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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传播语言的气韵美 

作者： 陈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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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艺术性是广播电视传播语言的重要属性之一，也正是其艺术性的存在，传播语言才高于日常口语，我们的受众才能在

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语言传播中获得信息、获取知识、受到启迪、得到享受。不管新闻类还是任何其他类节目都不可忽

视传播语言的艺术性。传播语言的审美价值一是来自形式，一是来自意蕴，可具体分为“内容美”、“人格美”、“辞

采美”和“声韵美”(1)。气韵美是广播电视传播语言艺术性的重要方式，是体现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在语言传播实践

中，很多杰出的传播语言大师，都创造出精美的有声语言作品，那大气磅礴、铿锵有力、凝重洒脱以及飘逸脱俗的艺术

风格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的作品也都是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气韵美的有力体现。广播电视传播语言艺术，也像其

他的许多艺术种类一样，体现了中国人所具有的深层特征和内在潜质。 

“气韵代表宇宙生命中包含的全部生机活力，重点则为宇宙生命中的聚散、潜显、东京之能。”(2)传播语言是人类传播

信息和交流思想的重要方式，包含着特有的形式意义和人文内涵，传播语言的气韵美就是体现在传播语言形式和内涵两

方面的节奏、力度、气势之美和趋于静态的和谐之美。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过程，是语言传播者运用有声语言进行艺术

创作的过程。气韵美就是在实际创作中，在种种具体的感受、显现和融通中酝酿、产生、行进、发展、渗透、提升的。

气韵美表现在传播语言的语音发声、表达技巧、整体感受、基调把握、人文关怀等不同层面。 

一、语音和发声是传播语气气韵美的初级层面 

语音和发声是传播语言的物质载体，语音准确、吐字清晰、声音圆润、气息自如是较好的进行语言传播活动，实现传播

目的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审美价值、呈现气韵美的基础条件。语音和发声的气韵美是表层的、形式上的，是具体和可

感的。 

1.汉语本身气韵犹在 

汉语的特色“稳重、整齐、端庄、匀称”、“琅琅上口、明晰入耳”，“词语意象和韵味，句子铺排和节奏，章法灵动

与严谨都沉积着、表露着民族的风范与气度。”(3)汉语元音占优势，故而响亮饱满；汉语是有声调语言，天然具有起伏

跌宕、抑扬顿挫；汉语音节整齐、节奏和谐……这些特点都为有声语言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以汉语为基础创

造出来的历代多姿多彩的诗词歌赋，戏剧小说等，都为现代传播语言气韵美积聚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2.运气自如情声和谐 

传播语言的发声是建立在语音基础上的一门学问，历代的语言艺术家们都把发声根植于民族语言、民族精神之上。传播

语言发声的呼吸控制，是对发声动力的调节，掌握气息的运用技巧是走进语言传播艺术殿堂的必经之道。发声学中讲究

“气发于氤氲间”，即气发丹田。气息的运动体现在语言运用当中的气息上提和下松感、深浅强弱变化、连续贯通等。

气息的运动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发声的共鸣、咬字等其他状态，呼吸自如就是气息有效控制、调节从而配合恰当的

共鸣和清晰的吐字的良好状态。这种气息是实际存在、可触可感的、操作层面的气，是物理生理上的气，是体现传播语

言形式美的重要方面。它虽没有真正成为气韵美的深层次的东西，却也应该是气韵美显现的表层依据和起点。 

在气息的运用中，讲究情、声、气三者的有机结合，因情运气、以气托声、以声传情，气是连接情和声的纽带。“情是

统帅、主导，是内在的；气息声音是被统帅、被主导的，是外在的。有声语言要形神兼备，这神就是情，这形就是声音

和气息。片面强调神，必然道德魂不附体，片面追求形，必然造成体不纳魂。”(4)此时气便升格为一种负载语言传播审

美功能的存在方式，通过气的运动使语言传播力求达到“字正腔圆、清晰持久、刚柔自如、声情并茂”的境界。 

二、创作表达阶段属于气韵美生成的高级层面 

语言传播不能停留在语音发声层面，进入创作表达是实现其传播目的的最后环节、重要一步。对表达内容的深刻的理

解、具体的感受，调出平日扎实的积累，全面把握，整体驾驭，运用种种表达的技巧，促成创作过程的顺利进行、圆满

完成。语言的表达技巧是其气韵美生成的管见所在。按照侧重点的不同，语言的表达技巧可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

这种划分是相对的，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即使外部技巧离不开内部技巧的充实和支撑，理解和感受纳于其中。内部技巧

也需要外部技巧的表现和展示。外部技巧偏重于气之美，表现在动态的运动和变化美；内部技巧偏重于韵之美，表现为

由动趋静、东京结合的和谐美、统一美。 

（一）外部技巧的停连、重音、语气、节奏中，停连重在气脉，语气、重音重在风骨，节奏重在气势和气象。 

1.停连有致气脉贯通 

停连是语言表达中的停顿和续连。中国书法艺术中关于断连、空白的论述很精彩，其审美趋向同样适用于此。“目力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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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而情脉不断”、“笔墨未到而气已吞”(5)、“以气脉为上，气所以行也，脉绾章法而隐焉者也。章法、形骸者也，脉

所以细束形骸者也，章法在外可见，脉不见也，气脉之精妙，是为神至也”(6)……停顿有生理和心理双重需要，停中有

续、断中有连；连接是语流语势的内在要求，连中有断、续中有停；连断结合、虚实相生、血脉流畅、气势相通。夏青

的播音善用停连，尤其“顿挫”有致、逻辑慎密、含蓄深沉、意境高远。夏青的宣读式的语言样式，倍显端庄沉稳、气

脉精妙，在新闻播报、重要文件宣读方面分寸恰当、气宇不凡、一脉相通。一个停顿往往让人感觉到气脉顺畅、游刃有

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丰厚底蕴和泱泱大国的超凡气度；而我们从夏青的《唐诗三百首》的朗诵中得到的又是生命的感

悟、心灵的启迪和美感的享受。夏青，作为中国语言传播史上的一代宗师，为语言传播树立了一种典范，他是在发扬民

族精神的基础上，在语言传播实践中，气韵之美的发掘者和创造者，非常值得后来者学习和研究。 

2.语气重音风骨浑成 

重音是最能够体现语句目的的中心词，重在思想，兼有感情，主其骨：语气是语句的内在感情的色彩和分量以及外在的

声音形式，重在感情，包含思想，主其风。重音和语气的结合依靠明确的思想和恰切的感情的有机融合，也就是指思想

感情的交汇融通、风与骨的相辅相成。风与骨是实现气韵美的重要表现形式，“风”关感情的力，而“骨”关思想的正

确与深刻。“气是风骨之本”。(7)风骨是气的表现形式，在语言传播中，重音和语气就是气韵生成的形式依据。重音在

句子中处于中心地位，重音前势在向重音推进，重音后势在连带与延续，其中凸现处如语句之脊，推进处如语句助之腱

衔接构造流畅天成。一句话中一般只有一个重音，与此共存的还有次重音、次轻音和轻音等不同的层次，主次分明是语

句目的的明晰的重要保证，即骨力浑成的必要条件。语气表现的感情色彩即恰切的声音形式——语势，是语句变化的内

在依据和运行态势，它包含重音，以重音为估价，附着感情色彩的丰富变化，以至形成血肉丰满、健全生动的四肢和器

官，是气的运行空间和运行模式；语势的变化模式很丰富，波峰类、波谷类、上山类、下山类、半起类是大致的划分，

交融共生构成纷繁复杂的具体模式，如风之变换、气之积聚，浩森无际却又真实可感。在当今的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界，

普遍存在着忽视语言思想感情的准确表达的倾向，他们一味地追求快，或所谓的“自然”、消遣性，结果导致语义不

清、感情暧昧，把祖先留下的那些精华置之不顾；连较好的传播效果都达不到，更无风骨气韵可言，却还洋洋得意，自

以为新潮、前卫，这其实是很可悲、很危险的，应当引起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传播者的关注。 

3.节奏律动气象万千 

节奏是一定的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所造成的，语言传播过程中所显示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的声音形式的回环往复。节

奏的把握立足于篇章，属气势、气象范畴。节奏是在语气的基础上形成的总体的态势和趋向，多种语气的变化、转换构

成节奏的基本线条、基本框架。语气是节奏内部的诸多小单元，但语气的综合并不是节奏，节奏还有他更高层次的内

涵——各单元间（即各语句间）的组合方式。这种方式融汇了传播语言整体的态势和样态，气势、气象由此而生。气象

万千表现在节奏类型的纷繁多姿上。轻快型、凝重型、低沉型、高亢型、舒缓型、紧张型……各种类型的气息状态、口

腔状态、共鸣状态等各不相同；欲扬先抑、欲抑先扬，欲快先慢、欲慢先快，欲轻先重、欲重先轻……种种转换方法都

是超出一般语言范畴的东西。只重语气而轻视节奏，必然会导致有句无篇、零碎无章、气势不足、气象不丰。 

与节奏并行的基调，也应属于气势、气象的范畴；只不过，二者偏重不同：节奏偏重于运行态势、基调偏重于整体气

象。基调是传播语言创造中总的感情色彩和分量，把握基调是整个传播语言创造过程中内在依据和指针。基调的概括要

依据整篇，基调的实现要借助于语句语气的呼应和配合。语言传播的备稿，最终归结到基调的确定，语言传播过程中时

刻不能背离基调，语言的感情色彩的变化（主要是语气的变化）尽管很丰富，但它却必须围绕基调进行。在基调实现后

所呈现出来的整体美感中，蕴含着群运的由动趋静的回旋绕梁之美，实际上更趋向于内在之美。在节奏的运行中我们感

觉到的是富有流动感和跳跃感的语言艺术的创造过程，而基调是在语言传播的全部过程当中所显现之韵致，以及创作过

程完成之后所以然存在的永久之气象。 

（二）内部技巧的情景再现、内在语、和对象感中，情景再现和内在语造就了气韵生成中的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味外

之旨、弦外之音；对象感源于妙造自然，返璞归真的过程。 

1.象外妙悟情景之中 

情景再现是语言传播者在理解和感受的基础上，不但感受到了内中的形象“景”，而且感受到内中的身材“情”，从而

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的这一过程。这里的情更重要，情又是以景为条件的。在具体运用这一技巧的时候，景似乎是动态

的、鲜活的，包括自然之风景和人物之场景，情是在此之上升发出来的由东区静的感情。情景再现是思想感情运动起来

的重要手段，也是触动受众感情、激发共鸣、发人深省的有力方式。已动才能动人，语言传播者自己能从具体的象（风

景或场景）中，感悟到象外之象、韵外之致（所触之情），从而借助有声语言的技巧和方法，形之于声、及于受众，使

受众深思、感动、品味、妙悟。 

2.语言本质韵外生成 

内在语言是传播语言不变表露、不能表露，或没有完全表露出来的语句本质和语句关系。语言的抽象性和事物的具体性

的矛盾，必然导致“言不尽意”、“言内意外”现象的产生，但同时也为语言的创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语言的意韵便

由此产生。内在语的把握要求发掘、领悟语言内容的本质意义、本质关系，并以有声语言准确地再现、昭示这种意义和

关系，最终让受众领会传者的真正目的、意图和指向。语言的指向是多极的，借助内在语，传者和受者才能摆脱具体语



言形式的羁绊，韵外之致绕于脑际，真正走向精妙、深沉、丰富、绚烂的语言艺术王国。 

3.返璞归真对象为本 

对象感是语言传播者在语言传播中，通过联想和想象，感觉受众就在眼前，并从量和质两方面设想他们的存在。对象感

获得的关键是对受众的人文关怀、关心受众、了解受众、服务受众、提升受众，而受众的接受是检验语言传播成败的最

主要标准。这是一个由技巧技术、玄而又玄的艺术语言的酝酿、顿悟、创作、传送重新回归到自然状态的过程。这种回

归意味着语言传播创作的气韵美归结——妙造自然。这种自然是经过了一种升华之后的自然，决不等同于生活中的纯自

然，真正的有声语言大师都是经过雕琢后的返璞归真。 

我们可以从齐越先生的播音中看到情景再现、内在语和对象感的完美结合。齐越先生的播音感情奔放、形象生动、蕴含

丰富、大气磅礴，把语言传播推向了一个高峰。齐越尤其擅长通讯的播音，他用有声语言再现了无数领袖、英雄形象，

曾经激励、鼓舞了几代人。如今回头再来聆听他的那些作品，比如《巍巍昆仑》、《焦裕禄》等，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

其形象的丰满、情感的挚热、内涵的丰厚、韵味的绵淳，这些主要来自于他播音创作中的情景再现功能的淋漓发挥，内

在语的充分运用和对象感的准确把握：播音创作时，他心理面对的是他衷心热爱的听众，他想象到的是一个个真正让他

感动、令他兴奋不一的形象以及他们所处的场景，他所释放出的是他自己对这些人物的发自肺腑的崇敬与热爱；那让他

兴奋与感动的人物在他的声音下变得鲜活起来、生动起来，显示在听众的面前，听众与他一起兴奋、一起感动、一起进

入有声语言创造出来的绚丽多彩的艺术王国。情因景生，情超乎景，情景都为人而设定，情景最终归结于接受者的自然

接纳、心理共鸣、审美取向——这正是气韵由生成到回归的过程。气韵的丰富生成依靠深厚的语言功力和深刻的人文内

涵，气韵的自然回归依照由雕琢提升而来的丰韵与天成。 

传播语言的气韵美是一种属于人的深层审美心理结构之中的东西，它需要语言传播者和接受者以一种中国人所特有的艺

术审美心态去修炼、体悟和创造，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深沉的文化底蕴。气韵美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语言传播者对传播

语言的气韵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即使是大师级的，他们也只能留下缺憾。如前面提到的齐越和夏青，都可谓成绩卓

著，但总的来看，齐越的情足而理欠、夏青的理足而情欠，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但是，瑕不掩瑜，他们在创造气韵美

的过程中所体现的个性特点，也逐渐成为形成他们各自播音创作风格的主要因素，他们的创作依靠是传播语言的经典之

作，作品中体现的气韵之美，已经可以昭示后来者，使他们对传播语言气韵美进行不懈探索和执著追求。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语言的传播也有高雅、平实和通俗三种品位，气韵美属于高雅品位，它并不排斥其他品位的存在。

但是，在语言传播实践中，高雅品位应能树立典范，应该大力弘扬，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语言和语言传播保持独

立的民族精神、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有利保证。 

注释： 

(1)张颂：《播音语言通论》第11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2)吴郁：《主持人的语言艺术》第22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3)张颂、乔石：《论播音艺术》第13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4)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第1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引自黄侃：《札记》评刘勰《文心雕龙》 

(6)李日华：《紫桃轩杂缀》 

(7)方东树：《昭味詹言》 

（作者系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九八级研究生）[责任编辑李立]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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