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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3年，一部电视连续节目《话说长江》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荧屏上。
40％的收视率，媒介报道中的“万人空巷”的用语，以及专家论说中“电视史上的里程碑”的评语，
无疑表明了这部在当时热播的节目深深打动了亿万观众的心。
. 改革开放之初的20多年前，电视的普及率还不高，电视台的节目种类也不多，那时《话说长江》是有
着一枝“独秀”的优势。
从根本上说，《话说长江》今万人瞩目，是因为这部真实形象地表现中国母亲河的电视节目，打开了
中国人的眼界，使人们在咫尺荧屏上领略了6380千米长江的风貌，感悟到了祖国河川的壮丽与恢弘，
激发了爱国主义的热情。
从那时起，人们认识到，一条长江包容了我们民族历史与现实、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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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再说长江》是中央电视台33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再说长江”的图书版。
本书以简练深厚的文字、丰富多彩的照片向读者展示了：一条亿万年生生不息的大江；一条孕育了伟
大民族的大江；一条蕴涵着丰厚历史的大江；一条充满了时代活力的大江。
　　《再说长江》以饱满的创作激情、深厚的民族情感、强烈的社会责任、高昂的时代精神，全景式
地展现了长江波澜壮阔的壮丽景象、多姿多彩的人文景观，以强烈震撼的内容凸现出充满魅力的长江
形象。
　　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慢慢打开，一条浩浩大江的光阴故事鲜活呈现。
　　本书介绍了生生不息的大江之源；本书真实再现和动画合成演绎了长江文明的源流；本书通过500
多幅图片展现了长江的生命脉络；本书记录了数百位生活在长江边的人们，记录下他们生动的面孔，
记录下他们感人的笑容，记录下他们真实的故事。
　　从长江源头到人海口，33集《再说长江》完整地记录了这条中华民族生命之河的历史——亿万年
沧海桑田；五千年文明变迁；二十年波澜画卷。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长江，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象征，中华文化代代传承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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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街道依水而建，人家依水而造，古城迷宫的街巷，便来自于这些交错的水道。
但谁也说不明白，这是在哪些年代、由哪些人完成，正如没有人知道，这古城到底有多少条流水。
　　人们只知道，最初古城只有一条溪流，它从城北流进来，顺着东南方向出城，最冬汇入金沙江。
之后，人们再以人工开凿方式，从这条溪流引出东河和西河，原来的耶条溪流就被称为中河。
如此一分为三、再三分为九，约莫到了清，弋，丽江古城已经大致有了今天处处柔情似水的模样。
　　丽江人说，水就是丽江的眼。
眼的典型，就是随处可见的井。
井眼底下，俺是地下的清泉。
以这点状的泉眼、网状的溪流，加上中河及东西两河，便构成了古城纵横交错的水系。
　　不大的地方，几十条的流水，丽江城就仿佛建在了水上面。
流水也俨然就是古城一条美丽的飘带，连着东家，也接着西家，邻里之间便因为这些水日夜的相连，
而互通有无、守望相助了干百个寒暑。
　　古城开办的民居客栈，至今已经有260多家，李实开办客栈不算久，知名度却很高。
来到他家的客人，都要看一看那个很有名气的激沙沙。
　　激沙沙，来自纳西语，按照纳西古东巴象形文的描绘，激意味着房子里有水，沙沙则如同两把锁
，整个涵义，就是要用锁，把象征吉祥的水锁在房子里。
　　东巴，是纳西人对经师或祭司的称呼，早先也只有祭司使用这样的文字，它是当今世界保存得最
完整，也是最古老的象形文字。
　　李实的家，据说是丽江古城里少数有水流进家里的地方，水从灶台下流过，而在院墙外分出两条
小溪，当地人把它称为激沙沙。
但也有人说，激沙沙其实就是水流的声音，以这样的名义形容古城处处流水，俨然处处都是激沙沙。
　　一个美丽的地名，自有她美丽的由来；一个因为水而美丽的古城，自有她源源不绝的水源。
多水的丽江，吸引了纳西人的聚集；他们世世代代倾注心力，用心经营着丽江。
直到今天，这个金沙江边、玉龙雪山下，聚居着十几个少数民族的坝子，仍然以纳西族人为绝大多数
，其中大约30％的人，依旧操持着传统的手工业。
　　丽江古城，木府。
　　13世纪末，元世祖忽必烈率军攻打纳西，建立了当地的土司制度。
这座气字轩昂的木府，曾经是古城权力最高的木氏土司的府邸，据说还是仿造北京紫禁城的样式修建
而或。
　　作为木氏的后人，木霁红和他的朋友震开了追溯古城历史的旅程。
研究发现，自古以来，丽江地区一直就是占道重要的贸易中继站。
　　古道，那是一条以人力和马蹄，从三江并流的险峻山区踩踏出来的贸易之路，人们称之为茶马古
道。
　　有证据显示，古道极可能早在汉唐时代就已经形成，因为马帮和货物的经过，渐渐形或人烟聚集
的地方。
　　水源充足、地势平坦的丽江坝子，倾理成章成了古道的驿站。
马帮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丽江的四方街，再从这里向四方分散开来，于是便形成以四方街为中心，街道
呈放射状向外延伸、房屋从四方街层层铺开的古城格局。
　　丽江古城称得上是“活着的茶马重镇”，它面积不大，只有3.8平方千米，从高处俯瞰，就像一方
大砚台，人们又称它为大砚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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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33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再说长江》，力求用真人、实事来表述长江的现状与历史性的变化。
从对长江的说与看，扩展到了思考，开阔到了生态、人文、发展等多个领域，并以人为主体，以故事
为核心构成了表现手法上的特色，从而揭示出一个更广阔、更鲜活、更生动也更耐人寻味的新时代的
新长江。
 本书是中央电视台33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再说长江”的图书版，以简练深厚的文字、丰富多彩的照片
向读者展示了一条亿万年生生不息的大江；一条孕育了伟大民族的大江；一条蕴涵着丰厚历史的大江
；一条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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