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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的本质是说话 

作者： 杜守仁  

关键词： 播音┊阅读：529次┊ 

关于播音，《广播电视简明词典》中这样解释的：“播音——广播电台、电视台由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编辑、记者在

各类节目中画向听众、观众直接传达信息的有声语言活动。”这是一个有着三层含义的定义：第一，播音是有声语言活

动；第二，播音是在广播电视传媒环境下的有声语言活动；第三，播音是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等在各类节目中向受众传

达信息的有声语言活动。在这里“有声语言活动”是其概念的本质——即播音是一种语言活动，而在“听”、“说”、

“读（指阅读）”、“写”等语言活动中，播音又是一种“说给人听”的语言活动。说白了，播音本质上就是说话，是

以广播电视传媒的代言人（播音员）或主持人身份在“话筒前”说话。虽说这之中确实存在着许多特定环境下言语发声

及表达的特点、规律，但无论如何，在本质上，播音属于“说话”似乎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说话是有声语言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它要求思想明确，语意清楚。这也是对播音员或主持人在广播电视节目中“说话”

最起码的要求。 

如果说播音员或主持人的“话筒前说话”与生活中一般人的说话有所不同，那并不是什么本质的不同，而是一种环境、

对象的不同所带来的话语状态不同。广播电视的传播环境与生活中人们习惯了的说话环境不太一样，这使一些人感到播

音似乎就不该再是说话了。其实，在生活中由于不同环境、不同对象的变化，人说话时的状态也有许多不同，现在不过

是面对镜头、话筒等设备或演播室环境，只要找到相应的状态，播音或主持依然不过是说话而已。“话筒前说话”对形

象、声音提出的一些要求，并不是要改变说话的本质，而只是要调整一下说话人的状态。因此，如若研究播音员、主持

人的吐字发声，则必须了解音频设备及录音环境对人声的要求；如若研究播音员、主持人的形象仪态，则必须了解食品

采集系统及灯光、录像环境对人的形象提出的要求。至于表达，除了有稿播音需把文字转化为思维之外，应该说播音技

巧与说话技巧在基本质上也并无太大区别。不然，那些最早从事播音与主持人工作的人的语言表达技巧又是从何处得来

的呢？总不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播音（包括主持人的播音）不过是某种状态下的说话。比如播新闻，大体上是一种转述语气的说话，即：编辑部把汇总

来的各种消息以文稿的方式编发给播音员，再通过播音员转述给需要获取新闻信息的观众或听众。这实际上就如同生活

中某人把自己从别人那里获得的消息再转告给其他人一样。如果那消息是以书面稿件的形式被传播者获得的，如果那消

息的确有新闻价值又真实可靠，那么，这位传播者在以有声语言的方式将消息转述出去的时候，他的语气、语态，语感

便同播新闻的播音员大同小异。至于播音员在播音时所要求的声音控制以及形象、仪态的调整，那不过是因为话筒之类

的传音设备和摄像机之类的图像采集设备所要求的缘故，正如生活中人们说话时的声音和样子也时常会因环境而改变或

调整一样。比如：打电话时的说话就比面对面说话要求吐字更清楚；在公众场合说话，人的形象举止就要比私密环境下

显得有控制、讲风度。 

笔者曾修业于播音本科，又在这个专业的大学本科教学岗位从教十余年，并且至今仍经常为许多电视节目播音、解说。

凭心而论，在我所遇到的许多有志于播音工作的学生中，刻苦却始终不得要领者，大多是因为思想伸出存在着“播音不

能像说话那样”的观念。是的，正是由于这种观念，使得他们在播音时刻意追求一种非正常的状态，比如吸气过满，又

不能放松，以致影响了话筒前发声的自如。他们说自己播音时声音总是不对劲儿，嗓子也累。但当你与他们随便交谈

时，你却发现，他们其实音质很好。他们跟你说话时，声音很通畅，表达意思也很清楚。但是只要你一让他播音（念一

篇稿子或播几句新闻），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气紧，声提，语言也板了许多。这时候，你越是给他讲各种用声、表

达技巧，他就越不会播音。而当你为他们讲通了“播音就是人说话”这个道理后（即他们真正理解了这个道理后），其

话筒前的用声与表达便一下子好了许多。由此，我深切地感到，必须把播音从神坛上请下来，必须恢复播音语言“自

然、晓畅”的话语本质。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播音就是说话，是在广播电视传播环境下面对镜头、话筒来说话，是节目要求你说的话。播音

的吐字发声就和正常人说话时的吐字用声大体一样，声音自然朴实、吐字清晰流畅。稍有不同的是，话筒这个传声设备

对声音要求要集中，所以播音的口形以收拢些为好；此外，播音最终是靠电声设备传音的，传出的音量大小不完全由发

声者决定，只要你吐字清晰、音质圆润，话筒和调音设备就可以为你充分扩音，你在话筒前不必费尽力气，加大嗓门。 

播音的语言表达与生活中说话的表达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要求表情达意，主旨明确。你只要能真正理解你所要播的稿

件，把它们从文字转化为你头脑中的思维、情感，那么，你自然会如生活中表达思想感情一样，对话语中的停顿、重

音、语气以及节奏有比较正确的把握。稍有不同的是，你在广播电视中说话，表达意思要更明晰些，感情和声音要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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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新闻播音的感召力 

作者：时岱┊ 2005-11-28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信息价值的认识，

以及社会、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我

们的新闻播音注重了“大容量”的“快

节奏”。这种适应现代社会应运而生的

“快节奏”播音应当给予肯定，但必需

强调鼓动性质和感召力。新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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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最后，说到各种不同节目的播音，那其实也不过是与生活中不同场合、不同对象、不同语境下的说话一样，你只要明确

自己的身份，明确自己与交流对象的关系以及说话的场合、环境，那么，在不同的节目中播音，自然也就不会让你不知

如何开口，或显得手足无措。比如：播新闻，你就是以媒体代言人的身份向观众或听众转述来源于本台记者或其他媒体

的新闻信息；主持《实话实说》，你就可以把身份定位于自己是“邻居大妈家的儿子”（崔永元语）；解说电视片，你

就要退居“旁白”的位置；主持晚会，你就要站到台前并照顾到与现场观众的交流。至于说在同类节目中不同的播音员

或主持人又有各自不同的语言风格，那应该是他们在更高意义上的一种追求，这往往需要根据节目与播音者的个性、学

养去研究探索，比如：是稳重端庄的，还是敏锐干练的；是热情活泼的，还是温文尔雅的等等。 

总之，播音之于说话并无本质的不同。这并非有意贬低播音。因为说话也是一门艺术，说得或听，说得精彩，也并不是

随便可以做到的。何况话筒前的说话还有许多传播条件的制约呢！所以当然不能说播音是件简单的事，是可以人人来

得，不学自通的。本文的目的只是希望有志于此的学习者、实践者与教师们不要将播音过于神化，弄得大家太紧张，因

为这样一来反而会使播音失去应有的活力。 

（作者单位：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科教部邮编10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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