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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经纬

摘要：移动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平台的融

合发展，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不断融合，

给广播新闻采编、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

挑战。在广播传播终端、传播路径、受众等多

方面产生变数的情况下，新闻采编播的融合、

衔接至关重要，需要采编播人员进一步学习电

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其他新兴媒体的语

言特点、传播手段，在语言与内容、语境与音

响、语风与主题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形成更契

合时代要求的广播新闻采编特色，可听性更强

的广播新闻产品，准确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在

服务经济社会和人民群众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本文就广播新闻采编播的语言与内容、语境与

音响、语风与主题等方面谈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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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技术的融合
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也在不断融合，给
广播新闻采编、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
战。衢州市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综合频率作为
重要的传统媒体之一，在广播传播终端、传播
路径、受众等多方面产生变数的情况下，如何
借助媒体融合发展之力，充分发挥广播收听方
便、传播面广的优势，进一步在宣传党的方针
政策、服务经济社会和人民群众中发挥更重要
的作用，实践证明，“用创新重新定义‘主流媒
体’，用服务重新定义‘内容为王’，用融合重
新定义‘渠道为王’，用实战重新定义‘职业精
神’，提升了传统广播的优势传播价值。”①要实
现这一目标，需要采编人员以专业技术能力和
专业科学精神，进一步融合传统媒体，以及其
他新兴媒体的语言特点、传播手段，在坚守中
融合，在融合中发展，形成更加契合时代要求
的广播新闻采编播特色，更好地宣传党的方针
政策，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建设，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

一、语言与内容相辅，坚守通俗化，重塑
广播新闻的“传播优势”

近年来，在新兴媒体的冲击下，经历几十年
发展的广播新闻持续处在“下坡”状态，广播新

闻采编播人才流失，广播新闻的制作能力大幅下
滑，稿源大多来自电视和新媒体，广播的传播优
势逐渐转为劣势。实践证明，新闻立台是广播事
业发展的根本。广播融合发展不断优化采编播流
程，更加注重语言与内容的相互辅助，坚守广播
新闻语言大众化、口语化的特点。

广播新闻最常见的问题，主要是语言不能
准确表达需要传播的内容。广播新闻与报纸、
电视等媒体的新闻相比，应该是最短、最简单、
最通俗的，需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新闻“说
清楚”。有的新闻稿抓不住要点，无关的素材罗
列一大堆，多用书面语、成语等，最终也没把
新闻“说”清楚。

2021 年，衢州市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综合
频率开展的节目提升年等活动，进一步优化广
播新闻采编播流程，重塑广播“传播优势”，其
中倡导的“两勤”“两专”，实施的“啄木鸟行
动”“全员监听”“多重审核”等一系列举措，
营造出“咬文嚼字”的氛围，新闻采编人员专
业技术能力得到提升，《衢广新闻》等新闻节目
的质量也相应得到提升。

例如，《衢广新闻》之前的稿源中，经常会
出现类似“此次”“据悉”“相告”“落幕”等书
面或非广播新闻语言，还有精确到小数点后三四
位的数字、拗口的专业术语，很容易造成听众的
误听误解，影响听众的收听感受；有的新闻按照
通稿一字不漏编发，造成广播新闻语言的“多样
化”；有时甚至出现白话文夹带文言文的句子，
听众听不懂、听不清、记不住，进而不愿听。针
对这些问题，《衢广新闻》及时进行整改，逐渐
向广播新闻传播规律回归，头三条内容锁定在新
推出的重大专题、主题报道和主要领导活动上，
语言与内容相辅，更加注重简单化、口语化、通
俗化，避免大量的书面语、单音词及长串数字的
情况出现，让听众听得懂、听得清、记得住、传
得开，重塑广播的传播优势。

二、语境与音响互补，增强现场感，弥补
广播新闻的“视觉缺陷”

“语言环境是指在说话时，人所处的状况和
状态。语言环境有多种：一般地说，有自然语

优化广播新闻采编播的几点思考优化广播新闻采编播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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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环境、局部语言环境和自我营造的人工语言
环境。自然语言环境是指以该语言为母语的生
活环境。”“新闻的价值虽然首先取决于新闻本
身的价值，但新闻写作中语言运用的优劣，也
直接影响到新闻传播的质量。人们在运用语言
进行交流时，都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进行，
即交流内容、对象、目的、场所、时间等主客
观因素都决定和制约着语言手段的选择，并使
所选用的语言手段具有特殊的组合方式。”②广
播新闻的语境是一种特殊的语境，包含两个部
分，一部分是现场音响，一部分是播音主持的
演绎。广播新闻不像电视的画面、平面媒体的
图片等具备视觉优势，而只能听声音却不能见
人见物见景，更缺乏非语言符号的辅助理解功
能，如文字提示、手势、脸色等，不能双向交
流。这就需要采编人员在新闻采制过程中，特
别注意以声音元素 （即音响） 来填补的缺陷，
以语境模拟现场氛围，尽可能地还原现场，营
造逼真的现场感，最大限度弥补广播新闻的

“视觉缺陷”，达到准确、生动传播新闻的目的。
例如，2021年9月，《衢广新闻》编发的消

息“余东未来乡村联盟成立”。这是一则普通的
新闻，现场无非是锣鼓、歌舞表演什么的，然
后领导或嘉宾宣布一下“成立”等程序性的环
节，还原现场相对来说比较困难。记者在采访
时就非常注意音响的采集，截取现场语境独特、
能代表“结盟”特点的声音元素；编辑在编发
时注重文字可能产生的语境，找准语境与音响
的结合点，开头用 9 位村支书现场宣誓结盟的
音响，然后承接音响中的相关叙述，营造出特
定的、模拟现场的语境，准确传递现场氛围，
使听众在收听过程中形成虚拟的现场画面，产
生身临现场的感受。

这类新闻稿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语境与音
响割裂，文字表述与音响语境完全是两回事，
音响是为了“音响”而“音响”，形容词或主观
色彩浓厚的词语滥用，文字形成的语境与音响
语境风马牛不相及。比如，凡是活动都冠以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欢欢喜喜”等，却没
有相关的音响。新闻最忌形容词滥用，广播新
闻采访、编辑要尽可能按照音响中的语境，做
好文字补充，为播音员提供语境演绎的基础，
弥补广播新闻的“视觉缺陷”，增强可听性。

三、语风与主题贴合，保持权威性，维护
广播新闻的“媒体特色”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

迭代关系；不是谁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
是谁强谁弱，而是优势互补。”③广播诞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已有百年历史，一直是传统的、
权威的主流媒体，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服务
经济社会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等各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权威性是新闻广播最重要
的特色。在现代融媒体发展的背景下，要保持
新闻广播的这一特色，新闻的采、编、播更要
注意语风与主题的贴合。

语风，即语言的气势。网媒、微信公众号、
抖音等新兴媒体，采、编使用的语言，大都通俗
简洁、轻松活泼、诙谐幽默，但鲜活有余、气势
不足。《衢广新闻》是时政新闻节目，主要任务
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围绕衢州市委、市政府中
心工作，为加快建设四省边际共同富裕示范区、
四省边际中心城市营造强大舆论氛围，与网媒、
微信公众号、快手、抖音等新兴媒体发布的作
品，语言有本质区别，主基调是严肃、大气；讲
究语风与主题的贴合，以正规的消息来源、正确
的舆论导向，为党和政府、人民群众发好声。

语风要始终服务于新闻主题。编辑实践中，
语风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用词上，一个词或一句
话错用，会导致整篇新闻稿的主题出现偏差。
例如：死了、离世、老掉了、圆寂、已故、去
世、逝世等表示“死”的词，错用或不恰当地
使用，就可能导致语风与主题不符，出现各种
问题，甚至可能出现导向偏差，引发舆情，影
响新闻广播的权威性。因此，编辑尤其要把握
好语风与主题的关系，比如在报道新冠疫情相
关的新闻时，就要注意语风的区别。疫情数据
通报、违反疫情防控规定通报、日常疫情防控
等，都要根据主题来确定语风，有的要体现

“春天般的温暖”，有的要传递“秋风扫落叶的
无情”，还有的要发出“雷霆般的震摄”，以合
适的语风传递新闻的态度、温度、力度和深度，
确保发挥好广播作为党和政府喉舌及人民群众

“代言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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