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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法律专业的社会大众来呈现他们对于“个人

破产”的认知与看法，并针对他们的担忧与估

计，提出“个人破产是否意味着纵容老赖”的问

题。同时在这个问题上以真实案例带动评论层层

深入，提出审核制度能否真正把钻空子的人关在

门外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个人破产制度

能否真正推行的关键和各方不断努力的方向。

（二）对“人”的关注

一位知名的法律学者曾在书中写道：“法律

人不是法律机器人，需要有人的感觉、人的温

度，也要接受人的局限。”①法制新闻评论，亦

是如此。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谁都可能是

“不幸”的人，但是倘若这个人“诚实”，并且

尽最大的努力依旧无法还清债务，这个人和其

所在的家庭，就必须永远挂在失信名单上寸步

难行吗？因此采编团队在置评过程中，始终认

为“促进竞争、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保障生

存”是推动个人破产制度的重要意义，这当中

的每一个方面，核心都是“人”。在行文中，也

始终以人的感受，引出每一层次的评论。

原本稿件已经有七个层次的评论维度了，

但是采编团队在后期的讨论与分析中，又萌生

出了一个新的疑问——既然个人破产制度意义

重大，为何在国内30多年来始终不曾出台？此

前的评论，将目光聚焦于债务问题中的种种当

事人，却少了对个人破产制度推动者的关注。

为此，采编团队在最终一版的评论中，又

在原先七个层次的置评上，加上了第八个层次

——“压力中前行，请为改革者松绑”。在个人

破产先行先试的过程中，“先吃螃蟹的人”都得

面对来自各方的重重压力，难免会出错，他们

需要整个社会给予试错的机会，才能继续负重

前行。改革者“破冰”的决心与魄力，也需要

被大环境“松绑”，这样，改革者才能大胆地探

索，从而真正推动这项关乎我国司法进步、经

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大变革。这，也是整篇

评论最想“发声”的重点。

令人惊喜的是，在这篇电视评论播出后的

半年，中国首部个人破产法规终于在深圳颁布，

越来越多的省市也加入到个人破产制度探索的

队伍中。此刻，深感在这个变革的时代，记者

作为时代的瞭望者，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

参考文献：

①罗翔 《刑法罗盘》，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年9月出版。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

吕 瑜

““四力四力””赋能国际传播赋能国际传播
扎实讲好中国故事扎实讲好中国故事

——解锁《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捧得中国新闻奖密码

前不久，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公布了

评选结果，温州市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采制的

作品 《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 获“国际传播”

三等奖，这是温州广播史上第一件获得中国新

闻奖的作品。对于一家地市级音乐广播来说，

能获得“中国新闻奖”颇为难能可贵。

《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是第二十九届和三

十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唯一一件获得“国际传

播”奖项的地市级广播作品，该节目通过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广播 《全景中国》 栏目

面向全球播出。“好的新闻作品都是脚力到位、

眼力独特、脑力深刻、笔力自如的作品”① ，

《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 的诞生，从发现题材、

沟通采访、表现手法、作品呈现，扎扎实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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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四力”要求。

一、善于发现，找到气韵生动的好题材

《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首先在于找到了一

个气韵生动的好题材。很多新闻从业者在创作

节目时，经常扼腕叹息“抱不到大腿”，遇不到

大题材、好题材，其实寻找题材需要因地制宜、

接地气，还要有发现好题材的好眼光。《写给中

国的一封情书》 题材来源于一次意外的采访。

该节目的主力记者是一位交响乐爱好者，她到

温州大剧院观看“德国新科隆爱乐乐团音乐会”

时，沉醉在美妙音乐声中的她，发现舞台上方

写着“下半场演出曲目：安德鲁·韦伯-米切

尔《七夕交响诗》”，中场休息时，她看到在观

众席里，一位身着中山装的外国人神情投入、

气质不凡。而下半场演出，《七夕交响诗》的音

乐深深打动了她。演出结束时，指挥沃克尔·

哈尔通邀请观众席上那位中山装外国人上台致

谢，原来他就是作曲家安德鲁·韦伯-米切尔。

记者敏锐地意识到，这首乐曲背后一定有精彩

的故事。她当即与温州大剧院宣传办联系。在

宣传办的助力下，几分钟后她就对接上了安德

鲁·韦伯-米切尔的经纪人，于是马上从观众

席飞奔到演员休息室，展开了计划外的采访，

并了解到安德鲁·韦伯-米切尔用乐曲寄情，

给深爱的中国写了这封音乐情书的精彩故事。

作品：2019 年9 月3日晚上，温州大剧院，

德国新科隆爱乐乐团正演奏着一首交响音乐作

品，舞台上方的字幕写着——演奏曲目 《七夕

交响诗》，作曲：安德鲁·韦伯-米切尔。

一位银灰色童花头，身材高大挺拔，身着一

身藏青色中山装的外国人坐在观众席第六排，神

情专注地倾听着。16 分钟过去，当最后一个音

符落下，两秒的静默之后，是观众雷鸣的掌声。

在掌声中，指挥邀请这位中山装外国男士走上舞

台，他就是这首 《七夕交响诗》 的作曲者安德

鲁·韦伯-米切尔，观众的掌声持久热烈。

身为一位新闻从业者，类似这样的采访，

从难度系数上来说，真是不值一提，可是因为

脑力敏捷、眼力独特、脚力勤快，善于发现，

找到了一位典型的采访对象，把握住了一个很

好的对外宣传的新闻题材，由此才有了这篇韵

味独特、颇有分量的国际传播作品。

二、以声传情，凸显广播传播的优势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累计有数百万人

次的外国专家来华工作，将自己融进中国改革

开放的大潮。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程的

见证者、参与者，也是架起中国和世界沟通桥

梁的友好使者。来自英国的作曲家安德鲁·韦

伯-米切尔在中国工作生活26年，特意写了一首

大型交响乐作品《七夕交响诗》，用独特的视角

和艺术创作手法，把交响乐写成一封情书献给中

国，表达他对中国的浓烈情感。抓住这个典型人

物，《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 成功运用声音魅

力，把安德鲁和他的情书以声传情地传达出来。

安德鲁：我非常爱中国，我在中国很多年，

从1994年强烈地爱上了中国的文化，所以我一

直要表示出来我对中国的爱。这么多年我在这

里很幸福，很快乐。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找一

个中国人最爱的一个故事，然后用我的音乐形

容这个故事，牛郎织女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故事。

安德鲁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强，他接受采

访谈起创作的过程，中文流畅、言语生动，令

听众印象深刻。《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用“七

夕交响诗”作为线，整期节目中，这首交响乐

作品始终都在，或浓或淡；安德鲁的讲述是串

起这条线的闪光点。安德鲁精挑细选了牛郎织

女的爱情故事作为创作题材，不过他还不满足

于此，中国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他还想

更有深度地融合。《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中体

现了这几种融合：东西方的融合、现代与古典

的融合、西方的交响乐与中国经典爱情故事的

融合、民间爱情故事与宋词的融合。多种维度

的交融令每一位聆听者得到了新鲜的听觉体验。

安德鲁：如果我是简单地写一些很浪漫的

音乐，我觉得不够，因为这可能形容为 《罗密

欧与朱丽叶》或者其他的故事。所以我一直想，

最好的方法是让中国人感觉到这个完全属于他

们，是为中国人写的，最好的方法是找宋词，

所以 《鹊桥仙》 用这个伟大的诗是一个很好的

方法，让中国人知道这个是专门为他们写的。

《写给中国的情书》的声音特点就在于做到

了以声传情，以情动人。

三、以小见大，立意深远

安德鲁在中国的 26 年也是我国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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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时期，安德

鲁虽然没有很广泛的知名度，但是典型的人物

和独特的传情达意方式决定了这是一个优秀的

对外传播的题材。这个作品里反映了中国的欣

欣向荣和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

记者：外国的作曲家，为中国的古典诗词

配乐，有过哪些音乐作品？

安德鲁：马勒 《大地之歌》，普契尼写了

《图兰朵》是一个传统中国的故事，但是用中国

的词我觉得非常非常少，我们习惯听德文、意

大利文、英文、法文。 我觉得我一直希望有一

天有大作品，然后我们可以听到普通话的声音，

中文这么的美，我希望全球可以听到中国的诗。

可是对于一位外国人来说，中国的古典诗

词实在是太博大精深，安德鲁是怎么攻克难关

的呢？安德鲁对此的讲述也很有意思。

安德鲁：这次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找一个

好的方法写《鹊桥仙》。问题是对一个外国人来

说，我们需要深深地感觉出来这些词是什么意

思，我需要很多支持——需要朋友一直解释这

个字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感觉？内容是什么？

看这些词，观众的感觉是什么？我需要找出来

一个合适的和声、旋律……

在 《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 中，被采访的

观众对于《七夕交响诗》中嵌入宋词《鹊桥仙》

的收听感受描述，很有感染力。这位观众的话

语点评到位、言语中充满了对安德鲁创作的

《七夕交响诗》的赞赏。

观众：西方的音乐跟东方的古诗词那么贴

切地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是水乳交融，而且对

我们来说是很新鲜的。有些中国人现在对自己

以前的文化也不是很了解。 通过外国人他们也

都这么关切我们中国的文化，所以我想这个对

我们许多国人来说也是一种鼓励、一种鼓舞、

一种促进，是非常有意义的。

作品的开头和结尾，安德鲁都提到了观众，

首尾呼应，安排用心。

开头——安德鲁：温州观众我觉得很热情，

他们的反应特别好，我知道他们很欣赏。观众

的反应我很感动，谢谢！

结尾——安德鲁：观众知道是 （开始演奏）

《七夕交响诗》（了），突然非常的安静，很专

心，中国人真知道是为他们写的。如果中国人

觉得我写的音乐美，我就成功了。这个作品表

现我对中国的爱。

博大的情感、小巧的落点，言语有尽，其

意深远，构成了 《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 抢眼

的亮色。

四、借助平台优势，合力打造精品

《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经温州市广播电视

台与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共同建立的“国际台

温州节目制作室”推送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

语环球节目中心《全景中国》栏目播出之后，获

得了2019年度浙江新闻奖“外宣节目”一等奖，

从而获得了参加中国新闻奖的评奖资格，最终喜

获 “国际传播”类的三等奖。正是因为有了良

好的平台，优秀的作品才能得到很好的传播。

虽然该作品的采访非常顺利，但因为要赶

播出时间，后期的录制却相当艰辛。主创人员

在冰窖一样的录制室里连续工作 9 小时，主力

记者第二天高烧40度；采访和后期制作得到了

温州广播界的两位前辈——资深音乐节目主持

人林达和后期录制技术专家周二林的鼎力支持。

《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是温州几代广播人共同

智慧的结晶。该作品把新闻作品和文艺作品进

行了较好的结合，制作精良程度深受各级评委

的好评，为受众带来了听觉上的美好感受。

《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这篇广播“国际传

播”报道的文字被喷绘成大幅立牌，在安德鲁

担任艺术顾问的珠海大剧院大堂进行展示。同

时还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

《全景中国》 栏目在肯尼亚内罗毕 FM91.9 调频

台、新西兰奥克兰中文电台、澳大利亚墨尔本

3CW中文台、美国纽约FM106.3调频广播等进

行播出，听众反响热烈。安德鲁·韦伯-米切

尔收到多家外国唱片公司、交响乐团的合作邀

请，洽谈出版 CD，以及创作新交响乐曲的事

宜。可见 《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 在海内外的

影响广泛深远。

参考文献：

①严碧华：《好作品是“四力”修炼的结

晶》，《传媒》2019年第22期。

（作者单位：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