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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第五届浙江书展
暨2019宁波读书节

作为首位主讲嘉宾，敬一丹的开场白“我该说各
位观众好还是各位读者好呢”就让大家莞尔。这位深
受全国观众喜爱的“敬大姐”，自2015年退休后开始
写书。她最初以一本《我遇到你》回顾了在央视27年
的经历，为职业生涯做了一个小结，去年出版的《那
年 那信》，展示了敬一丹一家五代人的1700封珍藏
家书。昨晚敬一丹就分享了“我的家信我的家”。
“小时候，刚学会写信时，总是以‘爸爸，我想你’开

始 ，当时觉得写信很有趣。1968年，写信成为我生活的必
须，因为当时我们家成员被分散到各地，爸爸、妈妈、姐姐去了

黑龙江三个不同的地方，我和弟弟在哈尔滨的家里，于是，13岁的
我经常会站在邮筒前……”敬一丹深情的回望深深吸引了现场观众，她甚至清晰地背出了当
年三位亲人的通信地址，“记得我常向妈妈告状，说弟弟又逃学了、又没做作业。这不仅仅是
我个人的记忆，那时在我们那家属楼里，很多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这样。”

“记忆是一个人的本能，记录是媒体人的自觉，而纪念体现了代际的传承。”敬一丹说自己
写书回望过去，并不是想让现在的年轻人再回到白纸黑字的表达中，而是能从中明白我们内
心最需要的是什么。

晚报小记者
首次进行全媒体直播采访

本报讯（记者 周雁）浙江书展进行到第二天，
现场各场馆与展台前人气持续走高。这场书香盛宴
中，同样活跃在采访第一线的宁波晚报小记者们带
来了报道方式的创新——首次运用全媒体技术，通
过甬恋APP，为网友进行书展视频直播。

两名出镜小记者分别是来自曙光小学的程广涵
和来自海曙外国语学校的潘玥瑶，鄞州区江东中心
小学的几名小记者也参与了视频直播全过程。出镜
的程广涵和潘玥瑶都有一定的朗诵与表演功底，不
过接受全媒体视频采访任务对他们来说仍是一项不
小的挑战。“电视里经常看到记者播报新闻，感觉很厉
害的样子，当上小记者了，我也很想试一试。”潘玥瑶
和妈妈早早来到会展中心，想提前感受一下现场环
境。程广涵也为这次直播下足了功夫。“我和潘玥瑶
从来没见面过，是临时组合，感觉记者接受任务好酷
哦。不过我也很认真的，前一天就在家里一遍一遍练
播报。为了第一次全媒体视频采访，必须加油！”

直播现场，小记者们很快进入了状态，在本报记
者的带领指引下，孩子们吐字清晰、落落大方地介绍
书展现场。播报过程中，小记者们重点参与并播报
了天一阁博物馆推出的“指尖上的轻舞飞扬——古
籍修复”体验活动。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会展中心
1号馆——书香宁波展馆。在这里，我和程广涵要体验
一次古籍修复，了解古籍修复师的工作，学习传统文
化。”拿起话筒，潘玥瑶顿时找到了新闻记者的感觉。

在采访天一阁古籍修复师于美娜的过程中，程
广涵也展现了小记者的专业素质。“于老师，古籍修
复在我们看来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请问您为什么
要修复古籍，修复古籍有什么意义？什么样的古籍
能修复？修复师一般会用到什么样的材料和工具
呢？”采访过程中，程广涵从自己的视角提出了好几
个为什么。

面对自信大方的小记者，于美娜耐心地一一解
答并邀请小记者们动手体验。小记者们在于老师的
指导下，小心地开展古籍修复工作。铺上垫板、古籍
书页，用毛笔粘上浆糊，准备开始自己的“修复大
业”。抚平古籍、修补破洞、晾干书页，他们仔细地操
作着每一个步骤。

小记者们不仅有现场体验式的采访报道，也有即
兴的现场播报。来自鄞州区江东中心小学的两名小
记者翁钰尔、张可人在3号馆有不少惊喜发现，她们都
用即兴口播的形式进行了报道。在书香文创馆，张
可人采访了来自北京的参展商，向大家介绍了天坛
祈年历、宫扇等一系列富含中华文化符号的文创产
品。翁钰尔则在她最喜欢的少儿书籍区徜徉，面对
镜头自信大方地介绍了沈石溪、杨红樱等知名少儿
作家的作品，她还特别推荐了作家曹文轩的《草房
子》，希望同学们都能在书展上淘到自己心仪的书。

小记者用全媒体播报的形式进行古籍修复体验
式报道。 记者 刘波 摄

■小记者逛书展

作为第五届浙江书展暨2019宁波读书节的主要内容之一，“天一阁论坛”昨晚举
行，著名电视人敬一丹和著名作家阿来、李洱依次进行了主题分享，三人的分享各有精
彩，敬一丹的家信故事让人心生温暖，阿来的攀登者故事令人肃然起敬，李洱关于知识
分子的分享让人联想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李洱坦言他是下飞机的时候才接到出版社编辑
的通知：“你到宁波还有一场分享会，分享的主题是
‘阅读，可以让每个人成为知识分子’。”尽管认为这
个题目太大，但李洱还是围绕着“知识分子”进行了
各种阐述。

李洱谈了自己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应
物兄》，作品中写了不同代际、不同学科的知识分子，“这

可能也是编辑给我出这个题目的原因吧。有人统计，小
说中有名有姓的知识分子有70多个，但我自己没数过。”
李洱也谈了宁波的知识分子，“站在离天一阁数百米开外的

地方，我要说，天一阁出在宁波并不是偶然的，宁波自古人才辈出。”
在众多宁波名人中，李洱非常推崇方孝孺，“可以说方孝孺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

子。”李洱也非常推崇天一阁，他把天一阁比作一座东方博物馆，“没有天一阁，就没有《四库全
书》，就没有文化意义上的宁波。” 记者 俞素梅/文 周建平/摄

国庆期间，电影《攀登者》热映。昨晚，该片编剧、作
家阿来就讲述了“攀登者的故事”。

阿来是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双奖得主，他成
长于四川藏区，对雪山有着天然情感。他喜欢登山，
也崇尚登山英雄。“但自明清以来，中国人缺乏登山、
探险等户外运动，缺乏对自然进行探索的科学精神，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缺陷。”所以，当数年前，
阿来得到采访1960年登上珠峰第二台阶的4位中国

登山英雄的机会时，他非常感兴趣，采访后觉得材料不
够，还跑到拉萨，通过西藏登山学校，联系到了1975年及

之后多次登上珠峰的西藏登山队队员。
“今天我们已有很多登山的知识，比如登珠峰分三段，最初第

一段的困难在于冰塌，因为冰雪在不断融化；中间这段的困难是会有雪崩；最上
面这一段的困难是狂风。但1960年，登山者们根本没有这些知识，那时的气象手段也不行，就
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一帮人向珠峰发起了攀登，失败了下来，又一帮人往上冲……最后终于有
4个人成功了，这中间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登山英雄站在山脚下，他们也是平凡的人。人在极端的环境下也是有情感的，经历了肉体
的极限，精神的极限，从肉体到精神的浴火重生，一个平凡人瞬间变成了英雄。这是我对登山最
基本的理解。”阿来说，电影《攀登者》加入了影视创作中其他人对登山的理解，小说《攀登者》能
完整地呈现对登山最基本的理解。

李洱 聊人文和知识分子

阿来 讲述“攀登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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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一丹温情 阿来严肃 李洱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