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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静

广播剧 《骆驼湾的笑声》 以习近
平总书记 2012 年到阜平县骆驼湾村
视察，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进军
令为创作背景，描写了骆驼湾人转变
脱贫思路，通过流转土地、发展产业
盘活本地自然资源，实现了从人均收
入不足千元到摘掉“贫困帽”的发展
历程。

骆驼湾的人物和故事不仅蕴含
着“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的
现实题材创作的情感价值，同时也
承 载 着 革 命 文 化 底 色 中 “ 河 北 故
事”在历史坐标中的厚度和重量。
作品紧紧抓住了故事发生地“老区+
山区”的特殊性，对厚重的革命文
化和现实的生活困境给予了双重聚
焦，在每一集中都充分运用历史与
现实的对比与互文关系，积蓄了充
沛的故事张力。

在讲述张武毅回乡创业时，同
时展开的还有阜平作为老区“以 9
万人口养育 9 万子弟兵”的光荣与
壮丽，以及作为深度贫困县人均年
收 入 不 足 千 元 的 困 难 与 紧 迫 。 因
此，当骆驼湾脱贫攻坚的号角响彻
河北大地时，历史与现实交汇碰撞
出的不仅仅是河北改革发展中一时
一地的记录，同时也反映出国家和
人民对于革命老区的深沉情感。“我
们不能让老区人民过去流血，今天
还流泪”，这是以骆驼湾村第一书记

黄秀格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于革命
老区脱贫工作在使命和情感上的双
重担当。

在 对 时 代 先 锋 的 描 写 和 讴 歌
中，如何用艺术的手法呈现现实中
动人的故事，用真情实感打动人，
对于现实题材创作而言是一种“难
度”。靠养红棕鱼起步的张武毅，在

“又开工厂又开矿”时，积极响应政
府号召，回乡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如何消除父老乡亲的误解和质疑，如
何争取家人的认可和支持，是作品必
须处理好的情感逻辑。在《骆驼湾的
笑声》中，作者通过张武毅在音乐背景
下的回忆独白，打通了三层情感逻辑：
第一层是“人在千里，家在心里”的
乡土情结，使 17 岁离家打拼、从不
敢忘本的张武毅有回乡发展的强烈意
愿；第二层是高中成为预备党员、大
学毕业后创业拼搏 30 年的时光，让
他 积 累 了 宽 阔 的 视 野 和 丰 富 的 经
验；第三层是扶贫工作作为时代话
语，为张武毅的责任感提供了现实
语境。人物形象在缜密细腻的铺垫
中与骆驼湾的脱贫实践结合，转变
思维、发展实业、涵养生态、科技
扶贫、协调发展不再是扶贫工作中
的专用词汇，而是“养跑步鸡”“菌
菇养殖”“无人机驱赶黄鼠狼”“签
土地流转协议”等一个个有活力、
接地气的扶贫故事。

不仅如此，作者在人物塑造上注
意到了明暗线的合理分配，在实现人

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层次感的同时，完
成了不同历史语境中两代人对抗贫困
的经验碰撞和精神传承。作为张武毅
回乡创业的反对者和质疑者，张武毅
的父亲和倔头叔两个人物颇具代表
性。张武毅父亲是曾经对着党旗攥紧
拳头宣誓“拔掉穷根子”的老党员和
村干部；倔头叔也曾是胸怀抱负、年
轻时“两下广州”的热血青年。可
见，张武毅父亲和倔头叔的塑造，不
仅在情节上为张武毅、黄秀格、锁柱
等年轻一代奋斗者的实践提供了充足
的戏剧冲突和情节张力，同时也揭示
了他们作为老一代拓荒者，在经历了
各种挫折打击后，仍然没有放弃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此这种犹
豫、质疑的潜台词，恰恰就是脱贫工
作的坎坷与艰巨，它并不仅仅是一时
一地一代人的具体工作，而是依靠科
学规划、发展眼光和几代人坚持不懈
的终生事业。两代人在不同的历史节
点倾力奋斗，又因为新时期的历史契
机再次融合，两组人物形象明暗呼
应、轻重有序，同时为故事的发展穿
针引线，共同勾勒出骆驼湾发展史上
令人骄傲的脊梁。

广播剧作为以声音塑造人物的艺
术形式，演员们分别以浑厚、沧桑、
阳光等角色感十足的声色诠释了角色
的专属对白，不仅推动剧情发展，同
时与人物独白和音乐背景共同完成画
面营造，从而达到“声临其境”的艺
术效果。

□王卓维

“这里是中国时间，我们永不停
歇，我们分秒计算⋯⋯”歌曲《中国
时间》由陈涛作词，王备作曲，汤非
演唱。朴实无华的歌词，荡气回肠
的旋律，再加上演唱者汤非成熟大
气的嗓音，一幅描摹改革开放 40 年
的崭新画卷在人们眼前徐徐展开。

在管弦乐团的铺陈中，音乐的
大幕慢慢开启。演奏主旋律的铜管
乐器低沉鸣响，随着音量加大，气势
逐渐恢弘，鼓也澎湃着跟进，象征着
改 革 开 放 的 进 程 由 开 端 到 渐 入
佳境。

歌手汤非不疾不徐地唱起：“我
们不能让时间停转，我们让步伐再
快一点。”第一句，词作者便提出了

“时间”的概念，指出时间总是像流
水一样滚滚向前，我们要把握时间，
把握机遇，且让我们前进的脚步再
快一点，早日实现我们的理想和宏

伟蓝图。“40年我们奋力追赶”，经过
40 年的不懈奋斗，中国终于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昨天今天，
岁月留言。”40 年来的实践充分证
明，改革开放是一条正确之路、富民
之路、强国之路，今天所取得的成就
无疑是昨天的累积和升华，岁月的
留言，必定是丰富多彩、厚积薄发、
激情洋溢的。

主歌第二段与第一段结构对
称。“新城正舒展千年画卷”，描述的
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的
规划建设。如今，雄安新区已由顶

层设计转入实质性建设阶段，一座
绿色之城、智慧之城正在悄然崛起。

“嫦娥应见我灯火相连”，嫦娥
四号探测器成功发射以来，已经取
得重大发现。词作者陈涛的表述巧
妙而富有诗意，他从“嫦娥”的视角
来看中国的夜晚——华灯璀璨，流
光溢彩。从这个角度烘托祖国所取
得的伟大成就，信息量丰富。“地图
在变，每个星星点点，青春迎面，感
慨万千”，星星点点的变迁组合成祖
国大地的巨大变化。40 年来，最早
创业的一代人多已步入古稀之年，

可我们的事业依然是青春迎面，朝
气蓬勃。面对祖国取得的伟大成
就，我们禁不住感慨万千——无限
风光在中华。

歌曲进入副歌部分，第一句点
题，直抒胸臆。“这里是中国时间，我
们永不停歇”，“中国时间”作为“北
京时间”的延伸和深化，具有更广博
的内涵，也具有更广阔的时空。在
中国时间的界域里，既要保持我国
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又要建设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的任务艰巨，
我们的责任重大，必须争分夺秒、力

争上游，撸起袖子加油干。“百年的
机遇我唯有勇敢向前”，“两个一百
年”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
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擘画了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
表、路线图。在这样的机遇面前，我
们只有勇敢向前，只有砥砺奋进，才
能更好地为祖国作贡献。副歌第二
段，进一步强调“我们是中国时间，
我们一日千里”，指出中国时间的主
体是勤劳朴实的中国人民，我们在
以中国速度航行在世界经济的大海
上，“天地”都“为我缩短”了。具体

到实际的应用上，互联网、人工智
能、宇宙科技等，缩短了时空的距
离。我们的梦想，正在一步一步地
变成现实，“梦想的距离从没有离开
视线”，这是鼓舞人心的，也是凝心
聚力的。

间奏部分，铜管乐器再一次响
起，激昂的乐音犹如一条巨龙在神
州大地上空飞舞，显示了泱泱大国
不断进取的决心和勇气，显示了我
们终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
念和气魄。间奏结束后，歌曲从主
歌第二段开始重复，副歌反复两遍，
然后以非常规的结束句结束。整首
歌充满力量，充满阳刚之美，震撼
人心。

愿中华儿女在《中国时间》的激
励下，勇于奉献，勇于奋斗，开创更
加美好的明天。愿我们伟大的祖国
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汇聚起改革开
放再出发的磅礴伟力，坚定不移地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李延青

无论从改革开放 40 年来
中国钢铁工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角度看，还是站在新时代中国
钢铁人的生产生活状态和精神
高度看，王立新的长篇报告文
学 《多瑙河的春天》 都不失为
一部现实主义力作。

作品以别具匠心的艺术形
式和诗意灵动的文学语言，生
动形象地反映了河钢收购陷入
绝境的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
铁厂，使其起死回生、扭亏为
盈，实现再次振兴的历程。河
钢塞钢的成功，不仅是“一带
一路”倡议下，中国在中东欧
大项目合作中取得的可喜成
绩，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
年在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
取得的辉煌成果。透过作品我
们看到了，日益壮大的河北钢
铁企业整合优势资源，拓展海
外市场，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创
新型发展布局；看到了改革开
放 40 年来，中国钢铁企业技
术革新、运营成熟、资本壮大
的必然趋向；看到了中国钢铁
人乘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东
风，打造世界品牌的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坚定信念。作品通过
描写河钢的成功收购和河钢塞
钢焕发出的勃勃生机，为我们
呈现出一批敢为天下先，勇于
担当、甘于奉献的河钢英雄群
像，带领我们重温了改革开放
40年来河北钢铁企业波澜壮阔

的历史变迁。使读者从河钢走
向世界的步伐中，看到了中国
钢铁工业发展的历史必然。

很多优秀作家都有属于自
己的创作母题。正如高密东北
乡之于莫言，约克纳帕塔法之
于福克纳，钢铁工业无疑是王
立新的重要文学母题。从首钢
搬迁、曹妃甸建设，再到河
钢，他在这块园地上深耕细作
多年，收获颇丰。然而，河钢
塞钢这一题材对于王立新是一
次新的挑战。这一题材不再局
限于国内某个钢铁企业的建设
与发展，而是在大历史和新时
代背景下反映国际性钢铁企业
间的收购与合作，其中不只涉
及钢铁工业和企业的发展态
势，还触及大政方针的贯彻部

署、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国
内外钢铁企业的前世今生，以
及跨国企业的综合性战略布局
等方面。如何有效地整合创作
素材，在生活的基础上发散思
维，如何使文学性与经济学、
社会学、金融学乃至地缘政治
学知识有机融合在一起，既突
出“报告”的成色，又保证

“文学”的质地，成为摆在作
者面前的严峻课题。

值得欣喜的是，面对这一
挑战，王立新显然有着充分的
创作自觉。他不仅在创作前期
对河钢塞钢进行了积极认真的
采访、考察与调研，搜集了大
量的素材和资料，而且在创作
过程中不断深入思索，进行调
整、修改和打磨。用“十月怀
胎，一朝分娩”来形容他的这
次创作过程一点都不为过。他
巧妙地从西方古典乐中汲取创
作灵感，以乐章的方式搭建故
事框架，编排叙述体例，别开
生面却又恰到好处地将两个时
空中的钢铁故事熔于一炉，既
避免了作品生硬的材料堆砌，
又克服了文学叙述可能产生的
轻飘与浮夸，努力追求审美艺
术表现力、感染力与生活素材
的现实感、在地性的有机统
一，使这部作品既具备钢铁的
厚重质感，又具有乐曲的欢快
动人。

王立新“以钢为琴”，为
人们奉献了一部浑厚而又动人
的钢铁交响曲。

□司敬雪

王 立 新 的 长 篇 报 告 文 学
《多瑙河的春天》，讲述了河
钢集团成功收购并盘活、做
强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
的光荣业绩。河钢塞钢是国
际产能合作的样板，是“一带
一路”建设的标志性工程。阅
读这部新作，可以领略河钢
人国际化的成功之道，感知
中 国 新 的 发 展 之 路 的 文 化
肌理。

《多瑙河的春天》 是奋斗
者之歌。作者在书中通过丰
富的事实昭示，河钢人是一群
激情澎湃的奋斗者。他们乘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春风，出
海远航。河钢塞钢管理团队

“把发挥中方企业营销服务网
络优势和挖掘塞方企业潜力结
合起来，使百年老企业扭亏为
盈，重获新生，成为塞尔维
亚就业人数最多的企业和第
一大出口企业”。河钢人靠自
己的努力奋斗取得了骄人的
成绩。

《多瑙河的春天》 是责任
担 当 者 之 歌 。 在 收 购 仪 式
上，河钢集团董事长于勇明
确 表 达 了 河 钢 人 的 企 业 理
念：“河钢集团主动融入当地
社会，充分尊重当地文化，模
范遵守当地法律，共同建设和
谐融洽的企业发展环境⋯⋯
通过必要的技术改造，发挥先
进的生产技术优势、运营管
理优势以及强大的国际市场
掌控能力，将斯梅代雷沃钢

厂建成中国与中东欧国际产
能合作的样板工程，成为欧
洲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
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这是一个国际化大型
企业高度负责态度的集中体
现。正因为河钢人秉持这种
高度负责、勇于担当的企业
精神，言必信，行必果，他
们赢得了当地人和企业员工
的充分信任和鼎力支持。他
们 和 全 体 员 工 一 道 勠 力 同
心，共同开创了河钢塞钢扭
亏 为 盈 、 合 作 共 赢 的 可 喜
局面。

《多瑙河的春天》 新在中
国智慧国际化。在河钢之前，
美钢联曾斥巨资收购斯梅代雷
沃钢厂，虽然曾经出现一线转
机，却在 2008 年全球危机中
重陷困境。而河钢接手美钢联
甩下的烂摊子并成功使之起死
回生，成为塞尔维亚第一大出
口企业。河钢靠的是什么？靠
的是中国技术、中国管理、中
国智慧。河钢坚持实事求是的
思想原则，在充分尊重斯梅代
雷沃钢厂原有的管理模式的基
础上，进行合理的拓展改造，
从而激发出这个百年企业新的
活力。河钢塞钢的管理团队把
中国的工会经验融入该公司，
注重收集整理公司员工的正当
需求、合理化建议，从而更好
发挥工会的建设性作用。可以
说，将中国智慧国际化，在国
际化中检验、发展中国智慧，
是作者提炼出的河钢人的宝贵
经验。

《多 瑙 河 的 春 天》 新 在
“以人为本”全覆盖。河钢高
管不配专车、不配保镖，与员
工一起坐通勤大轿车上下班，
在钢厂附近租住一般住房。美
钢联时公司靠冷冰冰的规章制
度进行管理，河钢人则实行人
性化管理。他们在各个车间设
置员工信箱，建立企业员工慰
问制度，充分发扬中国文化的
人本精神，以最大的诚信与友
善赢得塞籍员工的支持，为企
业快速发展打下坚实的人力
基础。

《多瑙河的春天》 从一个
侧面折射出中国新的发展之
路的文化肌理。什么是新的
发展之路？新的发展之路是
奋斗之路。只有脚踏实地去
拼搏奋斗，才有可能把美丽
梦想变成鲜活的现实。新的
发展之路是责任之路。只有
强化责任意识，让更多的人
成 为 责 任 的 信 守 者 、 担 当
者 ， 发 展 之 路 才 能 更 加 宽
阔。新的发展之路需要中国
智慧的国际化。通过中国智
慧国际化与国际智慧中国化
相结合，打通古今东西之间
的壁垒，最终才可以把中国
道路变成联通世界的通衢大
道。新的发展之路需要坚守
以人为本的情怀。国家的发
展，最终是让人民获得更大
幸福。

河钢塞钢的历史才刚刚开
始，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绚烂
的图景等待作家去发现、去
描画。

□仝文瑶

《骆驼湾的笑声》是河北广播电视
台新近制作的四集广播剧。全剧以简
洁的结构间架、朴素的叙事方式、丰
富的细节设计以及精湛的声音艺术表
现，塑造了以张武毅为代表的奋战在
脱贫攻坚一线的党员干部群众生动丰
满的形象。一部好的广播文艺作品必
须具备“五有”，即“有人、有意、
有戏、有声、有新”。在这部作品
中，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创作者深厚
的艺术功力。

在题材处理上，该剧以独特的视
角关照生活，以朴素的方式弘扬主旋
律。该剧以阜平县骆驼湾村攻坚克
难、脱贫致富的事迹为原型，表现以
张武毅、黄秀格等为代表的新时期党
员干部致力扶贫攻坚，为民谋福创富
的故事。剧情所涉既有如何扶贫扶
志、如何谋划产业布局等诸多关乎振
兴乡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的内容，
更有如何建立密切的党群关系、干群
关系的深刻思考。作者巧妙建构了一
个亲历者的叙事视角，基于强烈真挚
的个人感受进行主题呈现和人物塑
造，将重大题材置于个体生命的深刻
体验和普通民众的寻常情愫之中，运
用极具生活质感的戏剧
冲突，艺术化地传达主
体 诉 求 ， 揭 示 作 品
主题。

剧中的张武毅是一
位经历丰富、事业有成
的企业家。作者从“带
动与被带动”这样一组
关系入手，对“大树进
城”“跑步鸡饲养”“土
地流转”“全域资源推

广”等情节进行有机整合，集中、紧
凑、有序地将“脱贫攻坚”这一重大
主题血肉丰满地呈现出来，并通过细
致的场景描摹、生动的性格刻画，凸
显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内在意图的
张力。

在人物塑造上，遵循生活逻辑，
表现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全剧五个
主要人物，创作者都是从生活实态出
发，以真实可信为基准点，在情节的
循序推进中完成对人物形象、性格等
多层面的表现。每个人物的言行举
止、情绪情感等都带着属于这个人物
的鲜明符码，在情节、环境这两大要
素助推下形成自然而紧密的一体，不
着斧凿之痕。

在戏剧结构上，叙事简洁洗练，
情节张弛有度。《骆驼湾的笑声》 整
体结构层次清晰、节奏明快，简洁洗
练地表现人物的情绪情感，传达作者
的意图动机，形成强劲的戏剧张力。
首先，整部作品采用的是典型的点线
型结构，围绕“大树进城”等几个中
心事件，展开寻求改变贫困生活，带
领百姓图新创富等剧情。各剧集间相
对独立，由具体的时序线索贯穿前
后，形成剧情间的有机关联。这类结
构中叙事重点突出，戏剧冲突集中，

能较好地满足广播受众的欣赏需求。
其次，情节设计巧妙，节奏鲜明。该
剧能够以浓缩简洁的故事表现复杂的
线索纠葛，用单纯的表达样式蕴含丰
富的内在情感，使作品的节奏明快起
来。第三，转场通顺，形式丰富。在
广播剧中转场是戏剧节奏形成和情节
推进的关键环节。该剧的场景转换顺
畅，上下衔接平顺自然。除了用音
乐、语言、音响、感情间歇与逻辑停
顿等将场景切开外，还通过人物对白
提示场景，形式更为多样。

在广播要素使用上，语言、音
乐、音响三大要素协同发力，共同构
筑戏剧空间。一是人物语言个性突
出，声音形象辨识度较高，充分呈现
了剧中人物鲜明的个性和复杂的情
绪。张武毅坚毅果敢的语风、林书记
深沉厚重的语态、黄秀格和缓温暖的
音色等，将声音的造型功能发挥得淋
漓尽致。同时角色语言的内容设计也
是从人物的角度遣词造句，既显示人
物的个性特征，又展现其心理活动、
行为反应和情绪变化，通俗易懂，魅
力无穷。二是音乐音响意蕴丰富，具
有极强的艺术力。剧中极具地方特色
的原创音乐的使用，提升了作品的艺
术品位，增强了辨识度。

通 观 整 部 作
品 ， 其 所 弘 扬 和 传
达 的 主 流 价 值 观 以
及彰显的艺术魅力，
是奉献给社会的极富
营养的精神食粮，也
是广播人在脱贫攻坚
的决战时期，对这段
波 澜 壮 阔 的 历 史 过
程 的 忠 实 记 录 和 深
情讴歌。

用“钢的琴”奏响时代之声

坚守以人为本的情怀

深情书写山乡巨变

昂扬的情感 丰富的呈现

展现中国梦的精神内涵
——歌曲《中国时间》赏析

■广播剧《骆驼湾的笑声》评论小辑 ■报告文学《多瑙河的春天》评论小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