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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吾家吾国》传递“宝藏老人”的智慧与信仰

亮点直直击击

现实中没有魔法，现实也不是童话，但只要我们在成长中依然保有着童话的灵魂，只要我们相信童话世界的存在，
从苦难中得到磨炼，在磨炼中收获友情，在绝望中创造希望，从失去中学会珍惜，在现实中永远坚持爱与正义……我们
的童话永远不会结束。

魔 法 的 回 忆

“两弹一星”功勋人物陆元九，中国第一位女指挥郑小瑛，“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常沙娜，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
乐黛云……节目中，这些为共和国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宝藏老人”，娓娓讲述着自己的家国情怀，用波澜壮阔的时代视
角，告诉年轻人为何依然要奋斗不止。

新书架架

林强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本书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作家
林强在深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贡
嘎山一带的40年中，记录下了很多具
有英雄模范和先进典型作用的人物事
迹。他们中有27年坚守在高海拔乡
村小学默默奉献的藏族老师吉嘎；有
在海拔4000米支教5年的清华大学
研究生杜爱虎；有一辈子干好一件事
的向导格勒；有在贡嘎山下修车的老
汉白师傅；有把贡嘎山当作大药房的
民间医生范述方；有在贡嘎山下生活
60年的麻风病夫妇；有贡嘎山下人民
忘不了的好书记孙前；有为民办事的
藏族县长四郎泽仁……

这些书写生命顽强坚韧、基层民
众和干部勇于奉献、各民族同胞团结
互助的故事，或动人心脾，或感人肺
腑，或催人泪下，充溢着感动中国的
力量。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周韵曦

“当我们在梳理为共和国做出贡献的名单
时，我们发现，这个名单是漫长的。当这些名
字被我们从历史的角落找出时，我们是无比欣
喜的。无论用任何方式、花多少时间和精力，
我们都要找到他们、记录他们。”《吾家吾国》节
目的制作人、主持人王宁在面对中国妇女报全
媒体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为庆祝建党百年、迎接“家国同庆”的特殊
时刻，今年国庆节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
别推出《吾家吾国》。节目以“为人民留史，为
社会留记，为人物立传”为初心，对我国党史、
国史及历史事件中的重要相关人物，进行全方
位的影像记录，通过富有温度的真诚对话，撰
写“中国国家影像人物志”。

“两弹一星”功勋人物陆元九，中国第一位女
指挥郑小瑛，“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常沙娜，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乐黛云……节目中，这
些为共和国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宝藏老人”，
娓娓讲述着自己的家国情怀，用波澜壮阔的时代
视角，告诉年轻人为何依然要奋斗不止。

“人生之讲”开启温暖对话

“家国”是什么？这是只有中国人才懂的
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

从祖辈、父辈到我辈，无数华夏儿女带着
“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
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在《吾家吾国》这档针对国之大家的挖掘
式纪实采访节目中，在每期不到30分钟的内
容里，王宁努力走进老人们生活、工作的真实
环境中，通过他们的“人生之讲”，开启长辈与
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

记者发现，出现在节目中的老人，都曾是
自己所在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但由于专业
性强、领域距离公共视野较远或行事低调，他
们长久以来默默无闻、鲜为人知。

谈及《吾家吾国》的创作缘起，王宁告诉记
者：“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人们醉心专业、
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
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
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
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
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
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活过、爱过、奉献过、
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

再次讲述起过去的奋斗故事，镜头前白发
苍苍、满脸褶皱的他们，又显得那么熠熠生辉。

“他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我应该在国家建
设中实现价值，我的存在有价值，活着才有意
义，这是他们对自己的回答。”在王宁看来，这
些人镌刻出了什么是真正的“国之大者”。

走进老人们的家中，他们朴素、简陋、以书为

伴的生活环境，也给王宁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
今天所享受到的美好生活，每一个人的吃穿住
行，都跟他们曾经的贡献息息相关”，王宁认为，
正因此，这些人构成了我们中国的国家影像。

提到节目中那些动人的细节、令人深思的
话语，王宁表示，“所谓的家国情，并不是我们
有意为之刻画的故事，而是在时代的前行中，
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我们只是回
看了曾经的那些脚印而已。”

“与时间赛跑”记录“宝藏人物”

回忆节目录制过程，王宁直言，“落泪的瞬
间实在是太多了”。

她回忆，当陆元九老先生面对镜头回忆
家庭、回忆与夫人的相处时光，他说：很多人
都劝过我，其实疗养院的照顾会更好，有各种
家庭医生，保健肯定也做得更到位，但是我不
去，因为这是我跟我夫人的家，她虽然去世
了，但是这个家是我们两个人的，我在这儿守
着。“这个话他说出来我就控制不了了。”王宁
动情地说。

郑小瑛也将王宁带进如此令人动情的时
刻。“当我看着满头白发的她跟我讲，她迫切希
望能够把这些高雅音乐配上中文，让更多的人
听得到、感受得到，能跳、能唱，能知道音乐多
么的美好。看着她手上的皱纹、头上的花发、
眼睛里发出的光，真的无法控制内心的感动。”

王宁说。
除了感动，还有说不尽的遗憾。
策划节目时，王宁最先想到的是袁隆平老

人，但联系后得知，袁老住在医院，需要等一
等，但没想到一等就是永别。

许渊冲老先生的离开，也让她倍感遗憾。
此前在《面对面》节目中，王宁曾专访过许老先
生。“当时他问我‘你英语怎么样’，还说‘要不
你来做我的接班人，帮我去做接下来的翻译工
作’，我说我英语没那么好，再说我都40岁了，
学也来不及了，他说‘怎么来不及，我到60岁
才开始正式翻译作品’。”这段对话让王宁久久
难忘。

筹备节目之初，许渊冲也被王宁放到名单
之中，但采访还没等到，老先生也去世了。

一次次遗憾，让整个团队怀着满腔热血
“与时间赛跑”，“所有人都像‘钉子’一样钉
在一个强大的信念上，那就是这些‘宝藏人
物’应该被记录，这些‘思想财富’必须留下
来，他们走过的那段历史，我们绝不能忘
记。”王宁说。

解答当下年轻人的迷茫和疑惑

记录他们的人生，也是在反思当下的生
活。

通过这些“宝藏老人”分享沉淀一生的经
验和智慧，表达他们依然燃烧的理想和抱负，
精神之“钙”也就在“吾家吾国”的共同情怀里，
完成了长辈对晚辈珍贵的接力式补给。

“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渥的环境
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
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
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没
有谁比国之大家更能够解答当下年轻人的迷
茫和疑惑。

秉持这一想法，节目在呈现“宝藏老人”高
光时刻的同时，也直面他们所经历的挫折与失
败。节目播出中，中国航天人说99分也是不
及格等话题登上热搜，实实在在地感染了年轻
人的心。

“当你看到陆元九老先生作为中国航空
系第一代的博士生，经历失败后三个月几乎
很少睡觉；当你听到栾恩杰老先生作为中国
探月工程的总指挥，经历过中国航天所有的
失败”，王宁认为，“这些困难越是在节目中得
以充分呈现，年轻人越能知晓奋斗的价值和
相信的价值。”

直到今天，这些“宝藏老人”依然没有停止
工作，依然还在奋斗。因此，王宁希望，对于他
们的记录也将是持续的，永远进行的。她透
露，未来节目还将结合多种多样的新媒体传播
方式，让这些长辈和晚辈经常沟通交流，让他
们的智慧、思想、情感，感染每一个人不负家
国，不负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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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宁泊

前些日子，随着《哈利·波特》手游的正式开
服，《哈利·波特》的风潮又一次席卷了全球。其
实算起来，《哈利·波特》覆盖了我的整个童年，
因为《哈利·波特》小说与电影相互交错的十年，
正是我逐渐成长的那段时间。1997年，《哈利·
波特》第一本小说发表，而这一年我也恰好出
生，小学时期在摆脱了拼音之后的整个阅读，几
乎一大半都贡献给了《哈利·波特》。到了初中
与高中，伴随在家里电视与电脑的使用权逐渐
向我开放，《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再一次为我打
开通往霍格沃兹的大门，曾经无法想象的魔法
场景被电影用视觉奇观的方式，像一颗颗礼花
在头脑里爆炸般呈现在眼前。直到现在，当我
打开《哈利·波特》的手游，熟悉的《哈利·波特》
主题曲响起的时候，我能感到自己又仿佛回到
小学的时候。那时候，中午放学一回到家，就趴
在床上开始读《哈利·波特》，晚上睡觉也要读

《哈利·波特》，直到我妈妈逼着我关灯睡觉。
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孩子还有没有像我当

年那样，对《哈利·波特》那样的狂热。只是现

在，每当在人群中提起《哈利·波特》，最先兴奋
起来的总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我们这些同

《哈利·波特》一起成长的人，仿佛是共享着一
段相同的回忆。提起格兰芬多抑或斯莱特林
这些曾经向往的院系，提起书中的咒语和魁地
奇，就如同在我们之中丢下了一把通往魔法世
界的门钥匙，我们这群与哈利在魔法世界共度
时光的人，集体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时我们
与11岁的哈利·波特共同面对世界，面对充满
着危险与温暖的世界。

《哈利·波特》是一部童话，是一部写给所有
人的童话。能够吸引孩子的童话有很多，吸引
成年人的小说与故事也有很多，但是哈利·波特
凭借他的魔法，能够同样吸引孩子与成年人，还
能把已经长大的成年人重新变回小孩子。实际
上，现代文学或影视中创造出来的童话抑或奇
幻世界并不少，但是相比于同样成功的《魔戒》
与《冰与火之歌》，《哈利·波特》中的魔法世界并
不是《魔戒》中土世界或者《冰与火之歌》中维斯
洛特大陆那样与我们当下生活完全脱节的平行
世界，魔法世界并不是什么异次元，而是镶嵌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穿过墙壁到达的九
又四分之三站台、酒吧壁橱后面的对角巷、伦敦
电话亭的魔法部入口等等，这些日常生活中随
处可见的场景与物品，恰恰就是开启魔法世界
的钥匙，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现实世界与魔法世界交相呼应，赫敏的
父母是普通人，但这不妨碍她成为学校中最
优秀的巫师。我们幻想着自己可以和哈利·
波特一样，在自己某一个生日的当天，收到一
封猫头鹰送来的信，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也是
被魔法世界选中的孩子；我们也幻想着自己
推着行李，闭上眼睛朝着第九站台与第十站
台中间的墙壁勇敢冲去，就可以进入自己梦

想的世界……倘若严肃地询问我，魔法世界
是不是真的存在，我当然会苦笑着摇摇头，但
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对我而言就是一
份绵长的、温柔的礼物，就像是隐藏在某个角
落，等待着我去发现去打开的惊喜。

我们曾经目睹着哈利·波特的成长，而现
在长大的我们再回头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
是一个不会魔法的哈利·波特。哈利·波特获
得的我们也曾获得，而他失去的我们也曾失
去。哈利·波特在霍格沃兹成长的 7 年对应
着我们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成长的一个又一个
7年。在书中我们看得到哈利·波特从一个常
常被人欺负的弱小者，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个
有能力保护他人，有能力对抗邪恶的勇者，我
们看到哈利·波特获得自己的友情，争取自己
的荣誉、获得来自亲人的关爱以及自己的爱
情，也看到哈利·波特承受着离丧、他人无端
的敌意甚至还有死亡的威胁。

如果说霍格沃兹的魔法世界是我们现实
世界的一个镜像，那么哈利·波特就是我们每
一个人在这镜子中反射出的自己。魔法世界
不光有魔法，还有那超越于魔法之上的爱、亲
情、友谊、牺牲、宽恕、使命等等永恒的主题。
我们永远无法忘记，当邓布利多被阿瓦达索命
击中，从城堡塔楼上缓缓坠落的时候；当食死
徒通过有求必应屋占领霍格沃兹，吐蛇的骷髅
笼罩在被闪电击中的城堡上，魔法世界进入最
黑暗最无助的时刻，是霍格沃兹的所有师生，
错落地，纷纷举起了魔杖，一点点细小的星光
在空中聚集，驱散了骷髅标志，连缀起来，构筑
了一道覆盖整个学校的保护罩。

而与这些温暖相伴的，《哈利·波特》中从
来也不会避讳我们心中与生俱来的恐惧和伤
痛：伴随着哈利·波特的成长还有亲人朋友的

离丧。死亡与离别不会因为我们无法承受就
对我们网开一面。成长的过程除了要求我们
去获得上述的爱与友谊，还要我们必须学会怎
么面对死亡与永恒的离别。

《哈利·波特》里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奇妙设
置，一个是《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作为欲望反
写的厄里斯魔镜，邓布利多告诉我们这面魔镜可
以照见人内心最深处的愿望。哈利·波特在镜中
看到了自己的父母，看到了还在父母怀里的襁褓
中的自己。但是这完整的家庭对于他来说永远
也无法回来，逝者只能永远停留在回忆中，生者
必须往前看，哪怕回忆也会日渐斑驳。

而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哈利同伏地
魔第一次正面交锋中，我们了解到了闪回咒
的存在：那些关爱我们的灵魂始终都不曾离
去，当我们遇到危险时便会从魔杖中出现，即
使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但是他们的存在本身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保护，只要再一次见到他
们的面貌，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就拥有了不
畏惧一切的力量。生的力量正是来自那些逝
者曾给予我们，并将永远陪伴我们的亲情与
友情之爱，生命的力量正是来自我们不得不
背负起的离丧的痛苦，我们热爱生命，因为我
们认可并且尊重死亡。

打开《哈利·波特》的手游，我们在游戏中扮
演的角色会首先面对这样一个选择：当我们收
到一封自称来自魔法世界的信，我们是相信它
的存在，还是随手丢掉。现实中没有魔法，现实
也不是童话，但只要我们在成长中依然保有着
童话的灵魂，只要我们相信童话世界的存在，从
苦难中得到磨炼，在磨炼中收获友情，在绝望中
创造希望，从失去中学会珍惜，在现实中永远坚
持爱与正义……《哈利·波特》的童话完结了，但
是我们自己的童话永远不会结束。

迟子建 著
作家出版社2021年9月版

迟子建作品自选集（十册）是迟子
建从创作开始至今的中篇小说创作展
示。分别为《北极村童话》《世界上所
有的夜晚》《原始风景》《日落碗窑》《起
舞》《踏着月光的行板》《福翩翩》《秧
歌》《逆行精灵》《空色林澡屋》。迟子
建是当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
之一，曾三次获鲁迅文学奖，并获茅盾
文学奖，其部分作品在英、法、日、意、
韩、荷兰、瑞典、泰、波兰等国出版。自
198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第一部中
篇小说《北极村童话》至今，35年来，
迟子建以充沛的创作力，源源不断地
向读者奉献出了50余部精彩的中篇
小说作品，其中不乏精彩篇章成为当
代文学史上足可流传的经典作品。如
迟子建所述：“我的中篇之水，汇集的
正是那片冻土上的生活之流。”

《剧说：中国京剧十讲》

赵娟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版

理解中国之美，从认识京剧开始；
爱上京剧，从一本《剧说》开始。

这是一部刷新你固有认知的京剧
入门读物，也是一张邀你同游国剧殿
堂、赏鉴国乐正典的文化邀请函，更是
一本让戏文唱词在当代重生的京剧戏
迷养成指南。

本书作者赵娟，既是从艺三十余
年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又是十数年如
一日精研京剧艺术的戏曲学博士，同
时还是国内无人不识其名的资深戏曲
导演和剧评人，她的一支生花妙笔，融
汇戏曲艺术“理论”与“实践”于一炉，
用现代眼光观照东方正典，遣词活泼
生动，话题深入浅出，将京剧传神地定
格在最美的字里行间。 （端木紫）

《生命的召唤》

《迟子建作品自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