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22·5

▲…
…

…

………

创新创优之我见

摘要：疫情之下，广播剧人也在不断突围，

“云制作”开创了广播剧制播新模式。本文探讨

抗疫背景下广播剧制播模式的现实意义，提出

融媒体时代广播剧创新发展的相关观点，即注

重“互联网+”，用互联网思维统领广播剧生产、

创作及传播全过程；探索广播剧的可视化，打

造音视频俱佳的文艺精品；实施传播的全媒体

化，营造融媒传播的叠加效应；推进融合创新，

不断拓展广播剧新业态。

关键词：广播剧 云制作 制播模式

2022 年 4 月，由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

基地出品的《最后一班岗》《“大白”救了“大

白”》《等疫情过去，我就娶你》等系列抗疫微

剧在沈阳广电四大频率滚动播出，同时登陆学

习强国平台、央广云听APP、喜马拉雅APP以

及蜻蜓FM 等网络音频头部平台传播。据了解，

此次微剧创作继续沿用了2020年初制作抗疫微

剧云编剧、云录制、云合成的做法，17 位来自

沈阳原创基地的专兼职人员参与演播。①

“云创作”是疫情之下广播剧人解锁的一项

新技能。大家居家创作，从编剧到演播，从录

制到后期，利用手机、微信、网络开展远程遥

控、云端操作、无缝链接，用声音艺术弘扬主

旋律，传递正能量。说起“云创作”，不能不提

到 2020 年 2 月 20 日，在“央视频”手机客户

端、“新浪微博 @央视新闻”等新媒体平台上

线的抗疫题材广播剧《凡人小林》。作为首部可

听可看的抗疫主题音视频短剧，一经推出立即

登上了微博热搜榜，成为一个现象级的融媒体

产品。《凡人小林》 上线第一天，阅读量冲破

1500 万、670 万次观看；上线一周，总阅读量

已达 3300 万、观看人数突破 1300 万，转发 10

万+、评论1.8万、点赞41.9万。②

生动讲述抗疫故事，热情讴歌平凡英雄，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广泛传播科普知识，一批

主题鲜明、富有创意、制作精良的广播剧精品

力作，为抗击疫情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全

国广播剧人守望相助，八方支援，开创了广播

剧创作、传播的新模式。中国广播剧研究会常

务副会长高坦高度评价：“今年 （2020 年） 疫

情严重，给广播剧正常制作带来很大困难，但

全国广播剧人砥砺前行，攻坚克难，创造性工

作，一直在行动，五百多集抗疫广播剧生产播

出就是最好证明，这批剧目在疫情时期资源共

享，全国多平台播出，发挥了广播剧的最大作

用。”③

一、广播剧“云创作”模式

（一） 非常时期非常策划，把不可能变成可

能

如 《凡人小林》 的创作灵感缘起于网络热

传的一篇悼念“林君”的文章。武汉中心医院

门口小店的老板小林，非常仗义善良，经常给

医护人员采买食物，人缘极好。在疫情期间，

小林自己戴着一次性口罩，好不容易买到的

N95，却全部免费送给了一线医护人员。然而，

小林不幸感染新冠肺炎而病亡。

在著名广播剧编导阚平的策划倡导下，一

场“隔空”邀约最终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④北

京、天津、武汉等多地艺术家云端携手，从

2020 年 2 月 14 日—16 日，短短 72 小时完成了

编剧、导演、演播、作曲、制作的全过程。这

云创作：
疫情之下的广播剧制播模式创新疫情之下的广播剧制播模式创新

孙海苗 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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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临时隔空组建的剧组，以最快速度完成了这

部特殊时期的广播剧《凡人小林》。这部由中广

联微剧委员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

“云听”联合出品，余姚市融媒体中心承担视频

制作的《凡人小林》，音频配上相关视频，让作

品更具穿透力和感染力，掀起刷屏效应，开启

了中国广播剧创作播出的媒体融合新模式。值

得点赞的是从创意策划到录制完成，包括后来

的视频制作，主创人员全部是在互不见面、拉

群讨论的环境中完成，开创了“云端联手、隔

空制作”的全新广播剧生产方式。⑤

（二） 精心创作、隔空协作，用声音艺术助

力抗疫

从2020年抗疫以来，“云创作”日渐成熟，

成为文艺与技术的融合，打破了创作和接受的

传统界限，重构文艺作品的创作、传播、评价

过程。尤其在广播剧界更加得心应手，大量作

品都是从以往的集中演播到“云排练”“云录

音”“云制作”，以远程创作、隔空协作的方式

完成。

从搜集素材，到共同研讨，再到分兵作战

一条龙云上操作，“云创作”对广播剧制作提出

了更高要求，比如创作人员相互之间不能当面

切磋对手戏，所处居家空间不同，采用的录音

设备也不一样，各自录制的音频千差万别。后

期制作环节需要把这些来自四面八方、声音指

标各不相同的音频，通过各种处理手段，合成

到同一空间、同一部剧里，使之毫无违和感。

（三） 全媒体传播，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进一步提升了

触达率，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凡人小林》

通过央广及全国各地电台频率展播，通过各类

微博、微信公众号发布，通过央视频 APP、云

听 APP、喜马拉雅 FM、蜻蜓 FM、阿基米德

FM、腾讯视频、爱奇艺等新媒体音视频平台推

送，实现了各类大小平台的全媒体覆盖，创造

了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凡人小林》的成功

并非个例，全国各类单位创作的抗疫广播剧，

其中不少都是应急赶制、云端合作完成的，加

上可视化的探索，作为一种新形式、新动态，

其价值和意义都相当重要。

中国广播剧研究会围绕“建党百年”“迎接

二十大，奋进新征程”等重大主题，组织开展

广播剧精品展播活动，通过在所有会员单位各

大媒体平台的集中展播，进一步提升了精品力

作的覆盖面。2022 年 5 月，全国首家“广播剧

场”频道在“学习强国”辽宁学习平台正式上

线。这个频道以广播剧、海报、现场访谈等全

媒体形式，打造广播剧目、广播评书、有声阅

读和音频直播、音频剪辑等声源艺术的互动

“云平台”，成为融媒时代广播剧传播新平台。

二、广播剧“云创作”模式的价值与意义

（一） 注重“互联网+”，用互联网思维统领

广播剧生产、创作及传播全过程

重视互联网思维的说法，虽然是老调重弹，

但仍然需要不时提醒，互联网思维不是挂在嘴

上，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上，落实在具体作品和

节目里。用户至上、体验为王、免费的商业模

式和颠覆式创新，是互联网思维的 4 个核心观

点。只有具有互联网思维，才能更好地谋求创

新与发展，这是所有行业都要面对的课题，广

播剧人也不例外。比如，快速反应能力就是互

联网思维的本质之一。《凡人小林》 的 72 小时

制播，响应速度都非常之快，特别适合当时的

战疫环境和氛围。

面对疫情大考，广播剧人紧急启动应急机

制，多地协同联动制作，线上线下融合传播，

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众多抗疫主

题广播剧的背后，我们大多能看到用户思维、

社会化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等互联网思

维发挥的作用及影响。

（二） 探索广播剧的可视化，打造音视频俱

佳的文艺精品

对于广播剧来说，声音艺术始终是第一位

的，配视频是一种辅助手段，属于媒介形式的

融合，更有助于全媒传播和扩大影响。发掘声

音的魅力，用广播剧再现抗疫感人故事和典型

人物，充分体现了广播剧人的使命担当。

让传统的听广播，变成音视频共享，既有

一种全新的感觉，也有利于形成广播作品的全

媒体传播。从“听见”到“看见”，可视化已经

成为广播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北京、南

京、宁波等地的一批广播节目进行了很多的实

践和探索，力求转型成为技术和模式融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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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和画面并举的新型广播。⑥充分运用新技术、

新手段，打造可听、可看、富有感染力的广播

剧作品。有了视频加持，广播剧的传播模式更

加多元，节目形态更加丰富，不仅增加了可看

性，也有利于增强互动性。

广播剧的可视化是传统广播剧创作进入全

媒体时代的探索创新。通过二次创作，适应了

广播剧在多平台传播的需要，受众在收听、收

看时可以更好地把握故事情节和内涵，既弥补

了传统广播传播的不足，也克服了新媒体产品

浅层阅读的缺点。⑦音视频广播剧为用户提供了

沉浸感，更有利于传播手段及形式的拓展、延

伸，实现多终端发送、多平台传播，提高触达

率，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三） 实施传播的全媒体化，营造融媒传播

的叠加效应

在突发性事件中，广播剧等文艺作品既是

对新闻报道的有效补充，也是对现实题材的思

考表达，更有贴近性、吸引力、感染力，更能

引发共情共鸣，传播核心价值观。非常时期，

广播剧从较长制作周期向快节奏快时效转变，

从原先的集中演播到线上统筹，隔空录制、隔

空制作，跨地域生产合作。从选题策划、内容

生产、制作播出等各个环节的分工、配合、协

作、融合，进行了有益尝试，形成了一套良好

的运作体系，可谓反应灵敏，运转高效。虽然

低成本，但是质量高。通过互联网聚合资源，

在线上构建一个“无接触”“不见面”的全流程

互动协作空间，在云端“隔空”演播，并调动

广播所有的元素和技术、手段、渠道等融合，

展现了相当给力的效果。

广播剧走向全媒体化，遵从互联网传播规

律，将声音元素从传统型的广播传播进化为适

合融媒体平台传播的声视传播体系，为广播剧

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声视传播的创新路径，有利

于形式多元化、传播渠道多平台的呈现。广播

剧以台、网、端、微、抖等全媒体矩阵为主阵

地，实现大小屏联动、全平台传播，融媒传播

的整合效应、叠加效应，展现了无穷魅力。

（四） 推进融合创新，不断拓展广播剧新业

态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众多广播剧人

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优势，不断融合创新，

在疫情防控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生动讲述抗

疫故事，全面展现抗疫精神，打造了一系列融

合式、沉浸式的广播剧精品，营造了强信心、

暖人心、聚民心的良好舆论氛围。抗疫主题广

播剧对传统制播模式的突破，“可视化”的探

索，以及在传统端、新媒体端所取得的不俗成

绩，也让广播剧人从中看到了继往开来、传承

创新的希望和活力。

“构建线上线下共融的新模式，对媒体来说

不只是一种传播和运营手段的更新，而且还可

能成为生存发展之道，不能小觑其作用。”⑧应

用新技术，拓展新业态，相信随着新技术、新

应用与广播剧在形式、内容、方法、手段等方

面的融合，广播剧的生产方式、传播模式、变

现路径都会不断有新突破。

可视化赋予广播剧新颖时尚的全媒体气质，

满足了用户听觉、视觉及互动的需求，拓展了

广播剧的传播渠道和吸引力，可以让收听收看

率转化、扩大为流量。通过流量变现，成为新

的盈利模式。发展“耳朵经济”“注意力经济”，

将广播剧改编成舞台剧、微电影、短视频等探

索，也是不错的路径选择。

三、结语

抗疫背景下的广播剧生产方式及其价值呈

现令人欣喜。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融媒体时

代，广播剧的制作手法、传播方式都在发生改

变，唯一不变的是广播剧人的职责使命与担当，

以及与时俱进的自觉和坚守。广播剧要结合新

技术、新应用，获得新赋能，借助新理念、新

形式，提升传播力；通过新渠道、新平台，扩

大影响力。不断改变传统的理念、节目生产方

式和运作流程，把最优质、用户感兴趣的广播

剧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推送给受众。

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广播剧的创

新无处不在，无论是策划、编剧、演播、制作、

传播等，相信都会有一个美好的前景，令人期

待。

参考文献：

①《微剧不微——沈阳原创基地云创作

“抗疫系列微剧”致敬城市英雄，歌颂英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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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版权资产的重要性，浙江广播电视集

团 （以下简称“集团”） 早有认识。近年来，

集团多次提出“版权资源是集团转型升级的重

要战略资源”“要让版权资源跑起来、活起来”

等重要阐述，2022 年更是把版权运营纳入集团

数字化改革的应用跑道。浙江广播影视资源中

心 （以下简称“资源中心”） 深化落实集团关

于加强版权管理工作要求，以全媒体时代广电

内容资源的管理模式、版权管理、机构设置、

系统架构、资源配备、运营开发等为课题，对

北京、上海、广东等多家广电同行进行调研。

笔者结合集团现状，对集团内容资源版权管理

和运营进行了思考。

一、国内头部广电同行内容资源版权管理

运行现状

节目内容版权价值日益凸显，已成为公认

的可深度开发的“厚利润区”，国内头部广电媒

体早已嗅到节目内容版权的巨大价值，并逐步

利用版权内容优势，扩大版权效应，建立健全

版权开发产业链，逐步实现“资源—资产—资

本”的蝶变跃升。

一是设有明确的版权资产管理职能部门。

当前，国内广电媒体版权管理大多处于摸索和

模式构建的发展阶段，但有的版权管理理念已

牢固树立，管理组织架构比较成熟。原中央电

视台于2004年设立版权管理部并开发建设版权

信息管理系统，是国内首家推行内部版权管理

的广电媒体。“中央三台”整合后，负责中央电

视台版权内容资源的中央音像资料馆升格为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5 个中心平级的正局级内设

机构；上海文广集团于2009年正式成立国内地

方媒体中首家版权专门机构——上海SMG版权

中心。2014年，为实现版权价值最大化，SMG

原版权中心与媒资管理中心两个部门合并，成

立了“版权资产中心”，以“集中归属、统一管

理、归口经营”为关键点和突破口，负责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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