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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书中，孙正平回顾了自己从事体育解说事业的风雨历程、酸甜苦辣，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
中央电视台之后，在历届奥运会开闭幕式及重大赛事中的逸闻趣事，在体育转播一线近三十年播音声
涯。
　　此外，黄健翔辞职风波的细节，也在本书中首次披露。
这些都使本书具有了相当的可读性和文献价值。
     本书记录了孙正平个人成长的经历，记录了他在工作中的努力和进取，也写下了不同的时代和岁月
在他生活与工作中所留下的印记。
这些文字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回望和总结。
而对于那些关心电视体育报道的读者，关心体育解说员这一职业的读者们来说，也可以从书中看到许
多鲜为人知的有趣故事，更多地了解体育解说员这个特殊职业二十多年来的传承和发展，以及他们背
后的酸甜苦辣。
本书作者还通过对中国足球5·19事件的回眸，北京第一次申奥失利的追忆，中国女排在低潮之后奇迹
般大逆转、重塑辉煌的再现，展现了中国体育艰难的发展历程。
雪藏陈新华、共产党员韩健输了、东单公园的聂卫平等章节，把我们又带回到过去的年代。
此外，去年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黄健翔辞职风波的细节，也在本书中首次披露。
这些都使本书具有了相当的可读性和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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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正平是最有资格讲讲体育播音，谈谈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中国体育的发展和体育领域中的一些重要事
件、重要人物的人之一。
中国体育解说的历史始自50年代的张之，宋世雄在80年代对中国
女排的激情解说则最初定义了体育解说的概念。
但随着社会前进，体育解说分流为电视体育解说和广播体育解说，电视体育解说急需重新定义和发展
。
在中国电视体育解说的完善上，孙正平是新老交替的关键人物，在他身上既有老一代解说员稳健硬朗
的作风又不乏新一代播音员的朝气与激情，他兼容并蓄，博采众家之长，同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
作用。

自1981年进入中央电视台以来，孙正平先后亲历过六届奥运会、六届亚运会、五届世界杯足球赛，见
证中国体坛的荣辱兴衰，经历在全国体育媒体从业者中无出其右。
孙正平现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持人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全国电视体育播音员主持人研究会会长、
中央电视台播音指导委员会委员、体育频道播音评论员组组长，丰富的经历使本书展现出了丰富的内
容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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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孙正平终于出书了序(二)  我们都叫他孙哥引子我是孙开闭01·大杂院里萌生的理想02·山西风
雨成就梦想03·圆梦CCTV04·平生的第一场直播05·两个世界的较量06·第一次出国07·宋涛——第
一个该去NBA的中国人08·笑面人生的钱澄海09·东单公园的聂卫平10·共产党员韩健输了11·雪藏
乒坛怪手陈新华12·转播中的最冷和最热13·“5·19”前后14·苦难的中国足球15·走向世界杯16·
敲开中国大门的NBA总裁17·打造“二平”品牌18·告别我的母亲19·在香港解说奥运会20·CCTV的
奥运会21·拼技术还是拼药22·北京赢了23·中国女排的逆转之战24·南京的“三秒钟”25·旅途多
磨难26·为人当正平27·我和黄健翔28·我的家庭29·梦想中的北京奥运30·高举着火炬飞奔跋——
体育解说传递奥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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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81年3月，我正式调回了北京，进入了中央电视台，结束了长达13年的山西插队、上学、工作的
生活。
　　从17岁到30岁，我的人生终于有了转机。
登上太原的火车，仿佛就像当年离开北京一样，朋友、同事和学生约三十人到车站送行，不过此时的
心情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真是天壤之别。
隆隆的列车驶向了北京，我向后远远地张望，山西的一切令我百感交集。
　　在我调进中央电视台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不但没有体育中心，而且连体育部都没有。
只有一个做体育节目的体育组，从行政上划归社教部，节目量也很小，每星期只有一次15分钟的《体
育之窗》，偶尔有一场比赛的转播。
我是来体育组工作的第8个人，在我之前的7个人里，现在只有2个人和我一样仍然在中央电视台的工作
岗位上。
当初的老主任张家诚早已经退休，副主任冯一平、王兴华、李凯也退了休，卢宜讯去了美国，曾经去
我们家了解情况的王宗智导演已经去世。
现在还在位的两位，一位是导演哈国英，一位是编辑王嘉玲。
　　我是当时中央电视台唯一的体育解说员和播音员。
当时宋世雄老师的人事关系仍然属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是1984年才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的。
在那之前，中央电视台常常借宋老师来转播比赛。
那时，电视台和电台常常一起转播实况，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把解说特点和艺术区分得那么明显。
宋老师在转播之前呼台号，一般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　　刚入台的那阵子，我
像所有初来乍到的新生一样什么都干，提包、打杂、打灯光。
在农村插过队的人，肯定不会怕苦怕累，能学就学，能看就看。
每天上了班，我先看看有什么任务，没有我就扫地，打开水，真是从“学徒工”开始做起。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年左右，那段经历对我非常难忘。
这半年里，我了解到大家都在怎么工作，也尽快熟悉了自己的工作。
当时我已经三十而立，我每天都想，我应该昼夜兼程，一步当两步用才行。
　　在山西的时候，我一直进行广播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专门学过播音。
我的声音条件还算不错，普通话比较好，比较符合体育比赛转播的音色，既清晰又比较靠前。
我学过体育，对体育又很热爱，我觉得我自己基本具备做一名体育播音员和解说员的条件。
师傅将我领进了门，现在就看自己个人怎么修行了。
当时我心里特别着急，想尽快适应自己的工作，就到处请教。
凡是当时成名的播音员，我几乎都拜过师。
　　就如何正确用气用声，我请教过赵忠祥、刘佳、李娟和沈力等老师。
当时新闻联播的杜宪跟我年龄差不多，她在广播学院学的播音专业，她特意送给我一套如何用气用声
的书。
我也请教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夏青和葛兰，夫妇俩都是著名的广播艺术家。
夏青老师现在已经去世，葛兰老师现在办了一个播音学校。
前两年，她的学校有一个学生，被我推荐到了体育新闻部工作，就是现在很多观众都熟悉的吴为。
我还自己找过广播学院的老师，像李刚和王璐这样的广播艺术家。
当时有两个刚刚毕业的广院学生，来台里实习。
我每天早上6点就赶到台里练声，因为台里环境比较好，在外面练的话，声音太小达不到目的，声音
太大又不好意思。
这两个学生非常热情，也来帮我辅导。
　　那时的转播条件。
右一为老主任张家诚。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去东单公园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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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是3月早春，乍暖还寒，早晨起来觉得挺冷。
5点多钟，我就到了东单，按照老师们说的要领自己练，张开嘴大声练嗓子。
东单公园里有很多人来练声，有老年人喊嗓子的，有专业和业余歌手练声的。
我经常能听到在远处，有人咿咿咿、啊啊啊地发声，听上去气很长，显然是有一个团队。
　　有一天早晨，我正掐着腰在那儿喊，体会老师教我气走丹田的感觉。
这时从远处来了一个小伙子，对我说：“我打断您一下，您好像是每天都在这儿练声吧？
”我一看人家是专业的，就自报家门，说了自己的简单情况。
没隔一会儿，他又来找我，说他的老师让我过去一起练。
他的老师叫王家祥，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一位老师。
　　后来我才知道，王家祥老师在他的领域很有名，发明了一种叫“鼻弹”练声方法，全国闻名。
他带了一批弟子，有唱越剧的，有人艺的话剧演员，像演何香凝的梁越。
而过来找我的那位小伙子，就是现在演电视剧特别火的人艺演员杨立新，这些人都是王家祥的弟子，
他们都曾经和我站在东单公园里一起练过嗓子。
　　当时我大喜过望，赶紧去见王老师。
我只跟他练了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就觉得声音和过去相比更加集中了。
声音更加洪亮清晰，穿透力强了，耐久力也更好了。
我从什么都不懂，到一步步地进步，在潜移默化当中，我的用气用声、发声方法已经得到了改进和提
高。
两三个月之后，王老师改迁到北海公园练声，我就没有和他再见过面。
一年之后他病逝了。
　　我一直很感激王老师对我的指导，他的指点教导，为我近30年播音生涯的正确用声奠定了基础。
我之所以今天还能够在这里继续做这个工作，心存感谢的人非常多。
特别是我提到的这些老师，还有更老一辈的陈铎、张之老师。
有一次张之等几位老师举行一个讲座，我和我哥哥托人花120块钱买了个录音机，专程去听讲座和录音
。
当时张之老师已经知道中央电视台来了个小伙子是搞体育播音的，坐在第一排听讲座。
因此特意走到的我面前说：“你真是挺想把这一行干好的，欢迎你来跟我切磋。
”　　我期盼像这些老师们一样，能做一株播音的常青树。
夏青老师直到60岁还能播，宋世雄老师在60岁退休的时候，他的语速、节奏感、流畅性都是我们这些
后辈们所达不到的。
所以声音这东西，只要练好了，保护得当，平时别吃辛辣刺激的食物（我这么多年一直不抽烟不喝酒
），就能保持很长时间。
这既是对观众负责，也是对事业负责。
　　我也曾经去宋老师家里请教过。
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儿子还在上小学，脖子上挂着家门钥匙，他根本不让陌生人进家门，说爸爸妈妈
不在家，也不让我进屋。
到了中午，宋老师回来了，对我特别热情和客气。
他们家非常简朴，收入也不多，要抚养两个孩子真不容易。
临走时他还特意送给我一个黑色的笔记本，希望我能多记录一些点滴的体会，里面还夹着一支笔。
宋老师说：“你如果能没事儿时写两笔，那就更好了。
”　　从3月调进中央电视台，一直到1981年的9月，终于等来了我的第一场转播。
1981年9月26日，我的第一场转播是第一届北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
由宋世雄老师带着我一起转播。
在转播过程中，宋老师负责整个比赛的现场实况。
同时，在两个多小时的比赛中，我们还插播了很多专题风光片，包括交通管理的注意事项，都是由我
来配音。
虽然这只是配音，而且是事先录制的，但毕竟是在现场转播的节目当中播出了，也算是我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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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心里非常激动，觉得自己能和心目中仰慕的名师一起工作，真是很自豪。
我因此对北京国际马拉松赛有很特殊的感情，因为我是伴随着这项比赛成长起来的。
在前十几届比赛里，我年年都参加，北京国际马拉松赛，算是我半年学徒期的告终。
在这之前，虽然我也配过音，但那都是非正式的，但这一次，我终于在全国播出的节目里正式出了声
音。
　　一个月之后，我等来了自己个人的第一场直播。
北京国际马拉松赛毕竟是由宋老师挑大梁，我做的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个人发挥和临场应变，因此心
里很踏实。
但这次不一样了，给我的任务是北京的长城杯足球赛，由中国青年队对美国国家队。
当时中国青年队的主教练是张宏根，　　1981年我与老师宋世雄一起转播北京国际　　马拉松邀请赛
。
我们的服装是当时很流行的款式。
守门员是李富胜，队员中有迟尚斌、林乐丰等人，都是后来国家队的主力，观众们对这场比赛非常关
注。
这是截然不同的转播，事实上，这才是真正的现场解说，你不可能像配音那样照本宣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和马拉松赛是截然不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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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何振梁、宋世雄、聂卫平、罗京、白岩松、姚明、刘翔联袂推荐！
他目睹了中国体育的辉煌岁月，经历了中国体育电视的发展壮大，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劳动。
宋世雄和其他的解说员相比，孙正的语言、声音对观众的吸引力更大，非常有特色。
聂卫平这可能就是孙哥，表面平静却拥有内心激情的体育解说员。
白岩松几十年来，孙老师亲历了许许多多奥运会、世锦赛、NBA总决赛、全明星赛等盛事，见证了中
国篮球的发展，注视着我的成长。
姚明从小我是听着孙正平老师的转播长大的，2008年我期待着您激情洋溢的解说伴随我冲向比赛的终
点。
刘翔孙正平是中国电视观众、尤其是体育节目观众最熟悉和喜爱的播音员主持人之一。
在本书中，作者用充满热情的笔调回顾了自己从事体育解说事业的风雨历程、酸甜苦辣，特别是自上
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央电视台之后，在历届奥运会开闭幕式及重大赛事中的轶闻趣事，在体育转播一
线近三十年播音声涯。
在这部自传体的叙述当中，贯穿着对中国体育近三十年来重大事件和风云人物的回顾和梳理，众多令
人们难忘的故事和关键人物，重新在本书中跃然纸上，并且保留着所处时代的鲜明痕迹。
后记体育解说传递奥运精神中国在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后，于1984年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了在洛
杉矶举行的夏季奥运会。
从那时开始，中央电视台对每一届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都进行了转播。
在中国公众的心目中，奥运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奥林匹克精神与理想的传播越来越广泛。
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电视的宣传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个在国际奥委会任职多年的中国人，我一直希望奥林匹克精神能够在我的祖国得到普及，希望
奥林匹克思想的内涵能够与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成为人们努力提升自我价值，追求和谐生活，共建
美好世界的一种内心的力量。
而我也清楚的看到，有许多人在自己不同的角色岗位上，为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尽着自
己的一份力量。
其中，就包括中国的电视体育工作者。
孙正平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事电视体育解说工作。
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解说过许多的项目；在历届奥运会的转播报道中，他的解说也伴随着那些激烈
精彩的比赛场面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中。
我也正是通过电视里的体育转播，熟悉了孙正平的解说，并且从中感受到他对这项事业的认真和投入
。
体育解说，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它既需要结合比赛的进程为观众进行准确到位的讲解，适时地传
递丰富的体育项目知识。
同时还要融入自身的理解和感悟，向观众提炼并传达赛场上所呈现出来的体育的精神和人性的光彩。
要从事好这样一份职业，不光需要勤奋和积累所造就的专业素质，也需要始终怀有一份旺盛的热情，
需要用心去体会体育之中的人生，以及人生之中所蕴涵的体育精神。
？
奥林匹克运动所倡导的“更高、更快、更强”的追求，并不仅仅是体现在体育竞技当中，它其实也是
在鼓励人们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和生活领域中不断进取，不断提升自己。
孙正平的这本自传，记录了他个人成长的经历，记录了他在工作中的努力和进取，也写下了不同的时
代和岁月在他生活与工作中所留下的印记。
这些文字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回望和总结。
而对于那些关心电视体育报道的读者，关心体育解说员这一职业的读者们来说，也可以从书中看到许
多鲜为人知的有趣故事，更多地了解体育解说员这个特殊职业二十多年来的传承和发展，以及他们背
后的酸甜苦辣。
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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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它的筹备和组织，以及有关的各种活动，会让中国人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地理解奥林匹克思想及
其内涵。
而对参与北京奥运会方方面面工作的人来说，也将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留下一份特殊的光彩。
我也相信，孙正平和他的同事们，会在北京奥运会上，以他们高水平的业务素质和真诚的情感投入，
在写下自己职业中一段光荣和骄傲的同时，也与无数中国人一起，去一同经历和见证一届凝聚着中国
人特殊情感的奥运盛会。
何振梁(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作者用充满热情的笔调回顾了自己从事体育解说事业
的风雨历程、酸甜苦辣，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央电视台之后，在历届奥运会开闭幕式及重
大赛事中的轶闻趣事，在体育转播一线近三十年播音声涯。
诸如通过对中国足球519事件的回眸，北京第一次申奥失利的追忆，中国女排在低潮之后奇迹般大逆转
、重塑辉煌的再现，展现了中国体育艰难的发展历程。
雪藏陈新华、共产党员韩健输了、东单公园的聂卫平等章节，把我们又带回到过去的年代。
此外，去年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黄健翔辞职风波的细节，也在本书中首次披露。
这些都使本书具有了相当的可读性和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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