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岩松
央视资深新闻人，1968

年8月20日出生于内蒙古自

治区呼伦贝尔市，1989年毕

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

主持《新闻周刊》《感动中国》

《新闻1+1》等节目，以其“轻

松、快乐、富有趣味”的主持

风格为人所知，被网友誉为

“央视段子手一哥”。曾出版

作品《痛并快乐着》《幸福了

吗》《白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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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人到50岁，
重要的是对世界保有好奇

《痛并快乐着》初版问世

至今，已经整整18年。50岁

的白岩松如何看待 32 岁的

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过去18

年间取得巨大发展的中国？

200分钟的视频、音频为您独

家呈现一个人的思想成长，

一本书的内涵增值。

《幸福了吗》初版问世至

今已经8年。一位新闻人在

不惑之年写下的人生之惑、

时代之惑。从寻找幸福到遇

见幸福，从困惑到不惑，他走

过怎样一条心路？120 分钟

的视频、音频为您独家呈现。

《白说》是央视资深新闻

人白岩松的一部极具影响力

的演讲精选集。自 2015 年

问世，三年来已加印 50 余

次，累计销量超过170万册，

堪称“现象级畅销书”。

此次与白岩松另外两部

作品《痛并快乐着》《幸福了

吗》整体包装，经典再版。

收入 5000 字序言《做一

个可爱的老头》，分享作者关

于生命和幸福的最新感悟。

本报记者 宋燕

白岩松作为央视著名主
持人，为公众所熟知，然而在
互联网盛行的时代，人们却很
少在新媒体平台见到白岩松
的身影。多年来，白岩松坚持
不开微博，不用微信，节制话
语权，保持独立思考的空间。

然而，2018 年俄罗斯世
界杯期间，球迷们却在优酷视
频网站见到了白岩松讲解足
球。有别于在CCTV-5的正襟
危坐，“白看世界杯”中的他显
得更加放松、随意。

大众眼中严肃的白岩松，
甚至玩起了时下最流行的抖
音。正如他在《痛并快乐着》所
说，“严肃的白岩松可能也有屏
幕后的幽默风趣，没有不复杂
的人。”也许，他就像新版《白
说》的序言标题所写的那样：

“十年后，那可爱的老头是我。”
如今，他更是将自己的书

与新媒体融合，于2018年7月
24日隆重推出自创图书系列
品牌“From Bai”。此次，《痛
并快乐着》《幸福了吗》《白说》
全新扩容。白岩松特别录制
心灵独白音频、视频，以二维
码形式独立附加于每一章，与
年轻的自己对话，将过去的重
大话题延伸。它并不是重复
书中内容，而是借助互联网技
术实现书籍的“立体扩容”，将
作者现今再看到当年自己文
章时的所思所想，以更直白的
形式扩容进图书。

白岩松在主题演讲“光阴
的故事：岁月既慢且长，白说你
听”中说出了自己一系列“颠覆
形象”的举动背后的原因：人到
50岁，重要的是对世界保有
好奇。是好奇心促使自己进
行一系列尝试，促使自己对新
事物保持开放的态度，参与新
媒体活动并非否定传统媒体，
而是认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结合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

记者：具体是什么样的机缘，让

你以加音频、视频的形式为自己的

图书增值？

白岩松：出版社一直说书得涨

价，因为纸涨得太厉害了。其他的

书都涨价了，我还挺想扛着的，但是

也扛不住了，琢磨很长时间该怎么

办。看样子书价是得涨，但是能不

能让其他的东西也涨一涨，比如说

能让这本书增值吗？更重要的是，

你要去思考一下在互联网时代书该

怎么出，怎么去跟互联网建立一种

新型的关系。可不可以页码不太

变，但是厚度会增加，怎么样把一本

书由单向的传播变成也具有互联

网时代的互动效应，能跟大家去交

流，在尊重文字的基础上我们怎么

与新时代的音频、视频互联网平台

结合。

我觉得未来的图书出版肯定是

逆袭，因为我是一个纸质出版的爱

好者。起码从这套书开始，图书跟

互联网发生了很大的关系。我觉得

蛮有意思。

记者：可否详细介绍一下您的

全媒体出版From Bai概念品牌？将

全媒体应用于立体出版的想法由何

而来，亮点主要是在哪儿？

白岩松：《痛并快乐着》是 2000

年出版的，从出版到现在已经18年

了；《幸福了吗》2010 年出版，到现

在过去 8 年了；连《白说》也都过去

3年了。

时隔18年，《痛并快乐着》里写

的很多内容发生了变化，甚至书中

写的很多人都不在了。18年前出书

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加入WTO。在

那个书里，我就写到了贫困一章，还

有环保一章。当时很多人问我，闲

着没事2000年这会儿写这个干吗？

今天我们知道，三大攻坚任务中有

两个一个是环保一个是贫困，你就

会明白我18年前为什么要写它。但

是毕竟已经过去18年了，我有很多

的话想对18年前说，有很多的变化

可以告诉受众。我觉得，这样做既

是跟时光的互动，更重要的又是跟

读者的互动，让大家看到这不是一

本旧书，它也有可能成为新书。

让一本书不再是旧书而成为一

本新书，重要的是让图书出版成为

一个立体的空间。比如说《红楼

梦》，曹雪芹写了一本书之后，多少

人在吃《红楼梦》这碗饭！这里头的

解读空间也非常多。到现在为止再

出版《红楼梦》，能不能把周汝昌老

先生到蒋勋、刘心武等对《红楼梦》

各种各样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关键

章节的点评以立体的方式附在新

版的《红楼梦》上？页码一点没变，

但是这本书变厚了很多，所以我觉

得图书出版时代应该向 3.0 时代挺

进了。

记者：很多央视名人转行做投

资做学者做官员，但您依然做主持

做新闻，吸引您留在这个行业上的

原因是什么？

白岩松：吸引我留在这个位置

上的原因就是工资低、风险大、活儿

累，然后别人说你有病。当然这是

开玩笑的。

我这几年经常说的一句话就

是，我一直在以志愿者的身份和心

态在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这

句话没有任何褒贬色彩，我觉得必

须要有一颗志愿的心，因为我自己

就是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副主席，从

2000年到现在一直做有关志愿者的

工作，我的确拥有这颗志愿的心。

说白了，任何人自己的选择都有他

自己的道理，我的选择也有我的道

理。我的道理就是我是学新闻的，

我一直觉得我是适合干新闻的，新

闻现在还在这儿，我还在CCTV，还

继续做，还有很多自己的合作伙伴

也在一起做新闻，我觉得挺好。我

觉得这个时代不缺变化，有的时候

偶尔有点不变也挺好。

新书页码不变，但是厚度增加

记者：您以前说自己不开微

博也没有微信，现在也一样吗？

您现在对新媒体的看法有没有什

么改变？

白岩松：我觉得很多人的想法

挺简单的，觉得好像不开微博和不

上微信，就是对新时代和新技术的

拒绝，我觉得这太有趣了。我是一

个传媒人，怎么可能去拒绝这个时

代？中国最早采访并把张朝阳他

们拿到电视上的是我，张朝阳每次

遇到我，就会谈到当时他们在国际

饭店后面一个楼里刚开始办公的

时候，我去采访了他们，还有王志

东等等。我当然会好奇这些变化，

我非常好奇新技术革命，我一直是

支持者，包括书的立体出版方式，

我觉得也代表对新技术的好奇和

尊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不想开

微博不想开微信，这是我自己的生

活方式。我又不想撒谎，别人要是

问你白老师有微信吗，有，那加一

个。我觉得现在最糟糕的生活方

式就是，你在无数个朋友圈里，但

是一个朋友也没有，所以我觉得我

还是算了。这是生活方式，不是对

现代技术的拒绝。

记者：抖音的异军突起，让人

看到短视频的巨大市场，短一定是

未来的趋势吗？

白岩松：我觉得短是为了更好

的长，如果所有的东西都追求的只

是短，它的寿命一定很短。想想看

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头我们经历了

多少热门词汇，与新技术新媒体有

关，你今天都已经不记得它们了。

为什么这么短？我觉得真正的

“内容为王”，将来应该是最被尊

重的一种规律。坦白地说，我认

为今天一切新锐的东西，十年后

都会变成传统媒体。那又怎么

办？这些技术、介质会不断变化，

但是内容最核心的与人性有关的

东西很少变，所以我不在意你今

天玩什么，昨天玩什么，明天还有

什么新玩的，你能提供好的内容

这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看事情怎么样才能做到

客观冷静，您为什么总是能超出舆

论圈看问题，另辟蹊径，提出自己

独特的看法？

白岩松：这个事非常简单，只

要你没有私心、不想从中获得利

益，你就容易客观。今年世界杯让

我猜比分，只要不是我喜欢的球

队，我大致都可以猜对；只要是我

喜欢的，我从来没有对过。因为我

把感情投入其中，感情就是一种利

益。所以我经常说，你别让我猜自

己喜欢的球队，不可能客观。

作为一个新闻人，只要不从中

获取利益，你就容易长跑下来。如

果你在这里有“私货”，还想客观公

正，怎么可能？

只要不从中获取利益
你就容易客观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