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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评介

在媒介深度融合与电视多
屏传播的今天，社教节目如何继
续增强教育教化和文化传承功
能，彰显其应有的传播力和引导
力，以取得叫座又叫好的效果？
笔者认为，重点应该在创新与创
优方面下功夫。嵊州市融媒体
中心的电视社教栏目《越乡》自
2001年开播以来，一直秉持“展
现诗画风光、品味越乡文化”的
宗旨，以纪录片为主要传播形
态，努力挖掘嵊州地域文化内
涵，积极弘扬健康向上的人文精
神。由于节目内容丰富、导向正
确、可看性强，深受观众喜爱。
继 2007年被评为浙江省十大电
视品牌栏目和全国纪录片十佳
栏目后，2018 年又被评为第 24
届中国纪录片好栏目。为此，笔
者将结合《越乡》的采编实践，从
三个层面对电视社教节目怎样
在融媒体环境下开展创新与创
优作一番思考。

一、将社教节目视为正确引
导舆论的重要载体

所谓电视社教节目，一般是
指由电视媒体采访摄制、对观众
进行潜移默化教育，以提高社会
大众综合素养为目的的电视节
目。此类节目既有信息性和知识
性，也有对象性和服务性。进入
网络时代后，文化认同、价值判
断、审美取向已多元化，作为以纪
录片为主要传播内容的电视社教
节目，在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更
大、责任更重。要让这类节目受
到观众的喜爱和赞赏，采编人员
就必须创新理念、大胆实践，凸
显纪录片的宣传教育意义。

《越乡》是嵊州市融媒体中
心的一档电视精品文化栏目，每
周一期，时长 15分钟，以播出现
实题材的纪录片为主。真实是
纪录片的生命力和魅力所在，但
这种真实应该是宏观真实与微
观真实的辩证统一。创作者在
选择拍摄对象时必须做到材料
真实、内容集中、叙述合理、导向
正确。①要吸引观众并对他们进
行潜移默化的教育，电视社教节
目就必须在整个采编流程中强
化创新创优理念并付之实践。

纪录片呈现的视听传播符
号是显性的，但在其中所反映的
文化价值与传承的理念却是隐
性的。在纪录片创作中，人物是
映射时代和现实世界的典型代
表，像《越乡》栏目播出的纪录片
《剡西农民诗社》，讲述的是嵊州
市长乐镇一个农民诗社的故事。
在这个诗社里，写诗的人都是农
民，他们中有种香榧的、有养猪
的、做蔑匠的、卖茶叶的。由于
他们对诗歌的执着追求和对生
活的热爱，写出来的东西清新自
然、朴实无华，散发着泥土的清
香，体现了新时代农民的精神状
态。这部纪录片既具有现实教
育意义，又蕴含着深厚的人文价
值，在《越乡》栏目播出后，对引
导农村观众追求健康文明的业
余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纪实是一种特殊的记录形
态。纪实强调对现实原始面貌
的记录，但这种记录不是被动
的、毫无选择的，而是有主体投
入的一种实录。”②对于县级媒体
来说，电视社教节目的舆论引导

功能应该不断强化。正是基于
这样的考虑，《越乡》对拍摄题材
和传播内容的选择都是非常严
格的，并十分注重切入点。近几
年来，嵊州市的民宿发展很快，
笔者认为，根据“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论，可以将其作
为一个亮点拍摄出优秀的片子。
于是经过广泛的田野调查，笔者
与同事决定以嵊州何家坞的 4
个小院子为拍摄对象，分别在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从不同
角度进行纪录拍摄，结果制作出
了一部既有乡愁，又对城市化建
设进行思考的优秀作品。

二、将社教节目当作弘扬地
域文化的最佳平台

要将电视社教节目当作弘
扬地域文化的最佳平台，增强当
地观众的文化自信，采编人员就
必须在主题开掘、受众定位、传
播形态等方面强化创新创优意
识。地方媒体的电视社教节目
要增强传播力和引导力，首先在
题材选择时就必须注重本土化，
突出地方特色。这样，播出的内
容不但接地气、鲜活生动，还能
够聚人气、出精品。在立足本地
寻找纪录片题材的同时，巧妙融
入地域人文元素，以系列化拍
摄、精品化创作和栏目化呈现为
手段，是《越乡》栏目运作多年来
的成功途径，也是地方媒体电视
社教节目提升传播力的有效
手段。

文化对于各地的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定位与先导作用，地域
文化是博大中华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2018年，《越乡》栏目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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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赛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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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播手段，连续举办了《寻找

春天的气息——王秉初花鸟画

展》和《喻潇芳新水墨作品巡展

上海首展》等内容的微信直播，

这是传统电视社教节目突破自

身局限，寻找新定位，向栏目活

动化、直播网络化转型的重要举

措。其中《喻潇芳新水墨作品巡

展上海首展》作为嵊州广电史上

的第一场异地直播，为传统电视

社教节目传播向新媒体平台拓

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笔者认为，地域文化具有多

元性，许多涉农题材不妨从文化

的视角去观照。记者在拍摄这

类纪录片时既可以着眼乡村振

兴，把当地发展经济与农民勤劳

致富结合起来，也可以抓住时间

节点融入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

突出纪录片的新闻性与艺术性。

如纪录片《诗约香榧》，笔者与同

事就从嵊州市在通源乡白雁坑

村举办中国首届香榧诗歌节切

入，通过对诗歌朗诵、越剧表演、

高山太极、古琴表演等活动的拍

摄，宣传了嵊州市正在蓬勃兴起

的乡村旅游热，讴歌了农村的风

物美与人性美，礼赞了当地丰富

多彩的乡村文化景象。

为了有效实施精品化战略，

2018以来，《越乡》栏目进一步加

大弘扬越乡文化力度，做足做好

乡情乡贤文章，重磅推出《天下

嵊州人》系列节目，记者先后赴

杭州、宁波、南京、武汉、昆明等

地采访，拍摄了许多为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嵊州

籍人士，在《越乡》栏目播出后反

响很大。纪录片是讲述真实的

故事，要把故事讲得生动，就必

须抓住最能打动观众的人和事，

以此来增强作品的可看性与感

染力。仅 2018 年，《越乡》栏目

就以讲故事的形式播出了十多

期《天下嵊州人》。尤其是通过

系列化拍摄，《越乡》栏目对嵊州

的地域文化实现了全面、立体、

多角度的传播，如近年来播出的

《剡溪古村落》《嵊州好味道》《剡

溪书画名家》和《天下嵊州人》等

多组系列纪录片，对于弘扬地域

文化，增强当地观众的文化自信

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三、将社教节目做成深受观

众喜爱的内容产品

有许多电视社教节目之所

以在观众中吸引力不强，主要是

定位模糊化、理念教条化、题材

单一化、形态刻板化，同时还有

一个重要原因是内容产品缺乏

创新，节目没有魅力。在电视节

目泛娱乐化的今天，社教节目更

要在执着坚守的同时创新传播

形态，凸显个性与特色，与其他

电视节目开展差异性竞争。“纪

录片栏目不仅要面对众多的同

类栏目竞争，还需要面对电视

剧、综艺节目和新闻节目的挤

压，复杂多变的竞争形势使得栏

目定位要紧紧抓住电视传媒的

新形势和新现象并适时调整。”③

要将电视社教节目做成观众喜

爱的内容产品，采编人员就必须

在题材创新方面多动脑筋，从现

实生活中去寻找拍摄对象。

在电视社教栏目播出的纪

录片，与新闻报道存在着一定的

区别，前者的时效性要求没有后

者强，但在拍摄角度与拍摄方法

上更讲究过程性与多义性，更注

重细节的展示和情节的刻画。

其中，叙事形态的创新决定着作

品在目标观众中的影响力。叙

事形态对一部具体的纪录片来

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既是片子的

结构，也是节目的框架，更关系

到能否符合观众的接受习惯。

《越乡》中播出的作品，十分注重

播出形式，如纪录片《馨香盈袖

越音扬》，就是从 2019年 3月 27

日越剧诞辰 113 周年纪念日切

入，以第十八届绍兴（嵊州）中国

民间越剧节暨第四届全国越剧

戏迷大会开幕式在嵊州隆重举

行为契机，既展示中国戏曲界专

家代表、越剧戏迷齐聚一堂，共

同探讨“戏迷时代”越剧传承与

发展，又记录“相约越乡”的全国

票友擂台赛、嵊州市越剧团惠民

演出、中国越剧戏迷网第三届达

人赛·爱越小站荟萃、嵊州越剧

艺术学校传承班毕业公演、“全

城唱响越剧”暨嵊州市十大戏迷

角折子戏展演、越剧博物馆第四

届越迷“梁祝”嘉年华等活动。

记者没有把这部纪录片拍成流

水账，而是通过系列活动把人和

事串联起来，内容丰富、结构严

密、情节生动、细节逼真，给观众

以强烈的视听冲击和审美感受。

地方媒体的社教栏目要在

确立好定位的基础上注重包装，

这关系到品牌形象的塑造和提

升。不过这个定位还应该是动

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

据收视市场的变化进行相应的

调整。在精选题材、取舍内容、

注重结构的同时，在背景音乐、

特效制作等方面进行大胆尝试，

通过丰富而灵活的表现手法来

增强节目的感染力。

社教节目是电视节目中的

一个重要类型，长期以来，由于

运作理念陈旧与定位固化等问

题，在观众中的影响力已日渐式

微，收视率也越来越低。传播学

有句名言：“所有的电视都是教

育的电视，惟一的差别是它在教

什么”。电视社教节目要不断创

新，就必须处理好迎合与引导的

关系，通过题材的精心选择和传

播形态的不断优化，积极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地域优

秀文化。《越乡》的生动实践证

明，只有立足本地和媒体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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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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