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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永远的慈祥董浩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高峰把另外一个人的文字
放在自己所著书的最前面，这是著书的人对那人的抬举和尊敬。
每当我乐意为人家的辛苦文字写点东西的时候，先要凝神呼吸，把著书的这人从心底唤出。
有时候，这人来得很慢，还未成形就化散了。
现在我为董浩写这段文字时，他来得极快，模样鲜活，声音脆亮，同时挟带着广泛的宽爱和憨实，这
是董浩叔叔才特有的气质。
应该说别人的气质是一种外貌属性，而董浩的这一气质和体态确实是他精心打造的结果，他为看电视
的孩子们长期奉献了他的这一气质和体态以及大慈童般的品行。
董浩对于电视观众来说，是先闻其声，后识其人。
十多年前长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荆棘鸟》的朗诵，大型系列纪录片《黄山》《走出低谷》《周
恩来》的精彩解说，为译制片《阿信》《办公室的故事》《两个人的车站》等男主角的配音都早已深
入人心。
“米老鼠”的声音形象为他赢得了孩子们和大人们的喜爱，随之而来的少儿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整体形
象又赢得了大人们和孩子们的认同。
与其说他很天真不如说他很老到；与其说他很审慎不如说他很浪漫。
因为他拥有一个成长中的世界，并且这个世界会永远成长，所以董浩也就以忘年的父辈形象生活在这
个成长的世界里，无所谓年少与年老。
何谓形象？
近观不在乎形貌，远看不在乎形体，在电视节目里也不在乎形式，但形象又确是形貌与形体的统一体
现。
自古有一种形容叫“形神”，它本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对范畴，指外在与内在的关系，达到这二者的统
一，也就走进了形神兼备这一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最高境界。
电视里一个栏目接着一个栏目，每个栏目里站着一个或两个主持人。
目前全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有多少？
很难统计，至少中央电视台就有几百个，我们究竟熟识几人？
但是我们认识董浩。
大多数电视节目主持人之所以没有获得成功，也多因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定位或一种适合该定位的气
质。
董浩找到了。
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使主持人愈加被观众所熟悉，也愈加为观众所尊敬。
正因如此，主持人便既要尊敬自己，更要尊敬观众，不可盛气凌人，使人无法接近。
一个好的节目主持人是备受尊敬的，他的知名度至少与电视播出范围内的最高领导人相平。
董浩就是在孩子心目中的那位“最高领导人”。
在孩子面前，照样要讲究平等交流。
人与人之间的尊敬是有度有量的，大凡对普通人不敬的人，均对权盛于他的人敬得过度过量。
所以，他的眼光不是俯视就是仰视，永远无法平视。
董浩与孩子的目光是平行的，对接的，他视孩子为朋友。
电视节目主持人有各种各样的类型。
例如娱乐型，又如理念型，还有动作型，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主持人类型的丰富，标志着电视荧屏的
丰富。
但这丰富并不意味着人多，越多越觉得刻板单调。
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多而类型少，尤其表现在文艺节目和少儿节目里，只要是文艺节目，大多是一个青
年女子，绰约丰姿，说一些已被自己和观众都记得烂熟的话。
再换一个频道，另一个主持人出现了，长相与刚才的那位差不多，话说得也差不多。
如果哪一天再陪孩子看一回少儿节目，电视里出现的大多是“姐姐型”的主持人，“姐姐”们也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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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得一样，说得一样，做得一样。
我们把孩子看得太浅，说明我们大人不深。
要丰富电视节目就要树立多种类型的主持人。
作为少儿电视节目主持人，董浩是难得的。
现在他把自己的经历润泽成文字，拿给世人来阅读。
如果是孩子看了，会懂得大人；如果是大人看了，会懂得孩子。
董浩叔叔是位不能够长大却又早已成熟的大慈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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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画浩说》收录了董浩的许多散文和诗歌，还有大量的书画作品，尤其他的戏剧人物画，大气传神
，意韵生动，堪称一绝。
该书中还收录了董浩叔叔写给爱人、女儿和妈妈的十多首诗，诗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字字见真情，
发自肺腑，表现了他粗线条的外表下内心细腻的一面。
董浩的散文真诚质朴，充满着生活的激情、智慧和细腻的人生感悟，读来无不令人动容。
该书同时收录了他多年在画界、主持界以及新闻界的朋友写给他的文章。
这本《有画浩说》可是说是一个窗口，通过它，读者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个真实、客观而全面的“董浩
叔叔”，是良师，也是益友，老少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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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诗歌
黑眼睛——致我的爱人
享受欢畅
永不分离
我知道
如诗地度过
靠紧我，宝贝
永远的追求
思念——写给女儿的诗
妈妈看着我
人就是这么回事儿
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天地之间
童心使我永远年轻
随笔
我在央视的情缘
我的为夫之道
我的为父之道
小院印象
我的书画情缘
朱先生的身影
老哥们儿韩大嘴
快乐老头儿韩羽先生
加法与减法，浮躁与淡泊——大隐于市，万事从容
妈妈从来不睡
大英博物馆——强盗的库房
伦敦的急走
想起关先生
粉墨人生，人生如戏
董浩的人生妙语
论友
朋友的文章
我的饮食之道——董浩访谈录文／张斌吕隽
台上台下粉墨人生——董浩访谈文／王晶
名人书画与书画名人——文化价值成功的产业迁移  文／刘磊
凝睿智于书画尺牍之间——谈董浩中国画文／余根晖
朋友——董浩和他的画文／马书林
参悟妙得其乐在心——简评董浩的戏曲人物画  文／储怀森
“董浩叔叔”的戏曲人物画文／王明胤
画人董浩文／韩伟华
乐观豁达墨彩飞飚文／程风子
童心画者——画家董浩文／杨延杰
我所认识的肥“米老鼠”——董浩文／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李扬
500年的猴兄弟——漫画董浩文／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孙小梅
话说董浩文／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曾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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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评董浩
作者书画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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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在央视的情缘我自1977年从事播音主持工作，1990年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天地之间》任主持
人至今，算起来在一个行当里已工作整整三十多年了。
现在提笔回首往事真是感慨万千。
可以说，就是与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共成长，这绝不是讲空话。
我与中央电视台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77年，当时我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播音员，声音一出现
在广播中就被央视的老领导老编导们锁定。
北京电台又与中央电视台一路相隔，用起来也方便，．我又是齐越老师的高徒，所以，真是整天泡在
中央电视台。
记得当时我台的著名编导几乎都特邀我解说、主持过。
　　像陈汉元、邓在军、朱景和、曾文济、宋培福、孔令铎、笪远怀、吴珊等等都合作过，包括现在
的赵化勇台长、张长明台长、张华山台长也都合作过。
光是1977年到1987年中央电视台国际部的译制片和当时少儿部的外国动画片我就配了一千多部集。
其中《办公室的故事》《大鸟在中国》还得过全国大奖。
央视的大型文献片《大潮》《走出低谷》《周恩来》以及大型文艺系列片《黄山》等都是我的作品。
作为一名为我党的播音主持事业奉献了三十多年的老兵，现在写到这些时还是蛮自豪的！
而自己的事业成长以及政治上的成熟也正是得益于大家的信任，得益于合作过的著名电视人老大哥老
大姐对我这个小老弟的指导与影响，让我在创作中享受到了播音主持艺术的魅力，也坚定了我脚踏实
地为党的事业为电视事业奉献一辈子的决心。
看到这里，我现在的年轻同行可能会说，你赶上了好时候，有了那么多的艺术实践，多幸运啊！
有的观众也会说，播音主持只要有天分，业务过硬，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享受风光了。
其实，三十年一路走来，我一直好像在走山路，兢兢业业，不敢放松。
想起来也不是只为自己，大多数是为了对得起电视台领导对我像兄弟一样的关怀和信任，对得起观众
朋友对我的关心和支持！
不信，就听几个我上央视的故事吧！
拼命三郎与死神擦肩而过清人王永彬在《围炉夜话》中曾写道：“常思某人境界不如我，某人命运不
及我，则可以知足矣；常思某人德业胜于我，某人学问胜于我，则可以自惭矣。
”　　少不更事，内心无法体会大师之境界。
走的路渐渐多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便有了些许感悟。
人活着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它是风风雨雨的支持。
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自己内心深处有种说不明的原因，我的生活节奏一直比别人快。
说白了，就是那种一天到晚都闲不住的人。
用我妈妈的话就是：“狗揽八泡屎。
”在北京广播电台工作时，我就同时主持策划电视台节目，并与胡耀邦同志的夫人李钊大姐领导的北
京服装研究所合作，主持出版中国自创的第一本服装期刊《北京国际时装》，并策划组织了1987年第
一届太极杯全国服装设计大赛。
　　1990年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这个国家级的平台，真有一种山区种梯田的老农一下子来到北大荒的
感觉，我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一片肥沃的、神圣的、尚待开发的土地。
望着这一马平川的沃土，我变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撒开四蹄向前，向前狂奔起来120世纪90年代初，
正是我国少儿电视节目的开始时期，没有定式，没有教条，少儿电视的勃发正是冲破“文革”十年文
化束缚的一次大进发！
“文革”前参加工作的老编导的经验与年轻编导身上的朝气使大家进入了创作的最佳状态。
我当时是以策划、组织、主持三位一体的状态投入工作的。
首先，我以最短的时间学会了自编自导甚至后期制作的全部技术。
马上推出了《董浩叔叔热线》《青蛙大法官讲故事》《牡丹乐园》《滑稽头讲故事》等一系列节目，
使“董浩叔叔”这个形象一下子占据七岁到十四岁这个年龄段的空白，与学龄前孩子热爱的“鞠萍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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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遥相呼应！
支撑起了央视的少儿品牌。
　　记得当时我每周都要骑着车到北京的各中小学生中走访选择话题，有时为了一期节目的策划和制
作要熬几个通宵。
很多同事都说：“这小子能耗，要不怎么叫董浩（耗）呢？
”从此，“拼命三郎”的绰号也不胫而走。
在这期间也有文艺部、国际部的成人栏目的编导拉过我，但我被所到之处孩子们真诚的呼唤所陶醉，
同时，也被当时青少部从上到下一门心思干实事、催人向上的风气所吸引，也被余主任兄长般的信任
所打动，坚定地把心思拴在了振兴中国少儿电视的事业上。
说真的，那段时光是我心灵深处永远珍藏的绿洲！
就这样，我走过了忙碌而充实的1990年、1991年，人们在忙碌中总会忽略很多事情，比如健康。
1992年初，我作为中国优生优育协会的第一届常务理事，一方面筹备第二届优生优育晚会，一方面策
划当年的六一晚会，又同时录制一个专题片，一面还在准备着我和杨澜录制《董浩叔叔和杨澜姐姐讲
故事》。
这时候北京又暴发了严重的流感，在高烧39℃的情况下我又顾不得去医院，用大剂量的速效感冒胶囊
支撑着工作了半个多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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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画浩说》全面展示了一个真实、客观而全面的“董浩叔叔”，是良师，也是益友，老少皆宜
。
其中最为出彩的是他的画和诗。
该书收录了董浩的许多散文和诗歌，还有大量的书画作品，尤其他的戏剧人物画，大气传神，意韵生
动，堪称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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