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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朗读学》自从1983年8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以来，已经修订三次了。
尽管发行数万，获奖若干，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与赞誉，我仍然觉得有许多未尽之意。
虽然相似的论著甚多，还是认为这个领域需要继续深化，很多问题还有开掘的可能性空间。
现在，出版社书库告罄，求购者陆续要求供货，我必须借此机会，把当下的认识增加进去，把该解释
的话语表达出来。
　　朗读是不是一种有声语言的创造性活动？
事实上和理论上都无须再行求证了。
真正从学术上进行批评和反驳的，还没有听到、见到过。
而那些空洞笼统的论断，既缺乏学术的内涵，又缺乏学术的勇气，已经避开了论点的交锋，从而逃离
了学术的边界。
其实，学术争鸣应该条分缕析地、平心静气地进行，那样，才能够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纠正学术观
点的偏颇。
如果没有任何属于学术的见解，只是在“朗读无学”的同义反复中转来转去，就现出了混乱的逻辑和
蹩脚的表述。
对于“朗读”之事，不懂、不学、不会、不能，都没有关系，就是很不喜欢，也是一种个体自由，但
是不应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他人。
如果连“有声语言”是什么都毫无概念，就竟然妄图抹杀这个学问，我看，除了以此自嘲，也就没有
任何意义了！
越来越多的人热爱朗读，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运用朗读服务社会的道路，进一步证明，朗读学（包括
《朗读美学》）的学术价值和广泛影响已是一种客观存在。
　　朗读之所以为“学”，并非主观臆断。
我国历史上，不乏关于朗读的叙述与评介，中小学语文课本也有朗读课文的要求；台湾已出版了研究
朗读的多种专著，香港也坚持培训教师的朗读能力。
美国、英国、德国等国，都要求播音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朗读训练。
这些，说明了大家的共识。
但是，我们还是期待产生不同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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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朗读学的任务是明确的，那就是为了解决把文字作品转变为有声语言的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基本问题给
朗读者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使朗读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再创作达到表情明意、言志传神的目的，同时，
为听者由有声语言中获得情操陶冶、知识积累和美感享受提供某种标尺，从而使朗读的作用发挥得更
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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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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读，是把文字作品转化为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
既然要使用有声语言，当然就会涉及到许多语音问题，必须服从语音的规律。
这也许就是它长期附属于语音学的原因。
但是，语音学是包容不下朗读的，只从语音的角度看待朗读，势必束缚朗读的发展，妨碍朗读形成自
己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里，我们首先就要说明语音学解决不了朗读过程中的根本问题，而只有建立朗读学，才有利于朗读
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研究。
　　我们知道，语音学是一种“以语言声音及其与语言学上其他现象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①它概括了广泛的语言声音形态，如日常说话、演讲、说评书、说相声⋯⋯虽然也包括念文章，但
并不专门研究朗读中的有声语言，它要适用于所有语音现象，那规律就不会为朗读专有。
语音学只是从“音素”、“音节”等语音的构成单位和固有形态上进行研究；现代汉语语音也几乎全
部是以研究普通话的声母、韵母、声调及其各种变异为主要内容的。
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把自己的研究范围只局限在朗读的声音形态上。
有一些语音学著作，虽然设立了“朗读”、“重音”、“语调”等章节，也不可能详为展开、细为探
究，否则，就要喧宾夺主。
从整体看，语音学主要是对语音现象进行剖析，并对已有语言声音进行概括，它并不专注于语言发动
者的语言发动过程，特别是并不专门研究朗读者的思想感情运动、朗读过程中进行朗读再创作的各个
环节以及朗读时有声语言的表达技巧。
由此可见，只是在语音规范这一点上，语音学与朗读有某些重合之处。
而在更多的关节上，二者有着重要的区别。
语音学所要求的、所解决的语音规范是重要的，但朗读必须在语音规范的基础上达到更丰富、更完美
的表情达意、言志传神的要求，而这是语音学所无法包容的。
朗读应自立门户，肩负起独立的研究任务，去开垦自己领土上的肥田沃野了。
这是其一。
　　其次，当今的时代，对朗读提出了更广、更高的要求，学习和研究朗读，广泛地开展朗读活动，
深入地探讨朗读的理论，建立朗读学，已经成为时代的需要。
这一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所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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