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22·5

▲…
…

…

………

综艺杂论

第四，在叙事方式上，进一步聚焦垂类，

走深走实。在笔者选取的四个样本节目中，《令

人心动的offer3》《百姓的味道》等两档节目聚

焦于医疗、百姓美食等垂类，较好地做到内容

的“下沉”，相较之下更有助于以立体的视域

“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

乐”。而 《你好生活 3》《我们的滚烫人生》 等

两档节目的题材涉及范围更广，通常以 2-3 集

的篇幅来叙述一个主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点到即止”的问题。笔者认为，选取一个呈现

主题或职业类别，并在此垂类中进行细分和深

挖，更有助于推动文艺节目的呈现走深走实。

例如，b 站知名全素人纪录片 《守护解放西》，

以长沙坡子街派出所为核心，聚焦民警、交警、

特警、水警法医等普通职业人群，全方位展现

出基层警察的敬业与热血，成功凭借一档全素

人节目实现出圈传播。在未来的文艺创制中，

文艺工作者也可以此为借鉴，深挖城市建设、

环境保护、体育运动、紧急救援等领域的一系

列相关职业，真正做到把百姓的火热生活和时

代风貌淋漓尽致地展现于大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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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浙江卫视节目中心）

微型广播剧也称微剧，是有完整的策划和

故事情节，有演员角色对话以及系统制作体系

支持的传统广播剧的微缩版。时长一般在 3-5

分钟，或是10分钟以内，充分适应现代人在网

络时代碎片化、自主性阅读和收听的习惯，是

最早实现融合各种媒体传播的产品之一。它可

以将不同介质的媒体融合在一起，力求使传播

效果最大化。相对于传统广播剧的播出平台

——电波，“微广播剧”大大拓展了播出渠道，

通过互联网、移动终端 （车载广播、手机），特

别是通过手机微博、微信，听众可以随时收听

转发，并赢得市场。

今年年初，由笔者主创的广播剧微剧 《村

支书的记录本》 从参赛的 180 多部作品中脱颖

而出获得“阳明故里杯”讲好中国故事全国广

播剧微剧大赛二等奖，备受鼓舞。作为一名有

着20多年播音经历的广播播音员，真正接触微

剧创作是在两年前首次参加“我和我的祖国”

全国微剧大赛。接到比赛通知后，笔者抓紧时

间从网上搜索历年参赛微剧作品，反复聆听、

认真学习、整理笔记。这些丰富的题材，来自

于生活的点滴，有的甚至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但却以“小”见“大”，所体现的人文情怀深深

打动了我。于是笔者试着以永康两位新闻人物

“中国好人”邹宁浩烈士和龙芯 CPU 首席科学

家胡伟武为原型，创作了《火魂》《以中国心造

“中国芯”》两部作品，由此在微剧创作方面踏

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后来，笔者又作为主创之一完成了 《“双

城”村支书》《村支书的记录本》《永恒的丰碑》

等作品。此次的获奖作品 《村支书的记录本》

是根据发生在乡村的新闻改编创作的小故事。

主要讲述永康市欢喜村村民王发强和翠兰两口

子在村里违章建房，经多部门劝阻，仍我行我

素，不肯自拆。在收到镇里下达的 《限期整改

通知书》 后，二人急忙来到村办公楼找村支书

李书记理论，但发现李书记不在办公室，门却

虚掩着，于是两人推门而入，等李书记回来。

融媒体时代微型广播剧创新融媒体时代微型广播剧创新
——微剧《村支书的记录本》创作心得

马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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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发强越等越急，很没礼貌地翻看李书记办公

桌未上锁的抽屉里的一本日记本，本想找找李

书记工作生活中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结果翻

来翻去都是李书记近段时间村里工作的好事实

事和感想体会。王发强和翠兰两口子看了后受

到触动，后来又通过李书记与其发自肺腑的沟

通交流，二人最终同意马上拆除违章建筑，并

积极带头配合村里评选美丽乡村“十无村”。

该作品充分运用广播声音技巧，讲好村干

部的清廉故事。剧情跌宕起伏、构思巧妙，倡

导村干部们廉洁规范履职，实实在在为老百姓

谋幸福。微剧播出之后，听众反响较好。有听

众在微信后台留言说这是一部有警示教育意义

的作品。以下就结合此次获奖微剧作品，浅谈

一下创作心得。

一、注重微剧的内容创新

微剧作品是靠故事情节吸引人，以内容为

王的。创作题材源自于生活，更多关注丰富多

彩的社会现象、大众生活、民生百态。只有贴

近百姓，才能写出接地气的剧本。

《村支书的记录本》创作灵感来自于近年来

永康市各镇 （村） 积极推进浙江省委关于建设

“清廉浙江”的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展“清廉

村居”建设。该剧选择从小切口入手，设置人

物关系不多，只有 3 个角色，但是通过简单的

对话、动作、音效真实细腻地反映出各自的人

物特点，让听众有兴趣继续听下去。如该作品

中，当李书记回到办公室看到发强两口子在翻

看自己记事本时的尴尬场景，3 个人的对话交

流就比较符合人物性格。

翠兰：李书记，是这样，我们来找您，您

不在，就随便看看，随便看看。您别说，李书

记，刚才看了您的工作日记，才发现你和网上

曝光的那些人不一样。你记的都是为群众办好

事实事，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王发强：好了，媳妇儿。那，那也不能说

拆就拆我的房子呀？

李书记：发强啊，违建的房子是一定要抓

紧拆掉的，现在咱们村又不只你一家拆，我刚

刚就到我媳妇的大伯家去做思想工作，大伯一

家也很支持村里的工作，同意拆了。晚拆不如

早拆，强拆不如自己拆。拆掉的地方搞绿化美

化，大家也舒服。另外咱们永康马上要评选美

丽乡村“十无村”了，你可不能拖后腿啊！

二、注重角色的设定与演绎

广播剧微剧的主体是人，任务是塑造人。

决定一部广播剧微剧成败的关键是能否成功塑

造与环境情景相融的人物形象。该作品启用了

3 位个性鲜明、语言表达能力较强的主持人。

其中翠兰的扮演者主持人宗玲，日常除了做直

播脱口秀节目外，平时比较喜欢在《五峰书院》

节目中为大家分角色讲述古典名著，演绎栩栩

如生，让人听后意犹未尽。发强的扮演者李学

东是典型的东北人爽朗的性格，表演放得开，

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几位演员认真揣摩剧本，

表演自然、活灵活现、有血有肉，使整个作品

张弛有力，让听众听后有酣畅淋漓的感觉。

三、后期制作多媒体化，精雕细琢

在后期制作中，我们把语言、音响、音乐

丝丝入扣地汇成“声音流”。音乐和音响不能流

于剧情的点缀，而要充当一种特殊的角色，成

为辅助推动剧情发展的理念。因此，该剧的音

乐和音响从头到尾有设计、有重点，有自己抑

扬顿挫的节奏。当然微广播剧不是只有语言，

在 互 联 网 环 境 中 ， 像 制 作 声 音 的 软 件 或 者

APP，都能更好地以多媒体的形式展现广播剧

中的内容。比如，剧中恰当好处地运用农村接

地气的旋律、环境音和歌曲《村官之歌》，可以

有效推动剧情及场景切换，渲染气氛，丰富人

物形象。

歌词：大号叫公仆，小名叫干部，成天操

的是百家的心，都是为大伙谋幸福，张家屋漏

没漏，李家粮足不足，王大娘的病好没好，孙

小三的书读没读，心里呀装着老百姓，百姓心

里有咱公仆，有咱公仆。

作品中要有对音响细节的精雕细刻，才能

增添作品身临其境的亲切感。曹禺先生曾说，

“广播剧的生命在于它有独特的个性。闭目静听

一切人物生活的无穷变幻，凭借这神奇的语言

和声音，你不觉展开想象的翅膀，翱翔在奥妙

的世界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部优秀微剧的创作

需要好的剧本、配音演员、后期制作等，三者

密不可分，交织一起，才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

广播剧微剧作品。

（作者单位：永康市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