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焦自力 排版：莫启纬 校对：陈海军 2023年5月9日 星期二

主流 权威 贴近 新锐08

2023 年 4 月 26 日，广播
剧 《实 业 报 国》 在 “ 柳 州
企业日”“柳州工匠日”惊
艳 开 播 。 笔 者 认 为 该 剧 具
有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的 鲜 明 特
色。

叙事艺术的聚焦性：
矛盾突出 剧情紧凑

一部优秀的广播剧，要
充 分 挖 掘 故 事 的 矛 盾 冲
突 ， 激 发 听 众 想 象 力 ， 才
能 真 正 用 声 音 来 抓 住 听 众
的耳朵。

《实 业 报 国》 化 繁 为
简，以小见大，巧妙截取龙
菱集团发展的三个横断面：
工厂突围、企业改制、技术
创新，时间跨度达 60 余年，
全面追溯柳州工业的发展历
程 ， 展 现 以 龙 尚 柳 、 柳 三
锤、陆水生、阿明等为代表
的柳州产业工人的责任担当
与爱岗敬业。

优秀的文艺作品，会让
人物在探索中明确自我生命
的价值与意义。龙尚柳每一
次解决矛盾的过程，都是一
次自我革新与超越的过程。
正因如此，听众时而感伤，
时而焦虑，时而激动，听觉
的体验感极强。

塑造人物的人文性：
以人为本 人物鲜活

工业题材的广播剧，要
跳出只重技术、不重人本的
误区，突出情感，聚焦人物
的内心，才是正道。

该剧从人文视角出发，
抓住情感核心，深度挖掘人
物内心世界，不仅给作品带
来了故事性、可听性，还增
添了作品的思想价值。

龙尚柳代表着老一辈产
业工人，为国家工业发展奉
献一生。阿明的原型是党的
二十大代表、广西首位“大
国工匠”郑志明，他潜心钻
研实现科技创新的场景，也
在剧中得到真情演绎。

老厂长陆水生临终前的
含泪嘱托，工友们的攻坚克
难、互帮互助，全厂员工自
发呐喊……这些细节，都给
听众呈现了一群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的中国工人群像。

《实业报国》 中一句“肉粗骨头硬，做事特别
狠！”的台词多次出现，并作为全剧结束语。这是
画龙点睛之笔。柳州人性格的内核，恰恰是粗粝倔
强、务实激情，这也恰是中国产业工人精神内核的
写照。

创作主题的时代性：
关注地域 立足现实

《实业报国》在语言、音乐、音响上，采用多种
艺术表现手法，渲染了剧中的各种氛围，柔和了工业
题材广播剧的硬度，充分展现了柳州地方文化，增强
了艺术性。

该剧主题宏大，具有高度的时代感。工业是立国
之本、强国之基。柳州始终坚持“实业兴市”不动
摇，在“十四五”期间，柳州市委、市政府继续深化
推进“实业兴市，开放强柳”，加快建设现代制造
城、打造万亿工业城市，开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
程。

《实业报国》 是大时代中应运而生的艺术作品。
可以说，这是一部柳州工业传奇，也是一部中国工业
传奇。

广播剧《实业报国》彰显了柳州产业工人攻坚克
难、勇于创新的家国情怀，书写了工业发展的“柳州
惊奇”，为弘扬中国精神，诠释伟大时代进行了独具艺
术特色的积极探索，实属广播剧中的佳作。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说：“一
部好的广播剧应该有独特的声
音，能够淋漓尽致地传达出作者
的情感和意图，更应该真实深刻
地展现时代之声和社会之音。”广
播剧《实业报国》以其富有质感
的配音、渲染氛围的配乐、恰到
好处的音效，以声传情，艺术再
现柳州工业百年沧桑巨变，以柳
州龙菱汽车集团的发展嬗变之路为
题材，生动展现时代激荡中奋发图
强的柳州人民矢志报国的情怀。

肉粗骨头硬——
非凡的毅力与韧劲

剧中雷淑娴、柳三锤、龙

尚柳、阿明等诸多角色都发
出 “ 肉 粗 骨 头 硬 ” 的 呐 喊 ，
这一声略显粗犷的呐喊恰恰
契合一个企业家必须有的毅
力和韧劲。柳州龙菱汽车集
团的奠基者龙尚柳等人，用
了近 40 年的时间才将柳州龙
菱从一个濒临倒闭的拖拉机
厂发展成为国内重要的汽车
生产企业，无论是艰难困苦
时期为维持生计实施“以杂
养专”，还是改革机遇期排除
万难开启“主辅剥离”，都面
临着错综复杂的局面。但柳
州产业工人也从不怯弱，从
不屈服。时间镌刻不朽，奋
斗成就永恒，数十年砥砺奋

进，柳州产业工人的如椽巨
笔绘写出今日的壮美画卷。

做事特别狠——
超人的拼搏和胆略

历史，往往需要世事的更
迭和时间的冲刷才能看得更
清楚。回首来时路，是“做
事 特 别 狠 ” 的 拼 搏 和 胆 略 ，
从缝纫机、织布机，到微型
汽车，再到专用车、八座家
用车、四轮两座电动车，每
一次的转型都精准卡住了市
场 的 需 求 ， 敢 闯 ， 还 会 闯 ！

“筚路蓝缕，玉汝于成。”柳
州龙菱汽车集团的成功，离

不 开 柳 州 产 业 工 人 不 畏 艰
难 ， 不 断 追 求 完 善 的 “ 狠
劲”。这种狠劲是流淌在柳州
人血液里的特质，柳州产业
工人以无可推卸的使命担当
扛起争当广西工业高质量发
展排头兵的大旗，经过艰苦
卓绝的努力，终成广西工业
不可或缺的重要柱石。

与时代赛跑——
精神的追溯与传承

“肉粗骨头硬，做事特别
狠！”成为柳州龙菱汽车集团
的精神内核，也成为柳州一代
代产业工人的精神坐标。这种

精神不仅在一代代龙菱人身上
得到了延续传承，也赋予了其
更闪亮的时代特质。也恰是这
种精神力量，激励一代又一代
的柳州产业工人为实现梦想而
不懈努力奋进，为我们树立了
一面立人之本、立国之魂的精
神旗帜。

大道如砥，大势如潮。抚
今追昔，令人感慨万千。柳州
产业工人走过苦难辉煌的过
去，走在日新月异的现在，走
向光明宏大的未来。道阻且
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
来可期。

先进文化、主流文学是一个国
家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支撑，
文学应当有其所承担的使命。在收
听 了 柳 州 广 播 剧 《实 业 报 国》 之
后 ， 我 被 该 剧 呈 现 出 的 人 物 形 象
和 命 运 所 吸 引 ， 为 剧 中 人 物 呈 现
出 满 满 的 正 能 量 和 坚 韧 的 秉 性 而
折服。

“肉粗骨头硬，做事特别狠！”
这是广播剧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一
句话，看似直白，实则通透，这是
柳州产业工人身上迸发出的韧性。
正是这种韧性，不断推动龙城走向
辉煌。该剧牢牢地把握住汽车企业
发展的主线，真实地再现产业工人
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爱国爱家情
怀。伴随着叮叮当当的铁锤声、机
械声，通过语言艺术，龙尚柳、柳
三锤、廖乐贵、韦大牛、阿明、武
博等一帮技术产业工人的个人特征
鲜活起来，形象立了起来，龙城发
展和城市秉性跃然剧中。该剧让历
史和人物说话，近距离地描绘出过
去 时 态 和 当 下 龙 城 工 业 发 展 的 过
往，讲述了不同时期工业发展和产
业工人的悲欢离合；既有创业之初
的艰辛，又有建设时期的悲喜，更
有企业改制的迷茫和探索，呈现出产
业工人在不同时期开拓者的坚韧形
象。实业报国、实业强国，小岗位也
有大作为，平凡人也有大梦想，这是

广播剧所呈现出韧性的力量。
广播剧叙事内核始终围绕一条

主线，简要明晰，有故事讲故事，
以人写事、以事写人、人事共融、
事随人转的基调，人物在事件推进
中不断成长，紧紧相互依存，人物
的人生轨迹演绎切合时代性。剧中
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语言风
趣，回味悠长，值得一听。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剧中映
照着现实，龙城是怎么样炼成的，
就是这样炼成的。让我们不妨慢下
脚 步 ， 细 细 来 聆 听 多 角 度 、 多 层
次、多色调展示工业文化的 《实业
报国》 广播剧，体会工业坚韧而粗
犷的磅礴力量。不论在剧中或现实
中的产业工人，他们身上折射出工
业发展的光芒，映衬着时代的沧桑
巨变，正是他们让我们对城市充满
了 期 待 和 敬 意 。 这 正 是 文 学 的 使
命，以丰满的人性温暖人的心扉，
净化人的心灵，这一些艺术形象凝
结了时代高品质的温暖。当然广播
剧中一些人物的成长和转变，过于
直白，须有铺垫和过渡，不应是单
一的维度；对于史料资料的应用，
需要进一步精炼和提升，应更巧妙
地应用到文本中，尽量避免口号式
和标语横幅式的“大白话”，展现出
当今时代下的语境和文学语言。

《实业报国》 是中共柳州市委
宣传部、柳州市文联和柳州市广播
电视台联袂创作推出的一部广播剧。

《实业报国》 这部广播剧，以
一个名为龙菱的企业永不止步的前
进历程为切入口，展现柳州人民脚
踏实地干实事，赤胆忠心报效祖国
的 初 心 和 成 果 。 整 个 故 事 一 气 呵
成，一口气听下来犹如吃了一碗正
宗柳州螺蛳粉，香辣酸爽，过瘾之
至。分段听，又会产生催人奋进的
急迫感。

以时间轴划分，故事围绕着改
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中期以及进
入新世纪后三个节点顺流而下，而
无 论 时 代 如 何 变 迁 、 人 事 如 何 更
迭、大浪如何淘沙，讴歌企业人，
或 者 说 柳 州 人 实 业 报 国 ， 攻 坚 克
难，永不止步地保持前进的决心和
勇气，是 《实业报国》 一以贯之的
内核。

故事的开篇，率先登场的是柳
三锤。柳，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柳
州。而三锤，这个名字一听就很硬
气，很有怕什么艰难困苦，撸起袖
子加油干，干就是了的无畏气质。
其次登场的是龙尚柳，他是不远千
里从繁华的大上海来柳州支援建设
的，作为上海交大动力与机械专业
毕业生，他是当年千千万万南下援
建知识分子的化身，是柳州龙菱微

型 汽 车 厂 近 半 个 世 纪 精 彩 的 亲 历
者，也是广播剧里承前启后的串讲
人。

广播剧的难点，在于只能用声
音塑造人物，讲述故事。而故事的
初 始 ——1982 年 ， 听 众 率 先 听 到
的，不是机械的轰鸣声，而是此起
彼伏的叫卖声，有人在摆摊，有人
在卖货，有人在打零工。声音刻画
出的南方风物，一下子就制造出重
重悬念，引出无限联想，怎么这个
厂门口居然像个菜市场？听众忍不
住就会在心里问一句：葫芦里卖的
是啥药？

故事的第一个节点，讲述后来
成长为新能源汽车翘楚的龙菱微型
汽车厂如何借助科技的力量走出困
境。广播剧别开生面，将汽车厂新
品 的 呱 呱 坠 地 和 一 场 婚 礼 并 行 讲
述，听起来耳目一新。

《实业报国》 最后的部分，用
了相当的篇幅呈现企业在新时代下
新的啃硬骨头的故事。例如，龙尚
柳为阿明奔走于各个管理部门，终
于为阿明争取到特殊人才的特殊待
遇；田蕾主动退居二线，为剥离辅
业实现企业轻装上阵保驾护航等。
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听这部剧，就像吃一碗香辣
酸爽的柳州螺蛳粉，一碗下肚，身
体的每一个毛孔都是暖的。

由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柳
州市文联、柳州市广播电视台联
合出品的广播剧《实业报国》日
前完美收官，剧作者的语言极其
精当、真诚，直抵人心。那么

《实业报国》 的语言在演员的配
音下呈现出什么特色呢？

一是语言突显个性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朱宝贺

说：“要写好人物的语言，必
须深刻体会人物说话时的内在感
情……写出富有感情色彩的对
话。”显然 《实业报国》 的剧作
者是下足了功夫的，每个人物的
对话都极富感情色彩，从而让听
众感知到不同人物的鲜明个性，
如龙菱总经理龙尚柳，既有上海
人特有的精细、认真，又有军人
的刚毅、果敢。如在集团改制遭

遇 群 情 激 奋 的 群 众 质 疑 一 事
中，龙尚柳说：舍不得孩子套
不来狼——跟我们合作的不是

“狼”，我们的孩子“龙菱”还
在，没有改姓，“通用”是全球
第一，“上汽”是全国第一，我
们是广西第一，也是强强联合。
集团改制因而获得全场职工投票
通过。这里充分体现龙尚柳作为
领导者所具有的极强的组织能力
和说服能力，以及不改初心，撸
起袖子加油干的一股拼劲。

二是语言富有动作性
高尔基说：“剧本 （悲剧和

喜剧） 是最难运用的一种文学形
式，其所以难，是因为剧本要求
每个剧中人物用自己的语言和行
动来表现自己的特征，而不用作
者提示。”《实业报国》的剧作者

都是语言大师，剧中那些引起人
物情感波澜或引起场上人物关系
产生微妙变化的语言所具有的动
作性，不仅较好地表现了龙菱人
的务实、刚毅、勇于担当的性
格，也聚焦了矛盾冲突，推动情
节的发展，让听众了解龙菱人如
何爬坡攀峰，奋力向前。

三是语言口语化
高尔基说：“剧中人物被创

造出来，仅仅是依靠他们的台
词，即纯粹的口语，而不是叙述
的语言。”广播剧语言必须口语
化，口语化不是大白话，不是把
生活中的人物对话原原本本地照
搬到剧中，而是加工提炼过的文
学语言。《实业报国》 中的口语
化语言即是加工了的文学语言。
四集一口气听下来，我听不到有

哪个是很难理解的工业专业术
语，每个人物的语言都已转变
为通俗易懂的口语，让人更容
易理解各个人物的姓名、性格以
及事件的始末。如人物的外号：
田蕾——太平公主，廖乐贵——
老鬼，周铁梅——钢铁媒人，陆
水生——陆大妈，肖桂花——小
喇叭，就都能使听众过耳不忘其
个人性格以及其关联的事情。

收听 广 播 剧 《实 业 报 国》
时，我更能强烈地感受到“开
明 开 放 、 敢 为 人 先 ， 创 新 创
业、自强不息”的柳州品质和
正在深入实施的“实业兴市、
开放强柳”的柳州发展战略。
广播剧 《实业报国》 中的每个
字都在奔腾，每一处语言都在
积极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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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涛

——从广播剧《实业报国》看柳州工业艰苦创业历程中蕴含的强大精神力量

紧扣时代脉搏 探听生命强音
□骆建宗

——广播剧《实业报国》之语言特色

奔腾的文字 向上的语言
□隹求

——对广播剧《实业报国》的感悟

螺蛳粉式的柳州故事
□梁雪珊

——收听广播剧《实业报国》有感

在时代中成长的人物韧性
□东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