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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剧跨媒介叙事研究
米砚田 

（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8 ）

摘要：伴随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涌现出各种先进技术与设备，其中新媒体技术得到空间进步，并且促使各种形式的媒介深度融合，

无形中提高了信息的流动性和交互性。如今，广播剧这种文化形式得到广泛流行，具有一定的粉丝基础也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如今，

国内出现了使用 IP 技术的广播剧，并逐渐走向主流化、精品化的道路。本文引介基于可供性理论为广播剧跨媒介叙事研究的参照视角，

在媒介融合的条件下探讨广播剧跨媒介叙事的策略变化、叙事内容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效能作用，旨在为后续广播剧跨媒介叙事的内涵、

实施策略，旨在为后续广播剧跨媒介叙事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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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促使着文化需求市场不断变化，为满足广大

民众的文化需求，逐渐从文学作品迈向了 IP 剧，其中广播剧也开

始了跨媒介转换。伴随互联网技术的空前发展，广播剧具备的听

觉艺术意境无法满足“网生代”的新娱乐需求，广播剧领域需要

冲破自身局限，扩大传播途径。广播剧是文学原作基础上的二次

创作，之后进行影视剧改编或是动漫改编属于是第三次创作，改

编之后的广播剧在叙事性、人物塑造以及主题价值上都与原作具

有一定的区别，各种著名的广播剧 IP 在经过长期积累后具有一定

的粉丝积累，其跨媒介叙事改编变得炙手可热，也使得广播剧不

断升温。本研究运用引入可供性理论，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探讨广播剧跨媒介叙事的策略变化及其效能变化。以期为广播剧

跨媒介叙事研究提供借鉴。 

一、广播剧跨媒介叙述的策略变化

广播剧一般篇幅较长，并且有着极强的故事性，但是与其他

形式的叙事媒介有所不同，网络广播剧是要将较长的故事线缩短，

需要简化人物关系，故事情节也要集中地表现出来，而这一点正

式网络广播剧的叙事特点。因此，在进行跨媒介创作和改编时应

在尊重原有叙事框架的基础上重塑部分情节，旨在提高广播剧的

趣味性和充实性的同时，做到突出主要故事，简化叙事的旁枝末节，

在人物塑造上尽量做到立体鲜明，情节清晰、丰满。

（一）叙事中的声音景观

亨利·詹金斯在《融合文化：新旧媒介冲撞》中提到跨媒介

叙事思想。从此“跨媒介叙事”这一概念引起各界热议。跨媒介

叙事不仅在技术层面被广泛运用，在文化传播和文化转型方面也

有着重要的意义。各种媒介平台都有着各自的传播优势，如电视

剧的影像叙事可以展现人物的真实感，漫画的图像式叙事是绘画

语言风格。广播剧是想象于声音景观的叙事。

在进行影视化改编时，创作人员需要舍弃警察的视觉形象，

保留其听觉形象，并在通过强化与何瑞的对手戏，丰富其台词来

完善这一角色。剧中的各种音响果和音乐元素方面的运用营造除

了一种真实的氛围，对推动剧情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

如广播剧《凡跌倒的》则是用声音发展为主线的作品，鸟鸣、羊

牛等动物分别的叫声，之后又组合到一起的叫声。期间还穿插这

火车、汽车、卡车的鸣笛声，自行车清脆的铃声、摩托车驶过的

突突声等，这些声音景观所表达的是世界的自然和谐，呈现的是

象征功能。

（二）内容原创性的涌现

融媒体时代下的广播剧融合了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其内容

的原创性也在不断增强。例如《面具之下》，这部网络广播剧在

喜马拉雅平台播出，而剧中的男主角则是由影视剧演员邓论来主

演，原创的剧本 + 编剧的水平 + 明星的加入自然会收到广大受众

的喜爱。目前，网络广播剧题材以言情类居多，这会影响受众群

的接受度。若要扩大受众群体，原创作品也要不受题材限制，如

科幻题材、武侠题材、悬疑题材、传统文化题材、红色故事题材

等，利用其自身优势，在作品内容创作方面下功夫，提供作品质

量，满足更多受众的需求。广播剧从传统模式走向网络模式，是

从过去的大众走向了小众，那么想要再次回到大众中去就必须不

断拓展题材类目，多汲取主旋律题材，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三）情节还原取舍

故事情节改编是广播剧跨媒介改编的重中之重，一般情况下，

原著或是原文本中描述的情节是改编的基础，而广播剧是以讲故

事的方式呈现文本，而在进行电影改编时，则需要充分发挥电影

视听结合的特征对故事布局方式进行有效改编，并对故事情节进

行合理取舍，从而能够呈现出清晰的因果关系，完善故事布局。

比如《三个人的赌博》这个广播剧中，习惯于采用简单的语句来

完成故事的起承转合，比如有这样一句话“警察一面驱散围观的

人群，一面作者现场的工作，然后何瑞被带回去问话了。三十分

钟后，何瑞带着警察找到了司焕仁的家，警察告诉何瑞随时等待

问话，然后何瑞回家了。”在进行影片拍摄时，常建春趴在自己

花园的地上，细密的雨打在常建春的身体上，周围的行人并未因

此停留，但是舍去了警察赶来、何瑞哭诉、驱赶群众等故事情节，

着重表达故事的核心情感，使得观众能够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感

知人性。在视听媒体传播中，观众更加倾向于结合事件表达着、

传播者的视觉表演来判断事件的真实性，影片中何瑞在面对警察

询问时，采用了过于戏剧化的表演方式，一定程度上在暗示其为

说谎者。

二、广播剧跨媒介叙述的叙事内容

（一）原著情节补充

广播剧进行跨媒介叙事，则可以借助各种社交媒体进行聚合

分享，小说是通过主角的合理推论得出的结论，而结论从专业叙

事者那里得到了肯定。但是改编成电视剧后，则可以借助画面的

优势，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肯定回答。专业叙事主体的跨媒介处理

是由根据和参考的，并结合在 b 站、知乎、贴吧以及微博等平台

的讨论内容，将带有观点和原著情节作为论证的内容，但是并不

是对文章的延伸。比如舞台广播剧《三昧》中讲述了发生在北京

城的几段往事，一束人生。故事跨度达 80 年，自民国始，历经八

年抗日、建立新中国、十年浩劫、改革开放，至北京奥运会结束。

而中国国家话剧院编剧冯大庆在观看了《三昧》这一舞台广播剧

之后表示：“以北京三个发小命运为线索，将“民国”至北京奥

运会这几十年串联起来，并在唱念做打、嬉笑怒骂中讲述着现实

民生和爱恨情仇，彰显着伟大的中国文化精神”。另外，戏剧学

者靳大成和北京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李龙吟也对这一广播剧进行了

情节补充和情感表述，即表演者能够将抽象与具象、时间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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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与剧作、个体与整体有效整合起来，从而能够在妙趣横生的

演绎中阐述什刹海的爱与别离。

（二）角色关系、人设与情节重构

在进行跨媒介创作时，可以对原文本中的部分内容进行衍生

再创作，并结合叙事要求来选择极具代表性的符号。之后，可以

结合个人意愿来该写人物特征和故事情节，比如同人文作品中的

人物可以是原有故事人设，也可以是私设，即指的是除去表征意

义较强的符号不被改变，其他内容均可以再创作，比如人物性格、

角色关系、故事背景、叙事空间等等，从而能够对具体情节和结

局进行调整。比如很多创作者会围绕这一故事设定以人物重生的

方式来将创作全新的故事世界，改写故事内容，并对薛洋的任务

设定和角色关系进行改写，进而改变大结局。在对原文本进行故

事再创作的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符号是角色的名字和代表性极

强的元素，除此之外，都是可以重构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可以

在原有情节的基础上进行续写。

（三）超故事世界演绎

对原有文本进行再创作的表现方式也在不断变化，跨媒介叙

事一般会采用互文的手法，互文指的是不同媒介文本之间是相互

影响和渗透的，换言之，文本之间涉及的相同元素，其中包含有

文化和符号等元素。但是无论怎样创新和改变，跨媒介创作的依

据都只能是来自原来的文本内容，文本提供了名字这一极具指示

意味的词语，其中包含有多具有表现力的符号。很多创作者会选

择在广播剧文本的基础上，进行视频剪辑，以此来呈现出相对完

成的故事，或者是对原有故事的延伸，其中 b 站的多为 up 主针对

热门的广播剧进行了视频剪辑，并且并设置有标签为搜索关键词，

并且多数创作者都是以对文本有着独特解读或是对视频有着创作

热情为动力来跨媒介叙事的，这样，能够弥补故事中遗憾，或是

拓宽故事边界。除此之外，

很多创作者会选择将广播剧中没有关系的角色组合在一起，

并创作出精彩的视频，其中视频可以是原文本向的范畴，还可以

演绎与原故事不同的文本，一般会标明演绎文本的名字。如果依

据广播剧跨媒体叙事文本之间相互指涉这一点，对画面呈现角度

来看，存在相同元素，但是只是作品对原文本的指涉，除去画面

相同之外，还可以做到没有与原作相同的内容。综合来讲，原文

本除去广播剧的形式，还有其他各种不同形态的创作形式，比如

有文字、视频等等，但是跨媒介的不同叙事形式在传播之间也会

存在交叉，比如在 b 站上存在同名同仁的视频剪辑，并且同人曲

《痴》创作也实现了跨媒介传播。

三、广播剧跨媒介叙述的有效作用

（一）丰富故事世界

回归到原文本来审视，文本本身具有跨媒介优势能够为文本

叙事提供更为广泛的创作空间，但是为保证获取更多商业利益、

最大限度地受众迁移以及原文本风格，跨媒介的横向互动中，创

作团队可以利用相互借鉴的互动叙事手法来为后续进行再创作奠

定基础。广播剧借助个人激情创作非营利性内容，产出比较随意，

并且具有浓厚的个人风格，与原文本相悖或是情节改变是跨媒介

叙事的重要特点之一。其中与原文本故事情节相差较大或是相悖

的情节、人设出现后，会被认为是人设崩坏，即出现与原著不符

合的情节内容，并标注标签来提示观众。正是如此，才会有各种

预设情节出现，从而能够使得故事朝着作者预想的方向发展。通

过重构人物关系情节来丰富故事世界。

（二）拓展故事边界

广播剧的跨媒介叙事方式有漫画创作或是视频剪辑，其中因

为此类媒介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能够传达的要素要远远多于文字

符号，私设内容比文字层次要更加丰富。比如若是在进行同人创

作时可以沿用这一符号，若是贸然改变时代、空间，则会降低观

众或读者的体验感，并产生出戏感。其中视频创作或是漫画绘画

都能够有效避免这种感觉，与文字叙事相比，视频剪辑和传播具

备更大跨度，其中视频剪辑和其他故事的演绎能够丰富故事世界

入口，在空间上拓展了故事的叙事区域，与此同时，也能够将原

本故事的元素延伸到其他故事会儿街中。在促进广播剧跨媒介输

出时，很多作品创作是与电视剧、漫画等向脱离的，虽然与现实

实际有紧密相关，却又深受广播剧市场喜爱，无形中导致广播剧

的跨媒介创作中出现了各种问题，虚拟的故事世界与现实世界在

碰撞中促使着广播剧的进一步发展。广播剧的跨媒介叙事内容，

已经逐步跨过了时空个、地域、背景、人物，但是其中不可否认

的是，最初是聚焦在主角参与的跨媒介叙事。

四、结语

总而言之，基于新经济背景下，涌现出各种的文化形式，其

中广播剧深受大众的认可和喜爱，伴随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涌

现出各种新媒体形式，为此，广播剧的跨媒介叙事得到广泛宣传，

比如可以创作为影视剧、动漫，或者可以在原文本上进行二次创作，

其中广播剧跨媒介叙述的策略变化包含有角色可视化取舍、叙事

视角变化、情节还原取舍，叙事内容包含有原著情节补充、角色

关系、人设与情节重构、超故事世界演绎，而通过跨媒介叙事的

作用包含有丰富故事世界、拓展故事边界，最终能切实促进文化

繁荣，创新文本创作形式，丰富文化创作内容，使得不同媒介的

文本创作内容相互交融和渗透，最终能够进一步扩大广播剧的宣

传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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