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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两年多来，《发现之旅》获得了国内国际等三十多个奖项，几乎囊括了国内纪录片的全部大奖，《发
现之旅》所开创的纪录片模式更成为国内多个纪录片栏目的模仿目标，已经有同行称这种现象为“科
影现象”。
作为节目的母体，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已经有45年的科教片摄制历程，超过1—4 00部科教影片的
制作，其中一百多部影片更获得国内及国际的大奖。
今天，全厂有300多名中高级职称的科教片制作人员，每年为中央电视台提供超过3 00个小时的科教节
目，并不断有优秀的作品进入国际主流市场发行播放，这些都证明一档节目的成功决非偶然。
在媒体竞争激烈、样式层出不穷的时下，《发现之旅》走过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成功之路，它是最合
适的团队+激情+努力的完美组合，姑且把这些也称为一个秘密吧。
 本书为其中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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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自成为何禅隐夹山　　面对无法抗衡的满清八旗兵，早在大顺军从北京撤退之时，李自成就有
　　了希望能与南明联合抗清的想法。
但由于自己是朱明王朝的死敌，南明朝廷　　以“报君父仇”、“联清讨贼”为举国大纲，所以李自
成的想法一直无法实　　现。
当他遭遇了武昌战役的失败、面对大顺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决　　断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了。
　　刘重日：“根据现在的综合分析，我认为在武昌，恐怕有些谋士就给他　　出主意，让他退隐，
而且让部下去联络南明，跟南明谈判、合作。
只有这两　　股势力结合，才可能在当时有力量跟清朝敌对。
”　　也许是李自成的确采纳了谋士的意见，选择退隐。
在这样一个生死存亡　　的关键时刻，怎样才是一个最为稳妥的退身之策呢?李自成选择了出家，这　
　在当时也许确实是一种明智之举，而另一个原因似乎和李自成幼年的经历也　　有一定的关系。
　　龙西斌：“李自成小时候，从6岁到10岁，出家4年，当和尚，命名为黄　　来僧。
有一些佛学研究者认为这也是还原，还他的本来面貌。
他与佛有缘，　　从小出家，到最终老了之后，又出家，认为是他的一个缘分，与佛学的缘分　　。
”　　李自成最终出家为僧，出家的地点选在了湖南夹山寺，这个地方也是他　　经过深思熟虑后选
择的。
　　龙西斌：“当时夹山是三不管：一个是清朝管不了；第二个是南明王朝　　管不了；第三个，石
门是土家族地区，是湘西的门户，土家族也管不了。
而　　且这个地理位置很重要：它进可攻，往洞庭平原、洞庭湖、江汉平原进；退　　可守，可向湘
西北退，就是这样的一种战略的地位。
根据我们的调查，李自　　成的大部队到达过澧州、松兹、公安一带。
当地有这么几个点：一个洛浦寺　　，那里山峰比较高；再就是夹山寺；另外就是武陵山；再就是天
门山。
这4　　个点是湘西每一个地区的制高点。
”　　李自成很有可能在武昌战役之后，就暗中隐遁出家。
此外，李自成特意　　安排了一个和自己极像的亲随在九宫山被杀，让他的消失变得更加合理逼真　
　。
而李自成本人，径直从武昌南下来到了夹山。
　　坠落凡尘的李自成表面上看破红尘，心中也许正是翻江蹈海。
　　在夹山禅隐后，李自成仍然胸怀天下，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与大顺　　军余部保持着经常的
联系，继续在幕后指挥着他的部队联明抗清，“奉天玉　　诏”铜牌则成为最直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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