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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需求看广播主持人的语言素养

孙　越

摘　要：广播主持人的语言受不受听众欢迎，是主持人能否适应当前市场的要求，使广播电台占领

市场、开拓市场的关键。文章以广播主持人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广播主持人语言市场化需求的形

成、现状、发展等层面展开探讨加强广播主持人语言能力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有

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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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是以有声语言作为工具的传播媒体。在广播节目中，语言是主持人表达思想感情、与听众交

流、塑造自身形象的重要手段。一名优秀的广播主持人，可以用自己优美的声音、独特的风格和深刻

的思想打动听众，赢得受众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讲，广播主持人的语言被听众接受与否或受不受听众

欢迎，既是主持人能否适应当前市场需要的关键，也是一个广播电台能否占领市场、开拓市场的关键。

因此，从市场需求的角度对广播主持人语言加以研究，将有助于一个广播电台的发展。

一、广播主持人语言及其市场需求的定义

广播主持人语言，是指广播主持人在广播节目中，运用有声语言的方式将信息通过无线电波传送

到电波的另一端，传给听众。这种语言的范围比较宽泛，如节目内容、主持人观点、主持人语气、对

节目的掌控、与听众的互动、音乐音响音效的运用等等。这种语言也是主持人把信息传给听众，听众

又把信息通过热线或是来信的方式反馈给主持人的双向传播。

广播主持人语言的市场需求，是指在听众对广播节目中主持人语言的喜好和选择。在广播节目领

域中，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吸引听众并形成的固定听众群，也是主持人为了满足听众的需求在主持广播

节目时形成的无形的动态的语言环境。这个语言市场需求遵循了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主持人需要的

是听众的收听率，而听众需要的是主持人语言中所带来的听觉的享受。这种互惠互利、相生共存的关

系形成了双方的供需关系。主持人语言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改进，可以丰富和激活语言市场，促进语

言市场化的发展。

二、广播主持人语言市场需求的形成与发展

（一）主持人语言市场需求的兴起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８０年代初，以珠江经济台为代表的广播电台改革，以大板块、直播状态、

热线电话等形式贴合市场需求。这时的主持人以 “个人”身份出现在听众面前，以朋友间谈话的方式

传播信息、服务大众，受众感受到传授双方心理上距离的缩短。此时，在主持人语言的市场需求上，

听众所欢迎的是 “平起平坐”、随和自然的语言，而 “铿锵入耳”的 “宣告式”和 “严谨规范”的

“宣读式”的主持人语言的市场 “疲软”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开始有了变化，逐渐摸索形成适应受众

需求的 “谈话式”和 “讲解式”的语言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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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持人语言市场需求的全面形式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交通广播开始推行 “动态媒体，服务广播”的理念，这时主持人的声音在电

波中出现的频率增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电台的交通台陆续开办，当节目类型由服务类节目拓宽到综

艺类节目、社教类节目、新闻类节目等多种类型后，主持人语言的市场需求进入全面形成的阶段。

现场直播、热线参与等形式的运用，也对主持人的语言提出了新的要求。主持人对节目的驾驭和对

热线的控制要做到 “运筹于帷握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一阶段市场对主持人语言的需求应是语言

概念所包含的其他层面，如词汇层面，语音语调、言语内容层面，知识结构层面等等。

（三）主持人语言市场需求的发展

进入２１世纪，广播发展进入新一轮的专业化阶段，音乐广播、汽车电台、女性广播、旅游广播等

等个性化的电台应运而生，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对主持人语言的市场化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个性化，

特点如下：

１主持人语言风格力求新颖独特

新颖独特的广播节目才能抓住听众的猎奇心。主持人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专业鲜明的特点成为这个

节目的标志，主持人的语言风格与节目内容融合贴切，成为节目的主心骨和核心。如杭州文广电集团

的名牌栏目交通９１８《我的汽车有话说》，主持人于虎以犀利的语言，鞭辟入里的分析，既张扬了个性

色彩，又契合维权节目的定位，受到了相当一部分听众的欢迎。

２主持人语言专业化要求增高

广播专业化是我国广播事业发展的趋势。此阶段的广播节目要求主持人针对某一人群的需求进行

深挖，做到语言专业化，传播有效化。如浙江 ＦＭ９３交通之声的 《有理走天下》主持人阿巍，用专业的

素质来分析解决问题，为听众提供专业细致的广播服务；北京交通广播 《１０３９交通服务热线》主持人

凭借独特的语言魅力和超强把控能力，以其丰富的车、路和交通管理知识，诙谐幽默的主持风格，地

道京味儿的话语特点吸引了大批听众。

３新闻评论类主持人语言日渐活跃

新闻评论类节目的出现和活跃，是我国主持人节目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新闻评论类节目的观点

通过主持人的语言表现出来，因此主持人的语言在受众心中往往份量较重。这类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

的语言，往往凝聚了集体的智慧，但最终要由主持人整理思路，寻找角度，组织语言，加工润色，直

至以真情实感向受众表述。在语言的运用上要寻找播出目的与播出效果的最佳结果点，使主持人语言

个性有机地融合于节目之中。

可见，在广播市场需求深入发展阶段，主持人的语言功力愈加重要，尤其体现在驾驭节目方向、主

导节目进程、评论报道内容、组织讨论等方面。语言标准规范、纯净高雅、准确得体、精炼生动、有

鲜明个性和多样风格的主持人成为市场中的 “俏品”。

三、应对广播主持人语言市场需求的几点思考

目前，广播的发展日新月异，广播主持人的语言也在不断的进步中。从主持人自身的角度来说，可

以从提高语言素养、适应节目内容、贴近百姓生活等方面满足语言市场的需求。

（一）主持人语言素养有待提高

首先，主持人语言不仅仅是语言本身，支撑主持人语言能力的首先是自身素质、价值观念、情感态

度、人品道德等等；其次，主持人还必须具有把握自己身份位置和调节语言行为的能力。因此净化主

持人语言环境，要从纯净主持人队伍、提高主持人素质抓起，在努力强化文化含量、情感含量和哲理

含量的同时，巧妙地、创造性地运用受众所能接受、愿意接受的语言来 “包装”自己，让受众透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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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的语言体味到其思想的魅力。

（二）主持人语言应多种形态并存

目前，很多广播节目都非常具有针对性，针对某一人群或是某一阶层的人来设置节目，节目的分层

化和听众的分层化明显，根据不同的收听人群，主持人的语言样态也呈现出了多样性。据笔者的调查

统计，在杭州，７０％以上的听众比较喜欢字正腔圆基础上的轻松、自然、亲切而富有变化的主持人语
言，认为标准的普通话听起来比较舒服，有欣赏性，有利于学习和推广普通话；２０％左右的听众认为
随性、知性的语言比较易于接受，这一受众群年龄在１８岁至３５岁之间，他们崇尚自由松散的生活方
式。如，浙江电台旅游之声在２００９年改版定位为全国唯一女主播电台 ＦＭ１０４５品质生活广播后，以知
性柔美的主持人语言风格，在杭州广播市场独树一帜。此外，不到１０％的听众喜爱主持人以杭普话主
持节目，这一受众群由土生土长的杭州人组成，年龄在五十岁以上，他们认为方言主持有地方特色，

听来亲切。由此可见，为满足受众需求，广播主持人语言必须呈现出几种语言形态共存的状况。

（三）主持人语言贴近百姓生活

只有贴近老百姓生活的节目，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广播节目，听众才会喜欢，才会去收听。如

江苏交广网的 《滴滴叭叭早上好》、北京交通广播的 《一路畅通》，主持人磊磊、娜娜、顾峰、王佳一，

选取的是时新话题，贴近老百姓生活，说的是老百姓的话，讲的是老百姓的事儿，语言是经过精心锤

炼的生活化语言。尽管语言中不时夹杂几句方言，但有些时候方言在语意表达中的作用往往是普通话

所难以替代的，典故和幽默就寓于其中。主持人的语言是真正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四）要遵从市场规律，做到供与求的统一

听众是广播节目的主动接受者，受各自知识文化修养、社会信仰、年龄、年龄等相关因素的影响，

受众会自主选择节目，并且随着广播技术的现代化、广播模式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提高，自主意识

和选择意识也在不断增强［１］。因此，未来的主持人语言发展要根据受众的需求来调整。

主持人语言若是要被受众所接受，主持人就应当去了解什么样的语言能为受众所接受、感兴趣，并

能引起收听和参与的欲望，这样，主持人的语言才能有针对性地满足市场的需求。以交通台为例，其

受众多数处在动态之中且以中青年居多，因此，在不同交通信息的播报，不同时段的节目，即不同的

主持人的语言市场中，对主持人的语言要求是不同的。为适应听众的生活，按时间流程可以将主持人

的语言市场划分为早、中、晚、深夜四个大段。

早间时段：“一日之计在于晨”，这时的人们精力充沛，希望获取大量实用信息。因此，适应这一

市场需要的主持人语言应清新明快，给人以新的一天开始的冲击力；语言节奏要比午间和晚间稍快，

语调要充满生机与活力，让人感觉到新的一天充满希望。

午间时段：人们忙碌了半天，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吃顿午餐或是思考一些问题；也可以听听

节目，参与节目。因此，主持人的语言风格应为活跃畅快，有思辨色彩，能激发受众收听参与的兴趣，

节奏不宜太快，语调要充满诱惑力、煽动性。

晚间时段：下班交通高峰期，司机和乘客往往因为堵在途中而心情变差，此时主持人的语言风格应

是轻松愉快的，语言节奏应舒缓一些，语调要充满关切、温情、富有人情味，让听众感觉堵车不堵心。

深夜时段：寂寞的时间，司机渴望敞开心扉与人交流，主持人语言的风格应是温馨深情的，让都市

夜归人感动，让夜晚因主持人的存在而不再寂寞、困倦。

（五）要做到迎合受众与引导受众的统一

广播是将所有信息单纯诉诸声音的媒体，声音所附带的感情色彩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得到最

大程度的彰显，代表了媒体的立场、观点，是媒体发言的一种手段。［２］广播不仅仅有娱乐功能还有教育

功能，它能代表电台或是节目的观点，主持人在主持过程中应该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来引导受众。

（下转第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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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期 杨利民：专门化加网络化将成为专业报的传播优势

营在拆除村民建筑时，造成一村民被碾死，这一源于 “天涯社区”的帖子被博主发到微博后，引起了

众多 “粉丝”的极大关注，１２小时内便有７０００余人转发，评论不断。《新京报》等媒体迅速前往事发

地进行采访，并推出连续报道。此后， 《新京报》的报道又被微博 “粉丝”链接转发，形成了良性

互动。

微博内容成为报纸报道内容。微博关注点大多是网民当前最关注的东西，具有新鲜有趣、可读性强

的特点。很多报纸都在报纸版面上开设了微博专版或者栏目。如 《新京报》的 “微博大义”栏目，《青

年时报》的 “微言大义”栏目，《都市快报》的 “微生活”版面。虽然大多数报纸并没有将微博定为

固定栏目或版面，但是微博内容已成为报纸内容的一部分。尤其是涉及社会热点话题时，微博的内容

更显突出，比如两会微博、世界杯微博。有一些报纸开设了微博栏目，有的栏目叫 “微说”、“微言”、

“微观两会”，有的版面干脆就叫 “微博”。这些版面形式设计新颖，采用了网页和微博的很多元素，有

的模仿国内一些知名网站微博的设计形式，内容多是直接引用代表委员、媒体记者和网友的微博，成

为两会报道的一种形式创新

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

。

（上接第１１５页）

（六）要做到节目收听率和节目质量的统一

广播节目不能只追求收听率。虽然说收听率是一档节目生存的根本，但是树立精品意识、创办高质

量的节目是广播节目的任务和使命，也是受众自身长远的需求。那些不健康的节目会在激烈的竞争中

逐步被受众遗弃，被市场淘汰。主持人在主持过程中不仅仅要字音响亮，声音和谐、动听、亲切，最

重要的是要考虑所宣传的内容在语言上是不是顺口顺耳，在观念和情感上是不是有品位、有内涵、有

质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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