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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语谐音是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

时至今日，这一古老的语言艺术形式被广泛地

应用在了各种媒介和艺术形态中，如影视剧、

脱口秀、相声、小品、广告、网络、新闻等，

几乎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播音员、主持人也

在各类节目中频繁使用谐音。本文试从谐音的

发展、应用、类别、作用、禁忌等多方面，探

讨主持人使用谐音的特点、规范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谐音，主持人应用，禁忌

所谓谐音，是指字、词的读音相同或者相

近。它是一种修辞方法，利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

字互相替换，以达到某种特殊的表达效果。

汉语谐音古已有之，经常被古人用在各种对

联、诗句及文学作品中，便于更好地记忆和语

言、文字的广泛传播。著名诗句“东边日出西边

雨，道是无晴 （情） 却有晴 （情） ”“春蚕到死

丝（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都是谐音

运用的典型例子。近现代，汉语谐音也被频繁使

用在影视剧、曲艺及日常生活中。电视剧《宰相

刘罗锅》中，大臣们给皇上祝寿，和珅献上了价

值连城的宝贝；宰相刘罗锅则提着一桶姜作为礼

物，只见他不紧不慢地说道：“皇上您看，这是

‘一统江山’呀！”在日常生活中，谐音的应用就

更为广泛。如,我们过年要把“福字”倒过来贴，

谐音“福到”；车牌、门牌喜好选用数字“6”与

“8”，谐音“溜”和“发”；在很多地方忌讳选

“4”，谐音“死”等等。

从古至今，无论是文人雅士还是市井小民，

都十分钟爱谐音的运用，谐音已经渗透在中国人

的血脉中。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谐音还在不

断地涌现，出现在了越来越多的节目中。

一、节目主持人谐音的广泛应用

央视主持人曾经录制过一段新年视频，男女

下社会的价值取向。

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电视节目更应

承担起引领正确舆论导向，引导社会特别是年轻

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重任。

（三）政策宣传功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农

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

重中之重。作为电视对农节目，如何围绕更好地

宣传中央大政方针、生动记录嘉禾大地的“三

农”故事设计节目形式和内容，《小马跑乡村》

栏目聚焦乡村振兴中的一个个现实案例，“以小

见大”“见微知著”，呈现嘉兴农村在乡村振兴过

程中的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主持人在其中起到的

是穿针引线的作用，把观众带到现实场景中，到

荷塘中挖藕，在果园地采果，去水沟抓甲鱼，通

过主持人亲身经历和引荐，让观众对乡村振兴战

略有更深的真切理解，对乡村建设发展成果有最

直接的感受，也让更多的人关注“三农”发展。

（四）价值传播功能

在主持《小马跑乡村》栏目这几年中，主持

人经历了太多现实中真实感人的故事。患重病但

乐观生活的桃农孙建华、不畏艰辛的凌晨挖藕人

魏东、疫情中向菜农伸出援手的逆行人王志明、

矢志要将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南繁育种

人姚海根、红船旁始终信念坚定的百岁老党员沈

如淙等等，正是我们身边这些活生生的人物，用

他们的坚守和付出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

“三农”故事。作为主持人，虽然不能像农民一

样源源不断地提供农产品，不能像农业科技工作

者一样培育新种，不能像百岁老党员一样年高依

然奋斗不息，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努力把这

些故事讲述出来，用话筒、用镜头讲好嘉禾大地

上的“三农”故事，更好地传播给观众，就是在

传递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者单位：嘉兴市电视台）

主持人谐音的应用及使用禁忌主持人谐音的应用及使用禁忌
厉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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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先后手持柿子、枣子、橙子、青松和朱顶

红说道：新的一年，祝大家好“柿”（事）成双；

新的一年，希望大家能够“枣”（早） 睡“枣”

（早） 起，身体健康；新的一年，祝大家心想事

“橙”（成），前“橙”（程）似锦；新的一年，希

望大家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放平心态，放

“青松”（轻松）；新的一年，你们“朱顶红”（注

定红）！

央视新闻主播朱广权在给农产品“藕”的直

播带货中讲道：“藕”代表“佳藕 （偶） 天成”

“无独有藕 （偶） ”，“藕”代表不变心，因为有

一句名言，叫做“奇变藕（偶）不变，符号看象

限”，所以吃了藕，海枯石烂心不变。最后，竟

连朱广权自己也没有忍住笑场：“这太破了，全

是谐音梗。”

此外，央视主持人在几个直播带货节目中更

是把谐音玩到了极致。如：欧阳夏丹、王祖蓝组

合就是“谁也无法祖蓝我夏丹（谁也无法阻拦我

下单） ”；朱广权、康辉、撒贝宁、尼格买提组

合就是“权来康康，撒开了买（全来看看，撒开

了买） ”；朱迅、李梓萌组合就是“迅萌下单，

快来朱李（迅猛下单，快来助力）”。

其实，像这样利用主持人名字的谐音用法已

经非常普遍，如浙江电视台交通之声主持人周

慧、卡卡组合就是谐音“不会卡”，嘉兴电台

《妈妈怎么伴》主持人麦子、徐佳组合就叫“加

倍卖力”等。

二、节目主持人谐音的类别和作用

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是一档娱乐脱口秀

节目，主持人机智、幽默、风趣的语言表达是整

档节目的灵魂，其中就运用到了大量的谐音。以

《天天向上》等节目为例，主持人的谐音主要有

以下几大类。

第一类是各类名称的谐音，使主持人的语言

达到风趣幽默、一语双关等作用。如姓名谐音：

“霆锋——停封”“魏洋——喂羊”等；称谓谐

音：“老龚——老公”“嫂子——勺子”等；地名

谐音“长沙——常杀”“太原——太远”。

第二类是流行语和社会热词的谐音，使主持

人的语言与时俱进、更接地气。这类谐音也是目

前节目主持人较多使用的，很多词汇来源于网

络。如字母谐音：yyds(永远的神）、xj （戏精）

等；英语谐音：伊妹儿 （E-mail）、沙拉(salad)

等；数字谐音：1314 （一生一世），9494 （就是

就是） 等；组合谐音B4 （before），3Q （thank

you）等。

第三类是主持人节目中反复使用的固定谐

音。这往往是主持人在长期搭档后形成的一种职

业默契。这类谐音词的使用，可以更好地助推节

目进展，生动地展现节目内容，更好地加深主持

人间的默契度。《天天向上》节目中，主持人欧

弟说道：“当你舌头开始接触到辣的时候，就会

分泌很多水，这个时候你把那个麻酱，因为很糊

嘛……”主持人汪涵这时候接话说道：“对，麻

将一般是要‘和’的。”汪涵对“麻酱”“糊”进

行了连续谐音，而像“和”这样的谐音也是他们

在节目中惯常使用的谐音词。

第四类是各类成语谐音。这类谐音常来源于

广告语等对成语的修改，起到强调和过耳 （目）

不忘的效果。

三、节目主持人谐音使用禁忌

作为节目主持人，恰到好处地使用这些谐

音，不但可以体现出主持人的综合素养，还可以

丰富节目内容，拉近与听众的距离，增强节目的

可听性、贴近性。不过，节目主持人对谐音使用

也必须有所取舍。

第一，由于宗教、信仰、政治等原因，某

些谐音的使用，是为了规避一些“敏感”词汇

或话题。对于这样的词汇，播音员、主持人一定

要擦亮眼睛，注意甄别，坚决弃用。

第二，播音员、主持人应摒弃低俗的谐音。

播音员主持人作为媒体的形象代表，是党的喉

舌，承担着坚持正确导向、传播先进文化、引领

文明风尚的重要职责。新华社也曾发文公布新闻

媒体和网站应当禁用的38个不文明用语，其中

包括较为常见的像“草泥马”“特么的”“玛拉戈

壁”“法克鱿”“碧池”“表砸”“淫家”“滚粗”

等,这些都属于谐音范畴。之前，也曾出现过像

“伞兵”这一谐音词汇的滥用现象，如：真是能

被“伞兵”气死！你“伞兵”啊！别理他，纯粹

一“伞兵”！“伞兵”其实就是“shabi”的谐音

词，因为“shabi”一词会被屏蔽，所以有人就

用读法类似的词语加以代替，如“伞兵”“扇贝”

等。而“伞兵”一词可能吼出来的气势比较磅

礴，有些人就选用了这个词。为此，“央视网青

年”曾发布一条微博，批评了把“伞兵”当做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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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说联播》 节目的语态呈现出“多态”

特点：沟通语态取代宣传语态成为主导，宣传语

态和沟通语态有机结合，营销语态逐渐体现。三

种播音语态相互配合，各显其能，为传统新闻提

供了有效的传播途径。

一、播音语态的概念及定义

张颂的《中国播音学》中将播音定义为播音

员和主持人运用有声语言和副语言经过传播媒介

所进行的传播信息的一种创造性活动。从创作的

角度来看，播音是一种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每

一篇稿件的播出都是播音员的创作。

《中国播音学》将电视播音员传播过程中的

“符号”又进行了更加细化的分解，将其分解为

语言符号、类语言符号。电视新闻口播的最终目

的，是把语言符号传播给受众。

播音语态大致可以定义为：基于稿件基础上

的一种有声语言的表达方式。从听觉、视觉两个

角度细化语态，“语”指的是听觉感知的有声语

言符号，也就是语言符号和类语言符号，“态”

指的是可感知的体态上无声的非语言符号表达。

“语”即有声语言符号，包括言语和类语言。

言语指稿件播读，类语言指语气、节奏、语调、

音强等。类语言中也包括功能性发声的部分，情

感性的哭声、笑声；表意性的填充音，如“哦、

嗯、唉”等，和缓冲词，如，“你知道、那么”

等等，这些都属于语态中“语”的范畴。

“态”即无声动态非语言符号，是电视播音

员在表达中所应用的体语，其中包括：表情、动

作 （头部、手部）、眼语 （注视的时间、方式和

方向，以及视线交流的角度方向）等。

二、《主播说联播》的语态分析

自2019年节目推出以来，主播的语态与传统

音的现象，认为伞兵是光荣、值得尊敬的职业，

并共同呼吁，“不要污名化伞兵”。

第三，播音员、主持人对不符合语言规范

的谐音，尽量不用或者少用。广电总局早有通

知，要求广播电视节目规范使用通用语言文字，

在推广普及普通话方面起到带头示范作用。播音

员主持人不使用对规范语言有损害的俚语俗词

等；用词造句要遵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避免

滥用生造词语和不规范网络用语。

在谐音词汇使用中，经常会出现随意篡改、

乱用成语的“伪成语”现象。如，把“尽善尽

美”改为“晋善晋美”，把“刻不容缓”改为

“咳不容缓”等。这些做法不符合相关规定，与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相违背，对

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会产生误导，必须坚决纠

正。而对于前后鼻音不分，平翘舌不分，“n、l”

不分等情况，尤其在网络词汇中常有出现。如：

“小盆友”（小朋友）、“小脑虎”（小老虎） 等，

这些词往往适合在特定的场景中偶尔使用。如果

一档广播节目的主持人频繁使用这些谐音词汇，

可能会给听众造成误导，也会让很多受众质疑播

音员主持人的专业素养。

第四，在广播节目中，避免大频率连续使用

生涩谐音，并需做好适当的解释和说明。不同于

视频和纸质媒体，广播节目是“听”的艺术，声

音具有转瞬即逝的特点，一段广播节目很少有听

众会选择多次收听来仔细理解其中的含义。这就

要求广播的语言尽量通俗、口语化，主持人对于

新鲜或生涩难懂谐音词汇选用一定要慎重。

此外，在广播新闻播报中，笔者也会遇到谐

音词的情况，大多出现在各企事业单位举办的活

动名称上，这就让播音员也很无奈。因为新闻播

音员不可能对这些谐音词汇进行解释、说明，所

以就要求记者或者编辑尽量要去除这些词汇，尤

其要避免使用同音不同意的谐音词，如“期终考

试”容易理解成“期中考试”，如果改写成“期

末考试”，就会避免出现误听误解。

（作者单位：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主播说联播主播说联播》》语态分析语态分析
王奕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