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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由长江新世纪出版发行，
记录了敬一丹近年来的人生细节和随
笔感悟。她将走过的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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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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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的风、听
过的雨，并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回
忆和倾诉。这一次，她化身时光讲述
者，带领读者跟随她的足迹，穿过春夏
秋冬二十四节气，越过山河湖海与大
江南北，一同回味彼此人生的“路上光
阴”。

散文集《走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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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
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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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处都有独特的印记。

她在时间与空间交汇处，写下经
历与感悟。这是一部既探索又解答的
行走随笔集，描绘了一幅跨越千里、历
经数十载的自然、人文图景。这本书
以空间上的广袤和时间上的纵深，勾
勒出中华大地上传统与新兴交织的生
活、精神图景。

书中不仅有山河美景，更有深刻
的人生体验与感悟。敬一丹回顾了年
少时的遗憾，描述了自己对现状的从
容，以及人到中年慢慢放手失去的淡
然，她用大量的文字描述她走过的山
川湖海时，我们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舒
展和人生的释然。

敬一丹也给我们呈现了一种跨越
年龄、行业、性别的人生状态，保持对

生活的热爱、对行走和记录的坚持，
唤醒我们对生命不留遗憾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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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
在她的文字中会意共鸣。

敬一丹坦言，《走过》是自己近
年来最轻松的一种表达，就是一个媒
体人走来走去时见到、听到的故事。
她特别高兴可以通过《走过》与读者分
享自己在凌晨三点的海滩上欣赏以天
为幕的戏剧表演等感受，一改退休前
留给观众端正严肃的印象。

中山路是敬一丹从小走到大的一
条路，承载了一段难忘的记忆，中山路
上的十三门和小邮局分别代表了她年
少时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尤其是
邮局，多少封家书从这里收发。敬一
丹不想遗忘这些记忆，哪怕是带有痛
感的记忆，也想留存下来，所以纷纷记
录进书里。敬一丹希望大家可以加强
代际沟通，相互讲故事、相互解释，让
更多时光细节得以传承。

这本书的设计也别具一格，由敬
一丹亲自审定。《走过》的封面后代表
春夏秋冬四季的彩页，每一页彩页上
除了一句敬一丹致敬时光的话语，留
有大量空白，而这些空白是留给读者
的，读者可以写下自己四季的故事，这
样读者也能和这本书一起走过了。扉
页上的航迹图也别有深意，指着家乡
周围密密麻麻的航线，敬老师说无论
走得多远，牵引力最强的还是家的方
向。

书中有一篇《假装在中年》，敬一
丹希望与年长读者共勉，摆脱年龄焦
虑。在退休后十年的小节点，她仍选
择开启人生的新旅程。敬一丹分享了
自己如何走近爸妈的青年生活，了解

爸妈年轻时的经历，回看儿时场景的
感触，那些颇有意思的私人博物馆，还
有街角院落古迹名胜等等，她也鼓励
读者通过文字记录下自己每时每刻的
感受。

对于《博物馆 9 分钟》系列，敬一
丹说，自己本身就关注与喜爱那些鲜
为人知的小微博物馆，因为它们往往
很有特色，也很有价值，希望通过传播
将它们推给更多人。同时，9分钟的中
视频与小微博物馆的体量相符，再加
上她和新媒体的同事大胆尝试，也就
有了一镜到底的《博物馆 9 分钟》系
列，敬老师在书中也收录了与伍连德
纪念馆、郭守敬纪念馆、海子诗歌陈列
馆等一系列博物馆的邂逅。

书中既有主持人和节目组能去
到、追问的独到地方、深入思考，又有
作为普通人的温情、常情感悟。博物
馆、纪念馆、戏剧节、长江源、保护区、
大学堂、天文馆、话剧院……自然深
浅，文明表里，她“走过”的是一个文明
强盛的现代中国。

书中，“我”和“我们”“家”与“国”
交织并行：中华大地上的人间烟火、悠
悠历史、高远理想，都在这里呈现和绽
放；在对传统的珍视中叩问来处，在对
当下的拥抱中思考去向，承担时代责
任是我们具体的热爱；追念先辈，并肩
同侪，寄语后生，时代的接力棒在亲
情、友情、师生情中传递，责任的承担
是我们对家国具体的热爱。 仇宇浩

新书邀请读者一起《走过》人生的春夏秋冬

敬一丹：化身“时光的讲述者”

10年前，敬一丹从央视退休，先出了《我遇到你》回望职业，之后陆续推出回顾大学生活的《我 末代

工农兵学员》、回望家庭的《那年那信》以及送走至亲、思索生命的《床前明月光》。如今，她推出了和以往

怀旧图书不同的新书《走过》，讲述“走过，看过，听过，想过，感恩这世界让我走过”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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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遇到你》《那年那信》《床前明月光》等。

听数学家“讲”故事
——评《共和国的数学家〈青少版〉》

基础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其
中培养青少年的数学兴趣尤为关键。《共
和国的数学家（青少版）》第一辑（五本）应
时而生。丛书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汤涛，数
学家李文林、蔡天新和林亚南等共同执
笔，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生动勾勒出华
罗庚、陈景润、冯康、许宝騄、吴文俊五位
数学家的人生轨迹。“大”家写“小”书，于
青少年、于科普出版，意义深远。

大家写小书，需将多年研究深入浅出
化为普及读物。既需避免冗长粗疏，又需
兼具趣味笔触与化繁功力，心力投入不逊
于学术专著。可喜的是，丛书虽出自大家
之手，却毫无学究气，科学的严谨与文学
的感性达到恰如其分的平衡，竟似童话作
家的手笔，举重若轻。

作者深知孩子们爱读故事，创作时特
意避开艰涩的学术内容，将笔触探入数学
家的人生脉络。丛书的核心策略在于“把
历史写活，把细节写准”，作者绝不因是青
少年读物而掉以轻心，始终秉持审慎态度，
坚持“无一事无来历”，不虚构、不溢美，力
求细节准确。书中呈现的数学，剥离了程

式化的枯燥外壳，展现出实用有趣
的一面；而数学家们也褪去了光环，
展现出鲜活的一面——他们有过调
皮的童年、学业的挫折，甚至数学考
试的失利，却始终怀揣对数学的炽
热情感与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

书中真实展现了数学家们在逆
境中学习成长的非凡旅程：陈景润
小学时，曾因不善言辞屡受委屈，但
始终坚信“真正的强壮在于志向”；
华罗庚在强手如林的珠算比赛中，
不轻言放弃，凭借独创的简捷算法
最终夺冠；冯康面对挫折时，在书籍
中汲取力量，重拾勇气。这些真实
的人生片段，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
伟大的数学成就源于平凡而执着的
努力，更为他们上了一堂堂生动的
抗挫折课。

丛书不仅展现了数学家的成长
故事，更揭示了他们的“学习要
诀”。例如陈景润总结的“牢固掌握
基本概念”“实事求是、循序渐进”

“培养良好的习惯和作风”“多做习

题、独立思考”“练好基本功，推理要论
据充分”等宝贵学习要领，为小读者提
供了切实可行的学习路径。

阅读中，孩子们还会发现数学家
们鲜为人知的博雅情怀：公众熟知的
数学家华罗庚，诗也写得不错；中国概
率统计领域的奠基人许宝騄还会唱昆
曲；冯康在初中时便能翻译英文小说
并在杂志上发表。这些侧面打破了人
们对数学家的刻板印象，展现了他们
的个人魅力，也与当代倡导的全面发
展教育理念相契合。

捧卷在手，犹如重走数学家们波
澜壮阔的人生旅途，打破时空的隔膜，
奔赴一场与数学家的跨时空对谈。书
中这些动人而振奋的故事，娓娓道出
——正是他们平凡却执着的付出，才
让世界看到中国数学的成绩。今天的
青少年，理应多阅读这样的故事，从中
汲取智慧与力量。

据光明日报

（作者：聂震宁，系中国出版协会副

理事长，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

真实性：所有数学和历史信息准确无误，严

格考证史实，避免虚构和夸张。

科学性：通过数学家的故事，传达了科学探

索、实证研究和理性思考的科学精神。

可读性：在涉及数学领域专业术语时，引入

熟悉的场景和概念，用生动的语言加以阐释。

启发性：鼓励读者思考和探索，激发青少年

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好 书 掠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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