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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台州“屏”论》 在新媒体端 《无限台州》

推送评论《涌泉蜜橘“出圈”：爱国心，如这般

朴素》，提出“每一种朴素的爱国热情都值得被

敬重、点赞和弘扬。”《台州“屏”论》做到了面

对每一个热点都发声。《台州“屏”谈》则打破

以往惯例，运用“演播室访谈+云访谈+海采+短

视频”等多种元素，评论报道手段立体丰富，更

好地解读和诠释台州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

署，形成浓厚的宣传舆论氛围，从而达到统一思

想，凝心聚力，共谋台州新发展的目标。

当然，“屏”系列评论节目也存在着不足，

主要表现在：一是 《台州“屏”论》 在语言上

“报纸味”太重。比如，《强化约束形成“惯

性”》 这一期，有“出游时不随意刻划，电梯

里主动熄烟”这句话，“吸烟”和“熄烟”如果

不看字幕，很容易在理解上产生歧义。二是

《台州“屏”谈》还没有成为常态节目，在节目

影响力上尚有差距。

时度效是新时代检验新闻舆论传播影响力

的衡量标尺, 台州台“屏”系列评论节目在时、

度、效方面的创新突破赋予电视评论比以往更

强的竞争力和传播力。评论是电视新闻节目的旗

帜。优秀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足以支撑、带动、

提升媒体的知名度，并赋予其独特的气质和品

位。因此在媒体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地方台应

该重新拿起评论这一有利武器，进一步增强主

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作者单位：台州黄岩区广播电视台）

马丽萍 张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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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由嵊

州市融媒体中心精心创作的三集广播剧《民族的

号手——任光》，以红色浪漫的主题、激情奔放

的讴歌献礼建党百年。这既是嵊州市融媒体中心

在文艺精品创作方面一次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也

对浙派广播剧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任光 （1900－1941），出生于浙江省嵊州

市，是我国左翼音乐的开拓者、杰出的革命音

乐家，《新华日报》 称他为“民族的号手”。他

创作的许多抗日革命歌曲，对中华民族的抗日

救亡运动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任光还灌制

了 《义勇军进行曲》 唱片，是第一个把 《义勇

军进行曲》介绍给世界的人。

任光是嵊州人民的儿子，由嵊州市融媒体

中心来推出这部作品，义不容辞，也有优势，

但该剧并不好写。首先，表现革命音乐题材并

不是广播剧的强项，而要用短短的 3 集表现任

光为人民的音乐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要把人

物写得丰满，故事写得精彩，难度则更大。该

广播剧在扎实掌握史料的基础上，以独到的眼

光选择提炼素材，使得作品生动感人，并具备

鲜明的艺术特色。

一、在人物选材上着力

该剧撷取任光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三个阶

段，围绕 《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新四军

东进曲》 的创作与诞生，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的

历史画卷，每一集以一个作品为中心展开。同

时，该剧完成了文本的发力点与着眼点，对每

一集都进行较为完整地布局，使得每一集有各

自的着力点。家乡、从军、舞剧的诞生、渔光

曲的创作、国歌的诞生，各色人物的展现与出

场等，都合理地分布在各自的剧集中。尤其是

《国歌》和《渔光曲》交错的主体叙述、人物故

事的发展与推进，以及第一部有声电影的诞生

等选材为作品增添了力度与高度。

二、在结构手法上创新

目前广播剧的听众更多的是以移动车载为

群体的年轻人。《民族的号手——任光》充分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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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年轻人的收听习惯，创新传统广播剧手法，

它没有采取一般历史广播剧平铺直叙的手法，

刻板地利用“解说”来切入故事的时间点，而

是别开生面地设计了一条当代音乐家李彤的行

为线，通过她为创作红色舞剧 《永不消失的电

波》需要去熟悉上世纪30年代左翼音乐家，从

而展开对任光的作品及精神世界的追寻，让当

下的年轻人与革命先辈直接产生心灵共振。该

剧通过两者之间穿越时光的对话，进行故事穿

插，设定了诸多的角度，正面的、侧面的、俯

视的、仰视的、回望的、时光的等等。正是这

些多维的叙述角度，给听众开辟了诸多空间，

引领大家进入不同的空间，并在其间或激动亢

奋、或流泪哀伤。它打开了人们的精神感知空

间，在这个空间里完成该剧的整体叙述。李彤

与任光隔空80年也照样能形成连带与彼此的拉

动，串起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整体与准确的回忆。

三、让音乐参与叙事

《民族的号手——任光》是一部表现音乐家

的广播剧，让音乐参与叙事成为一个重要的内

容。贯穿始终的音乐是该剧的点睛之笔。

首先，作品中用到了大量著名的音乐作品，

如任光创作的 《渔光曲》《不害怕进行曲》《王

老五》《彩云追月》《新四军东进曲》，聂耳创作

的《梅娘曲》《义勇军进行曲》等。难能可贵的

是，编剧把这些音乐作品都安放到了恰当的位

置，或用它来裹挟故事、推动剧情，或用它来

抒发情感、渲染气氛，让人过耳不忘。

其次，除音乐作品外，该剧还给许多情境

留下了大量的音乐抒发空间，同时也特别讲究

语言的节奏感和声效的融入感，让听众能在语

言、音乐、声效中去感受这部作品的诗意发现

与诗性气质。比如，《渔光曲》 在剧中多次出

现，但无论是奶奶还是渔民哼唱，无论是王人

美演唱还是钢琴曲的旋律，无论是新时代的渔

光曲演绎，还是春晚渔光曲的处理，都是为剧

情和人物量身定制，音乐与故事互为融合。该

剧还特邀知名作曲家参与剧本创作，以音乐来

渲染情绪，突出任光的主体形象，如改编了

《彩云追月》 的旋律，以变奏寓意任光追求光

明。此外，一些声音细节的处理也很用心，如

上世纪30年代上海外滩的钟声、街头的电车声

等，都是翻找了老资料，用在广播剧中堪称天

衣无缝。

四、着力营造“画面感”

广播剧是“听觉”艺术，但听众在听的过

程中又会调动自己对事物的积累，脑子里出现

画面的感觉。该剧的编导擅长影视作品写作，

在创作广播剧的时候，也借鉴了许多影视创作

手段，注意捕捉细节，运用各种声音元素来营

造画面感。如第1集中，任光与安娥、蔡楚生、

聂耳等去上海崇明岛采风，开始时弱起的海浪

拍击声、海鸥鸣叫声、远处的轮船笛声，就像

是一幅淡淡的画面，把听众带入规定情景中；

然后，渔民的拉网号子由远及近，任光、聂耳

等人的声音加入进来，画面感觉就是由大全景

到了中、近景，显得真实又生动。又如第 3 集

中，任光与安娥的再次重逢安排在重庆育才学

校附近的小山岗上，松涛的起伏声，衬托着两

人谈话的心境，情感传达非常到位，可见创作

人员之用心良苦。

五、注重培养本土创作团队

纵观浙江省的广播剧制作，以前的作品大

多是依托北京、黑龙江的团队来完成，虽然作品

质量有一定保证，成本也得到较好控制，但完成

的作品缺乏浙江本土的味道，演员带有北方口

音，音乐也不是江南的气质。这些问题在广播剧

《民族的号手——任光》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选择的编剧、导演是嵊州人，剧中女一号也采用

了嵊州市融媒体中心的播音员，其他主要演员等

都选择了浙江本土人士；配乐也由浙江省的优秀

青年作曲家创作完成。通过这次尝试，也为浙

派广播剧的创作进行了一个有益探索。

嵊州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红色的基因传

承，这些都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作为媒体

文艺创作者，就要从独具特色的越乡文化、红

色文化中汲取营养，推出更多精品力作；要把

小我融入大我，为时代书写，为人民放歌；要

以精品意识推进重点剧目创作，打造具有地域

特色的优秀作品，努力于历史进程中挖掘那些

直击人心、触发共鸣的故事、人物和细节，于

风雷激荡中描绘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让文艺

创作不断地出精品、筑“高峰”。

（作者单位：嵊州市广播电视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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