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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语体学视野下的汉语应用研究》是多年来对语体学进行持续思索的结果。

语体学一直是语言学界关注的领域之一。语体学所要研究的是任何一个语言片段

与交际语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相互之间的关系又是由一组语言特征来构成的。

从语言特征的角度，探讨由不同语言要素所形成的话语功能恰恰是本书的基本立

足点。语体是语言在交际功能差别上体现出的语言系统特征。它是在语言运用过

程中对语音手段、词语、句式、辞格等语言材料、表达手段的选择运用的基础上

形成的功能分化的结果。这种语言特点体系是语体的物质结构体系和语体形成的

物质基础。只有具备了这种由功能性因素制约而形成的具有个性的特征体系，才

可能成为语体类型。准确地揭示、把握不同语体的风格属性及其基调既有着语体

描写、分类上的意义，更有着语言实践上的重要价值，因为只有有了这种风格基

调的把握，才可以从风格的层面，从整体性上指导语言运用，亦即在整体性的制

约下通过对语言材料、表达手段的选择运用以营造与特定语境相应的格调气氛，

使表达准确、合适、得体，从而有效地提高交际效果。任何一种语体特征都必须

以类型化的语言特点作为物质体现和依托。同时，由于语体是由一定的语境类型

决定的语言功能变体，所以语境类型反映着语体的本质属性，是确定语体类属的

依据。对语体的研究，需要从语境类型分化的角度对带有语体色彩的语言手段进

行分析，因而，对语言手段所呈现的功能及其组合的研究构成了本书研究的主要

方法。

《语体学视野下的汉语应用研究》的基本研究内容为：从语言的角度入手，

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从文体视角入手，选择

广播新闻、元杂剧、《论语》、《二程语录》、云南花灯作为分析对象，研究这

些不同体裁的语言关系及其特征，从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多

学科、多方位的角度，研究比较不同体裁的语言特征、语言结构功能等方面的趋

同性与差异性。本书共五章：第一章广播新闻的语体特征，主要从语言的维度来

研究广播新闻的语体特征，找出广播新闻在语音、语法、词汇、修辞上一系列反

复出现的言语特点，有针对性地指导和预测广播新闻领域的语言使用，为广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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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语言的运用提供必要的规范。本章分别从广播新闻的语境类型和语体归属、广

播新闻的语体特征、广播新闻的语体功能等角度进行探讨。第二章元杂剧的语体

特征，从元杂剧的语体的语境类型来看，元杂剧的语体是属于艺术语体。元杂剧

作为一种成熟戏剧，它同样具有属于艺术语体的一系列的语言特征。它的语言，

尤其是前期杂剧语言，充分运用北方语言的诸多特点，结合戏剧道白、演唱的特

殊要求，逐步形成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和雅俗共赏、典范成熟的语言

艺术。本章着重对元杂剧语体的语言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元杂剧语体的

语言具有语汇使用的通俗化、语法使用的简易化、辞格使用的显切化等特点。第

三章《论语》的语体特征，主要从《论语》的词汇、句式、修辞方式等入手，概

括出《论语》的六大语言特征：口语化、平易随和；朗朗上口、极富文采；“子

曰”话语标识和个人独论为主的语录形式；言简意赅及点悟式的教导方法；情感

充沛，以情感人；“微言大义”的话语表述方式，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语言形

式是如何实现其功能的。第四章《二程语录》的语体特征，着重分析《二程语

录》文本的话语形成过程，认为该文本是在特定环境中，为着某个特定的目的，

而被特定的话语主体所表现出来的、具有特定功能的、能有效表达其言语活动的

话语。因此，对二程语录而言，其话语形成避不开与之休戚相关的特定语境，而

这个特定语境，就是涵盖话语的语境、环境的语境和社会的语境的，与二程语录

话语直接相关的学人语境。第五章云南花灯的语体特征，云南花灯唱词在语体上

属于艺术语体，但是它又同时兼具谈话语体的特色，因而，它是艺术语体与谈话

语体相结合的一种混合体，本章着重从花灯唱词入手，基于语言本体探讨其唱词

特色、语体特征。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前辈、时贤及网上的一些资料，未能一一列出，

谨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本书得以完成，离不开严亚萍、谢智香、邹霞、自冬

梅、安磊、王修洁、冯桂玲等人的大力协助和支持，谨此向他们表达由衷的谢

意。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闵艳平女士，正是在他们的

大力支持下，本书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以这样精美的形式出版。

李洪平  王兴中

201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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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体学视野下的汉语应用研究 001

·第一章·

广播新闻语言的语体特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新闻传播事业飞速发展，传播媒介日益

多样化，新闻体裁日益丰富，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发达的

新闻事业是由众多媒体支撑起来的，急剧膨胀的媒体数量也导致了媒介竞争的白

热化，媒体与媒体之间、媒体内部之间“战火”四起，为了争夺受众各出奇招，

不断改革、创新。广播，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也在竞争中不断建设、完善。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广播在事业建设和宣传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

步。到2000年，广播电台已发展到1200座，广播普及率达到88.2%，广播职工队伍

约有37万人，直接从事广播新闻宣传工作的人员在10万人以上，广播在人民群众

中的影响力、感染力越来越大。

新闻是广播电台的立台之本，广播新闻在电台广播的总体节目中居于主体和

骨干的地位。电台办得好不好，关键看新闻节目是否有分量、是否能满足人民的

需求。所以，广播新闻的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但实际上，广播新闻的研究

并不成熟，这主要是因为广播的处境尴尬。在广播产生前，报纸独领风骚，报纸

新闻的研究经过长年探索逐渐成熟。1920年广播产生后，和报纸展开竞争，一开

始受到报纸的压制，慢慢发展起自己的特色，1938年的慕尼黑危机和1939年爆发

的二次世界大战为广播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优势的机会，形成了广播的 “黄金时

代”。但1936年电视产生后，以声像优势迅速吸引了大量受众，竞争更加激烈，

广播的魅力被削弱。也就是说，广播新闻的研究还来不及成熟，已被电视抢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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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何况后来的网络等媒体。当然，广播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以其独特的优势

和魅力，保持着传统媒体的地位，走向信息渠道多元化、受众群体“小众化”和

广播内容“窄播化”道路。对广播新闻的研究，也集中在广播如何发扬自身优

势，在竞争中胜出。

目前学术界对广播新闻的研究，主要从传播学角度和新闻学角度进行。如黄

匡宇的《广播电视学概论》，饶立华、杨钢元、钟新的《电子媒介新闻教程》等

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论述；而孟建、巩林的《广播电视新闻写作》，尹德刚的

《当代新闻写作》等着重论述广播新闻写作的特点。在语言学界，从语言、符

号、语体的角度开展了一些研究。语言角度主要有李元授、白丁著《新闻语言

学》、施旗著《广播电视语言》等；符号角度有黄匡宇的《电视新闻语言学》；

从语体学角度系统研究广播新闻的专著不多，虽然“新闻语体”的提法得到认

同，但这方面的著作无一例外是研究报纸新闻。只有林兴仁的《实用广播语体

学》是从语体学角度研究广播的。这部著作系统、全面地探讨了汉语广播语体及

其各类分语体的结构、功能、分类及它的形成和发展规律，描写了广播语体的全

貌。但对广播新闻的研究，着重的是结构形式和采录、写作、播出的特点。

从语体的角度全面审视广播新闻，它是有其特殊性的：作为新闻的下位语

体，它体现着新闻的特点。所以广播新闻在广播这一大众媒介的特殊语境里，形

成了语言使用上的种种特点。我们试图找出广播新闻在语音、语法、词汇、修辞

上一系列反复出现的言语特点，有针对性地指导和预测广播新闻领域的语言使

用，为语言使用提供必要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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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广播新闻语言的语境类型和语体归属

一    广播新闻语言的语境类型

（一）广播新闻综述

广播新闻，是用电台广播这一大众媒介传播的新闻作品。广播新闻有狭义和

广义之分。广义的新闻是指广播媒介播出的所有新闻性稿件，如消息、通讯、新

闻特写、专访、录音报道等，都属于广播新闻。狭义的新闻是指广播新闻节目中

播出的消息，即广播消息。本文研究的广播新闻是指广义的新闻。

广播新闻是新闻的一个分体，是按媒介不同划分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广播新

闻既受新闻的一般规律约束，又受广播媒介的一般规律约束。

广播，是把节目内容转换成电信号，利用无线电波或导线向广大地区传送讯

号，使用有声语言，即听觉语言传送信息，进行宣传。广大听众通过听觉器官感

知语言的声音，接受广播传送的信息内容。声音，构成广播唯一的物质材料和运

动形式，没有声音便没有广播，用声音传播信息是广播的主要特点，听觉感知是

广播的本质属性。广播的声音结构，包括语言、音乐和音响。三要素中，语言是

信息载体，是广播宣传最主要的手段；音乐、音响是渲染气氛、增强真实感、提

高宣传效果的辅助手段。广播新闻通过电台广播传播，必然具有广播的特点，也

就是说，广播新闻通过声音传播，由语言、音乐、音响构成。本章主要是从语体

角度对广播新闻进行研究，重点分析广播新闻的语言特点。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从新闻的定义可见，新闻作品要客观如实

地报道新近发生的事件，传递新鲜的社会信息，在舆论宣传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

置。新闻语言的基本要求可以用16个字概括起来：具体形象、简洁生动、准确鲜

明、通俗易懂。广播新闻是新闻的一个分体，必然也要符合新闻语言的总体要

求，但由于自身的特性，在语言材料的使用上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具有鲜

明的语体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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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播新闻语言的语境类型及其构成要素

广播新闻的显形因素和隐性因素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广播新闻的较为定型

的语境类型。首先，播音员直接对听众说话，可见广播是说话的一种类型，广播

新闻的语境类型应该属于谈话语境。但是，这种说话方式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说

话方式。日常生活中，谈话双方是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发话人能观察对方的反

应，及时接受到对方的信息反馈，随时调整说话的内容和方式，还可以充分借助

实物、姿态、手势、表情等非语言符号，加强语言的表达效果，有效地达到交际

目的。而在广播新闻的语境里，传播者和接受者不能发生直接交流，信息的传递

几乎全靠有声语言，非语言符号无法发生作用。广播新闻只能单向传播，不能根

据受众的反映及时调整节奏和内容。所以说，广播新闻的语境是一种特殊的谈话 

语境。

（三）广播新闻语言的模拟语境

广播新闻的语境是一种特殊的语境，就在于听众只能听到声音而不能看到

人，缺乏非语言符号的辅助理解作用，不能双向交流。这种交际方式不如日常生

活中的人际交谈直接、便利，不那么容易顺利、圆满地达到交际的目的。针对这

一特点，在实际播报中，就要模拟出一个基本接近于社会生活中的语境来进行交

际，以便加强说者与听者的感情交流，增强说与听的对象感、亲切感、真实感和

现场感，从而更好地传递信息，达到交际目的。

广播新闻的模拟语境和新闻的体裁有关，不同的体裁对语境的要求不同。一

天中的新闻节目的安排，一档新闻节目中各小栏目的安排，也对模拟语境的构成

有影响。但总的来说，根据对话方式的不同，可以把广播新闻的模拟语境分为以

下几类：

1．模拟“一对一”或“一对多”语境

这种模拟语境模拟日常生活中人们面对面交谈的场景，较多出现在新闻主持

人节目中。站在主持人的地位，设想“我” 眼前有一个听众“您”（有时也可

以包括“你们”），“我”和“您”在客厅里、沙发旁、公园里或田头上进行亲

切的交谈。虽然作为主持人的“我”听不到观众朋友“您”的话，但“我”却仿

佛就在应答“您”的问话，随时等待“您”的回应。在谈话中，还时时向“听众

朋友”打招呼。主持人有了这样一个语境，交谈目的明确，交谈对象清晰，就能

像日常谈话一样，轻松随意地和听众交流。对于听众来说，广播本是“一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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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通过模拟语境，就会觉得主持人是在和他一个人交谈，倍感亲切。模拟

语境可以拉近主持人和听众之间的关系，使他们之间不再是主讲人和听讲人的关

系，而是知心朋友的关系。这种交流感有助于增强传播效果，所以在广播新闻中

被广泛采用。例如：

[1]傅：听众朋友，今天是国庆节，节目主持人虹云、傅成励向您致

以节日的问候。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46周年生日，我们向

亲爱的祖国母亲问候一声：您好，祖国！（音乐……压混）

虹：“您好祖国”是我们《午间半小时》节目全体同仁发自内心的

祝愿，也是我们制作的国庆特别节目的题目。从今天起，连续三天的中

午时间，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收听来自祖国各地的声音。我们的记者

已经分赴祖国各地，他们将发回他们的现场报道直接播出。

傅：听众朋友将从这些报道里，听到祖国前进的足音，感受到新中

国跳动的脉搏，还有各族人民欢庆“十一”的喜悦，以及共和国儿女们

的奉献精神。

（《您好，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1995年10月1日播出）

这篇新闻一开始，主持人就注意和听众沟通交流，用亲切的语调向听众问

好，向听众介绍节目内容，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收听来自祖国各地的声

音。在闲话家常的气氛中，把各地发来的报道和背景资料穿插进来，使节目亲

切、感人，能打动听众。

2．模拟现场语境

这种模拟语境设想记者把听众带到新闻事实发生的现场，向观众面对面地介

绍现场发生的新闻事实，通常出现在现场报道和录音专访等体裁中。有了这个设

想，记者口播有了直接的对象感、交谈感，就能把握住气氛、情绪、语气，运用

口头描绘手段将现场具体生动地、有立体感地描绘出来。现场报道将现场的音响

全部收录，加上记者有声有色的口播，语言鲜明生动，很有感染力。

[2]听众朋友，我是记者李昆杰，现在我是在昆明北郊的黄龙箐。黄

龙箐是昆明郊区的一个自然生态保护区，这里的植物枝繁叶茂，山道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6 第一章   广播新闻语言的语体特征

弯曲曲，很像古代马帮行走的驿道。很多昆明人休闲旅游度假也会选择

到这里。一会儿，插着鲜艳的小旗、驮着普洱茶的一队马帮，将由身着

各民族服装的赶马人牵引着马匹，从这里走过。他们是“马帮贡茶万里

行”进京试走活动的一支队伍。

（现场音响）

听众朋友：这清脆的铃声和清晰的马蹄声，将会在明年2月12号的元

宵节，从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的易武古镇一直传到北京古长城。尽管今天

的天气非常炎热，但是到场的媒体记者都非常兴奋。今天的试走活动非

常成功，中央电视台的大型纪录片也将跟随马帮的行走制作完成。

（《马帮驮茶进京试走活动》，云南人民交通电台2005年5月16日

《新闻直航》播出）

这篇现场报道中记者站在听众的角度去看现场，翔实地描述了眼前的情景，

真实、感人，让听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3．模拟对话语境

这类似于模拟现场语境，通常用于录音报道和现场报道。不同之处在于，它

直接再现采访的情景。“对话”是记者和采访对象在现场对话，而不是记者与听

众的对话。这种模拟语境意在引发听众参与对话的感觉。记者采访时必须从听众

的角度出发与采访对象交流，只有在采访上体现了听众的关注点，录音报道所模

拟的对话才能引起听众的共鸣。也就是说，对话语境是在模拟听众和新闻当事人

之间的直接对话交流。例如：

[3]记者：刚才江爷爷在接见你时，你哭了，能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一

些情节好吗？

张素珍：能。因为今年江泽民爷爷1月24日到我家去访农家，亲自到

了我家，并且知道了我因家庭十分贫困而失学的事，非常的关心。所以

我今天见到江爷爷，情不自禁的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

记者：那今后你是不是要加倍地更努力呢？

张素珍：对，我加百倍千倍的努力！

（《我又见到了江爷爷》，1995年6月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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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摘要）

例中记者站在观众的角度，代表“我们”进行采访，问的是观众关心的问

题，使新闻显得客观、真实、可信。

4．模拟对播语境

这种语境模拟的是日常生活中三五成群的聊天场面，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记者、节目主持人或播音员共同主持一个节目，通常出现在现场直播、谈话节目

中。对播，不是一人播一段，而是记者、节目主持人（播音员或文稿撰写人）和

节目嘉宾根据各自的所长划分语段。记者经过采访，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材料，最

有事实的发言权；嘉宾可以就新闻事件发表主观色彩较为强烈的评论；主持人把

握节目的总体风格，使各段内容相互照应，达到新闻广播的要求，唤起听众的参

与和交流感。听众仿佛就在自家的小客厅里，听取对播的各方把新闻稿的文本语

言转换成声音。例如：

[4]梁言：好，现在中央移动直播车上主持人正在采访一位嘉宾，她

是原来“大1路”的女司机。

女司机：我觉得坐上双层大巴，我感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前都

是我开车别人坐车，但是今天是请我来坐车，我感觉心里真是挺高兴

的。而且最让我觉得幸运的是，我从事的是一个普通的职业，是一个普

通的职工，乘坐这辆运送奥运会会徽的移动直播车，我感觉真是太幸运

了。而且我感觉跑完2万米长安街，是最幸福最高兴的一天。

志梅：这位坐在直播车上的女司机的名字叫马淑兰。10年里她开车

走过长安街两万次，累计行驶3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8圈。

梁言：听众朋友，应该说“大1路”司机眼里的天安门也好、长安街

也好，有着万千风采，但是今天晚上的天安门广场一定更是风采万千。

现在，我们的记者张程就置身在天安门广场，下面我们请她来描述一下

这个时候她所看到的天安门广场。

（《北京2008奥运会会徽发布仪式现场直播》，北京电台2003年8月

3日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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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现场直播节目里有主持人梁言和志梅，有记者张程等，中间穿插嘉宾的

访谈，形式生动活泼。主持人贯穿整个节目，记者发回现场报道，嘉宾谈自己的

感受，把2008奥运会会徽发布的经过报道得具体形象，能给听众较深的印象。

此外，还可以模拟政工干部日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语境，设立广播评论

的谈话体；模拟家庭聚会的语境，设立各种类型的谈话节目……日常谈话里的语

境都可以在广播新闻中模拟出来，创造出广播体裁新形式。通过模拟语境，广播

新闻能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更好地去实现广播新闻的语体功能。

二    广播新闻语言的语体归属

明确了广播新闻的语境类型，就可以确定广播新闻的语体归属。这必然涉及

语体的分类问题。在语体理论研究中，语体的分类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各家各派

都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但对于广播新闻的语体归属，论

述就很少，一般只分到新闻语体（或报道语体）。就社会功能而言，广播新闻属

于新闻语体，因为广播新闻是按媒介对新闻作品所作的分类。但就广播新闻的语

境来看，广播新闻是一种特殊的谈话语境，跟报纸新闻等书卷语体的语境有很大

的差距。所以从语体的角度对广播新闻分类时，直接把广播新闻归为新闻语体是

不太科学的。具体谈到广播新闻的语体归属，只有两本专著提到。一是王德春先

生在《语体略论》中，首先把语体分为谈话语体和书卷语体，谈话语体又分为随

意谈话和认真谈话。王德春认为每种语体都可以具有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把

语体跟依靠语音的口语形式和依靠文字的书面语形式区别开来，所以把广播稿

归为书面谈话语，这在国内是富有创见的。另一本是林兴仁的《实用广播语体

学》，按交际方式首先把汉语语体分为口语语体和书面语体两大类，从广播的特

性出发把广播归属于口语语体。口语语体又分为未加工过的口语语体和加工过的

口语语体，广播语体属于加工过的口语语体。

另外一些论著虽然没有具体划分语体，但也看到了广播语言的特点。如“广

播新闻是一种谈话体。”1“广播语言是介乎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一种语言，它是

以汉语普通话为发音标准，以现代汉语语法为规范，以口语为主要特点的通俗化

1　王作舟：《广播电视新闻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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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1

这些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看到了广播既有谈话语体（口语）的特

点，又有书卷语体（书面语）的特点，这无疑是正确的。所以，从语体的角度划

分，我们认为：广播新闻属于规范化的谈话语体。也就是说，广播新闻的语体属

于谈话语体，但又是在谈话语体的基础上加以规范，是加工过的谈话语体。

广播新闻属于规范化的谈话语体，这就要求，广播新闻首先要口语化，要体

现出谈话语体的特点。新华社曾对广播新闻语言有过如下要求：

[5]要用普通话的口语，句子要短，用字用词要力求念起来一听就

懂，并要注意音韵优美响亮；要生动，有趣味；电文中有文言或难懂字

句，应加注必要的口语翻译……

（《新华社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

广播新闻要体现出谈话语体的特点，就是要使用生活中的口语。口语具有简

短明白、平易朴实、生动形象的特点，生活气息浓，真切感人。原新华社社长、

资深记者穆青说道：“我们的新闻报道如果充满了群众生动活泼的语言，文章就

像加了味精一样，立即透出鲜味来。”例如：

[6]今天，记者在双河农贸市场，见到一位挑着一担鲜鱼、提着六孔

秤盘的老人。当他一到市场，买鱼人便呼啦一下拥了过来，争相选购。

一位中年妇女在鱼桶里选了几条活蹦乱跳的鲫鱼往称盘里一放：“喂，

老大伯，快点称秤！我还要上班。”老人把秤提得高高的，笑眯眯地

说：“别急嘛，你看！”只见六个孔里的水珠直往下滴。这时记者才悟

出六孔秤盘的道理。

这位老人叫龙得才，是三圣乡水口山村的养鱼专业户。今年8月的一

天，他挑了一担鲜鱼到市场上卖，每称一次鱼秤盘都有些水，自己心里

感到不是滋味：“把水当鱼卖，这是卖的亏心钱哪！”他回到家里，就

用钉子叮叮当当在秤盘上钉了六个孔。老伴见了埋怨道：“鲜鱼水中捞

的嘛，哪能没有水！”老汗笑眯眯地对老伴说：“人嘛要讲道德，我活

1　王作舟：《广播电视新闻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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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60年都没有做过亏心事，怎能把水当鱼卖？”说得老伴点头笑了。

（《六孔秤盘卖鱼翁》，四川华蓥市广播站1985年11月16日播出）

这篇消息用白描的手法，具体形象地描绘老汉卖鱼的情形。句子短小、语言

简朴，语气词和口语词频繁出现使之充满了谈话语体的特点。“哪”、“嘛”等

语气助词符合口语习惯，“呼啦”、“笑眯眯”、“亏心钱”、“亏心事”等口

语词使描写活灵活现，增强了真实感和感染力。

同时，广播新闻又要追求规范化，要在谈话语体的基础上加工、提炼、美

化。因为谈话语体是在人们日常的、随意的、非专业性的交谈中形成的，表达灵

活，感情充沛，但经常出现重复、停顿、夹杂语气词等现象，有时还会使用一些

不规范的成分。由于口语是边想边讲产生的语言，词汇、句式往往不假思索就脱

口而出，所以语言表达较为零碎，出现措辞不够恰当、语句不够规范、逻辑不够

严密等情况，缺乏连贯性、条理性、完整性。例如：

[7]听老村长念叨过，要说王小海那个愣小子，全村老少，大人小

孩，没有不夸他的，全村有名的，没比的。你就说吧，来村也就一年光

景，论干庄稼活儿，样样通，不管干啥，拿得起来放得下，真是二齿钩

挠痒痒——是把硬手。以实求实地说，这小子心眼灵，手脚麻利，藏奸

耍滑，没见他有过这种事儿。

（转引自施旗《广播电视语言》用例）

这段语言是没有加工过的口语，怎么听来就怎么用了，语句有毛病，用词也

不规范。如“这小子”不太文明，“以实求实”是生造词。整段表达重复啰唆，

缺少层次性，想到哪说到哪。由于口语通常借助手势、姿态、动作、面部表情等

辅助手段增强表达效果，补足省略之处，如果是面对面的谈话，话语能够得到理

解。但如果用于新闻传播，就显得重复、啰唆、不够清晰。所以，广播新闻通常

是在日常口语的基础上做出一定的加工处理，使之成为明白易懂的语言。例如，

上例的原始口语可以加工成为：

[8]听老村长说，王小海这小伙子，真是没比的，来村才一年，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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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稼活样样通，心灵手巧，干活从不藏奸耍滑，全村人没有不夸他的。

加工后的新闻语言省掉一半，意思也都包含进来了，语句通顺，层次分明，

表达明确。整段新闻还是口语，但却清楚明白，是更高层次的口语。

高尔基在谈文学语言时说：“虽然它是劳动大众的口语中汲取来的，但它和

它的来源已大不相同，因为用来描述的时候，已抛弃了口语中那一切偶然的、暂

时的、变化不定的、发音不正的、由于种种原因与基本精神——全民族语言结构

——不合的东西。”1这同样适用于广播新闻。广播新闻吸收了谈话语体生动活

泼、通俗易懂的优点，摒弃重复、啰唆等不规范的缺点，使语言既清晰规范又生

动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广播新闻使用的规范化口语，是对原始口语的改造、提高，

而不是直接用书卷语言代替，要注意度的把握。加工过的语言仍然具有谈话语体

的特点，而不是变成呆板、晦涩的书卷语言。如：

[9]任务明确了，他们就起早摸黑地干起来，不分白天黑夜，不管刮

风下雨，没有一个人误工不去的，一心扑在那块沙地上。三伏天闷热，

大家伙喘不过气来，汗珠子顺着后背直流，他们没有闲着过。这还不

说，一到了天黑，蚊子叮，虫子咬，那就更难熬了，他们照样在地里浇

水抗旱。

（转引自施旗《广播电视语言》用例）

这段广播新闻是用口语写的，生动形象，但是粗糙些，稍稍修改就很适合播

出。但编辑加工成了：

[10]任务明确之后，他们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风雨无阻，坚持出

工，奋战在这块沙地上。三伏酷暑，骄阳似火，大地滚烫，个个汗流浃

背；入夏之夜，蚊虫叮咬，大家挑灯夜战，担水抗旱。

1　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选自《论写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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