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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波流转

夏至午后，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疗
愈、希望、爱——《无声合唱》新书分
享会”现场，作者李博和张咏被两位来
自河北廊坊的女孩子围住，不只是要求
给她们新买的书《无声合唱》签名，最
要紧的是询问“怎么才能联系上现在的
无声合唱团，我们很想为他们做事”。
她们原本是来学习和分享健康烘焙的，
结果一下午都在听李博和张咏谈《无声
合唱》的创作过程，讲无声合唱团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

传达人类共通的情感

2018 年秋天，我认识李博的时
候，他和张咏发起的无声合唱团已经成
立 5 年了。2013 年 11 月，北京青年画
家李博和厦门音乐人张咏，倾尽钱、时
间等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资源，为一群
广西凌云大山里的听障儿童组建合唱
团，和老师、志愿者一起，用了近5年
的时间，让这些先天失聪、不会说话的
壮族、苗族、瑶族孩子唱歌，带他们走
出大山参加厦门、成都的音乐节，并应
邀来到北京，登上最高音乐殿堂。

我们花了 3 个多月的时间，在广
西、成都、北京跟随采访，把李博、张
咏和听障孩子们的故事做成了广播特写

《无声合唱团》。
2019 年 5 月 10 日，广播特写 《无

声合唱团》 获得了欧洲广播联盟第 23
届麦鲁利奇国际广播节麦鲁利奇奖。当
日，央广网《总台央广节目喜获麦鲁利
奇奖 各国评委：中国故事很暖心！很
震撼！》是这样报道评奖现场的：“《无声
合唱团》播放完毕，现场一片寂静，之后，
响起热烈的掌声，很多评委表达了他们
从中感受到的力量、快乐和思考。大家
说，这部作品不存在东西方差异，传达的
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和理念。李博和张咏
的坚持让他们很尊敬。作品中呈现的善
良美好，兄弟情谊，孩子、家长、观众的愉
快心情，还有合唱改变孩子命运、家庭状
况的结果，令他们深深感动，这是一部非
常震撼的作品。”评委会主席说：“这是第
一次，中国的广播特写得到这么多关
注、这么多共鸣。”

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 2005 年
参与这一比赛以来获得的最高奖次。

同年11月21日，第56届“亚洲—
太平洋广播电视联盟大奖”颁奖典礼在
日本东京举行，《无声合唱团》获得了
被誉为“大奖中的大奖”的“亚广联视
野奖”。评委给《无声合唱团》的评语
是：这个广播特写讲述唱歌对于听障孩
子的非凡意义。同时，这个故事也在告
诉听众决不放弃的重要性。这个节目符

合所有标准包括今年的主题“勇往直前
（moving forward）”。

广播特写《无声合唱团》除了在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分 4 集）播
出，还应邀在塞尔维亚国家电台、美国多
家中文电台、联合国广播电台播放。当
年，我还收到一位“失联”10多年的美国
诗人、广播特写大家派克（Pejk）的邮件：

“我在获奖名单里看到了CNR（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的英文缩写）……我想你可
以让我听到这个被同行认为是今年最出
色的广播特写！”我立刻发去了完整节目
音频和英文译稿。

感受双向奔赴的美好

我知道，《无声合唱团》之所以获
得两个国际大奖，是因为李博、张咏和
孩子们的故事本身撼动人心。记得5年
前的那天，我给李博发出的第一条信息
是这样写的：“我知道您和张咏不愿意
接受采访，我们会用最不打扰你们和孩
子们的方式去记录。我只想让外国人知
道：我们中国有这样纯粹的人，这样美
好的人，这样纯粹的美好的可爱的人！”

《无声合唱团》的独特之处是，还
原了这个持续了5年（且一直继续到现
在）的故事的本质：李博、张咏、志愿
者“小花”们和大山里的听障孩子因偶
遇却长相知，他们互相尊重，彼此珍
爱，相互治愈、互相滋养，一起面对误
解、克服困难，共同成长，共同创造了
美好的艺术，感动、安抚并激励着听到
的人们。我希望听众朋友感受到的是这
样真实的、自然的、双向奔赴的美好。

许多听众告诉我，李博有段话特别
让人感动并思索：“我们是用所学到的

艺术方式去展现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声
音就是艺术。和这些孩子接触后，我才
发现艺术可以做更多的事儿！可以和这
些孩子一起去寻找自由，去建立两个世
界（有声和无声）的平等和沟通。”

李博、张咏和“小花”们的无声合
唱团到今年11月就11周年了。他们一
直在持续地“倾尽所有”。我被他们的
坚持深深感动：做他们这样的公益真的
是太艰难！李博说：“是太难！但真正
在做公益的是这些孩子。孩子们的歌声
治愈、鼓励了每一个听到的人！”

延伸真挚朴素的愿望

我明白，让更多的人听到这样的声
音，这样的艺术，是李博、张咏和“小
花”们坚持做到现在的内在支撑。

这本绘本，延伸了我们的愿望。
我想象着爸爸妈妈或是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舅舅叔叔、姨妈姑妈，抱着
挚爱的孩子，看李博这位 16 年前就蜚
声中外画坛的当代青年画家，用4年时
间创作的一幅幅画，讲述他和张咏以及

“小花”们与广西凌云大山里听障孩子
们的故事，扫描二维码，听他们的无声
合唱……

那是一个个多么美好的景象。
行笔至此，我心中升腾起对国际儿

童读物联盟前主席张明舟先生、小活字
顾问唐亚明先生的衷心感谢。张明舟先
生是广播特写《无声合唱团》的第一位
听众，是他提议把这个广播节目变成绘
本。这种跨界的想法超出了我的思维。
为此，他特意联络身在日本的唐亚明先
生。我清楚地记得5年前在小活字时尚
而文雅的办公区和唐亚明先生相见的场

景。当时，唐亚明先生听完我们的节
目，含泪对李博说：“你自己来画！你
是画家呀！你自己画画来讲这个故事！”

李博用了1年时间阅读了100多本
国内外优秀绘本，研究寻找自己的创作
方式，又花了3年时间创作，用画面讲
故事，把声音变成了文字，变成可以触
摸的、抱在怀里的绘本。

我一直在关注他的创作。作为年少
就成名的国际知名现代艺术家，李博为
这个绘本创作的画作和无声合唱团一样
震撼人心，孩子能看懂并被吸引，大人
会从中“读”到更多！

绘本《无声合唱》的编辑王子豹在
当天的活动现场分享了产生这种阅读效
果的“秘诀”：“这是我接触过的创作媒
介最多的绘本！大多数绘本作者在一本
书中使用的创作媒介往往是一种，而李
博在 《无声合唱》中使用了9种媒介，
包括综合材料 （绳子盘成的肌理+绘
画）、岩彩、素描、拼贴、摄影、丝网
印刷、油画、数码板绘、铜版画。绘本

《无声合唱》的每一页画面的呈现方式
是跟着每一页内容走的，内容适合什么
样的呈现方式李博就用什么样的呈现方
式去做画面。李博说，材料本身是一种
语言。在我的理解里，不同的媒介代表
了他画面中那一段经历里他的情绪、心
境与思索。在设计师新保韵香的努力
下，媒介不同、个性迥异的 20 多张画
合成了一本书，再一次让我惊叹平面设
计与书籍的神奇。”

李博在分享图书创作的过程中我发
现，原来我以为自己早已看懂的画面里
还有更多丰富的、深刻的内容。比如第
3页，整整一页是9个话筒，这是我最早
在他的画室看到的绘本原画。李博是用
天然的石青与人工磨制的金颜料创作
的，话筒的金色采用唐卡绘画的黄金磨
制方法，用金箔与牛骨胶、水反复研磨所
获。但在分享现场我才知道，看上去一
模一样的话筒其实每一个都是唯一的、
独特的，每一个话筒都是由不同的图案
构成的，月亮、爱心、皇冠、钻石、骷髅、手
语符号，各种各样图案的话筒代表了李
博、张咏创办无声合唱团的一种理想状
态——所有的声音都可以被听到。

广播特写《无声合唱团》变成了原
创绘本《无声合唱》。抱在怀里读、细
看；闭上眼睛听、想象。多少年后，长
大的孩子还会突然感悟到小时候没有读
懂的内容。现在和将来，相信更多的读
者会被这样的艺术感动、治愈、激励。

最后，用张明舟先生的话结尾：“这
本书一定会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

（作者系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学会秘书长）

《无声合唱》：从广播特写到原创绘本
□李宏

在融媒体时代，网站、手机移动端
等网络媒体融合了传统媒体的文字、音
频、视频等特性，不断挤压传统媒体的
生存空间。传统广播媒体只有通过自我
改变，探索音视频融合传播的新样态，
才能在新媒介生态中获得生存和发展。

当前，各广播媒体大多建立了属于
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客
户端、网站等新媒体矩阵，但是，从传
统音频向音视频融合转型，并不只是简
单的渠道叠加，而是要精准把握受众在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需求、审美需要和情
感价值认同，以互联网思维生产适合互
联网传播的新媒体产品。

同时，修炼好新闻工作的基本功是
提高新闻业务水平、锻造新闻职业精神
的永恒要求，融媒体时代仍要重视提高
新闻策划和采写能力，进而提升短视频
生产水平，推动广播可视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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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更是互联网受
众追求的最基本的审美价值。新媒体时
代是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传统
单向传播被双向传播、多向传播取代，
传统的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收者的格局
被打破，人人都可以是传播者。在众声
喧哗之下，主流媒体记者存在的价值就
是深入现场，用专业的报道把新闻现场
的真实感带给受众。

离新闻现场越近，离真相就越近，
报道的感染力就越强。融媒体时代的信
息传播渠道更广，速度更快，受众获得
信息的手段也更加便利，这更要求记者
要第一时间身临现场，敏锐发现新闻
点、精妙策划报道角度、挖掘鲜活细
节，用充满现场感的画面和平实、准
确、有感染力的语言，及时地呈现新闻
现场最新动态，第一时间做大做强主流

舆论。近年来，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播以践行“四力”为抓手，坚持修炼新
闻工作内功，提升短视频生产水平。

在今年3月开始的广西体育走基层
报道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短视
频报道团队深入广西各运动项目中心，
采访报道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5年
全运会的备战情况。首先，在走基层强

“脚”力的同时注重在策划上强“脑”
力，改变过去只报道运动队近期成绩和
备战目标的旧思路，创新以普通受众视
角，关注不同项目运动员的训练内容、
展现各项目运动员训练生活的酸甜苦
辣、普及各项目营养膳食、防伤防病以
及大众健身等受众感兴趣的话题，提高
了受众对报道的关注度。其次，注重强

“眼”力，通过现场仔细观察，敏锐捕
捉鲜为人知、体现运动员顽强拼搏精神
的感人细节作为报道切入点。最后，在
强“笔”力中，精挑细选在采访中出现
的接地气、有感染力、有个性的生活化
语言，作为短视频报道的同期声，增强
受众的情感共鸣。例如，在采访国内摔
跤界“王者之师”广西摔跤队时，记者
通过现场观察发现，摔跤运动员多数都
有“摔跤耳”，这是因为运动员长期练
习摔跤需要在地面上翻滚导致耳朵软骨
受损增生，耳朵轮廓逐渐消失。记者当
即确立以此震撼的细节为报道角度，深
入采访教练员，挖掘出“摔跤耳”正是
摔跤运动员有血性、打不垮、敢胜利的
见证。记者用手机拍下有着“摔跤耳”
的运动员一次次重重倒地又坚定地爬起
来的感人画面，并把教练员在采访中自
豪地说出的“一般专业练摔跤的运动员
都有摔跤耳，摔跤耳就是勇士的象征，
一般练格斗的看见有这种耳朵的都不敢
惹”这句有血有肉又自带幽默的话语，
一起通过短视频呈现给受众。这条短视
频在新媒体平台上获得超过 1400 万的

总浏览量，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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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是指新闻作品对于社会要具
有积极向上的意义和影响。短视频产品
也要向社会传播正能量，无论是选题还
是表现手法都要积极向“善”，把“正
能量”做成“大流量”。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短视频
的选题策划上重视关注生活中的凡人善
举，注重从普通人的视角诠释对亲情、
爱情、友情以及家国情怀的理解，弘扬
人间至善，讲述身边平凡人的感人故
事：火灾发生时紧急出动的消防员、放
学路上男童触电落水时挺身而出的电信
职工、交通事故发生时鼎力相助的“最
美路人”，以及新冠疫情期间免费为疫
区护送“爱心蔬菜”的退役军人等，这
些凡人善举也是社会热点新闻，通过短
视频在互联网上传递出普通人的真情，
给人以温暖和感动，使受众在感动中获
得了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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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扬善最终是为了发现和传承
美。所谓始于观感，终于情感，人们的
心里都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短视频生产要抓住生活中“美”的瞬
间，呈现自然美、人性美、文化美，让
受众获得美的情感体验。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逢春
节、清明、端午等传统节日，都会策
划推出文化类短视频产品，如“想当
年——广西春节记忆”系列短视频，
呈现出年糕、古法豆腐、芭蕉香火龙、
酸鱼、凤鸡等各地春节美食及民俗，一
个个充满年味的画面既撬动了受众的味
蕾，也展现出民俗文化之美；“童声诗

会”系列短视频，由广播节目主持人带
领少年儿童朗诵中华诗词中关于清明节
的诗歌，让受众在手机上一边观看主持
人和少年儿童在录播间深情朗诵的真实
场景，一边通过短视频的字幕感受诗词
内容所表达的中华文化之美；“壮乡端
午粽飘香”系列短视频，用画面聚焦广
西的灵山灰水粽、合浦“七龙珠肉
粽”、防城港“红蓝粽”、南宁苏木灰水
粽等传统粽子制作工艺；文旅推介系列
短视频则由广播节目主持人出镜拍摄，
沉浸式体验各地网红景点，展现旅游景
点的自然风光之美和历史人文之美。

传统广播只有声音，没有画面，
传播技术的变革为广播深入推进媒体
融合，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创造了机
遇。转型路上，在打造短视频内容的
过程中，广播媒体要善于利用互联网
思维，强化“网”感。首先，在选题
内容上精选能够引起受众情感共鸣、
审美一致和价值认同以及满足受众信
息需求的内容，比如贴近性强的民生
热点和突发公共事件等。其次，拍摄
手法要符合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属性。
比如画面用竖屏拍摄、同期声选择生
活化的语态、拍摄角度选择“路人视
角”等，更符合互联网受众追求真实
感、快节奏、高信息密度、语言生活
态以及文案陌生感等审美趣味。再
次，善用设置悬念、反转叙事、标题
吸睛、大号字幕、网络热词等互联网
流行的表达方式，这些都是部分爆款
短视频能够刷屏“出圈”的因素。

当然，更重要的是，传统广播创
作团队要在选题策划、报道角度挖
掘、现场细节观察、报道冲击力和感
染力打造等方面持续练好基本功，不
断提升短视频产品的传播力、影响
力、公信力，让广播在新媒介生态中
焕发勃勃生机。

提升短视频生产水平 推动广播可视化进程
□彭龙

随着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
视局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中心制
作的4集广播剧《守护中轴线》近日在北京
文艺广播《广播剧场》的播出，听众也跟随
其讲述置身于上世纪40年代的北京。该剧
讲述了中国营造学社的一群建筑师，在日本
人的眼皮底下，历时近4年，将北平中轴线
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的所有重要建筑一
一测绘记录，绘制成704幅实测图纸的真实
历史故事，展现了民国时期北京知识分子家
庭的家国情怀，以及北京建筑工匠和普通市
民的抗日群像。

“2021年起，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开始
启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也在挖掘这方面的
故事，想用广播剧的形式去呈现。”《守护中
轴线》制作人、剧本编审徐然告诉《中国新
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经过大量的资料阅
读和整理后，“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
历史故事。”

700余幅图纸的背后

建筑大师梁思成曾这样赞美北京的中轴
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
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
空间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
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

然而，中国古建筑以木构为主，“一炷
香上飞溅的火星，也会把整座庙宇化为灰
烬”，更经受不起战火的侵袭。梁思成、林
徽因等中国营造学社的建筑师们，从上世纪
30 年代起，就将包括中轴线建筑在内的华
北地区的古建筑逐一测绘，留存真迹，以防
不时之需。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营造学社南迁李
庄，这项测绘工作被搁置下来。祸不单行，
这批存在天津银行里的测绘图纸，因为天津
水灾遭遇不测。留守北京的中国营造学社成
员担心北平建筑瑰宝遭到战火破坏，决定
克服重重困难，重新测绘中轴线古建。抗
日战争时期，他们历时 4 年，完成了测绘
工作，传承了中国传统建筑工艺。这是北
京建城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中轴线
上包括故宫在内的古建筑进行全面测绘。他
们留下来的实测图纸，成为上世纪40年代
中轴线古建筑最完整、最翔实的记录，也为
当下北京中轴线世界遗产申遗文本的编制提
供了历史依据。

“虽然中国营造学社留下了 700 多张图
纸，但是测绘背后的故事却少有记录。”徐
然表示，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建筑师们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深深地打动了他和团队，他们
决定将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广播剧的
形式创作出来，告诉今天的听众。“山河破
碎之际，很多人自顾不暇。而他们还担心着
中国古建筑的安危，还想要尽自己所能，在
沦陷的北平城里，留存中国古建筑的工艺。
这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以“建筑一家人”勾勒群像

徐然介绍，该剧采用虚实结合，大事不
虚、小事不拘的形式，取材于现实，又进行
了艺术化的创作。剧中讲述了一个建筑家
族，相当于两辈建筑人，接力测绘中轴线古
建、留存古建筑工艺的故事。

“因为是广播剧，只能用听觉手段来展
现，所以没法展现中轴线视觉上的美感。”
徐然说，“我们选择了塑造人物、刻画人
物，用这些建筑师舍生取义守护中轴线的义
举来衬托出中轴线的壮美，展现中轴线的伟
大意义。”

剧中主人公朱世昌作为京城名流，拒
绝了日本人所谓“亲善”政府当官的邀
请，说服了想要带全家人离开北平避难的
女婿张名博和女儿朱冬梅，全家人留在北
平。这个建筑家庭，克服了财力、人力、
舆论等重重阻挠，为中轴线上的北平古建
筑留下了数百份测绘图纸，保留了中国古
建筑的建造工艺。

“女婿张名博虽然之前有过犹豫，但是
最后还是义无反顾地加入测绘工作中；女
儿朱冬梅本身是一位建筑摄影师，后来也
加入了这个测绘的队伍。加上朱世昌，这
几个人物构成了‘建筑一家人’，也构成了
一个当时爱国建筑师的群像。”徐然说。

广播剧是只有声音的世界，为了提升
听众的沉浸感，这部剧在音响设计上做了
一些风格化的处理。比如，采用了“数来
宝”的旁白形式；多位北京人艺、国家话
剧院的北京籍演员参演让对白充满了京腔
京韵；钟鼓楼的鼓声、鸽哨声、黄包车铃
声、大前门熙熙攘攘的叫卖声营造了浓郁
的京味儿；军靴、军械的金属音效，枪
声、军车轰鸣声的加入，也让抗日战争时
期的北平更加具体可感。

现在的中国正走在全面复兴的道路上，
北京中轴线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今天
的建筑师们也在进行中轴线古建筑的保护工
作，这与80多年前的建筑师们保护中轴线
的初心是一致的。正如徐然所说，“我们在
80 多年后把这个故事从历史中找寻出来，
讲给更多的人听，正是想要唤起大家对于中
华文化的自豪感。”

广播剧《守护中轴线》：

再现北平建筑师的坚守
□本报记者 杨雯

来自河北廊坊的小读者找到《无声合唱》作者李博（左二）和张咏（右二）签名留
念，并希望能为无声合唱团尽绵薄之力。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