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 窗
广播剧《这个 95后啊！》制

作完成，首先送到共和新路街

道，街道把它上报给上海市民
文化节。长宁区图书馆的郭馆

长听说了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广
播剧，立刻拿去，在“长宁好声

音”上播出，立刻成为广受欢迎

的“好声音”。秦曾娴则把它发
到母校市二中学的平台，没想

到引起师生巨大反响，有人干
脆把它推荐到“学习强国”平

台上。
至此，《这个 95 后啊！》

广播剧和无数观众亲密接
触，可是影人剧社的成员还

是宅在家里，一次面都没有
见过。他们之间好有一种深

切的凝聚力！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899为
您服务栏目的著名主持人小窗

听到了这个广播剧，她激动不
已，一个业余的朗诵班子竟然

搞出了应该由广播电台制作的
广播剧，而且像模像样，在听众

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小窗曾经
在电台的朗诵比赛时见过这群

老年人，算是老相识，她立刻邀
请影人剧社的五位演员来一次

连线采访。
小窗问：毛老师，您是扮演

老警察的吧？您的声音真好，您
74岁了还能对配音驾轻就熟。

毛国治回答：广播剧和朗
诵是不同的，要各自发挥人物

的性格和特点，做到真实感人。
我们这些老人有不少人生经

验，可以把这些经验运用到广

播剧中去。小窗又对丁老师说：
您的年龄和剧中人物甘如意的

年龄差距是很大的。

丁学军回答：我们要通过

技巧来模仿，体验甘如意的情
怀。疫情期间，我们没有办法采

访甘如意，只能自己来体验。比
如，甘如意在凛冽寒风中行走，

那是什么体感？我就脱掉大衣
和毛衣，到阳台上吹寒风去。老

公一把把我拉回屋：千万不要感

冒了，现在发烧，问题就大了！比
如，甘如意在泥泞中跌倒了，她

坚强地爬起来，这个时候她的嗓
音是怎样的？我就在房间里故

意跌倒，然后爬起来，再故意跌
倒，再挣扎着站起来……直到

把膝盖都跌得红肿了，我才配
出跌倒爬起时甘如意发出的声

音。我用我的角色向 95后的白
衣战士致敬。

小窗问：陈老师，剧中的旁
白是您说的吧？

陈卫跃回答：是的是的，旁
白比较多，我要贯穿不同场景

不同人物来道出旁白。比如甘
如意在家过年，旁白就说得比

较欢快；比如武汉封城了，语音
就低沉；比如甘如意夜以继日

在公路上赶，旁白就是坚定的，
又是焦虑的。我不能拖了广播

剧的后腿，不努力不行的。
小窗笑了：没有人让你们

这么努力呀！
陈卫跃说：也没有人让甘

如意这么努力呀，可她就是这

么努力！小窗说：对啊对啊，你
们排练广播剧就是向甘如意学

习。排练《这个 95后啊》有没有
外援？有没有专业支持？

五个嘉宾异口同声：没有没有。
是抗疫“天使”的奉献精神

激励着业余剧社的成员们。他
们算得上是甘如意的爷爷奶奶

辈了。这样的演出真是特别。

编者按>>>

成员最小的 60?、 最大的是 80

?的老奶奶的“影人剧社”，自排广播
剧， 出演武汉金口中心医院 95后女
医生甘如意的故事。 对台词、录音效
的过程中，体现了“民间文艺”的种
种。 “隔空排练”，距离阻挡不了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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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

一个业余老年剧社以广播剧致敬抗疫“天使”

◆ 童孟侯

后 期
说一句“要后期制作了”很容易，可

是，有没有那种大振膜电容音头的麦克

风呢？没有。有没有那种满足低噪音和
高清晰度的声卡呢？没有。有没有专业

监听音箱呢？没有。有没有专门的耳放
和话放设备？也没有。有没有拟音设备

或者拟音库？还是没有。

那么陈卫跃有什么呢？只有一台老
电脑和一个不新的手机。她要用这两样

东西把几个人的录音集合制作到一个
音频里，在这个基础上加上音效和背景

音乐。
后期制作几乎是广播剧的灵魂，没

有后期的合成，几乎成不了广播剧。
陈卫跃根据本子，一句一句接台

词，一个一个接角色，从下午忙到第二
天凌晨，眼睛都发花了，总算顺了下来，

广播剧有了雏形。她打了一个长长的哈
欠：要是没有疫情就好了，借个录音棚，

录音加合成几个钟头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配音效了———

本子里写道，老警察给甘如意泡了
一包热腾腾的方便面。那么，泡方便面

是什么样的声音？陈卫跃先用玻璃杯
泡，不行；再用瓷碗泡面，也不行；再用

陶杯来试，还是不行；最后，终于找到了
用保温杯泡水，那种声音比较集中比较

响亮，咕噜噜，咕噜噜！
甘如意在风雨中行走，应该有雨声

的音效。陈卫跃打开卫生间的水龙头，有
时候让它淅淅沥沥，有时候让它哗哗啦

啦。她打开手机上的录音键，把模拟的

“雨声”都录了下来。
甘如意在公路上行走，有运送医疗

物资的大卡车拼命往武汉赶，车轮滚动
的沙沙声，刹车时的嘎嘎声，喇叭鸣叫

的嘟嘟声，只有把这些声音都配上才显
得真实和生动。陈卫跃就叫老公把自家

小车开出去，在马路上，她的手机一遍
一遍“记录”下了她所需要的声音……

这一切，其实谈不上什么拟音，只

是用最原始的办法搞出音效。
到了第三天，对话有了，音效有了，接

下来就是背景音乐。陈卫跃反复试听，最
后采用了五首音乐的片段。

东方拂晓，又一个不眠之夜过去

了，广播剧《这个 95后啊！》终于制作完
成，终于发到影人剧社的群里，而

陈卫跃的那台旧电脑，也终

于不堪重负，瘫

痪了。

外 行
影人剧社的成员里有没有电影

人？有没有人拍过电影电视什么的？

没有，一个都没有。他们是工程师、会
计师、企业家、银行行长、教师、监理、

宣传干事、民营公司创办人等等，文
化层次倒是不低。

影人剧社是一群文艺青年聚在一

起闹腾闹腾吧？不是。非但没有小青
年，连中年人都没有一个。其成员最小

的 60岁，最大的是 80岁的老奶奶。
影人剧社是不是专门排练歌剧、话

剧和广播剧的？不是叫“剧社”吗？不是。
它其实就是一个喜欢朗诵的老年人聚

集在一起的民间小组织。
那么，它应该叫“朗诵队”才名副

其实，怎么能叫“剧社”呢？哦，世界上
的事情有时阴差阳错，叫什么像什么

的故事经常发生。后来，影人剧社还真
的和“剧”挂上了钩。

机 会
新冠疫情暴发，电影院关门，剧

场关门，卡拉 OK 厅关门，连各街道

的文化中心都关了门。政府通知：不
能组织演出，不能买票观看。注意，警

报不解除，人员不聚集！
怎么办？朗诵队不能在一起排练

朗诵了，只能宅在家里听听广播，看看

电视，算一算新增病例上升还是下降，
听一听白衣战士不顾一切忙碌在第一

线的故事，大家担心啊，感动啊，同时
也寂寞难熬啊……

有一天，影人剧社的秦曾娴看到
一则新闻：今年一月底，武汉金口中心

医院 95后的女医生甘如意回家探亲
过春节，老家是湖北荆州公安县斑竹

镇杨家码头村。突然，甘如意从新闻中
得知新冠疫情暴发，武汉尤其严重。她

觉得自己应该回医院上班去，那是她
的岗位。可是，交通停止了，武汉封城

了，怎么回去？她决定自行车加步行，
像部队拉练一样往武汉而去。斑竹镇

为她开了一张“临时通行证”，有效期
为 2天，结果她历时 4天 3夜，风雨兼

程，夜以继日，终于靠自己的两条腿走
了二百多公里，从荆州赶到武汉，赶到

金口医院，投入到和疫情的较量中。
80岁高龄的秦曾娴热泪盈眶，立

刻把这件新闻报道写成一个故事，篇
名是一句感叹：《这个 95后啊！》写完

后便把故事发到“影人剧社群”。她让
大家提提意见，然后请一位成员朗读

一下，大家欣赏。

没想到群里炸开了锅，大家纷纷
提意见，最后竟然认为：通不过！

这个说：羽绒服淋湿了不能脱下
来，脱下来人就更冷。

那个说：她在泥泞中行走，肯定跌
倒过，跌倒了又爬起来

很不容易，要反映出来。

还有的说：甘如意硬碰硬在风雨
交加中行走了 4天 3夜，现在这个故

事不能完整体现她的艰难困苦，一定
要进行艺术加工！

也有的说：就让一个人朗读一下
这个故事，不过瘾，不感人，受众面也

不会很广。

影人剧社社长陈新美突发奇想：
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改编成广播剧呢？

广播剧？这群老年人就这样不知
不觉跨入另外一个领域，或者说是走

进一个更高的境界。
广播剧又叫放松剧、音效剧和音

剧，是一种戏剧化的、纯粹声学性能
的、适合电台广播的艺术形式，要求演

员配音个性化、口语化、富于动作化；
要求动人心魄、波澜起伏、音响效果逼

真……
先搞起来再说，成年老牛不怕虎！

秦曾娴真的开始创作广播剧，花
了好几天，初稿出来了，人物增加了，

故事充实了，篇幅加长了。秦曾娴说：
我真的好感动，在我的印象中，95后这

代人还是小孩子，是被父母捧在手心
里的一代，可是甘如意不是。

陈社长经过挑选，请秦曾娴担任
导演并开场白朗读，然后把角色分发

给几位社员：旁白由陈卫跃担任，甘如
意由丁学军担任，老警察由毛国治担

任，90后小警察由郭文斌担任，“妈妈”
由沈亚仙担任，“爸爸”由王勇担任，甘

如意的老师由廖士才担任……各人分

到不同角色，陈新美在“腾讯会议”上
申请到两个小时，用来集中开会。于

是，这群不能会面的人在腾讯欢聚一
堂。几位角色演员开始一句一句对台

词，一句一句链接，然后让大家提意见
改进。

“隔空排练”结束，立刻进入录音
阶段，几位演员拿了自己的台词在自

己家里录音，往往几句话要反反复复
录上四五十次，一直到比较满意为止。

录音结束，所有录音碎片都交给
陈卫跃，她来整合，她来编辑，她是后

期制作人。

▲ 陈新美、余音、沈亚仙（自左至右）

曾经表演的节目《强军梦》

荩 今年一月底疫情刚暴发时，休假在

家的甘如意辗转 300公里， 路经三夜
四天去武汉医院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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