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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村庄马路的画面，也有小忻去村庄网红景

点打卡、喝咖啡、逗猫咪等动态。

《小忻逛名村》的每一期节目都不长，内

容注重小忻亲自体验名村。第一人称的个性化

视角，转换了报道角度，画面灵活不死板，切

换自然流畅，配乐轻松活泼，拍摄视角活泼多

变，固定镜头被运动镜头代替，容易把观众引

入到沉浸式的体验当中。而用 Vlog 的形式做

采访，提问就像拉家常，比一些传统记者的采

访更接地气。采访对象面对手机镜头不易发怵，

能用比较轻松的状态面对镜头、表达自己。明

快的节奏、集中的叙事、草根的语言、自然的

表达，这样的叙事手段很容易抓住受众眼球，

吸引他们持续观看，并产生良好的观看体验。

三、打造“IP”拉近受众距离

《小忻逛名村：湾底村的“三次创业”》《小

忻逛名村：毛岙村的美丽蝶变》《小忻逛名村：

“夫妻船”开向幸福湾》《小忻逛名村：红色乡

村的绿色故事》《小忻逛名村：龙屿村的华丽转

变》《小忻逛名村：滕头村——乡村让城市更向

往》这些标题中都有记者小忻的名字。显然，

此系列报道中已经形成了“小忻”的个人 IP，

并将“个人 IP”用于标题，称得上是一妙招。

从短期效应来看，插入属于 Vlog 记者的

“个人 IP”，能在第一时间激发受众的好奇心

理和点击意愿；从长远效应来看，也是给 Vlog

记者提供特色鲜明的“职业昵称”，不仅迎合

了 90 后、00 后等主流受众的口味，也有助于

Vlog 记者塑造“人设”，为其不断吸引和成功

固定大批粉丝提供可能。

该系列报道中，小忻手持自拍杆，穿着轻

松舒适的服装，梳着时尚活泼的发型去体验名

村里的旅游项目，打卡名村中的网红打卡地，

甚至会展示个人的摄影作品，区别于传统媒体

严肃的拍摄状态，颇具亲和力。小忻的声音、

形象、气质、神情、肢体动作等构造出鲜明人

设，不再像传统记者那般“隐”在文字背后，

而是大方走到了受众面前，有血有肉，有个性

有风格，大大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吸引了大

批受众的持续关注。

总而言之，《小忻逛名村》是地方台运用

当下比较流行的 Vlog 形式做新闻的一次尝试，

有助于新闻记者个性化的人物塑造。它凭借轻

松活泼的叙事语言和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促

进了新闻记者与广大受众的互动，使得大批受

众回归到对传统新闻的关注。不过，该系列报

道虽然采用了较为新颖的拍摄方式，但存在一

定的同质化现象，制作不够精良，缺乏令人眼

前一亮和记忆深刻的“亮点”“爆点”，尚有较

大的进步空间。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电视台少儿频道；

浙江传媒学院）

摘要：随着电视文学的日益兴起，使得其作

品的解说变得愈发重要。针对有形象、有声音、

有音乐的立体的文学，作品的诵读有了更高的要

求。它区别于日常的新闻播音、广告配音和影视

剧的配音，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对电视文学的解

说诵读做出一番探讨，自称诵读“三味”。

关 键 词：电 视 文 学　 诵 读　 基 调　 节 奏　

情感

电视文学通常包括电视诗歌、电视散文和

电视小说。它运用电视的各种手段，把原来平

面（纸面）的文学作品，变成有形象、有声音、

有音乐的立体的文学作品，有人称之为竖起的

文学。电视文学作品创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环节是诵读。一般情况下，诵读文学作品的成

分多于解说画面的成分，因此，这种所谓配音

被称之为“诵读”或“朗诵”更为贴切一点。

电视文学诵读三味
吴伟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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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诵读电视文学作品，应该融入自己

的个性色彩，加入自己的感情。诵读电视诗歌

散文和小说，就如品尝一壶陈年老酒。只有细

细品位，方能体会出作品本身醇厚甘甜的味道。

笔者就诵读电视文学谈点肤浅的感受，尚且把

它称之为诵读三味。

一、正确把握全文基调

电视诗歌散文和小说风格迥异，内容不

一，有抒情、记事、论理、写景、状物，也有

关于人物描写等。与其他电视专题片相比，电

视文学作品在结构和形式上相对较灵活，画面

也自由多变，不受限制。因此，正确把握电

视文学作品自身的基调，就显得十分重要。例

如，电视散文《福全，一个吉祥的地方》中的

开头是这样的：

山川形胜，人杰地灵。

福全，一个吉祥的地名。

福全，一个全面小康的代名词。

福全，鸣响着史前风铃，流淌着远古诗情。

福全，是一块风水宝地，养育着一方富裕

的百姓。

这是一篇抒情性的电视散文。作者通过

对福全境内的鉴湖，西北部的平原上丘陵，以

及石湖等美景的描写，加上生动丰富的电视画

面，彰显福全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心愿。这篇电

视散文的整体基调已经十分正能量，诵读时，

就要尽量保持平和、流畅，力求使电视画面、

音乐效果与诵读之声融为一体，从而达到流畅

优美的意境。

对人物性散文《绍兴印象》的基调把握，

就与抒情性散文《福全，一个吉祥的地方》有

所区别。《绍兴印象》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十年前，当我第一次踏上绍兴这块古老而

厚重的土地，封存了的童年记忆，就在一瞬间

得以复苏。原来，神秘的外婆桥就在绍兴。桥

边有慈祥的外婆，桥旁是熙来攘往的集市。你

不用刻意地去寻找，那是一种心灵的召唤，只

要站在绍兴的任何一条小河边，我就能看到那

深深烙在我记忆深处的小桥。

这篇散文表面写的是景，但内涵是人，是

“我”的内心独白。因此，我给诵读这篇散文

定下这样的基调：低沉、舒缓，有层次感。这

里所说的层次感实际上就是文中主人公邱先生

对鲁迅先生四句诗的理解：“童蒙已识外婆桥，

握笔横眉岂折腰，碧血香魂摧败腐，山阴道上

仰风标。”这里，每一句诗就代表一段情绪，

而作者在描写邱先生时，也是按照四句诗的意

境依次递进的。

二、正确把握语言节奏

诵读电视文学作品，必须处理好语言的节

奏。语言的节奏是由重音、语调、语速和停顿

来决定的。

（一）停连和重音

电视散文《走进桥乡》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忽忽梦回船过市，村店村桥入画时”。这

本来是一首古诗里的两句话。古人已逝，可高

耸的古桥犹在，如今，它已被洇浸得①如水彩、

②如倒影、③如童年记忆中的炊烟、④如黄昏

古寺里的钟声。人与物，两种生命，也许它们

一直是相互孕育，直到实现世世代代生命的永恒。

诵读这段文字，要注意停和连的关系，尤

其要注意四个“如”的读法，即①②③④。诵

读时语气不能停顿，要前后连贯不能中断或喘

气。而对重音的处理，就是要加强对“古桥和

生命”这两个词的表达，如果能掌握这段文字

的停连关系和重音所在，那我们基本上就能把

这段文字的意境，较好地表达出来了。

（二）语气和节奏

与停连和重音一样，语气和节奏也是诵读

电视文学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语气（语

调）是语言表达中一种非常微妙的处理方式，

同样的文字运用不同的语气（语调）可以表达

出截然相反的意思。因此，掌握语气（语调）

首先要把握文字的整体脉络，充分理解文字究

竟要表达什么。语气有多种多样的表达形式，

可喜可悲、可爱可恨。如果文学反映的是一件

高兴事，表达的音量就高一些；如果文学反映

的是忧伤、悲痛的事，语气表达的音量便可低

沉一些。此外，语言的节奏也可随之变化，可

以高亢激扬，也可以低沉舒缓或轻松明快。

下面举例电视散文《蕺山书院》中的一段：

①静寞中的震惊，②震惊中的深思，③深

思中的陶醉，④陶醉中的飘渺……踏遍新修的

蕺山书院，感受是多种的，心景却因人而异。



BROADCAST

视听纵横2022 ●2

▼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节目评介

107

但不管你是⑤庸人，⑥还是圣人，⑦是草莽，

⑧还是雅士，一定有一种被山圣译文光所笼罩

的晕昏和迷醉。

这段文字就语气而言，至少在①②③④

处应该有所变化。这些地方可以随着语言节奏

的变化而变化。如①处可以保持一般平缓的语

气。到了②处声音可以略高一些。至③处节奏

可以稍微快一些，语气可以更高一些，但到

了④处语气可以放下来，节奏也应该控制得稍

慢。同样在⑤⑥处和⑦⑧处之间，可以控制一

下节奏，稍稍停顿一下，但音量可以保持不

变。在诵读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对气息的控制。

三、正确把握情感情绪

诵读电视文学作品与新闻、社教专题的

解说之间最大的区别是，诵读电视文学作品可

以根据作品文字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宣泄自己的

情感和情绪；新闻和社教类专题片解说，则必

须最大限度地保持客观、冷静的语调。有的电

视散文整体结构很散，段落相对较多。诵读电

视散文必须做到“形”散而“神”不散。这就

要求诵读者必须抓住贯穿全文的情感主线，把

自己融入到散文主人公的心境中，深刻理解作

品，感受作品所要表达的情绪，体验电视散文

的内在情感。这有点像演员创造角色，塑造人

物形象一样，诵读者要在确定所扮演的角色以

后，再经情绪的酝酿，从而把人物感情丰满地

表达出来。

比如电视散文《绍兴印象》中的一段：

秋瑾是当时少数具有新民主思想和强烈女

权意识的女性。她虽然无力回天，却以自身的

壮烈牺牲唤起了更多的民主，激励他们前仆后

继地投入革命的洪流中。一时之间，①山河怒

吼，②风云变色，四年后，专制的封建皇朝土

崩瓦解，为后来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打下基础。

秋瑾纪念碑③平静地屹立在车水马龙的闹

市区，我想，在绍兴人心中，那是一个崇高的

印记，也是一种圣洁的沉淀。

鉴湖女侠秋瑾的侠骨英风，早已深深地印在

了每个人的脑海中。笔者从心底里对这位侠肝义

胆的女英雄无比崇敬。在处理本段文字①②处

时，编辑贴上了雷电、闪光等画面，以及强烈

的背景音乐。这些都对诵读者产生了较好的引

导作用。诵读时，我在①②处与③处之间有一

个感情的起伏变化，即在①②处有一个“愤怒”

的感情起伏，而在③处表达出一个内心平静，

且又无奈的感受。这样的处理在节奏和语气的

控制方面，是随着情感的变化而适当变化。

总之，一部电视文学作品的成功，除了文

字功底扎实，画面处理得当，还要在诵读上给

人感官上的愉悦，这样才能带来全新的电视屏

幕形象。就像“盛宴后的一杯香茗”，或一坛

“陈年的老酒”，让愈来愈多的电视观众接受

她，并与她产生共鸣。笔者相信，只要你带着

浓厚情感，用心领悟每一篇电视文学作品中的

每一段文字、每一句话、每一个音节，你就能

使电视文学作品这朵电视荧屏上的奇葩，闪耀

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作者单位：上虞区广播电视台）

摘要：广播连续剧《苎麻西施》剧本，讲

述了西施的后人施招素由一个乱世弱女成长为

巾帼女杰的故事。在她身上承继着先辈西施爱

国血脉，又充满着坚毅不屈、敢爱敢恨、一诺

千金等强烈的时代精神色彩，可歌可泣，具有

鲜明的历史性和时代性。作者以炽烈的情怀萃

取历史所给予的文化精华注入新的内涵，运用

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是一个思

想性和艺术性有机融合的成功剧作。其价值在

于提供了一个文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

《苎麻西施》：一个创新转化的文艺样本
黄同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