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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代后记 我的新闻情——五十四年新闻生涯回顾　　我这一生中，同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同
书籍、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
可以说，今生今世，我有一种难解难分的新闻情结。
　　少儿童时代，我读到的第一本少儿著作《在内蒙古草地上》，那是记叙内蒙古人民反对日本侵略
强盗的作品，书中几位内蒙古少年儿童勇敢打击日本鬼子兵的形象，特别让我难忘。
这本书是我的小学老师程济刚送的，为此，我至今都深深感激程济刚先生。
我的胞兄汪大漠，1937年春天就离开家乡奔赴延安，参加红军，参加爱国抗日的艰苦斗争。
他给我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艺书籍。
我从他的书柜里取出《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阅读，取出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的作
品阅读，虽不能深刻理解，但却受到熏陶，收到了很好的启蒙效果。
从此，我爱书、读书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
　　1948年春天，我考入重庆市立第一中学读高中，学校附近的“罗斯福图书馆”(今为“重庆图书馆
”)，是我经常去借阅书刊的场所。
重庆市一中是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摇篮，校内读书进步空气浓厚，《针与真》、《透视》、《积极报
》等壁报林立，占领了学校舆论阵地。
我作为《积极报》成员，初步懂得了舆论的重要，认识了报纸的作用。
从此，也养成了喜读报刊的习惯。
1949年春天，我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地下革命青年组织)，积极参加反内战、反饥饿、争生
存、争温饱的爱国学生运动。
在我和我的同学们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监狱以后，也要在狱中千方百计争取要报纸来看，从当时报章
上一些不真实的新闻中，去分析和获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前进的信息。
　　1949年8月，在我的家乡长寿县农村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长(寿)涪(陵)边区委青年干事。
解放初期，因年龄不足18岁而未被承认(1986年全面落实党的政策时被承认，党龄连续计算)。
从1950年起，我在故乡长寿县参加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工作，依然喜欢读书看报，还喜欢
写点新闻给报纸投稿。
于是，我被聘为重庆《新华日报》和《川东报》的通讯员。
后来又成为《群众报》和《西南税务》等报刊的读者和作者之一。
无论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我总是同报纸、书刊有缘有情。
1953年春，我在长寿县委宣传部担任通讯干事，从事新闻报道工作。
　　正是由于这种新闻情结，1954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闻专业。
　　在四年大学生活中，我不仅学习了新闻理论和新闻专业知识，而且阅读了更多的中外文学著作，
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报纸。
除了学校安排在沈阳日报和北京日报实习之外，我还为中国青年报、读书月报、光明日报、北京出版
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新民晚报等新闻出版单位撰稿，并且发表了我的数十篇作品。
我在北京大学，曾被评为优秀学生。
每学年的寒暑假期，除了学校安排到省、市级报社实习之外，我还自己主动与新闻单位联系，利用节
假日和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到北京郊区的燕山农村(原御猎区)和北京街道采访，写出了《东交民巷散
记》《年轻的白广路》《御猎区的新面貌》《猎人之乡》《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纪念北京大学建校
六十周年通讯四篇)等作品，有的被中国新闻社发往海外报刊采用，有的被北京出版社编入《北京街道
的故事》一书出版。
正因为我这样如饥渴地学习和写作，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我被定为“走白专道路”，立场
不稳，同情右派的“中右分子”而受到批判。
　　1958年夏，我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日报当记者、编辑。
1959年，在“下放劳动锻炼”和“反右倾运动”中又遭到批判。
此后，我被迫离开新闻单位，被整整耽误了十多年时间，而且生活在诚惶诚恐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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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二十五岁至四十岁左右的青年时期，正是黄金时间啊！
当年极“左”的风潮多么可怕又可恶啊！
在险象环生的逆境中，我也坚持读书看报，写作不懈。
正是在“下放劳动”的时候，我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下，在当牧马人和牧羊人的日子里，人民日报发
表了我的散文《祁连山上的伐木场》，新华通讯社主编的刊物《新闻战线》发表了我的业务论文《通
俗和平易》。
此后十余年，虽然一度离开新闻单位，但我还陆续在重庆日报、四川日报、重庆广播电台、四川广播
电台等新闻单位，发表了多篇文章，坚持读书和笔耕不懈，有时是挑灯夜读，写作通宵达旦。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覆灭，随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我重新回到新闻单位
，恢复了我的新闻工龄，从事我心爱的终身为之奋斗的新闻工作。
我被调入重庆市江北区广播电视局任编辑、记者、宣传科科长、副局长。
在此期间，我采写了大量的新闻作品，内容涉及农业、工业、商业、政法、文化、教育、军事等社会
生活各个领域，体裁包括通讯、消息、评论、录音报导、电视地方，干什么工作，我总是同报纸、书
刊有缘有情。
1953年春，我在长寿县委宣传部担任通讯干事，从事新闻报道工作。
正是由于这种新闻情结，1954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闻专业。
在四年大学生活中，我不仅学习了新闻理论和新闻专业知识，而且阅读了更多的中外文学著作，还阅
读了大量的中外报纸。
除了学校安排在沈阳日报和北京日报实习之外，我还为中国青年报、读书月报、光明日报、北京出版
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新民晚报等新闻出版单位撰稿，并且发表了我的数十篇作品。
我在北京大学，曾被评为优秀学生。
每学年的寒暑假期，除了学校安排到省、市级报社实习之外，我还自己主动与新闻单位联系，利用节
假日和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到北京郊区的燕山农村(原御猎区)和北京街道采访，写出了《东交民巷散
记》《年轻的白广路》《御猎区的新面貌》《猎人之乡》《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纪念北京大学建校
六十周年通讯四篇)等作品，有的被中国新闻社发往海外报刊采用，有的被北京出版社编入《北京街道
的故事》一书出版。
正因为我这样如饥渴地学习和写作，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我被定为“走白专道路”，立场
不稳，同情右派的“中右分子”而受到批判。
 1958年夏，我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日报当记者、编辑。
1959年，在“下放劳动锻炼”和“反右倾运动”中叉遭到批判。
此后，我被迫离开新闻单位，被整整耽误了十多年时间，而且生活在诚惶诚恐的日子里。
那是我二十五岁至四十岁左右的青年时期，正是黄金时间啊！
当年极“左”的风潮多么可怕又可恶啊！
在险象环生的逆境中，我也坚持读书看报，写作不懈。
正是在“下放劳动”的时候，我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下，在当牧马人和牧羊人的日子里，人民日报发
表了我的散文《祁连山上的伐木场》，新华通讯社主编的刊物《新闻战线》发表了我的业务论文《通
俗和平易》。
此后十余年，虽然一度离开新闻单位，但我还陆续在重庆日报、四川日报、重庆广播电台、四川广播
电台等新闻单位，发表了多篇文章，坚持读书和笔耕不懈，有时是挑灯夜读，写作通宵达旦。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覆灭，随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我重新回到新闻单位
，恢复了我的新闻工龄，从事我心爱的终身为之奋斗的新闻工作。
我被调入重庆市江北区广播电视局任编辑、记者、宣传科科长、副局长。
在此期间，我采写了大量的新闻作品，内容涉及农业、工业、商业、政法、文化、教育、军事等社会
生活各个领域，体裁包括通讯、消息、评论、录音报导、电视专题片以及散文、随笔。
1981年，我和彭德汉一起采写的《重庆水灾前后》被中国新闻社发往海外报刊采用，并选编入《华夏
缤纷》一书。
1982年，我采写的《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新探索》(长篇通讯)被中国新闻社发往海外报刊采用，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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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对台湾宣传办公室作为优秀稿选入《对台宣传业务》一书。
1983年，我采写的通讯《喜乘农村夜班车》在重庆市率先宣传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搞活城乡经济的
新生事物，被评为第二届全国优秀广播电视节目，并被广播电视部选编入《沃土上的鲜花》一书。
《喜乘农村夜班车》同时还被全国好新闻评委会评定为全国好新闻。
由广播电视部编辑的《广播电视战线》月刊，1985年第十一期人物介绍栏，以《他用笔为时代描容写
真》为题，介绍了我的事迹。
 1985年，我被聘任为四川省广播电视厅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兼职)。
随后被四川省新闻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定为主任记者。
1988年，调任重庆市新闻出版局报刊管理处处长，并兼任《中外市场》杂志社主编。
1990年3月调任《中外企业报》总编辑，组织在重庆召开了“全国百名大县经济发展研讨会”，推动区
、县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同时，被选为重庆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
在担任新闻行政管理工作和新闻报刊领导工作中，我仍然坚持采访写作，并在中国新闻社、《重庆晚
报》、《旅游天地》、《旅游》、《旅游天府》、《四川青年》等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作品。
 1987年至1994年，我的新闻作品选《绿叶集》《新闻漫谈——育花集》《采访见闻——新果集》《评
论·消息百篇》《旅途通讯》先后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
 1980年至1994年，我的新闻作品先后在中央、省、市级以上举行的好新闻(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和报纸
副刊好稿)评选中获奖25次。
其中，连续七年获一等奖3次和二等奖2次；在全国广播电视节目评比中获一等奖一次、优秀奖一次；
还在全国好新闻评选中获好新闻奖一次。
1984年，我写的新闻评论《蔬菜产销体制改革好》获奖之后，被广播电视部选编入《鲜花品赏集》一
书。
 1978年，我获得中共重庆市委授予的“重庆市新闻广播先进个人”称号；1986年获得全国新闻工作者
协会颁发的“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荣誉证书”；同时获得四川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新闻工作荣誉
证书”；1990年获得“重庆市新闻出版先进个人”奖状；1994年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老干部离休荣誉证”；1999年获得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授予的“献给共和国创立
者”勋章。
 1994年，我已年过六旬，奉命离职休养。
离休以后，我并未离开自己终身相许的新闻工作，仍然采访写作，编辑撰稿，笔耕不辍。
连续出版了《老记新篇》《友情集》《寄情山水间》《宽松集》等四本作品。
加上离休前出版的《新闻漫谈》《旅途通讯》等，迄今，我著作和编辑的文集已有9本，共145万余字
。
还有《中外漫游》一书，正在编辑出版中。
作为离休干部，我在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领导下，积极参与编辑出版了革命烈士《李硕勋研究论文集
》和电视专题片《李硕勋》的有关工作，同时，积极参与《为了共和国的诞生——全国革命英烈事迹
展》的有关组织展出工作。
我还积极参与并主编《四·二一学运在重庆一中》一书以及重庆市第一中学校的校庆画册和《桃李芬
芳——重庆一中校友事迹介绍》等书的主要编辑工作，并在《风雨人生——重庆市一中老校友回忆录
》的编辑工作中，担任执行主编，基本上做到了离而不休。
连续18年，我将自己的著作，无偿捐赠给北京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市
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攀枝花市图书馆、重庆市所辖四十个区、县图书馆以及重庆市第一中学图书
馆等50多个单位，还捐赠给渝州大学、铜梁中学的部分学生以及许多亲友，到2006年6月30日止，我已
经捐赠图书2629册，聊以表达自己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爱和对社会文化事业的支持。
到2007年4月，我的新闻生涯，已经有54个春秋啦！
我也已经是74岁的老人啦！
问心无愧的是：我这一生总算为人民、为共和国的诞生和建设多少做出了努力，作出了奉献。
回顾我54年的新闻生涯，我的新闻作品高产时期是在1976年至1994年，这也是我的新闻工作屡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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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期。
我出版自己的9本新闻著作，也是在1987年以后的岁月。
很明显，在“四人帮”覆灭，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旧时代结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开始以后，才
有了我的新闻生涯的真正的春天。
由于我在可怕的“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中屡受批判和伤害，又长期在省以下的新闻单位工作，
不可能涉及特别重大的新闻事件和题材，我上述的一些新闻成果，是依靠在北京大学学得的新闻专业
基础知识和自身的勤劳奋斗取得的。
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母校和当年执教的老师们。
不管人家怎么看，怎么说，七十余年，我曾经辛勤努力过，顽强奋斗过。
做到了读千卷书，行万里路，生命不息，笔耕不辍。
作为一名祖国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一个人民的新闻记者，我问心无愧，而且感到欣慰。
 2007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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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旅行通讯的形式，用游记散文与新闻通讯相结合的笔法，记叙和描绘了全中国（除台湾外）
的3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以及国外14个国家的著名风景名胜，含有大量的经济、文
化信息和政治、历史、地理等人文知识，写作时间跨越20世纪和21世纪，有助于扩大视野、增长知闻
，获得心情的愉悦。
　　这本220篇，50多万字的旅行通讯选集，既是具有文学色彩的通讯，又是具有新闻特点的游记；既
是新闻写作上的一种探索和创新，又是作者漫游天下写出的新篇章，也是旅游文化结出的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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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大波，重庆市长寿区人，老新闻记者、作家。
 1949年4月在重庆市第一中学读书时参加中国新民主丰义青年社。
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
从事报纸、广播电视工作50余年。
1987年以来，他先后出版了《绿叶集》《新闻漫谈——育仡集》《老记新篇》《友情集》《寄情山水
间》《宽松集》等9本著作。
本书是他的第十部作品选集。
作为资深记者，他具有高度的新闻敏感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非凡的勤奋和敬业精神。
 无论顺境、逆境，也无论担任专业记者或担任新闻单位领导人，他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始终如一，始终
坚持采访写作。
作为作家，他义能以饱满的热情，捕捉和发掘生活中的真、善、美，用清新的笔触予以歌颂和赞美。
汪大波是一位“全能”的新闻工作者，他编采的新闻作品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通讯、消息、评论
等各类新闻体裁以及散义、随笔，都能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具有深厚的功力。
 汪大波于1994年离职休养，今年已进入75岁，但离而不休，仍坚持笔耕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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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5.再游大理　　早在1991年秋天，我曾经去过一次大理。
因为忙于工作，来去匆匆，在我所写《大理行》游记中，仅重点记叙了“游蝴蝶泉”和“大理三塔”
，还写了我在洱海公园和蝴蝶泉后的神摩山眺望洱海的“洱海镜头”。
那次，我走到洱海岸边，却未乘舟游洱海，深为遗憾。
　　时光如流水，转瞬间，12年过去了，我已由中年进入老年。
今年秋天，我随旅游团一起，重览大理风光，目睹大理10余年来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旅游景点也锦上添花，显示出大理的发展正进入朝气蓬勃的青年时期！
　　洱海泛舟　　由新建的“桃源古渡”码头登上游船，我开始了洱海环湖游。
今天的游船，已不是昔日只能乘坐4人的小机动船了。
我们所乘的海星号大型游船，近似长江客轮，上下4层，可载游客500人。
船体彩绘雕嵌，装饰豪华，船上还有包厢、歌舞表演厅、茶座、观景台等设施，算是这个位于海
拔l972米、面积252平方公里的高原淡水湖中之庞然大物啦！
导游员告诉我们，采用这样的大型游轮做洱海环湖游，已经有好几年了。
可见大理旅游建设发展之快。
　　我站在船头，但见洱海水清如明镜，水平似绿毯，阳光照射下，湖光融融，闪金耀银。
清风徐来，凉气拂面，心旷神怡。
洱海四周，环山青翠，在蓝天白云映掩下，美丽极了，宁静极了！
洱海，真不愧是“高原明珠”！
　　洱海湖内有金梭、玉玑、赤文三岛，还有鸳鸯、马帘等四洲。
游船在玉玑岛停靠后，我们登临岛上。
随着旅游景点的开发，这个洱海中的大岛已改名为“南诏风情岛”，成为云南精品旅游景区之一。
大理，是历史上南诏国和大理国的所在地，洱海中的这个大岛的景点建设均以反映南诏和白族风情为
主。
那神秘的“沙壹母”广场(“沙壹母”是大理神话传说中，被尊崇为白族始祖的妇女)；那耸立着世界
上最高的汉白玉观音雕塑像的“云南福星广场”；那以唐代建筑风格为基调，融南诏、吐蕃建筑风格
为一体，显现南诏时期多民族文化特征的“南诏行宫”；以及体现白族文化精华的“本主广场”等新
景点；加之岛上古榕成荫，林木依依和四周湖水环抱、碧波掩映，构成了优美迷人的风光，令人流连
不舍。
　　我们还观赏了湖中一个小岛——小普陀岛。
这个小岛，实际上是湖中一块巨大的礁石。
传说是当年观音菩萨开辟大理坝时留下的镇海之印。
有了它，海水不成灾，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岛上的小庙为阁式建筑，始建于明朝，主要供奉的是观音，原名观音阁，后名小普陀。
岛小而美，尤其是那一米多高的仙人掌丛，生机蓬勃，气势不凡，十分引人注目，我觉得小普陀好像
洱海中的一颗钻石。
　　我回到船舱，在表演厅观赏优美的白族歌舞表演，同时品尝闻名遐迩的白族“三道茶”。
第一道是苦茶，味苦，能止渴生津；第二道是甜茶，能提神补气；第三道是回味茶，满口清香，很有
回味。
这神奇的苦、甜、回味三道茶，不但很富情趣，口感极佳，而且富有“人生先苦后甜”“甜从苦来”
的哲理。
　　3个多小时的环湖游快结束时，秋风骤发，水波兴起，继而风大，波涛汹涌。
一阵阵的洱海涛声，好似欢乐的乐曲，送我们上岸返程，祝我们旅途平安。
　　苍山神思　　雄伟的苍山濒临洱海，南北长45公里，宽20公里，共有十九峰，最高峰海拔4122米
。
两峰之问夹一溪，形成十八溪，潺潺溪水，流人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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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洱海是大理奇丽风光的主体。
我站在大理城楼，那峰峦叠翠的苍山历历在目，那碧波万顷的洱海犹在脚下。
苍山洱海，风光灿烂，互相衬托辉映，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两颗珍贵的明珠。
　　今日登苍山(又名点苍山)，已经有了两条索道。
一条是由山脚一塔寺附近至中和峰中和寺的苍山索道，另一条是由山脚感通寺至马龙峰的感通大索道
。
这两条索道的建成，也展示了大理旅游事业的新面貌。
我坐在缓缓行进的索道上，那葱茏的点苍山，碧蓝的洱海湖，悠久的大理城，一览无余。
我仿佛看到了山里的一处处山花和一层层大理石，它的青翠挺拔，令我倾倒；我似乎瞧着了湖中的一
群群游鱼和一艘艘旅游船，它的秀丽妩媚，叫我喜爱；我真切望见了在青山碧海和古塔遗碑映衬下的
大理古城，引发我悄然神思。
　　——那不是外貌与北京天安门城楼相似，城门墙上有着“大理”二字的大理古城楼吗？
那翘檐红瓦、画栋雕梁以及城楼前小广场上的丛丛鲜花是多么艳丽、光彩夺人！
我知道，历史上的大理古城始建于公元779年(唐大历十四年)，曾经是南诏国和大理国的都城。
元朝灭大理国后，旧城毁弃。
现今的大理城建于公元1882年(明洪武十五年)，有四座城楼和四座角楼。
清代又两次重修。
今天我们看到的城楼，是近年来修复的。
它标志着大理悠久的历史和唐宋时期曾经是云南地区的政治中心。
　　——那不是大理古城的纵横街道吗？
用碎石铺成的“三月街”，一平如砥的复兴路及10多条里、坊，展示着昔日古城的风貌。
历史上，大理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大理石制品和工艺美术品等进入国际市场，这里曾被辟为英国
商埠，著名的“洋人街”至今尚存。
我见到大理城郊包括喜州一带的平坦而巨大的坝子，一马平川，平畴沃土，农田相连，稻香袭人，使
我感觉到好像进入了四川的成都平原，又好像来到了江南的鱼米之乡⋯⋯这一切告诉我们，大理也曾
经是云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那不是翘檐画脊、古色古香的“文献楼”吗？
那不是悬于楼上的“文献名邦”匾额吗？
它字如斗大，绿字黑底，苍劲醒目，是清康熙王朝为大理颁发的著名匾额。
还有那象征着人民智慧的大理三塔，那祟圣寺、感通寺、宝林寺、佛图寺、灵塔、南诏德化碑等文物
古迹⋯⋯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一千多年前，大理曾是云南地区的文化发祥地，不愧享有“文献名邦”
的称号。
　　——那不是苍山脚下的观音塘(又名大石庵)吗？
殿宇巍峨，树木森森，供奉着观音菩萨嘛。
庵内观音“负石阻兵”的传说，更令我神思悄然：传说古代有兵侵犯大理，观音为解救人民，化为老
妇，用草绳拴着一尊巨石，背负身上，行于路中。
士兵们见了十分惊恐，认为大理老妇威力尚且如此巨大，何况青少年呢？
于是不攻自退。
庵内观音老母像前楹联日：“菩萨慈悲心寻声救苦，解危千百姓；观音化老母身负巨石，惊退万重兵
。
”难怪大理各族人民对观音有特殊的感激之情！
许多寺庙、景点都有观音的塑像和传说。
无论古今中外，广大人民总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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