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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新闻语言是在艺术语言、科学语言和生活语言的基础上一步步演变而

形成的语言。新闻语言是新闻作品写作的基础语言材料。为了在更大范围传播，

并在传播过程中不致产生误解，新闻语言在使用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的同时，又

要求记者必须尽量使用规范化语言。这使得中俄两国新闻语言具有多语体渗透、

褒贬词交织、隐喻、转喻、借代、新词和标点符号语义化等风格。  

  [关键词] 中俄；新闻作品；新闻语言；语言特点  

 

  准确、简洁、鲜明、生动是对各种文体语言的共同要求。不同性质和功能的

文体，语言各有特色。文字语言大体上可分三种：即艺术语言、科学语言和生活

语言。  

  艺术语言，是审美性的形象化语言。它按照美学的规律，主要依靠形象思维

来刻画形象，揭示实质，是一种审美意识的描述性语言，是文学艺术的认知表情

语言。科学语言，是自觉意识的分析性语言。它靠逻辑的论证推导，概念的归纳，

揭示事物的实质，是一种论证性语言。生活语言，是感性的直觉性描述语言。它

是生活现象的直接朴实的反映。这是生活词汇与生活信息相结合而形成的生活用

语。  

  概括地说，新闻语言是从上述三种语言中融合、演变而来，通过新闻媒介，

向受众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传播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时所使用的记实语言，是

一种直观朴实的、确切无误的、生动形象的记实语言。笔者认为，应该将这种纪

实语言称之为“第四种语言”。  

  新闻作品中所使用的新闻语言具有以下 7种主要特点。  

  一、多语体相互渗透特点  

  新闻作品是不同语体成分的有机结合。不同体裁的新闻作品不仅构成了报刊

语体的复杂性，而且也使报刊语言更加丰富多彩起来。报刊文章广泛采纳和使用

艺术语言、科学语言和生活语言，形成了许多修辞手法。那么，这种多语体综合

使用是否会引起语言材料的混乱呢？  

  俄罗斯知名报刊语言学家 H•科日娜认为，“报刊文章里所使用的多语体修

饰手段，都有其各自的特殊功能。所以在新闻作品里运用多语体语言材料，并不

会导致语体混乱，也不会破坏语体之间的统一性。”[1]  

  国际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在 20 世纪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艺术语言、科学语

言和生活语言被有机地运用于新闻语言之中，大大促进和推动了社会主义新闻报

道的宣传效果。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隶属于生活语言范畴的口语语体，打破了

三种语言保持多年的平衡，大量涌入新闻报道领域，对报刊语言的影响大大增加。  

  但是，当许多口语成分被运用到新闻报道中时，其修饰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变

化。如口语中表示说话者边想边说的语言一旦进入新闻作品，则起到了强调作用，

使读者感到一种无拘无束的语气和亲切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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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句。“我是逃了出来，可是还有那么多同事和观众还呆在里边……”她说

着说着，放声地哭起来。记者还想再问点什么，被陪伴在她身旁的亲人断然地拒

绝……[2]。   

  直接引语“我是逃了出来，可是还有那么多同事和观众还呆在里边……”这

本来是口语结构，却被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新闻作品里。它不仅具有现场情节，还

表现出强烈的感染力。  

  例句。“石油和天然气——缺少它们就没有科技进步。”[3]  

  这里所使用的语体是典型的科学语体。这种表现手法很直白，不带任何感情

色彩，但是却准确地说明了石油、天然气在科技进步中的重要地位。 

例句。曾经庞然不可一世的泱泱大国，徘徊在历史进程中却无法走出命运的怪圈。[4]  
  这个例子是政论体书面语言，“泱泱大国”、“徘徊”和“命运的怪圈”在文章里起着评论作

用，烘托和承载盖棺定论的功效。   
  表现力是中俄报刊语言的基本特征。为了更好地体现新闻媒体的报导和感染功能，报刊

语言必须富有表现力，要生动活泼，褒贬分明，为读者所喜闻乐见。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当代著名语言学家科斯达玛罗夫早在 1971 年的《报章俄语》一书

里就强调说：“表现力是报刊语言的基本特点和语体构成原则。”[5]  
  新闻作品应客观地传达现场的真实情况，态度中立，刻画传神，语意分明。为了达到这

一目标，报刊语言必须富有表现力。[6]这种表现力不仅仅是使用狭义上的词汇和句法修辞

方法，还应包括通过生动、鲜明的描写，和动态的叙述等手段，充分发挥信息传播功能，与

读者产生共鸣。  
  二、褒义词和贬义词交织特点  
  含有赞许、肯定和具有崇高色彩的词汇一般都属于褒义词。比如，团结、英勇、祖国、

故乡、儿子、创建、完成、成就、期盼、民族利益等。  
  与上述这些词汇相反，含有厌恶、否定色彩的词汇都属于贬义词。比如，头目、恐怖分

子、暴徒、暴发户、走狗、败类、喽罗、花花公子、空中强盗、土匪、强盗、偷鸡摸狗、勾

结、顽固和伎俩等。  
  除了直接用褒义词和贬义词表示褒义和贬义之外，新闻作品还常常使用一些中性词汇在

一定上下文里表达褒贬的意义。比如，法院、法庭、法官、法庭审判、判决、公正判决、司

法闹剧、行为、步伐、委员会、道路、送终等。  
  直接使用褒贬和中性词汇进行社会评价，在中俄新闻作品当中十分普遍。  
  有学者认为，可以将褒贬词汇看作是修辞手段，也可以仅当作修饰性词汇。笔者认为，

运用修饰词和句法的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生动的就是修辞方法。所以，

褒贬词汇作为一种主要修辞手段，被新闻作品广泛采用。[7]  
  三、隐喻特点  
  隐语本来是比喻的一种，即不直接点明具体比喻形态，而实际上是打比方。  
  近年来，隐语词汇越来越多地被中俄记者用于新闻作品之中。一些隐喻词汇一旦被报刊

广泛使用，便成为报刊语言相对固定的用语。但是，如果隐喻词汇使用过于频繁，也就使这

些隐喻词汇失去了表现力。  
  根据观察结果，中俄报刊上经常使用一些军事、医学、体育、演讲、科技词汇的转义来

构成隐喻，以增加语言的形象性。比如，餐霜饮雪、流行性感冒、向科学高峰攀登、市政战

线的工作者、模棱两可的外交政策、友好气氛、晚年生活、军事抗衡、黑影战机等。  
  例句。80 岁老人的身躯，40 岁人的心脏。[8]  
  很显然，记者想告诉读者的是，“别看这位老人已经有 80 岁高龄，但是他依然健壮如中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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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如，前苏联《真理报》曾于 1957 年全文刊登了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对青年大学生们

发表的演讲。其中的几句话早已成为隐喻经典。  
  例句。“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

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9]  
  这里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等都饱含着隐喻色

彩，这些隐喻词汇穿插到一起，显示出一代伟人的博大胸怀和对青年一代的重大寄托。  
  四、借代和代用特点  
  新闻语言常常使用借代手法，以首都代替国家，或用机构所在地的专有名词代指机构等。

比如，华盛顿代表美国，白宫代表美国政府，五角大楼代表美国国防部，爱丽舍宫代表法国

政府，唐宁街代表英国政府，克里姆林宫代表俄罗斯总统，莫斯科代表俄罗斯，普希金代表

普希金的作品，十月代表伟大的十月革命，北京代表中国，中南海代表中央政府等。  
  例句。“切尔诺贝利的后果是无法预料的。”[10]  
  显而易见，这里的“切尔诺贝利的后果”是指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  
  与借代手法相提并论的是代用。代用也是新闻作品增加语言表现力的手段之一。但是，

和其它的修辞手法一样，如果文章运用代用词汇不当，或使用这种词汇过多过滥，就会失去

表现力。比如，白色死神代表可卡因，安乐死代表过量注射催眠针剂死亡，蓝色交通干线代

表水上主要航线，太阳升起之国代表日本，兽中之王代表狮子，健康的科学代表医学，太阳

果代表葡萄，豫代表河南，羊城代表广州，沪代表上海，岭南新闻代表广州新闻等。  
  新闻语言的借代和代用特点，可以有效地避免词汇的重复，增加代用名词的内涵，给读

者一种联想的空间。  
  五、转喻特点  
  在新闻作品中，转喻是一种富有表情的修辞手段，它表示与词汇相近的转义。  
  例句。他是这里的“一把手”。[11]  
  这里的“一把手”显然是指主要负责人、主管等。“手”表示能拿东西和控制什么物体或局

势的部分。第一把手，转义成为人物，即可以控制某一团体或集体的人，由此而比喻“主要

领导”。这种转义经常被记者用来描述日常事务。  
  例句。这件事“老一”说了算。[12]  
  如果与上例的“一把手”相比较，这里的“老一”具有异弓同曲的作用。受众在接受信息的

同时，享受一种奇妙的幽默感觉。  
  六、新词和老词新意特点  
  媒体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窗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演变，致使一些词汇随着社会

现象的消逝而消失，而同时又由于新事物的出现而涌现出大量新词汇。新闻作品大量使用新

词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增加作品表现力，使语言表达能力更具新意，陈述的内容丰富多彩，

在语意方面突出强调某种新生事物的特征。与此同时，许多原有的词汇也被人们赋予了新意，

使这些词汇不仅内涵丰富，而且更具有时代感。比如，外国货专指进口商品，跳蚤市场专指

可以讲价的市场，工作室专指用于某种研究或者开发某种创意的地方，宇宙飞船专指往返于

地球和太空之间的飞行器，太空游专指乘坐宇宙飞船到太空去旅游的行为，时装表演专指模

特身穿各种时装在 T 型台上进行表演的行为，脱口秀专指不假思索，就能随口说出十分优

美而顺口词句的节目主持人等。 
例句。太空旅游正在引起西方上流社会的极大热情。[13]  
  “旅游”是一个传统词汇，有“水上旅游”，“水下旅游”、“森林旅游”、“名胜旅游”，“骑马

旅游”、“驾车旅游”、“自助旅游”、“风情旅游”等。而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旅游，则是近

年来刚刚兴起的一种崭新而昂贵的旅游活动。  
例句。绿色商人是爱国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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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人”是一个古老的名词，商人分“进步商人”、“红色商人”、“民族商人”，也有“反动商

人”和“奸商”之称。而“绿色商人”则是近年来对台湾到大陆来投资经营企业者的特殊称呼。

专指来自于台湾的商人而言。  
  七、标点符号的词汇意义  
  标点符号是用来标明书面语的句读、语气和专名的书写符号。常用的有句号、逗号、顿

号、分号、冒号、问号、感叹号、引号、省略号、破折号和书名号等。标点符号具有词汇意

义。  
  许多记者把标点符号也当作了一种修辞手法，屡屡用于新闻作品当中。作为加强语言表

现力修辞手法 常用的标点符号是省略号和破折号。运用这种手法是为了强调省略号或破折

号后面的部分，给人以突然和意外的感觉。这种用法在中俄新闻作品中都能见到。   
  例句。“一小时之前我们还一起在舞台上演出。现在，……，我是活着从剧院里逃出来

了。而他们和观众却……”她哭得浑身发抖，实在是无法再说下去了。[15]  
  例中的“……”准确地表达着主人公的情绪和心声。这里之所以前后两处重复使用省略

号，目的在于充分展示受访者的内心状态。如果不使用省略号，而进行全程陈述和描写，将

破坏意境。  
  例句。总统普京收到了一封中学教师联名呼吁信，期望总统在公开场合能使用纯洁的俄

语。让总统吃惊的是，在这封信的背面——98 个签名。[16]  
  破折号在这里表达的含义是惊讶和以外“竟然有”的意思。  
  为了加强新闻语言的感染力，新闻作品还经常使用其它富有表现力的词法和句法手段，

比如现场进行时、称名句、感叹句、修辞性设问和反问句、句首重叠、句尾重叠、口语句型、

模糊语言等。受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再一一展开陈述。  
总之，语言规范化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为了在更大范围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

不致产生误解，新闻语言首先必须以规范化了的语言为基础。使用规范化的语言不仅指要注

意语法修辞的正确，也包括记者在写报道时要尽量使用普通话，而不要滥用方言。[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