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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播音语言”，可以认作传播语言，涵盖了节目主持艺术，虽具有专业性，却也带有广义性
、普泛性。

　　所谓“通论”，应该说涉及了古今中外，论述了语言本身，也兼顾了语言传播艺术诸领域，还延
伸到了人才和队伍、受众和美感，也谈到了国内国际的竞争、对未来的展望，而并不仅限于语言问题
，更未局限于“播音”。
称为“通论”，恐非虚张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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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颂，1936年7月生于河北省易县。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播音员、编辑。
现任教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专著有《朗读学》、《播音创作基础》、《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朗读美学》；论
文集有《语言传播文论》、《语言传播文论》（续集）、《语言传播文论》（第三集）；主编有《中
国播音学》、《广播电视语言艺术——中国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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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四，“传统播音方式在我国语言广播中的一统局面”是怎样“打破”的呢？
“我国语言广播”应改为“新中国语言广播”，因为过去有旧中国的语言广播，当今还有台湾的语言
广播。
“传统播音方式”也应改为“有稿播音方式”，因为传统中也有“无稿播音方式”。
所谓“打破”，理应认作“突破”，于是“一统”二字应删去。
丢弃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将一切功绩统统归之于“节目主持人的出现”，不难嗅出某种反
传统火力中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气味。
节目主持人是存在于主持人节目之中的，主持人节目的开设并非某个个体人的突发奇想，正如它在舶
来之前，也是属于实践行为中社会“渐进”的产物一样。
新中国广播中诸多相近、相似的节目形式，为它的出现经历了酿造的前期体验。
这恰是西学东渐中的特定时空的交融现象，也是任何事物他律与自律结合的共同走向。
只要不是凝固的目光、僵化的心态，就不会对事物，包括广播播音方式的历时性变异大惊小怪。
概念是发展的，是有来龙去脉的，语言也不例外，作为语言的一种独特样式——广播电视播音语言，
因其涵化了新闻性敏感，当然更不例外。
 第五，据说，我们的广播界研究语言“仅仅局限于稿件”，而且“实践上只是对各种不同类型稿件播
讲方法的研究”，而没有“以人为对象”。
这就是说，演员研究台词，小说播讲者研究小说，教师研究讲稿等等，因其局限在“播讲方法”上，
所以没有“以人为对象”。
我们的理论家连“播讲方法”的ABC都不大了解，却做出了如此严重的断言，不是进一步证明语言的
危机是迫在眉睫了么？
不知道在现在的世界上语言概念是否已经发生了本质的歧义？
历来人们都把语言看做工具，至今也有过分夸大它的重要价值的，却还没有发现把语言和人进行如此
切割的高论。
“播讲方法”的研究，正是创作主体的天职，而这一研究过程，自始至终都伴随着“使人愿意接受”
这一主题意义。
研究是否成功，是否有效，也以受众为导向和取向。
离开了“人”，是创作主体自身向自身播讲么？
不研究、不讲求“播讲方法”，一味去“言语”，起码失去了对“人”的尊重，“以人为对象”只能
弥漫着主观意志和狂妄意识，“言语者”用什么丰厚的负载奉献给“人”呢？
对“播讲方法”的轻蔑，不啻是对语言的侮弄，这也宣布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语言特点”，无异于
把语言的建构拆除，并将其善良地埋葬！
 第六，语言，必然有其结构，也应当有其功能，结构为功能提供了锁钥，功能为结构评估了价值。
语言学有一派就叫“结构功能”学派，认为语言功能特征与结构特征的关系至今仍是语言学理论发展
的基础。
但它们属于西方结构主义，偏重描写分析语言结构，而结构主义是“从语言学角度重新理解一切事物
”的尝试。
结构与功能是不可分离的，要产生某种功能，必须先解决某种结构问题。
“书面语的产品”、“口语的产品”，同属一种语言，无论怎样千变万化，也不可能叫两种语言。
词汇、句式、音律、辞格、章法⋯⋯无论怎样万紫千红，不过是“语言手段和表达方式”的变化，而
这变化，也绝对离不开语言自身。
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创始人德里达就指出过：“在语言中无论是口语或书面语，都是来自一种‘心
灵的书写’，或称‘总书写’，它才是语言的根本。
”索绪尔本人也强调过，语言所选择的能指符号是无可替换的。
也正是认识了现实的语言活动，后期的巴尔特才大谈“语言恶魔”、“语言法西斯”。
在这种认识下，天大的“功能”，也无法逃离“结构”，而只有重视“结构”，也才谈得上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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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挥“功能”。
试图将“结构”与“功能”分离，不过是以强调“功能”为诱饵，把人们的视线从“结构”上拉开，
从而实施对“结构”的抛掷。
语言现实和广播电视语言传播都没有赋予任何人这样的权力，但愿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不断加深语言修
养，剔除逻辑混乱、结构散乱的病源，深入语言的内层，发出更有效的信息，产生更有力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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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第3版)》系张颂教授研究播音语言的理论专著，探讨了汉语的规范化等
语言理论问题，对播音语言的诸理论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理论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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