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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个问题来，是因为迹象表明，从广播中听到具有播音味道的节目越来越少了，为何出现

了这种现象，这种现象预示着什么，播音真的会从广播中消失吗，对此，本文力求通过对这种现象

的分析，能够从中找到答案。 

一、播音员曾是金子招牌  

记得做广播新闻记者的时候，自己采写的文字稿件经播音员播报后，有种耳听一新的感觉，尤

其是资深或优秀的播音员，甚至可以掩饰了稿件中的瑕疵或是让上乘的稿件锦上添花。听这样的新

闻不仅仅是在获取信息，更是一种美的享受。 

广播曾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从听广播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至今对在广播中出现过的播音员的

名字和他们播过的作品名字仍耳熟能详，记忆犹新，声音作为一种符号深深镶钳在广大听众的脑海

之中。  

二、播音员面临尴尬境遇  

时代在发展，广播在发展，听众的需求在发展，广播节目的形态也在发展。广播主持人节目从

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始，这种改变传统正播的主持人节目迅速在全国广播电台走红，听众也产生了

耳听一新的感觉，继之出现的主持人说新闻也以清亮的形式和鲜活的内容赢得听众的喜爱。为了争

夺注意力，节目主持样式不断翻新，对节目主持人标准语言要求的门坎却越来越低，普通话讲的不

地道乃至于根本就讲不了普通话的人也主持起了节目，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方言节目。语言的变化

使得广播终端节目的声音异彩纷呈，这是广播改革与发展给听众带来的新感受。  

目前，除了新闻广播还保留少许正播节目外，诸如新闻板块节目、理论节目(许多台已取消此类

节目，即使保留理论节目的台节目量安排的也很少，有的台每周只有一次，一次只有20至30分钟节

目时长，主要为节目评奖而设计)，还有少许新闻性的专题节目，其余均为主持人节目。而专业台则

几乎没有了正播类的节目，均为主持人话题类节目。即使新闻板块节目的声音构造比例较过去相比

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在新闻板块节目中，主体声音是播音，供稿主要方式是文字稿件。随着

广播技术的发展和对广播个性传播认识的深化，广播越来越重视节目中声音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供

稿的主要方式由文字稿件转变为录音报道，记者出声音，被采访对象出声音，增强了报道的现场真



实感，也使节目的声音构成更具有了多样性和丰富性，充分彰显了广播以声音为载体进行传播的媒

介特色。由此，播音员在新闻板块节目中的角色也不同于了以往，主体声音的成分大大削减，由节

目播音变成节目主播的提法则可窥见一斑。  

 三、播音员现存问题浅析  

广播发展中出现的播音员岗位需求的日见萎缩，使播音员的职业根基受到动摇。目前，播音员

队伍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解体。一些播音员从播音队伍走入主持人队伍，或走上领导和教学岗

位，还有的则从事了与语言毫不相干的其它职业；另一种是断裂。老一代播音员因为年事已高，离

岗休养；中间层的播音员大都转岗；新一代的人由于现实的就业考虑，更多选择的是主持人岗位，

致使播音员队伍后继乏力。现在仍在播音员岗位上的皎皎者和作为者已是凤毛鳞角。 

时下，对播音员与主持人还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播音员即主持人，主持人即播音员。其

实不然，播音员与主持人虽说同为语言或声音范畴的物质表现形式，但两者之间却有着诸多的区

别。从语言层面上讲，播音员的语言必须为官方确定的标准语言，而不可使用非标准语言甚至使用

方言进行播音；主持人在使用语言中则没有这样严格的界定和硬性要求。从声音层面上讲，播音员

的声音条件要求更高，更苛刻，比如声音要具有磁性和共鸣，音质要具有美感，声音的感染力要

强。所以，老一代的播音员非常注重炼声和用气，声腔打开，丹田运气，冬炼三九，夏炼三伏，闻

鸡起舞，日积月累，功到天成。生活中，我们常把说话声音好听的人比喻为象“播音员”，可见，

播音员的声音魅力在人们心目中是何等的崇尚。播音员不仅要求语音要读的准确无误，而且词义也

要读的准确到位。褒义词、贬义词和中性词乃至于标点符号要用不同的声调、语气和情感进行表

达，所以，要求播音员要具有文化素养和文学修养，对文稿具有深层的理解能力，抑扬顿挫把控的

准确无误。播音员的声音表现是对文稿的二度开掘和再创造，决不是有些人认为的播音员只是简单

的传声筒。播音员的播报可以产生出文稿所不及的感觉效果，甚至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产生一种穿透

力和震憾力。由于历史与现实发生错位的原因，目前，高水平的播音员成为了奇缺人才，正播新闻

中的“正”也出现了“歪歪扭扭”的现象，“播”也变成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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