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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语言中非言语修辞的运用原则

李贤斌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２）

〔摘　要〕　传媒语言属于广义语言，包括在传播过程中使用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本文认为传媒语
言中存在言语修辞和非言语修辞，后者指恰切使用非言语的形式，以增强传播效果、达到传播目的的方式

方法。在传媒语言中非言语修辞运用要遵循诚信原则、适应原则和和谐原则，以求达到最佳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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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信息符号系
统，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可以通过语

言进行传播和思维。在传播的过程中，语言作为

一种符号，可以产生和表达意义，意义的产生与

传播情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广义的语言，

它所涉及的范围更大，广泛存在于各种传播活动

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媒介传播中。传媒

语言属于广义语言的范畴，主要是指报纸、广播、

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中用来表达意义的各种符

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作为一种符

号系统，它们都是使用某一符号来代表其他事

物，都是传情达意的重要手段。

在《修辞学发凡》中，陈望道先生谈到了修

辞和语辞使用的“三境界”：
［１］
记述的境界，以记

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表现的境界，以表现生活

的体验为目的；糅合的境界，是前两者糅合所成

的一种语辞。不管是记述事物条理，还是表现生

活体验，都需要修辞主体在表达的时候做到真

实、准确、流畅和恰切。在《汉语修辞学》中，黎

运汉、盛永生认为，修辞的表达原则是立诚、切旨

和适境；修辞的接受原则是依据表达主体的话语

文章和充分利用语境因素。
［２］
毫无疑问，修辞的

表达和接受都需要态度真诚、内容真实，要适应

题旨，还要适应不同的语境。

借鉴汉语修辞的原则，结合传媒语言自身的

特点，按照信息传播真实、客观、全面的要求，我

们认为，在传媒语言中非言语修辞运用要遵循诚

信原则、适应原则和和谐原则。

一、诚信原则

在大众传播领域，我们使用非言语修辞的时

候也要严格遵循语言运用的诚信原则。说具体

一点就是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要讲究诚信。

从内容上来看，诚信要求传播内容真实可

靠。真实可靠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主观和客观两

个方面：主观上传播者的思想情感立场倾向等一

般情况下应该是真实得、鲜明的，而不应该是虚

假的或隐瞒的；客观上传播者的实践所涉及的相

关信息在一般情况下也应该是真实的，而不能提

供虚假的信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传播

者在使用非言语修辞的时候却违背了这一原则。

有记者为了使新闻造成轰动效应，达到传播效

果，不惜去制造假新闻、假图片；有时候为了说明

自己的观点，不惜去制造假数据和假音响。如

２００８年初，原《大庆晚报》摄影记者刘为强的摄
影作品《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获

得《影响 ２００６·ＣＣＴＶ图片新闻年度评选》铜
奖，该新闻图片是想用来说明修建青藏铁路没有

对可可西里造成生态破坏。但是遗憾的是这张

照片是通过技术手段合成的。随后他的获奖资

格被宣布取消，自己也宣布辞去公职，带着“刘

羚羊”这个绰号，他的摄影记者生涯也许就此画

上句点。因为一张造假新闻照片被国内五大新

闻图片网站封杀，继被报社解聘后再遇严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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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因照片造假被业界封杀的第一人。

对统计数据的造假那更是比比皆是。２００９
年７月８日，中国教育部相关官员说截至７月１
日已有４１５万高校毕业生落实去向，与去年同期
相比就业人数增加４４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达到６８％，同比基本持平。然而，有应届大学毕
业生在网上发帖称，自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突然就业了，就业协议书上赫然是一个从没听说

过的公司名称和该公司的公章。他“太兴奋

了”，发帖庆祝自己“被就业”。还有多所高校的

毕业生在网上发帖，交流“被就业”的经历和感

受。除了“被瞒着就业”，部分高校的毕业生甚

至“被要求就业”，即学校要求没就业的毕业生

自己随便找个章盖在协议书上证明自己就业。

在２１世纪的中国，一系列具有同样构成方法的
新词在互联网上广为流行。中国网民在“捐

款”、“就业”、“代表”等不及物动词或者形容词

前加上“被”字，此种语法看似荒谬，却也恰恰以

此嘲弄了“‘被’时代”的荒谬。同时也反映出了

社会诚信在某些方面的缺失。

从形式上来看，诚信要求传播方式真切可

鉴。真切可鉴是指通过切实可行的传播方式表

达真实可靠的内容，两者达到高度完美的统一。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我们在进行新闻传播的过

程中，不能过多地去追求形式上的东西。以电影

为例，目前国内很多电影只是过度追求画面的华

丽，忽视了对内容的创新，结果总是看到宣传很

热闹，反响却很一般甚至是遭到观众唾骂。这种

情况的出现是过度追求形式的结果。在新闻报

道中也是如此，我们在报道一个新闻事件的时

候，应该依据新闻事件的特点来选择非言语修

辞，当用则用，不当用则不用。不要一味在那里

堆砌，否则会适得其反。

传播效果是衡量传播者的实践成败的标杆，

没有传播效果的传播实践是不成功的。俗话说，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有内容和形式统一

了，传播效果才会真确可感，传播者的“诚信”才

能够感动他人。

二、适应原则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谈到，修辞

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他所说的实际上是

修辞的基本原则。同时，他也指出了“题旨情

境”的具体内容包括“六何”，即“何故”、“何

事”、“何人”、“何地”、“何事”、“何为”。在这六

何中，“何故”、“何事”属于“题旨”的内容，“何

人”、“何地”、“何事”、“何为”属于“情境”的内

容。

语言运用是在说写者（言语表达者）和听读

者（言语接受者）互相适应的一种状态下进行并

获得成功的。适应原则包括：

适应不同的对象。对象不同，非言语修辞的

使用也不一样。新闻报道的传播对象是存在差

别的。有的面向小孩，有的面向老人，有的面向

年轻人；有的面向妇女，有的面向男人等。不同

的传播对象可以选择不同的非言语手段进行传

播。如，对小孩子可以采用动漫和图片的方式，

形象直观；对年轻人，可以采用生动活泼的方式。

适应一定的时机。对非言语修辞的使用，并

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合适。如浙江卫视有一期晚

间新闻报道记者帮人寻亲，初衷是值得赞扬的，

最后经过多方努力，寻亲不得，大家十分感伤。

然而在新闻即将结束的时候却响起了孙楠的歌

曲《你快回来》。整个新闻显得虎头蛇尾，令人

大煞风景。这是对音乐的运用不合理造成的。

当然合理使用音乐的节目也有很多。如在《艺

术人生》的一期节目里，朱军采访成龙，整个节

目制作播出的过程中，一直以《真心英雄》作为

背景音乐。这样做就显得很合适，因为这首歌曲

的原唱是成龙、周华健、李宗盛、黄耀明四人。同

时成龙在影视界一直都是以功夫明星的身份出

现，也切合英雄的称号。

适应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场合对非言语修

辞的使用各不相同。如前所述，国家遇到地震灾

害，各大报纸、网站、电台、电视台都采用黑白色

来播报新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用大红大紫

就显得不协调。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服饰也会

随着场合的不同也会有所变化。记者如果去采

访一位政府官员，穿着上越正式越好；如果去农

村采访，那么最好穿着朴素，这样易于开展采访。

适应不同的心理。在使用非言语修辞的过

程中，我们还要注意到受众的心理状态。以电视

节目为例，现在观众参与类的节目越来越多。有

的观众参与节目的时候显得很紧张，在这种情况

下，主持人就要注意营造节目氛围，崔永元称之

为“热场”，即用一定的时间同观众沟通，让观众

感受到他与主持人的平等。还可以采用穿插游

戏、播放背景资料和背景音乐等方式来营造氛

围，促进节目有效开展。特别是在一些谈话类节

目中，节目主持人应该有个平民化的形象定位，

还要从倾诉者向倾听者转变。

适应时代、地域。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

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黄遵宪认为“我手写

我口，古岂能拘牵”。他们都在强调作文要与时

代同步，不能脱离时代。非言语修辞要具有时代

特点。以电视为例，黑白电视机时代，我们只能

看到黑白两色，毫无美感可言。彩色电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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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的是色彩斑斓的世界。因此，以黑白色

为背景的节目体现出了一种历史感，彩色体现的

是一种现代感。如央视的老故事频道，经常会播

出一些黑白胶卷拍摄的节目，体现了频道特点。

在非言语修辞中，地域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尤其

是在跨文化传播中。以态势语为例，在美国，大

拇指与食指交叉成圆，其他手指伸开，表示

“ＯＫ”；在日本这个手势指钱；在阿拉伯国家，这
种手势常伴随着咬牙的动作，表示深恶痛绝；在

墨西哥和德国，它有猥亵的含义；在突尼斯意味

着“我杀了你”。

适应题旨。如前文所述，非言语修辞大多调

动了视觉和听觉诸多方面的手段。对这些手段

的运用一定要注意适应题旨，即所要传播的内

容。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我们使用的图片再

多，音乐音响再丰富，光影色彩再鲜明，如果不能

够适应题旨，它们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反之，它

们将会使传播内容增色，传播效果增强，必然会

赢得受众的认同。

三、和谐原则

冯广艺先生认为，“语言和谐是人类社会发

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基本要求之一。语言和

谐是人际交往的前提，是语用者追求的最高境

界，研究语言和谐问题是语言工作者神圣的使

命。”
［３］
在非言语修辞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

意各种非言语因素的和谐问题。和谐原则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传播内容符合和谐社会

的要求，二是传播形式上各种符号组合和谐美

观。

内容上的和谐主要体现在多传播一些反映

社会生活中真善美的东西，多报道一些有助于彰

显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内容，多宣传一些弘扬主旋

律的事情。当然，对有违和谐的一些不良现象也

要进行揭露。

形式上的和谐表现范围很广。如在报纸中，

报纸的版面编排要求对称均衡，讲究比例和节

奏，版面与版面要进行合理配置，版面色彩要运

用合理，图片也要合理安排。在广播中，对语音

的准确把握，在传播过程中是否做到了音节匀

称、平仄相配和韵律和谐；对词汇的使用是否得

当，对语法的使用是否规范，表达的是否通畅。

在电视中，电视画面构图时，画内主体、陪体、环

境要和谐均衡；声音与画面的组合是否统一、恰

当、流畅，切忌出现声画两张皮的情况；界面人物

与所主持的节目风格是否浑然一体。如在２００８
年央视的主播们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先是海霞

在其主播的关于淮河洪涝灾害的专题节目中，形

容受灾群众是“带着过年的心情”；接着，段暄在

主持直播节目《天下足球》时，不小心露出了膝

盖；紧接着，主播贺红梅又在《晚间新闻》节目

中，出现了补妆的镜头；最后，央视早间新闻栏目

《朝闻天下》女主播文静在镜头前打哈欠，被网

友上传引起热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主播们

的失误之所以被人们热议、批评或是指责，是因

为他们的行为与节目播出不和谐，影响到了节目

的传播效果。还有色彩的运用，在电视中，通过

对色彩的控制和调节，改变景物影像的色彩与组

合关系，通过镜头间的色调组接和色彩变化，使

流动的色彩与画面内容、节目情节相得益彰，和

谐统一，增强电视节目的表现力。

我们只有在传播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各种传

播符号的特点，从内容和形式上合理地去调配它

们，使它们和谐共存，相互补充，才能达到最佳传

播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传媒语言中我

们遵循的这三种原则传播意图明显，诚信是为了

内容真实，适应是为了便于传播，和谐是为了表

达通畅。只有遵循这些原则，非言语的形式才能

达到最佳的修辞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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