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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经纬

广播是一种作用于听觉的媒体，它直接对

听众的听觉产生作用。基于生理学和心理学，

人们可以通过声音联想到发出声音的场景。优

秀的广播新闻通过充分的音响艺术运用，唤起

听众的视觉想象。把听众带进新闻的第一现场，

让广播新闻更加真实、生动、感人，是每一个

记者追逐的目标。作为广播媒体最主要传播手

段的声音，与电视媒介相比有其局限性，但如

果在录音报道中利用好实况音响，充分发挥其

真实性和生动性，广播媒介的优势也是明显的。

优秀的广播录音报道具有真实自然、现场感强、

内容典型、音响质量和音效好等特点。在进行

新闻广播时，要注意发挥音响的作用，注意选

取那些充分体现新闻内容、唤起听众视觉感的

典型音响。

一、以声动人，注重听觉感受

巧妙运用音效，以丰富的声音表意，交织

出动人的声音拓展表现空间，引发受众无限遐

想，这是广播的特色和优势。广播的线性传播

特点又决定其在传播过程中稍纵即逝。这就要

求广播作品的采制方法要为听觉服务，让受众

感受到声音陪伴的轻松和满足。

中国之声特别记录节目《听见》，用声音记

录我们的时代，记录人生旅程中的种种冷暖悲

欢。今年 5 月 1 日劳动节前夕，中国之声广播

特写专题节目 《劳动温暖时光》“79 岁修表师

傅修表一辈子：眼前的日子就是最如意的日子”

在《央视新闻》《新闻纵横》《新闻进行时》《新

闻晚高峰》等节目中播出。老先生半个多世纪

的坚守，正是“大国工匠”的精神内核。全篇

报道9分半，以於嘉和师傅口述、客观记录和

历史音响还原等多元声音向受众娓娓道来他一

生与钟表的故事，全文贯穿两条脉络，他的人

生线和钟表的兴衰史。於嘉和年少时期与钟表

结缘、师从父亲、上世纪50年代，於家一家经

历了一段辗转艰辛的生活，先是到安徽农村，

后来兜兜转转来到浙江宁波，那是青年於嘉和

记忆中最黯淡的一段岁月，然而照亮那段日子

的仍然是手里拆了装，装了又拆的手表。后来

随着改革开放浪潮袭来，中年於嘉和迎来了自

己的高光时刻，他有了自己的“钟表店”，顾客

盈门、生意兴隆，那时候其他人的工资只有40

块的时候，他每月可以赚到100块，这是让於

嘉和至今仍引以为傲的数字。然而2000年后，

随着电子表、石英表、进口表的涌入，再到手

机的普及，戴手表的人越来越少，生意差的时

候，於嘉和也从没想过转行。他说，做到老，

学到老，几十年前的手表要会修，今天的新手

表也要能修好，“原理都差不多，用些心思，总

能琢磨清楚。”

录音报道全篇运用大量音响贯穿，180 分

钟的全现场录音为广播专题节目《79岁修表师

傅修表一辈子：眼前的日子就是最如意的日子》

奠定了坚实的“声音”基础：清晨的老街开门

迎客、邻里交谈、拆装手表与工具之间碰撞的

叮叮当当，上百块老手表展示及背后的一段段

感人故事、老式钟摆在店里滴滴答答的回荡等

等。原汁原味的录音营造了真实可感的氛围，

极富画面感和感染力。采访录音和同期声增强

了现场感和代入感，让受众如同身临现场“面

对面”交流。

二、记者需对现场音响保持敏感性

运用现场音响让听众感知新闻现场，能够

唤起广播新闻的视觉效果，发挥广播新闻的独

特作用。尤其是个性化的典型音响有助于说明

事实，表现主题，并可加深听众的印象。在现

场捕捉典型音响，很多时候来自记者的新闻敏

感性。典型音响是指那些直接或间接体现主题

现场音响在广播新闻中的艺术魅力现场音响在广播新闻中的艺术魅力
唐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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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并被采录下来的声音。与主题不相干的声

音，不管采录与否，都不能称为音响；与主题

有关的声音，如果没能录到，也不能称为音

响。记者要有一对灵敏的耳朵，在众多声音中

挑拣典型声音。比如，钟表店其实是一个单一

的场景，一位老人坐在店里修表，不可能随便

录点声音就收工。在一个关于展示“老表”的

采访中，记者跟随於嘉和的脚步走进后屋仓

房，那是一个狭小拥挤的房间，不足 5 平方

米，一根线拉一下，微乳的橘黄色光亮了，在

那里我们找到他的“宝藏”——5 大盒手表。

打开盒子，里边不少手表指针还在转动发出滴

答滴答清脆的声音，每个“老表”背后都有一

段被尘封的记忆。这样的音响也就成了录音报

道中的典型音响。这些足以看出一个老人对手

表的一生的钟爱，上百块手表里充满了上百个

家庭的冷暖故事。这时就要靠记者去倾听和发

现，再配上相关的文字来烘托现场环境，既真

实生动，又向听众展示了一个立体的、活动的

场景。

三、事前做好充分准备

现场音响具有很强的真实感和现场感，想

让听众跟随音响走进新闻现场，就必须运用好

现场音响。现场音响可以起到文字起不到的效

果。怎样录好现场音响是个技术性问题，也需

要一定的经验。比如，带两部采访机录制现场

声音，一部用于采访，一部搜集现场“突发”

的音响，以得到满意的效果。很多录音是必须

一次完成的，不能补录，尤其是那些有特点的

现场音响都是瞬间完成的，所以每一次音响采

录都要认真对待。一定要事先做好充分准备，

如检查录音机是否完好，电源是否充足，话筒

插孔位置是否正确。记者开始采录时就要进入

临战状态，避免到时慌了手脚，造成音响采录

失败。

四、在新闻和专题节目中音乐的运用

音乐语言是一种特殊语言。它的内容丰富

多彩，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它可以抒

发人们复杂的思想感情，可以描绘色彩斑斓的

大自然的奇妙景观和千变万化的神奇，甚至那

些难以用文字和有声语言表达的思想感情或自

然景观都可以通过音乐语言完美地表达出来。

和文字语言一样，音乐语言的表达同样要求思

想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和谐统一。它是充分表达

节目内容和渲染氛围、调动情绪的，让人们通

过音乐更深刻地理解节目所体现的丰富内涵和

悠远的意境。在新闻或是新闻专题节目中，音

乐的运用更要注重与新闻事件本身及新闻背景

相协调。它扮演着穿针引线的角色，具有承上

启下的功效。比如，我们在做《修表师》的专

题时，“上世纪50年代，於家一家人经历了一

段辗转艰辛的生活，”一开始在一段深情低回的

音乐压混下，一个女生用道白式的语言叙述：

“那是青年於嘉和记忆中最黯淡的一段岁月，照

亮那段日子的，是手里拆了装，装了又拆的手

表。”随后，音乐一转，“向光前行，终会迎来

光亮。改革开放浪潮袭来，宁波的柴桥老街，

商铺林立，一片繁荣。每逢农历‘一、六’是

大集市，每逢‘三、八’是小集市，周边的郭

巨、大榭、霞浦等四邻八乡的百姓都会来柴桥

老街赶集。也是在那个时候，於嘉和有了自己

的‘钟表店’。”每个部分之间的间乐和节目结

尾选择了表现老人人生长河的歌曲“那时的潮

流”“惠化洞（口琴版）”等，不仅与节目内容

十分贴切，也突出了新闻人物的形象。节目播

出后受到同行和听众的普遍好评。当然，要做

到熟练精巧地运用音乐语言还有很多具体的细

节，比如在哪个音节扬起，在哪个音节说话等

等，都需要不断摸索和积累经验。

总之音乐语言是我们广播节目不可或缺的，

我们应当加强学习和实践，让音乐语言在广播

节目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五、结语

追求广播新闻的视觉效果还有很多的手法

和技巧，诸如用生活真实的声音记录生活等。

无论是什么样的手法和技巧，都要做到和内容

相适应，都要体现出广播的特点。只有这样才

能被听众接受和认可，才能巧妙地使声音变成

影像， 使广播新闻更加真实、生动、感人。最

大限度地发挥音响优势，淋漓尽致、恰到好处

地发挥音响的特长，将广播新闻所特有的报道

形式做好，同样可以让广播新闻呈现录音报道

的美学价值，具有不一样的魅力。

（作者单位：宁波市北仑区传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