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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和计算机的普及，大量的视听同步化媒介冲击着广播的生存与发展。广播文学节目无

法获得更丰富的经济收益和刺激受众的视觉，已经退守为广播媒体的一种似乎有些勉为其难的责任

和自觉行为，退守为少数主持人坚守的一块精神净土。如何提升广播文学节目的质量，重新回归广

播收听的主流市场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广播文学节目以线性形式编排和传播，是一种时间艺术形式，具有传播迅速、稍纵即逝的特

点。这是广播的一个缺陷，它只能借助声音来表意，在形象方面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但这种不

确定性和模糊性也可以激发受众的想象，让受众通过联想补足艺术形象。这种欣赏中的“联想”活

动可以让受众在想象中建立一个空间，并自主还原艺术形象。 

也就是说，通过声音来激发的这种联想活动越活跃，节目所获得的关注率就越高。而广播文学

节目的声音要素主要包括语言、音乐、音响。这三个要素共同作用来实现文学作品的立体化呈现。

其中，有声语言是广播的主要手段，也是主要的信息符号，它是广播传播中的最能体现真实性最主

要的形式。广播中的有声语言主要包括主持人语言和录音。 

主持人语言 

1.主持人语言要有文学性 

文学是想象的艺术，情感的载体。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使得文学作品或欢快热烈、或凄

苦悲凉、或活泼轻松、或深沉凝重。把这种想象的艺术有效地表达出来，引导受众走入预定的想象

世界和氛围是主持人语言表达的最终目标。 

主持人语言必须符合话题的特质。文学节目的话题如文学作品解读、文学人物介绍、文学现象

评论等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这决定了主持人语言要有一定的文学性，以充分展现话题风格。

深厚而丰富的文化内涵，高层次的文化品位，是高水平文学节目主持人语言的基本特征。 



2.主持人语言要有思想性 

主持人是广播文学节目的灵魂，他对于文学的演绎理解和解读决定着节目的质量层次。正是由

于文学节目所蕴涵的情感信息同欣赏者审美心理结构贮存的情感信息相适应相契合，主客体才会自

然而然地结合成审美关系，进而神形交会，物我合一。 

部分文学节目主持人只是复制了文学作品的信息，这样的播音语言苍白无力，很难得到受众青

睐。广播文学节目主持人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播送稿件，他需要亲身去体验去感知文学的魅力，用自

己的心去体会作者的心情，从而在丰富多彩、情真意切的感知中领悟到作者的创作意图，进而按照

自己的审美体验对主持语言进行补充和加工，最终实现作品的审美价值。这种补充和加工可以使主

持人语言包含深意，提供足够的有价值的信息给受众，从而引发受众思考。 

3.充分考虑受众心理、遵循大众审美规律 

现代意义上的广播文学节目已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简单的有声传播，也不是对作家与作品单纯的

价值判断和审美解读，而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受众的审美趣味和欣赏需求为终极目标。广播节目的

内容，需要受众用听觉来感知，根据感知过程的“平行规律”，广播和收听是平行的、同步进行

的，所以语言表达的程度和信息量要与听众的言语感知能力和接受程度相适应，也只有如此，收听

过程和理解过程才可以同步完成。因此，必须考虑大脑对语言理解过程需要尽可能缩短。由于这个

限定，广播语言必须通俗化、平民化。 

另外，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经过深层次加工的精神产品，它本身与受众的生活有一定距离。而广

播媒介的传播稍纵即逝性，也使得受众不可能像阅读纸媒一样可以重复阅读与理解。所以，广播文

学节目语言应该为受众提供确保阅读流畅的语境，文学节目主持人需要将纯书面化的文学语言转化

成通俗的口语，以引导受众的理解。通俗并不意味着滥俗和庸俗，主持人语言通俗化的原则是有深

度、有美感，需要精于修辞，锤炼字句，做到高雅不粗俗，韵味无穷而不是味同嚼蜡，给人以美感

和享受。 

4.语言要留有“想象”的空间 

文学节目语言不能过于抽象，要给出一些具体的形象，以便能够唤起听众的联想，同时又要坚

持“填空”原则。文学节目氛围营造的完成要依靠受众去体验、去“填空”。广播文学节目语言也

体现着文学文本的“召唤结构”，召唤受众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再创造的才能。这样就要求

主持人语言要充分估计到听众的想象力，以启发、诱导、填补等方式，唤起听众的想象力，达成所

要的艺术效果。 

5.语言编排上要有艺术感染力，但要避免歧义 

广播节目是靠声音取胜的。所以，除去主持人的声音特质外，还要注意语言的艺术感染力。文

学作品中所营造的氛围或意境很难用准确的语言来描绘，它需要一些语言的组合来构成一种语境，

使听众身临其中，感染其情绪，从而使其理解文学作品的氛围。这样在语言编排上要有艺术感染

力，不能死板和过于抽象，而应选择易引起听众共鸣的语句。如“我看见她如花的笑靥，心里一阵



温暖”，可以换成“看见她笑得那么灿烂，心里如同被残冬后的春风温暖地抚摸过一样”，后者用

“灿烂、抚摸”这些词语有更具体的感受提示，让听众感同身受。 

但语言的意义经常是多重的，如果不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很容易引起歧义，从而影响形象。在彰

显艺术感染力的同时，语言也不能为了单纯追求艺术而艰涩难懂和含糊不清。 

6.语言风格要符合节目的定位和主持人的个性 

不同的节目总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而这些独特之处恰恰是节目的最大卖点。相应地，作为广播

传播的有效形式，主持人的语言就要凸显这些独特之处，这也是节目个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吴郁曾说：“人格是智慧、道德、情感、意志的整合，是一个人文化和精神修养的积淀，具有

健康的人格才有创造力，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因此，我认为人格魅力是主持人的核心素

质。”主持人的人格魅力可以通过声音，通过语言传递出来，形成独一无二并且无法复制的优势，

从而彰显节目的个性，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获得听众的关注。主持人的语言风格如果与其个性不

符，则很难发挥出主持人的个性优势。 

录 音 

恰当运用典型人物的录音，可以增强节目的真切感和说服力，同时也对消除单一主持人语言的

贫乏有着一定的功效。 

1.录音的运用要特别注意播放的次数和时机 

过多的录音易唤起受众的审美疲劳，在不恰当的时机运用很可能带来副作用。如有一个介绍贺

敬之诗作的节目，除开始语和结束语外，通篇是贺老自己朗读自己的作品，他的朗读如何暂且不作

评论，声音的音色、声调、节奏几乎一成不变，一读到底，显得单调、乏味，可听性差。 

2.录音的内容需要与节目有极强的对应性和配合性。录音是节目信息的有效补充，也可以作为

节目的一条线索，但要注意它的录音质量和其他声音的衔接配合。 

综上所述，广播文学节目中的语言要素是其最重要的声音要素，优化这个语言要素需要有优化

语言的多个艺术层面，使其融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于一身，雅俗共赏。这也是重振文学节目风采的

重要措施之一。 

(作者单位：青岛人民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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