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看见演讲稿(优质10篇)
演讲稿要求内容充实，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在社会发展不
断提速的今天，演讲稿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那么演讲稿怎么写才恰当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
何才能写好一篇演讲稿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看见演讲稿篇一

《看见》是央视知名记者柴静的一本记录自己在央视十年的
自传性的书。这本书记录了柴静在央视十年里经历的大型新
闻事件，像非典，汶川地震等等。原本只是想它用来打发一
下闲暇时光，可当我真正拿起这本书品读起来时，却意外地
收获了更多的是是对柴静本人的敬畏，对众多媒体失职的痛
心，更有的是对人类感情的崇敬。

此书，她用坦诚的语言陈述着自己的十年成长路，不断剖析
自己，不断正视自己的不足，让我们感受到了有血有肉的作
者。她深入一线，“出生入死”给我们带来的事件真相，她
的经历，她的采访，常常会触动我心弦，让我随之潸然泪下。

看这本书，总让我很容易联系到自身。从刚开始的“不知天
高地厚”说出：“我明白我能到达的高度。”的柴静；到被
工作和现实打击得一败涂地的柴静；再到激励自己，站起来
告别过去，重新出发的柴静；最后是延续至今――一向完善
自身的柴静。从这些柴静中，我似乎能看到自己，看到过去，
此刻，未来的自己。每个人的成长之路都不同，但总会有相
似的心迹。我并没有像柴静那样轰轰烈烈的成长过程，也无
幸像柴静那样有那么多人为她点燃明灯。事实上，我的成长
之路才刚开始。以前，我很害怕成长，很抗拒成长，因为成
长之路没有那一条是平顺的，这条路上都布满的荆棘，我害
怕我会承受不住，我害怕我会在这如迷宫的路上迷失，在
《看见》这本书里，诚如我所想，我看到了未来的我将要承



受的东西，看到了逼迫自己成长的艰难，也看到了破茧成蝶
的痛苦，但在最后落入我眼睑的，是她的成功，或者说是她
一步一步蹒跚向前的足迹，又或者说是她不时回首反思的身
影。这些都使我的心安静下来，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解渴的
甘泉，饱腹的美餐，从她身上我找到了一个能助我顺利透过
成长之路的工具，使我能坦然的等待和理解现实将要给我的
挫折。

透过《看见》，让我更深层次地了解到了柴静。散文般的叙
事风格，细腻婉约的情感表述，都将柴静的博学多识与扎实
的文学功底展露无遗。“非典”事件中的出色表现，更是让
我对于柴静这样一位身材娇小的姑娘，心生敬畏。在所有人
都人心惶惶的“非典”时刻，是柴静主动请缨去到现场了解
最真实的“非典”，去接近最鲜活的事实。她七次与“非
典”患者应对面交谈，软磨硬泡才获许一个人进入病区权利，
她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更多的公民明白真正的“非典”。
她以一个新闻人的社会职责约束自己，用真实回报受众，用
真实击败流言。她的勇敢和执着给每一位读者注入养分，让
每一个读者都能从中反思，自身在社会中的价值和好处。也
让我明白，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本职，努力工作，为整个社
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便是作为公民对于社会的最基本的
回报。

在《看见》中我了解了社会最保密角落的一些事，一些值得
我们关注和反思的事。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
关上之后，在那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
本面目。当多年的隐忍与承受最后在那一刻海啸般爆发时，
往往是施暴者结束了生命，被施暴者走向了监狱，从此各自
灰暗的人生更加灰暗。我看见了李阳将自己的家庭暴力归咎
于民族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看见了人们对家庭暴力的习以
为常。施暴者有时候会后悔但这阻挡不了他们下次的暴力。
正如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善与恶，但是恶得不到抑制，就会
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倘若我们的法律能更加完善从而严格
的制约家庭暴力，或者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别



人的角度思考问题，那么会不会少一些家庭暴力，少一些因
为家庭暴力有心理疾病或走上歧途的孩子。人性中的善会不
会变的比恶多一点，至少我们不会助长恶的火焰，从而给善
一个生长的环境。

一个以揭露真相为己任的新闻记者，面临的诱惑与威胁绝不
会少，这也是此刻各种假报道泛滥真相越埋越深的原因。庆
幸的是我们在《看见》中看见了许多真相，在应对金钱与威
胁而面不改色的柴静身上看见了新闻职业人的操守，看到了
信仰的力量。只有我们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初衷，我们
才能坚守自己的道路，不为各种诱惑所扰。

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局限，我对《看见》的理解可能达不到它
所想要到达的高度，但书中对人性的挖掘、对自己成长的突
破让我受益匪浅。十年前，柴静说：她关心新闻中的人；十
年后，她做到了。她没有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看见演讲稿篇二

看见读后感，曾经小编把《看见》这本书看了三遍，每一次
都会流泪，下面是小编带来的看见读后感，欢迎阅读!

“一个人的智商是和他的阅读量以及词汇量成正比的。”曾
经在网络上看到过这句话，不必考究这句话出自谁口。

但我深刻地理解：博览群书总是好的。

牢记这一点，所以周末空闲的时候就会带孩子去克拉玛依书
城阅读。

在一楼收费处的柜台后，是“推荐书目”，第一次看见了
《看见》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心中洋溢着我对柴静的印象：
非常喜爱的一个新闻人，很喜欢她作为记者时央视播放的



《新闻调查》。

柴静，个人觉得不漂亮，但却很美丽。

因为孩子年龄小，我收看《新闻调查》并不按时、准时，只
是偶尔打开电视时喜欢锁定央视“新闻频道”。

柴静那清秀的脸庞，以及犀利的语言总是令我对她深深地敬
佩。

《看见》作为畅销书摆放了很久，决心购买吧。

封面是柴静采访中的照片，几位满脸皱纹的老农笑着围坐在
一起，一个小朋友也毫不怯场地在大家面前玩耍。

我知道，在农村能让老人和小孩如此放松地出现在摄像机前，
那绝不是容易的事情。

翻过来是柴静的简介，寥寥几句写完了她的工作简历，不像
许多名人出书，会在简介一栏写满各类获奖信息或头衔。

看完柴静的《看见》，感觉她是用心在写书，就像是对读者
讲述一件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并且讲出了自己的所思所
想和酸甜苦辣，以及自己内心的感受，读来让人有特别真实
的感觉。

但心里却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这本书看得很沉重，很久没
有看这么沉重的书了。

在阅读的时候，心情总是格外的沉重，时而皱眉，时而落泪，
时而震惊，时而无奈。

我原以为这只是一本记录一个记者在十年以来的采访，或是
一本记录十年里的荣誉自传，但出乎我的意料，她在这本书
里写下的，是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内省和反思，这是一本记



录她成长的书。

读它时，让我犹如身在其中，感受当事人的情感，体会事件
的本质，感悟人生的真谛，内心有太多无法言表的情感就那
样不断的肆意翻滚着、流淌着。

生活在安逸的小都市中的我，仿佛跟随着柴静一起走进了一
件件毫无头绪的事件，对话，思考，对话，思考，周而往复。

抽丝剥茧之后真正获得的黑与白交织的真相，往往引得一声
声叹息。

柴静透过文字造就的一个个画面，让我陷入深沉的思考，让
我心中的正和邪跳出来对话。

药家鑫的故事我听过很多次，《看见》是从药家鑫父亲的角
度来阐述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的。

初次听说药家鑫，心中想法：“怎么会这么残忍地杀害同学
呢?”读了《看见》后，当知道药家鑫的同学是怎样歧视他，
甚至将小便尿到他的床上时，对他的就只有同情和惋惜了。

这也使我记起：很小的时候，不管看到什么电视，第一个反
应就是问这个人是好人吗?其实长大了才真正明白：这个世界
上没有纯粹的好人和纯粹的坏人，人们都是活在一个相对的
世界中罢了。

正如《看见》第178页描述一样：“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
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
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是做了好事的人，和
做了坏事的人。

《看见》中药家鑫的故事也使我牢记：关注孩子成长过程中
的心理健康太重要了。



儿子的成长以及父亲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当父亲用暴力
手段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孩子学会解决问题的手法必然是暴
力，当父亲对受欺负的孩子漠然置之的时候，孩子可能得出
的结论是这就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暴力才能解决问题。

一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作为家长却没有机会或者无法走
进孩子的内心世界，真是太遗憾了。

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从小别人照顾你，到你长大有了
自己的家庭和承担越来越多的角色，也许有的角色我们扮演
得好，有的角色我们扮演得不够好，但一旦我们选择了为人
父母的角色时候，就需要关注孩子成长中的心理健康的培养。

人是家庭的也是社会的，别轻易做这个决定，更别轻易放弃他
(她)!

柴静用柔软的刀子刻削别人的同时，她同样毫不留情地对自
己下手，不断地把自己的不足和缺失首先亮给自己，然后亮
给读者。

偌大的世界，繁杂到哲学，便只剩下两样，一样是现象，一
样是本质。

柴静看到了什么?她看到了一如我们所看到的，唯一的不同是
她寻踪觅迹，试图把一切异样的现象努力变成真相。

不管变成变不成，她都真诚地帮我们揭开了新娘的帽头红，
让我们看到了新娘或俊或丑或真或假的模样。

《看见》向我们展示的是肉眼无法看到的东西，而是通过内
心能看得见的。

去年暑假读的这本书，读罢内心有种说不出的力量还是信心
的东西。



时隔几月后再来写感想，它仍然使我对自身、对世人、对世
界有种渴望，让人去思索、思考吧!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书里的话：不惹眼、不闹腾，也不勉强自
己，要做个落后于时代的人，凝视人心。

花了两个工作日，将柴静的新书柴静看见通读完。

写下这篇看见读后感，正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她没有刻意性
的选择标志性事件，只选择了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人，一
些事情，仅此而已。

正是因为这样，我渐渐地喜欢上了这个记者，这位主持人，
因为她的一份简单。

舍友说她对柴静没有感觉，她喜欢杨澜，之前读过杨澜的一
问一世界，整个书中给我的感觉是一种高端，大气，上档次
的氛围，很是歆羡。

可是它距离我的生活太遥远了，我不会同时辗转于六门语言
之中，我没有那么好的.家庭背景，她的一切与我很是不同。

在看见中，我看见了柴静，看见了我自己。

她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女人，在别人看来或许会有些孤傲，
其实，我和她一样，我们只是将独立看得很重要，不喜欢依
赖，喜欢背起包就走的洒脱与豪迈。

性格上的另外的一些地方，说不清楚确切的点在哪里，反正
我是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坦白说，柴静看见这本书的开头部分并没有吸引到我，她的
一些陈述让我感到别扭，也曾经闪过一丝放弃阅读的念头，
不过庆幸的是我读完了，感受颇丰。



柴静的主要工作是采访，这就要求她必须去接触一些具体的
人物，具体而细微的事情，那些事情或琐碎，或热门，或悲
痛，请允许我用这个词来形容汶川地震。

柴静的每一次采访，每一个报道，即使她是简单记录，字里
行间我依旧能够感受到她天生对细微事物有着的深刻体会，
她把人看透，把事情看透。

这时候，心理想：如果一个人把生活中的种种细节都体味的
如此之深，那她的生活岂不是很累，很矫情?自己也曾经想，
如果没心没肺地过每一天，开开心心，那活着该是多么幸福
的一件事啊!

书中，经常会引用胡适的一些名句，这折射出柴静对胡适的
认可和赞同，我也是极敬佩胡适的，所以我们都是平常人眼
中的愤青，政客口中的激进分子，我们讨厌屈服，但起码，
这证明了我们的心还是热的，它依旧在跳动，为这个世界的
美好事物。

下面是一些我很有感觉的句子之摘抄：

1.你总是太投入了，热爱就会夸张，感情就会变形，就没办
法真实的认识事物了。

这是陈虹对柴静说的，仿佛也是对我说的。

我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不了解我的人会认为我很冷漠，是
一个经济学上所讲的理性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其实，
他们不了解，我心理的那片天空很蓝，它喜欢阳光，喜欢温
暖，热爱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太冷漠的人我会远离，因
为内心承受不了冰冷的东西。

2.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和做了坏事的
人。



这句话理解起来很简单，它告诉我们如何全面地看待一个问
题，如何在没有深入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避免对他的评价。

3.越是聪明人，越要下笨功夫它告诉我们即使聪明，依旧要
勤奋。

5.人的一生，有的是将来，永远有下一拨人，下一个地方，
不一样的生活我现在还是很念旧，恐怕自己会一直这样下去
了，舍不得的东西太多，那些青春年华，那些灿烂的回忆，
尽管模模糊糊地在脑子里游荡，可是就在存在，有人说，存
在即合理，但它会影响我向前迈进的步伐，因为我会回头张
望，脚步沉沉地，迈不出去。

6.其实，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
期待。

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为这样，
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不解释，他的话!

作为一名著名记者，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柴静只选择了留
给她强烈生命印象的人，他所记录下的是淹没在宏大叙事中
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

这位不凡的记者，没有为了感动自己或者别人而在涕泪交加
中失去真相，带给我们正常情感的回归，给人以人生思考，
带我们回归“寻常”。

新闻归根结底是人，是活生生的人性。

一个国家由人组成，人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重视，每一
个“寻常”动作、事件都有它的价值，所以柴静说过：“不



要去报道一个国家，就算报道自己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也就是新闻。

我们记录自己的同时，也是在记录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新
闻史或者心灵史”。

因此我们要回归“寻常”，寻常自有它的千钧之力，自会折
射出它本身蕴含的情感。

《看见》中，一章就是一个专题的采访。

二十章，二十个故事，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感动，还有沉重，
尽管这些故事不是可以挑选的标志性事件，反映的却是一种
正常情感、一个被我们忽视的世界。

在调查贵溪校车翻坠事件时，柴静必定是怀着这种沉重的心
情去采访遇难孩子的家属以及事故有关责任人的。

面对着这一个死亡事件，他除了无奈，除了同情，还有更重
要的一件事，就是汲有些事情发生了就无法挽回。

通过她的报道，将这现实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带领我们回归
“寻常”。

在采访华南虎事件时，柴静将事先准备好的资料与当事人核
对，当事人的回答变得模糊，如果不做调查，仅凭采访者的
叙述就做报道，就会偏离事实真相，就会误导大众对事件的
看法，那新闻的真实性也就不复存在了，结果就是人们将离
现实世界渐行渐远，以至于无法回归。

回归“寻常”离不开拥有一颗寻常的心，这颗心懂得感受，
懂得理解。

在采访中，柴静放下目的，学会感受，感受身边的每一件事。



她说过：“别在生活里找你想要的，要去感受生活中发生的
东西”。

你需要以一个人最本然的一个状态来跟你面前发生的事情发
生关系。

同时柴静在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也对生活与人性有了更为宽广
与深厚的理解，在“非典”“汶川地震”中，引起我们对生
命的珍重和亲情的思索。

一个人回归理性，回归生命不言自明的、正常情感的回归本
真状态的过程即是回归“寻常”。

没有“寻常”就好像白茫茫大雾一片，既看不见他人，又看
不见自己，因为这里面没有生命的实质。

柴静通过《看见》，向我们述说着另一种“寻常”生活，一
个距离我们大学很远又很近的世界。

非典时那口罩后面的无奈与恐惧，汶川地震中人们那凄惨的
嚎叫，顿时化成鞭绳在狠狠地笞打着我的脊背，她让“我笔
写我心”来还原事实真相，在平淡终用内敛而朴实的笔触描
述着这个世界，带领我们回归。

谁能否认《看见》是一双透视眼，谁又能否认是柴静创造了
这双充满情感而有神的眼。

正是这双眼，我们才得以真正地看见这个“寻常”世界。

看见演讲稿篇三

现在想起来最难忘的一本书，是很久以前读过柴静的《看
见》，或许文字内容早在记忆中暧昧不清，但那一番滋味，



已经融入我的血骨之中，成为了生命里永远燃烧的火炬。

我原以为这只是一本记录一个记者在十年以来的采访，或是
一本记录十年里的荣誉自传，但出乎我的意料，她在这本书
里写下的，是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内省和反思，这是一本记
录她成长的书。看这本书，总让我很容易联系到自身。从这
些柴静中，我似乎能看到自己，看到过去，现在，未来的自
己。每个人的成长之路都不同，但总会有相似的心迹。我并
没有像柴静那样轰轰烈烈的成长过程，也无幸像柴静那样有
那么多人为她点燃明灯。事实上，我的成长之路才刚开始。
曾经，我很害怕成长，很抗拒成长，因为成长之路没有那一
条是平顺的，这条路上都布满的荆棘，我害怕我会承受不住，
我害怕我会在这如迷宫的路上迷失，在《看见》这本书里，
诚如我所想，我看到了未来的我将要承受的东西，看到了逼
迫自己成长的艰难，也看到了破茧成蝶的痛苦，但在最后落
入我眼睑的，是她的成功，或者说是她一步一步蹒跚向前的
足迹，又或者说是她不时回首反思的身影。

这些都使我的心安静下来，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解渴的甘泉，
饱腹的美餐，从她身上我找到了一个能助我顺利通过成长之
路的工具，使我能坦然的等待和接受现实将要给我的挫折。
听过别人评价柴静的一句话：“柴静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很瘦
弱的女孩子，但她的节目很有力量。”柴静的节目我在之前
从未看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个，看的是
《告别卢安克》。在这个节目里，她的出镜率并不是非常高，
但她在镜头前总是很冷静，无论是煽情的场景还是失控的场
面，她总保持一贯的冷静客观，在没有用多少笔墨写自己并
且像白描似的《看见》里面也一样。

但即使是这样的冷静，这样没有装饰和点缀的《看见》，也
能让读者感受到此中的酸甜苦辣。看了《双城的创伤》后，
我的心情很抑郁，这种感情不浓却化不开；在《山西，山西》
一章里，书记跟老头儿的那一番“国家是先发展再治
理”、“有钱就能治理”的话，回荡在心头凝成郁结；在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一章中，看到那个没能求出小女孩，
最终只能够给她两个糖的记者在嚎啕大哭时，我虽没有泪眼
婆娑，但心里犹如被蚁啃噬一样。柴静带给人的力量，不是
来自这些故事本身，而是来自于柴静认识人，了解人，感受
人，理解人，她在认识人的过程中认识自己，也让我们跟随
着她去认识我们自己。

在《看见》的宣传片里，柴静说以前别人认为她是一个如林
妹妹般的人物，但我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挥洒自如的女强人；
书中以前的柴静是一个被批评后会“眼泪打转”的女孩，但
现在的柴静无论面对什么都能够镇定自若；曾经的柴静一个
心气高傲的文艺女青年，现今的柴静已经化茧成蝶。

《看见》是这十年来柴静看见的别人的故事，也是这十年来
柴静看见的自己的故事。从看见里，我们不仅要看见他们，
也要看见我们自己。

《看见》读后感

看见读后感

看见读后感800字

看见演讲稿篇四

在读本书前，我包括身边的亲朋好友，对快手都有深深的误
解，土味、猎奇、浓浓的东北大碴子味。这或者是因为快手
太低调、太佛系，也或者因为早前自媒体对快手偏颇的描写。
认真读过本书之后，才会明白快手是怎么样的一个平台，快
手为什么会出现，快手的生态是什么样的。

快手是一家ai人工智能公司，请注意这不是为了追热点往上
贴喔，快手是实实在在的在底层逻辑和应用中践行人工智能



的，想一想快手这么大的视频量，做到与几亿的偏好做匹配，
人工智能是必不可少、核心能力之一。

快手是一家以普惠为核心理念的公司，这是与抖音最关键的
不同之一。谈价值观，对于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而
言，往往会被嗤之以鼻。但是，往往是那些有核心价值观、
并为之坚持的那些公司才会走的更长远。

快手的生态非常丰富，不仅有小哥哥小姐姐，更多元的是背
后普普通通的大多数，他们是曾经不被看到的芸芸众生，他
们因为快手的平台获得了认可、自信、友情，他们在自己的
圈层中怡然自乐，让每一个渺小又独特的个体发光发热。当
然也有少数人收获大量粉丝，获得高收入，脱离原有阶层，
但是少数，也是快手重构社群的产物。

看快手的故事，有种看农业频道致富经的快感，也有人说，
光讲故事太俗了、没深度。但是你有没有仔细的去品味这本
书陈述故事背后的用心?有没有仔细看每篇引言，故事背后是
理念、机遇、趋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深度认知快手等
平台背后的巨大力量，才是这本书带给我们最大的好处。

看见演讲稿篇五

这几天读柴静的《看见》，其间一章“山西，山西”提到山
西煤矿挖掘带来的种种剧变。

柴静家就在山西，那是汾河边上一做清朝古宅。家园有明澈
的河水，水边芦苇丛从，明黄的水凤仙、累累红珠子的火棘，
还有蓝的发紫的小蝴蝶络绎其间，屋檐下是燕雀在嬉戏，欢
笑夸姣得不实在——的确，对现在山西的孩子来说，你很难
叫他对着焦黄色的天，焦黑的满是煤渣的地，充满着焦油味
儿能见度不到十米的空气，一块一块稠黑泥结成的板状
的“河水”，来幻想当年的桃红柳绿。



——“你不怕住这儿的结果?”

——“习惯了就行，人的进化才能很强的。”

——“你的孩子将来怎么办?”

——“管不了那么多。”

《庆余年》中写道：不能怪这些大众，他们现已习惯了，习
惯了知道自己能知道的，抛弃自己无法知道的，享用自己能
享用的，愤恨与被答应愤恨的。村中煤矿的事村长一人做主，
村委主任竞选，选票当分红，一户能领两千五百块，大家伙
儿都眉飞色舞。维权?环保?吃饱了撑着吧你!只要个白叟，家
住煤矿正上方，现已没有水用了。他对着记者哭叫着简直疯
癫，村里人看着都笑了。爱看热烈的国人只要在大难临头时
才开端不知所措。

损坏垂手可得，而重建需求绵长的尽力却不一定能恢复。这
才几年，对，才几年，原先缤纷的大地像得了色盲症，颜色
在退去。老头儿看了柴静一眼，摇头道：“你们这代不行
了……”再也看不到汾河水了。地下都被挖空了，指不定哪
天一脚踩下阴间。一辆辆运煤车驶过，谁顾得上不远处云冈
石窟中大佛浅笑的脸上沾满厚厚的漆黑的煤灰?塑佛的砂岩逐
步腐蚀脱落，旧日的蛙声踪影全无，塌落在尘土中的青砖上
依稀可见当年繁复美丽的砖雕——“十万年前，古人类在这
里生计，汾河两岸是源源不断的山岗”“四千五百年前，晋
南鼓起的陶寺文明，是先秦史籍中呈现的最早的‘我国’，
是华夏的根基”。当今，高度文明的咱们，却要亲手将她销
毁——整片土地都被黑雾笼罩着，寸草不生。黑风在城市上
空吼叫着，那是文明宣布的沉重叹气。

看见演讲稿篇六

最近，我看了柴静的《看见》，这本是，我是在新华书店闲



逛时买的。

书名《看见》，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仔细揣摩，其实大不
简单，因为这至少要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看?看什么?如何
看?我将这本书粗读了一篇，又细读了一篇，深深感到，柴静
整本书都是在回答这几个问题。她在那么多的采访手记里，
留下了许多片段式的思考，这些思考如同散落的珍珠，不着
痕迹、自然而然地“长”了出来，而实际上它们是有一根线
串在一起的。

首先说说为什么看和看什么。如果说早期柴静是出于一个新
闻人的职业操守和使命感去“看”的话，那后期则完全是出
于一个“人”的内心呼唤。在许多作品获奖之后，她却
说：“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些不是我打心眼里有欲望的题，
它们不会触动我”。她评价自己是个不爱扎堆的人，似乎与
新闻人的要求背道而驰。但是，她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当看
到一个老师带着艾滋病孤儿的事，了解到那么多女子会杀夫
入狱，她知道，这些都是她想“看见”的;后来报道“两会”
的时候，她也决定告别惯例，从采访自己家的小区居民入手。
可以说，看什么和看的角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柴静后继采
访的成功，有内心的驱动力，你才会穷根溯源，不辞辛苦。

其次是如何看。我觉得，柴静对于这些超出她经验和认识范
围之外的事情，从开始的好奇和预设答案到后期的仅仅只是
去理解和呈现，这个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早期柴静的问题，
其实是所有未经过生活摔打的理想主义者的通病;以理想横扫
一切，以道德审视一切;拒绝对复杂性的体认，追求捷径或一
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不讲逻辑，不追求精确性。说到底是
一种惰性，毕竟追求准确是一件耗时耗神的事情。所幸，柴
静迅速成长起来了，她越来越精准地界定了自己的角色，那
就是去理解，去呈现，不要预设答案，不要高高在上带着道
德优越感，不要自命正直(因为这只会带来冷酷)，不要爱惜
自己的羽毛而给自己很多“为民请命”的由头，不要为了感
动自己或别人而在涕泪交加中失去真相，这一切都没必要，



观众自会做是非对错的判断，要做的只是准确地呈现，按照
事物发展本身的逻辑去步步为营地呈现，就像一首歌唱
的“你是我的眼”就足够了，“你”不必成为“我”的心
和“我”的脑。

进一步地，甚至可以不要那么多“形容词”，“真实自有千
钧之力”，“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含的感情”。这一切
成长靠的是什么?是经验。就像她尊敬的钱刚说的：清水里呛
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只有在长天大地尽情摔打过，
只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了切身体会，你才有足够的经验
以及由经验升华出来的智慧和直觉去做最准确的判断。也许
这么说不够形象，还是用钱刚的话吧，他说：你只管用力把
一个人一件事吃透了，后面的就知道了。

表面看来，柴静写的是一个新闻人的进阶之路，实际上，她
写的是一个人回归理性、回归生命不言自明的本真状态的过
程，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回归“寻常”，就像她的同事评
价她的那句“你就是平常说话”。无论是擦去失去表姐的痛
苦小男孩的眼泪，还是要求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亲不要喝酒
吸烟以准备再次怀孕，虽然看起来违背新闻人的职业准则，
但它是对一个正常人情感的回归。正是基于这种回归，她会
拥抱失去妻子的孤独走在奥运村的德国奥运冠军，她也会被
听到她忠言相告的陌生小男孩拥抱。

无他，唯诚而已，一种基于理解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的真诚
而已。这种理解不是刻意的，而是真正认识到我们每个人其
实都是相似的，不同的只是有些人的恶深藏了、抑制了，而
有的人的恶却机缘巧合迸发出来了(这就是我曾经为“相似的
你我”这个网名深深激赏的原因)，所以采访就是“病友间的
相互探问”，大家都有病，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也不要问丧
钟为谁而鸣，“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我认为，所有的章节里，《无能的力量》是核心，读明白了
这一篇，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我读完这一章只有两个感



受：第一，为什么我们要历经千辛万苦的思考、要遇到合适
的人读到合适的书才会形成的一些观念，在一个德国人卢安
克的世界里竟是如此稀松平常和理所当然。一个普普通通的
老外，他就自然而然地那样想，也那样做了，他们觉得寻常
的事情，到了我们这里为何如此之难?看来，我们对于“寻
常”的理解，早就错位到一种离谱的程度了;第二，任何事情
都是共通的，就像新闻和教育。既不可为了印证自己想好的
主题去采访，也不要想象孩子应该怎么样就拿这个去“规
范”孩子的发展;新闻归根结底是人，是活生生的人性，教育
也是为了让人的心活得更生猛活泼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做的那样
“让心死去”。

现实有些残酷，中国的事情就像柴静引用的里尔克的诗：哪
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能怎么办?柴静隐隐约约、
断断续续地给出了一些答案：要么像钱刚说的“让问题浮出
水面，自会一步步解决”;要么像卢安克说的，不带着任何目
的去做事，不想着自己能改变什么，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但首先要做的是不屈服，不要像陈丹青说的那样从内心深
处“认了”，觉得事已至此，一切都是徒劳。柴静举出的例
子很多，美国民权之母帕克斯说“我只是讨厌屈服”，中国
的胡适说“要独立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
别人”，而眼下她的采访对象、为一瓶矿泉水要发票的郝劲
松说：我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我觉得，柴静是个决绝的人，人性的柔韧度似乎是她可望不
可即的，至少暂时是。她关心“弱势群体”和发自内心地羡
慕卢安克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她渴望像卢安克一样思考和看
待问题，可那是另一种社会情境和价值体系下发生滋长出来
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像卢安克说的：德国都已经完成
了，中国才刚刚开始。她还需要继续上路，修行，我们更应
该如此。

最后要说的是，柴静和她的同事们(也是朋友)的故事也非常
感人，也直接从侧面说明柴静能做到这样的成绩绝不是偶然，



因为根本上，镜头前和镜头下的她是同样一个血肉丰满的人。
陈虻表面精明、尖锐，时常语不惊人死不休，可内心却憨厚、
寂寞;崔永元曾经的心如死灰和再一次的死灰复燃，让人心痛
也让人心折;她，老范和老郝组成的三驾马车，彼此观察打量，
彼此默默扶持，彼此理解和爱。老范中途出事离开，柴静第
一次感到决定自己悲欢的人就是身边的几个人，在难得的重
聚后，三人喝醉了把脑袋堆在一起说：以后哪儿也不去了，
好歹在一块吧。可惜离别还是会发生，柴静告别了新闻调查，
老郝自此再没和别的出镜记者合作，宁愿万水千山独自一人。

这似乎也违背了职业精神，但管它呢，谁让她们相互之间如
此眷恋，谁让她们有过这样一段无与伦比的骄傲的旅程。

看见演讲稿篇七

我出生在一个贫困而又偏僻的小山村，叫旮旯屯。

全村的父老乡亲敲锣打鼓，为我欢送。

父亲的叮咛，牢记在心间，浓浓的母爱，洒在征程，像灿烂
的阳光。

时间如白驹过隙。

我回到了故乡，它依然穷得叮当响。

我看见，一座座茅草房，又低矮，又潮湿，又阴暗。

我看见，有星星的夜晚，纯朴善良的山民们点的还是一盏盏
煤油灯，滋滋地响。

我看见，山民们居住的土屋里，除一口缸，就只剩一张床。

我看见，全村姑娘，一个个跑光，嫁到千里迢迢的外村异乡。



我看见，村里的小伙子，一副病怏怏的样子，为讨不起老婆
泪汪汪……

民主换届选举，我当上了村长，对天发誓，扭转乾坤，旧村
焕发新模样！

我看见，村里校舍，墙体裂缝，准备盖一座教学楼，让孩子
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朗朗。

我动员山民们积极捐款，百年大计，重在教育。

我看见，一家家，一户户，又躲又藏。

我看见，夜间，屋里昏暗的灯光下，麻将“哗啦啦”地响。

看见演讲稿篇八

我是把柴静的《看见》当成短片小说集来读的，仔细跟随着
一篇篇文案的主人公，去代入感受、想象还原那种场景和心
情，时而悲伤，时而振奋……可是故事看久了，心中也不免
会有所思，有所想。

我首先思考的是人性。《看见》一书中展现的最多的便是小
人物的人性，正因为是聚焦于对小人物的描写，其所展现的
人性便能够躲开“政治粉底”、“宣传修容”与“道德口
红”的擦脂抹粉，最大限度的保证真实。千百年来，人们常
常对人性的善与恶争论不休，有人说“人之初，性本善”，
亦有人讲性恶论，然而透过柴静的镜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
是自私夹杂着热情，温馨交织着仇恨，种种情感糅合在一起
的复杂。

且不说孰对孰错，单就柴静笔下的这些小人物：母亲、病人、
农民工、死刑犯、维权者……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人性的
真实与向利性。人的皮囊可以伪装，但是人性容不得半点掩



饰，它就是那样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地待在那里，人的种种
想法与念头皆因其所生，而推动其的力量之源便是向利性。
人生的种种痛苦皆因此而来。

人生来便被教育着去分辨这世上的一切，有了分别心，便有
了种种心意，也一切与深植入人性的向利性结合在一起，便
产生了今世的果。

因此与其缘求外物，不如反求诸己，安禅未必需山水，灭却
心头或自凉。当我们观照到那颗不垢不净地人性时，便是度
化一切苦厄之日。心不为外界所动，无谓善无谓恶，观照当
下。

见，看见，见不见也。

万物皆自化，枯荣各有时。心定境自转，意何强为之？

看见演讲稿篇九

《看见》是央视知名记者柴静的一本记录自己在央视十年的
自传性的书。这本书记录了柴静在央视十年里经历的大型新
闻事件，像非典，汶川地震等等。原本只是想它用来打发一
下闲暇时光，可当我真正拿起这本书品读起来时，却意外地
收获了更多的是是对柴静本人的敬畏，对众多媒体失职的痛
心，更有的是对人类感情的崇敬。

此书，她用坦诚的语言陈述着自己的十年成长路，不断剖析
自己，不断正视自己的不足，让我们感受到了有血有肉的作
者。她深入一线，“出生入死”给我们带来的事件真相，她
的经历，她的采访，常常会触动我心弦，让我随之潸然泪下。

看这本书，总让我很容易联系到自身。从刚开始的“不知天
高地厚”说出：“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的柴静；到被
工作和现实打击得一败涂地的柴静；再到激励自己，站起来



告别过去，重新出发的柴静；最后是延续至今――一直完善
自身的柴静。从这些柴静中，我似乎能看到自己，看到过去，
现在，未来的自己。每个人的成长之路都不同，但总会有相
似的心迹。我并没有像柴静那样轰轰烈烈的成长过程，也无
幸像柴静那样有那么多人为她点燃明灯。事实上，我的成长
之路才刚开始。曾经，我很害怕成长，很抗拒成长，因为成
长之路没有那一条是平顺的，这条路上都布满的荆棘，我害
怕我会承受不住，我害怕我会在这如迷宫的路上迷失，在
《看见》这本书里，诚如我所想，我看到了未来的我将要承
受的东西，看到了逼迫自己成长的艰难，也看到了破茧成蝶
的痛苦，但在最后落入我眼睑的，是她的成功，或者说是她
一步一步蹒跚向前的足迹，又或者说是她不时回首反思的身
影。这些都使我的心安静下来，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解渴的
甘泉，饱腹的美餐，从她身上我找到了一个能助我顺利通过
成长之路的工具，使我能坦然的等待和接受现实将要给我的
挫折。

透过《看见》，让我更深层次地了解到了柴静。散文般的叙
事风格，细腻婉约的情感表述，都将柴静的博学多识与扎实
的文学功底展露无遗。“非典”事件中的出色表现，更是让
我对于柴静这样一位身材娇小的姑娘，心生敬畏。在所有人
都人心惶惶的“非典”时刻，是柴静主动请缨去到现场了解
最真实的“非典”，去接近最鲜活的事实。她七次与“非
典”患者面对面交谈，软磨硬泡才获许一个人进入病区权利，
她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更多的公民知道真正的“非典”。
她以一个新闻人的社会责任约束自己，用真实回报受众，用
真实击败流言。她的勇敢和执着给每一位读者注入养分，让
每一个读者都能从中反思，自身在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也
让我明白，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本职，努力工作，为整个社
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便是作为公民对于社会的最基本的
回报。

在《看见》中我了解了社会最隐私角落的一些事，一些值得
我们关注和反思的事。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



关上之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
本面目。当多年的隐忍与承受终于在那一刻海啸般爆发时，
往往是施暴者结束了生命，被施暴者走向了监狱，从此各自
灰暗的人生更加灰暗。我看见了李阳将自己的家庭暴力归咎
于民族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看见了人们对家庭暴力的习以
为常。施暴者有时候会后悔但这阻挡不了他们下次的暴力。
正如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善与恶，但是恶得不到抑制，就会
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倘若我们的法律能更加完善从而严格
的制约家庭暴力，或者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别
人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会不会少一些家庭暴力，少一些因
为家庭暴力有心理疾病或走上歧途的孩子。人性中的善会不
会变的比恶多一点，至少我们不会助长恶的火焰，从而给善
一个生长的环境。

一个以揭露真相为己任的新闻记者，面临的诱惑与威胁绝不
会少，这也是现在各种假报道泛滥真相越埋越深的原因。庆
幸的是我们在《看见》中看见了许多真相，在面对金钱与威
胁而面不改色的柴静身上看见了新闻职业人的操守，看到了
信仰的力量。只有我们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初衷，我们
才能坚守自己的道路，不为各种诱惑所扰。

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局限，我对《看见》的理解可能达不到它
所想要达到的高度，但书中对人性的挖掘、对自己成长的突
破让我受益匪浅。十年前，柴静说：她关心新闻中的人；十
年后，她做到了。她没有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看见演讲稿篇十

我终于见到了大海，大海是那样壮阔，那样广阔，是那样令
人向往。它就像是人间仙境，有时波浪不惊。

海在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是无边无际的、浩瀚，而又充满憧憬
的一个印象。并且每一个人都想去‘会见’一下海，而我也
不例外。海在我心目中还有一个和王家新作者一样的意义，



那就是信念和理想，成功的喜悦！

这事情，还要从我小学的深涯里说起。

在小学中，因为我的体育成绩还算可以，所以我被选做了体
尖。在小学6年级中，因为要去参加第23届学生锦标赛，所以
我们就天天去跑北山。那是大足的北山，老师要求我们上去
必须跑梯子，而下来就全是下坡就必须全速冲，最重要的是
在15分钟内必须跑完全程。先开始，我们基本上都是
在17、18分钟跑下来的。老师就要求我们重新跑，而且是重
新跑了几次。就是去了这天，我们大家就累得像一个落汤鸡
似的。就是去了这一次我们大家都不想去了，但不得不去。
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