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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摘要：本文以宁波广播电视集团和镇海广

播电视台联合创作录制的广播连续剧 《中国蛟

龙》 为例，阐述作品的时代价值及打造精品广

播剧的实践意义。分析在“耳朵经济”时代，

广播剧如何通过题材选择，剧本架构，音响、

音乐和语言的美学运用，细节情感的描绘等方

面匠心打造精品力作。

关键词：广播剧 《中国蛟龙》 精品创作

时代价值

2021年11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

中国广播电视大奖 2019-2020 年度电视节目奖

评选结果的通知》，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和镇海

广播电视台联合创作录制的广播连续剧 《中国

蛟龙》 获第二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广播电

视节目奖”。该剧取材于我国载人深潜技术领路

人、镇海籍中国工程院院士、“蛟龙”号总设计

师徐芑南的事迹，是一部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广

播连续剧，也是宁波市委宣传部献礼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的重点作品。

广播剧 《中国蛟龙》 真实、生动地再现了

中国深海探索领域老一代和新一代科学家们无

私奉献的精神，以及他们为了共和国的发展所

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回望中国在深海科研

领域走过的艰辛历程。2019年4月25日在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中华之声 《文化时空》 栏目播出

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回顾广播剧的创

作历程，笔者从题材选择，剧本架构，音响、

音乐和语言的美学运用，细节情感的描绘等方

面进行综合分析。

一、紧扣时代主题，挖掘本土题材

广播剧的创作首先要确定典型人物和事件，

其最终的落脚点是题材的时代意义。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

提到：“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

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

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

命力。”①作为广播剧创作者来说，很重要的一

个能力就是发现选题的能力。

徐芑南院士祖籍宁波镇海，是我国深潜器

高技术领域的著名专家。他带领的团队创造性

地为我国自行研制出了多型载人潜水器和水下

机器人，形成了我国自主的一套深海装备技术

体系和完整的深海作业体系。2018 年，由徐芑

南院士主持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研发与

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镇海籍院士”“‘蛟龙’号”“一等奖”，

这几个词一下子触到了广播剧主创团队的神经。

大家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关于徐芑南院士、

关于“蛟龙”号的各种资料，并形成了十几万

字的材料，成为剧本创作之初重要的史料参考。

查阅的资料越多，大家就越兴奋。退休 6 年重

新挂帅，徐芑南院士带领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

实现了中国大深度载人潜器的“从无到有”，从

浅蓝走向深蓝。特别是 2012 年 6 月 24 日，“蛟

龙”号成功下潜至7062米，创造了世界上同类

作业型载人潜水器下潜深度纪录。当天，“蛟

龙”号潜航员与“天宫一号”航天员成功对话，

海天同庆，举国欢腾。血肉丰满的故事充盈着

大写的励志。

打造精品广播剧的
实践意义及时代价值分析实践意义及时代价值分析

——广播剧《中国蛟龙》创作体会

诸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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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方广播电视台来说，“地域性”束缚

了文艺创作的选择范围，但因为其相对的地域

垄断优势和文化符号，反而成为了地方广电文

艺创作寻找突破的窗口。以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主创的几部有影响力的作品为例，有讲述特殊

教育的“宁波样本”达敏学校的广播剧 《你的

飞翔我的梦》；有讲述背着同学上学的江北好少

年的广播剧《和你在一起》；有讲述支教女孩通

过网络众筹带领新疆孩子到宁波圆梦的广播剧

《看海去》；有以宁波籍人民科学家顾方舟为原

型的广播剧《糖丸爷爷顾方舟》 ②，这些剧都在

挖掘和深耕本土地域新闻资源上下了功夫。

“‘蛟龙’号是一条地地道道的中国龙！”

它见证了中国在深海科研领域走过的艰辛历程，

它的背后是以徐芑南院士为代表的我国深海探

索领域的科学家们对国家的信仰，对梦想的追

求以及他们身上真诚、无私、勇敢、奉献的精

神境界。笔者认为广播剧作为文艺创作的一种

表现形式，在塑造人物、讲述故事的同时更应

彰显价值引导的作用。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氛围

中，以徐芑南院士为代表的我国深海探索领域

的科学家们将“个人梦”融入“中国梦”，展现

的是中国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拼搏奋斗的

精神。这也是广播剧《中国蛟龙》创作的初衷，

以声音记录时代、致敬英雄，引领大众树立正

确的价值取向。

二、提升艺术审美，匠心打造精品节目

“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

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

新。”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激励着 《中国蛟龙》 主创团队不忘初

心，怀着梦想、信仰和追求，在匠心打造精品

节目上执着努力前行。

（一） 突破思维定式，巧思剧本结构

本剧导演、编剧分别由王锐、吕卉担纲，

两位有多部作品获得“五个一工程”奖。2018

年10月中旬，他们专程到位于江苏无锡的中船

重工702研究所进行采风。2019年1月，《中国

蛟龙》 剧本论证会在北京召开。之后，编剧吕

卉在听取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专家意见的基础上，

八易其稿，对剧本进行精心打磨，并最终定稿。

剧本以2002年某个清晨开篇，大洋彼岸小

孙女对海底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想象，缠着爷爷

讲海底的故事，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响起，中国

驻美国大使馆参赞找到徐芑南，激动地告诉南

老我国 7000 米载人深海潜水器正式立项的消

息，并表示国家科技部破格请他回去主持7000

米深潜项目。

急促的门铃声勾起了听众的兴趣，之后便

是设置的第一个悬念，回国还是不回国？妻子

阿芬考虑到南老的身体状况，坚决不同意南老

回国，徐芑南一心想投身报效祖国，为国家深

海技术领域发展再做贡献，坚决要回国，气得

妻子摔门而去。此时，小孙女悄悄地进来，懦

懦地问：“爷爷，您要走了么？”

短短几分钟之内，从气氛的铺陈到矛盾的

设置，广播剧掀起了一个小高潮。而在矛盾、

紧张的气氛中，小孙女的出现是一个亮点，让

紧张的情绪得到了舒缓，就像一根皮筋，节奏

松弛有度。

此外，广播剧 《中国蛟龙》 还运用了“剧

中人”解说的独白方式，就像是南老妻子阿芬

的一部回忆录。阿芬是剧中人，也是旁观者，

她见证着中国深海探索领域老一代和新一代科

学家们，为了共和国的发展所进行的艰苦卓绝

的努力。通过阿芬的独白，将剧中人物的思想

性格、剧情走向串联起来，推动情节的发展，

再加上音乐和演播者的叙述技巧，让听众有了

继续听下去的兴趣。

（二） 语言、音乐和音响声效的美学运用

广播剧是“声音的艺术”。人物的表现、环

境、气氛等都靠声音表现。我国现代戏剧大师

曹禺说：“广播剧的艺术家们，给听众留下了广

阔的天地，使听众参与了创作。闭目静听，一

切人物、生活的变幻凭借神奇的语言和音乐，

你不自觉地展开想象的翅膀，翱翔在奥妙的世

界中。”④

真实、生动的人物角色是广播剧的灵魂。

演播者的语言对于塑造人物角色非常重要，要

与剧中的角色相匹配。在广播剧 《中国蛟龙》

中，徐芑南院士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翟万臣。

得知我国7000米载人深海潜水器正式立项这个

消息时的激动与兴奋，得知关键材料被外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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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扣住时的气愤，攻关“卡脖子”技术时的坚

决，面色苍白时的虚弱，解决问题时的沉稳，

与团队小年轻交流时的和蔼等，翟万臣老师以

自身的艺术修养，精准把握人物细腻的内心情

感和个性特点，通过声音的变化，让听众充分

感受到心系国家、无私奉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形

象。徐芑南妻子阿芬，一方面担心丈夫的身体，

一方面在背后无私地支持着丈夫的事业，阿芬

的形象在廖菁女低音演播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还有带着江苏口音的严谨稳重的无锡某船舶研

究所崔副所长，开朗活泼的80后“蛟龙”号首

席潜航员小叶，憨厚质朴的炊事员，沉着稳重

的50多岁的海试现场总指挥等，广播剧《中国

蛟龙》 的演播者们很好地把握了人物的个性特

点，成功塑造了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

广播剧的音乐是渲染气氛、表达人物内心

的重要手段。音乐只有与广播剧的内容有机融

合、浑然一体，才能凸显出它应有的价值。⑤广

播剧 《中国蛟龙》 的音乐是由广播剧最佳音乐

奖得主于祥国主创，全部采用乐队录制的原创

音乐。例如，参赞先生和南老讲到我国7000米

载人深海潜水器正式立项的消息，一段悠扬的

女声响起，让剧中人物仿佛回到了那个热烈的

年代——那个心怀梦想，为国家的振兴和发展，

奉献昂扬青春的时代。音乐的铺垫点燃了徐芑

南心中的一把火，也引发了听众的共鸣，让听

众更好地沉浸其中。比如第三集中，“蛟龙”号

进行7000米级第一次海试，在上浮的过程中突

然和指挥部失去了联系。一段紧张的音乐响起，

之后快节奏、行进的音乐越来越强，营造出紧

张、神秘未知和悬疑的氛围，一下子抓住了听

众的神经，增强了听众急于知道剧情走向的欲

望。

音响声效构建特定场景，表现人物心理。

声效与想象空间的呈现成为广播剧最独特的美

学艺术展现方式，听众通过听觉审美感受来扩

大想象的范围，成功建立起它想要营造的空中

楼阁。⑥有听众说，听完广播剧《中国蛟龙》有

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就像是大片的录音剪辑。

特别是“蛟龙”号每一次下潜，跟母船联和对

话的情节中，海浪声、大雨声、电话的信号声、

潜水器舱内“嘟嘟”作响、节奏紧密的对话中

“嘀嘀”响起对讲机的声音、踱步声等丰富的音

响效果勾勒出一个独特的环境背景，起到了强

烈的渲染作用，让听众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徐

芑南院士在母船上关注着“蛟龙”号的每一个

信息，通过对讲机现场发出指令、解决问题，

通过音响声效，使人物对话声音有了距离感，

让听众有一种置身其中的紧张感、自豪感。

（三） 细节描绘引发情感共鸣

广播剧中的细节描绘，除了可以增强故事

的真实性，同时很容易引起听众的情感共鸣。

在 《中国蛟龙》 第二集中，深夜，南老还在翻

阅资料，要把“蛟龙”号无线电通讯设备改造

成国际先进的水声通讯。突然，南老的左眼完

全看不见了，诊断结果是左眼视网膜脱落。病

房里，南老急得不行。于是，妻子阿芬成了南

老的眼睛，把实验室仪器上的数学公式、海量

的数据、精密的推算过程一点一点地念给南老

听，“高速水声通讯，利用声波来实现水下深潜

器与水面母船的通讯。可以把潜水器在水下的

语音、图像、文字等各种信息实时地传输到母

船上，母船的指令也可以实时传给潜水器……”

创作过程中，这些专业词汇都经过了细致的资

料核对，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同时，在这一

段中还有一个细节，尽管南老眼睛看不见，但

他一刻也没有停下工作，一边听，一边就用脑

子记，揣摩运算。妻子阿芬担心南老犯心脏病，

每天晚上等南老睡着后，都要悄悄用手摸摸南

老的心跳，等到他打呼噜了，确认一切正常后

才敢睡觉。这样的细节描绘，一方面讲述了阿

芬无微不至地照顾南老，默默支持着丈夫的工

作和梦想，另一方面听众也被南老一心扑在国

家深潜探索领域的无私奉献精神所感动。

三、结语

广播剧精品创作离不开每一个参与者的努

力，无论是确立选题、剧本创作还是每一句台

词、每一个音效，都在细微处下足功夫。《中国

蛟龙》 的创作离不开创作团队的创作热忱、对

精品的追求以及创作过程中处处体现的匠人精

神。事实上，在创作过程中，《中国蛟龙》主创

团队也被徐芑南院士心系国家、一丝不苟、甘

于奉献的精神所感动。当剧中人物的梦想和信

仰照进现实，这种力量也激励着主创团队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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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融合的大环境下，受众获取新闻的

途径越来越丰富，速度也越来越快，对新闻信

息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由此产生了新闻报道

的形式多样。H5新闻的应运而生，正是打破了

纯文字对受众的视觉掌控，带来了新闻可视化

的变革。能够融合多种元素，包含图片、视频、

音乐、动画、链接以及更多功能的H5，给用户

带来了全新的新闻体验。传统媒体擅长的是对

新闻报道内容的制作，缺乏对用户习惯的了解，

用互联网思维，“新闻+创意”，将寻常文字化

的新闻报道变得更加有趣生动，吸引用户，提

高传播效果，扩大传播范围。而要提升H5新闻

产品的传播效果，更要提升产品的技术性、创

新性和交互性，具有网感的设计在其中充当了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起到一种画

龙点睛的作用。

一、内容呈现网感——解构重组、薄中见

厚

大型融媒体新闻行动总是扎根基层、紧扣

时代、围绕中心工作，聚焦主题主线。这些新

闻行动一般时间跨度和信息量都比较大，行进

过程中新闻报道的形式也会多种多样。例如图

文报道、视频直播等各种手段，要将这些信息

融合并可视化在一个新媒体产品中，就要进行

梳理归纳，抓重点要点，直观还原予以呈现。

首先，要解构重组、整理脉络、提炼要

点。例如，《共同富裕在浙江》 大型融媒体新

闻行动衍生出的专题 H5，整个专题包含了各

地市 （区、县） 书记直播采访、共富村之间的

pk 直播互动、一些 Vlog 和预告短视频的特别

策划、联播蹲点报道、直播打卡互动、答题互

动、线上抽奖活动等。一周一个或者两个站点

进行整个新闻行动。页面设计上，主页就以地

图的形式进行梳理整合，按照以当地共富的特

色标志+文字的内容制作成小图标。内部页面

虽然每一站所包含的版块相似，但会用地方特

色小元素融合进内页设计中进行细节上的区

分。

如何让如何让HH55新闻的传播更具网感新闻的传播更具网感
傅晶晶

地精心打磨，在广播剧精品创作的道路上孜孜

不倦地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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