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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稿播音的思考――语言传播杂记之二十四 

作者： 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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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播音创作，除了无稿播音之外，就是有稿播音了。所谓有稿播音，是指在话筒前、镜头前，根据文字稿件进行

有声语言创作。这在大部分节目中，如新闻、评论、专题、解说、文艺等非现场即兴的节目里，特别是一些重大的节目

中，都会长期存在。但是，目前有一些模糊的认识，对于有稿播音相当轻视，甚至鄙视，认为它过时了，是没水平、没

能力的表现。于是，拿起稿件来无精打采，有气无力，极大地削弱了有稿播音的生命活力。 

一 

自从有了广播电视，就同时出现了有稿播音。难以想象，所有的节目中、所有播音过程都没有文字稿件作依据，说话都

是即兴的。新闻节目，大量是各地记者的发稿，不可能全部自采自编；评论稿件很多是相关专家学者撰写的，其他人往

往不能胜任；专题稿件，也是深得个中三昧而又妙笔生花的人所擅长的。有些节目的撰稿者，还是一个集体，集思广

益，各展所长，一起切磋，共同商定。一个人总有局限，全能的人，在世界上也是凤毛麟角，如果只会写一般性的、平

庸的稿件，又何必处处插手、时时运笔呢？让那些功底扎实、思维活跃、视角独特、文字生动的大手笔来写，不是更好

吗？ 

广播电视节目要“汇天下之精华”，面对人类文明、先进文化，一定要广采博收、撷英集粹，向受众奉献精美的精神食

粮。因此，“群体性”是这种传播的显著特点。在这种传播中，一个个体人是无能为力的。众多的文化人，具有相当深

厚的文化底蕴，虽然他们不能担当有声语言的创作任务，我们却可以依靠他们出任记者、编辑、撰稿人。社会发展很

快，可有的时候，我们还难免带有小农经济的狭隘眼光，以“自给自足”为荣。实际上，大工业生产是“分工合作”

的，个体人已经纳入了生产链，成为生产工序的一部分。自已植棉、织布、制衣，自己种粮、碾米、做饭，也不过达到

温饱而已，谈不上衣食精美，何苦“费力不讨好”呢！可能有人采编播样样精通，那是绝无仅有，作为整个队伍，不过

是美好愿望而已，尤其是当代社会，更是心造的幻影。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全能”，实际上不过样样稀松，真的还不如

一展自己之所长为好。什么“自己写的稿子自己播能表现个性”，是不是会写“一”的孩子，不管写得好不好，都是个

性的表现呢？ 

二 

有稿播音，常常被说成是“念别人的稿子”，好象一念稿子就失去了自我，就没有了自己的东西。这确实是一种最没有

受过启蒙教育的认识，是一种惟我独尊的自恋情结。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几乎没有一位老师不要求自己的学

生好好念别人写的文章。反对“念别人的稿子”的人，自己也一定念过不少别人写的文章。为什么对于“念别人的稿

子”如此反感呢？不客气地说，这种人太多的是自信，太少的是自省。自以为“全能”，国人无过其右者，“当今之天

下，舍我其谁？”。“大众传播”是要进入“人际传播”的呀，我这样做，正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正是“人

格”和“魅力”的统一，多么前卫，多么时尚！于是，“念别人的稿子”是播音员的事，主持人是要贴近受众的，是追

求亲和力的……这种把播音员和主持人对立起来的观点，正是对有稿播音、特别是对别人写的稿件的轻视。播音员、节

目主持人的共同责任，是通过大众传播提升受众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对念别人的稿子的否定，会导致大众传播

的“私语化”，会断绝业内人士和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强力支持。不但虚置了高明的编辑和记者深厚的文字功夫，也会使

相关专家的真知灼见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所谓稿件，是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心血结晶，而不是杂乱无章、毫

无推敲的文字堆砌。即使象李白的“下笔千言，倚马可待”，那也是经过了多年的磨练才过到的境界，一般人恐怕很难

做到。 

三 

稿件虽然是别人写的，但是，一旦需要转化为有声语言，就必须进行加工创作。就是自己写稿件，也要进行同样的加工

创作。写稿和播稿终究是两个创作过程，不可混淆，不可替代。有人认为自己写自己播才能播得好，这是一种幼稚的想

法。把体验当作表现，用无声的字句顶替有声的话语，把出声念字混同于声情并茂，连基本概念都模糊了，还奢谈什么

有稿播音呢！ 

有稿播音绝非有的人贬斥的那样，是什么不动脑子、见字出声，没有主见、没有应变，一句话：作别人的“传声筒”。

固执此见的人，大概从来只说自己的话，没有认真实践过有稿播音的创作活动。凡是在话筒前、镜头前严肃认真地进行

过有稿播音创作的传播者，都会深深地体会到其中的艰辛与甘苦。齐越、夏青等老一辈播音艺术家，孙道临、董行佶等

老一辈朗诵艺术家，一辈子用别人写的文字作品播音、朗诵，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峰，而在这些播音和朗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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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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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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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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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他们的语言功力、艺术风格，不是令人心驰神往吗？新闻稿件，特别是那些紧急的、重大的新闻稿件，尤其需要

应付裕如，政策分寸、艺术分寸必须准确而贴切，这种临场应变的难度，绝不亚于提个问题、接个话茬儿那种应变。播

音和朗诵一样，创作主体的融入，正体现出抑扬、褒贬、文野、雅俗的判别和处置，同样一句话，既可庄重规整，又可

嘎声嗲气，既可正面表达，又可反面揶揄，既可热情赞颂，又可冷漠憎恶……完全不是无所作为、无能为力的“念字机

器”。如果闭眼不看事实，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非要叫做“传声筒”，那也改变不了有稿播音的传播声誉和审美价

值。齐越老师说：“是的，我是个传声筒。我传的是中国人民战胜艰难险阻、走向胜利的声音；我传的是人民和党政治

上和谐一致的声音；我传的是中国共产党堂堂正正的真理之声。做这样的传声筒，我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见《献

给社会的声音·人生在世 事业为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1月第一版第182页）把有稿播音看成“传声筒”的人们

听一听吧！同样是“传声筒”三个字，齐越老师和你们的认识，却有天壤之别！恐怕在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的感情

色彩也会大不相同吧！ 

四 

有稿播音，上溯到读文诵诗，历史渊源久远；即使不久网络文化盛行，也必定会长期存在下去，这是毋庸置疑的。尽管

现在的节目样式五彩缤纷，谈话体、访谈类、聊天式节目正在走红，那也不能削弱有稿播音的强大生命力。我们的广播

电视，怎能变成即兴说话的一统天下？不用说新闻节目的主体地位动摇不得，就是其他节目中的重大、深邃的内容，也

不能以即兴说话来代替，更不用说政策条文、声明公告、特稿专论了。何况节目的限时、限事，现场的隆重、热烈，话

语的简洁、精到，都应该严谨凝练地表达，日常生活的口语是难以胜任的。谈话和聊天过多，新鲜感会逐渐淡化，只要

话题稍显平庸，内容稍显浅薄，受众的兴趣就会转移，连这形式也失庞了。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有稿播音一定要随着内容和语言样式而变化。鲁迅和老舍的文章，轻快和深沉的基调，等等，不

可能只用一种表达方式。当下的文字作品吸收了大量的口语成分，稍有一点语言功力都不会千人一腔。目前有稿播音存

在的问题，如呆板、生硬、如冷漠、平淡，大都属于文化底蕴欠深、人文关怀肤浅、驾驭节目疲软、语言功力不足，而

不能归咎于有稿播音本身。 

有稿播音的“播”，并不是“念”和“读”的同义语，它涵盖了语言传播中的各种表达样式。“有稿象无稿”，就是指

自如跳脱的情状；“无稿象有稿”，就是指严谨缜密的谈吐。语言传播中，有稿和无稿播音总是交替使用的，一字不见

的、一字不改的两极，完全可以单独存在，但是，我们不应顾此失彼、厚此薄彼。 

有稿播音和无稿播音犹如语言传播中的两翼，他们相辅相成，互补互融，我们全都熟练掌握，全都运用自如，在话筒

前、镜头前左右逢源、比翼齐飞，不是可以无往而不适、无往而不胜吗？ 

（作者单位：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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