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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视作为人们精神生

活的重要载体，为广大受众开

阔视野、获取信息提供了丰富

的资源和平台，多年来无数观

众正是通过电视这一媒介，不

断感知瞬息万变的世界。在电

视的发展过程中，主持人的作

用不可小觑，他们在屏幕上所

表达的立场、观点直接影响着

受众的价值判断。主持人在节

目中对话语尺度、话语空间的

把握显得尤为重要，主持人在

屏幕前语言的驾驭能力既体现

了主持人的综合素质，也从某

种程度上代表了媒体的立场。

关键词：主持人 刘欣与翠

西 话语空间

什么是主持人的“话语空

间”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空

间”的概念。空间是通过长度、

宽度、高度、大小表现出来的，

它是与时间相对的一种物质存

在的形式。在宇宙、文化、情感

等不同的领域里，又赋予空间

特定的定义。电视主持人的话

语空间是能够体现电视主持人

自身的优势和语言能力，在明

确立场导向、传播对象、主持场

景等前提下，把新闻人物、新闻

事件所透露出来的有效信息及

时、准确地传播出去。除了话

题本身的延展度，以及主持人

的知识积累、表现能力外，现场

观众的情绪、互动等因素，也会

影响主持人对话语的把控。因

此，媒体在为主持人量身打造

某个栏目的过程中，实际上也

是在为主持人打造一个发挥自

我的“语言空间”，但这个空间

并非主持人私人传播的话语特

权，而是彰显媒体人的责任和

角色定位，要求主持人在舆论

引导、价值取向以及文化引领

上有正确的把握。

前不久，中美两国电视主持

人的隔空对话被认为是主持人

“话语空间”的一次精彩呈现。

2019年5月30日上午8点（美国

时间 5月 29日晚 8点），中国国

际电视台主播刘欣与美国福克

斯商业频道主播翠西·里根两

人通过直播连线进行现场“辩

论”，引起了全球媒体和受众的

广泛关注。这次史无前例、备

受瞩目的直播连线，源于5月14
日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推出的

《对华贸易战开打，美国占上

风，现在不打就迟了》，主持人

翠西·里根认为中国的繁荣是

“以美国利益为代价的”，她多

次指责中国“偷窃”美国经济利

益，鼓动对华“经济战”。

针对这位美国女主播的“观

点”，刘欣在 5 月 22 日的《中国

不会接受不平等协议》的评论

里，条理清晰地驳斥了翠西·里

根的言论。刘欣表示，翠西情

绪化和煽动性的指控，少有实

质性依据，所以请翠西用理性

和事实说话。遭到刘欣驳斥

后，翠西认为刘欣对她个人进

行了“人身攻击”，又在推特中

“约辩”刘欣，于是两人隔空商

定“辩论约战”。

整个跨洋直播连线虽只有

短短 16 分钟，但两位女主播还

是就公平贸易、知识产权、华

为、关税、中国发展中的国家地

位等多个话题进行了对话。与

之前颇有火药味的“辩论”“约

架”不同，对话总体还是在温和

的气氛中进行。这次对话，也

可以视作较为典型的一次电视

主持人“话语空间”的运作和发

挥。因为话题的设置和授权其

实就是各自的两家媒体机构，

而对话进程的把握则体现了两

位主持人的临场表现和个人

魅力。

电视节目主持人“话语空

间”的核心是什么？又如何

体现？

简单地讲，电视节目主持人

话语权的核心空间就是节目导

向、定位以及题材、话题。无论

是央视的《焦点访谈》《新闻 1+
1》《新闻调查》这样的新闻评论

专栏，还是像《面对面》那样的

新闻人物访谈，以及凤凰卫视

抗辩式思想性谈话节目《一虎

一席谈》等，虽然每期节目题材

浅谈电视主持人的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话语空间
——从刘欣与翠西的对话引出的思考

王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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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话题各有不同，但栏目的定

位和风格基本一致，最终主持

人所传递的立场和核心价值也

都是一脉相承的，和主持人所

在媒体的立场相一致。换句话

说，这样的立场和价值追求是

所在媒体在打造栏目、选择主

持人时就已经明确了的。

我们再来看刘欣和翠西的

这场对话，人们除了关注媒体

立场、话题设置外，同时也关注

两位主播在直播中的语言驾驭

能力究竟谁更胜一筹。翠西的

开场白就充满了攻击性，她认

为自己作为福克斯商业电视节

目主持人只为自己说话，“然

而，我的嘉宾，是中共的一员，

她代表她的国家。但是没关

系，欢迎在这个节目中有不同

的观点”。言下之意，她是代表

个人的、透明的，对方的身份和

机构都是不透明的。她的立场

和话题切入的方式都很直接，

上来就是“坑”的埋设。

面对翠西的咄咄逼人，刘欣

以一贯的知性形象和理性分析

一一回应。她承认在知识产权

侵权方面存在企业个体行为，

但决不是国家政府行为。随

后，针对翠西提出的公平贸易、

关税、发展中国家地位等问题，

刘欣以睿智平和的表达方式对

答如流，可谓抽丝剥茧、绵里藏

针，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主持

人的职业形象和语言风貌。观

战的专家一致认为，如果要给

这场对话作最后评判的话，刘

欣的表现优于翠西，对话也给

美国观众留下了“贸易战真的

有必要打吗”这样的疑问。

道理不辨不明，沉默并非都

是金，节目的权威性归根到底

来源于思想的力量。刘欣认

为，“请嘉宾的时候，不要光请

对中国友好的人，如果对中国

有批判性意见的人，我们也可

以请啊。为什么不？”正是基于

这样的理念，刘欣在她主持的

新闻述评类节目《欣视点》的宣

传片里，双手抱肩铿锵有力地

道 出 节 目 的 口 号 ——“Get
the point”（切中要害）。

回顾这场对话，从中我们可

以感知电视主持人“话语空间”

的核心和影响力。那么主持人

的“话语空间”应该通过什么样

的途径去实现呢？我大致概括

了四个层面，即议题设置、过程

把控、落点选择、态度呈现。

一、设置议题，预先判断提

前介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新闻

媒体而言，“报道什么、不报道

什么，多宣传什么、少宣传什

么，都要从大局出发，体现大局

要求。”①提前设置议题、引导社

会舆论，是增强新闻工作针对

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主持人是

党和人民的喉舌，作为一个栏

目的核心元素，要善于设置议

题，让该热的热起来，该说的说

到位，这也是衡量一个电视主

持人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志。

2017年 10月 18日，党的十

九大召开当晚，央视新闻频道

《新闻 1+1》制作播出了《十九大

观察第一期》，评论的角度可谓

别出心裁，白岩松从报名采访

的境外记者有 1818名之多的人

数切入话题，引出采访这次会

议的境外记者不仅比国内的

1250 名记者还多，而且是报道

十六大时境外记者人数的一倍

以上。白岩松在设置议题时，

采用了横向和纵向两个对比，

把境内外记者人数做横向对

比，把十六大与十九大两次参

与报道的境外记者人数作纵向

对比，敏锐地归结为“背后发生

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因为此时

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中国，而是

亚洲的中国，是整个世界的中

国，与人的生活紧密相关。”②这

期观察在大会当天就采制播

出，如此快捷的速度，原因只有

一个，就是白岩松和他团队的

提前介入，从众多的选题方案

中精心挑选出受众感兴趣、也

最有看点的这一个。这样的切

入不仅符合十九大的宣传报道

要求，也满足人们对十九大场

内外各种信息的需求。

当今我们所处信息爆炸时

代，信源更为广泛和便捷，但时

效性仍是影响受众接受信息的

重要因素，要主动提前设置议

题，遴选最佳的切入角度、最佳

的铺展方式，以达到最佳的传

播效果。题材一旦确定，主持

人就要主动参与到对题材的价

值判断、深度挖掘和话题设置

中去，提前进入工作状态，充分

发挥主持语言的自主权和灵

动性。

二、把控过程，找准路径深

入推进

无论是电视新闻调查还是

新闻评论、人物访谈或热点追

踪的辩论性栏目，节目主持人

都要洞察进程，及时、合理、有

效地把控进程，确保新闻事件

由表及里地展开与推进，与当

事人（受访人）的情绪、受众的

感受同频共振，确保媒介立场

和核心价值的传导准确无误。

新闻调查类节目在围绕主

题层层展开时，需要主持人用

最吸引人的讲述方式和恰当的

逻辑关系组织串联，引导观众

直达主题；而新闻评论、人物访

谈和热点追踪的辩论节目则更

考验主持人的现场把控能力、

播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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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组织能力和敏锐的思辨能

力，为观众呈现不同个性的主

持风采。比如，白岩松严谨而

精准的语言组织能力，冷静又

不失热情的语言风格；杨澜的

知性敏锐，以及知识女性淡定

从容的表达方式；胡一虎的快

人快语，单刀直入的语言风格

等。他们对新闻事件独特的观

察力、判断力和把控能力，成就

了一个个风格鲜明的品牌主

持人。

在每期的《杨澜访谈录》中，

主持人杨澜总是以精心设计的

开场白迅速拉近与访谈者的距

离赢得对方的信任，找到一个

合适的切入点引起受访者的兴

趣，营造一种融洽的气氛，让对

方在轻松愉快中开始交谈。如

果遇到被访者在灯光和镜头前

手足无措时，杨澜就会用一句

随意得体的话或一个鼓励赞许

的眼神，让对方放松下来再进

入角色。主持人的观察力和亲

和力是把握话语空间的重要方

面，一档成功的访谈节目也正

是主持人的组织能力、人文情

怀和人格魅力的综合体现。

三、选择落点，强化主题引

导准确

观点和立场是节目需要传

递的核心思想。不同的栏目设

置、不同的节目定位，主持人有

着完全不同的观点呈现方式，

但所谓殊途同归，就是在选择

观点、揭示问题本质、表明立场

时，有几点需要主持人共同关

注的，那就是：第一，不能越俎

代庖。嘉宾或被访对象的观点

陈述，须由本人陈词，即使是复

述也不能跑偏；其次，不能以偏

概全。作为主流媒体需要在一

些热点新闻上以正视听，主持

人更要慎用网民评论，以防误

导受众；最后，要言简意赅。阐

述观点或表达主题语言要精

准，避免用长句或拗口的词汇，

要简洁明了瞬间直达。

凤凰卫视主持人胡一虎在

他的《一虎一席谈》中，总是在

节目快结束时，要求几位嘉宾

每人限时说出自己的总结陈

词，让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加深印象；白岩松则选择嘉宾

观点加以复述的方式，突出话

题重点和主题。主持人与嘉宾

之间不是简单地提问与对答，

而是既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热

情，又能控制节目的导向与节

奏，展示了主持人的文化素养、

知识储备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

和语言表达技巧。

四、呈现态度，彰显立场体

现价值

态度是指人们的一种内心

体验和行为倾向，主要通过人

们的言论、表情和行为来反映，

态度的核心是价值观。主持人

在节目中所呈现的态度，既代

表了主持人个人的价值取向，

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媒体的

立场。

我们再回到刘欣与翠西的

对话，来看看她们两人在节目

中各自呈现的态度：刘欣的态

度自始至终不卑不亢、不急不

慢、有理有据，微笑回应翠西的

问题、自信陈述自己的观点，体

现了中国媒体人的责任与担

当；而反观翠西，全程的态度则

是不耐烦、不回应，一直处在情

绪化的状态，有失一个职业主

持人应有的涵养和风度。

可以说，刘欣在这次辩论中

的出色表现是她平时锐利观察

和深度思考的一次厚积薄发，

展示了她极强的跨文化语言沟

通能力，在关键时刻能为中国

发声，是媒体外交的一次成功

尝试。其实这次对话也并非刘

欣首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今年 2月 16日，评论栏目《点到

为止》发布一则刘欣的短视频

《BBC叙利亚纪录片造假，别有

用心的谎言？》也曾上过微博热

搜。视频列举西方媒体屡次在

新闻报道中造假的行为，点出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错而

不改，则是人为的悲剧”，评论

有理有据，温和但不失理性，可

谓真正的“点到为止”。这就是

主持人的态度和媒体立场的完

美呈现。

五、结语

综上所述，电视节目主持人

只有始终牢记媒体人所肩负的

职责使命，不断提升专业素养，

才能拓宽节目的话语空间。这

其中既有主持人提升内在素

质、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等因素，

也有媒体所提供的节目空间让

主持人发挥作用的因素。现在

越来越多的主持人兼任节目策

划、编导甚至制片人，主持人在

整个节目的生产流程中发挥着

主导作用，话语空间大有可为。

主持人只有参与到节目进程

中，才能在镜头前表现得更加

得体到位、言之有物；主持人也

只有把握好话语空间，才能真

正成为一档节目的灵魂。

注释：

①（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

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

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2013年版，第309页）。

②（央视新闻频道《新闻 1+
1》《十九大观察第一期》2017年

10月18日，摘自网络）。

（作者单位：嘉兴广播电

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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