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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这家伙》

内容概要

该书详细记述了杨锦麟从命途多舛的幼年、15岁上山下乡到街道临时工、大学教师，继而转赴香港，
先后担任报社编辑、主笔、杂志主编、专栏作家、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等传奇生活与坎坷经历，尤其
围绕杨锦麟2003年至今主持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台前幕后的工作生活，以鲜活、生动的笔触记录
了杨锦麟的喜怒哀乐，处事为人与成功之道，并独家披露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对始肇于凤凰的一档全
新节目和杨锦麟本人，总裁刘长乐惺惺相惜，亲笔撰写序言热情推介，认为：“杨锦麟读报的‘魂魄
’，在于一个饱经忧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这五十年多年来上山下乡、学工学农、求学教书、卖
文为生，在底层苦过、上层混过、内地呆过，在香港漂过的这种复杂的人生。”一句话，老杨的卖点
是经历和历练。近20位好友也对身边 “一夜蹿红”的这个家伙表示出由衷的兴趣，多有精彩爆料。曹
景行有言“最难学到的，还是老杨的功力、风格”，“那种渗透到整个节目中去的激情和投入”，最
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老杨不好学，老杨学不了”；叶扬总结出老杨“读报七诀”，其中一条是“非勇
者不可为，非贤者不可为”；吕宁思只有慨叹：“老杨，英雄啊！”至于同乡程鹤麟对“杨锦麟这厮
”的点评，更是酣畅淋漓，令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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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这家伙》

作者简介

杨华，六十年代生人。毕业干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1989年起参加新闻工作，先后任职《深圳特区报
》、《香港商报》、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曾荣获深圳新闻奖、广东省新闻奖、中国新闻奖等多种
奖项。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学会会员，深圳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香港怍家联会永久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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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这家伙》

书籍目录

第一章 2003年，春天的口水 　一、不寻常的开年，新春新景象 　二、从一切迹象来看，这是生机勃
勃的一年 　三、自己的第一次，就这样献给了凤凰，稀松平常 　四、所谓的“无限空间”，从空空
如也起步 　　镜头之一——“咱哥们以后可要朝夕相对了” 　　镜头之二——转岗的经历，“失败
是成功——他妈” 　　镜头之三——励志、融合，港味被定义在许多细节当中 　　镜头之四——大
杯酒、大块肉，荤素段子大快朵颐 　　镜头之五——“搂不住的工作狂”，连夫妻幸福生活都戒了 
　五、低成本启动，报纸是借用的，连唐装行头也只有上半身 　六、一月下来，《有报天天读》二度
加时，扩充营业第二章 “中华读报第一人”——读报点点评 　一、“花”“发”不分，“这厮总是
将‘幸福’读作‘性壶’” 　二、行走江湖，一张不年轻更不英俊的脸 　三、率性自然，嬉笑怒骂
，个人风格遂成节目气质 　　四、“非典”时期的经典画面，“情愿以为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吧” 　
五、限制中发挥，人性化解读 　六、明星制的受益者，明星价值可以用资本来衡量 　七、一己之心
推论天下，尽献言责使命第三章 “锦麟兄”与凤凰欲断还连的缘分 　一、结缘电视，媒体生涯中的
机会之所 　二、相似的背景，相同的座右铭 　三、“一个疯子和五百个疯子的故事” 　四、酒过三
巡之后，酒话成真 　五、“这把年纪出卖色相”，杨锦麟更需要勇气 　六、读报，彻底改变着杨锦
麟的日常生活，比公鸡起得还早第四章 成长的过去 　一、日新又日新，那是特别的一年 　二、祖母
最初的温暖，成为恒久的记忆 　三、鼓浪屿绿树古木，迎面吹来不再是凉爽的风 　四、是非曲直的
转变，竟是在瞬息之间 　五、“双十”历史上失去阳光的日子 　六、转眼问，成了老三届第五章 广
阔天地，“连小有作为都谈不上” 　一、一代人全部青春鲜血乃至生命抵押 　二、出发，在十五岁
生日那天 　三、最深刻的印象：一次次地挫败 　四、难得的片刻欢娱 　五、一段公案_一十年后浮出
第六章 久违的厦门，我回来了 　一、终点又回到起点，“撒尿都不朝那个方向” 　二、街道临时工
，穿行在下水道 　三、“我要读书”，二十天临阵磨枪，命运改写第七章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厦大十年 　一、天界晓钟，催人梦醒 　二、新来的辅导员，不辱师门的弟子 　三、台研所新锐
，目光投向台湾党外政治势力兴衰 　四、二十多万字的《李万居评传》，“作者情况熟悉，达到相当
准确的程度” 　五、书途多舛，付梓出版也是一个八年 　六、特别想感谢、特别要感谢的一个人 　
七、重返母校，“当年我们就封他为铁嘴” 第八章 新移民——香港的视角（一）　一、这里的一切
是新鲜刺激，而且犯冲 　二、抓住与香港直接照面的任何机会 　三、频频变换身份，一年三次搬家
，为了减少差饷 　四、职业报人生涯，从夜的香港开始 　五、喜欢上本地的鸳鸯茶，“维园阿伯”
香港的一个政治图腾 　六、那天的心情格外地好第九章 多维度多向度——香港的视角（二） 　一、
台湾问题研究的民间立场 　二、《迈向两岸谈判》，《信报》十三年坚守，同一专栏最长气作者 　
三、加盟香港商报 　四、台湾行脚——“世纪末的台北很‘政治’” 　五、2000年，台湾“大选”现
场发回的报道 　六、2004年，台湾七十二小时跟拍，他捡起街上的鞭炮纸，一看是台湾自产的 　七
、2005年，跨越这一湾浅浅的海峡第十章 句容现象，了解内地的一扇窗口 　一、悠长假期变成一次实
地义务采访 　二、有容乃大，人文关怀点题句容现象 　三、洞天福地的关照，高人道出与凤凰不解
之缘 　四、一个视角，一扇窗户第十一章 触电的感觉真奇妙 　一、电视具有真正的家庭日常性，不
经意间，杨锦麟成为家中成员 　二、电视是自我陶醉的，也是供人分享的 　三、知道分子，公共意
见领袖，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四、始料不及的跟风，读报火爆荧屏 　五、“畅先生到哪里去
了” 第十二章 友朋情谊，榜样力量——曹景行与杨锦麟 　一、一起走过的岁月 　二、默契合作，发
现一个真实的台湾第十三章 “杨锦麟这家伙”——七情上面 　一、大情大性，性情中人——杨锦麟
表情之一 　二、靓女与锦麟兄，两情相悦——杨锦麟表情之二 　三、愚人节在北大——杨锦麟表情
之三 　四、最想代言的广告，卖酒——杨锦麟表情之四 　五、“血染的并不都是风采”——杨锦麟
表情之五 　六、《周刊点点评》野兽与美女组合——杨锦麟表情之六 附录一 老杨有话说 　　未能感
悟惟有感怀——追寻逝去的双十岁月 　　和凤凰有缘，与凤凰结缘附录二 也来读读老杨 　　老杨学
得了吗 　　带剑书生 　　杨老师二三事 　　话说杨锦麟 　　爽 　　风风火火杨锦麟 　　有报天天读
，天天杨锦麟 　　读报七诀 老杨，英雄啊 　　有报天天读：一人面对世界 　　话说杨sir读报 　　他
不是“报人”，是“超人” 　　杨锦麟那厮 　　难得有位锦麟兄 　　文人杨锦麟：底蕴成就自信，
自信方能从容 　　癫狂是情，通达是性——活色生香杨锦麟 　　老杨的否定式 　　大侠杨锦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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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这家伙》

章节摘录

书摘镜头之三——励志、融合，港昧被定义在许多细节当中    这么想也这么说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离预定的节目开播只剩半个多月，几乎到了凤凰新节目筹备所给出的最后底线，可杨锦麟、何子杰、
陈保聪三人仍在苦苦挣扎，理不出一个头绪。    资讯泛滥的世界，过剩的只有资讯；因此，读报节目
的关键不但在于读什么，而在于怎么读，节目形态和环节设置至关重要。面对一档全新的节日，从节
目内容、节目编排、节目包装，直到每个环节的设计、衔接，包括图像、背景设置，片头、音乐、景
致等等技术性流程，杨锦麟和他人手不够的队伍，无从借鉴，更无处“拿来”。一张白纸虽然可以任
由他们去涂抹，但风险、失败也同时摆在他们面前。    时间仍在一天天逼近。    一个个方案最先被他
们自己推倒、枪毙，接下来的依然是N0。最让两位香港同事可怖的是，节目试场，“杨sir对自己也有
几分没把握”。后来，杨锦麟承认，自己那时实在有些焦虑，有些忐忑。    《有报天天读》亮相荧屏
，节目宣传词清晰明了，“杨锦麟带你用新方法读报”，“搜罗全球主流媒体和重要报刊最新信息、
焦点精华”，然而，何谓新方法，又如何达成?无疑，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一场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冒
险。    从屏幕上望过去，《有报天天读》栏目组主持、策划、编导等，似乎一应俱全，实际不然。    
《有报天天读》所谓节目组，全部人马不外乎杨锦麟和编导两个半人，再加上一位音乐助理编导，而
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同时要兼顾其他工作。加班加点对凤凰人而言已是家常便饭；分身有术，一专
多能，也是凤凰的通例。这两点都在《有报天天读》栏目组发挥到了极致。    相处的每一天，杨锦麟
和少得可怜的三个清一色大男人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欢笑声、吆喝声、叫骂声，甚至国骂、港骂、
台骂，五花八门，统统用上了，却从来没有过叹息。坚韧、务实，不轻言放弃，杨锦麟和他的团队在
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推翻中，努力地找寻新的方案⋯⋯    P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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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这家伙》

编辑推荐

杨锦麟，这个名字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也许并不陌生，他就是香港凤凰卫视的读报人。然而，你知道
他是怎么从一个凡人成了一个名人，一个报人成了一个电视人的呢？他光环之下、屏幕背后的生活又
是怎么样的呢？本书详细记述了杨锦麟从命途多舛的幼年、十五岁上山下乡到大学教师、继而转赴香
港，先后担任报社编辑、主笔、杂志主编、专栏作家、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等坎坷的经历、率真的性
情、过人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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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这家伙》

精彩短评

1、杨锦麟自传
2、我就喜欢这样的大叔
3、记得在一次深圳读书会上看到杨先生推荐这本书时说“本来想叫《杨锦麟那家伙》，但恐有色情
之嫌，让人浮想联翩，故改为《杨锦麟这家伙》。”于是便关注这本书。近来闲暇，遂读之。
    其实，整本书的撰写与我们的期望相去甚远，文笔平凡，思路平庸，既无辛辣的文笔，也无犀利的
评述，更不用希冀有如听老杨读报时的快感。猜想，作者在撰文之前，也做了相当准备，但也许是因
为时间仓促，抑或水平有限，所以既不像纪传体的细致，让我们能够一窥老杨的生活点滴，情感八卦
，也不像评传体的快感，让我们领略老杨的犀利、幽默与快意恩仇。
    其实，正如我在扉页所写，读这本书，不在于作者，不在于文字，而着眼于老杨，着眼于老杨的风
骨、风情与风趣。纵观老杨的经历，他出生于激情年代，求学于著名学府，投身过广阔天地，大成于
三尺讲台，知名于平面媒体，火爆于天天读报。可以说，他所学与经历，使他具备了一个历史人的底
蕴和一个时代人的敏锐，因此，他的成名是必然的。但这个时代不乏具有真知灼见的真名人，也不乏
打着各种幌子招摇过市的伪名人，可是老杨，足以让那些真名人相形见绌，让那些伪名人无地自容。
    首先，他的铮铮傲骨，有古游侠之风。可能他无法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但他敢于用笔作刀，以口
为剑，直面事实，慷慨陈词，不畏权威，不惧高位，因此，才有了天天读报中那真诚的欢呼与无情的
讽刺，而绝非像某些评论员的唯唯诺诺，人云亦云，毫无个人好恶，只有领导意愿。汲黯、孔融、杨
继盛、梁漱溟，哪个不是因言获罪？哪个又不是至死不渝？那些唯唯者，虽获宠一时，终生而受内心
谴责，死而遭百姓唾骂，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
    其次，他的放荡形骸，有古文士之风。老杨坦言，自己爱酒、爱女人。夫子曰：食色，性也。试想
那些连真性情都无法彰显的名人，又哪里能够有真感情的流露。其实，与人饮酒，是与欢乐做伴，独
自饮酒，是与孤单相随。饮中八仙，竹林七贤，何尝不是以酒为乐的？再者，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敢于光天化日之下，爱美女，赞美女，才是真风流，而躲在阴暗角落之中，玩美女，窥美女，非真风
流，乃真下流。
    最后，他的机智与幽默也值得一提。虽然老杨的言语多在腹下三寸的地方转悠，但其实，黄段子之
类的东西，何尝又能祸国殃民？只要听者无心，莞尔一笑，既能活跃气氛，又能放松心情，何乐不为
。
4、很喜欢老杨的风格，读过以后对杨老师有更深刻的认识，不错
5、老杨主持评论的风格独树一帜，本书记录性质，增加了我们对老杨的了解，值得推荐！
6、個性化 差異化 低成本 最重要的是地處于香港這個自由資訊高度發達的社會 造就了"有報天天讀" 原
來老楊這廝在廈大修歷史的 怪不得評論這么好 每天在電視媒介這端體會到老楊的口腔快感 還要感謝
劉長樂呢 作者寫的老楊完全依照附錄中老楊的友人對其的評價 對于老楊我會給滿分 對于作者較差 PS
高中時的班主任蠻有老楊的那種范~
7、因为喜欢老杨这个人，所以有关他的故事或传记等都觉得有趣，意见仅供参考。
8、坦白地说，文笔比不上杨锦麟，但，也算是刻画了一个真性情的杨老先生。
9、文笔内容都不错，非一般名人的“口水”传记
10、图书馆相对干净的书，随手翻翻
11、佩服这个人
12、非常喜欢，厚实，内容也非常精彩。
13、喜欢杨锦麟这家伙，看看还蛮过瘾的。
14、二星的评价实属无奈，杨锦麟人绝对四星以上，但杨华的书却令人汗颜。若不是附录的凤凰众同
事，我肯定只给一星。
15、对杨锦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不错的励志书。
16、这本书，如同它记述的人一样，恣肆又不张扬，恰到好处，满是文采，满是哲理。评解深刻，见
地独到。看完此书良久，仍觉心潮澎湃。谁说廉颇老矣？老杨正当年！
17、作者文笔还不如我呢。
18、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19、前面恭维凤凰，后面人生流水账，最后还有众凤凰员工奉命吹捧。不能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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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这家伙》

20、二十九岁说不出三十岁的话，看杨锦麟的节目，才能真正深刻理解“阅历”的重要，中国电视就
应该多选择阅历丰富的主持人，而不是什么花瓶
21、很棒能在当当上买到
有点旧，有点脏，不过可以理解
22、作者是我妈朋友
23、我非常欣赏杨的讲话风格，上次看到与舒中胜一起主持过，讲话的深度，精彩度非常好，而本书
介绍了他本人，也不错，可以先预热一下
24、看了杨锦麟这家伙，真佩服杨锦麟这家伙，性感老头一点不假，男的爱他，女的爱他，老的喜欢
他，年轻的也喜欢他。我在乡村近70岁的老爸每天都看杨锦麟这家伙的有报天天读，并将此书捎给老
爸看，老人家可是看了杨锦麟这家伙的特级粉丝呢，祝杨锦麟这家伙平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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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这家伙》

精彩书评

1、　 　这本书没读完，有一个原因是先读了一本奥黛丽赫本的儿子写赫本的传记，那本书里，作者
丝毫没有因为赫本是他的母亲而过分夸赞，尽管是一本译过来的书，措辞可能会有偏差，但看得出作
者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很认真的，力图平静的写的书。　 　但这本书却不能让我平静，三百多页的
书，全部都是溢美之词，把杨锦麟写成了完美的人，写成了一举一动都有魅力甚至深意的人，我绝不
否认作者文字功底，绝不否认杨锦麟努力和见地，更是由衷的喜欢他，敬佩他。我读此书一是对于凤
凰卫视好奇，二是想了解他，尽管这本书把杨的经历和故事写的很完整，但显然不必要的修饰词过于
多，用词前后重复，一个句子在几个章节出现多次。我读不下一本全部都是赞美之词，把一件事情的
意义过分夸大，甚至于有些事情避重就轻的书，我想，人读一本传记类的书，更多的是要汲取的是营
养。　 　坦白的说，文章八十页的附录是我留下好印象的不多的理由，仅有的两篇杨锦麟自己写的文
章我十分喜欢，文笔佳，思想深，很多句子堪称经典，也处处充满反思的态度。我想锦麟先生自己看
到这本通篇赞美之词的书，一定也会谦虚谨慎，至少我眼中的他，或者从这本书里读到的他，是这样
子。　 　一本传记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不可避免的，它可能无法完全做到客观，不可避免的要规避一
些被做传者的错误，不可避免的，它不会完整和全面。但至少，合上书，我们会有一个立体的形象，
他（她）不一定完美，但一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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