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委 会

总 策 划   王玉圣

主    编   石建旺

副   主    编   宋怀乐   张国华

编 委 主 任   石建旺   

编委副主任    赵雪冰  崔俊生  宋怀乐   

编          委   徐  刚    闫晓泓  郭  婷   宋学平

              和利丽   申  新  李  剑

主 要 撰 稿   宋怀乐  郭  婷   黄  矩  王  丽

故 事 搜 集   宋怀乐  徐  刚   闫晓泓  郭   婷   

         黄   炬    秦东印   宋学平  韩   燕  

          张素新   王洲洋   常   婧   张建兵

故 事 统 筹   宋怀乐

故 事 讲 述  王晓晨

故 事 视 频   闫晓泓  郭  婷  宋学平   黄   炬   

          张素新     韩  燕  秦东印  路   成  

          李志宏  王洲洋  王晓晨  王江杰 

          常  婧

图 片 整 理   张素新  宋学平  张  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篇首语——

  亲爱的读者，我叫晓晨，别看我年纪小，对咱

们上党地区的故事可知道得不少。

     为什么这样说呢？理由很简单——长治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开了一档讲述类电视节目，由我做讲

述人，自然也就知道得多了。从今天起，我就把

在电视栏目中讲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每个故事都不

长，也就十来分钟，说的全是咱上党地区的事。无

论古事今事，事事都有一定的哲理。所以，如果您

有空，如果您同样明白“开卷有益”的道理，就打

开书听我慢慢道来。

       讲得不好，可要多多赐教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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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王玉圣

  

欣悉由长治市广播电视台搜集整理的电视文化丛书

《故事上党》即将付梓，可喜可贺。欣喜之际，为之缛

言为序。

《故事上党》在表现手法上继承传统、有扬有弃，

以讲述的方式，将近两百个故事一线串珠，但又各自成

篇，自成一体，互不影响；在内涵上，它突出了地域

性，将当地厚重的文化底蕴与现实生活相碰撞的火花，

注入时代的气息，进行全方位、个性化讲述。这里值得

一提的是，这些故事长治市电视台曾全部拍摄成电视

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市的电视宣传在市委、市政

府的领导下，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宣传形式上有

了很大的突破，实现了由立体媒介向平面媒介更广泛的

转移，达到了宣传效果的最大化。

上党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地区，更是一座产

生精彩故事的宝库。古往今来，形形色色的故事此长彼

消，流传甚多且广，不少脍炙人口的故事，像口头语一

样流传在广大群众的口中，传播于闹市僻壤，为人们的

生活增加了无尽的乐趣。尽管不少故事人们完全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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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出处，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依然被人们

津津乐道。这反映出区域性故事文化对区域内人们的影

响程度。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包括未读过书

的人，没受过它的影响。《故事上党》的面世正是得力

于此。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

者立言之本意也，故事亦然。但凡故事，如果只是为一

人所讲，为一事而讲，尽管这个故事讲得天花乱坠，也

如散金碎玉。反之，如果故事是为众人所讲，为推进社

会和谐而讲，为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共鸣而讲，那么，故

事也就“屋有梁撑”。如《西厢记》中的故事全因张君

瑞一人而起，以“白马解围”为主线展开内容，但主题

却反映的是元朝统一中国后，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人们

在大的社会环境下，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美好向往与对

封建礼教的抗争。这个主题，显然对推动社会进步有重

要的意义。《故事上党》成书的本意，也与此异曲同

工。尽管它与前者在诸方面皆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故事

中注入了时代新元素，使故事寓教于乐，寓乐于教，教

乐相长，对推动地域性先进文化的发展作用是不言而喻

的。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

明”。《故事上党》共分上、中、下三册，把地域内发

生的故事归为一党，所讲内容，以短见长，口语为主，

少修饰，多白描。起句开门见山，直入主题；正文一脉

相承，少枝节；结尾当收就收，不拖泥带水。整体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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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地域内人们听、说、看故事的传统习俗，融入了丰富

的地域性俚语方言，彰显出浓厚的地域特色。然而，本

书所讲故事，涉及古今的方方面面，有的故事流传版本

甚多，所以只能“归本正源，择善而从”，而不能全面

兼顾。然，瑕不掩瑜，本丛书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所发

挥的潜在作用还是值得标榜的。

     （作者系山西省长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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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电视文化丛书《故事上党》而作

           
               石建旺  宋怀乐
    

编辑出版电视文化丛书《故事上党》之念，源于创

办电视栏目《故事上党》。这个栏目在当地观众中有较

高的收视率，社会影响很好。这从利用电视媒介对地域

性文化进行宣传的角度来说，达到了目的，起到了效

果。但电视媒介“一瞬而过，不宜保存”的问题也随之

而生。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将视频所讲故事整理

成文字，以电视文化丛书的形式面对读者，从而实现立

体媒介向平面媒介的转换，达到电视宣传效果的最大化

目的。

由于《故事上党》丛书脱胎于《故事上党》电视栏

目这种形式，因此，有必要将其以电视形式产生的本

意、定位、设置诸情况详细明示，以达到让大家进一步

了解丛书的目的。 

《故事上党》电视栏目，是一档以讲述地域性故事

为主的栏目。栏目的定位是：“一座古城，一个故事，

一个秘密。”由于这档栏目说的都是地域内观众身边的

“本土”事，又是当地人想知道却又弄不清来龙去脉，

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事，再加上栏目形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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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所以一经播出，就受到广大观众好评。栏目的成

功，主要得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地域“牌”，理清出“牌”路数，审时度

势，创办的栏目才能定位准确。

从电视节目的现状看，在“本土化办电视栏目”的

召唤中，各级各类电视台创办的“本土化”栏目多如

牛毛，表现形式却除少数栏目有所创新外，大多都是仿

制品。学习好的东西，无可厚非，但不能是机械地学，

一味照抄，要在学中创新。有些地、市级电视台由于受

多种不利因素局限，“东施效颦”就更严重一些，结果

学得“四六不像”。因此，栏目不被当地群众喜欢，办

不了多久就流产也在情理之中。这就形成了“一个栏目

去了，一个栏目再来”的怪圈。如此来来去去，看似

年年改版换新，在观众心中却很少有烙印。产生这样

的问题，毛病就出在办栏目者不能对“本土化”这个概

念“审时度势”上，没有真正理解“本土化”的准确内

涵。应该说“本土化”是一个大的概念，我们不能说一

个地、市级电视台，把一个省、一个地区的内容，拿来

做成电视栏目就不是“本土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如何把‘本土化’的概念缩小到一个与地域性观众口

味相吻合”的范畴，只有做到了这点，才能称得上真正

意义上的“本土化”。讲述类栏目《故事上党》的定位

就是一个“本土化”概念缩小的过程。   

长治古称“上党”，这里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闻名于世的远古神话“精卫填海”、“共工怒触不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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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女娲补天”，以及“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取材

于这里，名胜古迹、秘闻传说更是多如牛毛，数不胜

数。由于受地域环境与历史文化的影响，当地人们的一

些传统观念可以说根深蒂固。虽说在进入21世纪的今

天，由于社会的进步，时代新潮的影响，人们的思想有

了较大变化，但那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依旧在产生着较

大的作用，左右着人们的收视观念。在日常生活中，无

论是饭场地头的闲情聊天，还是向外乡人炫耀，人们说

得最多的就是传统的故事，就是身边的故事。尽管有的

东西说得不那么准确，离故事原貌也大有出入，可人们

还是津津乐道、乐此不疲。有时候，听者与说者之间也

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争议，有时竟会为一个故事的细节问

题伤了和气。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产生了同样的故事有

不同的版本，而故事又沿着谁信传谁的方向各自流传，

特别是对于流传已久的传说、神话来说更是这样。久而

久之，一个故事谁也说不清它的确切性如何，也不知信

哪个要好一些。因此，要想推出一档地域性强的讲述类

电视栏目，做到既能丰富电视荧屏，又能符合当地人们

的观赏习惯，在观众中占有收视份额，就必须把立足点

放在解剖当地的传统文化上，放在解剖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化的交界点上，放在如何使古今文化浑然一体、有助

于现代文明建设上。这些问题解决了，一个好的讲述类

栏目就会应运而生。

围绕栏目的定位，《故事上党》栏目把内容选材全

部局限在地域内的十三个县、市（区），除此之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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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再好也不选择。以此为基础，又对地域流传广的有故

事情节、可以用讲故事的形式讲出来的名胜古迹、神

话传说、景区风光、村庄地名、饮食、道德伦理、案

例事件、名人、非物质文化等，分门别类进行详细分类

选择，对可融入栏目的内容，抽出专人深入到故事的发

生地进行采访。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根据故事的流传

情况、栏目的需要进行艺术加工，有繁有简、有先有后

地进行拍摄、制作、播出。这种以地域为主、以讲述人

们身边故事为主的“出牌”方式，深得当地人的好评。

因此，无论是采访素材、拍摄过程都能得到当地人的大

力支持。有的部门或个人还主动把栏目记者请到自己的

单位、家中，为所在地发生的故事提供素材，对所涉及

的内容进行完善。尤其是对当地旅游资源有开发价值的

故事，人们的期望值更高，提供素材的积极性更大。如

当地有一个正在开发的旅游区，其中有一个天然形成的

山洞，洞内的石头形状各异，酷似一只只狐狸，历代以

来，人们称之为“狐仙洞”，相应的传说更是五花八

门，说什么的都有。栏目组对这些传说在深入调查了解

的基础上，从科学的角度对这个石洞进行宣传，结果，

吸引了大量的游人。凡此种种，对讲述类电视栏目特色

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创新形式，不能让“牌”指挥人，而要让人指

挥“牌”。

“形式”作为讲述类电视栏目的表面现象，是与观

众直接见面的东西，它的外表如何，观众能否接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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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所要表现的内容包装得是否合理，从而让内容进

一步活起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是十分重要

的。也就是说，一个新创办的讲述类电视栏目，在有

好的栏目定位的前提下，如何做到形式与内容的有机

统一，是栏目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这里说到的“形

式”，是创新的“形式”。“形式”创新了，那叫“人

指挥牌”；用“旧瓶装新酒”，一味借用外地的形式，

那叫“牌指挥人”。能不能做到前者，就要看所使用的

形式在本地域内的电视频道上有没有出现过，是不是有

过雷同的。如果有那就不能叫“创新”，这是对栏目形

式是否创新的“衡量”标准。《故事上党》栏目的形式

就是依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并产生的。它在定位确定

之后，首要的就是考虑用什么形式来包装。“以主持人

在室内讲述故事为主线，以故事发生地的实景画面、现

场同期为辅助，以发生故事的时空为顺序进行讲述，达

到讲述与实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目的”，是对这个

形式的概括性总结。当然，这种形式的表现手法在外地

的电视频道上不是没有，但在当地却是从来没有过的。

对没有过的并注入当地个性元素再使用的形式，也是创

新，当地的观众自然对之乐于接受。

先从讲述的主持人来看。主持人是一个二十多岁的

年轻人，按说主持这个栏目不合适，年纪轻、阅历少，

压不住台。但考虑到他体重二百多，光头大脸，眼睛有

神，表述能力强，记忆力超群，学过表演专业，外形和

综合素质上还是比较适宜的；再加上着古装、持折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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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太师椅，以及录像背景营造出的神秘氛围衬托，很有

几分味道。样片一做出，观者都说这是专门为主持人量

身定做的一档栏目，肯定能吸引观众眼球。果不其然，

这个栏目以新的形式包装后一面世，就显示了旺盛的生

命力。

再从栏目的片头设计来看。一个栏目有一个与之相

适宜的片头是十分重要的。它好比一篇文章的标题，能

让读者一目了然。但它的风格必须与栏目定位相吻合，

而不能游离于栏目定位之外。也就是说，栏目的每期内

容可以变化，但片头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外在表现形式

形成后，将伴随栏目内容的终身。片头有如此重要的作

用，其包装设计就自然得从长远着眼，需要对画面精心

拍摄制作，对语句仔细推敲，对音乐反复选择。依据这

个准则，《故事上党》栏目编导人员根据本地地域性文

化的特点，在短短的十秒钟内，把栏目主题词、故事精

粹画面融于一体，用特定的地域环境画面、粗犷短促的

地域性音乐进行烘托，体现出了地域性十分强烈、特色

非常鲜明的栏目风格，对观众的视觉起到了一个先入为

主的作用。

最后看栏目片尾。一个栏目的片尾做得好不好，是

关系到整个栏目是否完整的重要问题，同样也是对栏目

进行包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观众在看栏目时是不会

把片尾当做一个独立部分来看的，它在观众眼中是一个

和栏目内容完整如一的东西，尤其是看到最后，尽管栏

目的内容已讲述完，但由于观众思维还处于一个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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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和兴奋期，还在对栏目所讲述的故事进行回味、反

思，这时，如果没有一个可以让人的思维缓冲时段，极

有可能对栏目讲述的内容有所冲淡。因此，好的栏目片

尾起的作用可以说不亚于片头。在这方面《故事上党》

栏目是这样做的：讲述的内容结束后，把荧屏一分为

二，约三分之一的地方用拍摄时的精彩花絮，帮助观众

强化讲述内容，放松情绪；约三分之二的地方用暗红色

的古老城砖做背景，寓示所讲述内容的厚重，在相应的

地域性背景音乐中，由下至上拉出拍摄职员名单、栏目

播出时间后定格。这种处理方法虽然不是什么创新，但

用在烘托栏目内容方面确实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一个讲述类栏目形式从头至尾进行包装，不仅要

体现在栏目自身，更要体现在观众视觉以外，也就是要

体现在听觉上，这是扩大栏目自身影响、提高社会效益

的关键之举。让栏目内容由“视觉转为听觉”，是《故

事上党》栏目大胆的创新尝试。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当

今，广播电台虽然处于劣势，但它确实有一批忠实的收

听群体。考虑到这个因素，栏目组与广播频率协商，在

黄金时段开辟出时间，将栏目内容的视觉影视图像转化

为听觉信号进行播出。实践表明，这么做不仅有效果，

而且还十分明显，不少听众纷纷给电台打电话要求对栏

目内容进行重播。在此同时，栏目组还在市区繁华地段

开辟了拍摄基地，大张旗鼓地进行了造势宣传，这种大

力度的对自身宣传的创新，也给栏目的社会影响率增色

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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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了然于胸，“出牌”要纵观“牌局”，让每一

张牌都起到“棋子”作用。

一个栏目的时长是有一定限度的，所讲述故事内容

的构成因素自然也有限度。如一个故事可能有长有短，

有的可能引人入胜，有的就略逊色；有的构成因素在栏

目的时限内放不下，有的则不能充满栏目的时限。这里

面就存在一个截长补短的问题，也就是素材的选择与充

实问题。当选择了一个故事做讲述栏目内容时，首要的

是应考虑全局，也就是一个栏目的故事情节应如何设

置？什么时候出什么牌？什么时候动什么样的棋子？如

何前后照应？这些都得考虑到，都得“了然于胸”，而

不是“盲人瞎马”，心中无数，说到哪算哪。

一般情况下，选择出故事“主线”是重中之重，有

了这一步才能进行其他的。围绕这条主线的主要情节不

应太多，有两三个能代表故事的骨干情节就够了，关键

是要看在这几个情节的带动下，次要情节如何使用，

能不能与主要情节产生互动，出场的人物、画面能不

能为主要情节的发展做铺垫，所表述的语言能不能让情

节有起伏，吸引观众看下去。同时，由于一个栏目时间

有限，故事必须开门见山，简短的开场白后立马切入正

题，把拖沓、多余的话语全部删去，以达到讲述内容中

心突出、精干、简明扼要的目的。在做这些工作时，

《故事上党》栏目主创人员的主要做法是：在大量收集

故事素材的基础上，编导先编故事后讲述，在限定的时

间内如果能条理地讲述出来，局外人听后认可，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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