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记 记 者    2月 26日，新民晚报与上影演员剧团联合推出

的音频节目《申声传情》正式上线。 第一天，艺术家

梁波罗用声音致敬武汉快递小哥；第二天，一代上

海人的“梦中女神”龚雪读出了抗疫家书里一个母

亲的思念；第三天，《琅琊榜》里呆萌刚猛的蒙大将

军陈龙动情地念了一封前线医生给爱人的家书；第

四天，《攀登者》里的美女“赵医生”何琳讲述了一个

医护家庭的最美约定；第五天，“萧淑妃”于慧娓娓

道来，自驾从上海回湖北老家，路过武汉时一个姐

姐的“泪如雨下”；今天，上影演员剧团副团长刘磊

朗读一篇男护士的日记《上阵父子兵》……他们的

声音和深情，让这些已经见诸新民全媒体各端的战

疫佳作，又添了温情与感动。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还将会有达式常、吴海

燕、张芝华、吴冕、崔杰等演员加入朗读的队伍。可

以预见，这支队伍还将不断壮大。 他们说，在文章

里读到了感动，想把这份感动带给更多人。

共同感动

音频节目上线两个小时后， 当事人汪勇也听

到了，他转发了晚报的这条微信，并写道：“感谢梁

老师，感动。 ”梁波罗得悉后，连忙说：“感动、感谢

恰恰是我这‘80 后’老哥想对 80 后小哥说的。 在

非常时期， 汪勇果敢地将快递业务从收发货物切

换成接送医护的模式， 且和招募来的二三十个志

愿者一起，风驰电掣穿梭在疫情严峻的荆楚大地，

堪称新时代的青年逆行先锋！如此英勇的事迹，怎

不令人感动，怎能不道声感谢？ 向他致敬！ ”

说起微信推送里晚报读者们的感动和赞叹，梁

波罗诚恳地说：“至于我，你们不要客气，我做这一切

都是应该的。我这个年纪的人，也不晓得往哪里能出

点力， 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前线白衣战士

们以及为抗击疫情而奋战的所有善良的人的敬意。

为他们来呼唤、呐喊。”他又一次重复说，这是自己应

该做的事，“我们能把这些故事念出来， 让更多人听

到，鼓舞也激励更多人，我们觉得很光荣。”

反复朗读

其实剧团的每一名成员， 参与这次音频节目

的录制，都捧着一颗滚烫的心。 有人交得特别快，

青年演员陈龙拿到文稿后， 半小时便交出了录音

成稿，他说自己被原文故事深深打动，就想着第一

时间录出来。音频上线那天中午，陈龙“火速“转发

晚报的官方微信， 他在自己的朋友圈郑重写下，

“我们能做的不多，不多也要做！”也有人交得有点

慢，因为家里没有打印机，又不能出门，于是录音

前张芝华工工整整地把晚报提供给她的文章手抄

了一遍。对于“晚交作业”张芝华很抱歉地解释说：

“白天家里有点吵，怕太嘈杂，录出来效果不好，结

果晚上录完了，太安静，发现声音压得太低，我也

不大满意，于是第二天我又重新录了一遍。”她“稍

微满意” 的成品就交了三套，“语气上处理得有点

不同，你们选合适的用就好。 ”

揣摩人物

相比中青年演员一遍、两遍、三遍地录制，年

纪更长一些的首先要克服设备关。 剧团办公室主

任严琳透露：“因为没有年轻的子女在身边， 好多

老艺术家用手机录音，开始都存在一定困难，但大

家都没有说要放弃。我就给达式常截图示范，远程

一步步教他掌握新技术。”更让严琳骄傲的是老艺

术家对待工作的严谨，“达老师在朗读前反复确认

故事的环境、场地，揣摩人物的处境、心境，他录得

真的特别棒。 ”久未露面，甚至拒绝央视春晚邀请

的龚雪爽气地应下这一特别的任务后， 对自己朗

读的文章里可能有的歧义丝毫不肯放过， 存疑便

提问；吴海燕自己在家录了好几遍后都不满意，最

后特地到剧团来录音，“吴老师那天来录音， 她念

着念着就哽咽了，我听着听着也要哭了。”严琳说，

每一个参与朗读的演员， 都会认真琢磨文稿中人

物的性格和处境，“虽然只有几分钟， 但他们都似

乎在创作一个人物，希望通过语音、语调、语气的

变化，能让听者一下子进入人物。 ”

首席记者 孙佳音

聚深爱
集深情

《申声传情》声临“疫”境
传递感动与希望幕后

感 动
    张芝华交了三稿给我，在《儿女情长》和

《儿女情更长》 里跟张芝华饰演姐妹的吴冕

也录了三遍，“第一遍太快了，后来第二遍好

像太字正腔圆又太慢了， 感情又不够了，于

是又录了一遍。”

艺术家们“较真”。 他们说手机录的，

效果可能不够好；他们说时间仓促，情感酝

酿可能还不够饱满； 他们说后期如果哪里

要修改，要补录，都没有问题……“申声传

情”这个小项目能够顺利推进，要感谢梁波

罗老师最初的发起； 要感谢上影演员剧团

团长佟瑞欣， 他几乎没有一点犹豫就答应

下晚报的邀约，“你知道吗， 达式常昨天跟

我电话打到凌晨一点半， 商量语气和停

顿。”要感谢剧团上下老中青演员共同的热

心。 何琳发来录音时还发来语音：“能参加

这样的活动真的很高兴，下次还要找我”。

但我更感动于这些报道里的每一个

人。 是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舍身忘我，佑

护我们的健康平安；是各行各业众志成城，

守望相助，抗击疫情；是这一个个平凡的小

人物，在大灾大疫面前，以不平凡的举动，

彰显着人性的温暖与光辉。 是他们打动了

艺术家，打动了你我。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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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快递小哥汪勇|我听到了温暖的力量

    80后快递小哥汪勇被破格提拔为武汉

硚口分公司经理， 大部分时间还在武汉抗

疫一线。 在汪勇眼里，医护人员不是机器，

回到宾馆，她们也是小女孩。 当听到她们买

不到面膜时， 自己便找渠道采购了 400盒

二十几元一盒的面膜。

汪勇说，听到梁波罗老师在新民官微上

的朗读，非常感动，他还第一时间转发了朋

友圈，获得众人点赞。“我不是专业人士，但我

能听出梁老师言语中那一份温暖的力量。 ”

    顾羚耀是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ICU

护士， 在大年夜随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

队驰援武汉。他曾在武汉读了四年大学。

顾羚耀告诉记者：“前几天听到龚雪

老师朗读了妈妈写给我的信， 妈妈听了

又开心又掉眼泪。我也有些受宠若惊，反

反复复听着龚老师深情的朗诵， 脑海中

浮现出担心焦虑的妈妈， 背着妈妈偷偷

哭泣的爸爸，真实亲切。 ”

    90 后麻醉医师魏礼群，给爱妻写了

一封落款为“爱你的群哥”的甜蜜家书。

这封信件由青年演员陈龙朗读。 对魏礼

群而言， 这些都是惊喜：“当时只是随手

写了一封信，完全没想到。”听完节目后，

他表示演员的声音充满魅力。 魏礼群的

妻子因为忙于照顾小孩没有回信， 但听

了这期节目。“她觉得挺好的。其实，这封

信也就是普普通通的生活一部分。 好像

工作久了，除了生死。 ”

    柴丽莉是上海第五康复医院副院

长， 也是第三批上海援鄂医疗队队员。

柴丽莉的一封家书《待我凯旋，定与你

一世长安》由演员何琳深情演绎。她说：

“感谢何老师、 读者和无数在背后默默

支持我们的人，我们会早日凯旋。 ”

    张子琳在上海安家立业十年有余，弟

弟在武汉一家医院工作，张子琳的故事得

到了众网友留言。“感谢于慧老师把我的

故事生动演绎了出来， 我们全家人都坚

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张子琳已经复

工，弟弟依然在武汉医院忙碌。“每天他都

会微信给我们报平安。 ”

危重症组男护士马骏驰

我护理的患者出院了

    马骏驰驰援武汉金银潭医院开展救治

工作。 下班后刷朋友圈，马骏驰无意看到一

篇名为“来自重症监护室嘱咐”的帖子，才得

知当辅警的爸爸值班后突发脑溢血入院。

马骏驰的日记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

“前几天我护理的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出院

了，内心的成就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他说自己能做的只有更努力一些，让更多的

人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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