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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新闻”：展现广播新闻个性魅力 

 
摘要：作为一种独特的传播方式“说新闻”具有不可替代性，对于这一表现形式在广播新闻中的深入挖掘，

可充分展示广播新闻的个性魅力，从而增强广播节目的生命力，但在发展过程中它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试从

说新闻的重要性，它的特点和要求，及对它的正确认识等几个方面对这一论题展开论述。 
 

     

现近社会信息爆炸、网络密集、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方式、方法，越来越多样化，而作为社会基础的人的

个性化越来越彰显。“说新闻”在客观上迎合了这一社会发展趋势，也因此在广播电视领域得以迅速拓展。 
 

 

一“说新闻”的定义及其由来 
 

1、“说新闻”的定义  作为一种新闻表现形式的“说新闻”，是指广播或或电视媒体中的新闻传播者将新

闻内容以亲近、个性、可信的语言告知受众，与受众形成信息和情感上的交流，它打破了传播的新闻播报形式，

具有较强的亲和力、趣味性、受众意识和开放氛围浓厚等特点。 
2、“说新闻”的产生与兴起  对“说新闻”的热望并非始自今日，它与时代的进展一起断断续续地进行

着。早在50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请来表演艺术家、语言大师侯宝林先生和擅长给小朋友讲故事的孙敬修爷

爷试播新闻，结果他们的语言样态都带有自己行当语言特色的表达定势，“真”和“新”这两个关乎新闻生命的

要素在语流中不那么鲜明，听起来与传受双方长期默契认可的新闻播音有一定距离，因而仍然沿用消息播报的传

统风格。 
改革开放之后，播音界在拨乱反正中提出“降调”的同时，业内人士及受众又开始了“说新闻”的摸索和呼

唤。80年代中期，一些电台、电视台做出“说新闻”的尝试。夏青就在那时提倡播音中应有“说”的感觉，徐曼

主持的《空中之友》就是以平和、自然、亲切的“说”新闻名扬海峡两岸。但当时出现的“说新闻” 只是单纯在

声音形式上追求“说”的做法，极度的口语化，一句话可以说清的事要罗嗦上三四句，只是在播音强调上像说

话，结果搞得不伦不类，因其与节目宗旨、节目风格、受众需求等不符，很快就由实践的检验得出了否定的结

论，“说新闻”的探索渐渐式微。 
及至1998年春，香港凤凰卫视的《凤凰早班车》主持人陈鲁豫的消息“口播”方式重又引起人们对“说新

闻”的关注。她将经过自己消化加工的新闻消息一一道来，在语言样态处理上看，她有口语化处理但又不同于生

活口语，新闻事实的叙述保持了简练紧凑的消息语体风格，听起来轻松而不失干练，亲切而不失大方，自然而不

失稳重，娓娓道来而不失明快，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各种媒体受到高科技的激

烈挑战与竞争下，“说新闻”这种以口头语言与妙语连珠取代书面语言的新闻传播方式，如雨后春笋般在内地迅

速兴起，并形成一股风潮。 
             

 

二“说新闻”的特点及其重要性 
 

1、“说新闻”打破了传统的新闻播报形式，具有较强的亲和力、趣味性、受众意识和开放氛围浓厚等特点。

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打破播音腔，不再居高临下，平易、自然有亲和力。“说新闻”的深层特点是对新闻进行解释、引导、

说明、补充和稍加分析的信息加工，从而为受众的理解提供引导和服务，只停留在消息文稿的口语化处理上，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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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实现“说新闻”的初衷。《现代汉语词典》关于“说”的释义有“解释”和“言论”的意义，这也才是人们

所热望的“说新闻”的根本特色所在。 
（2）很强的交流感、开放氛围浓厚。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是广播新闻谈话节目。新闻谈话节目是指以新近发

生的新闻事件和近期的社会热点为谈话主题，以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实时交流为传播形式、实现介绍新闻背景、

分析新闻事件、预测社会趋势、反映公众意见等功能的专栏节目，很显然，在这种广播新闻节目中，不但需传播

者“说”，听众也在“说”。 
（3）它讲求语言的个性化。新闻传播者语言个性的本质可概括为：足够的新闻密度，透彻的洞察分析，亲和

的沟通交流，自然的情感传递，深入浅出、通俗具象的叙述方式，琅琅上口、富有感染力的表达。“说新闻”过

程中不仅是称谓的改变，同时意味着新闻主体性的增强，它更强调凸显新闻传播者的个性，由于每个主持人、记

者水平不同，风格各异，因而在节目中表现出的个性色彩也就浓淡不一了。 
（4）它更加注重受众意识。“说新闻”注重受众的心理需求，不仅重视传播什么，更注重受众能否接受，因

而可听性、贴近性强。最能体现它的这一特点的是广播新闻热线节目。广播新闻热线，是通过热线和短信与听众

相互交流实现新闻传播的，在这种节目形式中，听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节目的参与者，成为广播主体

的一部分，节目的新闻线索从听众生活中来，其结果又回到听众中去，其形式自然亲切，提高了广播新闻节目的

贴近性和可听性，深受听众欢迎。 
2、“说新闻”要求新闻传播者用自己的话来传播新闻，符合个性化传播的要求，从而达到人际传播中单人对

单人的良好传播效果，对于“说新闻”这一表现形式在广播新闻中的深入挖掘，无疑可充分展示广播新闻的个性

魅力，从而增强广播的生命力。 
（1）“说新闻”可使广播新闻获得更佳传播效果。在“说新闻”当中，传播者的个性特征得以鲜明凸现。传

播学原理认为，在个人意向决定过程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显示出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而“说新闻”则是广

播新闻在人际传播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它有理于综合人际传播的优势以增强传播效果。 
（2）“说新闻”便于听众接受和理解信息，在“说新闻”里，新闻传播者既是讲述者，又是分析者，他不但

可以把事件的来龙去脉讲得生动形象，还可向疑惑的听众娓娓道出事件发生的缘由，可加上简短有力的点评、议

论，使其具有深度、广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舆论导向的作用。 
（3）“说新闻”可拉近与听众的距离。“说新闻”亲切自然的告知方式，就像朋友间谈话聊天，口语化的句

子，符合受众听的习惯。另外，在作为“说新闻”的一种方式的现场报道中，记者在新闻发生、发展的现场，将

新闻事实直接告知听众，减少了文字、播音员两个转述层次，新闻损失和畸变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听众听着来自

权威新闻源的事实，对广播新闻的亲切感与信任感自然增加。 
（4）“说新闻”便于更大程度地发掘广播新闻的次功能特别是娱乐功能。“说新闻”并不仅是增强广播新闻

的接近性和交流感，因为有的“说新闻”节目十分注重语言的诙谐幽默，着力强调新闻的娱乐消遣色彩，这可以

使听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熏陶。 
所以，基于以上几点优势看来，“说新闻”不失为提高广播新闻的吸引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三、 “说新闻”的要求 
 

“说新闻”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那么，该如何使它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 
1、语言要适应播出方式和播出环境，力求口语化和自然化。“说新闻”中的语言除了应符合广播语通俗

化、口语化的基本要求外，更强调听起来舒服悦耳、亲切自然的效果，甚至于一些口语中才会出现的“哦”

“啊”之类的口头禅也允许在表达中偶尔出现。 
2、“说新闻”要讲求语言的表达技巧。新闻传播者要抱着听众第一，与听众交流的思想，让听众成为传播

的中心，以第一人称的身份，把所发生的新闻事实说给听众，避免“我播你听”那种高高在上的传统做法，努力

缩短广播与听众的距离；在表达上要达到“脱口秀”的程度，要讲求生动活泼，妙语如珠，甚至幽默滑稽，使听

众在听新闻的同时获得娱乐，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在口吻上要显得平等亲近，“说新闻”是将以往广播新闻的

一对众的单向传播意念变为新闻传播者与听众间的一对一的双向交流意念，要求表达的语气随和、亲切，让每一

位听众觉得传播者好像在与自己交谈。 
3、要求“说新闻”的形式根据广播新闻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1）以传递消息为主的语言新闻中，应让主持人在较短的时间内讲多条新闻。广播新闻节目是以消息报道为

主要的信息载体，基本功能是传递新闻、表达舆论。因此，必须在有限的时间段内将效益发挥到极致。为了更大



限度地增加信息量，这类新闻往往力求高度浓缩、十分短小，一般用100字左右将最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准确无误地

拎出，将最受关注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七八分钟内能容纳近二十条消息。这种节目可以它信息的简洁和丰富

性满足听众快节奏生活中“知”的需求。 
（2）在以解疑释惑为主的深度报道中，要抓取和选择重大题材。围绕受众所深为关注的事件、人物展开报

道，受命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取信于广大群众。力求新闻传播者靠自己敏锐的新闻洞察力在较为宏观的新闻

背景中，寻找到有价值的新闻，要求他们层层深入、抽丝剥笋地对所报道的事件做说明，还要“小中见大”及

“大中有小”地看问题，大题材切忌空泛，应有足以支撑的实例做基础，小题材放宽眼界，从而将其融入特定的

社会大环境。 
（3）对于广播新闻谈话节目，除了要选择合适的“说”的话题外，还要营造出自由、平等的“说”的氛围。

它的关键是了解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选择某一阶段全社会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同时又具有“新闻性”和“时效

性”的话题。观点的开放和多元将使节目变得丰富多彩，但是节目制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一时的热闹，更不能

“脚踩西瓜皮”，使节目显得七嘴八舌。主持人要时刻考虑整个节目的谋篇布局，控制节目的起承转合。牢记

“倾听而有立场，引导而不妄断”，营造出良好的“说”的意境。 
4、要求新闻节目主持人“说”的风格和不同栏目的风格相一致。“说新闻”给了新闻节目主持人充分展示自

己个性的天地，但是这个个性的发挥要依据不同的新闻节目，要求主持人把握不同新闻内容，不同新闻节目，不

同听众的心理特点，然后以自身的个性特色去渲染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傅成励曾经说过这样

一段话：“我们说节目的个性集中体现在主持人形象上，并不是说主持人可以随心所欲的设计和‘表现’自己。

主持人只能在节目方针规定的主持人形象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去丰富和完善，不能与之背道而驰。” 
5、要求更加注重受众的心理需求。广播的受众的需求倾向与层次迥然各异，然而出于基本需要与利益基本

一致的本质因素，受众对新闻传播又是具有相应的共同心理的。在新闻节目的选题上，要选择热点、难点，听众

欲知而未知的话题。要“说”好广播新闻就要不断地对受众进行分析研究，了解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需

求，从新闻价值出发进行新闻选择，在充分反映他们意见的同时，利用社会公众舆论机关的便利条件，把人民群

众想说而不敢说、不能说、说不出来的话说出来，从而达到新闻分享的目标。 
        

 

四、对“说新闻”应有正确意识 
 

“新闻”由于传播视角的转换，以及对广播新闻传播者播报方式的重视，使它具有自己不可替代的特点，

在追求个性化的今天，也越来越受到许多广播新闻节目的青睐，但水平也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对于“说新闻”的

滥用。 
1、片面的以“语速快”为“说新闻”的“重要标志”。有些广播新闻节目并没有对新闻价值的深刻把握，

没有语言表达的功夫，只是不管不顾地一味“开快车”，机械地“蹦字”，不仅听着紧张，而且新闻的信息量非

但没有增殖，反而大大损耗，严重影响新闻准确高效地传播。 
理论和实践都告诉我们，播报语速的提高，以社会发展（受众文化水准提高，获取新闻渠道增多，生活节

奏加快）为基础，以受众的接受需要和心理为前提，以传播者过硬的业务水准为条件，以受众的接受能力为限

度，最终以传播效果为判断标准。语速的提高并非越快越好，对此要尊重客观规律，要有科学态度，而不能把它

当作赶时髦的事儿。 
2、无限度地夸大口语化风格，把随意调侃的所谓“个性化”当作“说新闻”的真谛。有些主持人疏于对

“说新闻”的目的及效果、条件与基础的思索，只抓“口语化”的皮毛，用日常不用加工的罗嗦结巴的原初口语

混充新闻口语，加上对主持人的个性化的模糊认识，甚至把痞子味浓重的粗俗口语权当“个性化”语言，错把信

口雌黄、不讲品位的“随意调侃”当作贴近受众的法宝。这种倾向脱离了新闻消息节目的固有特征，不符合受众

对新闻的接受习惯。完全“个人化”“庸俗化”的“说”法严重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及传播的严肃性，实

在是对说新闻的曲解和误导。 
“说新闻”不应忘记新闻节目是“无形的意见”的舆论导向作用，不应失却新闻节目“简洁明快”的本

色，必须用词准确、严谨，语句简洁、规范。态度认真从容，风格稳健干练，在“说新闻”的实践中，要特别注

意防止为说而说的形式主义和庸俗化倾向。 
3、有些广播人的素质低、知识面窄，不能驾驭“说新闻”这种形式。一些人“说”不出，或“说出来”抓

不住人。 
“说新闻”形式的出现对广播新闻从业人员特别是主“说”人员的新闻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主持节

目时把话说对说好，说得“出彩”，说得让人耐听的背后，应该有着主“说”人知识和修养的日积月累，尤其是



语言功力方面。所谓语言功力就是语言的功底和能力，包括理解力、观察力、感受力、反映力、表现力、感染

力、洞察力等，这些都是语言造诣和语言功力的体现，这些对广播新闻的传播非常关键，因为“声音传播”是它

的唯一表现手段。这要求广播新闻的主“说”人善于表达，要有出口成章，即席发表评论的口才，要有自然驾驭

语言的能力和以情感人的本领，要善于掌握听众的心理，把新闻播讲得扣人心弦。 
 

总而言之，“说新闻”是更加注重听众意识的好的广播新闻播出样式，在各大传媒激烈竞争的今天，它的

出现及拓展，无疑使广播新闻多了一份竞争力，同时，对广播新闻来说，它在今天的发展过程中却也还存在着一

些问题，有待广播人不断探索研究和完善。 
 

 

    作者简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人口”栏目记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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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评：  字数0  

用户名：   密码：    

nmlkji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发 表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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