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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主持人坚守与电视主持人坚守与““出圈出圈””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对策
冯光喆

“出圈 （quān） ”在营销界是个常用词

汇，来自于网络流行语，代指某个事件或明星

的热度不仅停留在自己固定的粉丝圈中，更被

圈子外的人所知晓。直白地说就是突破现有圈

层，成功获得新的流量。对于“出圈”一词的

含义，套用到当前电视节目主持人自身发展诉

求中，比跨界、转型，要来得更加贴切。主持

人“出圈”不是脱离原有平台，而是守住阵地

后的新探索，最终是反哺平台。

作为传统媒体名片的主持人眼下正迎来前

所未有的挑战。播音员主持人的“出圈”尝试，

既有来自平台的规划，也有源于个人专业化发

展前景的诉求。作为播音主持岗位上的笔者，

希望通过不同媒介特点，反观职业主持人在媒

介新形态中的素养，寻找电视播音员、主持人

新的努力方向。

一、电视主持人的困境

（一）主持人地位的去中心化

2012 年 《中国好声音》 的出现制造了节目

内容创作的分水岭，新综艺和真人秀的开发，均

有主持人去中心化的表现。晚会节目中主持人的

话语空间也在不断被压缩。在近几年的江苏卫视

跨年音乐会中，甚至削弱了主持人的采访功能，

节目中仅保留简单串联及广告口播功能，其中缘

由是节目生产思路和媒介渠道的不断变化。流媒

体下受众想看什么直接拖动时间条，没有实质

内容、没有个性色彩、没有犀利观点的主持人

话语将直接被跳过。新的收视习惯和审美情趣

下的受众促使节目开发迅速往真人秀方向发展，

主持人在节目中的功能作用进一步削弱。

（二）嘉宾的泛主持人化

在主持人话语空间被挤压的同时，更多的

节目选择用嘉宾充当主持人角色。网络综艺

《创造 101》 用女团发起人的名头，让艺人黄子

韬做了一回主持人，为节目梳理流程、向五位

导师发问、打节奏。《演员请就位》邀请大鹏为

第二季主持人，张大大为第二季终极盛典直播、

红毯主持人，演员们以主持人的角色出现在该

节目中，让这一以演员为主体、表演为主线的

选秀节目，形成了演艺圈闭环。成片中大鹏对

现场节奏的把控、是非观念的传达，不亚于职

业主持人；更因其演员出身，口语化的表达、

不那么标准的普通话，让其主持风格更具特色。

节目的泛主持人化是源于节目策划对“主持

人+专业化”的需求。邀请和节目主题相关领

域的明星嘉宾作为主持人，一方面可带来流量

与话题点；另一方面其本身具备的专业知识、

专业经历能更好地同嘉宾产生共情，有利于节

目话题的流畅推进。

二、电视主持人的选择

在种种困境中，电视主持人的“转型论”

“跨界论”相继提出，在知网中搜索“主持人

转型”共有 990 个相关主题，较早的相关表述

要追溯到2002年。当时的观点仅停留在主持人

在不同节目类型中相互转换。而后又出现主持

人跨界到影视等其他行业的主张，这样的观点

不仅仅停留在文字中，更是一个阶段主持人相

继效仿的榜样。依靠某一栏目火爆后，主持人

离开原有岗位、原有平台，开始在歌手、演员

等领域跨界尝试，企图跨入新的行业拥有新的

身份，而这样的尝试久而久之发展成为抛弃原

有平台；有些主持人通过积攒到的人脉完成了

创业，华丽转身；而有些人则慢慢淡出了公众

视野。无数例子证实：主持人的光环是平台赋

予的，这样的跨界或转型并不适合所有主持人。

2018 年前后，随着短视频及直播带货等新

的爆款媒介产品出现，主持人们有了新的选择。

在《广电MCN模式下主持人如何转型发展》这

篇文章中作者指出 2018 年 10 月，湖南娱乐频

道率先成立 Drama TV 以 MCN 模式进军短视

播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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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领域。作为从传统广电媒体成功转型MCN机

构的范例，签约短视频达人 120 多位。目前在

抖音平台拥有 560 多万粉丝。在 2020 年 5 月 1

日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 4 人组成

的“央视 Boys”3 小时直播带货中，吸引了

1600 多万粉丝，卖货销售额更是超过 5 个亿。

截至2021年1月16日，央视新闻抖音号已有粉

丝量 1.1 亿。①诸多数据表明主持人的短视频和

带货尝试有很好的“出圈”效果。这样的改变

对主持人本身和电视平台的融媒发展是双赢的。

三、电视主持人“出圈”应有的素养

小屏和大屏天生就有不同，收看电视有一

定的空间距离，以家庭为单位的受众群体与其

说在收看不如说是在观赏，主持人需要端庄的

仪态和标准的表达。手机端的观看场景更加私

密。近距离、戴耳塞，加上画面机位单一，受

众更像是在和一个熟悉的人视频连线，需要的

是亲切感、自然感、个性感。把电视节目中的

那套有声语言表达技巧直接搬进小屏是难以形

成爆款效应的。手机里的主持人看起来应更像

一个“鲜活的”人。

（一）领域深耕，做真实的意见领袖

互联网圈说到的“kol （意见领袖） ”概念

近几年被套用在广电MCN机构的建设中，把主

持人和意见领袖划等号。然而当下大部分的主持

人尚不能被称为意见领袖。纵观优秀的带货主

播，他们都是在一个小的品类中沉淀多时的准备

者，举得最多的例子是李佳琦，他对口红的了解

甚至强于大多数的柜姐，什么色号衬什么肤色，

他能说得头头是道。2018年9月，他个人创下了

30 秒涂口红最多人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最

近的直播中更是对某大牌口红包的定价直言不

值，真实的表达让他获得了青睐。然而他也因选

品不佳在“不粘锅事件”中翻车。成为意见领袖

不仅仅需要对单一领域进行长期的研究，更要发

表真情实感的言论。这一点在手机为载体的草根

受众中是一个刚性需求。知名抖音号”麻辣德子

“的主理人也曾说，与橱窗带货相比，直播带货

的粉丝信任感更强：“毕竟你是自己出镜，卖自

己家的东西，大家都会很信任你。要是橱窗里挂

的东西，大家可能不会特别信任。直播带货的时

候，大家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回答。”《虎哥

说车》 抖音号目前拥有 2980.7 万粉丝，正是因

为于虎在汽车领域近 20 年的积累，让他懂车，

也懂得爱车的人想听的是什么，他不仅仅是一个

汽车节目的主持人。从“虎哥带你看豪车”“虎

哥去旅行”“看特种车”等一系列视频背后，他

更主导了短视频领域有关汽车话题的选择，并在

一段时间里掀起了素人模仿潮。

（二）基于不同媒介的特质，弹性的有声表达

如何做到真实，成为令人信服甚至被模仿

的意见领袖，除了领域深耕外，更需要的是对

有声语言表达得游刃有余。主持人的声音经常

被外界加上“播音腔”的标签，这虽然是对专

业的肯定，但在我看来也是距离感的体现。主

持人的语言样态应该简洁生动、个性塑造，适

应全媒体的碎片化传播。②在自媒体浪潮铺天盖

地的今天，更需要主持人的有声语言表达平易

近人。饱满的口腔开合度和唇部的控制是为了

让声音过电后清晰、不浑浊。但过度强调口腔开

合度以及调值的准备，会使语感偏向新闻，偏离

有交流的说。有意识地降低共鸣而采行口语化表

达能够拉近和手机端受众的距离，能够产生“你

既是标杆，又有被模仿的可能”的印象。离开央

视的郎永淳2019年开始在抖音发布短视频，曾

经知名度极高的他，最初的几条短视频反响并不

强烈，点赞并没破万，既有初次尝试的“冷启

动”原因，也有发声距离感强的因素。近期他的

短视频风格渐渐明晰，放下“腔调”做新闻评

论，娓娓道来的讲述感再加上磁性的嗓音让他的

短视频听感有了改观，点赞量单条最高60余万。

再提到《虎哥说车》，他通过节奏感极强的文案，

和夸张不做作的语言表达，让人感觉上头、“洗

脑”。这奠定了他能被网友模仿的基础。成都广

播电视台主持人刘羊漾的抖音粉丝量有 325.8

万。她的作品更加活泼轻松，有着同谢娜般搞

笑的性格和自然的语流，夹杂部分方言词汇，

让其抖音作品有趣、生动。她的口语表达不失

清晰，不会刻意地突出调值，而是放下了口腔

控制的诸多要求，给受众以素人感、自然感。

或许这是她每条点赞率都能破万的原因。

（三）灵活应用副语言，树鲜活形象

对于副语言的学习，并不是每一个播音员

主持人都能灵活掌握，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角

播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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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限定了自己，越强调自己是主持人，越将副

语言使用程式化。舞台上、电视镜头前对副语

言有更规范的要求，但是面对手机镜头，那份

端庄大可不必，手机镜头前请放下一切的做作

成为一个真实的“人”。表情随表达内容的自然

流露非常重要，哪怕是刻意强调的也要走心才

行。手机端的你和受众距离更近，皮笑肉不笑

会显得更加明显，受众会对真诚与做作的表现

做出生理上的反应，喜欢和厌恶会非常直接。

有人会说性格使然，但其实是方法上的错误。

副语言的修炼不仅仅是去模仿某种表情，或

模仿情境中的体态。而是需要丰富自己的生活情

趣，在生活中寻找真实且多彩的自己。如果播音

员主持人在生活中就是高冷、严肃、“完美”呈

现表情的人，那镜头前一定会不自然，面部的僵

硬难以言表，眼神中的空洞立马露馅儿。表演中

有“解放天性”的说法，这时就派上了用场，解

放的不是心理上的敢不敢，而是对不同情绪的不

同投入，情感的真实调度会让人流露出真实的表

情和体态。手机镜头前投入到内容中，带着分享

的真实感情来演绎脚本，打心底里相信自己所说

的，会使视频中的自己更加自信和自然。

四、结语

短视频及自媒体平台的直播给电视节目主

持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在“出圈”的尝试

中，通过真实、自然的表达，寻找自己的垂类

受众，不仅能够丰富职业经验，更能助力电视

平台的融媒发展。面对手机端的受众，放下专

业及职业的束缚，如真人秀般把自己“解放”

出来，是在自媒体平台和素人比拼的关键所在。

刻意地打造人设固然必要，但都不如真实地做

回自己，热爱生活，分享美好，这样反而越能

建立起受众对你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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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诞生以来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

们的生活，它在传媒领域更是催生了一场前所未

有的变革。在融媒发展的环境下，主持人的表达

和话语样态也需要与时俱进，接地气的语言——

“网感化”的表达往往能凸显播音员主持人对于

语言的驾驭能力和对新闻事件的感知能力。

关键词：播音员 网感化 融媒素养 分

寸感 现场

播音主持是需要与时代共呼吸的语言再创

造，其本身就有着独特的时代属性和鲜明的社

会印记。传统媒体人在新的媒体生态环境中不

能只擅长见字发声，更应培养自己的融媒素养，

为大屏小屏融合探索贡献力量。对于互联网化

的语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能力，作为主

流媒体的播音员主持人，这种辨析度和分寸感

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网感化”表达既要打破条条框框，又

要遵循语言规范

在舞台上，主持人会这样表达：“人工智

能，百种智，千种能，帮不到人也不成”，说到

天气时，“原本想想——空调 WiFi 西瓜，却热

得差不多——出锅撒把葱花”。而在央视的主播

台上，则换成了这样：“别问我为什么不笑，一

本正经播报，这是电视人的心声，不是段子搞

笑”……如果说这两年有播音员“出圈”的，

播音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