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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听电影”的乐趣

“小广剧”《策动》再现峥嵘岁月

【特别关注】

在许多70后、80后的成长记忆中，电影录音剪辑是当年为数不多
的休闲娱乐活动之一，抱上一个“黑匣子”，每天固守着一个时间点，

“听电影”的光景历历在目。现如今，青岛首部重大革命历史广播连续
剧《策动》的推出，不仅重现这段岁月记忆，并为当下正火的有声书拓
展了新外延。《策动》的原著作者青岛小肖将其定义为“小型广播连续
剧”（简称“小广剧”），精准复刻当年“听电影”的收听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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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自获奖文学作品

“象午，我们必须成立党组，只有
两个人也要成立。”邓恩铭转身，走回
来，重新坐到椅子上，语气非常坚定，

“在青岛开展工作，你我之间商议是一
回事，党组讨论决定又是一回事……
再者说，成立党组后，我们就可以直接
发展人员入党了，比如延伯真，积极联
络和组织人员，业已成为我们得力的
助手，还有电话局的王少文、孙秀峰，
都可以确定为入党对象。”

“王象午听到这里，眨了眨眼
睛，随即点点头：‘好吧，我听你的。
我同意马上成立青岛党组。’邓恩铭
咧嘴一笑，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他笑起来总是带有一种孩童般可爱
的样子……”

这是青岛小肖在他的报告文学作
品《策动》中描写的1923年“中共青岛
组”成立时的场景。1923 年，一场红
色风暴即将围绕青岛海岸路18号，也
就是今天的青岛党史纪念馆所在地展
开。此前，邓恩铭受济南党组织派遣
来到青岛，宣传马克思主义，筹建党团
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与因职业关系
先来一步、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工程
课任职的中共党员王象午会合。1923
年 8 月，青岛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中共青岛组成立，隶属于济南党组织
领导。《策动》中写道：“谁也不曾料到，
这个仅有两名党员的中共青岛组很快
就像磁石一样凝聚起巨大的力量，不
到两年就在岛上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
的工运风暴！”

青岛首部重大革命历史广播连续
剧《策动》改编自青岛小肖的同名文学
作品。这一作品于 2016 年由中国文
史出版社出版。该书也是首部反映中
共创始人、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在
青岛带领产业工人与中外反动势力沥
血抗争的纪实文学创作，曾于2019年
获得山东省第四届泰山文艺奖（文学
创作奖）。

作者青岛小肖，2005 年开始写
作，擅长创作悬疑、谍战、历史纪实等
题材，已出版谍战小说《特殊间谍》《杀
机深伏》、悬疑侦探小说《神秘古玩
店》、科学探索小说《民间迷案解密》等
作品。他表示，这部小说的创作难度
大，因为要契合历史事实，而 90 年前
的历史资料留存比较散碎；又要将悬
疑感融入其中，所以历时三年才告完
成，又经过两年的层层审批审核，才正
式出版。

制作“小广剧”以声动人

在青岛小肖的创作规划中，
纪实文学作品《策动》将以电影的
形式呈现，并且他也已经着手将
其改编成了电影剧本《胶澳风云
1925》，目前与八一电影制片厂等
影视机构初步达成了拍摄意向，
但因为资金等方面的原因，迟迟
未能开机。

但这一聚焦青岛本土峥嵘岁
月的文学作品却受到了青岛红景
新区核心区相关负责人的关注，
并在他们的建议下，以广播剧的
形式率先呈现。而此等的呈现形
式也让青岛小肖找回了当年收听
电影录音剪辑的热情，“我们这一
代人都是从小听着收音机里的电
影录音剪辑长大的，在20世纪七
八十年代，电影票还是紧俏物资，
电影院的售票处经常会排长队，
甚至还有插号、打架的，所以电影
录音剪辑应运而生，广播电台也
特意派出精英团队来做编辑与解
说。”电影录音剪辑是借由故事片
的录音和解说员的旁白剪辑合
成，像是《夜幕下的哈尔滨》《保密
局的枪声》等作品，都是当年的热
门作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电
视的普及，从20世纪90年代起，
电影录音剪辑逐渐退出历史舞
台，再到互联网时代短视频兴起，
更见不到电影录音剪辑的踪影
了。然而，那些精巧的剪辑与精
彩的解说却深深印刻在青岛小肖
的脑海里。

因此在操刀《策动》的有声版
改编过程中，青岛小肖着意将许
多电影录音剪辑的元素融入其
中，为听众打造“听电影”的体
验。青岛小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现如今的“大广播剧”大多
是由艺术团体主导的高成本、大
制作，严守全对白推进的“听话
剧”传统模式，而《策动》则更像是
一部“小广剧”，小成本，小制作，
在评书、广播剧的基础之上，融合
电影录音剪辑艺术，追求“听电
影”的创新模式，电影艺术氛围感
浓厚。

目前，这一重大革命历史广
播连续剧《策动》已经上线喜马拉
雅APP平台，三集七段，分为《进
入胶澳》《未雨绸缪》《创建组织》
等篇章，总时长约为1小时。

公益团队助力打造精品

“这是一部纯公益的有声作品。”青
岛小肖告诉记者，在小广剧《策动》的有
声化打造过程中，所有参与者都是无偿
奉献。原著《策动》的有声版权费0元；
演播者来自青岛“立德为公”志愿者服务
队，酬劳0 元……大家凭借着一股子热
情，在策划、编导、演播及组织协调整个
过程中，克服了初涉广播剧领域而面临
的诸多困难，利用业余时间完成制作，甚
至整个团队连一张像样的工作照都没
有，“我们没去过录音室，费用太高了”，
青岛小肖告诉记者，大家都自己购置或
是借的录音设备，晚上在家录制完成，之
后再进行合成。

谈及整个制作过程，青岛小肖告诉
记者，首先从剧本改编来说，目前这一时
长一小时的作品，是《策动》第一章，属于

“微改编”，“这得益于我的原著是用报告
文学手法和电影剧本手法相结合写的，
画面感强，本身就带有剧本性质。所以，
我只是把情节压缩了一下、对白相对口
语化，基本是原书内容。”

小广剧《策动》以男、女双旁白的形
式推进剧情。其中，青岛旅游学校教师、
本土资深朗读专家潘月华担任了该剧的
艺术指导及女声旁白。她表示，与以往
的有声作品不同，小广剧《策动》对自己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旁白解说外，
作者青岛小肖还希望她能够综合运用
多种解说风格，兼备电影录音剪辑解
说、评书解说等风格，为此她也做了不
少准备功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表
达习惯，在此基础上要做创新和改变，要
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没有更好的办法，
就是一遍遍地读旁白，多想几种办法去
做突破，甚至在开车的时候也会去听优
秀的配音作品，不断揣摩作品想要传达
的思想和情绪。像是第二集（上），用声
音再现中共‘一大’南湖上遇查的惊险瞬
间，有很多听众会以为是电影中的片段，
其实是作者构思做出来的艺术效果，极
为逼真。”

以《策动》试水，青岛小肖也对“小广
剧”的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他认为，
传统广播剧强调对白推进，话剧味太浓，
有些曲高和寡之嫌。而目前颇受关注的
有声书受众广泛，但形式单调，难以满足
大家日益增长的听觉享受需求，而“小广
剧”的横空出世，制作成本只比有声书略
高一点，却因作品中浓郁的电影味而贴
合大众需求，有望日渐流行。

本版撰稿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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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进入“小
广剧”《策动》，感受
当年“听电影”的收
听体验。

近日，飘灯的奇幻武侠代表作《苏旷
传奇》第二卷《怒海云归》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隆重推出。《苏旷传奇》于 2005 年首发
于晋江，并散见于若干武侠期刊。故事以
主人公苏旷为主角贯穿全篇，每一篇讲述
一个故事，相互勾连，后陆续结集为图书
单行本形式面市，引起极大反响，曾有读
者评论：“当代武侠界第一才女，除飘灯外
应是不作第二人想。”作者飘灯也被誉为
当代新武侠的代表作家之一。此后，该系
列一直呈现为开放式的姿态，未全部完
结。而作者亦潜心创作，十余年后再次捧
出最终篇章。正如作者所言，这是“一个
怀抱英雄主义的年轻人，终见辽阔之地的
故事”，充满了喷薄而出的生命力与力量
感。

此次人文社推出的为该书的第二卷
也是本系列的最终卷《怒海云归》，为本系
列的重中之重。《怒海云归》分为上中下三
册，洋洋洒洒百万余字，独占了全系列篇
幅的半数，江湖格局大开大合，诸路英雄
尽数登场，正邪神魔之战惊心动魄，个人
风格汪洋恣睢。

“苏旷”系列小说的创作，前前后后接
近二十年。在漫长的篇幅里，她一次次地
把主角苏旷推入绝境，让他在不能退缩的
大战中以自己的意志去劈开血路。《苏旷
传奇》中的江湖格局非常辽阔，细节丰
富。不仅涉及传统武侠小说中的常见门
派，而且笔涉庙堂、海外。

这也让飘灯成为武侠小说中的独特
存在：她不是在写虚幻的武林故事，而是在
阐述作为英雄的个体，他们的成长与抉择，
以及他们如何打破旧规则，建立新世界。

16年热血传奇
《苏旷传奇》迎来终局版

【新书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