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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广播文艺节目中，主持人作为传

播效果的最终呈现者，必须具有独特而鲜明的

个性与风格，以此把优秀的作品奉献给广大听

众。本文以嵊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广播文艺获奖

作品 《核桃树之恋》 为例，对广播文艺创作中

主持人的作用进行探讨。笔者认为，只有主持

人吃透剧本并深刻领会作品的主题思想，讲好

故事并精彩呈现作品的戏剧冲突，把握节奏并

努力追求作品的传播效果，才能使广播文艺作

品真正达到既叫好又叫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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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由嵊州市广播电视台创作的广播文艺 《核

桃树之恋》，获得了 2021 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

播音主持奖广播文艺及其他播音二等奖。作为

原创越剧现代戏，《核桃树之恋》取材于嵊州市

仙人坑村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全国唯一的一部

晋京献礼建党百年演出的越剧舞台艺术作品。

它以一个妻子的视角，深情讲述了核弹工作者

献身国防科技事业，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

成功做出贡献的感人事迹，由此及彼地展现出

一群可歌可泣的核弹工作者和他们家人的奉献

与牺牲精神，反映了一代无名英雄的强国之梦。

嵊州市广播电视台将这部戏改编为广播文艺作

品后，通过主持人的旁白演绎与戏曲片断的珠

联璧合，使这部融入广播元素的越剧现代戏更

加平实隽永和真挚感人。作品在嵊州市广播电

视台 FM100.3 嵊州之声 《越乡戏苑》 栏目播出

后，听众好评如潮，收听率也创新高。为此，

笔者将从主持人的角度谈谈广播文艺精品创作

的感受和创新做法。

一、吃透剧本，深刻领会作品的主题思想

广播文艺主要有文学节目、音乐节目、戏

曲节目、综艺节目、广播剧等类型。嵊州广播

电视台这次获奖的广播文艺 《核桃树之恋》 属

于广播戏曲节目。众所周知，具有鲜明主题的

广播文艺，对听众具有认知、教育和引导功能，

既可以丰富作品的思想内涵，还可以有效提升

听众的精神境界。

在嵊州市三江街道仙人坑村，有一棵绍兴

市内树龄最长和胸径最大的核桃树，它不但根

深蒂固、枝繁叶茂，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

功，从仙人坑村走出去的王荣浩在其中也作出

了贡献。这棵核桃树是由王荣浩从基地带回的

种子长成的。王荣浩的大半生时间都在基地里

度过，膝下没有儿女，家门口的这棵大核桃树

就成了他妻子王贤琴思念丈夫之物。

新编越剧 《核桃树之恋》 以嵊州籍核弹人

为题材，通过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

的核弹技术人员余家平 （原型嵊州人王荣浩）

妻子梅阿楚 （原型嵊州人王贤琴） 的回忆，讲

述了妻子对丈夫的情感由疑惑逐渐转变为理解

并默默支持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夫妻之间感

人的爱情故事，同时赞颂了众多为国家核弹事

业无私奉献的功臣和他们背后的家庭。作品把

个人情感有机地融入到对国家的大爱之中，讴

歌了一代科研工作者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奉

献一生的担当和强国之梦。作品真实摹写了现

实生活，融入了浪漫主义情调，既是一曲温情

广播文艺精品创作中广播文艺精品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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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脉的纯情恋歌，更是一首壮怀激烈的家国

颂歌。

具有鲜明主题的广播文艺，能够对听众进

行价值观的引导、素质的提升、道德的培育

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核桃树之恋》 的主题

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通过追忆历史来讴歌

人民，说明人民是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主体

力量；二是通过讲述普通百姓的奉献精神来

崇尚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笔者认为，主持

广播文艺 《核桃树之恋》，既是讲好中国故事

的地方生动实践，也是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宏

大创新之举。

要讲广播文艺作品打造成为精品，主持人

首先必须深刻领会作品的主题思想，其中吃

透剧本是关键。当笔者第一次看完剧本，就

被这个朴实无华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之后

笔者加入了创作团队，积极参与广播文艺

《核桃树之恋》 的排演过程，在深入探访剧中

人物原型王贤琴老人的同时，主动与剧本的

主创人员进行沟通。最终在尊重原创剧本的

基础上，决定以戏曲片断剪辑+旁白的形式，

制作成一期广播文艺节目呈现给广大听众。

二、讲好故事，精彩呈现作品的戏剧冲突

在广播媒体的多样化节目类型中，既有新

闻、社教、服务类节目，也有文艺类节目。

其中，文艺节目由于故事性强，越来越受到

听众的欢迎。广播节目主持人在主持广播文

艺节目时，主要依靠有声语言，无法利用形

体动作和面部表情等副语言。要有效吸引听

众，就必须把故事讲得动听。《核桃树之恋》

的剧情主要是围绕人物展开，笔者为了讲好

人物故事，既构思了戏剧冲突，又设置了悬

念、情节和细节。

广播文艺作品应该反映具有典型意义的人

物和事件，主持人要用真情讲好故事，以情

感人，以声音吸引人。广播文艺 《核桃树之

恋》 的内容大多来自于原创舞台作品，笔者

在主持时，重点通过选择经典片段，在迎合

听众欣赏习惯的基础上进行录音剪辑。在这

部作品中，笔者朴实细腻的旁白和充满画面

感的播讲，不但对剧情产生了故事性很强的

阐释作用；还通过二次创作让作品在情感上

得到再一次升华。

实践证明，要增强广播文艺作品的吸引力

与感染力，争取广大听众的认同，就必须讲

好故事。要讲好故事，主持人就要创新语言

表达，而不能用播音腔。只有通过生动、鲜

活，富有个性化、大众化与亲和力的语言，

才能激发听众的情感共鸣。广播文艺作品要

讲好故事，还必须融合语言、音乐、音响等

多种声音元素。广播文艺作品没有文字和图

像，只有声音一种传播符号。要吸引听众收

听，主持人的作用非常重要，既要有较高的

文艺素养，又要迎合听众的情感需求，用形

象化的语言为作品添彩。要让听众喜爱广播

文艺，主持人就必须以声音吸引人，以真情

感动人，通过情节的把握与细节的刻画，对

人物和事件进行形象化的故事描述。

广播文艺要讲好故事，除了精彩呈现作品

的戏剧冲突外，还可以有效运用声音蒙太奇

手段。声音蒙太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

一般用来优化广播文艺的叙事结构，塑造审

美意境，进行不同时空的切换和不同故事的

串联；后者通常用来组织声音素材，包括对

采访录音、解说以及音乐、音响的串联，以

充分挖掘、综合利用各种声音元素的表现

力。①广播文艺作品是否具有吸引力，取决于

作品的故事性强不强，而这需要主持人在讲

述时能够通过各种听觉传播符号进行综合表

达，能够灵活运用并融合片段、访谈、串连

词和音效等声音元素。由嵊州市广播电视台

创作的广播文艺 《核桃树之恋》，正是通过声

音蒙太奇的有机转接，拓展了听众的想象空

间和回味余地。

三、把握节奏，努力追求作品的传播效果

作为综合性很强的听觉作品，广播文艺中

的语言、音乐和音响等各种声音元素，都必

须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共同促进。任何广

播艺术都有自己的内在节奏，只是有些作品

的节奏是显性的；有些作品的节奏是隐性的。

但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节奏都必须符

合动态艺术的叙事要求，能够冲击听众的心

灵，激发听众的情感，引起听众的共鸣。广

播媒介具有明显的时间性、兼容性和听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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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广播文艺只有通过主持人的节奏把握来

对声音进行升华，让语言、音乐和音响融为一

体，以此增强作品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与感染力。

广播文艺作品除了应该主题突出、故事化

呈现、制作精良外，还要具有节奏感。说到

底，广播文艺作品的创优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全体创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主持人的播讲

只是最后的一个重要环节。广播文艺作品没有

舞台空间，主要通过声音来营造美的意境。对

此，主持人应该把握好节奏，运用多种听觉传

播符号追求作品的实际传播效果，拓展听众的

想象空间，为听众提供立体化的审美感受。在

广播文艺中，主持人应善于处理节奏，这样既

可以使作品的结构更加合理，叙事的逻辑更加

顺畅，还能够使故事更加具体形象，人物更加

生动逼真。就广播文艺 《核桃树之恋》 而言，

笔者就是有机地处理好了越剧片段与旁白的对

应关系，从而使节奏更加分明，可听性更强。

主持人作为传播主体，也是特殊的信息传

播媒介，需要通过语言向听众传递各种信息和

情感。尤其是在以主持人为主导传播的广播文

艺中，主持人能否发挥到位的作用，直接关系

到作品的传播效果。为了努力追求鲜明的节奏

感，笔者剪辑了越剧原作《核桃树之恋》的部

分重要片段，利用男主角醇厚隽永的尹派唱腔

和女主角明快亮丽的吕派唱腔来凸显人物的鲜

明个性。

比如：（余家平拉阿楚出门，二人仰望星

空。余家平吹起《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阿楚（唱）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

他不怕风吹雨打……

这时笔者的旁白是：“梅阿楚回家后的两

年，每隔半个月，余家平还会寄一封挂号信来，

但寄件地址换成了四川绵阳。院子里的核桃树

越长越高，余家平在信里的语气也越来越雀跃，

他告诉梅阿楚，手头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不出意外的话，他很快就能回来了。”

阿楚（唱）

要与他挨着靠着树下坐，

要与他笑着看着把往事追，

要与他依着偎着数核桃，

要与他诵着念着把书信重读几回。

这时笔者的旁白是：“余家小院里，核桃

树愈发挺拔，秋日午后的阳光穿过树叶，一地

斑驳。梅阿楚费力地把一桶水倒进水缸，扯起

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一阵风吹过，她下意识

地抬起头，一片树叶被风带着飘出小院，越飘

越高，晃晃悠悠在空中打转。晒台场上吵吵嚷

嚷地围着一大群人，高高挂在电线杆上的广播

里，一个沙哑高亢的声音不知吼了句什么，人

群忽然安静下来，时间仿佛凝固了，紧接着马

上爆发出一阵格外响亮的欢呼声。这一天，是

1964 年 10 月 16 日，随着一朵蘑菇云的腾空而

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样的结

构处理方法，使唱腔和旁白相得益彰，节奏更

加明快与和谐，叙事逻辑也更加顺畅。

四、结语

随着媒介融合和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步伐

的加快，为广播文艺的广泛传播开辟了新天

地。在“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

舆论新格局”的进程中，广播依然存在着接收

终端伴随性与便携性等多项固有优势，依然是

普及率很高、受众面很广的大众媒介。广播文

艺由于知识性、导向性、娱乐性和可听性都比

较强，依然能够吸引广大听众朋友的持续收

听。越剧是仅次于京剧的我国第二大剧种，起

源于浙江嵊县 （今嵊州），发展于上海，具有

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受众群体。新编越剧《核桃

树之恋》 经过嵊州市广播电视台的二次创作，

使其成为广播文艺后，让更多的人通过收听，

欣赏了作品，了解了故事，产生了广泛的情感

共鸣。正由于广播是以声音为唯一传播介质的

媒体，因此主持人的作用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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