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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播电视互联网时代的播音，指的是有声语言和副语言传播的创作活动。
寓题材内容和体裁形式于一体的各种语言表达传播形态，如反映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
通过有稿的、无稿的，有准备的、即兴的，包括新闻播音、节目主持、专题解说、影视配音等，都在
成为它的研究对象。
本文立足传播平台，注重传播主体和文本主体、接受主体间的形神互动，注重传播目的与传播效果的
和谐贯穿，揭示了有声语言和副语言传播的创作原动力，对拓展传播主体的创作视野，有深度、有感
染力地运用有声语言和副语言，使之产生一定的传播品位，作出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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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重建，浙江宁波人，2007年中国传媒大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中国播音学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获
文学博士学位：1997年至2007年在浙江电台文艺台任副总编、副总监：1997年被国家语委授予“全国
语言文字工作先进工作者“：1998年12月经原国家广播影视部批准，成为浙江第一个播音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播音创作主体论>>

书籍目录

前言绪论第一章 语言传播的规范性是创作自觉的基点　第一节 言为心声，语境制约　第二节 “非说
不可”，目的为魂　第三节 “非下苦功不可”涵盖工具与文化两个层面　第四节 创作重心：形态“
转化”　第五节 催生精品：创作理想第二章 传播主体创作自觉的生成机制　第一节 意识形态钳制有
声语言创作的主体认知　第二节 传统文化影响有声语言内涵的主体修炼　第三节 文化融合引发有声
语言内涵的主体辨证　第四节 “不在场”与“在场”构成有声语言整体和谐的主体关注　第五节 格
调语势造就有声语言气氛印象的主体把握　第六节 从生存自发、规范自律到审美自觉的主体感悟第三
章 传播主体创作自觉的学术理路　第一节 字正腔圆的蕴含性　第二节 多重感受的复合性　第三节 感
性差异的具体性　第四节 知性综合的必要性　第五节 理性思辨的重要性　第六节 悟性生发的趋向性
第四章 传播主体创作自觉与语感通悟　第一节 文本思维和超文本思维构筑了有声语言表达的立体空
间　第二节 声符世界的创造开启着传播主体语感通悟的大门　第三节 音声表达和审美尺度是传播主
体人文精神的活力展现第五章 传播主体创作自觉与“视域融合”　第一节 传播主体的理解感受是“
视域融合”的主要元素　第二节 强化传播主体创作自觉是实现主体间性的前提　第三节 传播主体与
接受主体“视域融合”中的文化体认第六章 传播主体创作自觉与民族文化根基　第一节 人文性和民
族性是传播主体创作自觉的两面旗帜　第二节 从由外向内的约束转向由内而外的自觉　第三节 追求
民族气派和品位“习惯成自然”第七章 传播主体创作自觉与整体和谐　第一节 语言功力和语言的功
力能互相反映、包容却不可替代　第二节 语言的功力是语言功力的折射和凝聚　第三节 “言尽其意
”、“得意忘言”的话语和谐　第四节 善于倾听、敏于应对的和谐会话　第五节 讲事有序、析理入
微的多重和谐　第六节 传播主体的创作自觉与自律余论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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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语言传播的规范性是创作自觉的基点　　第一节 言为心声，语境制约　　现代科技的发
展使得大众传播覆盖面日渐扩大，视听效果更加清晰，广播从中波、短波到调频，电视从无线、有线
到数字。
在我国，仅广播频率已有1500多个，电视频道2000多个，而互联网上网用户总数2004年就达9400万。
有声语言和副语言正是通过大众传播平台使传播主体抒发自己与人交流的内在动力获得了社会影响的
广泛性。
区别于日常生活语境，广播、电视、互联网站作为大众传播特定媒体，其媒体性质、传播目标与方针
，传播手段和方法，从策划定位，到意图实施，都日益显示出一定的预见性。
而体现于播音主持创作活动的，是语言表达的有组织性。
国际互联网音频、视频网站的开通，语言传受双方增加一定范围的互动，却丝毫没有减轻传播主体不
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搜索、点播、留存的功能反倒使接受主体更加看重传播内容的权威性。
　　社会影响的广泛性、传播内容的权威性，正因为媒体的传播行为脱离了个体性，代表了群体性，
有着传播利益的公共性。
要求传播主体不要忽视语言表达的有组织性，即使以个体面目出现，也要重视言语交流能让大多数人
接受的共通性。
这就是语言传播规范空间或日传播语境的制约性。
对于生存空间的人、事、物、理，包括最能感受和体会的本土风俗习惯和方言俗语的内在奥妙，传播
主体也只有将它纳入规范空间，传播语境进行必要的梳理、筛选和提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可
获得除本土外更大范围受众群体的认可和喜爱，真正与传播覆盖范围内绝大多数接受主体达成“信息
共享、认知共识、愉悦共鸣”。
　　“广播电视传播中的语言，不能不发生对世界的全方位观照”，新闻报道、专题访谈，甚至经济
服务、娱乐节目都会有所反应。
言语措辞行为、声像前后衔接构成的具体语体、语境，通过传播具体内容，总会映射国内外局势和整
个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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