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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现代汉语”应当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基础课。 它在本科教学
中与“普通话语音与发声”同时进行,以适应后续播音主持艺术理论的讲授与学习。

播音主持是有声语言表达的样式之一。 它的创作活动分为“有稿播音”和“无稿
播音”两种。 有稿播音的创作对象是语言文字作品,被称为“二度创作”;“无稿播音”
被称为“一度创作”。 在当今的媒体传播中,大部分播音主持活动仍然是在有稿的情
况下进行的。 即使是无稿播音,创作主体仍然是运用现代汉语的知识能力形成“内部
语言”之后再外化成有声语言进行的。 这就形成了现代汉语和播音主持密不可分的
联系。

在学习了“普通话语音与发声”“现代汉语”这两门专业基础课之后,学生就要进
入系统学习播音与主持艺术理论的阶段了。 播音主持艺术理论的课程内容体现在
“播音创作基础”中,这门课包括播音员主持人从文字稿件、素材的准备到播出过程中
的创作道路、原则、技巧、规律、风格的全部知识和训练。 在学习和训练的过程中,始
终强调播音员、主持人对文字作品的理解、感受和形之于声的表达。 而这三项知识和
功力的获得都有赖于对“现代汉语”的学习所掌握的知识。

深入理解作品中重要的一项是对篇章结构的逻辑关系的理解和对篇章语境的理

解。 文字作品是由一个个语句构成的,这就牵涉到对一句话的语义结构(客观事理、
语言目的、具体态度、情感评价)和语句语境的理解。 这些都离不开现代汉语的知识
和对这些知识掌握与运用的能力。

“具体感受”“整体感受”是对播音员、主持人最重要的能力要求。 “感之于外”
“受之于心”是通过词语感受进行的,“逻辑感受”是通过对文章的语言文字序列进行
的。 如果不能掌握“现代汉语”课程的学习内容,这些感受显然是无法进行的。

播音员、主持人最终是以有声语言表达来进行创作活动的。 文字作品、内部语音
所承载的思想感情需要有声语言的表达技巧来进行。 播音主持艺术理论中的有声语
言表达技巧很多来自于对现代汉语的研究。 以语句重音和语句停连的种类为例,十
种重音种类、十种停连种类就是直接来源于对现代汉语中遣词造句手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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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应当有别于其他专业而具有自己的特
色,这既有授课课时的制约,又要针对本专业学生的学习特点,更重要的是如何与专
业核心课程有机结合。 因此对“现代汉语”知识点的取舍以及重要内容的扩展与延伸
都必须考虑。

我院青年教师刘蔼萍在十余年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现代汉语”教学中,结合
播音主持艺术理论的学习,不断地进行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心得,完成了这本教
材的写作。 这本教材的特点不只是针对性强,而且考虑了内容涉及的“全面”和“精
细”,以及教学内容的“趣味性”。 这些在本书各节的“课程延伸内容”中有着明显的
体现。

有声语言的表达、播音与主持艺术创作和现代汉语息息相关,期望更多的教师和
学生在这一课题的学习和研究中,有更多的成果。

王雷

2016 年 8 月于四川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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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 如
何正确地运用语言,进行更好的沟通、表达,是我们要掌握的一门基本技能。

《现代汉语》是一门知识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也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
一门专业基础课。 本书是针对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学生编写的,以教育部制定的“现代
汉语教学大纲”为基础,参考了张颂老师的《播音创作基础》等专业教材,结合播音与
主持艺术专业的专业特点和教学要求,系统地讲授现代汉语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和传统《现代汉语》教材相比,删除了语音知识,将内容分为绪论、文字、词汇、语法、修
辞五部分。

本书最大的特色是注重“实用性”与“趣味性”的结合。 教材主体内容包括两个
部分,前一部分是现代汉语课程最基础、最核心的内容,并用最简要、最易懂的语言加
以说明,便于师生在有限的课时内教授和掌握现代汉语知识,教材引例具有时代感,
贴近生活。 后一部分是“课程延伸内容”,结合播音主持专业的特点将传媒、文化、历
史、语境、修辞等方面的一些趣味知识有机地和课程内容结合在一起,目的在于一方
面增强课程的趣味性,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领他们的趣味学习;另一方面,结合
播音专业学生要成为“杂家”的目标,努力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不求面面俱到,但愿能
“抛砖引玉”,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承蒙王雷教授、肖建春教授的指导与大力支持,也感谢李珊
珊老师提供的帮助,特此表示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同行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我们
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编者

2016 年 6 月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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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现代汉语概述

一、什么是语言

按照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所述,语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
产物,“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即劳动创造了语言。

在语言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它具有了以下的特点:
(1)语言既不是经济基础,也不是上层建筑,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随社会

的产生而产生,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具有社会性和全民性。 社会性是指语言和社会
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一方面,语言依存于社会,离开了社会,语言就成了无本之木;另
一方面,社会也不能没有语言,没有了语言,社会就无法存在和发展。 全民性是指语
言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的,没有阶级性。

(2)从外部功能而言,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 能够运用语言
表达思想并进行交际,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

之所以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指人们能够利用语言传递和交流信
息,它是组成人类社会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自然界的许多动物也能够通过各种各
样的声音来传递信息,但是这些声音一般都比较简单,表达的信息量也不丰富,而且
它们是一个整体,不能重新分解组合,形成新的语句,所以不能看作真正意义上的语
言。 除了语言外,人类还使用一些其他的交际手段,比如手势、交通信号、代码等,但
是这些手段都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在使用范围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只能作
为语言的辅助手段。 所以我们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而“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的意思是指人们能够利用语言形成和表达
思想,它是思想最完善、最有效的载体。 思维是人脑的一种机能,是人脑反映客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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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过程,思维的进行必须有某种载体作为工具。 抽象思维是以语言为载体的。 它
借以反映事物的形式———概念、判断、推理,总是表现为一定的语言形式———词、短
语、句子。 虽然也存在以直观动作为载体的直观动作思维和以表象为载体的表象思
维,但是纯粹的直观动作思维和表象思维的概括程度极其有限,并且只出现在还没学
会说话的婴儿和某些高级动物身上,人们一旦掌握了语言,就不再有纯粹的非语言思
维了。 人们可以有所侧重地利用直观动作或表象进行思维,但以语言为工具的抽象
思维在思维过程中始终起主导作用,组织和制约着全部思维过程。 所以我们说语言
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

(3)从内部结构来看,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套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它包括语
音、词汇、语法三个要素。 语音是语言符号的声音要素,是它的物质外壳;词汇是语言
符号的总汇,是它的建筑材料;语法是语言符号形态的变化规则和组合规则,是它的
结构规律。 世界上所有语言都具备语音、词汇、语法三大要素。

(4)语言符号最重要的特点是任意性和线条性。 任意性是指语言里语音形式同
意义内容的结合并没有必然联系,而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 不过音义结合的任何语
言单位一旦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约定之后,便具有稳定性和保守性,说该语言所有的
人都必须遵守,并且一代代传下去。 线条性是指由于人类发音器官的限制,人们在使
用语言时,语言符号只能一个一个地发出,像一条线似的随着谈话时间的持续而延
伸,没有人能在同一时间位置上说出两个声音。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
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
规律的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具有任意性和线条性。

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文字,但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文字。 语言至少有几
万年的历史,而文字的历史不过几千年。 文字产生的基础是语言,是为了弥补口头语
言一发即逝,受到时间、空间限制的缺陷而产生的。 语言与文字之间,先有语言,后有
文字;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

二、现代汉语

汉语是汉民族的语言,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所使用的语言。 现代汉语既有多
种方言,也有民族共同语。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
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所以,“现代汉语”从广义
上来说,指的是普通话和方言;从狭义上来说,指的就是普通话。

现代汉语有口语和书面语两种不同形式。 口语是人们口头应用的语言,往往用

·2·

现代汉语



词通俗易懂,常用省略句、非主谓句等,形成了简短、疏放、省略较多的风格。 这种风
格的形成往往是因为口语常用于当面交谈,有特定的语境,又有身势语、语音变化等
辅助性交际手段作为支持。 而书面语是用文字写下来的语言,在风格上趋于周密、严
谨;结构完整,长句较多。 这种风格特点和书面语使用的环境比较集中,信息表达方
式比较单一,缺乏其他辅助性表达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书面语和口语是两种不同形式的语言变体。 口语又叫“口头语”,是口头上交际
使用的语言,也是语言存在的最基本形式。 从语言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口语是第一位
的。 书面语源于口语,是第二位的。 书面语也叫“笔语” “文字语”,是用文字的形式
来传递人们的思想、观点等信息的语言。 它要求句子结构完整、严谨、工整,符合语法
规则和行文要求,在恰当传递信息的基础上产生一定的修辞效果。

口语自然、亲切、活泼、生动,书面语庄重、严谨。 在用词方面,口语多用单音节
词,俗语、俚语、熟语、歇后语、方言等都是口语的常用语料;表现感情色彩的后缀成
分、表现情态作用的重叠成分和表现语气口吻的语气词与感叹词在口语语体中一般
也用得比较多。 书面语包含了大量表示抽象概念的词语和术语,常常保留不少古汉
语成分,口语中常见的俗语、俚语、熟语、歇后语等在书面语中用得很少。 另外,书面
语常有一些与口语语体中单音节词相对应的双音节词,如:给———给予,买———购买,
看———观看,脏———肮脏,好———美好,河———河流,树———树木,今儿———今天,七老
八十———耄耋之年。 还有些词语,口语可以用,书面语也可以用,称为“通用词语”,如
“盐巴”是方言,通常用于口语,“食盐”是书面语,“盐”则是通用词语。

有的是口语和书面语的不同,如:吓唬———恐吓(口语———书面语)、小气———吝
啬(口语———书面语)。 有的是一般用语和特殊用语的不同,一般用语指口头和书面
都常用的普通用语,如:可以———准予,后者多用于公文;又如唱———歌唱,后者多用
于文艺作品;脑袋———头部,后者多用于司法文书等。

口语、书面语二者的区别要仔细体会,如果不按其中的规则运用,就有可能出现
像把“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说成“老虎的臀部摸不得”这样的笑话。 对播音主持专业
的学生而言,要去了解口头表述语体上的特点,注意通俗、上口,避免由语音、用词引
起的歧义,发挥口语语体的自然、亲切的优势;另外,应注意保持用词、造句平易、自然
的优点,避免滥用层次繁多的句子,说拐弯抹角的话,或随意把一些书卷色彩很浓的
词语塞进口语语体中。

三、汉民族共同语

共同语是一个民族全体成员通用的语言。 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地方分支,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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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人们使用的语言。 方言在共同语形成之前,可以是形成共同语的基础;在共同
语形成之后,在很长时间里,仍可以与共同语同时存在。 民族共同语是在一种方言的
基础上形成的,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的方言就叫作基础方言。 什么方言能成为民
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要取决于这种方言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取决于这个方言区的
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口等条件。

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根据现有资料考证,最早在春秋时,汉
族就已经有被称为“雅言”的民族共同语了。 在《论语·述而》中有这么一句话:“子
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说:孔子有时讲雅言,读《诗》、念《书》、
赞礼时,用的都是雅言。 到了汉代,民族共同语被称为“通语”(见扬雄的《方言》),明
代改称为“官话”;而现代,即辛亥革命后,称为“国语”;新中国成立以后,则称为普通
话。 在其形成过程中,北方方言成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

汉语书面语有两种形式:文言文和白话。 古代的书面语在先秦时就产生了,后来
由于口语发展较快,这种书面语逐渐脱离了口语,通常称作文言或文言文。 白话是唐
宋时代产生的一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言。 用北方方言写成的《水浒传》《西游记》《红
楼梦》等白话文学作品加速了北方方言的推广。 口语方面,“官话”逐渐传播,使北方
话成了各方言区之间的交际工具。 “五四”以后掀起了“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
两者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书面语和口语接近起来,形成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的普通话”。

我们之前说过: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世界上所有语言都具备语音、词汇、语法三
大要素。 那么我们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来简单地看看普通话值得注意的一些
特点。

(一)语音方面

北京语音具有响亮、舒缓、节奏感强,富有音乐感等突出的特点,普通话以北京语
音作为标准音,但要排除北京话中的异读词和土音。 例如:

异读词:侵略(qǐn lüè)、附近( fǔ jìn);土音:学(xiáo)、和(hàn)、蝴蝶(hú diěr)、
告诉(ɡào sonɡ)等。

(二)词汇方面

北方话(我们所说的北方话是指北方方言,详见后文)的词汇是普通话词汇的基
础和主要来源。 普通话词汇多数来自北方话词汇,但它又比北方话词汇丰富得多。
因为它还从其他方言里吸收了许多有特殊表现力的方言词,从古汉语里继承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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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有生命力的古语词,另外还从外国语中借用了许多必需的外来词,同时又舍弃了
北方话中某些过于土俗的词语。 就词汇标准来看,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指
的是以广大北方话地区普遍通行的说法为准,同时也要从其他方言吸取所需要的词
语。 北方话词语中也有许多北方各地的土语,如北京人把“傍晚”说成“晚半晌”,把
“斥责”说成“呲儿”,把“吝啬”说成“抠门儿”;北方不少地区将“玉米”称为“棒子”,
将“肥皂”称为“胰子”,将“馒头”称为“馍馍”。 所以,不能把所有北方话的词汇都作
为普通话的词汇,应该选择最普遍的,排除太土的词。

有的非北方话地区的方言词有特殊的意义和表达力,北方话里没有相应的同义
词,这样的词语可以吸收到普通话词汇中来。 例如,“搞” “垃圾” “尴尬” “噱头” “埋
单”等词已经在书面语中经常出现,早已加入了普通话词汇行列。

在普通话词汇中还保留了大量的古语词。 古语词来源于古代汉语,因为他们可
以表达特殊的意义或者感情色彩、语体色彩,所以才被普通话所吸收。 古语词包括一
般所说的文言词和历史词。 文言词所表示的事物和现象还存在于本民族现实生活
中,但由于为别的词所代替,一般口语中已不大使用,如“底蕴、磅礴、囹圄、觊觎、其、
之、以、与、及、而已”等。 历史词大部分是表示历史上的事物或者现象的,而随着历史
变迁早已在生活中消亡的事物或概念,一般只在涉及历史事实的作品中偶尔见到,如
“宰相、拾遗、驸马、社稷、宗庙、太监”等。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语言是完全孤立的。 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
居、战争征服等各种形式的接触,都必然使语言之间产生相互联系。 汉语对日本、朝
鲜、越南等国家的语言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反之,现代汉语里也存在着大量从其他语
言中吸收过来的外来词。 例如,“葡萄、石榴、菠萝、狮子、苜蓿、胡萝卜、骆驼”等是从
西域各民族的语言中吸收的;“佛、菩萨、罗汉、阎罗、魔、僧、塔、刹那、觉悟、劫难、顶礼
膜拜”等是从印度语言中吸收的;“胡同、站、蘑菇”等是从蒙古语言中吸收的;“埋汰、
咋呼、巴不得、不碍事、护犊子”等是从满语中吸收的;“苏维埃、托拉斯、扑克、雷达、
吨、霓虹灯、啤酒、卡车、沙丁鱼、高尔夫球、芭蕾”等是从印欧语言中吸收的;“哲学、经
验、方针、主观、领土、体操、分子、反应、汽船、纤维、批评、发动、战线、社会”等是从日
语中吸收的。 不仅词汇,现代汉语的语法也从其他语言里吸收了一些养分,如“过去
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进行了并正在进行着建设”等欧化句格式
就是从印欧语言吸收过来的,这使现代汉语更加精密、准确,富有表现力。

(三)语法方面

普通话的语法标准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标准包括四
个方面的意思:“典范”就是排除不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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