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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播文学节目的生存和发展是当今

广播界面临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关

键是广播文学节目要不断创新。在广播文学节

目中运用故事化手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创新方

法。广播文学节目在运用故事化手法时，要在

题材选择上寻找节目的故事点，在内容设置上

挖掘节目的故事性，在创作手法上追求叙述的

故事化，但也要注意保持节目的文学特质，切

忌庸俗化。

关键词：广播文学节目 故事化 创作手法

广播文学节目是广播文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它源于文学作品，是文学作品经过广播手法

的创造性加工和处理后，形成的广播艺术作品。

广播文学节目有着重要的地位，也曾影响了一代

代的听众。但近年来，随着文学的衰弱和多种媒

体崛起对广播的冲击，广播文学节目不仅影响力

大大下降，还面临着生存的困境：文学节目播出

时间大幅减少，文学栏目被大量削减，部分电台

甚至放弃了文学节目。

广播文学节目如何生存和发展，是当今广播

界面临的一大难题。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难

题，关键是广播文学节目要不断创新。只有创

新，才能让广播文学节目充满活力和魅力，才能

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更好地健康发展。

一、广播文学节目需要故事化手法

广播电视的故事化手法是一种以故事为载

体，以情节营造和通俗解读为手段，以在情节中

展示细节、在细节中刻画人物为审美特征，以激

发受众收听收看兴趣为目的的创作手法，它不仅

是广播电视媒体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一种创作

手段，还是一种新的创作理念。近年的广播电视

新闻、纪录片、访谈、科教、文艺等节目广泛使

用了故事化手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收听收

视率明显提高，得到了受众的广泛认可。那么，

广播文学节目是否也可以运用故事化手法呢？

多年以来，广播文学的创作者在不断进行着

故事化的实践，一些全国有影响的广播文学节

目，如《我这样写歌——记诗人食指》《雨果的

中国情结》《不该忘却的英雄》《假如给我三天光

明——读海伦·凯勒自传》《诗人之怒》等，都

运用了故事化手法。这些节目不仅给听众以优美

的艺术享受，也以它曲折、感人的人生故事和较

具故事性的叙事，深深吸引着听众。

《月光下的桃花源》是富阳电台的一档老牌

文学节目，创办已有17 年，该栏目曾经红遍富

阳，固定听众最多时曾达到3000人。但近年来

不断衰弱，3年前固定观众已不到100人，栏目

广告费为零。考虑到收听率太低，又没有广告收

入，那时台领导决定停办该栏目。在台里多位编

导和一些老听众的反对下，台领导取消了这个决

定，但要求对栏目进行全新的改革。全新组成的

栏目组对节目进行了认真的调研，决定在《月光

下的桃花源》中全面运用故事化手法，消除节目

叙事单调、内容平淡、故事性缺乏的弊端。3年

中，栏目组从题材选择、内容设置、创作手法3

方面入手，对文学节目作了全面深入的故事化创

作和实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现在，《月光下

的桃花源》的固定听众已有1000多人，年广告

收入达30多万元，收听率大幅增加。与此同时，

富阳电台还创作了《感受最美——献给浙江的革

命女儿》《好美一条富春江》《行者达夫》等一大

故事化手法故事化手法
在广播文学节目中的运用在广播文学节目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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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精品节目。

从富阳台和各级电台多年的实践中可以看

出，只要坚持文学节目的文学特质，在广播文

学节目中运用故事化手法，不仅不会影响节目

的文学和艺术魅力，还能增强节目的可听性和

可视性，增强节目的情感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对于广播文学节目的生存和发展来说，运用故

事化手法，更是一种简单高效，符合现代广播

电视发展方向的创新思路。

二、广播文学节目如何运用故事化手法

（一）在题材选择上寻找节目的故事点

一个节目是否能吸引听众，题材的选择至

关重要，而一个有故事点的题材，无疑比没有

故事点的题材更能吸引听众。

第一，选择故事性强的题材。对于人物类

节目，可选择有特殊经历或能震撼人心的人物。

如浙江电台的《我这样写歌——记诗人食指》，

选择了开创一代诗风、又在精神病院和社会福

利院生活了20多年的诗人食指；黑龙江电台的

《赤子乡愁》，选择了心系大陆的台湾诗人余光

中；富阳台的《应涛有个梦》，选择了热爱文学

的脑瘫患者应涛；富阳台的《水稻的歌谣》，选

择了每天在农田里忙活的农民作家何早成，这

些人物本身就较具故事性，自然有很强的吸引

力。对于作品赏析类节目，可选择有丰富故事

内涵或有曲折流传经历的作品，如散文《假如

给我三天光明》、纪实文学《主义之花》，作品

本身就有很强的故事性，而像郁达夫的小说

《沉沦》、海子的诗篇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其流传经历也有很强的戏剧性。

第二，选择与当时关注度比较高的电影、

电视剧或新闻事件有关的文学作品或与这些作

品相关的人物。因为在特定时段，这些作品都

有着很强的故事点。如富阳台在电影《山楂树

之恋》播出期间，制作了赏析小说《山楂树之

恋》的文学节目；在电视剧《亮剑》热播的时

候，制作了介绍《亮剑》作者都梁的文学节目；

在胡菊萍的事迹感动中国的时候，制作了文学

节目《最美妈妈》，集中展示了胡菊萍的感人事

迹以及与她有关的一些文学作品。由于听众对

题材的关注度很高，这些节目都创下了很高的

收听率。

第三，选择富有地方特色、贴近当地听众

的文学作品或与当地有密切联系的作家和诗人。

因为贴近，对当地听众来说，这些作品和人物

都有着天然的故事点。如富阳台介绍富阳籍作

家麦家的文学节目《想象风声》、介绍富阳土纸

文化的文学节目《土纸的年代》，都很受当地听

众的欢迎。

第四，开拓思路，选择一些新的节目题材。

如介绍小说人物的节目，一直不受重视，近年

来，富阳台就作了这方面的探索，创作了很多

以介绍小说中人物为主的文学节目，如鲁迅笔

下的阿Q、《水浒传》里的鲁智深、《哈利波特》

系列小说里的哈利波特等，引发了较大的反响。

（二）在内容设置上挖掘节目的故事性

无论题材是否具有故事点，都应该认真挖

掘题材里的故事。文学节目的类型主要有作家

（诗人）介绍、作品介绍、解读或赏析、文学流

派介绍、原创文学等。

1.介绍作家（诗人）的人物类节目

每个人的经历中总会有很多故事。面对

人物类的题材，创作者应该阅读更多相关的

书籍，寻找更多的资料，采访更多的相关人

士，这样才能挖掘到更多和人物、主题有关

的生动故事。如中央电台的 《张楠——与死

亡对视》，通过深入的采访，挖掘出了张楠第

一次做血透的痛苦、丈夫撕碎张楠的诗稿、

张楠给丈夫朗读诗歌等一个个让人无法忘怀

的故事。又如富阳台的 《水稻的歌谣》，节目

中少年何早成在牛背上看书、秋收时何早成

在田边给大伙儿朗读等一个个富有泥土气息

的动人故事，大大增加了节目的可听性，也

有力地表达了主题。

2.作品介绍、解读或赏析类的节目

这类节目有反映单篇作品的，也有反映某

本书的，无论怎样的作品，里面总有丰富的故

事，创作者一定要认真挖掘。《假如给我三天光

明——读海伦·凯勒自传》的创作者，就挖掘

出了海伦少年时的暴躁、海伦与安妮老师的对

抗、海伦与母亲见面、海伦第一次上台演讲等

一系列生动的故事，让人震撼和沉思。假如没

有这些故事，这个节目又会是怎样的呢？除了

挖掘作品里面的故事，创作者也可以挖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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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流传过程中，或作者创作过程中的故事。

这些故事同样富有魅力。富阳台的 《感受最

美》是一个介绍王旭烽的长篇纪实文学《主义

之花》的节目。这一节目不仅展现了作品中许

多浙江革命女儿不屈不挠、为民族的解放奋斗

甚至献身的动人故事，还加入了很多作者寻访

过程中的感人故事，如王甸老人每年寄来花圈

款项祭奠早已牺牲的革命爱人、作者与革命烈

士的妻子深情对视、作者走了一天的山路才找

到刘大娘的墓地等，深深打动了听众。

3.介绍某些文学流派的节目

介绍文学流派的节目相对比较枯燥，但只

要用好故事化手法，这些枯燥的节目也能生动

起来。这类节目除了用文学的视角去创作，还

应该用历史的视角去创作，因为历史总是充满

了故事。文学流派在历史发展中的故事，文学

流派中的作家、作品的相关故事等，对听众也

有着足够的吸引力。富阳台介绍创造社的文学

节目《在浪漫中希望》，就讲述了很多生动的

故事，如后来流传的创造社创始人的合影中没

有成仿吾的原因、创造社到底是什么原因成立

起来的、《沉沦》的创作原型是不是郁达夫等。

4.介绍原创文学的节目

在原创文学赏析的节目中，在节目开头或

中间，可用主持人介绍、主持人对作者的采

访、主持人与听众交流等形式，讲述作品创作

背后的故事，或让听众讲一下与作品内容相关

联的故事，如家乡的古井、喝茶、小时候的游

戏等。另外，也可以采用专题片的创作手法，

在原创文学的相应段落中，用采访、记录等形

式讲述一些相应的故事，如宁波台的原创散文

《柔石路三号》，就加入了很多柔石的子女讲述

柔石在家乡的故事，大大增强了原作的表现力

和吸引力。

（三）在创作手法上追求叙述的故事化

无论题材具有怎样的故事性，还是节目内

容包含了多少的故事，如果没有故事化的叙事

手法，同样无法吸引和打动听众，正是故事化

叙事，拉近了节目和听众的距离，让节目中的

故事真正成为听众想听的“故事”。

1.叙事语言

一个节目是否有吸引力，叙事语言至关重

要。传统广播文学节目中，很多节目的叙事语

言过于书面化或过于文学化，影响了听众的收

听兴趣，而用故事化、生活化的叙事语言，就

能消除这个弊端，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感

受最美》使用了很多故事化的叙事语言：“在

完稿的这一天，我又特地在杨之华的一章里加

入了一封信。”“76 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个

大义灭亲的感人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姓刘，但

已没人知道她的名字，所以大家都叫她刘大

娘。”“这一次寻访，我们并没有找到左克的亲

人，不过在衢州，我们找到了一张林维雁的照

片”等，这样的叙事体现着一种记录的力量。

当然，节目的叙事语言往往都是综合运用

的，《感受最美》中，就使用了很多抒情写意

的文字，它们和故事化语言一起，推进着故事

的发展，也共同展现着文学的魅力。

2.叙事视角

个性化的叙事视角，如第一人称叙事

（“我”“我的奶奶”“我二叔”等）、第二人

称叙事（“你”“你的妈妈”“你的老师”等）、

第三人称叙事 （“他”“她”“它”等），有很

强的故事性和接近性，能让听众很快进入叙事

的意境，是节目故事化中一种独特而富有叙事

张力的手法。富阳台的《爷爷郁达夫》采用了

第一人称叙事，通过郁达夫的长孙郁俊峰对爷

爷的追忆，生动展现了郁达夫的爱国情怀，让

听众深深沉醉在一个晚辈思念长辈的意境中。

3.结构手法

无论是文学还是戏剧，都十分讲究结构的

设置。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就是结构影响

受众情绪的典型反映。创作者应该在结构设置

时注意悬念的运用、注意冲突的设置和节奏的

把握。悬念设置是当前广播电视节目故事化的

典型手法。要设置好悬念，就要找准悬念点，

也要多用倒叙、插叙等叙事手法。浙江台的

《我这样写歌》一开始就用了倒叙的手法，设

置了一个出色的诗人为什么住在精神病院的悬

念，一下子就吸引了听众。安徽台的《不该忘

却的英雄》则设置了一个英雄怎么成了一个无

人关注的保姆、水库即将被洪水冲毁、龙河口

为何改成了万佛湖等一个个悬念，让听众欲罢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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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细节运用

细节描写是指抓住生活中细微而又具体的

典型情节，加以生动细致的描绘，它具体渗透

在对人物、景物或场面的描写中。细节是被放

大的小故事，运用好细节，对表现人物、记述

事件、再现环境、表达主题、增强节目的故事

性都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在一些故事性强的广播文学节目中，我们

总能体会到“细节故事”的非凡作用。这些细

节，有些是在作品中的，如《假如给我三天光

明》中安妮老师在海伦手上拼出“我爱海伦”

的细节；《感受最美》中瞿秋白给妻子写情书

的细节；也有的是在叙述或采访中，如《诗人

之怒》中本多胜一戴墨镜的细节；《赤子乡愁》

中余光中跪在黄河边的细节。

5.声音视觉化

声音视觉化是现代广播节目创作的一种

趋势，它让听众有了一种触摸感和具象感，

也为叙事对象营造出了一种故事意境，具有

较高的叙事价值。《感受最美》 在很多地方

就运用了声音的视觉化，如讲到林维雁时，

“照片上的她笑嘻嘻的，戴一副圆眼镜”；讲

到姚瑞莲时，“看着她被风吹乱的白发，看

着她走过丈夫坟墓时孤独的背影，我哭了”；

讲到秋瑾时，“许多年了，我一次次来到秋

瑾的墓前，每一次，都好像有树叶飘落下

来”等等。这一个个生动的“画面”，让人

铭记，让人沉思。

三、运用故事化手法应注意的问题

（一）坚持文学节目的文学特质

无论怎样创新，无论怎样改变，广播文学

节目都必须坚持它的文学特质，否则就不能称

之为文学节目。广播文学节目是以传播文学知

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陶冶听众情操为目的

的，它在激发人们的审美愉悦，引发联想及情

感活动的同时，更让人感受到文学的无穷魅

力。

在广播文学节目的创作中，故事化只是一

种手段，给观众以高尚的审美，才是它的目

的。所以不能过度故事化，或者完全离开原作

去解读一些作品背后的东西，或者不结合作者

的文学创作去讲述作者的故事，或者纯粹朗读

一个或几个故事，也不能从“故事化”走向

“娱乐化”，在叙事中利用一些夸张的音效、音

乐或解说，或讲述一些过度娱乐化的故事，把

文学节目做成娱乐节目。

（二）注重节目品位，切忌庸俗化

无论怎样创新，无论怎样改变，广播文学

节目也必须坚持它的精神品质。广播文学节目

不仅有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还有它的社会价

值，它给听众带来的不仅是艺术的审美，更是

精神的审美。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节目是为

听众服务的，更是为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服务

的，所以文学节目应时刻树立它的精神风范，

体现它的社会价值。

在广播文学节目中运用故事化手法，不

能为了迎合听众、迎合市场而在介绍作者和

解读作品时特意挖掘一些作者的隐私，或者

讲述一些格调低下甚至暴力、色情的故事，

或者做一些宣扬早恋、婚外恋以及金钱至上

的节目。创作者应时刻铭记自己的社会责

任，以创作出弘扬人的伟大精神、弘扬优秀

历史文化、弘扬文学动人魅力的文学节目为

己任。

除了运用故事化手法，广播文学节目还

有很多创新手法，如推出广播文学的网络交

流、电话热线点播点评、听众推荐作品、听

众参与主持播音等与听众互动的形式；开展

文学沙龙、原创文学节目大赛、“我爱家乡”

文学采风等活动；建立文学节目听众 QQ 群、

“夕阳红”广播文学兴趣小组、广播文学青年

联谊会等联谊组织；开设由听众参与创作的

“身边的感动”“我有一个梦”“乡域一绝”等

文学系列节目等。而这些手法和创意的运用，

都需要创作者付出更多的精力，作出更大的

努力，也需要创作者具有更强的奉献精神和

创新精神，但为了广播文学节目的生存和发

展，我们责无旁贷。

今天，我们更需要用高尚、优美的文学节

目，去净化人们的心灵，去创造社会的和谐。

（作者单位：杭州富阳区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