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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健生
享受另一种挑战
享受另一种快乐

因为大学时被班主任 “封 ” ，
为班里的体育委员， 从此对

体育产生了兴趣； 因为羡慕体育部的
同事们上班的时候可以看电视里的赛
事转播， 毅然地从新闻节目主播转型
为体育节目主持人； 虽然没少吃苦受
累， 但是现在的他已经从早先对于体
育的喜爱晋级为热爱体育这个行业了
……如果 ， 在体育范畴里存在着神 ，
那北京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的节目主
持人金巍便是这个神眷顾的幸运儿。

当初很羡慕体育部的同事
上班能看电视

1993年9月， 50位年轻的学生成为
了新一届北京广播学院 （现中国传媒
大学） 播音系的新生， 而当班委安排
的只剩下体育委员位子空缺时 ， 班主
任把这个 “官” “封 ” 给了班里唯一
的一个来自北京的男生———金巍 。 也
正是带着同学们一起参加学校的各种
体育比赛， 自己开始喜欢上体育。

1997年大学毕业之后 ， 金巍进入
当时的北京有线电视台新闻部做主播。
金巍回忆说， 当时新闻部和体育部是
“邻居 ”： “自己很喜欢看体育比赛 ，
因此非常羡慕体育部的同事 。 他们上
班的时间可以看比赛， 新闻部可不行。
而每当有空的时候， 自己会和体育部
的同事们一起去踢球。” 恰巧， 体育部
经常会制作一些专题片。 于是时常找
到金巍去帮忙配音。 合作一段时间之
后， 有一天， 时任北京有线电视台体
育部主任的宋竞先找到金巍 ， 表示需
要男主持人 。 “自己做了一番考虑 ，
欣然同意。” 于是， 2000年， 金巍从新
闻部调动到体育部， 成为了体育节目
主持人。 金巍开玩笑地说 ： “这回我

也可以上班看电视体育赛事转播了。”
不过 ， 金巍说 ： “那时自己对体

育纯粹是爱好， 了解不多 ， 仅限于喜
欢， 但到体育部后， 接触的项目多了，
看的比赛也多了 ， 关注也就多起来 ，
对体育的深入了解也多了。”

制片人一句话：
累吗？ 我就是练你

2001年 ， 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有线
电视台合并， 北京电视台体育部得到
壮大。 当年11月， 第九届全运会在广
州举行， 这是北京电视台体育部第一
次把演播室前移。 金巍说 ， 非常荣幸
地参与到前方报道和转播工作中。

“九运会期间， 体育频道在中午和
晚上分别安排了两档体育新闻播报 ，
而自己既要参与中午节目的直播 ， 也
要参与晚间的直播。 中午的节目有提
示器， 播出比较规范， 晚间节目更像
体育新闻脱口秀 ， 加上自己连轴转 ，
很是疲劳。 有一天， 当时节目制片人
史晓东问自己 ， 累吗 ？ 我回答 ， 累 。
史晓东也回答自己， 累， 就对了 ， 我
就是要练你。” 金巍说： “至今都非常
感谢制片人以及他的这句话 。 我认为
那一个月， 对自己的锻炼以致加速自
己的成熟是至关重要的。” 也正是因为
这两档节目做得很不错， 九运会结束
之后， 北京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随即
在2002年推出晚间档体育新闻类节目，
同时也创新性地推出了两位男主持人
一起聊体育的播报形式。

金巍至今都深深地记得 ， 自己跟
另一位BTV体育频道主持人魏翊东两
个人在老台的二楼休息厅， 手里拿着
节目内容串联单， 商量着如何做好节
目。 进了直播间之后， 经过精心准备

的工作， 自然也会得到令人满意的效
果。 “最初踏进体育圈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体育我挺喜欢的一件事 ， 甚至都
谈不上有什么憧憬。 然而有了这几年
的锻炼， 算是让自己融入到体育这个
圈子。 让我有意识地去储备 ， 自己已
不再是喜欢体育了， 而是更加热爱体
育这个行业了。” 金巍说。

北京运动健儿获胜，
自己会抑制不住激动

有一些观众说北京电视台体育赛
事解说员 “护犊子”。 对此， 金巍表达
了自己的看法： “宋健生老师的一句
话印在我心里， 耳机就是我们的生命
线。 从宋健生老师开始， 到现在更年
轻一代的主持人， 都拿这个当成自己
一份神圣的事业去对待。”

对于这个倾向性 ， 金巍表示北京
台的体育主持人们都会把握好一个度：
“对于主场 、 主队的倾向性 ， 必须要
有， 但为什么又要把握这个度呢 ？ 因
为我们又是首都台， 在北京有全国各
地的老百姓， 这就要求我们要注意受
众的接受度。 同时， 我们要强化一种
思想———这个平台不是你的 ， 你不能
利用这个平台把自己的意志与喜好强
加给广大受众。”

不过 ， 金巍还是提起自己解说中
的一段往事———

第十届全运会的时候 ， 金巍解说
全运会女单决赛， 对阵双方是北京选
手张怡宁与当时有 “乒坛一姐 ” 之称
的王楠。 “我和辽宁台的小马共同解
说乒乓球女单决赛张怡宁对王楠， 最后张
怡宁夺冠 。 因为我们是在开放式的演
播室当中解说比赛， 因此自己一边情
绪激动地解说比赛， 一边还要考虑到

同行感受， 毕竟我们要有首都台的风
范。 但是当张怡宁夺冠的那一霎那，自
己就是抑制不住的激动， 兴奋、高亢，
那种激情也是自己在从事不多的解说
当中所没有过的， 绝对的激情四射！”

第一次泪洒直播间，
眼泪为可爱的同事们而流

2009年 ， 北京电视台体育节目中
心把工作重心放到了全民健身上 ， 而
把北京奥运会沙滩排球场打造成都市
里的海洋沙滩， 则让体育节目中心的
全体工作人员付出了极大的辛劳。

“从建造沙滩到相关游乐设施的搭
建， 乃至安保、 医疗、 志愿者等等各
个方面全部由我们一方承担 。 几个月
里我们的节目每天都要播出 。 除此以
外， 我的同事们还要组织丰富多彩的
游戏活动， 演出活动。 那一年的海沙
节， 自己每周六、 日都要到现场做直
播节目。 而我的同事们天天守在这里。
女同志在烈日下暴晒， 摄像师扛着机
器， 汗流浃背。 每个人都晒得黑黑的，
像是刚从非洲回来的。 而赶上大雨天，
同事们还会打着雨伞， 保护着游客们
的安全……屏幕前 ， 观众可能看到是
我， 金巍光鲜亮丽的， 你们不知道在
我们背后， 是各个工种的配合 。 观众
更不知道， 在这期间， 我的同事们有
的要承担家人生病、 去世的痛苦 。 自
己实在忍不住， 第一次泪洒直播间。”
金巍太动情了， 以致有些说不下去了。
他才努力地平复了一下情绪 ， 但依旧
动情地对记者说： “也可能有人会说，
你们工作辛苦是应该的。 但是我们也
是人。 因为， 我觉得我的同事们太可
爱了！ 倾情付出都是为了自己钟爱的
这份体育事业！”

说起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的主
持人、 赛事解说员， 经常收

看体育节目的电视观众最先说出的名
字一准是： 宋健生。 如今， 宋健生已
经不经常做主持人、 赛事解说员。 那
么， 他正在做什么呢？ 笔者独家采访
了已是北京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副主
任的宋健生。

我们需要承前启后的年轻人

从2006年开始， 宋健生的角色就
发生了改变， 成为了北京电视台体育
节目中心副主任 ， 慢慢地在赛事解
说一线的工作比较少了， 给大家一种
感觉， 似乎只有中超联赛国安队主场
的时候 ， 还能够听见宋健生熟悉的
声音 。 对此， 曾经师从于中国第一代
体育解说员张之老师的宋健生告诉记
者： “大家都知道， 张之老师比宋世
雄老师年长七八岁。 1961年第26届世
界 乒 乓 球 锦 标 赛 在 北 京 举 行 的 时
候 ， 张之老师可以自己解说。 如此重
大的赛事， 他却把宋世雄老师推到了
前台。 现在的资源多了， 哪怕是你一
个人想干恐怕也无法独揽 。 要知道 ，
在当时那个体育资源并不丰富的年代，
能够推年轻人一把， 是多么的令人尊
敬。 也算是效法张之老师， 所以自己
觉得， 只要有好的苗子， 就应该往一
线推， 给他们更多的锻炼机会。 事实
证明 ， 这么做是对的 ， 现在魏翊东 、
金巍等人已经完全能够承上启下， 挑
起这副担子， 成长为新一代优秀的评
论员和主持人了。”

说到把魏翊东第一次推到一线主
持节目的情景， 宋健生回忆起了当年
的那一段往事。

2001年10月7日， 中国足球队第一

次闯入世界杯的决赛圈。 为此， 北京
电视台组织了长达6、 7个小时的直播
节目。 原本在解说完中国队的比赛之
后， 宋健生要和魏翊东一起在北京电
视台800平方米演播大厅主持随后的节
目。 但是由于当时幕后工作繁多， 还
要和设在全国的其他七八个演播室进
行对播， 还需要宋健生亲自掌控。 因
此， 就在准备上台的那一瞬间， 宋健
生轻声地对身边的魏翊东交流了一句：
“你自己上怎么样？ 小魏当时很短暂地
迟疑了一下。 但是， 我们彼此用眼神
交流了一下， 我就一把把他推到了台
上。 小魏马上抖擞精神脱口而出， 各
位观众大家晚上好……当时一看他的
出色的表现， 自己也释然了。” 那一瞬
间， 对宋健生、 对魏翊东两个人来说，
都是职业生涯中最令人难忘和令人回
味的时刻。 “曾经有媒体问过我，这么重
大的历史时刻， 你没能出现在舞台上，
心中会不会留下遗憾？ 我回答， 遗憾
多多少少会有些。自己策划了这次的节
目，但是却，没有在一线的舞台上去驾
驭，而是转向了幕后。 不过， 看到了年
轻新人的成长， 那一刻， 非常地开心。
而小魏也用自己的进步与现在取得的
成绩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在新的工作领域里享受快乐

做了这么多年的一线解说和主持
工作 ， 如今当起了领导 ， 转向幕后 ，
心里会不会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

“这种情结多少会有， 但是我在出
道的时候， 用现在的话讲就已经是主
持人兼制片人了 。 主持人是在台前 ，
其实幕后的一些事情， 策划节目， 驾
驭节目， 管理节目也是非常具有挑战
性， 而且当你做好这一系列的工作之

后， 也是很享受的。 所以， 自己会想，
这也正好给了自己一个新的机会。” 宋
健生说， “不过， 自己并没有完全放
弃解说工作， 比如带年轻的同志、 解
说国安队的主场比赛……不仅没有完
全隔断这份情感， 反而让这份情感在
新的工作领域中获得一份新的空间 ，
也是一种享受。 把自己多年来的一些
经验一些体会传递给新人， 同时在现
在的工作岗位， 比起做主持人更能推
动节目， 更能带动节目向自己追求的
更高的境界去发展。”

成为体育节目中心副主任之后 ，
行政工作肯定会更多了。 如今， 宋健
生主管新闻和赛事转播两方面工作 。
对于自己的工作岗位， 宋健生给出了
如下的描述： “在自己分管的领域里
配合主任 ， 能够把中心的战略考虑 、
战略布局能够实施， 而且跟各个制片
人合作， 通过他们带领他们各自的团
组按照既定的目标， 去努力地实现既
定的想法。 我自己的定位是给大家做
好服务工作。”

优秀的主持人要学会做减法

作为 “全国最佳电视体育节目主
持人” 称号获得者的宋健生认为， 自
己的成功算是赶上了好时候， 而现在
新生代主持人， 也同样赶上了。

“现在的资讯发达了 、 信息发达
了， 以前解说， 说十场球， 现在解说
一百场球， 一年说一百场和一年说一
千场球， 一年都说国内的比赛和一年
说国内 ， 又说外地以及国际的比赛 ，
整年呆在北京和又在北京， 又在外地，
以及在国外报道， 这是有很大的区别
的。 在资源丰富的情况下， 包括在北
京台体育节目中心逐渐成长， 逐渐壮

大的过程中， 给了年轻人更多的成长
的机会， 和施展才华的舞台。 以往如
果要成长起来 ， 也许需要十年八年 。
而如今的年轻人大大缩短了这个时间，
可能两三年就达到这个水平上来。 同
时反过来， 他们承受的压力要比我们
以及前辈们承受的压力要大得多， 资
讯发达， 从业人员较多， 观众的要求
也更高。 虽然你更风光了， 但是你受
到的压力和质疑也会更大。 所以在这
种情况下能脱颖而出 ， 站立潮头的 ，
必须是佼佼者， 业务能力， 心理承受
能力， 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

而一个优秀的体育节目主持人要
具备怎样的素质， 宋健生也给出了自
己心目中的答案： “要成为一名优秀
的体育节目主持人， 要能够适应时代
的潮流， 能够熟悉你的业务。 通过你
的积累， 利用节目平台把你的特长发
挥出来。 不管你是解说还是主持， 通
过你把节目介绍给大家， 当好桥梁作
用， 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些快乐。 身为
主持人， 不要总想着我要如何赢得观
众的喜爱 ， 我在节目如何突出自己 ，
如果老是这么想的话 ， 会适得其反 。
一些年轻的主持人特别注重， 自己在
节目中的形象， 在一些重大的节目中
总想着自己能出风头。 我认为， 好的
主持人一定要明白什么节目适合自己，
什么不适合， 要学会做减法， 而不是
永远在做加法。 并不是说你露脸越多，
节目就越好， 反而在你无法驾驭的节
目当中， 不熟悉的节目， 不适合你的
节目出现的越多， 丢分也就越多， 这
是我自己的体会。 但有些年轻的主持
人， 他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些。 只
要我出的越多越好， 观众能很快记住
我， 这是一个误区。”

□特约撰稿 李雄峰

金巍
宋健生一句话印在心里
耳机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因为对体育的喜爱， 从新闻主播转型为体育主持人
●我们的每句话都要注意观众的接受度
●海沙节让自己泪洒直播间

●宋健生的老师是中国第一代体育解说员张之
●宋健生把魏翊东推到一线解说
●好的主持人要学会做减法， 而不是永远在做加法

体育节目两代 主持人感怀

宋健生和阿根廷球迷在一起宋健生在主持节目 金巍、 王毅为同学们赠送签名礼物金巍在解说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