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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广广播播剧剧讲讲身身边边好好人人故故事事
《湖上仁医》获省文艺精品工程奖

本报记者 汪泷

去年，不少济宁的听众在济宁新闻广播、交通广播、生活广播、音乐广
播上，陆续收听到了一部新广播剧《湖上仁医》，讲述的是在微山岛上行医
17年的乡医张波的故事。而这部延续着济宁广播电视台十几年来创作风
格的广播剧，虽然只有短短的上、中、下三集，却让主创人员们前后多次奔
波于北京、济宁、微山三地，五易其稿才最终完成。

连续十几年，用广播剧弘扬济宁好人美德

相比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广播剧这种让观众“听
电视剧”的演绎方式，已经
远不像过去那样流行。即
便如此，济宁广播电视台
创作的广播剧仍然连续八
届获得山东省五个一精品
工程奖。

“1997年开始到现在，
17年来济宁台的广播剧从
未缺席过这个奖项，随着
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
属于咱济宁自己的广播剧

创作风格。”济宁广播电视
台的主创人员介绍，这种
风格则主要是以纪实的手
法宣传济宁的典型人物，
起到弘扬主旋律的作用。

从第一次录制的《尼
山情》，到后来的《医魂》、

《重建家园》等，依据这种
延续下来的传统选题方
式，主创人员决定新制作
的广播剧就以微山湖上的
乡医张波为原型。广播剧
的创作首先要感人，2013

年微山岛上的乡村医生张
波十几年如一日在岛上为
村民看病，甚至自己为村
民垫付医疗费，最终获得
了中央电视台评选的最美
乡村医生特别关注奖，这
些事迹都可以成为这部广
播剧的闪光点。

敲定了主题，主创人
员随即多次赶到微山岛，
和张波及其家人，以及岛
上的村民深入交流，搜集
素材。

曾五易其稿，为精益求精还中途换主演

由于创作时间紧张，加
之近几年广播剧的表现形
式变化很快，济宁的技术设
备已经难以满足需求，主创
人员三次前往北京邀请中
央广播电台的专家们给予
指导。录制期间，演职人员
对个人角色的把握要求非
常高，往往灵感来了就把时
间彻底忘却，在彩排间里和
演员们忘我地一遍遍演绎。
中午饭被推迟到下午两三
点，是常有的事。

乍听之下，广播剧在

电台上播放，只用耳听就
可以，但真正录制起来却
和拍电视剧一样。“演员们
该有的动作一样要有，毕
竟仅坐在那里很多感情是
表达不出来的。”主创人员
介绍，而相较于电视剧可
以有肢体语言来表现，广
播剧对演员表达能力的要
求更高。

这部剧录制到三分之
一的时候，主创人员始终
感觉男一号没有真正把握
张波的事迹精髓，决定临

时更换主角从头来过。整
个创作的过程中，作为中
国广播剧元老级的老艺术
家刘雨岚，以及济宁市艺
术创作研究所的国家一级
编剧李发启，更是把所有
相关材料全部研究了一
遍，并对剧本不断进行创
作、修改。

正是这些老艺术家们
的精益求精，才使《湖上仁
医》顺利录制完成，获得第
十一届山东省“文艺精品
工程奖”。

《湖上仁医》中的主角张波，经常划着小船去给村民看病。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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