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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书记胡哲源，以他在疫情期间化身“网红”

为乡村农产品带货的实践，叙说各级政府官员

心系百姓、化危为机的亲身实践。《进退裕如》

讲述我省基层党组织的执行能力，疫情期间用

两小时实现整村隔离的绍兴市新河村党委书记

蒋荣现身说法，说明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往远处谋》描摹浙

江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努力，义新欧贸易服

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刘明明以浙江发

往欧洲的中欧班列例证“人类命运共同体”治

理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不单是节目内容中连线到的嘉宾和嘉宾背

后故事的例证价值，演播室内围绕单期主题而

进行现场讨论的嘉宾亦是节目的用心之举。如

第一期节目 《慎终如始》 总结我省防疫成效，

说明浙江防疫的速度、力度和精度。节目嘉宾

既有政府代表如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广胜说明浙

江防疫顶层设计的思路，亦有专业领域代表如

浙江疾控中心主任王桢和浙江省卫健委一级巡

视员马伟杭说明防疫过程中顶层设计的具体落

实，还有专家学者如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何艳玲、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

等从理论层面进行总结提升。节目从政治领域、

专业领域、理论领域三界融合的全面场域实现

节目内容传播的专业性、权威性和说服力。《浙

江战“疫”》 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将论证与案

例结合、将媒体与社会结合，从理论高度、专

业深度和社会广度等层面系统深刻地说明习近

平总书记浙江考察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是

主流媒体积极引领社会舆论、传播主旋律和正

能量的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浙江省广播电视监测评议中心）

在诸多艺术门类中，广播剧的艺术表现手

段是相对有限的，唯有声音作为艺术塑造和传

达的媒介。然而，在有限的手段之中，创造无

限的艺术世界，这正是艺术创造的真谛。三集

广播剧 《大陈岛上点灯人》（下简称 《点灯

人》） 由台州广播电视台创作录制，是一部表

现海岛上的供电所职工坚守工作岗位，传承职

业精神，开拓美好未来的“行业剧”，展现了岛

上几代电力职工的奉献精神，以及新时期海岛

电力工人的职业风采和精神风采。更重要的是，

通过“行业剧”这个切口，写出了大陈岛的

“垦荒精神”在蔚蓝的大海上熠熠生辉，在当下

社会经济建设中的薪火传承与发扬光大，使得

作品有了精神的高度和深度。同时，也为广播

剧在当下新媒体时期的存在作了自己的探索实

践。《点灯人》 不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样式，

在我看来，都有着纲举目张、开拓蓝海的探索

与努力。

一、构建叙事坐标：纲举目张

《点灯人》故事的发生地——浙江中部台州

湾东南海域的大陈岛，是一个颇有“历史故事”

的真实的地方，曾经因为国民党退守台湾时，

张子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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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广播剧《大陈岛上点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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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持了岛上的居民，将海岛变成一座荒芜的空

岛；也曾经因为新中国第一代垦荒队员登岛开

荒建设，不仅将垦荒队的旗帜牢牢插在岛上，

还树立起了一面精神的旗帜，高高飘扬，代代

相传。曾经有不少影视文学作品以大陈岛为题

材，如电视连续剧《海之谣》、电影《大陈岛誓

言》、纪实文学 《大陈岛垦荒精神口述史》、报

告文学 《大陈岛密码》 等等，无一不是以当年

的大陈岛尤其是第一代垦荒人的故事为题材。

海岛因几代人的垦荒创业而重新焕发了青春，

大陈岛的创业事迹受到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关心和关怀，不断建设发展进步的大陈岛是一

个有着丰富时光积淀和故事题材的地方，是很

有浙江特色的题材富集领域。其中，就隐含着

一条历史光阴的时间轴线。

大陈岛的地理环境也是较为特殊的，四面

环水，交通不便，毗邻西太平洋，夏季台风频

仍，成为气象灾害。防风抗灾是岛上各行各业

夏季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任务。换言之，在地

理空间的位置上，大陈岛上的工作生活有其鲜

明的地域性和特殊性。其中，又隐含着一条地

理位置的空间轴线。

《点灯人》的故事就发生在大陈岛时间轴线

和空间轴线形成的坐标上一个特别的节点上，

不是曾经的过往，而是现实中的当下，表现岛

上电力系统如何防风抗灾、维护保障岛上电力

供应的“行业行为”。现实中，大陈岛上的电力

供应从无到有，日益成为提升岛上居民从业生

活品质的重要能源保障，可以说是当代岛上居

民工作生活的一条生命线。所以，电力的供应

保障在大陈岛举足轻重，因为是电能“点亮”

了岛上所有的生产生活的场景。《点灯人》就是

从供电所这一行业切口入手，在历史发展、地

理空间以及季节气候的交集点上，以16级台风

“利奇马”作为结构作品情节的一个枢纽，由此

延展构建了整部作品，创意构思很具概括性和

典型性。关键是，作品没有囿于惯有的驾轻就

熟的垦荒题材，而是选取和提炼现实生活的题

材，带有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却又能看出其

中人物以及行业的精神渊源和传承，有其深刻

而丰富的精神价值投射和现实意义的写照，也

能看出创作者在历史传承和时代背景下的思考

与表达。

经形而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点灯人》在时

间空间坐标的位置，但就其形而下而言，却是

拓展了大陈岛题材的一片“蓝海”：更为丰富的

题材选择、更接地气的故事情节、更为多元的

人物形象。这就是所谓纲举而目张：在垦荒精

神的观照下，讲述当代敬业故事。

《点灯人》 讲述 16 级台风“利奇马”来临

时，岛上供电所抢修上、下大陈岛的电力供应

的日日夜夜，表现了电力工人艰苦工作环境中

的拼搏、奉献和敬业。特殊的海岛环境，把岛

上的电力工人造就成一群特殊的队伍，具备了

“特战队员”的种种技能以适应海岛特殊的工作

环境，他们开得了过山车，驾得了穿浪船，顶

得住烈日晒，扛得住狂风吹…… 《点灯人》 塑

造了一群电力职工可爱可敬的形象，反映了大

陈岛电力行业的工作特点、职业风貌和员工素

质。他们有着与当年垦荒队员不同的职业要求

和行业担当，有着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景象和

精神面貌。除了他们的领头人海强书记，还有

沉稳的管所长、粗中有细的阿风、机敏的小帅、

活泼可爱的小桃花，虽然性格各有不同，但都

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拼搏精神和奉献精神。

他们日复一日兢兢业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点亮大陈岛的灯光，因为那是照亮未来的光亮。

诚如海强书记所说：灯光亮起来的时候，我就

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这个群像蕴含的是一

代大陈岛电力工人的成就感和价值追求。这种

成就感和价值追求与垦荒精神是高度重合、一

脉相承的。

应该说，有垦荒精神传承、扩散、延伸、

浸润的当代大陈岛，是一片艺术创作题材的

“蓝海”，也是再现大陈岛垦荒精神的新的领域、

新的视角和新的维度。

二、探索叙事路径：开拓蓝海

曾经有不少文学影视作品讲述了大陈岛曾

经发生的故事，而像 《点灯人》 这样以广播剧

作为体裁的选择却是相对稀缺的。曾几何时，

广播遭受到数字媒体兴起后的种种怀疑和唱衰，

但现实的需要和独特的资源，让广播在新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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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绝处逢生”，比如进入汽车时代的中国就

让广播找到了一片自己的蓝海。当然，生生不

息的关键还是在于内容生产的换代转型升级以

及精益求精。

作为广播剧，声音 （包括语言、音乐、音

效） 是艺术表现手段的全部，相对于影视作品，

手段相对单一，这是局限，但艺术总是在局限

中呈现丰富的感染力。《点灯人》演绎了音响的

交响，充分展示了地域特色 （海浪声、海鸟鸣

叫、船舶发动机）、季节特色 （风雨声） 以及工

作特色 （汽车声、各种通讯设备的信号），彼此

之间互为重叠呼应，形成交响，用声音立体地

展现了故事的环境氛围。加之艺术表现的主题

——人声和话语以及音乐，张弛有度富有感染

力地呈现了 《点灯人》 所包含的感人故事，一

样可以惊心动魄，一样可以感人肺腑，一样可

以隽永而富有张力。《点灯人》体现出广播剧独

有的艺术魅力。

《点灯人》自然而然地将故事情节与大陈岛

独特的精神资源——“垦荒精神”相勾连，进

行精神溯源，把人物放到了一个比供电所更为

宏大的坐标中。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不仅

昭示出大陈岛电力工人行动的精神源头，也昭

示着“垦荒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得到传承。“永远九

十九岁”的陈婆婆是海岛发展的历史见证人，

这个人物的设置是有象征意味的，她永远回望

历史、期盼着未来的生命和大陈岛相伴到永远。

当然，和大陈岛一起走来的还有“垦二代”海

强书记，“垦三代”小桃花，他们都肩负着“垦

一代”未竟的事业和理想。这不仅是人物关系

谱系的一次梳理，也是一次精神谱系的梳理，

更是作品精神内涵的拓展与丰富。

故事还对海岛上的电力供应保障的未来作

了描绘：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岛上供电所

在海强书记的带领下，建立起了“四不怕”电

网，有效减轻了特殊环境气候造成的灾害性损

失；而5G时代、绿色智能的技术也都已经飞速

到来，如果说，海强书记代表的老一辈电力人

是开疆拓土筚路蓝缕的铺路石，那么小帅、小

桃花等人则代表掌握高新科技的新一代，他们

将用高科技点亮未来。就这样，《点灯人》 将

“过去”和“未来”勾连在了一起。

《点灯人》 的叙事有70年以上的时间跨度。

当作品将故事的叙事跨度向两端 （过去和将来）

延伸时，其时间线就会抻长，在有限的作品时

间内，通常的做法是将时间线“折叠”，具体表

现为“闪回”，用“闪回”造成时空的重叠，凸

显事件在时间上的厚重感以及随之产生的艺术

张力。这是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常见而惯用的手

法。但就广播剧而言，这种手法显然是具有挑

战性的，挑战在于不同时空在听觉上的区别。

《点灯人》中的主人公海强书记是一个有生活原

型的人物。作品就运用了声音的“闪回”，用声

音的“情景再现”方式，而不是仅仅运用语言

回溯提示的方式，讲述了海强书记当年的情感

经历，揭示了这个基层干部内心的情感世界，

以及为什么会扛着“疑似”癌症的压力，在台

风来临之际，坚持返回工作岗位，带领同事共

同抗灾的精神动力，塑造了一个熟悉而又独特

的基层干部形象，在有限的容量 （时间） 内大

大增加和丰富了作品的叙事容量。这其中，如

何运用声音的各种要素塑造两个不同时间的叙

事空间，就是广播剧的一个挑战。面对这样的

挑战，《点灯人》作了自己的努力与尝试。如果

广播剧不仅能够熟练驾驭时间轴上的“闪回”，

甚至可以进行类似影视艺术中不同空间的“平

行蒙太奇”的结构叙事方式，并让听众接受，

广播剧的叙事手法将会更加丰富多元，从而进

入一个音频叙事艺术的“蓝海”。所以我愿意

说，《点灯人》的这种尝试是积极而有益的。

三、结语

每一个艺术作品都是一次艺术探索和实践

的结果。在我看来，《点灯人》就是一次作品题

材结构、叙事方式的探索实践，即抓住传承

“垦荒精神”的“纲”，展现当下行业拼搏敬业

的“目”，以及运用广播剧特有的艺术元素和创

作手段进行叙事方式的有益探索，努力开拓了

广播剧艺术创作的“蓝海”。

（作者单位：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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