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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电视台新闻部已经大半年了，尽管不搞电视新闻了，但仍时时 

在看。看着看着，就想说点什么，自然都是关于电视新闻语言方面的， 

想一吐为快。 

  一忌语言与画面雷同。例如有条新闻是报道科普人员送科技下乡的 

，画面上一屋子农民正在聚精会神的听课，恰在这时飘来了画外音，介 

绍屋子里如何座无虚席，农民听讲如何如何认真，热情如何如何高…… 

。要知道，这不是报刊新闻中的现场描写，电视新闻画面早已准确无误 

地传达了这一信息，你再继续重复，岂不是画蛇添足。重视语言环境， 

特别是针对电视语言环境，应融入更多的思考，创造性进行开掘，使语 

言与画面配合，两者相得益彰。 

  二忌同期声与文字内容重复。记得当电视编辑时，有一次赶时间， 

没让记者抄同期声，结果播出后就出现了问题：先是一个农民的同期声 

，介绍这几年村里变化如何大，农民人均收入增加多少多少，光棍如何 

如何盖了新房、娶了媳妇、买了车，日子越过越红火。随后又出现了画 

外音大体上又是这些话的翻版。很明显，农民的同期声既鲜活又真实， 

为主题增色不少，而文字稿这一段背景交代则枯燥乏味，多此一举。二 

者取其一，无疑前者要优于后者。看来，编辑阅稿时不仅要细心斟酌新 

闻稿，还必须重视恰当运用同期声。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新闻出精品。 

  三忌看图说话。有天见一则电视新闻报道，说一个村的农民靠养“ 

笨鸡”、“笨鸭”，致了富发了家，画面上当仁不让地出现了鸡和鸭， 

这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接着又来回算帐，计算着养殖效益，之后归结 

到“观念一变天地宽”上就结束了。这观念转变何时起，如何持续，“ 

天地”又是如何越走越宽的？这些十分有价值的背景材料，观众迫切想 

知道，新闻稿却只字不提，把本不该忽略的内容忽略了，真让人费猜疑 

。由此观之，电视语言虽然简单扼要，却不是看图说话，必须强化背景 

意识，使消息短小精悍，涵盖更多的内容。 

  四忌忽视同期声。有一个很有灵性的记者初入电视新闻之道，写篇 

十分优美的赞扬新时代婆媳情的通讯一挥而就，洋洋洒洒，读后不禁让 

人击节再三。但仅此而已，总觉得缺少一点说服力。于是设想，把作者 

叙述中其他人的赞美之词都换成同期声，有邻居的，有老人的，有村领 

导的等等，那样效果该多好。看来，作为电视记者仅有叙述能力是不够 

的，还必须拿起电视记者的另一重要法宝——同期声。同期声具有口语 

化、现场感、真实感的优势。可以说一句剪裁得体的同期声比十句叙述 

文字还顶用。因此，所有电视新闻记者必须学会合理运用同期声。怎样 

才算合理，自然需要策划。这方面每个记者都有自己的技巧，但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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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统一的，这就是能用同期声的尽量不再用文字叙述。 

  五忌忽视电视用语特征。人们靠听觉来接受电视新闻，突出特征是 

声音稍纵即逝，用语必须保证“即听即懂”，不能等候，不能重复。这 

是区别于读者读报最明显的一点。而有些记者似乎有意在卖弄文采，频 

繁使用如“闻此”、“至此”、“骤增”、“派员”、“倘若”等书面 

语体色彩强的词语，给受众接收出难题。这显然是有违电视用语写作规 

律的，应改成口语化才更易接受，文言词语更要忌用。另外在用词方面 

，还要做到五个少用：一要少用单音节词。在听觉上单音节词不如双音 

节词清晰、准确。如“并”、“但”、“已”、“须”等宜改成“并且 

”、“但是”、“已经”、“必须”。二要少用代词。因为随时都有听 

众打开电视机，代词指代谁，一下子弄不清。三要少用关联词语。因播 

音者费劲，听者也不舒服，要多用短的单句，即使用复句也应注意用用 

意合法的复句。四要少用虚词。特别要忌用文言虚词，以求行文简洁平 

实。五要少用动态助词“了”。少用“了”，可减少松缓感，增加叙述 

节奏，加大动态力度。如“指出”、“推动”、“按动”、“推翻”、 

“突破”、“扩散”等词本身就有一定的实现意味，再用“了”就不必 

了。上述这些，每位记者都要把它作为基本常识，认真把握，不仅要让 

人听懂，最好还要使人愿意听下去。 

  六忌处理方法“老化”。每次看中央乃至省级等大台的新闻总在思 

索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在进行大报道制作时，播音员报完题之后 

往往直接插入一段同期声，这样处理几乎已成定势。慢慢地就品出了滋 

味。原来这是一个小的技巧，巧在这么做，一方面使观众立刻产生一种 

身临其境的参与感，凭借同期声融入新闻；另一方面使播音员声音与同 

期声形成对比，在时差顺延上起到一个调节的缓冲作用，随后再由播音 

员继起，增强了时空感和艺术表现力。这种手法还可以变形为，在报题 

和播音上由男女播音员交差互换，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可惜，我们许 

多地方台的新闻工作者没能很好地领悟和驾驭这一表现手段，致使制作 

水平始终在低档次徘徊。这也提示我们在日常新闻制作上，要善于学习 

，多方借鉴，见贤思齐，不断提高节目质量。 

  （作者单位：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公安分局 邮编：1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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