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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创意奇葩》

前言

　　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走过了大变革、大发展的30年。这些年来，既产生了
许多为大众喜闻乐见（听）的优秀栏目与节目，也涌现了一批富有创造力的优秀人才。而后者是我尤
为关注的，因为有了人才才会不断诞生好节目。　　近日，欣悉达世新同志的获奖作品与论文选《广
播电视创意奇葩》即将出版，又接到他从上海打来长途电话热情邀我为这本新书作序，我很愿意为之
。二十多年来，达世新同志从一名国家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成长为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高级编辑
、记者和管理干部。难能可贵的是，他涉足广播和电视两个领域，节目创作和理论研究并进，获得了
包括中国广播电视奖、“五个一工程”奖在内的数十个奖项，又被评为全国“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
作者。我想，他的成功经验是值得与大家分享的。　　广播电视这30年的繁荣发展之路，说到底就是
一条变革创新之路。创新对于当今的各行各业都很重要，但对于广播电视则更为重要。作为以电子技
术装备起来的现代传媒，它站在了改革开放的前沿，理应有着敏感的神经和不同一般的活力。当然，
创新是很不容易的，它需要有创造的激情、勇气、想象力和契合工作实际的把握。长年奋战在第一线
的达世新在这里交出了一份富有特色的答卷。他是个驾驭节目样式形态的“多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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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创意奇葩》

内容概要

《广播电视创意奇葩:获奖作品选及创作手记》是知名节目制作人达世新的获奖原创作品和获奖论文的
选集，作者视角广，思想敏锐，生活体验丰富。他从工人业余创作起步，又成为传媒资深人士，探访
了珠穆朗玛峰、阿尔卑斯山、酒泉卫星发射场、水上飞机工厂、潜艇基地、地震灾区等重要区域。书
中所选作品，创意各具特色，节目类型众多，其中有反映电视台少儿合唱团生活的我国第一部音乐电
视剧、第一部航空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随船采写我国大型科考船要闻秘闻的纪实文学，还有成功在
电台成功播出的新型相声——科学相声、赢得美国总统里根赞誉的科学幻想作品、引人入胜的军事气
象小说、接连获得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论文评比一等奖的视角独特的论文⋯⋯每篇佳作后并附有创作手
记、或专家点评、评奖意见，从而更具有实际的学习借鉴与指导意义，它们会给广播电视从业人员和
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以及广大受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欣赏乐趣和有益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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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创意奇葩》

作者简介

　　达世新，1956年生。知名节目制作人，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高级编辑、记者，上海海事大学郑
和研究中心教授。1982年大学毕业进入上海电台，1995年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课程班结业
。历任编辑、文艺频率长篇连播节目监制、SMG综艺部制作人、故事频率副主任主任、兼任上海科普
研究所科幻室主任。所带领的团队曾被评为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先进集体、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创新
媒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上海戏剧家协会、上海曲艺家协会及上海电影家
协会会员。自1977年起发表作品，至今发表有长篇小说、电影剧本等作品二百余万字，出版了小说集
、剧作选、相声集10多本，有20多部电视剧广播剧在中央电视台和各地电台播出，并有40余篇论文在
《文艺报》、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在编导大量节目的同时，尤为注重创新创优和以创意取胜。 　　
编创的作品和撰写的论文区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奖、全
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等数十个重要奖项。2004年被评为全国“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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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闻与纪实　　达世新作品系列　　新闻观察《大海、上海不了情》　　前不久，从地球最南端
归来的“雪龙”号科学考察船锚泊于吴淞口外。应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之邀，我们一些记者前往探访
我国的赴南极科考队员。为便于拍照摄像，所搭乘的海监船围绕着它兜了一个大圈，浪迹在阳光下熠
熠延伸，我心有所动地注视着，渐渐地它变成了一个藏着很多疑问的大问号：　　上海是我国极地考
察的发源地，可为什么大多数市民对此缺乏应有的了解和关注？上海是我国最大的沿海城市，可为什
么相当缺乏海的韵味？不但没有像样的水族馆、海洋公园，甚至连醒目的海洋题材雕塑也难以照面？
　　有位学者说得好：“街上的雕塑，是城市的眼睛。”上海何以失却了眺望大海的热情？市民们的
海洋意识现在事实上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还落后于其他沿海省份！海，对于上海人真的失去意义了
吗？　　疑问是探寻的动力。就这样，在庞大的远洋考察船结束航行的地方，我心帆鼓胀，开始了对
另一片海——上海人的“海”的考察。潮起潮落中的馈赠和警示　　上海人，这个名字显然带有很浓
郁的海的气息，它很容易使人想到这方水土这方人与海有着特别的缘分。市水利局和考古界的一些同
志帮助我证实与丰富了这种联想。七千年前，上海地区还是汪洋一片，正是海浪江潮带来的泥沙和贝
壳砂，逐渐把古海岸线“冈身”沿长江南岸和杭州湾北岸向东推移。而后，自唐朝开元年间起，人们
又接连修造了捍海塘、里护塘、人民塘等向海争地的海岸工程。如今我驱车往南汇、川沙“寻根”，
依旧可以在有些公路路基上清楚地辨认出昔日海塘的身形。　　“海龙王大方地为我伲上海出具了一
张土地证，而上海由海滨渔村发展成我国最大的城市，也同样离不开它的大力相帮。”在胜利塘上，
迎着劲烈的海风，东海乡两个中年渔民跟我聊起了大海与上海，他们对我说一代纺织巨匠黄道婆就是
由海路把纺纱织布技术带进来的。在天光水影中，我还依稀看到了从历史深处驶来了成百上千的沙船
，“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而悬挂着各色洋旗的火轮船自上
海开埠后，更是烟云相接而来，海运和对外贸易成了把上海带进现代城市的两根“巨缆”，上海的一
些具有代表性的产业也因此得以发端，如造船业、机器制造业等。“不过，现在城里人已经想不大起
眼门前的这片海了，要想起大概也只有在台风刮来的辰光。”其中一位与我分手道别时咧开嘴笑着说
道。　　但这并非是笑话。近些年来，不知是由于森林般崛起的高楼大厦遮挡了视线，还是由于菜碗
里的黄鱼、带鱼比往日减少了许多的缘故，好些上海人对于大海确实已相当陌生、淡漠起来。他们几
乎没有意识到上海正面对着世界最大的大洋，占据着我国漫长的海岸线的中端，是南北沿海海运、长
江运输、远洋运输的中心枢纽，上海港还是世界十大亿吨港之一。不知道可供围垦的滩涂有近百万亩
之多，不少地方已成了农林牧副渔基地和宝贵的工业用地，那在股市中牵动千百万双眼睛的上海石化
就是从海里垫出来的。　　在浦东有条行人稀少的马路东塘路，路旁一处绿阴掩映中，坐落着国家海
洋局东海分局。那里的同志告诉我，上海与海洋的关系实际上已变得十分密切，如今由于树林、绿地
面积的大量缩减，上海人消耗的氧气主要靠海洋补充；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加强，海雾、海上热带气
旋、风暴潮对上海的天气以及交通、农业产生着更大的影响；海底地震也几次让上海人不得安寝；上
海的能源消耗逐年增大，东海不久将成为上海的新能源基地，东海油气田明年就可以向浦东供应天然
气；温室效应发全球性的海平面上升，它对平均海拔高度仅为4米的上海在控制地面沉降方面提出了
更为严峻的挑战⋯⋯　　这使我不禁想起了大洋彼岸一位著名的预测学家斯特布尔顿曾就海平面上升
说过的话：“世界大城市中第一个要敲响警钟的是其中最大的上海。”　　那么，这样的，以及含义
可以更为丰富的钟声为什么没能在上海人的“心海”上回荡？　　“海深不怕鱼大”　　我们得留意
这样一个事实：上海地区集中了许多涉海单位，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政府职能部门、科研院所、大专院
校以及企业，而造船能力在全国一直稳居首位，前些时候出访美国的我国最好的战舰哈尔滨号导弹驱
逐舰就是由江南造船厂建造。　　显然，在努力提高公众的海洋意识的大课题下，上海有着得天独厚
的条件。然而，当我们到其他沿海省份去走走看看，我们这份自豪却不由得为自惭所替代。因为多年
来我们对这类“资源”的利用开发远不及他们。　　就拿同样在抵御海外入侵方面声名远播的历史遗
迹来说，山东的蓬莱水城、广东的虎门炮台、福建的胡里山炮台和马江海战纪念地等都因精心修缮、
配套设施周全而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它们无疑成了站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向人们进行海洋观
和海防教育的绝好的“讲解员”。而我到吴淞口寻找陈化成抗英遗迹，在数公里长的弧形地带里，却
只见到一尊塑像、两三门其下没有炮台的古炮，以及一座被安置在孔庙大成殿里的纪念馆。据驻扎在
当年血战之地的解放军某炮营徐教导员的介绍，鸦片战争中吴淞炮台蔚为壮观，有东西两个炮台群、
一百五十多门铁炮。显然，我们如今的有关修复工作和纪念馆建造规模都与历史风云、与我们这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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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千多万人口的最大沿海城市不相称的。实际上，像这样的遗迹在上海还有不少，上海曾对中国的
近现代海军发展、对造船业都产生过相当重要的推进作用。　　自然，“开发”的眼光未必都要向“
后”，它理应是全方位的。经常去森林公园的游客也许能够注意到，在浦江对岸有一条多年来一直系
泊于码头的综合科学考察船“向阳红10号”。这条船过去在电视上频频亮相，曾为我国创下了首航南
极成功的骄人战绩。它排水量12 735吨，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万吨级科考船之一，在它上面，有直升
机平台，有许多先进的探测、导航、通讯、海洋调查和实验设备。在一个暑气逼人的午后，船长刘世
荣汗水淋漓地陪我上上下下看遍了整条船，他不无激动地对我说，他很希望这条船能为提高上海人的
海洋意识作出些贡献。　　我想，如果通过合适的方式将这条长期没有出航任务的科考船向市民开放
，从而成为海洋科普教育基地，那它所具有的魅力、所起的作用肯定会比一年前那条由长江客轮改建
的青少年科普船大得多。　　就像海洋科技是集多门学科和高新技术为一体的综合性科技一样，提高
公民海洋意识的途径也应该是多样化的，这其中得充分发挥上海地区海洋教学和科研力量强、涉海部
门种类多的优势，用先进的展示手段和观念来改造较为呆板的传统科普方式，并力求渗透进人们的休
闲、旅游之中。这样，才会收到“水涨船高”、“海深不怕鱼大”之效，上海人也才不会“徒有虚名
”。　　“龙头”意味着什么　　现在差不多每个上海人都知道，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时代，长江流域
犹如一条飞腾而起的巨龙，而上海正是这龙的“龙头”。但却很少有人认识到，龙头应时常瞩目于大
海，在被称为海洋世纪的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龙归大海”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与紧迫。海
洋意识的提高将对这一进程的到来和展开起到不同寻常的导航作用。　　“自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
来，陆地上的各类资源和能源被快速地大量消耗，人们的生活空间也日益缩小。向大海要能源、要资
源、要空间已成为当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共识，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上海在进军海洋方
面有许多事情要做，而浦东开发为我们上海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行动契机，它把市区向大海大大推近
了。”前些时候，几位对上海与海洋关系颇有研究的专业人士告诉我，要是在今后不太长的时间里，
参照日本和香港的做法，通过长桥或隧道将浦东浦西与崇明、长兴、横沙三岛连接起来，那对于上海
的经济发展和使之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有着巨大的意义。由于淤沙的影响，目前上海的深水岸线并不多
，据测算，罗泾有2公里，金山嘴有1—2公里，浦东外高桥也仅有1公里，而三岛则有约10公里的深水
岸线可供利用。　　如今，我国的好些沿海省份相继提出了“蓝色计划”、“海上山东”、“海洋大
省”等令人振奋的海洋发展方略，我们上海虽未必一定要拿出一个相似的东西，但有些相似的工作却
一定要跟上，并力求有突破性的进展，如潮汐发电、海浪发电、海洋工程、海水淡化、海洋污染防治
（这方而上海人往往忽略，实际上横贯市区、长年黑臭的苏州河就是上海附近海区重要的污染源，沿
岸的工业废水排放、垃圾物抛置至今屡有发生）。南于上海海岸线不太长，海水养殖固然不可能有大
收获，但海洋制药和远洋渔业却应唱出重头戏。这一切及其在其他行业的连动效应必将为上海增添许
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实，重视海洋、热爱海洋给上海带来的新增长点又何止是在经济方面。海
洋的博大和深邃可以帮助上海人扩展视野、克服狭隘的地域观念，增加这座城市的容纳度和自我更新
能力。在海洋世纪的潮声已清晰可闻的今天，蔚蓝色意识成了铸造上海人现代精神的重要一环，它为
具体的涉海工作提供无尽的科学想象力，并与后者一起为凭海l临风的上海真正成为国际性现代大都市
创造着不可缺少的条件。　　在一个美好的夜晚——《南极之光》文艺晚会上，国家海洋局局长张登
义特地从北京赶来上海助兴致意、慰问远航健儿。我采访了他，请他对上海的有关海洋的工作谈点看
法，他略加思索后便朗声说道：“上海的海洋工作就应该像它在工业、商业、市政建设等方面一样，
在全国起一种领先作用！”　　确实，作为地处我国“黄金水道”和“黄金海岸”交会处的科学文化
、经济中心城市，它理应有此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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