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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通过不断创新与创优，电

视社教节目才能继续保持其顽

强的生命力，并产生应有的品牌

效应。

注释：

①孙愈中：《试论纪录片题

材选择中的导向问题》，《当代

电视》2017年第11期。

②刘仕杰：《从真实到艺术

——讲好纪录片的影像故事》，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版，第5页。

③刘忠波：《纪录片创作：理

论、观念与方法》，南开大学出

版社2014年版，第175页。

④程晓宇：《人民日报人民

时评：警惕伦理失范，用心于正

才有媒体文明》，2014年 1月 10
日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
com. cn / n / 2014 / 0110 / c1003 -
24075975.html

（作者单位：嵊州市融媒体

中心）

试论广播作品的
内容张力和情感勾连 沈飞女

在这个“读图”“短视频”无

时无刻充斥着我们感官的年代，

视觉已成为内容消费的集聚之

地，作为感官的听觉相较之下越

来越处于一种辅助的地位。越

来越快的生活节奏让人们对于

媒体产品的需求也变得快而直

接，快捷见效已成为内容生产者

与消费者之间的默契与共识。

然而，高效、直接的媒介产品所

带来的感官优先的产品，造成了

包括听觉审美在内的各种审美

能力的下降乃至缺位，以及精神

世界的空虚与寂寥。在当前媒

介环境下，不应忽视的是，作为

调动听觉的广播，在电波之外，

蕴含其间的那种能与听众进行

心灵对话的艺术审美体验有待

被“发掘”。这并不是一种“振聋

发聩”式的口号或宣言，而是让

我们能重新认识到听觉这种超

凡的审美体验是不同于一般的

感官刺激的，它带来的心灵启迪

与共鸣，具有超脱声音之外的力

量，值得成为广播作品创作的追

求。本文以《歌声起，忆斯人

——纪念“享誉世界的美声大

师”斯义桂》这一作品为例，立足

于广播作品所具有的文学性的

审美意涵，从叙事的内容、结构、

手段等方面，展现其内容张力和

情感勾连。

一、叙事内容——注重故

事 凸显张力

在追求创意表现形式远大

于内容表达的今天，叙事内容依

然是关键，尤其是对于用声音叙

事的广播作品来说，其重要性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得到重视。

究其原因，对于听众，广播作品中

的声音内容表达，其本身既是叙

事的内容，也构成了广播作品形

式的一部分。具体到这一作品，

内容的丰富性、故事性与内涵性

是叙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歌声起，忆斯人——纪念

“享誉世界的美声大师”斯义桂》

的主人公斯义桂（1915-1994）是
男低音歌唱家和声乐教授。他

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前身的上

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47年
赴美国继续学习声乐，后任美国

纽约罗切斯特大学伊斯特曼音

乐学院声乐系主任、终身教授，

是世界十大歌唱家之一，他曾以

一曲上世纪 20 年代，由刘半农

作词、赵元任作曲的《教我如何

不想她》唱遍亚、欧、美、大洋洲

四大洲。

对于声音内容丰富性而言，

该作品选择了在歌声里讲述，在

回忆中歌唱，主客观声音的交叉

应用丰富了收听体验。以深情

的女声、男声交替讲述,以“纪念

斯义桂诞辰 100周年的音乐会”

作为主线，串起斯义桂大师班的

学生们对这位歌唱艺术家的回

忆，交叉展现斯义桂各个时期的

代表曲目，并由此将斯义桂的生

平事迹娓娓道来，一代音乐大师

波澜壮阔的歌唱人生跃然而出。

在内容制作上，通过隔空化的处

理，斯义桂原声和纪念音乐会演

唱的层次叠放，不仅增添了年代

纵深感，也更具张力和历史的厚

重感。

就声音内容的内涵来说，内

容本身的呈现就是一种张力，歌

唱抒情、回忆叙事，让受众通过

其中不断涌现出的情感溢出而

引发共鸣。在内容布局上，作品

并没有以顺序的时间线呈现内

容，而是先从 1979 年从美国归

来的斯先生在上海音乐学院开

办大师班培养下一代歌者展开。

昔日斯义桂大师班的学生们，如

今已成了全国知名声乐教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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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著名歌唱家，但学生们对斯

先生的尊重、敬仰依然始终如一，

他们一致认为，斯先生在歌唱方

面的造诣真正达到了让人难以逾

越的境界。通过对这些“弟子”艺

术家们的采访，展现的不仅是斯

义桂先生的音乐人生，更是向历

史回眸，思考百年来中国声乐的

发展脉络，并探讨了今后中国声

乐教育的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

上讲，纪念成了一次追忆，一次总

结，也是一次对未来的展望。

刘梦溪在《中国文化的张

力》一文中指出，文化是松散的

结构，内中充满了张力。就这一

广播作品而言，其中的张力就来

源于内容的相互交织。在广播

作品中，声音作为一种文化表达

的符码，通过形散而神不散的叙

事结构将听众徐徐引入，达到一

种余音绕梁，弦歌不绝，越品越

有味的审美体验。

二、叙事结构——起承转

合 勾勒形象

文学作品借用文字作为情

感符号进行抒情写意，广播作品

表情达意所能动用的符号便是

声音本身。但是单一的符号进

行无意义地排列组合，很难获得

有意义的价值输出。对于广播

作品而言，叙事结构作为一种声

音意义的呈现方式，不仅规定了

其自身的表达，也以一种价值勾

连的形式让原本单一的符号变

成了有意向、有意境、有意义的

文化段落，从而使得创作者与听

众一起进行意义的勾连和结构

审美的体验。

起承转合，作为艺术创作常

用的结构技巧之一，在广播作品

中依旧发挥着独特的价值。在

片头，以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为引子，穿插以“他是卡拉扬最

欣赏的男低音，他在世界声乐艺

术的长卷中，写下了中国人的名

字。”“到现在可能都没人能超

越”，“是世界最优秀声乐技术的

体现”等旁白和采访录音，既开

门见山又预设悬念，不但引起听

众对“这人究竟是谁”的好奇，也

为后续片段中以围绕“男低音”

和“声乐”为主题的作品叙事做

好了铺垫。

随着片头的音乐由贝多芬

的《第九交响曲》承接到斯义桂

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看似无意

的几段采访录音如“再也遇不到

超越斯先生这样的老师了”，“斯

先生办这个班，全中国声乐的主

要力量……都来上课”实际上将

全作品的几个最为核心的思想：

音乐理想、有教无类等主题都予

以呈现，为听众铺下了感受聆听

的暗线。接下来的旁白和歌声

在斯义桂同祖国的“一回一离”

之间，形成了一种转折的张力，

表现出斯先生的家国情怀以及

在东西方音乐交汇所作的巨大

贡献。与此同时，节目借助经历

过大师班教学的“弟子们”和“再

传弟子”的作品与采访，逐渐勾

勒出集体记忆中斯先生的模样。

结尾部分，饱含深情的女声

旁白，“今晚，我们一起吟唱，一

起思念……”把广播作品的情感

推向高潮。伴着《教我如何不想

她》合唱的音韵，听众沉浸到一

种作品主题所设定的情景中，被

音乐拥抱，同作品共情。

三、叙事手段——多元呈

现 有机表达

如果把广播作品的创作比

作制造一辆汽车，那么叙事结构

是汽车的框架——它规定了广

播作品的大方向以及意义的呈现

逻辑；叙事内容是汽车的零件

——它是构成广播作品本身最

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叙事手段则

是汽车的连带系统和协作系统。

广播作品就是通过多样的叙事手

段，遵循约定的叙事结构，把各种

叙事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部广播作品中，有饱含

深情的女声旁白，有低沉有力的

男声独白，有上过斯义桂先生一

九七九年大师班的“直系”弟子

刘捷、彭康亮、尹兆旭的回忆与

怀念，有“再传弟子”赵石勇作为

后来者对前辈的敬意……每一

种主观声音的出现都引入了一

种不同的态度，多样的视角和不

一样的见证，相互交织，把斯义

桂先生的生平、性格，和他对祖

国母亲、对音乐事业难以割舍的

形象勾勒得饱满、立体、有血有

肉、有情有义。

在主观声音之外，客观音乐

虽没有那么强的参与感，但它本

身作为一个重要的叙事手段，在

氛围烘托、情感调动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在这部广播作

品中，所涉的曲目就有近十个，

其中包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

曲》《教我如何不想她》《长城谣》

《满江红》《浮士德》等曲目选段，

这些声音的使用，不仅丰富了作

品内容，还为作品增添了另一层

意义，让人觉得斯先生并没有走

远，仍旧与我们同处一个时代，

驻留于我们身边。斯先生作为

一种音乐精神和价值符号的存

在，通过弟子们的歌喉得以代代

相传。具体到表现手法上，这些

客观声音有时是背景音，有时又

作为主旋律，借助混压、穿插、无

感拼接等手段，为作品呈现了既

富活力又能动情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声音本身作

为一种线性叙事手段，也具有多

维叙事的潜力。只要使用得当，

同样能营造出多重时空交错之

感。声音除了线性的叙事功能

之外，本身也具有多层象征意

义。它创作于过去，却被听众于

现在感受，宽广的时空被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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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魅力童声》看媒体融合背景下少儿节目的策划与传播

孙平华 刘德雅

性地聚合在一起，将时空串联，

从而使主客观声音共同演绎时

空变奏曲，在听众脑海中交融、

碰撞，形成层峦叠嶂般的余韵，

给人以转瞬恍如隔世之感。这

也是广播叙事手段多元呈现、有

机表达的有力注脚。

四、结语

在媒介传播技术快速发展

的今天，广播作为一种媒介渠

道，它的价值依托需要优秀的听

觉艺术作品。优秀的广播作品，

需要通过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叙

事手段的有机结合，才能呈现出

超脱其他媒介的情感价值和内

容属性，才能够打动听众的心。

叙事内容、叙事结构以及叙

事手段深藏于广播作品之中，它

们同属“术”的层面，要想将广播

及其作品作为志业与艺术的追

求，还需放下浮躁的内心与喧哗

的外表。

（作者单位：宁波广播电视

集团）

发展媒体融合，我们该认清

的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

是迭代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替代

发展，是此长彼长，而不是此长

彼消。要做好少儿节目的融合

传播，势必要在对传统广播电视

少儿节目提升与改造的同时，探

索出适合媒体融合迭代发展的

新模式。笔者结合《魅力童声》

栏目看少儿节目如何兼具“生

动、灵动、感动、互动”的特质，发

挥更好的传播效果。

一、大道至简，珍贵传递，生

动传播

古语云：耕读传家久，诗书

继世长。朗读是体会民族语言

之精深和优美的重要途径，它对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有着深远

意义。为了让孩子们从小感受

朗读的魅力，爱上朗读，象山广

播电台暑假专门为孩子们开辟

《魅力童声》栏目。为了让节目

能拥有期望中的独特气质，象山

台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

调动年轻主持人和孩子们互动

的积极性，使节目充满童趣、童

真、童心。这档节目自开播以来

深受青少年朋友以及家长们的

欢迎与青睐。

朗读是一种学习方法，但更

多时候，朗读也是传播思想、传递

情感、传承精神的一种手段。通

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成风化人，

也正是这档节目的初心。通过朗

读，孩子们带着各自的理解，各自

的腔调传递出不同的情感，就像

巴赫的“大无小无”，演奏出不同

的味道。一首诗，传承千年文化；

一篇文章，照亮成长之路。一档

有深度、有温度的节目不仅能

激发孩子们朗读的热情，也能让

听众在忙碌繁琐的工作生活之

余得到文化的熏陶和情感的升

华，更为书香象山争色添彩。这

就是《魅力童声》的意义所在。

一档节目要提升品位，就要

为节目注入文化内涵，或者从传

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或者从古典

诗文中寻找元素，或者从精彩的

中国故事里寻找突破口等，制作

成优雅厚重、清新脱俗、富有特

色的节目，满足听众的文化需

求，让听众感受到优美文字对心

灵的熏陶和精神的陶冶，从而重

新拾起书本，喜欢上朗读。《魅力

童声》希望用最真实的表达、最

平凡的还原、最珍贵的传递，对

节目予以生动传播。

二、本土文化，因地制宜，感

动心扉

为了向新中国七十周年献

礼，《魅力童声》特地开辟“礼赞

新中国，声颂新时代”专栏，朗读

的篇目以诗歌为主，主题多样

化，包含成长励志、家训家规、思

乡怀远、山水美景等。如《我长

大了》表现的是宣告自己已经长

大，请父母放心和放手。《珍惜》劝

勉人们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

切，不要盲目追求得不到的东西。

《在山的那边》告诉人们理想并非

虚无缥缈，只要百折不挠去奋斗

就一定会实现。在众多诗歌中，

爱国诗歌占了绝大部分。孩子

们深情并茂地朗诵，加上主持人

的精炼解析以及背景配乐的渲

染，使得节目可听性大大增强。

本土化是广播的“根”。广

播少儿节目一定要做本土的东

西，这是一种收听习惯。本土化

的内容更有亲和力、更能引起共

鸣。这是广播与地域受众有着

天然血缘关系这一特性所决定

的。我们的广播与其所覆盖范

围内的受众文化同根同源，内容

贴近本地人的生产生活，无限接

近本土受众的心理表现、文化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