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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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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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样本。

关键词：广播剧　文艺创新　表现手法

艺术长河潮起潮落，总在时光的滩头遗

下不少珠矶与贝壳。其中古代西施因美艳动人

和许身救国，其形象千百年来一次次被演义叙

述，舞台演绎、影视翻拍，烙下了各个时代鲜

明的印迹。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西施题材渐趋冷寂之

际，笔者意外接触到了一部新编的连续广播剧

本《苎麻西施》。展读后欣喜地发现，作者置

身丰富的媒介和艺术形式以及世界文艺的交流

碰撞中，顺应时代的变迁，回应时代的呼唤，

探索经典形象的艺术内涵，赋予人物新的生命

和色彩。

当我们尚在为传统经典的创造性转化、创

造性发展困惑时，作者赵卫明和他的《苎麻西

施》提供了一个厚重又清新的样本，不仅填补

了广播剧在这一创作领域的空白，还在多重维

度启迪来者，探寻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中发

展的基本规律。

一、载得动大道的是情怀之心

毋庸置疑，中国优秀文化是一座取之不竭

的创作富矿，并一次次被世界发现和发掘。改

编自日本最古老故事的《竹取物语》动画电影

《辉夜姬物语》，实际上取村于《后汉书》中的

“斑竹姑娘”；改编自《格林童话》的《灰姑

娘》，最初灵感来源于唐代志怪小说《酉阳杂

俎》。不少西方动漫形象，诸如花木兰、诸葛

亮等均来自中国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这并非

是西方人对中国优秀文化情有独钟，而是他们

对中国文化的“变现”潜质独具慧眼。也正因

如此，他们无不赚得盆满钵满。

的确，“变现”能力只是文艺创新转化评

估的一个市场尺度。真正的有效到达是受众在

消费的同时，再次发现历史虽然离我们远去

了，但那一个个岁月尘封的故事还带着强烈的

时代意义和温度，从而完成文艺审美的精神愉

悦。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苎麻西施》作者自

觉摆脱商业逻辑甚至绑架，以炽烈的情怀萃取

历史所给予的文化精华，注入了新的内涵。

千百年来绝代佳人西施献身复国的故事，

家喻户晓，被不同的文艺一次次书写。在林林

总总的作品背后，也不乏“红颜祸水”“间谍

鼻祖”“诸侯思维”等诟病与指摘。有鉴于此，

新时代已经提出了文艺作品表达、手段和评判

的新诉求。到了《苎麻西施》作者的笔下，人

物及其时代重新置换。抗战年间，西施的后人

施招素从苎萝村嫁入南门大樟树下赵村，遭逢

家破人亡的惨烈巨变。她被战争裹挟，从受

辱、绝望，到觉醒、复仇、除奸，再到帮助中

国军人炸炮楼、破铁道，阻滞了日寇的进攻步

伐，历尽熔炼，由一个乱世弱女成长为巾帼女

杰。她的身上完整地承继着先辈西施的爱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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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他创作者简单的故事平移、时空转

换的穿越不同，赵卫明创作用情之深是因为他

把家国情怀倾注到了故事中。剧中主人公、西

施之后的原型就源于他的先人，至于剧中所展

示的接纳隐藏电报局巨宅遭焚、亲人惨遭日寇

杀害、村口标志巨樟被炸等情节，都有生活依

凭。《苎麻西施》是赵卫明“烽烟草根谱三部

曲”系列广播剧的压轴之作。此前创作的《哪

吒》《侠盗》，视角独特，主角都是草根平民、

草莽江湖、草木灵物，秉承着一条清晰的命题

主线。作者的满腔家仇国恨，在笔端汩汩流出

真情实感，扣动着当下受众心灵深处的那根

弦，自然产生强烈的共鸣。

虽然西施作为中华民族爱国的经典形象之

一而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到了《苎麻西施》

一剧，似乎花样翻新，面貌焕然。也许很多人

视之为作者得益于“由熟返生”手法所制造出

“陌生化”的效果。但了解到作者的身世和创

作背景会发现，文艺创新转化的首要使命，说

白了是从丰富的生活积累中提取文艺的菁华，

回归思想传递、表达情感、承载道义。

二、鲜活中触摸人物的脉动

对于广播剧而言，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的理念坚守，一方面是要求创作者写出

事件和人物及其现象的真，另一方面是表现出

寓于现象之中本质的真。广播剧塑造人物的核

心是刻画鲜活而独特的人物个性。《苎麻西施》

通过人物语言、动作、细节等多种艺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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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呈现人物独特的性格，是作品的一个显著

特点，也是剧作最出彩最成功之处。

广播剧的声音主要由人物语言构成。而

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主要由人物语言来

承担。《苎麻西施》通过把人物放在特定冲突

情景中的语言来刻画人物性格。面对汉奸金魁

潜入洞房欲行调戏，新娘施招素大怒道：“你

这缺根尾巴的畜生，看我给你扎出几个窟窿

来 ！”这个平时连鸡都不敢杀的柔弱女子，真

的下了狠手，用裁缝剪刀把金魁的手臂划出一

道伤口，怒不可遏地说：“你别给脸不要，趁我

还没打开门窗，从哪里爬进来的，给我哪里滚

出去 ！否则，赵家的家法众人的拳脚，饶不得

你 ！”金魁此时感到伤口刺痛，浑身瑟瑟颤栗

了一阵子，从施招素的眼神中看到了凛然不可

侵犯的尊严，知道这样的女子有着不可冒犯的

神圣，他怕众怒难犯，丑事公开，后果不堪设

想，抬脚溜走时梗着脖子丢下一句话：“过得了

初一，还有月半。你迟早是我锅里的肉、碗里

的菜。”施招素回应道：“缺根尾巴的东西，我

再告诉你：姑奶奶我不是吓大的，天天磨亮杀

猪尖刀等候你 ！”这一段戏写得很精彩很有层

次，通过施招素识破金魁的险恶用心、用剪刀

狠刺金魁手臂的动作，继而用犀利的语言无情

痛斥金魁的无耻行为，把施招素在邪恶势力面

前表现出的刚强不阿、勇于抗争的精神和性格

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在剧作中，作者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把

语言打磨得既通俗易懂，又非常形象化、生活

化，富有美感和诗意。《苎麻西施》对人物性

格、特定环境、情节发展等无不通过许多生动

形象的细节描写来构建。在作品中，作者铺排

了一系列情节，如赵家提亲、少女感恩、情感

波折、汉奸垂涎、家园被毁、丈夫致死、炮楼

遭辱、觉醒复仇、借刀除奸、助炸炮楼等，环

环紧扣，曲折有致，铺陈了幽长而又紧凑的环境

长廊，为人物性格充分展示搭就了广阔的舞台。

作品笔墨集中于乱世弱女的人物命运。主

人公施招素是一位普通村妇，她并非从一开始

就是抗日英雄，而是被时代大潮裏挟，从身不

由己到积极投身，剧本通过一系列的细节真实

地反映了这一过程。阔别多年的青梅竹马、抗

日武装“小三八”地下交通员八斤第一次向施

招素讲述日本鬼子在南京屠杀我三十万同胞，

宣传抗日思想，希望她继承先辈西施的爱国精

神。施招素回应他说，自己是一个女流之辈，

只想要静静过相夫教子的农家生活。然而，丈

夫被害死、自己受到鬼子凌辱，促使她性格和

思想发生剧变，她“要报这血海深仇，雪这奇

耻大辱”。她开始以先人西施为榜样，投入反

抗日伪斗争的大潮中，也完成了一个弱女子的

英雄成长裂变。借剧中赵村长者阿相爷的话

说，“她杀鬼子除汉奸，惩恶扬善，匡护正义，

是巾帼英雄、女中君子。西施献身救国谁也没

见过，只是传说。可是施招素做的一切是大家

亲眼所见，她才是西施 ！”

一个 70 多年前发生的旧事被娓娓道来，

一点也没有时间的睽违感，细读文本发现，反

倍感亲切。它得益于创新叙事视角讲述故事塑

造人物，作者让施招素儿子天柱采用第一人称

固定的内聚焦视角进行叙事，并贯穿整部剧作

的始终，以往占主导地位的第三者全知视角退

居次要地位。天柱通过“我”的所见所闻和切

身感受，直接讲述母亲在特殊背景下传奇而悲

壮的人生，对剧中的人和事发表自己的看法，

抒发真实的情感。

诚然，儿子的视角也有局限性。为了弥补

这一缺陷，剧作又采用母亲的视角进行叙述，

通过大量的对白、内心独白来表达自己的内心

情感世界，这样儿子金柱和母亲的叙述相互补

充，相得益彰，在母子共同叙述下推动剧情的

发展。当母子俩还不是以全景呈现故事、抒发

情感时，作品突破固有的程式，采用多重聚焦

视角叙事。例如，在八斤痛打地痞流氓调戏施

招素这场戏里，作者采用多重视角叙事，将

相关的人和事描述得有声有色，精彩至极。其

中，施招素面对地痞的调戏由害怕受惊到疑惑

转为欣喜的心态，地痞流氓由调戏施招素的不

可一世到后来哭爹喊娘求饶的丑态，汉奸金魁

的歹毒阴险狡诈本质，众街坊为八斤行为拍手

叫好的大快人心，天柱对以金魁为首的地痞流

氓罪恶行径的谴责和对八斤惩恶扬善的赞扬

等，仿佛多机位拍摄、多镜头展现，表现得淋

漓尽致。



TELEVISION

视听纵横 2022 ● 2

110

▼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节目评介

三、赋予生命以植入体验

万物皆有灵。当天地万物都列入书写对

象的时候，受众就会获得一种超然于物外的生

命体验，使得审美也进入了一个奇诡又美妙的

层次。这种具有替万物代植的意趣，让我们在

《苎麻西施》中不期而遇。剧本采用意象手法，

通过对苎麻和老神树的描写，使得剧本在审美

上锦上添花，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欣赏剧本

可以让人产生无限的想象力，品赏更有味道，

更有意思。

被作者寄于寓意的苎麻，漫山遍野生长在

堆积着历史和诗词的苎萝山，看起来像野草，

不起眼，但在骨子里有着跟野草不一样的脾

性。它饱受风霜雨雪，把它拧成一股绳，比铁

韧，比刀快，可以断木铄金。苎麻的柔韧和刚

硬，不正像施招素外柔内刚的性格吗 ？施招素

用柔韧的苎麻绳勒死鬼头小队长，还用它帮助

八斤炸炮楼。八斤曾用施招素的苎麻丝线拧成

一条结实的麻绳，把祸害百姓的地痞流氓打得

哭爹喊娘。苎麻已经成为除暴安良战士手中的

武器，那旷野里茁壮的苎麻也可看作同苦难命

运抗争的普通百姓。

无独有偶，剧中反复出现的老神树是一棵

普通的大樟树。作者以拟人化手法，对它作了

细腻的刻画，变成有灵魂、有传奇故事的老神

树。老神树枝繁叶茂，一柱擎天，顶天立地。

狂风暴雨试图摧残它，它却傲然挺拔，具有

很强的生命力，不正是象征着面对外侮不屈不

饶、昂首而立的中华民族吗 ？

叹为惊奇的是，作者笔下的大樟树有灵有

魂有故事。它曾为轰炸鬼子的炮楼和运输线的

飞机指引目标，它把自己的命运同它庇护下的

赵村和赵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赵村成了

它的影子，赵家的四合院是它身上掉下来的一

片树叶。

人与自然同处战争炙烤之下，同仇敌忾

相依为命。太婆做主让天柱认老神树为干爷

爷。老神树系满了花花绿绿的绸带，那是周边

认它做干爹干爷爷的孝子贤孙的礼物。方圆十

里烧香祭拜老神树的人不断。这不正是老百姓

对抗日英雄的敬仰和怀念的象征吗 ？更神奇

的是，老神树的影子和树上的一只草鞋能穿越

五里路，倒映在诸暨城里云和茶馆的水缸里

面，这不正是抗日英雄影响之广、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吗 ？在剧中，人与树交相辉映，甚

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深明大义、视国家兴

亡为匹夫本分的赵家太婆，当日本鬼子要炸掉

老神树时，大义凛然，带领全村乡亲挡住老神

树，不让鬼子靠近半步，痛斥日本鬼子的累累

罪行，结果太婆陪着树神爷爷一起慷慨赴死。

在作者笔下，苎麻和老神树已经成为剧本的艺

术形象，能够激发欣赏者多维的想象力，补充

丰富剧本内容，产生象外之意，并对深化艺术

思想、塑造人物形象，强化作品的美感和传奇

性起到强化的作用。同时，剧中对山野苎麻的

草根韧性和伟岸樟树的挺拔硬性，巧妙融合入

戏，作为民族精神的物化升华，一柔一刚，刚

柔并济。这种精神力量穿越历史时空，与当下

时代发生对话，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时代性。

总之，《苎麻西施》剧本在结构框架、刻

画人物性格、叙事表现手法等方面可圈可点之

处不少，是一个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融合的成

功之作。作者从经典出发，彰显民间情怀、民

间立场和民间精神，使得文本烙下了浓烈的桑

梓地域色彩和时代色彩。如果二度创作时，能

在演绎、音乐、音响方面进行多维度合璧，一

定能打造出一部广播剧精品佳作。

当然，作为一种文艺样本价值，《苎麻西

施》的出现，其意义还表现在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的可喜探索实践方面。只要创作者

善于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

感、汲取养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思

想、艺术价值与时代特点和要求相结合，运用

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就能产生

底蕴深厚、涵育人心的优秀文艺作品。

（作者单位：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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