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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话轮是日常会话分析和职业会话分析的基本单位。在电视访谈节目的会话结构中，节目主持

人的话轮根据它的表达功能可以分为发问话轮、跟踪话轮和跟踪—发问话轮三大类。节目主持人使用初始

发问话轮确定下一位说话人而出让话语权，使用后续发问话轮和跟踪话轮让当前说话人保持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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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访谈节目是以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方式，通过电视媒介进行的一种大众传播活动。它一般

由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在演播现场，围绕某个预先设定的话题展开讨论的电视节目形态。一

期电视访谈节目就是一篇经过编辑的相对完整的会话语篇，它带有明显的职业话语特征。本文运

用会话分析理论，分析节目主持人话轮的功能分类和话轮的转换方式，探讨访谈节目主持人的语

用策略。

一、话轮和话步

话轮是萨克斯、谢格洛夫和杰弗逊等人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对人们日常会话进行研究的

基本单位。在汉语中，充当话轮的语言单位可以是词、短语、句子、复句和段落。话轮 “是指在会话

过程中，说话者在任意时间内连续说出的具有和发挥了某种交际功能的一番话，其结尾以说话者和听

话者的角色互换或各方的沉默等放弃话轮信号为标志。”［１］因此，在会话过程中，话轮结束的标志通常

是当前的说话人结束 （或者被迫结束）说话；话轮转换的标志通常是说话人的变更，即当前说话人停

止说话，由说话人变为受话人，而受话人 （或其中之一）开始说话。

话步是以辛克莱和库尔哈德 （１９７５）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他们在系统研

究课堂师生会话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会话分析理论，把会话结构从高到低分为课、课段、话回、话

步和话目五个等级。其中话回是说话人和受话人围绕预定的话题进行交际的基本单位，即言语交际的

一个回合，一般由发问、应答和跟踪三个话步构成。发问话步是说话人向受话人提问的话步，它是一

个话回的开始；应答话步是受话人对说话人发问的回答；跟踪话步是对应答话步的反应或反馈。

话轮和话步是从不同研究视角划分出来的会话分析单位，彼此之间有密切的联系。通常情况下一

个话轮对应一个话步，有时候一个话轮同跟踪和发问两个话步对应。

二、主持人话轮的功能分类

在电视访谈节目中，主持人和嘉宾的话语权不对称，主持人主要完成发问话步和跟踪话步，嘉宾主

要完成应答话步。以话步作为话轮功能分类的标准，访谈节目主持人的话轮可以分为发问话轮、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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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轮、跟踪—发问话轮三类。

（一）发问话轮及其构成模式

发问话轮指由节目主持人的发问话步形成的话轮，它主要由陈述、疑问、祈使等三种句类组成。这

些句类既可以单独占有一个发问话轮，形成独立提问模式；也可以由几个句类复合而成一个发问话轮，

形成组合提问模式。

１独立提问模式

（１）运用疑问句提问。在单独形成发问话轮的句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疑问句，而且涵盖了疑

问句的四种次类型，它们经常运用在介绍完访谈嘉宾的背景之后开始采访或者抛出话题开始讨论的语

篇之中。

例１主持人：你在这儿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嘉宾：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运转。

主持人：等救灾工作基本结束，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面对面·玉树力量》）

例２主持人：这个垃圾，一个火花就能够点燃吗？（《面对面·构筑生命的防火墙》）

例３主持人：你能不能站起来一下？（《张越访谈·梦想的天空》）

例４主持人：您在家里是一号家长还是二号家长，家里的事是您说了算，还是夫人说了算？（《实

话实说·父女之间》）

例１主持人用两个特指问句提问，第一个问句是严式特指问句，所要回答的内容比较具体，用简短

的话语就能够表述清楚。第二个问句是宽式特指问句，所要回答的信息内容比较宽泛，很难用一个词

语就能完成。相比严式特指问句，嘉宾回答宽式特指问句时很难遵守合作原则中的数量原则，他们提

供的信息很可能过多或者不全，主持人不太容易控制。

例２是个是非问句。嘉宾回答是非问句时，通常只能对主持人提出的问题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回

答，因而主持人容易控制话题的走向。

例３是正反问句，它由谓语中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并列的格式构成。例３中含有情态动词 “能不

能”，表面上看只需嘉宾给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实际上它的真正功能是表示请求，表明主持人遵守

言语交际原则中的礼貌原则，尊重受访的嘉宾。

例４是选择问句，主持人提出不止一种看法供嘉宾参考，用 “是，还是”连接分句。选择问句在

疑问句的四个次类中使用频率最低。

（２）运用陈述句提问。陈述句也可以单独占有一个发问话轮。当陈述句表达的语义是主持人叙述

嘉宾经历过的事件或者归纳嘉宾先前话语中的意义，以求得嘉宾认可、反对、解释或者补充的时候，

陈述句具有变相提问的功能。

例５主持人：深圳市有一段时间，所有这些材料都不能使用，好像后来又恢复了原状。

嘉宾：我们去年一共拆了２００多平方米…… （《面对面·构筑生命的防火墙》）

当陈述句表达的语义是主持人给嘉宾提建议的时候，它也具有提问功能。通过建议，可以征求嘉宾

的意见，引出嘉宾的真实想法。

例６主持人：可以把你的这个想法向失主提出来嘛。

嘉宾：主动提不好。（《实话实说·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

陈述句通常要借助上文语境才能发问，因此，主持人运用陈述句提问的方式一般出现在访谈节目

的过程之中。

（３）运用祈使句提问。祈使句也可以单独占有一个发问话轮，它是主持人请求嘉宾陈述或者谈论

某件事情，相当于一个发问句。祈使句中多用 “说说、谈一谈、讲讲、介绍介绍”等表示 “言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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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动词。例如：

例７主持人：听说你的生日也是在跟绑匪的打架中度过的？

嘉宾：……

主持人：说说你逃跑的事情吧。（《实话实说·被绑架的日子》）

例８主持人：下面我想请王校长谈一谈。（《实话实说·不打不成材》）

２组合提问模式

（１）陈述句与疑问句的组合模式。运用疑问句和陈述句的组合结构发问，是主持人发问话轮最常

见的形式之一。在组合结构中，陈述句本身没有发问功能，它位于疑问句之前或者之后，对提问起着

铺垫、补充或提示说明的作用。例如：

例９主持人：我看那个报道说到，说起火建筑的东南两侧都没有消防登高面，所以云梯车、登高车

无法靠近。什么叫消防登高面？（《面对面·构筑生命的防火墙》）

例１０主持人：这样的事情你能预料到吗？后来你发现他把教师当 “一号”了。

（《实话实说·大卫正传》）

例１１主持人：你走的时候跟他们谈了吗？告诉他们你走了，你连学都不上了。

（《张越访谈·回家》）

例９中，陈述句位于疑问句之前，它陈述一件事情或者描述一种状态，充当提问的前提或基础。例

１０把陈述句放在疑问句之后，对疑问句中提及的情况进行补充说明。例１１的陈述句是节目主持人对所

提问题的提示性说明，启发嘉宾回答。

（２）陈述句与祈使句的组合模式。陈述句与祈使句组合发问时，通常由祈使句承担发问功能，陈

述句位于祈使句之前，起着铺垫的作用。例如：

例１２主持人：通过教育，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另一方面，通过教育孩子，我们的父母成熟了。

……在即将结束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请台上的嘉宾每人用一句简短的话表达他们的看法。（《实话实

说·不打不成材》）

（二）跟踪话轮及其构成模式

跟踪话轮是由节目主持人的跟踪话步形成的话轮，它是主持人对嘉宾的回答作出的反应，通常由

表达帮助、重述和评论功能的感叹句和陈述句等句类构成［２］，这些句子能单独占有一个话轮。

例１３嘉宾：那床，那澡堂子，不是澡堂子，那个

主持人：卫生间。

嘉宾：卫生间，…… （《艺术人生·李雪健》）

例１３中，主持人发现嘉宾表述 “卫生间”有困难，及时补充信息，帮助嘉宾完成话轮。

例１４嘉宾：……我想追求的就是不像演员的演员。

主持人：不像演员的演员才是好演员。

嘉宾：嗯。

主持人：太好了！这句话说得，太值钱了！

嘉宾：这句话得让观众去说。

主持人：你像不像演员，得让观众去评价。（《艺术人生·李雪健》）

例１４中，主持人先是重述嘉宾话语中的重要信息 “不像演员的演员才是好演员”，起到强调重要

信息的作用；接下来对嘉宾的话语进行评论，“太好了！太值钱了！”；最后，在语义上重述嘉宾的话，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解释嘉宾的话语，帮助受众准确理解嘉宾的谈话内容。

访谈节目中，主持人常常把表达帮助、重复和评论的语句综合起来运用，用它们的复合形式完成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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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话轮。

例１５主持人：……我们会觉得在家庭当中

嘉宾：无所谓，没有什么大事我觉得。

主持人：对，无所谓。就是让你当个那个领导得了，对吧。你还挺高兴的。其实我们获得了自己想

要的那个空间。…… （《非常静距离·真我本色》）

例１５中，主持人先肯定嘉宾的观点，接下来重述嘉宾的话语，最后展开评论。主持人的话语承上

启下，在衔接话题的同时推进话题。

（三）跟踪—发问话轮

跟踪—发问话轮是由节目主持人的跟踪话步和发问话步共同构成的话轮，通常情况下主持人的跟踪

话步在前，发问话步在后。主持人的跟踪话步承接嘉宾的话语，发问话步引发下文，整个话轮在会话

结构中起着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

例１６嘉宾：看不清，我能看见好多人坐着，但是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男的女的也不知道。

主持人：王铮眼中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模模糊糊、朦朦胧胧。婷婷的听力是什么时候出现障碍

的？（《实话实说·同在蓝天下》）

例１６中，主持人先重述嘉宾王铮的话语，然后用严式特指疑问句向另一位嘉宾发问。在将话语权

重新分配的同时，完成了话题的转换。

三、主持人话轮转换的策略

电视访谈节目的定位决定了主持人在节目中的主导地位，主持人有足够的话语权和话轮分配权。

不过，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现场嘉宾才是主要的讲述者，因此主持人要给予嘉宾尽可能多的话语权。

主持人通常采用以下方法转换话轮，出让话语权。

（一）运用初始和后续发问话轮出让话语权

根据话轮在会话结构中的先后位置，发问话轮可以分为初始发问话轮和后续发问话轮。主持人因

某一话题第一次向嘉宾发问的话轮是初始发问话轮，在嘉宾应答之后主持人继续向该嘉宾发问的话轮

是后续发问话轮。

例１７主持人：学銮兄，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富豪移民）会不会造成中国经济的崩溃？

嘉宾：可能不至于崩溃，但是要遏制？

主持人：为什么要遏制呢？

嘉宾：这个自由移民可以，但是财产不能带走。

主持人：财产不能带走，那么留给谁呢？（《一虎一席谈·富豪移民》）

上例中主持人的第一个话轮是初始发问话轮，它具有开启话题的功能，其后的两个话轮是围绕同

一话题的后续发问话轮，后续发问话轮以追问的形式深入和拓展话题的内容。后续发问话轮要求主持

人具备较好的主持技巧和临场应变能力，主持人只有对现场嘉宾的话语意义进行准确的理解和判断之

后，才能更好地引发和追问。

根据嘉宾应答的形式，主持人运用发问话轮出让话语权有 “一问一答”和 “一问多答”两种类型。

“一问一答”指主持人提问，一位嘉宾给予回答。在只有一位嘉宾参与访谈节目的情况下，主持人通常

用第二人称的 “你 （们）”指代嘉宾，因为该嘉宾是主持人默认的听话者，也是主持人所提问题的直接

回答者，如上文的例１。在有多位嘉宾参与访谈节目的情况下，主持人通常采用提名的形式选定其中的

一位嘉宾为下一位说话人，该嘉宾通过回答主持人的提问获得话语权，如上文的例１７。有时候主持人

借助体态语指定其中的一位嘉宾为发问对象，赋予该嘉宾话语权。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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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８主持人：（面对着嘉宾）你今天坐在这里我稍微有点替你担心，因为我知道你在北京大学读

书的时候，听过萧灼基先生的课，如果今天我们的话题发生争论的话，你怎么能跟老师争呢？（《实话

实说·谁来保护消费者》）

“一问多答”指主持人提出一个问题，让多位嘉宾参与回答。在主持人提出问题之后，又不具备当

前说话人选择下一位说话人条件时，嘉宾可以主动争取发话的机会。

例１９主持人：场下嘉宾来表达你的看法，来请说。

嘉宾一：如果企业家把钱带走我支持，人走我也支持，把他的盈利模式给我们留下……

嘉宾二：你还是非常善良，很可能是，虽然盈利模式留下来了，但是再也没有赚钱的机会……

嘉宾一：我来回应呀…… （《一虎一席谈·富豪移民》）

节目主持人采用 “一问多答”的形式出让话语权，能让更多的现场嘉宾自主地参与同一话题的讨

论，有利于深化和拓展话题。但是，如果主持人控场能力不强，会出现冷场或者嘉宾抢话的情况，让

谈话场过冷或者过热，甚至不可控制。因此，在嘉宾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主持人应该适时运用插入语

或体态语对嘉宾的话语作出反应，表明该嘉宾的话轮还在进行中，暗示其他嘉宾不要插话，或者表明

该嘉宾的话轮已结束，诱发其他嘉宾发话。

（二）运用跟踪话轮出让话语权

跟踪话轮是节目主持人对嘉宾话语的积极反应，它不仅能够确保会话过程不中断，还能赋予当前

说话嘉宾继续说话的话语权。

表达帮助功能的跟踪话轮是主持人帮助嘉宾更好地完成表述上有困难或有问题的话轮，让嘉宾接

着自己的话轮说下去，如上文的例１３。

表达重述功能的跟踪话轮是主持人强调、归纳或者解释嘉宾话语的信息，以加深受众的印象或者

帮助受众理解嘉宾的话语。同时，它还表明主持人对嘉宾话语内容的肯定，鼓励嘉宾继续说下去 （如

例１４）；有的还表明主持人希望嘉宾进一步确认他传递出来的信息 （如例２０），要求嘉宾继续往下说。

例２０：主持人：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嘉宾：我非常开心。

主持人：开心。

嘉宾：很开心，我真的是非常开心。…… （《艺术人生·人生课堂》）

表达评论功能的跟踪话轮是主持人阐明自己的观点，或者对嘉宾的话语进行纠偏补正，或者深化

嘉宾话语的意义。它能够拓展当前讨论的话题，引导嘉宾把话题向纵深方向讨论 （如例１４）。

主持人运用跟踪话轮出让话语权时，不能影响嘉宾话语的延续性，否则可能出现话轮中断的现象。

一旦话轮中断，主持人通常需要用发问话步重新赋予嘉宾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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