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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伴随着“东方之子——浓缩人生精华”这句口头禅生活了六个年头。
作为《东方之子》栏目的制片人，我有幸结识了两千多名“东方之子”，虽然多数未曾谋面，但在我
心中，却永远保存了他们真实而生动的面容和言语。
这是一份难得的感受性材料，也同样是这个变动着的中国社会的浓缩，它以人的命运和感受展示了一
段历史。
    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入《东方之子》，或者说在《东方之子》节目中树立什么样人的形象，一开始我
们做了如下定义：其业绩或经历在当今能引起公众对其人生历程、内心世界、发展技巧的广泛兴趣；
其业绩或经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的多样性、变动性，为当代观众提供多方面的启示、多
色彩的感受和多层次的兴趣。
    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对观众的启示和收获。
当然是以人物的命运和感受能引起观众的共鸣为前提。
然而久而久之，《东方之子》以真名头的响亮，确立起舆论地位并被重新理解。
在很多人眼里，它是一种称号，它所推出的只能是对国家、对民族有贡献的人于是就有了“东方之子
”沦为阶下囚、“某某拒当‘东方之子’”的渲染。
    现实社会就是这样，人们妥协于日常的琐碎生活，活着本身就能证明自己的能力；而在意识深处，
人文主义的思想信念依然固守，英雄的人格力量照样打动他们。
自从盘古开天地，中国就是传颂英雄和神话的地方。
现在有人却说这是个“普遍平庸”的时代，传统的英雄已经死亡，面对价值体系的错动，信念的动摇
带给我们无奈的情绪。
但我又无法说明，《东方之子》的存在及其影响证实了什么。
当我们用文化人的眼光冷静地看待他们，可以归结为一种纯粹个人存在的本能抗争，但一经还原生活
，原来是那样丰富多彩。
    当电视的发展，使它有能力关注和尊重人的时候，我们不会放弃任何机会。
“不以成就论英雄”是我的一贯主张。
成功、金钱和地位只体现人生追求的表层价值，人生在世，是否幸福与满足，最终要看他的精神世界
是否富有。
然而，意义与价值体系的演变，现实对理想的反差与背离，使大到社会群体、小到我们节目的制作者
、审片人，都无法统一于单一的评价标准。
因此，这些“东方之子”不可以当作一把尺子，但可以是一面面镜子，反映出这个时代。
体验他人之体验，是否能让我们的内心亮堂些呢？
    我惊异于与世纪同龄的“东方之子”所经历的层出不穷的社会动荡，身处世纪之末，更应以严肃的
态度整理和保存他们的口述，给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财富。
    我尊重固执己见的人，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没有动摇，没有困惑，生活的磨砺使他们应对有方而充
满自信。
    我喜欢爱憎分明的人，或许他的动力就来自于对家人、对事业、对国家的热爱，愤世嫉俗才使他建
功立业，敢于声言自己的爱、恨，必是性情完整的人。
    我羡慕有志之士，一生都在不断追求，说明他目标明确，信念坚定，快乐因奋斗而得来，成功的喜
悦可以洗刷他的一切痛苦。
我推崇淡泊名利者，这样的人必定修养扎实，从来不会有失落感，曾经沧海难为水，叫做“脱离了低
级趣味”的“纯粹的”人。
    我敬佩以天下为己任者，虽说没见过“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的，但牺牲自己，一心为国的，大有
人在。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忧后乐，是高尚的人。
    这部访谈录，记下他们的真情实感，这些“东方之子”都是我喜爱的人。
同样，我也敬重那些拒绝进入《东方之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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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想，一个本来就有名有姓的人，不该只会“悟道”，更应懂得如何去“传道”。
    80年代末，电视的导向作用被空前地挖掘出来，尔后的沉寂似乎已靠政策的宽松打破，但电视的功
能除了提供信息和欣赏外，它的引导作用并非已被我们认同。
我极其反对丢弃中国电视传播教化这一法宝，同时我也坚决拥护把接受与判断的权力还给观众。
能够传递不同的声音，展示多元化的视角，才是大众传媒的合理状态。
    电视是商品社会的产物，电视节目或许融入了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但与其他艺术品不同的是电视节
目同时具有商品属性，它的消费者即是受众。
我曾经极力反对把电视当作艺术来追求，用心是在提醒同仁不要过于执著，以免孤芳自赏而忽略受众
的存在，因为电视与音乐、舞蹈、美术、戏剧、故事电影、纪录电影等艺术嫁接的时候，它起到的只
是转播的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电视的市场尚未打开，既受宣传任务和大台垄断的客观制约，又有从业人员的素质局限
，前者有目共睹，后者隐藏于我们的潜意识。
当我们想方设法披露事实真相的时候，可能摆出一副宣教嘴脸，使用过于夸大和教条式语言，在我们
的灵魂深处，文革的遗毒并没有肃清。
一位作家说过：即便是下决心做一个彻底透明的人，也还有骨血里的文化在暗中制约。
因此，对于电视工作者来说，研究和掌握一种面对受众的表达方法至关重要。
    《东方之子》节目的主要标志是人物访谈，访谈是一种节目形式，也是我们的表达方法，从世界电
视节目的发展看，“访谈”是一种趋势，而在国内却非常稀薄，可以说《东方之子》是开创性的。
这里我看到：中国人以前说话的机会实在太少，以至一时不知如何开口；中国人真想发表言论，一有
机会竟是那样精彩；中国人心地善良，通过努力获得的成绩，总忘不了领导与群众曾给予的支持⋯⋯ 
  《东方之子》的人物访谈，是通过主持人与被访者的双向交流完成的。
在访谈过程中，要求主持人做到以下几点：1.主持人应着意把握“焦点”，即被访人独特的业绩、经
历与个性，以此作为整个交流过程的核心；2.不以介绍其业绩与经历为主，不铺陈其成功或经历的具
体过程，而着重展示其独特的内心世界、感受，以写意方法，从“焦点”切入抓住若干主要方面，深
入开掘，以点带面，勾勒出独特的人物形象；3.注意人物具有的新闻性，但点到即止，不刻意渲染，
以区别于常见的新闻报道。
特别注意挖掘与展示人物未曾被发现的、有价值的独特面，再造新闻；4.根据当今最广大观众的基本
需求，侧重揭示人物的“变”，即对时代快速变化的应变能力、反应能力和相应的行为选择取向。
总之，这种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的访谈节目的出现，给中国电视带来了巨大变化，它不是简单概念
的灌输和赤裸裸的渲染，不再是作者的主观操纵和一厢情愿。
    《东方之子》的访谈风格，已经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主持人谈话带有较强的个性色彩，与以前电视记者的采访有很大不同，摆脱了空话和套话。
在《东方之子》节目中出现的主持人先后有十五六位，出身几乎都是学者和记者，他们以自己的学识
和阅历，思想深度和独特角度，在为观众传递客观信息的同时，也提供思考和判断。
当然，目前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比如，语言的禁忌使他们缺乏幽默，思想的障碍使他们活跃不起
来，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未来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各领风骚的将是这样一些人。
    记录历史是一个电视工作者的责任，传播思想，倡导风尚更是我辈的使命。
说到底，我们的工作无非是记录与传播。
电视的播放毕竟有它的局限，再传播的意识驱使我们以笔录下节目内容，以书出版，分飨读者。
细心咀嚼，慢慢读来，自然会有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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