乡
的知识青年在他家门口的广场
上出发，他和哥哥都去看了，回
到家开始讨论自己的未来。白
岩松当时想的是，作为家中的
第二个孩子，他可以躲过上山
下乡，中学毕业后接替妈妈进
入学校，做后勤工作，或者成为
一名体育老师。

8岁时，白岩松的父亲去世。
只剩下母亲一个人抚养两个儿
子，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块。

“梦想”这个词对儿时的白岩松
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

1978年白岩松第一次来到
北京，在北京吃饭，每个座位后
还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排队等
座的，一个是等着他们剩饭的
乞丐。

晚上白岩松得跟着母亲
去住澡堂子，那时的酒店实在
太少。在北京第一晚住在鲜鱼
口，第二晚住在崇文门。晚上
10点钟等澡堂子的人走完后，
妈妈进女宾部，白岩松进男宾
部，第二天早晨7点前在门口相
会。这就是白岩松对外面世界
的十岁记忆。

那时的他还不知道，就在
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而
他的命运也注定被改写。

做广播站“记者”
和崔健聊了一小时

1988年，冬天，北京。大四
的白岩松开始找工作。

真正让他感到改革开放对

自己产生影响的事件就是高
考。1979年，哥哥考上了北京的
大学，白岩松从哥哥身上已经
隐约感到命运的改变。

六年后的1985年，他考上
大学，来到北京。这一年的北京
跟他十岁来时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经历了国庆35周年的
大典，有了“小平你好”，所有东
西都焕然一新。

那时候的音乐、诗歌、小
说，对白岩松这一代大学生起
了极其重要的助推作用。让白
岩松印象最深的是广院经常放
同声传译的电影，比如《湖畔
奏鸣曲》《两个人的车站》《悔
悟》等等，一两毛钱一张票，现
场有一位北外的老太太，一个
人翻译所有的角色。就这样，
白岩松看了很多世界影史上
的经典作品。

更让白岩松着迷的是摇
滚乐。他说，如今经常有大学
生会问，“白老师，如果有时光
穿梭机，让您回到我们现在这
个岁数，回不回来？”他说不
回，“因为你们现在的歌都太难
听了。”

大陆对流行音乐的关注从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乡恋》
到邓丽君，白岩松读大学时罗
大佑已经在流行音乐上起到了
主导性。1986年，崔健的《一无
所有》出来了。正好学校广播站
归白岩松管，所以当年广院的
喇叭里总放着崔健的音乐。白
岩松回忆，自己作为校广播站
的记者，跟崔健打电话聊天，聊
了将近一小时，“这是在那个时
代才会有的一种交流。”

自认为形象不佳
没想过当主持人

白岩松对摇滚乐的热爱，
让他差一点要去办一份流行音
乐报纸。

1989年，大学毕业，他被分
到了《中国广播报》。“当时大家
都非常前卫，也很兴奋。想以报
纸为平台，将来签歌星出专辑，

承办演出，扛起流行音乐的大
旗。”

这句话在1993年是石破天
惊的。虽然最后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办成这份报纸，但也无意
中成就了如今走上新闻人道路
的白岩松，将他推上了“东方时
空”这辆列车。

在白岩松筹备音乐报纸的
同时，制片人时间要创办《东方
之子》，四处找人。经人推荐的
白岩松起初负责节目策划，给
主持人准备材料和帮主持人设
置问题。

白岩松常说一句话，再穷
我也照过镜子。言下之意，他
很了解自己的形象，因此，他
压根儿就没想过当主持人。时
间了解后，轻描淡写地说：“你
见过有人早上看电视吗？没有
啊。谁会看着你呀。”白岩松一
想也是，就这样被“哄骗”着当
上了电视主持人。

当年《东方时空》就像电视
界的深圳，一种强大的感召力
让大家从四面八方会集而来，
新闻改革的实验正是从这里开
始。在《东方时空》之前，没有电
视新闻人，连可参照的对象都
没有，白岩松半开玩笑地说，

“我们这帮‘歪瓜裂枣’之所以
能被大众接受，就是因为没有
比较对象。”但这不就是改革的
意义吗？“沙漠中见到仙人掌，
都觉得是绿色植物，迅速接
受，所以被宽容地成长。”

在白岩松看来，《东方时
空》的诞生和改革开放密切
相关，“没有邓小平南巡，就
没有《东方时空》。”上世纪
90年代初，思想和社会空气
重新活跃起来了，改革开
放中的每一个举措，都会
带来个人命运和集体命运
的改变。

今年是《东方时空》开
播25周年，1/4个世纪，白
岩松感叹，“我期待着下一
个机缘，像上次《东方时
空》一样，具有起点意义。”

（刘玮）

调糨糊、溜口、补洞……

珍珍贵贵古古籍籍展展上上，，修修复复师师妙妙手手““医医书书””
本报讯（记者 师文静）

6日，“册府千华 守望文明：山
东珍贵古籍展”在省图书馆开
幕，难得一见的山东珍贵古籍
亮相，系统呈现了帝王世家、市
井万象等古籍中的历史场景。
现场修复师的修复技艺展示，
让参观者直观感受到了古籍修
复的难度与精细。

6日下午，在省图书馆五楼
历史文献部展厅，很多人在珍
贵古籍展前驻足观看。由中国
国家图书馆与山东省文化厅共
同主办的本次展览，通过《明嘉
靖九年山东布政使司刻本》《清
乾隆中曲阜孔氏刻本》《清河工
器具图说》等古籍，从帝王世

家、齐鲁名圣、市井万象、守望
文明四个角度，呈现了泰山封
禅、黄河治理等历史场景，展
现了2000多年来孔子等杰出
山东名人对中国思想、科技、
农业、军事、书法等方面的深
远影响，也呈现了古人健康
医疗、休闲娱乐、信仰追求等
社会百态。这些珍贵的古籍
展现了我省在古籍修复与保
护中的成就。

另一边，修复人员商红
岩正在修复清代古书《范氏
家乘》，这部书已酸化、有很
多破洞，商红岩要做的是补
洞、溜口，让纸张看起来修旧
如旧。“这部古书用纸薄如蝉

翼，刷糨糊刷不巧就会破坏
纸张，打补丁的时候一不小
心手指头就会粘下一块纸，
需要万分小心。这么薄的书，
对调糨糊，对修复都有很大
挑战。”经过商红岩的修复，
纸张的洞被补好，破损的页
边也变得整齐美观，压平后，
这页古书的修复基本完成。

商红岩称，修复古籍需要
根据古书的破坏情况制定方
案，《范氏家乘》的品相还不算
太差，一天能修七八页，有的古
籍腐化、砖化很厉害，修复步骤
复杂，需要多种高科技机器辅
助、多个修复师长时间修复才
能完成。商红岩修复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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