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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播音主持艺术学是以广播电视有声语言创作主体及其语

言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以新闻事实及时传播为根基，以规范、

审美为艺术追求，以民族精神、人文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灵魂，以提升国民综合素质为目标的一门科学。虽然它立

足于广播电视大众传播的语境，但又能充分汲取自我传播、人

际传播的优势，并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创作过程引领和

提升语言的品质；虽然它具有语言文字的工具属性，但又能在

“音声化”的过程中，赋予“有声语言”生命的活力、思想的力量，

使其具有“人性”的蕴藉和“文化”的灵魂；虽然它具有艺术表现

的属性，但又必须严格遵循大众传播规律，在新闻真实性原则

的制约下，展开一系列艺术创作活动；虽然它具有哲学、美学的

属性，但又不以钻研哲学、美学的本体为己任，而是致力于用语

言表达对创作者人生观、价值观的现实表露以及对其审美能

力、审美尺度的全面把控。

当前，我国广播电视传播类专业的教育体系，普遍将播音

与主持艺术课程纳入专业课程体系。播音与主持艺术教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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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播音员与主持人

是电视行业中的主要成员，是电视传播的主导者之一，也是决

定电视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电视媒体的绝大多数节目

产品都是通过播音员、主持人这个终极界面完成传播的，从某

种意义上说，播音员、主持人已经成为电视媒介的品牌标志，尤

其是电视事业发展的要求，而受众对广播电视越来越高的要求

也让电台、电视台深刻体会到人才的重要性，高素质的播音主

持人才是电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因此，要大力发展

广播电视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的播音、主持人才。电视播音

与主持人才也应该注重拓宽知识面，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注

重实践操作能力训练，以适应媒介全面竞争态势下电视事业的

发展需要。

基于此，本书紧密围绕当前我国播音主持事业的发展实

际，合理规划内容结构，科学安排内容体例，特别注重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以切实满足读者的实际需求。由于作者水平有限，

书中的缺点和论述不全面之处，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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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播音主持概述

播音与主持是广播电视节目的传播工作，既具有大众传播

的性质，也有社会交流的功能。播音与主持中的有声语言是广

播电视重要的信息形式，同时也还承载着大量的非语言信息。

广播电视节目中的许多内容都需要进行语言艺术再创造与信

息传播再整合。从概念上来理解，播音与主持既相互区别，又

彼此交融。

第一节 播音与主持

一、播音的概念

播音作为学科的基本概念，首先需要揭示它的基本内涵，

然后对它的外延做出明确的界定，才能够成为严格的定义。《现

代汉语词典》对这个词义的说明是：“广播电台播送节目。”还有

一种更加宽泛的理解是“指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介所进行的

一切有声语言和副语言传播信息活动（它包括各种声音、音响、

音乐、语言、文字、图像等的传播）”。这样的概念显然不是在说

明某类专业的特点。事实上，我们通常是在“播出声音”这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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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主持学理论

词的词性意义上来理解它的真实含义的。但是广播电视中播

出的声音中包含着三类要素：有声语言、音乐、音响。因此，我

们只是借用了它的狭义作为特定概念，即“播音员和节目主持

人运用有声语言和副语言，通过广播、电视传媒所进行的传播

信息的创造性的活动”。这个概念大致说明了播音员和主持人

所从事的专业工作的性质，并排除了广播电视中的另外两个声

音要素——音乐和音响。也就是说，音响和音乐不属于“播音

学”的研究范畴。

（（一一））播音的内涵播音的内涵———广播电视有声语言的传播—广播电视有声语言的传播

播音是运用有声语言进行艺术创作的活动。它不仅仅是

依据稿件来进行有声语言再创造，还包括“无稿播音”的各种话

语艺术。从口头语体来分类，可以分出朗读语体、演讲语体和

谈话语体等。有声语言存在三个基本要素——语音、词汇和语

法。对这些要素进行不同程度的艺术加工，使之语音清晰规

范，用词形象生动，表达明白晓畅等，就成为有声语言艺术。

1.语音清晰规范。播音是一种媒体语言，而媒体又是面向

大众的。大众传媒本身要求信息有较高的清晰度、可懂度和可

感度，同时由于它对社会的影响广泛，因此必须承担相应的社

会责任。推广规范的全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就是其中的一

项重要社会责任。实现广播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普

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项基础工作，对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广播

电视工作者应该模范地贯彻推广普通话的方针政策，成为语言

文字规范化的宣传者和实践者。在人们的心目中，广播电台、

电视台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就是标准语言，许多模棱两可的

读音问题，在实践中往往以他们的语言为榜样。所以，目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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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播音主持概述

家对播音员、主持人的普通话水平要求较高，这一方面是为了

向社会示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达到最通晓、最广泛、最生动的

传播效果。要满足这些要求，播音员、主持人就必须不断锤炼

自己的有声语言，使自己的播音语言准确、清晰、圆润和富于

变化。

准确是指吐字发音要合乎规范，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要准

确无误。在语流中，尽管存在音变、语调等的影响，但都必须遵

循普通话的规范，在语音准确的基础上，提高语言的表现能

力。例如对声母中发音部位相同的n和 l，要把握住它们之间不

同的发音方法；而对发音方法相同的 z、c、s和 zh、ch、sh，则要把

握住它们之间不同的发音部位等。播音吐字的准确度要求很

高，它的规范性要求也更为严格。

清晰是与含混相对应的。它不是指声音的大小，而是指字

音的纯净度。例如有些播音中有一种“音包字”的现象，就是指

一味追求声音的响度，却忽视吐字清晰的情况，“音包字”往往

会影响语义的表达，给人只留下声音大的印象；反之，孱弱的声

音也不利于语义的清晰表达。可以说，播音对吐字归音清晰度

的要求要高于对嗓音的响亮度的要求。

圆润是播音吐字的第三项基本要求。如果说吐字归音的

准确、清晰指的是“字正”，那么圆润则就是指悦耳动听的“腔

圆”了。人们常常把吐字的圆润比喻为“珠落玉盘”，但是，这里

的“珠落玉盘”和其在曲艺说唱中的含义并不一样，曲艺说唱是

用抑扬顿挫的曲调来表现艺术效果，而播音则需要通过嗓音来

反映汉语音节本身的音乐性，从而达到圆润的效果。

富于变化是吐字归音在表情达意方面的最终要求。规范

的对立面是变异，语言的变异使语言偏离规范，而过于严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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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又会导致语言的僵化。语言就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过程

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语言来源于社会生活，反映着生活现

象，播音要表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就不可能拘泥于固定的

模式，这就决定我们的语言是活泼、生动，富于表现力的。著名

作家萧伯纳就曾说过：“有五十种说‘是’的方法，就会有五十种

说‘不是’的方法。”因此，在播音实践中既要强调语言的规范

化，同时也要提倡语言的生活化、大众化。

2.选词形象生动。有稿件的播音可以不需要考虑选词用句

的问题，但是没有稿件的播音就要求播音员能够出口成章。如

果没有良好的语言修养是难以“成章”的，即便“成章”也可能会

佶屈聱牙，晦涩难懂，不能称为“华章”。特别是主持人大多是

在交流状态下使用有声语言的，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语言修

养，要求选词用句准确、适度、得体、规范。既要尊重历史词语

发展的一般规律，还要考虑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恰当吸收并

引用一些新的词汇。选词用句必须遵循以下三项原则。

（1）普遍性原则：广泛使用、普遍知晓是现代汉语采用新词

汇，并加以规范的重要条件。因为普通话词汇是以北方话为基

础，首先就要考虑这些词汇在北方方言中是否普遍使用。例如

“马铃薯”有多种词汇概念“土豆儿、洋芋、洋山芋、洋芋头、山

药、山药蛋”等，在北方更多的地方称它为“土豆儿”，我们就可

以认定它是规范词汇。北京土话里一些俚俗方言，如“傻帽儿”

“格瑟”“耗子”“旮旯儿”等就不宜采用。

有的古汉语词汇过去带有文言色彩，但沿用至今，已经家

喻户晓，也可以通行。如“诞辰”“百姓”“拂晓”“琢磨”“推

敲”等。

同一概念有多种语词形式，没有重复的必要，就可以选择

--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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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播音主持概述

一种来加以规范。选择的标准就是看哪一种使用的频率最高、

最普遍。如“洋灰、水门汀、水泥”中，取“水泥”；“巧克力、朱古

力、巧格力”中取“巧克力”等。另外，缩略语也要服从约定俗成

的使用习惯，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但是把

“杂技艺术家协会”称为“杂协”显然不合适，得不到大家的认

同。再如，大家已经习惯把“彩色电视机”叫“彩电”，“筹集资

金”叫“集资”，“挖掘潜力”叫“挖潜”等，使用这些词汇不会引起

歧义，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2）必要性原则：无论是古汉语、方言词，还是外来语的引

用，都要考虑是否有补充普通话词汇的必要。如果普通话词汇

中已经有了相应的、确切表达的词汇，就没有必要另外引用其

他词汇。如上海话中的“白相”（玩）、“辰光”（时间）、“马路”（公

路）等，普通话里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达词汇，就没有引用它们的

必要了。

引入外来词汇也必须遵循这个原则，“饼干”没有必要叫

“曲奇”，“激光”没有必要称“莱塞”，“话筒”不应该再叫“麦克

风”等。由于社会新事物的不断涌现，有时很难用相应的词汇

来表达准确的含义，于是出现了一些新词和借用词。如“反思”

“磨合”“强势”“打造”等。至于“三明治”“汉堡包”“热狗”等音

译词都是特指国外的某种食品，所以也就沿用下来了。

（3）意义明确原则：普通话里所普遍使用的古汉语，都是已

为大家所熟知、所了解的，意义很明确；反之，一些含义不明、晦

涩难懂的古语词，如“鼎辅”“葳蕤”“蹭蹬”“夭夭”等，没有普遍

应用，因此也没有采用价值。

普通话所采用的方言词汇，也要求是意义明确、普遍知晓

的。如采用“香肠”而不用方言的“烟肠”“酿肠”，采用“西红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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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用“臭柿仔”“番茄”，采用“钞票”而不用“铜钿”“纸字”“银

纸”“票子”等。

汉语吸收外来词的历史远在张骞出使西域的时代就出现

了。例如从波斯语（伊朗）中吸收进“葡萄”“琵琶”“石榴”“狮

子”等，从梵语（印度）中吸收进“玛瑙”“玻璃”“罗汉”“刹那”

等。汉语还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语汇，如藏族的“哈达”

“热巴”“酥油”，维吾尔族的“热瓦甫”“冬不拉”，朝鲜族的“金达

莱”“伽耶琴”，满族的“福晋”“萨其玛”等。现在习惯使用的“胡

同”“站”等语词也都起源于蒙古族。汉语对外来语的吸收，往

往原来是借词，后来另造新词。主要还是为了明确表达词意。

有的在音译的过程中，有不同的注音方法，应以国家语委确定

的统一标准来施行。

3.表达明白晓畅。如前所述，播音表达就是指广播电视节

目内容的播报方式。从口语表达的角度分析，播音表达可以分

为：转述式播报、陈述式报道、阐述式评论、叙述式交流、描述式

解说等。这些口语表述方式在广播电视传播实践中都客观存

在，也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应用范围。

（1）转述式播报：适合代表组织、团体或权威人士发表文论

或言论，也适合对文学艺术作品的朗读。它曾经是广播电视中

一种主要的语言表达形式，是在“三级审稿播出管理体制”以及

“录播机制”下派生出的一种制播手段。它依托的是一种朗读

语言或者说是“有稿播音”方法，它也是当前播音学的主要研究

对象。只要广播电视还需要发挥“转述”作用，这种语言形式就

会长期存在，仍然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譬如政府文告、新闻

公报、评论文章、文传电讯等，都需要用转述式播报，才能够准

确、鲜明、生动地播报出去，随意地加词改句都是不严肃、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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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播音主持概述

当的。

再譬如播送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小说、散文、诗歌等），就

只能用朗读转述的方法来表达，而不可能用其他的方法。因为

这种语言表达准确、清晰、生动、形象，所以当广播诞生之初，就

被一直沿用至今。1906年的圣诞节前夕，当加拿大裔工程师费

森登在人类广播史上，首次播出广播节目时，人们听到的就是

费森登朗读《路加福音》的声音。在我国，这种语言传播形式已

经发展成为一门学科——播音学。可以说，正是这种广播朗读

方法发展并完善了中国播音学。

（2）陈述式报道：时效性强是广播电视新闻的独特优势，有

时它甚至可以与新闻事件同时、同步报道。这种时效的发挥主

要依赖记者在新闻现场做目击式口头新闻报道。但是，能否真

实、客观地报道新闻事件，迅捷、准确地揭示新闻价值，取决于

记者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

譬如，记者在奥运会比赛现场，边看边说，边走边播，具有

极强的现场感。他所陈述的赛场实况，生动活泼地反映了运动

员在奥运会赛场为国争光、奋力拼搏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主持

人灵活调动各个场地最精彩的内容，使听众在有限的时间里，

身临其境般地领略奥运会赛场的气氛。

（3）阐述式评论：它通常是主持人在广播电视中即兴发挥，

就某些社会事件或新闻事实发表的观点性评论。这是主持人

以新闻评论员身份出现时，普遍采用的话语方式。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节目就是此类型的典型。主持人的评论源于事实，

高于事实。有时是观众目击事件，却又难以表达出来的感想，

可谓言其心声；有时说出了观众没有意识到的内容，使观众有

一种茅塞顿开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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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叙述式交流：这主要是指在广播电视节目中以谈话形

式出现的话语方式。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在全国曾有

很大的影响，创办者之一孙玉胜认为：“纪实和谈话是当代电视

的两个最重要的元素，新节目的创造和现有节目的提高都离不

开这两大基本元素的开发和组合。因为只有纪实和谈话才能

使电视接近真实，而接近真实就是接近观众的心理和电视传播

的本质。谈话不是一个新概念，但是对谈话节目的使用，不少

电视从业者却是经历过一次次全新的认识。”

广播电台中夜话节目、谈话节目也都很受听众的欢迎，这

与主持人的叙述能力密不可分。这种叙事能力并非都是先天

因素，主要还是后天获得的。因为叙述方法是有一定规律的，

按照一定的规律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就能够变得机

敏而健谈。

（5）描述式解说：在广播中一些大型活动的直播，需要现场

解说，以弥补受众只能听不能看的遗憾。譬如球赛解说、演出

实况解说等。电视中大量的画外音也属于这种解说性质，因为

它是对视觉信息的补充性说明和描摹，以加深受众的感性

认识。

广播中的电影解说、戏剧演出解说，也都具有描述性特点，

这样的解说需要使用描述性的语言来表达。

（（二二））播音的外延播音的外延———语境制约下各类播音语体的传播—语境制约下各类播音语体的传播

陈望道先生曾提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景为第一要义，不

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原意是指运

用书面语言，要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称它为“语言环

境”，简称语境。口头语言同样也受到语境制约，我们把经过艺

术加工的有声语言，称为“有声艺术语言”，凡是在广播电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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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话筒进行再创造的有声语言，都属于有声艺术语言。但

是，不同的语境对语体的选择和语式的运用都有不同的要求，

广播电视中各类节目的不同语境就是制约播音语言的特定条

件。正如斯堪内尔所说：“关键的事实是，虽然广播人控制着话

语，但是他们不能控制交流的环境。”“这股强大的动力驱使广

播的风格和方式靠近普通的、非正式的谈话，而不是接近公开

场合讲演的风格。”①

播音就是一种口头语言形式，从语言材料的运用角度分

析，可分为“有稿播音”和“无稿播音”的概念；从应用语言学的

角度分析，在现存的播音方式中至少涵盖了三种口头语体形

式：播读（朗读）、阐说（演讲）和谈话；而播读语体又可分为新闻

（三大文体播读）、文学（朗读）和诗歌（朗诵）等，阐说语体又可

分为报道、评述、解说等，谈话语体又可分为访谈、交谈和侃

谈等。

张颂先生在《广播电视语言艺术》一书中曾说：“广播电视

播音主持语体研究是一个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研究方向。它

的任务是，系统研究各类广播电视节目播音主持的语体特征以

及与之相适应的教学训练体系；分析不同言语形式与心理机

制、生理机制的关系，研究创作心态差异和肌体反应差异对语

言表达模式的影响。它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调查研

究、个案研究、系统研究、比较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该方向将

立足于总结我国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的丰富实践经验，吸收相

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构建中国广播电视主持语体的理论体

系。”②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任何一种语体现象都不会孤立存

①彼得斯著，何道宽译.交流的无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②张颂.广播电视语言艺术：中国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研究[M].北京：北京

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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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类语体间必然会存在互相渗透、相互交叉的情况。特别

是广播电视的语境可塑性较强，这就出现了适应性语体的多种

变化。

1.播读语体。在一些转述播报类节目中，传播是单向的，没

有直接交流对象，也不需要接受反馈。播音员依据文字稿件进

行语言艺术再创造。这样的播报方式是朗读式的，运用的就是

播读语体。譬如新闻播报、文学作品播读等。如何在不增减文

字稿件内容，不允许“播错一个字”的要求下，来完成“理解稿

件—具体感受—形之于声—及于受众”的艺术创作，并不是件

轻松的事情。播音艺术家夏青就做到了“播送的新闻、评论、文

稿，吐字清晰，浑厚稳重，态度鲜明，感情酣畅，逻辑严谨，跌宕

起伏，义正词严，气势磅礴，回荡在中国的天空，深入千家万户，

至今袅绕耳际。听他朗诵和讲解的古典诗词，不仅使人增长知

识，提高素养，而且是一种美的享受”。张颂先生对夏青的评价

更为精当，认为“夏青的语言艺术，字字珠玑，真是言不尽意；夏

青的播音创作，博大精深，的确书不尽言”。这就是播读语体运

用的典范。

2.阐说语体。阐说语体是以有声语言为主要手段，以体态

语言为辅助方式，针对某个具体问题，鲜明、完整地发表自己的

见解和主张，阐明事理或抒发情感，进行评述性报道的一种语

言艺术。常用于广播电视的现场报道、现场解说、新闻点评或

重大题材的现场转播中。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就是擅长于这

类报道的新闻节目主持人。他经常在重大新闻的报道现场言

约旨远，语妙绝伦。白岩松在回忆“香港回归”的报道时说：“历

史时刻终于到了，我只知道开始的时间，语言便脱口而出，十多

分钟一闪就过去了，我当时并不知道有水均益找我以及有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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