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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意识的思考——语言传播杂记之二十五 

作者： 张颂  

关键词： 主持人 语言传播 广播电视┊阅读：345次┊ 

广播电视传播，是一种社会行为，为了社会，参与社会，它不同于友人之间的谈话，也迥异于亲人之间的絮语。它是媒

体与大众之间的公开交流，要服务大众，更要引导大众；让人人可以听，更要让人人能听懂。因此，播音员、节目主持

人必须树立规范意识。 

一 

规范，有自然形成的，如天体运行、花开花落、人类呼吸、饥餐渴饮……；有社会约定的，如伦理礼仪、法规体制、风

俗习惯、语言文字……；规范就是自由。在生存中，在生活中，人是社会的人，是社会的一员，完全脱离了自然人、个

体人的孤独无助、我行我素的状态，个人意志、个人愿望、个人行为、个人形象都已经纳入了社会的共生共存之中，同

社会相悖的一切，只能抛弃、掩藏、消融、化解，否则，肯定会被社会拒绝。 

规范，有政治规范、经济规范、道德规范、行为规范……等等，语言文字规范，是在这些规范的前提之下，约定俗成的

动态系统。语言文字规范强调规范过程，在规范的过程中，逐步达到新水平、新高度。规范过程，并非使人们进入谨小

慎微的无奈境地，好像动辄得咎。事实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世界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各种规范。大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小到“交通规则”，无一不在使人们的生活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秦始皇的“书同文”、“车

同轨”，给后人留下了多少辉煌！如果各行其道，能有今天的进步么？ 

二 

规范，不应肤浅地理解为“同一”，不应武断地指斥为“刻板”。有些人，非常喜欢游戏，但是，又十分反感规则。他

们认为规范是一种枷锁，限制了人们的创造，扼杀了人们的个性。他们愿意玩无规则游戏，任意驰骋而毫无约束。特别

是把“规范化”同“个性化”对立起来，似乎二者水火不相容，一说规范化就意味着没有了个性，要有个性就必须打碎

规范。这样，规范和个性都变得惟我独尊了，都成为遗世独立了，这是一种误读。难道象棋特级大师们只有突破“马走

日”、“象走田”的规则，才会表现自己的个性优势么？那些固定不变的规则，可以任人随意更改么？ 

个性，只有在整个社会各种相关规范的基础上，只有在整个社会共知共识共享的契约中，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共性

寓于个性之中，个性必须体现共性，失去了共性，个性就会飘忽不定，就会离群索居。尊重和鼓励个性的发展，决不是

主张取消共性。这应该是最简单的、最基础的常识。 

目前，对于节目主持人的评价，就有忽视共性、轻侮规范的倾向。具体评论某一位节目主持人，完全可以不涉及规范化

与个性化的关系，只要点出他们的特点、优长，也不妨碍赞不绝口、拍案叫绝。如果非要张扬个性，也没有必要千方百

计地否定规范。现状是，有些节目主持人，由于过分轻视规范化、过度追求个性化，已经陷入了自我膨胀的泥淖，急需

对他们大叫一声：“请注意有声语言的规范！”而不应该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三 

规范，一般人总局限于字音的准确，而无视它应该作为审美的基础。我们一再强调，只有“信息共享”、“认识共

识”，才可能产生“愉悦共鸣”。一方面，似乎只要字音准确，就是规范；另一方面，以为不规范也能产生“美感”。

这样就营造了一种氛围：达到规范者，不过雕虫小技而已；生产“美感”者，必有学富五车之才。阉割了规范，必定削

平了美感。缺乏美感。既无特色，又无风格，怎能轻易推崇个性？美感，确实是“整体和谐”，各个层次、各个视角，

都会纳入“整体和谐”的语境里。在审视中，可能各有所得，可能各见所失，但是，却不能赞美抛掷传统、远离规范的

有声语言有什么“独特个性”，更不必“独具慧眼”，把其中的痈疽也叹为观止地誉为“艳若桃花”、“美若琼浆”。 

现在，正流行的“港台腔”，原是港台人士努力学习普通话而尚未熟练的话语腔调。前后鼻韵不分、轻重格式颠倒、主

次关系错位、高低长短无度，僵直生硬的无奈转而加强起伏跌宕的变化，综合起来造成的“嗲声嗲气”。会说普通话的

人们，完全可以使用标准的话音、词汇、语法、语调进行交际，还可以进入大众传播。可惜，对域外传媒的夸大其词，

对殖民心态的追新猎奇，对强势媒体的自惭形秽，对庄重规范的无力创新，竟以“港台腔”招徕受众、哗众取宠，还振

振有辞地拿“大众文化”来辩解。这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亵渎，这是对普通话的丑化。 

普通话的审美价值，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认同。虽然在推广过程中，时时遇到阻碍和干扰，但她那顽强的生命力，处

处表现出她那简洁、准确、深刻、优美的品格，常常显示出她那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的乐感，达到审美层面的“民族

化”、“风格化”、“意境美”、“韵律美”，更是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黄钟大吕”。方言虽有其特殊的审美意

义，带有很浓厚的地域色彩，那只是边缘文化的一隅，不能作为语言的主流形态，不过，普通话自身也有规范与否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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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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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普通话并不拒绝“取其精华”。 

四 

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同新闻播音员、体育解说员一样，普通话都要达到一级甲等，这是法律规定的，不应例外。取得

了规范的自由，就可以生长出千姿百态的、万紫千红的奇花异草，争奇斗妍。摒弃规范，就是作茧自缚，无异于销蚀自

我、萎缩生命，再好的种子，也会过早地夭折。 

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应该视为“红灯停，绿灯行”那样的强制措施，而不应把规范化过程中的个别失当、一时不确，以

“不科学”、“不合理”而全盘否定。任何规范都有这样的情况，从开始的粗疏到其后的精细，逐渐补充，逐步完善。

要求一出台、一问世就完美无缺，是不可能的，违背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何况语言文字又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

化，规范化进程将是永无止境的呢！ 

作为大众传媒的公众形象，树立规范意识是一种责任，是一项义务。强化这种意识，才能够扩大语域、加大活力，深化

气韵，灵动交流，不但能够成为使用语言文字的表率，而且可以不断创作出继承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精品！这样，众多

的“语言大师”、“语言艺术家”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作者系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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