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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导播的指令随时调整节奏，加长或减短访谈时

间等以实现对时间的调节。

对内容的掌控。在采访和访谈中，因被采访

对象和访谈嘉宾性格不同，表现能力也会有所不

同，一些人或不善辞令，或言简意赅，另一些人

或滔滔不绝，或语近词冗，这时就需要主播对内

容进行掌控，根据节目内容所需以及直播时长要

求，对寡言少语者要进行内容深挖，对长篇大论

者要把握话题的方向和节目主题，突出节目所展

现的新闻价值。

对表情的管理。表情管理是每一位新闻主播

的必修课，直播中出现失误或遇到突发情况，主

播务必要控制好表情，不能让观众看到惊慌失

措、情绪失控的一面。舟山每年都会迎来台风

季，每到台风来临，地市台新闻主播就会面临直

播的考验。记者采写点位多，受灾现场连线多，

直播场次增加等，不但考验主播连轴转的抗压能

力，更是对主播表情管理能力的考验。

比如，2012 年 8 月 7 日第 11 号强台风“海

葵”来袭，12级的大风给舟山带来了狂风暴雨，

对舟山市工业、农业、交通及供电供水等基础设

施造成严重的破坏。《舟山新闻》在短短两天时

间进行了8场台风直播。作为这次台风直播的新

闻主播，笔者不但经受住了8场直播的高压强度

以及连轴转带来的疲累，甚至还经受住了其中

一场直播无串联单的忙乱，也就是说直播已经

开始了，播出的内容还在采写编辑当中，要播

什么内容直接听导播的指挥。此时主播一定要

管理好表情，控制好情绪，承受住压力，不仅

不能让观众看出多场直播带来的疲态，更不能

让观众发现节目背后的忙乱，而是让新闻直播

顺畅地进行下去。

六、结语

在追求新闻真实的当下，直播类新闻节目依

然会越来越被大众所追捧，人们希望通过最迅

速、最直接的电视新闻现场直播，第一时间收集

各方信息，详细了解事件发生的始末。电视新闻

主播肩负使命背水一战，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只有孜孜不倦地提升素养，主动融入创新洪流，

适应享受科技挑战，方能在求同存异中的电视改

革大潮中占居无可替代的闪亮席位。

（作者单位：舟山市广播电视台）

摘要：近年来，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乡村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在这一过

程中，电视对农节目作为服务“三农”发展的

重要平台和传播阵地，发挥了独特的功能和作

用。在对农节目中，主持人是传播节目信息的

主体，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嘉兴电视台对

农节目 《小马跑乡村》 探索发挥主持人能动作

用，在节目制作实践中初步探索并实现了节目

主持人的叙事传达功能、社会引导功能、政策

宣传功能和价值传播功能，打造了具有嘉兴地

方特色的对农节目品牌。

关键词：对农节目 主持人 角色探究

一、电视对农节目主持人的角色意识

节目主持人作为电视节目传播的主要载体，

既是节目的架构者，也是节目与受众的直接链接

者，在提升节目内容、优化传播效果、增强受众

沟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主持人的角色状态

直接影响节目主旨的传播效果。对农电视节目主

要宣讲中央“三农”政策、宣传乡村建设成就、

服务农村产业发展。由于节目特有的平民性、科

普性、服务性以及观众的陌生感、新鲜感、参与

感，使对农节目主持人角色扮演显得更为重要。

国内一些优秀电视对农节目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

的表率。央视《每日农经》主持人既报道各类农

新时代电视对农节目主持人角色探究新时代电视对农节目主持人角色探究
——《小马跑乡村》实践分析

马庆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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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又沉浸式引领观众一起探寻农产品在

市场上成功的奥秘。《科技苑》主持人既直接推

广农业科技知识，又搭架观众与专家之间的桥

梁，传达观众的疑惑，和专家一起揭示农业科技

秘密。

嘉兴电视台《小马跑乡村》是一档电视对农

专栏，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由 《小马帮忙团》

《小马蹲点报道》《小马来吆喝》《小马朋友圈》

等小版块组成。主持人创新主持方式，在节目中

起到主持、串联、引导等多重作用，以亲身体验

和采访，将观众带到节目所设计的内容场景中，

“以小见大”反映乡村振兴战略下嘉兴农村的变

化，取得了良好的节目效果。

二、《小马跑乡村》节目主持人角色功能探索

《小马跑乡村》是嘉兴电视台一档以主持人

马庆禹名字命名的专栏类对农节目。小马是栏目

的主持人和主要创作者，身兼数职，从策划、采

编、拍摄到主持出镜，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打造

了独特的主持人角色功能。

（一）叙事传达功能

《小马跑乡村》节目主持人改变了传统节目

主持人叙事传达方式，并不过分突出主持人的角

色，而是将自己“浸没”在节目内容中，很自然

地将观众从演播室吸引到鲜活的实践场景中，从

机械式地读新闻转变为生动地讲故事，从单向度

的播节目转变为体验式地主持节目，使主持生动

流畅，节目步步悬念，让观众跟着节目设置的情

节层层跟进不断深入。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初，因为防控需要，

人流物流被限制，导致嘉兴部分地区大面积当季

成熟的青菜运不出去。南湖区余新镇菜农王志明

种的 100 多亩 30 多万斤青菜，只能等着烂在田

里，面临重大损失。《小马跑乡村》栏目接到求

助后，主持人和同事一起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情

况、采制报道，开启“小马跑乡村、我们在行

动”助农新闻行动，在新媒体端开辟连续报道

《战“疫”日记》，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主持人通过现场自拍、现场报道、微信互动、自

述讲解、记者手记等方式，把当地百姓急需社会

帮助的信息及时发布在新媒体“禾点点”平台

上，通过微信群购、社区对接、菜场采购，社会

各界的反响推动报道的进程，也推动难题的解

决，最后帮助困难群众卖掉了15万斤青菜。四

篇连续报道，禾点点的累计浏览量达30万+。在

这一过程中，节目主持人的主动叙事角色似乎并

不突出，但却牢牢把握了节目的进度和节奏主动

权，观众始终被整个节目的进程所吸引和共鸣，

情绪也随之紧张、急切、关注，从起伏不定到最

后的释然。主持人和故事情节有机结合、自如切

换，使节目叙事效果更加丰富和立体。主持人的

叙事传达功能自然而然地在其中得以显现。

疫情期间主持人小马和爱心企业一起帮助菜农运

输、销售滞销青菜

（二）社会引导功能

媒体宣传不单是媒体人机械的叙述过程，还

必然受到媒体人自身主观因素、社会因素、政治

因素和经济因素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影响。节目内

容最终呈现的形式是这些多重主客观因素经过复

杂生产运行的结果。也就是说，电视节目传播效

果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媒体不光是在客观

地叙述一个故事、播送一则新闻，本质上是在传

达媒体和主持人的一种思想观点和价值判断，是

在传达一种社会价值导向。

《小马跑乡村》节目中，主持人曾采访过一

位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的老人姚海根。姚海根扎

根田野50余年，尝试上千个杂交水稻组合，成

功育成优良稻谷103个品种，累计推广种植4亿

亩。农民朋友亲切地称他为“江南水稻育种大

王”。50多年来，先后有60多人传承接力在南繁

团队工作。他们都像姚老一样，为了育种事业，

常年在外，像候鸟一样，舍小家顾大家，接力为

国育种。这些故事平常不被人所知，这个节目播

出以后，收到很好的社会反响，也较好引导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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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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