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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稿播音的思考――语音传播杂记之二十三 

作者： 张颂  

关键词： 播音┊阅读：315次┊ 

众所周知，播音是一项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自从有了广播电视，就有了播音这一重要环节。播音又分为有稿和无稿，

以便从创作依据上，进一步考察创作过程中的共性和个性特点，这似乎是十分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还要在无稿播音上进

行思考呢？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仍有“播音怎么会有无稿”的质问，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入阐述。 

一 

人类的有声语言，自从有了文字，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内部语言外化为有声语言，保有着语言的原生状态，

或只言片语，或出口成章；另一种是，由文字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成为经过字斟句酌的语言新生状态，或目视口诵或

熟记背诵。这两种状态，并不决然对立、划然隔离，而是相当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共同为人类的交际、交往、交流发挥

着巨大的作用。 

有声语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感情的载体。她大量地存在于人们的认知世界里，表现在实践的生存空

间、规范空间和审美空间的广大领域中。她是一种权力，即人们与生俱来的话语权力。正是这种权力，使人们从“呀呀

学语”开始，就把“由己达人”作为必然的能力，向着“表情达意，言志传神”的目标，实现着自己“社会人”的人生

职责。有人认为“语言是世界观”，尽管过于夸大，却也从观察和把握世界的角度道出了语言的重要；有人认为“语言

是牢笼”，尽管太消极，却也能够使人们从中看穿语言的局限性。“由己达人”并非易事，岂是信口开河所能奏效。这

“由己达人”，就包括把何种语言内容告知别人的问题。 

把什么内容告诉别人，首先遇到的就是话语依据。这依据来自两大方面： 

一种依据是，从小习得的、对于世界的认识程度。这里有历史的积淀、现实的感悟、教育的浸润、经验的积累，当然也

有先天的资质在起作用。这时，那思维方式、方法，那遣辞造句、布局谋篇的能力，在交往的需要驱使下，便都集中在

“说什么”和“怎么说”的运作过程里了。日常生活的大部分话语，都是属于这种情况。我们把它叫做“即兴话语”。

即兴话语的特点是“直接性”。说话者和听话者（互为依存、相互转换）都“在场”。可以是围绕某一个内容，也可以

是多重内容。可以是一人主说，也可以是两人交谈。因此，即兴话语带有很强的瞬间性、片断性、残缺性、易碎性。这

样，即兴话语的优长，如通俗性、贴近性、随意性、互补性，就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人们希望得到某种改善。于是就出

现了另一种依据。 

另一种依据是，从识字开始获得的、对文字语言的理解程度。这里有文学的基础、时代的感受、语义的辨析、艺术的敏

感，当然也有表达的悟性差异在起作用。这时，如何创造性地解读、再现文字作品，或者旁征博引名言警句，就成了话

语主体的基本任务。这就是“转述话语”的“间接性”特点。虽然是“转述”，虽然是“间接”，仍然不可等闲视之，

重要的是克服简单地念字出声，避免无动于衷地“照本宣科”。 

话语权力已经给定了人们这两方面的发展可能性，我们为什么不充分利用，而要强行割裂呢？谁有权力决定，一部分人

只能运用“即兴话语”，另一部分人只能运用“转述话语”，二者不可逾越、不能融通呢？有人总希望把现实的运动纳

入自己的主观臆断之中，并且让世人都顶礼膜拜，这实在是一种心造的幻影，只会贻笑大方。 

二 

人际传播，不过是“个个相传”，一传十，十传百，或“有口皆碑”、“不胫而走”，或“争相传阅”、“洛阳纸

贵”，那也实施了人们的话语权力，包括“文稿”和“腹稿”两类。不可能只允许某一类单独存在，不允许另一类参与

其间。 

大众传播，应该是“对众传播”，面对大众，形成舆论。这更加突出了规范性、庄重性、鼓励性、时代感、分寸感、亲

切感，强调了社会性、普遍性、服务性、引导性。话语权力的两种形态，根本不应分开、拆解。这是世界上广播电视的

最一般的规律，只是在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前后，才出现了变态和畸形。那一时期，极“左”思潮泛滥，把毛泽东的

一个批示“此文件不要播错一个字”无限扩大，使得话语心态失去常规，变得人人自危。于是，完全依据稿件，忠实于

每一个字，成了话语的唯一守则。但是，怎能凭借特殊时期的状况，就作出结论呢？从人民广播建立的第一天起，话语

权力既没有萎缩，也没有缺损。虽然因为初期的稚嫩，有稿播音比重较大，但并非没有无稿播音。从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的战事信息，到文艺节目的介绍；从服务类节目的解释，到体育节目的解说，没有文字稿件做依据的播

音，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有其施展的场合。可惜的是，那时还没有“主持”这个说法，一概都叫作播音。改革开放以

后，更有许多现场谈话、录音交谈、答疑阐述、体育赛事，也很少有稿件作依据。此时，也只能叫作播音，而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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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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主张：传播理论本土化的 2009-09-27

·第三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讨 2009-09-27

·第九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 2009-09-24

·[更新]2009“中国新闻传播学科 2009-08-31

·“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 2009-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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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称谓。 

历史是铁面无私的，任何人都不能篡改。历史又是发展的，任何人都不能阻止。现在，否认“无稿播音”，是因为把

“播音”先验地指定其“有稿”内涵，然后再抹杀“无稿”史实，企图制造一个履”的理想蓝图，以便圆梦。更可惜的

是，曾几何时，那大吹大擂、红极一时的主持人“采编播合一”的主张，其中的“播”，是有稿播音呢，还是无稿播音

呢？其实，所谓主持人节目，决不是像有些人凭空想象的那样，全部都是“无稿”，至今仍有大部分是“有稿”，何必

非得把播音挡在“雷池”一侧，不许越过一步呢？ 

三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随着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概念也要不断发展。凡是在实践中保有新鲜经验的人们，

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吸纳前沿成果，校正自己的视角，扩大自己的视域。除了那些固执己见的人、存有偏见的人，恐怕鲜

有知错不改的人。好在实践并不会停滞，理论也会给实践者丰厚的回报。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的话语权力，是要全面

实施的、不可剥夺的。话筒前、镜头前的有声语言创作，不管是“有稿播音”，还是“无稿播音”，永远充满着生命的

活力，二者的有机结合、互相融合，将呈现更加丰富多采的语言样式，产生无穷的艺术魅力！ 

（作者单位：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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