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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确信究竟有多少人能看得下去这么平淡的一本书。
我既没有到该写自传的岁数，更没有可以写自传的资本，只是因为今年正好无可避免地迈入不惑之年
的门槛，似乎要做一些稍微特别点儿的事情才比较像样，这才有了这本书—这有点儿像我们的国家“
逢五逢十”搞大庆的意思。
之前出版过两本杂文集，都是我在新闻节目里写的时评，属于本职工作的副产品。
除此之外，就是现在这本关于我自己的书了，也是第一本关于我自己的书。
或许，有人会觉得《非诚勿扰》非常精彩，它的主持人也应该有同样精彩的人生。
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误会。
大多数采访过我的媒体朋友都不约而同地惊讶地发现，生活中的我竟然如此乏味—既没有高尚的情操
，也没有高雅的情趣，更没有高深的思想，甚至说不出一点儿高级的俏皮话。
他们普遍认为，生活中的我和电视里的那个人基本上还算表里如一，但相比之下少了很多趣味。
记得有一个女记者采访我，半个多小时后实在忍不住了，绝望地对我说：“就你说的这些东西，怎么
写得出一篇稿子来啊？
”当时弄得我相当紧张和羞愧，恨不得把心掏给她，好让她写出一篇稍微像样点儿的东西拿回去交给
她的主编。
这本书算是我一些人生片段的回忆，并不怎么精彩，但对于人们全面了解我这个人或许有点儿作用—
如果真有这样的人的话。
之前有些媒体把我的人生描述得相当苦逼和励志，比如“百度百科”上关于我的介绍，事实部分还算
属实，但描述性的部分太多了，而且充满了作者自己“合理”的想象，加上“知音体”的文字风格，
流传甚广，这让我一直感到相当难堪。
于是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与其让别人去“创作”，不如自己老老实实地写出来，算是“以正视听
”。
在我这个年纪已经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写作的愿望和写作的能力完全是两件事情。
而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各种愿望和能力都会一并下降。
所以，现在还有人愿意撺掇我写点儿关于自己的东西，也就半推半就地答应了。
由此也可见我的性格之一，容易被说服，随遇而安。
总之，必须事先老老实实地告诉读者，这是一本寡淡如我的书。
如果有人肯读完它并由衷地认为很有意思，我只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书里收录了一些近年来我走过的地方、拍下的相片，不能用摄影的眼光去要求它们，也就是些到此一
游的东西，但它毕竟是我经历的组成部分，或许以后再版时，会增改更多图片。
那是以后的事了。
“序言”的功能照例是要感谢一些人的。
这本书的出版要感谢我的经纪人刘葆琪小姐，是在她的热心提议下我才决定写这本书的，而且她忍受
了近半年来我的边写边抱怨。
还要感谢罗斐编辑对这本书的耐心，不断催促我交稿。
最后还要感谢磨铁的沈浩波先生，他为这本书几次亲赴南京并且假装饶有兴趣地听我说了很多无趣的
故事。
他出过那么多书，接触过那么多或有思想或有趣的作者，跟我数次长谈，听那么多无趣的琐事，不知
他要付出多大的毅力。
还有很多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师、同事、领导和朋友，一本书的出版毕竟不是获奖感言，就不矫情地一
并感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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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孟非对过往四十年岁月的动情回顾、从容讲述。

童年重庆、少年南京，不同的文化对他影响深远。

中学时代的严重偏科，黑暗得让他看不到未来。

临时工的日子辛酸艰苦，却奠定了他往后的不平凡。

他从摄像、记者、编导、制片人、主持人的不同角色上一一走过。

四十年，人生坎坷，从平凡到精彩，命运总在不经意间转折。

顺应本心，淡定从容，坦然面对每一次改变。

随遇而安，是很多人问起他的心路历程时，他给出的唯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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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非，江苏卫视著名主持人，主持过的节目《南京零距离》、《绝对唱响》、《名师高徒》、《非诚
勿扰》。
2003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新锐主持人”、“中国百优电视节目主持人”。
2007年、2008年、2009年主持江苏卫视《绝对唱响》、《名师高徒》。
2010年主持《非诚勿扰》，收视率在全国同时间段获得第一，节目受到观众和网友的广泛关注。
2011年6月起开始主持《非常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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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混浊了上千年的朝天门码头的江水依然混浊，潮湿阴暗了千百年的吊脚楼依然潮湿。
在绿军装大行其道、人们的激情正被语录和标语调配得昂扬亢奋的一九七一年，我出生在重庆。
对重庆这个城市的印象，主要来自我十二岁之前，之后我就跟着父母到了南京。
那时候的重庆真的是老重庆，至今我对它仍然怀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一种想起来就要流泪的感情
。
面对那座城市，自私一点儿地说，我甚至不愿意看到它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希望童年记忆中的那座
城市永远永远不要有任何变化，好让我每一次回到那里都有清晰的记忆可以追寻。
前不久有个导演跟我说他很喜欢重庆，列举了三条理由：第一，重庆这个城市特别有立体感，山城嘛
，依山而筑，正所谓“名城危踞层岩上，鹰瞵鹗视雄三巴”；第二，重庆方言特别有感染力，火暴中
透着幽默感，幽默感里透着智慧；第三，重庆的美食。
我赞同他的话。
重庆这座城市的立体感是天赐的，在中国城市“千城一面”的今天，重庆无论怎样都不会变得像其他
城市一样。
在其他大多数城市想买一套能看江景、看山景的房子，恐怕都会比买一套普通房子要贵许多，但在重
庆，你想买套看不见江或看不见山的房子，还真不容易。
在重庆，哪怕是普通百姓的房子，推开窗，看到的不是江，就是山。
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就这样被重庆揽在怀中。
因为重庆的路多为盘山而建，所以这里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自行车是一种高级的娱乐工具，而非交通工具。
说到重庆，我印象最深的是终日阴霾，不见阳光。
尤其是冬天，整个一 “雾都茫茫”。
而在浓雾之中，又满是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吊脚儿，一个摞着一个，从朝天门码头一直往上摞到山
顶，远远望去，整座城市仿佛就是由吊脚楼组成的。
《雾都茫茫》、《一双绣花鞋》、《重庆谈判》这类以国共和谈或以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庆为背景的影
视剧里，都能看到这样的吊脚楼。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重庆拍时代背景为三四十年代的电视剧或电影，选景都并不困难，一
九四九年前重庆什么样，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是什么样。
很多年后，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影视剧，不管拍得多烂，我都会多看几眼。
小时候我经常去朝天门码头，黄黄的江水浩浩荡荡地流过码头，斑驳的台阶没在江水里，人站在下边
往上看，一层层的，看不到头。
前年我回重庆，在朋友的陪同下又去了一趟朝天门，朋友骄傲地对我说，重庆会被打造成“小香港”
。
我去过之后却很后悔，因为，那里已经完全没有我童年的记忆了。
在重庆生活的十二年，积累了我人生最初也是最真的情谊，直到现在，不曾淡忘。
如果我的性格中还有善良的成分，我相信一定是重庆这座城市给我的。
后来到了南京，原来的亲戚朋友都不在那儿了，没过几年又遭遇家庭变故，那时的阴影让我对儿时在
重庆的时光更加怀念。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现在我每次回重庆，看到小时候的朋友都觉得跟亲人一样。
在重庆，街坊邻居真的就跟亲戚一样。
我举家搬迁离开重庆的时候，很多老邻居一家老小都到码头来送别，直到今天想起这一幕，都让我热
泪盈眶。
不光如此，长大之后每次我回重庆，离开的时候总还有过去的小伙伴送我。
二〇一一年春天回重庆，帮我张罗吃饭的是小时候和我一块长大的重庆日报社的唐彤东。
他问我都要叫谁，我说把小时候在一块儿玩儿的朋友都叫上吧，有很多人真的想不起来了，毕竟快三
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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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男男女女一口气儿来了有两桌。
见面之后，他们挨个儿帮我恢复记忆，这个问“你不记得我了”，那个说“我是谁谁谁”。
这么介绍了一轮过后，我突然想起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儿，闹着玩儿的时
候把我脑袋打出了血，害得我第二天就发烧了。
我记得他叫杜波。
我顺口讲了这件事，众人皆笑，桌上的人就告诉我，杜波调到北京工作了。
巧的是，当时杜波的妹妹在桌上。
不一会儿，杜波就从北京打电话来了，他在电话里大笑：“这点儿破事儿你还记得啊？
我以为你都忘了。
”替我张罗这顿火锅的东哥在报社广告部工作，所以晚报、晨报的记者加摄影来了一堆人。
一个年轻记者说，提点儿问题拍点儿照吧？
东哥在边上嚷嚷：“快点儿问，快点儿问，我们吃饭呢。
”那个记者很配合地说：“好好好，我抓紧。
”之后摄影记者在一旁一个劲儿拍，东哥又说：“你们有完没完，差不多就行了！
”我有点儿过意不去，就说：“来都来了，又是自家人，让他们问呗。
”东哥这才没再催促—其实人都是他叫来的，还一个劲儿催人家“差不多就行了”。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伙伴们，可爱、真挚、重情义，跟他们的感情，也是我在重庆永远无法割舍的情
谊。
第二天我在机场翻报纸看到，头天晚上我们这顿饭的内容和照片，重庆的报纸出了一个整版。
不仅重庆的朋友对我好，就连重庆的媒体也透着对我的格外厚爱。
七八年前，江苏台还没有《非诚勿扰》栏目的时候，我在《南京零距离》做新闻主播，那个栏目只在
江苏播出，所以有关我的报道基本上都只在江苏的媒体上，而江苏之外的媒体好像就只有重庆的报纸
了。
他们曾经大篇幅介绍过我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他们认为这人是重庆出去的，感情使然。
前年我妈到重庆陪我外婆住了一段时间，那是《非诚勿扰》栏目刚火起来的时候，不知道哪个记者打
听到我外婆是重庆日报社的老员工，还住在报社里，于是找到我外婆家。
我妈和我外婆俩老太太加在一起一百六十多岁了，被找上门来的记者吓到了。
记者问了很多，还逼着老太太把我小时候的照片翻出来。
之后还问，孟非小时候住哪儿？
我妈告诉他们，住在报社山顶上那栋灰色的筒子楼里。
于是记者们又找到那栋旧房子（现在住着民工）拍了一通。
第二天重庆的报纸刊登了这篇报道，我住过的那栋灰色筒子楼照片下面配的文字说明是“当今中国最
红的主持人住过的地方”。
一个很有正义感的朋友看到报道后打电话给我，义愤填膺地说：“他们就不能等你死了之后再这么写
吗？
”我诚惶诚恐地解释：家乡人、家乡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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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随遇而安》是《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非首部、唯一个人传记。
“这是第一本关于我自己的书。
它算是我一些人生片断的回忆，并不怎么精彩，但对于人们全面了解我这个人，或许有点作用。
”——孟非《随遇而安》包含了四十篇动情文字，讲述孟非四十年非常经历，从重庆到南京，从幼年
到不惑，从印刷工到名主播⋯⋯孟非这四十年的经历，真实而从容，顺应本心，不执迷，不惘然。
孟非在《随遇而安》这部作品中第一次回顾人生，并亲自执笔，讲述了从重庆到南京，再到中学时代
、工作经历，尤其难得的是他对电视台部分的大量回忆，让大众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真实的孟非，并从
他非同寻常的经历中，汲取力量与智慧。
《随遇而安》内文附有大量没有曝光的孟非生活、工作照片，包括他的摄影作品，十分具有收藏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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