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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00集特别节目《远方的家·边疆行》是一部大制作，把它变成文字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在这部图书结集出版之时，我先要感谢观众对百集《边疆行》的追随，感谢读者能够翻开这本书，感
谢为出版这部图书倾注心力的诸位编辑。
    《远方的家》是CCTV-4于2010年12月1曰改版时推出的一个新栏目，定位是日播45分钟的大型旅游
节目。
100集《边疆行》2011年7月11曰开播时，全国新闻战线的“走转改”活动还没有开始实施。
当时，中文国际频道策划推出《边疆行》，只是希望用这个“接地气”的节目来稳住新栏目的收视率
，尽快提升《远方的家》的影响力。
2011年7月11日，100集《边疆行》开播。
在《边疆行》播出一个多月后，《远方的家》栏目收视率有了很大提升，观众也是好评如潮，中文国
际频道上下都意识到，《边疆行》方向找对了。
而正好在这个时候，中宣部等五部门在全国新闻战线组织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
彼时，《边疆行》节目正处在第二批采访拍摄高峰期，中文国际频道迅速落实“走转改”活动的各项
要求，使一线编导、记者把“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化为一种自觉行动。
如果说“走转改”活动开展之前，做《边疆行》只是为了解决栏目的生存问题，那么活动开展以后，
《边疆行》的采访拍摄就更加有针对性，节目也更加贴近百姓，贴近观众。
我们觉得，《边疆行》作为起步最早、下基层走得最远、历时最长的“走转改”实践活动，真的是尝
到了甜头，见到了效果。
    第一，深入落实“走转改”，使电视栏目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边疆行》摄制组的足迹遍及中国陆路边境九省区，节目描绘祖国边疆的壮丽河山、记录少数民族的
风情民俗、书写边境线上的繁荣安定、歌颂边防战士的保家卫国，镜头始终对准普通边疆群众，记录
他们的喜怒哀乐，深入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对于这样的节目，观众爱看、想看。
100集《边疆行》平均收视率为0．24，较以往同时段节目上升50％，单期最高收视率达0．49，创同时
段栏目收视新高。
《边疆行》在本台一套综合频道播出了10期精华版，收视率较同时段提升15％以上。
中文国际频道《远方的家》这个栏目开播时，曾经因为选题不集中、方向不明确、节目不好看而三次
调整播出时间，但在播出《边疆行》后，《远方的家》在短时间内由一个生存堪忧的新办栏目迅速成
长为在观众心目中有影响力的品牌栏目。
    第二，《边疆行》走进基层，制作了大批反映祖国边疆面貌发展变化的节目，海外华侨华人的反响
异常热烈。
在海外收视数据上，《边疆行》收视率基本保持在北美长城平台的前3位。
美国的华人观众蔡宗瑾认真追踪收看每一期节目，她不仅能认出《边疆行》节目中的所有出镜记者，
还记录下厚厚的一本收看日记，表示将来要以此为指引，游历祖国边疆大好河山；法国观众陈锋表示
，《边疆行》成为法国华人的热议话题，每次聚会聊天必谈《边疆行》，祖国边疆的秀美和发展变化
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忻顺康在国外看到《边疆行》后十分激动，委托回
国的工作人员带回节目光盘，并说要把节目主题歌《边疆颂歌》作为大使馆的馆歌。
还有海外华人观众通过微博留言说：“每天晚上看《边疆行》成了睡前的必修课。
也许真是出了国，才发现祖国的大好河山是那样美好。
每次看着你们的节目，我都会深深地思念着远方的家。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的主要服务对象之一就是海外华侨华人，《边疆行》节目所传递出的发展、自强
的精神深深地激发了他们的自豪感、归属感，凝聚了全球华人的爱国热情。
    第三，《边疆行》坚持“走转改”，节目令人意外地吸引了大批“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观众
。
中文国际频道的受众历来呈现年龄偏大的特点，《边疆行》播出后，有网友说，“这是央视最有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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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目”，这样的评价来源于《边疆行》清新朴实的节目风格。
很多年轻观众是通过网络来收看《边疆行》的，《远方的家》在中国网络电视台的点击率由2011年6月
的曰均19 743次猛增至2011年10月的370 484次，排名由全台的第83位迅速升至第6位，《边疆行》官方
微博的评论超过20 000条。
在网络舆情日益占据重要地位的今天，《边疆行》对年轻观众群体的影响是节目组始料未及的。
《远方的家》虽然是一档旅游节目，但是100集《边疆行》已超越了单纯旅游节目的范畴，用了很多篇
幅来表现平凡人物的精神世界，充分展示群众“身边的感动”。
正是这样情景交融、以情动人的节目引发了年轻观众对国家荣誉感、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的思考。
    第四，《边疆行》深入落实“走转改”，真正成为一个“叫座又叫好”的节目。
中宣部《新闻阅评》发表专栏文章对《边疆行》的“走转改”实践给予高度评价。
阅评人认为，《边疆行》通过旅行者的视角，以记者的第一手见闻反映边疆的发展变化，真实可信，
走出了一条对外宣传的新路子，提高了央视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广电总局收听收看专家评价说：这是一次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打动人心的长距离采访。
观众可以通过出镜记者真实生动的旅行体验，切身感受到一个绚丽而难得一见的地理中国。
这是栏目组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结果，并说明中文国际频道立足“三贴近”，践行“走
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在增强电视传播力方面又上了新台阶。
    第五，《边疆行》的“走转改”实践培养和锻炼了队伍，使大批“80后”年轻编导成长和成熟起来
。
在拍摄《边疆行》之前，摄制组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到过这么偏远、这么艰苦的地方。
不到50人的团队，在6个月的时间内要接力完成22 800公里的边疆采访，工作强度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在采访拍摄中，面对无数意料之外的困难和挑战，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
无论是严重的高原反应还是遭遇泥石流、被困三天三夜，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圆满地完成了拍摄任
务。
边疆人民勤劳善良、乐观奉献、热情质朴的品质深深感染了年轻记者，增强了他们作为电视人的使命
感、光荣感和责任感。
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节目，让更多的人知道边疆、了解边疆、关注边疆，进而走进边疆，带动边疆的
发展和变化。
随着《边疆行》节目一集一集地播出，记者、编导们的能力也在不知不觉地增强，无论是现场的组织
语言、播报采访，还是对话交流、观察判断、抓拍调度，以至于后期撰稿、剪辑包装，都得到了扎扎
实实的提高，大家的眼界、审美，思考问题的角度、深度，也比以前进步很多，这种增强与提高是综
合的、全方位的。
更为重要的是，《边疆行》使这批年轻的编导、记者全面认识了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这不仅让他们
更加珍惜现在的工作和生活，也对自己所承担的岗位责任有了更直观深入的理解。
    总而言之，《边疆行》作为“走转改”的一个成功实践，极大地提升了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的影响力
和传播力。
那么，“走转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我们思考，“走转改”所倡导的其实就是真实的力量、情感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文化的力量。
文化传播具有跨越年龄、民族、宗教、意识形态与国界的力量，《边疆行》从人文的角度去表现自然
景观、风土人情和发展变化，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统领串起100集节目，从而形成了合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而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的定位就是以新闻和
文化为主的综合频道，宗旨是“传承中华文明，服务全球华人”。
《边疆行》的节目实践证明，不仅对内报道需要“走转改”，国际传播也同样需要“走转改”，因为
“走转改”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打好“文化牌”，让中华文化的传播做到自然而然、润物无声。
    在《边疆行》之后，中文国际频道《远方的家》栏目播出了它的姊妹篇《沿海行》，接下来，《北
纬30度·中国行》等大型系列节目也将陆续推出。
我们希望这一个个系列节目成为观众眼中的多彩之旅、文化之旅、心灵之旅，成为他们感受自己的家
园、了解自己的同胞、认识自己的祖国的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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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一直行走的过程中被深深感动，能将这种感动传递给广大观众和读者，这将是我们电视工作者
最感欣慰的事。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总监杨刚毅    2012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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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CCTV《远方的家》栏目所著的《边疆行(云南-西藏)》内容简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远方的
家》100集系列特别节目《边疆行》，从广西防城港的北仑可入海口出发，以顺时针方向沿着中国陆路
边境行进，穿行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九个省区，最后到
达辽宁丹东的鸭绿江入海口。
在半年的时间内，摄制组总行程达
22800公里，沿途经过100多个县市，500多个乡镇，采访了30多个不同民族的基层民众3000多人，播出
总量达4500分钟。
《边疆行(云南-西藏)》为节目的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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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二十一 寻找到的好地方
二十二 走进狂欢佤部
二十三 走访神秘佤乡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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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镇康神奇之旅
二十六 德宏寻石问玉
二十七 德宏民族风情探访
二十八 寻幽访玉走腾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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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片马风情
三十二 魅力怒江
三十三 独龙江
三十四 心中的日月
三十五 梦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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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热情似火的载歌载舞一直持续到了天色将晚，古老的寨子渐渐恢复了平静。
依再说要带我们去一个漂亮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他们村子的全貌。
黄昏中的翁丁是一天中最美的时刻，来到这儿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翁丁”在佤语里的意思是云雾
缭绕的地方。
难怪我们刚刚来的时候，一切都是雾蒙蒙的。
现在已经是傍晚的七点一刻了，可能在很多地方，天都已经黑了，可是这西南边陲的佤寨才刚刚近黄
昏。
 这个400年的小村庄，一天的热闹也过去了，现在渐渐恢复了静谧。
远处有粉色的天空，而近处的村子里也正升起炊烟。
此时此地我们觉得，正是欣赏翁丁美景的最好时刻和地方。
也许是这里如血的夕阳让人沉醉，也许是这里不多见的茅草屋让人神往，我们就这样在半山腰上望着
翁丁发呆，等待着太阳的落山。
 这里没有让人震撼的名山大川，也没有让人狂喜的雪山草原，有的只是古朴的民居和袅袅的炊烟，有
的只是一片宁静和安详，但我们却一致认为，这是我们见过最美丽的黄昏。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决定今晚留宿翁丁。
我们去到白天喝过茶的佤族朋友家造访，他们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并为我们准备晚餐。
虽然只是简单的饭菜，我们却也吃得津津有味。
当晚我们围绕着佤族永不熄灭的火塘打了地铺席地而睡。
依再告诉我们，明天翁丁村将会以佤寨非常隆重的宴会来宴请我们，在这片平静的夜色中我们期待着
，第二天这个神秘的村庄又会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一觉醒来，天下起了蒙蒙细雨，这让云雾缭绕的佤寨更添了几分秀美。
应依再和翁丁其他佤族朋友们的邀请，我们前往一户有着独到手艺的人家赴宴。
多种多样的菜色看得我们眼花缭乱，真的是盛情款待！
依再告诉我们，这便是佤族接待贵客的酒席：佤王宴。
 一会儿工夫，各种菜色全部上齐，大家也都纷纷入座。
所有的菜都摆上桌了，不过是否开吃，得由摩巴说了算。
摩巴就在火塘旁边，头戴羽毛。
原来，要吃到佤王宴，首先得由他来念一些祝福语。
通常在普通的佤族人家吃饭，没有太多礼数，而佤王宴就不同了。
遇到隆重的场合和尊贵的客人，就少不了摩巴的参与。
佤族的习俗是喝茶之前滴茶，与此一样，在佤寨中饮酒，无论大小宴会，接到酒杯都要先滴几滴在地
上，一方面含有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另一方面也表达对于远方亲朋好友的祝愿。
因为我们是最尊贵的客人，所以摩巴把鸡头递给了我们。
吃过鸡头，大家终于可以开动了。
佤王宴上的食物真是多种多样，但佤族的朋友告诉我们，桌上的食材全部来自佤山，包括牛肉、牛干
巴、猪排、鸡肉、苦叶汤、凉拌野菜等，在佤族人心里这就是他们的“满汉全席”。
佤族很少吃炒的菜，都爱吃拌的。
 这道鸡肉烂饭，跟我们平常吃的稀饭有点像，只不过是加了一些香料。
不过，香料鸡肉烂饭并没有那么简单，它是佤族菜谱中最著名的一道菜，也是佤族待客的上等佳肴。
因其比稀粥要稠一些，有经过加工的鸡肉混合，故俗称“鸡肉烂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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