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林芝：湖南台第一位播音员的四个“第一次”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彭敏

第一次认识电视

张林芝说，自己知道电视是 1969 年的事。

那年 10 月，她刚从农村招工到湖南人民广

播电台做播音员。她发现传达室旁边有一间

小屋，有一天她指着那间小平房，问一位年

长的播音员 ：“那里是做什么的？”她说 ：“那

是电视攻关小组。”“‘电视’是什么呀？”她

指指办公桌上的交流电大收音机说 ：“‘电视’

就像这个，但比这个宽一点高一些，不光有

声还有影。”从此，“电视”这个很模糊的概

念就进入了张林芝的脑海。

1970 年 7 月上旬，电台编辑部抽调了七

名同志去广州电视台（当时的广东省台）学习

办电视，张林芝是其中一个。

一个多月的学习很快就要结束了，最后

几天每天一次的闭路模拟播出，张林芝坐在

播音桌前念稿作正式播出状，同去的摄像、

摄影、导播对着她反复练习操作。

第一次坐在摄像机前看到屏幕（监视器）

中的张林芝回忆说，自己当时面部紧张，声

音捏挤，远不如在电台播一条稿件那么爽快。

所以，回到长沙她就赶快回到播音组，可组

长对她说 ：“从今天起，你不在这里播音了，

你去‘电视组’上班。”张林芝嘴上虽没敢再

说什么，可心里非常不愉快，晚上躲在被窝

里哭了一场。

第一次电视播音

正式试播那天，跟张林芝一起去广东学

听说受访者是湖南电视
台第一位播音员，记者在
拨通电话时已经做好了聆
听“好声音”的心理准备，
但听到张林芝清脆悦耳声
音的那一刻，还是让记者
心头一震：完全想不到电
话那头是一位已经 70 多岁
的老人。

从 1970 年 8 月试播到
1979 年 5 月，湖南电视台
只有张林芝一 位播音员。
张林芝的职业生涯，跟电
视相伴，她跟电视的每一
个第一次，都令已经退休
十多年的她记忆犹新。

70+ 的她

记  者  档  案

张 林 芝，1947 年 出 生。
1970 年 7 月起在湖南电视台任
播音员、主持人、编辑，曾任《湖
南新闻》《湖南新闻联播》《晚
间新闻》等栏目播音员、主持
人，并参与各类大型晚会及纪
录片的配音工作。有几十个作
品在全国、全省优秀作品评比
中获奖。2007 年 11 月退休。

陶小爱：奔走记录大时代，“每天都和打仗一样”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伊人

60+ 的她

记  者  档  案

陶小爱，湖南日报社原编
委、地方新闻中心执行主任，
在新闻一线岗位奋战了 30 年，
曾获湖南省“十佳记者”、“全
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习的小伙伴都来了，当天播出的内容是：闪

金光的毛主席像伴《东方红》乐曲、毛主席

语录和样板戏。

而张林芝的任务就是高诵毛主席语录。

话筒放在小板凳上，板凳是用几个马钉三块

木板钉成的。张林芝就蹲在地上，看着玻

璃板，一条一条地念；工作人员根据她的节

奏换玻璃板。张林芝的声音第一次就这样

通过湖南电视台传了出去。

第一次出镜

张林芝第一次在湖南电视台出镜面对观

众是 1975 年 5 月。

当时电视台请 省委党校、《新湘评论》

等单位的理论工作者文选德、肖雁樵等到演

播厅来讲座，讲座前要张林芝说几句话。

那天中午，张林芝去附近最好的理发店

理了发，换了一件平日很少穿的新衣服，就

坐在摄像机前，等待指示灯亮起，她说，那

几十秒好漫长好漫长，自己都能听到怦怦的

心跳。还好，灯一亮她就铿锵有力地把几句

话说完了。等整个讲座结束了，张林芝才有

机会问摄像、导播及看了播出的同事，效果

怎么样。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很好，

一个字也没错。”

第一次主持

而张林芝的主持工作是从构思、采写、

编辑、主持一个一个节目开始的。

湖南台第一个有固定栏目名称的社交类

专题节目《卫生常识》，于 1979 年 4 月 20 日

开播。节目办了一年多时间，其间张林芝出

镜主持的两期内容被中央台采用。节目播出

的前几天，张林芝就去邮局拍电报给远在陕

西当兵的丈夫、河北老家的亲人，请他们准

时收看中央台节目。节目播出当天，亲人们

都想方设法找到有电视机的地方看张林芝的

节目，不光听到了她的声音，还见到了她的人。

从此，这“不光有声还有影”的电视真

正走进张林芝的心坎里。

张林芝后来主持各类栏目、晚会、各种

大型直播节目，直到 1995 年 11 月 12 日，在

贺龙体育馆主持完长达三个小时的“‘远大

杯’全省首届优秀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评选

金话筒颁奖文艺晚会”后，便告别了荧屏，

走进了人生的又一个驿站。

惊险：骑车出门采访，
卷入公交车下

 1983 年 7 月，陶小爱从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新 闻 系 毕 业，

跨入湖南日报社的大门，被

分配到长沙记者站当驻站记

者。第一次开记者会，陶小

爱抱着本子推开会议室的大

门，屋里的说笑声戛然而止，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投向她，

陶小爱也蒙了：一屋子全是

男记者！

“就像男儿国突然撞进一

个小丫头，他们的眼神里有疑

惑，有打量，还有挑剔。整场

会议，我感到的是尴尬和孤

独。”时隔多年，陶小爱依然

清晰记得当时的情形，她暗

暗下定决心 ：“他们觉得我不

行，我偏要把工作做好！我要

证明女同志也能做出成绩！”

斗志昂扬的陶小爱很快

遇到了第一只“拦路虎”。为

了方便记者采访，报社配备了自行车，

可陶小爱犯了难 ：自己不会骑。但是当

时公共交通并不发达，在外采访不可能

光靠脚走路，时间紧急，陶小爱学了没

几天，就骑着自行车出门工作了。陶爸

爸不放心，偷偷地在后面跟着。途经袁

家岭附近，陶小爱无意中往后一瞧，看

到了不远处的父亲，心里一紧张，正好

前方一辆公交车驶来，陶小爱躲避不及，

连人带自行车被卷进了车轮底下！

幸运的是，陶小爱只是腿部受了

轻伤，没有大碍。但陶爸爸后怕不已，

把女儿的自行车扣了下来。可一转身，

陶小爱趁父亲不备，悄悄把车子推了

出来，继续踏上采访之路。

 

暖心：寒冬席地写稿，
帮助被弃姑娘

 背着采访本，骑着自行车，陶小爱在

长沙的大街小巷风里来，雨里去。国企改革、

农业改革、工业改革……她是长沙城 30 年

变化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我现场见证了许

多政策的出台和推进，领导开会，我就在

一边记录。有时候十多个小时的会议结束，

手都没有知觉了”。

为了详细报道长沙某国企的系列改革，

陶小爱四处奔波，多方走访，磨穿了 3 双

鞋底，也成为了报社附近自行车修理棚的

常客。她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写就多篇报道，

报道刊发后反响强烈，许多厂长经理接二连

三地来信，认为陶小爱的报道给了他们信心

和参考，是好文章，也是“及时雨”。

陶小爱的笔下既有大时代，也有普通人。

1985 年 2 月，一个被变心丈夫抛弃的姑娘

找到了陶小爱。当时陶小爱就要结婚了，事

务繁忙，但面对姑娘那双充满祈盼和渴望的

大眼睛，一股强烈的责任感涌上心头。陶

小爱决定在张罗婚事之余，抽空采访这个

稿子。一次，家里来了一屋子贺喜的客人，

陶小爱买好菜，准备好招待的东西，把其他

事情交代给家人，自己抱着纸笔，悄悄来到

离家不远的省图书馆写稿。

谁知图书馆阅览室中午不开放，一时

之间也没有更合适的去处，陶小爱干脆席

地 而 坐， 以 膝 为 桌， 奋 笔 疾 书。 正 值 寒

冬，冷风刺骨，石阶上更是寒气逼人，不

一会儿手脚就冻僵了，她竟浑然不觉，

3000 字的通讯就这样挥就。图书馆的

工作人员还以为她是负气出走的女孩

在写绝命书。

 

坚守：不后悔的记者，
有遗憾的妈妈

 陶小爱是新闻一线的女战士，也

是 母亲、 女儿、 妻子。 但 她也 感慨，

记者这一职业特殊，“每天都和打仗一

样”，在家庭生活方面有时也有遗憾。

1990 年春，陶小爱正在参加报社关

于长沙县典型报道，突然发现下体流

血，就医之后才知道自己怀孕，并有先

兆流产症状。医生嘱咐她卧床休息，可

是报道时间紧、任务重，临时换人也来不及

了。陶小爱藏起了病休条，连家人都没有告诉，

一边吃药，一边继续参与紧张的采写报道。

报道需要下乡采访，乡间道路坑坑洼洼，

记者们坐的还是减震性较差的货车，一路颠

簸，陶小爱只能捧着肚子，尽量减少碰撞，

完成任务之后才回到医院保胎，还被医生

“骂”了一顿。一直到孩子出生的当天上午，

陶小爱还在参加记者年终总结。幸好孩子顺

利降生，安然无恙。

陶小爱用六个字总结了自己的记者生

涯——很辛苦，不后悔。“我的文字能够记

录时代，能够帮助群众，还能让那么多素不

相识的读者通过报道成为与我神交的知音，

我很满足，我的青春无悔。”

陶小爱（中）采访“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与玉荣。

年轻时的张林芝在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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