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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铎：《话说长江》走出的第一代电视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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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电视是什么

1958年的夏天，陈铎在
上海准备高考，他上的是重
点中学，到现在有260多年
的历史。陈铎想学的专业是
外语、新闻，在那个年代，陈
铎和其他的有志青年一样，
认为有理想的未来就是上
大学有真本事，保卫祖国建
设祖国，当战斗英雄、劳动
模范。

1958年中央决定办电
视，将原来的中央广播剧团
整建扩编成中央广播电视
实验剧团，扩编后的剧团要
在北京、上海、天津各招一
批高中生。陈铎在学校里参
加了很多课余活动，喜欢话
剧和朗诵。剧团看中了他，
想招他进团。但陈铎不愿
意，说这哪儿行呀，这些朗
诵、演戏、跳舞，都是业余玩
玩的，每天都玩这些怎么能
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呢？

陈铎被招考老师批评
了这种想法，连带给他做了
思想工作，说什么工作都可
以保卫祖国建设祖国，这才
说动了陈铎。1958年9月1
日，陈铎到剧团报到，从此
开始从事广播电视工作。中
央广播电视实验剧团承担
了除新闻节目之外的各类
电视节目的制播。

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在
当时叫做“中央广播电视实
验剧团”，加“实验”两个字
就是要摸索前进。那时没人
干过电视，也不知道电视是
什么模样。陈铎考试的时
候，几个考生就在那里讨
论，电视是怎么回事，电视
是不是电影？“我们只知道
剧团，广播，根本不明白电
视是干吗的。”

19岁的陈铎成了我国
第一批电视工作者。那时候
他对电视并不了解，更没想
到电视后来会有这么大的
影响。到剧团报到以后，领
导第一时间告诉他：你们要
面对话筒，面对镜头，代表
党和国家、政府向全中国，
全世界讲话。陈铎想，既然
工作这么重要，自己怎么能
老想着上大学这回事，“我
就自己批判自己，不能再想
东想西了，要认认真真地工
作。那个年代革命就是工
作，工作就是革命。”

陈铎就这样开始一步
一步在广播电视行业干了
起来。

■一个朗诵演员干很

多工种

大家对电视到底是什
么没概念，但广播工作陈铎
熟悉，他开始做广播节目。
另外的工作，就是作为演
员，参加一些电视剧的制
播。

1959年，陈铎主演了国
内电视史上第一部大型的
电视剧《新的一代》。广播里
看不见人，不需要服装、化
妆，但是有了电视这些要求
都得有了，不能只是坐在那
儿朗诵，即使光站在那儿也
不行，要动，要交流。所以大
家通过演舞台剧训练，掌握
节奏、练习交流感。那时剧
团排练过不少剧目，比如曹
禺的《北京人》，“我现在朗
诵，大家认为不错，也是那
时候包括演戏积累锻炼的
结果。”

虽然是以“演员”身份
被招进团，在剧团工作时，
陈铎参与了广播电视的文
艺、专题、少儿等多类节目
的编、采、播、演、制作。音响
组缺人了，领导让陈铎兼职
搞音响，模仿鸡叫狗叫猫
叫、收音机火车轮船动静。
他还主动要求兼任音乐编
辑，自己选音乐、配唱。

■《话说长江》解说娓

娓道来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央
电视台节目形态不多。改革
开放之后，在电视节目上出
现了合拍形式的国际合作。
纪录片方面，一系列介绍文
化遗存、地理景观的专题
片，以中外合作的形式被拍
摄出来。1980年拍摄的《丝
绸之路》，就是中日合作。陈
铎参加了后期的解说工作。

陈铎当时在剧团里担
任业务秘书，一天，《丝绸之
路》的编导来剧团找陈铎，
说想请两位演员担任《丝绸
之路》的解说。聊天中，编导
发现陈铎声音不错，让他去
试音，一试就通过了。不久
《话说长江》的总导演也找
到陈铎邀请他做主持人，说
是因为看了他解说的《丝绸
之路》。当时陈铎还不知道

“主持人”具体是什么工种，

导演告诉他，主持人就是
“出画面兼解说”。

《话说长江》从1979年
开拍，是中央电视台和日本
联合摄制的纪录片，1983年
在中央电视台首播。《话说
长江》在创作上首次推出了
纪录片主持人形式，陈铎和
虹云两位播音员一改以往
画外音的形式，他们的形象
直接出现在了屏幕上，直面
电视观众。这种方式让观众
感到新鲜，加上两位主持人
的解说不再是字正腔圆式
的播音腔，而以亲切、娓娓
道来的语调播出，气质儒雅
的陈铎和端庄大方的虹云，
也随着《话说长江》成为中
国电视史上第一批主持人。

在《话说长江》之前，中
国没有主持人这一职业，对
于如何主持、如何解说，无
人教，更无从模仿，全凭暗
自琢磨。就算在着装上，陈
铎也不知道到底应该穿什

么合适，开始穿夹克，敞开
着。后来被老领导批评说不
严肃，只好换上“本以为领
导才穿”的中山装。

《话说长江》播出之后，
真正达到了“万人空巷”的
效果，当时的收视率达
40%。陈铎说，他也是逐渐
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在
看《话说长江》。那时候观众
来信很多，每天都用麻袋装
着送到办公室。除了有专门
的观众来信组，信都是大家
随时拿来看的，也根本看不
过来，拿一堆搁在那儿，谁
有空的时候看看，就当调剂
一下。后来节目组发现，观
众来信中有不少人在提供
线索，比如这个地方还有一
个很重要的遗漏，那个地方
应该再拍摄一些什么。“无
形当中是一种全民动员、全
民参与。所以我们就做了一
个答观众来信，作为主体节
目之外的形式，解答观众来

信里面的各种问题。”
在陈铎看来，这种互动

的需求是历史形势造成的。
“现在是不需要观众来信，
大家就直接用弹幕了。”陈
铎现在也看弹幕，但自己不
会用，“就是看大家的各种
表态。”

■电视和观众是平等

的朋友

之后，陈铎又相继主持
了《话说运河》等系列节目，
其中的许多片子，至今仍被
视为经典。

在陈铎看来，上世纪80
年代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
期，在工作上开始有了和外
国合作的机会，也使得中国
电视人睁开了眼睛来了解
世界。小到化妆，大到纪录
片的表现手法，都吸收学习
到了更先进的方式。当时日
本人用海绵来打底色，而我
们原来则是用手拍匀，然后
用手指头和手掌上妆，但是
日本人用一块海绵，方便实
用。《话说长江》几乎全部都
是同期声，拍成都的茶馆，
里面热闹的声音、倒水的声
音、小孩打呼噜的声音、说
书的讲《三国演义》的声音，
都录下来了，这样子的片子
才生动、生活化了。

让陈铎怀念的还有当
时的创作氛围，大家合作、
讨论、交流、争论，没有人叫
过苦，也没有人要求过什
么。那个时候谁有了个好想
法，大家都会一起鼓励支
持。据陈铎回忆，在《话说长
江》中，当时编导写的稿子
有这样一句话，“当一天和
尚撞一天钟，比起那些只当
和尚不撞钟的人来说，这位
和尚可谓是忠于职守。”用
来讽刺有些人消极怠工。头
一天对完稿子，第二天编导
说把这句话拿掉吧，弄不好
有人自动对号。陈铎说，这
句话是我们发现的社会现
象，不应该随便把它丢掉。
最后，片中陈铎语气上进行
了处理，“我是树立榜样，劝
导，并没有批评指责，但实
际上这就是有批评在里
面。”

正是因为改革开放，陈
铎说，不能墨守成规就得要
有新的思想、新的理念。《话
说长江》看到的总是蓝天、

绿树、笑脸，解说词也不带
说教色彩和强迫感，当时想
把握的一条原则是：电视和
观众不是教育者与被教育
者的关系，而是平等的朋
友，包括陈铎在主持时的解
说、语气也都是如此，“这是
电视工作者和电视观众的
关系和位置。当时我们确立
的这个关系，今天看来是成
功和正确的。”

■倒带40年

1 . 还记得改革开放
后，买的第一件以前想买而
买不到的东西是什么吗？

我买的是收音机。因为
干广播电视，电视买不起，
就买了收音机，便携式的。
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
样子，需要拿出一部分的工
资来，还是比较贵，但觉得
很实用。那时广播节目也很
多，家里都很高兴。

2.改革开放后，哪部文
艺作品对你产生了很大的
触动和影响？

伤痕文学作品。因为我
们都经历过那个时代，那些
作品把我们的生活历程都
表现出来了。悲剧是深刻
的，虽然我本身是一个很乐
观的人，但我对悲剧特别接
受，固然很沉重，但沉重之
后让我们去思考，让那样的
悲剧再也不要出现。

3. 什么事情让你意识
到改革开放影响到自己和
家庭的生活？

这样说就是代步工具
汽车。大概上世纪80年代，我
哥哥知道我会开车，他买了
一辆小轿车，那时候小轿车
是局以上干部坐的，很突出，
我说这不行，太脱离群众了，
所以没要。90年代，我自己买
了辆奥拓，要6万呢，还是借钱
买的。我终于能开车带着老
岳母去看天安门了，还是很
开心的。

4 .作为一个迎接了很多
变化和开创了一些“第一”的
人，你的孩子有子承父业吗？

没有。杜甫说，安得广厦
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好多人，包括我们家庭那
时候的居住条件太差了，我们
三代六口住一间房，住了好多
年，所以我就希望儿子能多
盖房子。儿子大学学的是城
市规划。 （据《新京报》）

陈铎1939年出生在上海，我国第一批电视工作者。主持了《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万里海疆》等大型电视节目与系列片，其中《话说长江》创
造了万人空巷的奇迹和迄今为止纪录片收视率的“神话”。

中国第一座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早期称北京电视台）于1958年5月1日开始试播黑白电视，9月2日正式开播，这是中国电视事业的开始。
1958年7月，19岁的陈铎高中毕业后，9月进入中央广播电视实验剧团工作，成为我国第一批电视工作者，见证亲历了中国电视的发展。
陈铎最初因为“不能保卫祖国”并不想从事电视行业，没想到后来却一干就干了一辈子。在陈铎的职业生涯中，曾任演员、编辑、导演、摄影、

配音、解说等，参与了电视剧与文艺节目的制、播、演等工作，算是干遍了广播电视行业中的各个领域。
1983年，陈铎和虹云主持的25集专题纪录片《话说长江》曾在央视创下了40%的收视纪录，是央视二十世纪80年代最受欢迎的电视纪录片，也

是迄今为止，中国纪录片收视率最高的一部。陈铎也因为儒雅的形象和亲切的解说，成为一代著名的播音主持人。

陈铎在《话说运河》中出镜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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