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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来到陈醇老师府上!只见

他正在一张印着巴金散文"愿化泥土#

的文稿上标音$原来!这是他为巴金故

居主办的%中国现代作家诗文朗诵会&

诵读巴金作品而作准备$我说!你是语

言和声音专家!还需标音'陈老师一本

正经地说! 年纪大了! 有些字吃不准

了!特别是多音字!得查一查!不能出

错$ 据了解!哪怕是为小区居民演出!

或是诵读熟悉的诗歌作品! 他也要复

读二三遍!才敢上台$ 一个大家!如此

一丝不苟!令人钦佩$

重听陈醇那一部部播音作品!给后

人留下的是一个时代的声音与魂魄(重

读陈醇那一句句为人之道!真的是一种

对人生的热情和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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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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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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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丝不苟的大家

采访手记

老老琐言

著名评话艺术家单田芳先生去

世了!他的死"让许多#单粉$由衷感

叹再也听不到熟悉的 #欲知后事如

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嗓音%曾经一个

时期" 具有全国影响的说书艺人"接

二连三地涌现" 刘兰芳& 王刚& 袁

阔成''单田芳也是佼佼者之一!

其实"这些评话艺人"对于上海

的 (!" 后$(#" 后$乃至年龄更大的

人来说"都还不能算是曾经征服过他

们的(征服者$%那么"那个所谓的(征

服者$是谁呢)对"陈醇*

想当初"中小学生中午放学后急

急忙忙地赶回家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打开收音机"听陈醇讲故事% 有

的学生因为被老师(拖堂$或功课没

有做完"预计来不及回家收听"干脆

就蹲在马路边居民的窗口下听收音

机里陈醇讲故事"以致可以(忘食$%

那时"整个上海人都被陈醇发出的那

几声(嘎嘎$的(枪声$迷住了* 他演播

的+难忘的战斗,+渔岛怒潮,+三探红

鱼洞,等经典作品"让现已年过半百

的听众还津津乐道呢%

于是想到"现在的孩子"各种文

化娱乐活动很多"但要找到像陈醇那

样的#故事大王$"并非易事%

希望新时代能多出几个#陈醇$"

因为他们的存在"社会就多了一些正

能量的传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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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一台题为“青春·中国”的大型音乐朗诵会
在兰心大戏院上演。表演艺术家陈奇、娄际成、张名煜、刘
安古、俞洛生、梁波罗、曹雷等相继登台朗诵诗篇。“冰川
久久地隐忍着，隐忍着重负和忧伤。终于，一颗泪珠滴落
了，世界因此充满了春光……”在这些大家中，一个熟悉
的声音悠然响起———他就是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陈醇。
当晚，84岁的陈醇与译制片配音艺术家刘广宁联袂，将
白桦先生的优美诗篇《溪水》献给了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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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日前，我再次来到陈醇老师的府
上，拜访这位播音前辈，他高兴地告诉
我，尽管早已加入退休行列，但不甘寂
寞的他依然在为灿烂的祖国和伟大的
人民引吭抒怀。两年前，上海朗诵协会
成立。在同仁的信任下，他被选为名誉
副会长。这是对一个甘愿服务社会的老
骥的最好鼓励，而这也为他的退休生活
增添了光彩———

为语音艺术孜孜以求

生于 !"#$年的陈醇，毕业于华北人
民革命大学，%"&%年参加工作，由播音
员到播音艺术指导。陈醇除了播新闻，还
主持文学、戏曲、音乐等各种类型的节
目。他的名字与上海这座城市连在了一
起，'(世纪 &( 年代多位外国元首的来
访、鲁迅墓迁葬仪式、“南京路上好八连”
命名大会、国庆群众大游行等，他都是现
场实况转播者之一。!")*年《国庆的一
天》直播节目被第三届全国优秀广播节
目评委会评为特别奖。%""&年音乐专题
节目《一朵“极美丽的古代花朵”》摘得了
国际广播音乐节“金编钟”大奖。

陈醇朗读出版的音像代表作品有：
巴金作品朗诵专辑《海上的日出》、徐志
摩诗歌朗诵专辑《梦中的康桥》等，由他
撰稿并与林如一起录制的教学音带《播
音艺术》。他先后为北京、上海、浙江、吉
林、湖南、广东等多家出版社朗读音像
制品逾百种。

上世纪 "(年代，我和电台的《舞台
内外》《故事世界》《刑警 )($》等节目有合
作，经常去电台，听到同仁们对陈醇的赞
赏不绝于耳。陈醇播讲的《烈火金刚》《红
岩》《铁道游击队》等一个个长篇故事曾哺
育了两三代观众。而他为此是全情投入，
甚至在播音室里手舞足蹈，“喜怒无常”。
对于小说中的很多细节，他播讲时是煞费
苦心。“《难忘的战斗》里，这冲锋号怎么
吹？我就找到台里一个会吹号的警卫请他
帮忙，他就给我示范吹号：嗒嘀嗒，嗒嗒嗒
……”陈醇回忆道，“当年给中央台录《挺
进苏北》。作者是扬州文化局的夏耘，她是
按照扬州评话格式写的这部小说，为了有
身临其境之感，我和中央台一个编辑请她
带着我们，按她写的路程走了一遍。”

作为播音家，陈醇与中央台的齐越、
夏青等被评为全国首批“播音指导”之
一，这是广播系的最高职称，但他丝毫
没有架子。他与张瑞芳、乔奇两位表演
艺术家一同担任上海少儿出版社《故事
大王》的顾问，多年如一日，不厌其烦，
倾听小朋友们的呼声。他说，讲故事对
培养孩子的阅读和表达能力非常有益。
为此，他还来到学校，甚至幼儿园，向老
师和家长传授语言艺术。

为巴金制作%随身听&

陈醇的播音有他的独特风格，长白
山音像出版社要出一套全国著名播音员
的播音与朗诵艺术作品带。上海地区选
中了陈醇，并希望他诵读有上海特色的
作品。陈醇马上想到了巴金作品。他看中
了巴金的散文《愿化泥土》。当这盘朗诵
带出版后送到巴金手上时，巴金当即放
听，高兴地说：“读得好。”

这盘磁带，也激起了陈醇为巴金制
作录音带的念头。%"+)年 )月，巴金难
以忘却与他相濡以沫生活了三十多年的
爱妻萧珊，终于开始提笔写他因悲伤过

度而没写成的怀念文章。他花了整整五
个月，断断续续写成了那篇《怀念萧珊》。
陈醇理解巴金的心情，于是请朋友帮忙
录制了一盘由他朗读《怀念萧珊》一文的
磁带。想不到这盒磁带竟成了巴老的“随
身听”。看到巴金喜爱，陈醇又录下诵读巴
金其他作品的音带。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称
其为“百听不厌”。

为听众诵读直透心怀

诵读与书法一样，可以成为一门艺
术，可以形成自己的风格，从而达到很高
的艺术境界。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生
前称赞陈醇的诵读：“听君细陈，如饮甘

醇。”专家们用“深沉稳健、舒展自如”概
括了陈醇的播音风格。

荣膺国际广播音乐节金编钟大奖的
音乐专题《一朵“极美丽的古代花朵”》中
有这样一段播音词：挟着风，裹着电，翻
腾着，呼啸着，长江从冰雪茫茫的高原，
从天地洪荒的远古奔流而来了……

这是一辑介绍我国古琴和古琴音乐
的专题节目。古琴音乐虽说题材广泛，风
格多样，但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深沉悠缓
的，因而陈醇在演播这辑专题时总体上采
用了内敛的格调。即便如此，他还是充分
运用各种表达功能，播得起伏有致，余味
隽永。经过长期锤炼，陈醇已进入一种“神
而化之”的境界。如果说这段文字是“歌
词”，那么他的演播就是在为它谱上“曲
调”，使无声的文字有了鲜活的“生命”。

作曲家朱践耳先生老树开花，衰年
变法，以惊人的速度在后期 %)年间，完
成了 %%部当代交响曲的定稿。这是他音
乐人生的第二春。陈醇在演播音乐专题
《不断向生命终极挑战的作曲家朱践耳》
时，用其声音深刻地表达了这一主题。朱
老听后写信给陈醇说：“上次的广播专辑
中，你的朗诵太好了！真是声情并茂，每
个字都极讲究，都极有表现力，直透听众
的心怀。”通过多年的实践，陈醇已进入
了一个不易进入的播音艺术美的世界，
一个具有严密逻辑性的自由王国。

如今的陈醇，他的语音越“陈”越
“醇”。陈醇传奇般的六十载播音生涯，在
中国播音史上成为了一个永不磨灭的记
忆。而他退休后，继续用声音传播美的世
界的举动更值得称颂。

目前，由陈醇诵读的全本《论语》已
经面世，已录制完成的《大学》即将出版；
集唐诗宋词等 +$篇《古诗文》成为难得
的读本。不论是老干部局在一大会址举
行的“今天，我们将从这里出发”活动，还
是他居住地区举行的沪上首部口述社区
记忆文字集《社区记忆———百位长者口述
历史》首发式，陈醇都是积极参与者。老
将陈醇以诗情乐语，展示他独有的艺术
造诣和卓然的精神风采，倾述心中永远燃
烧的激情和对中华优秀文化的无限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