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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技术视域下新闻评论的语言风格研究
杨春辉

（青岛黄海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摘要：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影响到新闻评论的生产方式。新闻评论是一种舆论导向性、行业指导性很强的新闻体裁，是矫正

导向的重要载体。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新的媒介传播形式层出不穷，新闻评论表达也因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媒介技术

手段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主要从新闻评论中各媒体平台新闻评论表达风格的特点以及媒介技术视域下新闻评论表达未来的

发展趋势出发，探究不同媒介技术对新闻评论表达的不同影响。新闻评论的表达风格因新闻性质、评论主体、时代环境等方面的不同，

其风格各异。本文所研究的新闻评论的表达风格，主要从语言方面研究各平台评论在作品形式上的反映。媒介技术的不同导致每一个新

闻媒介的评论语言不同，导致新闻评论的语言风格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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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纸新闻评论的语言风格

在传统媒体当中，报纸作为一种纸质媒介，以文字为载体表

达观点、意见，表达形式相对单一。在报纸表达技术手段的发展

进程中，文字符号和图片、漫画的融合为报纸评论增加视觉冲击

力。从语言系统的角度来看，报纸新闻评论是以文字为主，漫画、

图片为辅构成的语言系统。其评论语言的构成要素较为单一，要

发挥文字语言在深度上的优势，深度挖掘、分析和评论新闻事件，

透过新闻表象揭示事物本质。读图时代，新闻图片以及漫画也成

为报纸评论的一种表达方式，通过给受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引发

对新闻事件的思索。

报纸新闻评论的语言表达体现在对文字的推敲上。从语言学

的角度来看，报纸评论主体在表达观点时，在用词上多用动词、

名词、副词。其中，动词使用最频繁，其意思表达往往较为明确。

例如，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枕戈待旦，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

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牢压实扣紧

防汛抗旱工作责任链条，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

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各项工作。”“坚守”“立

足”“抓好”等动词的使用使得评论主体的态度表达非常明确，“防

大汛、抗大旱”这句话中，动词和副词的搭配上表达准确，并且

对于副词的修饰坚定有力，也使得这篇评论的结尾能够更加明确、

清晰地表达作者的观点和态度，让受众能够清楚的了解段落主旨。

报纸评论的语言修辞特点是逻辑性较强、见解独到，同时表

达方式讲究辞章、文采要好，能把事物的本质或深刻的道理讲得

通俗易懂、明显畅快。因此，报纸评论语言中多出现比喻、比较、

联想等修辞手法，进行说理、表达观点，最终达到说服并感染受

众的目的，用形象化的语言说理，传达出深层次的道理。

二、广播新闻评论的语言风格

广播评论以声音为媒介传递信息，其语言相较于报纸评论的

文字语言，其最大的区别在于语言的有声传播。广播评论的有声

语言具有文字评论的引导性、示范性以及通俗性的特征，同时也

具有一定的口语化、通俗化的色彩。广播媒介自身的特性，使得

广播评论的语言表达更具亲切感。广播评论在传递信息、引导舆

论时，需要给予受众精神、情感上的交流。

广播评论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名词、动词。广播评论大多采用

述评的方式，在对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进行客观描述时，采用名词、

动词较多。例如，在 2021 年 11 月揭晓的第 31 届中国新闻奖获奖

作品中，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这里是黑龙江》节目播发的广播评

论《守住农业“芯片”，端牢中国饭碗》获得一等奖。这篇评论

运用广播采访、录音报道的方式，在这过程中大量的使用了人物、

事物以及概念名称的名词性词语。在针对新闻中的大批洋种子渗

透到我国田间地头的问题进行评论时，选择了高校院长、种业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农科院副院长、农民等不同的具有代表性和

权威性的人物进行“夹叙夹议”式的评论。当然，大量动词的使

用也让论点更鲜明。例如，“种业自主创新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掌

控种源，培育优良品种。这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也需要完善制

度，从政策与资金上加以长期扶持。”句中的“掌控”“培育”“加

强”“扶持”等动词性词语的使用，在极力呼吁大家建设自己的

种子库，加大自主知识产权种子的比例。从情感的角度来看，在

对依赖国外种子的事表示否定的同时，也满足了受众的情感需求、

满足人民夙愿。

在修辞层面上，以声音符号为主的广播评论，主要是传播意

见性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主要从评论的论题和论点入手，引起

受众对评论的关注，进而分析事件、表明观点。第 29 届中国新闻

奖获奖作品广播评论《英烈之名 不容污蔑》中，大量使用反问、

设问的修辞手法。例如，“英烈是什么？是‘拿出自己的生命去

殉我们的事业’的人”，这句话采用设问的修辞手段，自问自答，

目的是引发受众对于英烈这一定义的注意及深思，继而引出论题，

思辨性很强。同时，反问句在广播评论中的使用，也使得论述的

观点更加强劲有力。例如，“他们拥有最可爱、最无私、最宝贵

的品质，他们是国家的脊梁，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对他们肃然起

敬？”。运用反问的方式，通过疑问的语气加强肯定，表明我们

应当尊敬英烈的观点及坚定的态度。用反问的方式点明论题，引

起受众的关注，反问是无疑而问，评论中所渗透出的强烈的情感，

强调敬仰英烈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三、电视新闻评论的语言风格

电视新闻评论借助音、视频传递信息，是诉诸视觉和听觉的

传播方式。电视评论主要以图像符号和声音符号为主，将声音、

画面和字幕融合运用，既运用了报纸中诉诸视觉的文字符号，又

运用了广播中诉诸听觉的声音符号，同时还运用视频技术所独有

的图像符号展现场景、人物活动、事物等。电视评论是以视频技

术为主、其他技术为辅，综合运用多种符号，为受众呈现可视可

听可读的新闻评论。在一项研究结果中显示，综合运用多种视听

符号与使用其中一种符号传递信息，受众所产生的记忆效果大不

相同。电视评论表达技术的最大特点是声画兼备、视听结合。在

评论节目中，利用丰富的画面语言和有声语言刺激受众的视觉和

听觉，将评论信息具体、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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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新闻评论综合运用文字符号、声音符号和图像符号等多

种传播手段，将“视”和“听”有机结合起来。电视评论的语言

表达有诉诸视觉的屏幕文字，也有诉诸听觉的论述性语言。本文

将从诉诸受众听觉的有声语言出发，探究电视评论在语言表达的

用词及修辞上的特点。

电视评论相较于报纸和广播评论受众面广，评论主体采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表达观点和看法，进而感染和说服受众。因此，在

电视评论语言表达的用词上，语气助词使用频率较高。

电视评论通过画面展现新闻事件的发展变化，在对受众产生

强烈的视觉冲击的同时，也会提高新闻评论的质量，有利于深度

评论的形成。在电视评论中往往会通过提出问题、追问问题、解

决问题的方式，体现评论的深度。而提问问题往往会使用疑问、

反问和设问的语气，同时也使用了隐喻的修辞手法。运用反问的

修辞方法，以问引题，针对极具重要性的老年人疫苗短板问题怎

么处理，引起了受众的关注。

四、微信新闻评论的语言风格

在媒介技术的发展进程中，新媒体平台融合文字、音频、视频、

动漫、表情等多种技术符号传播信息。在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下，

央视官方媒体也充分调动人力、财力，构建自己的微信、微博账

号以及客户端等入驻新媒体平台。从技术的角度出发，微信评论

可以运用多种技术符号，通过不同技术符号的组合应用，展现出

形态多样的微信评论形式。微信评论不同于传统媒体中的报纸、

广播、电视等评论以某一种技术为主的技术表达手段，而是综合

运用多种技术符号，实现技术符号的平等化。主流媒体当中“人

民日报评论”“新京报评论”以及“新华社”等微信公众号平台，

通常将口播语音信息、独家视频资料、图片素材等技术符号全部

呈现。微信新闻评论充分发挥其媒介技术优势，组合多种符号发

表评论，体现媒介技术符号的平等化，也呈现出图文声画、形态

丰富的微信评论形式。

微信新闻评论依托互联网这一媒介进行传递信息，突破了报

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技术的限制，其技术优势在于集合了

文字、声音和图像符号，使得微信新闻评论的内容不仅图文并茂，

而且视听共赏。这也使得微信新闻评论具有开放性强、观点多元

以及参与性强等优势。微信新闻评论语言多样，在语言表达的用

词方面也具有网络媒介的技术特点，其中网络流行语被大量采用。

同时，微信新闻评论的用词更口语化、通俗化、网络化，表

达更加风趣幽默。在微信新闻评论中经常出现引用的修辞手法，

多引用古语、俗语、网络流行语、或专家学者的话语，或引用他

人的语言，进一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在巧妙的引用经典论

述的同时，也将评论主体的思想寓于鲜活犀利的评论当中，更容

易引发大众的共鸣，增强文章的可读性。

五、媒介融合下新闻评论的发展趋势和语言特性

在媒介技术的相互融合渗透、影响之下，新闻评论中的媒体、

技术、评论主体等呈现出多方位融合的发展趋势。首先体现在技

术统合，实现了优势互补。传统媒介技术下的新闻评论，其技术

符号是单一的。而新媒介技术下的新闻评论所使用的媒介技术是

多元的。传统媒介中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平台，利用新媒介

传播快、覆盖广的优势快速拓展新闻评论传播的新空间，实现媒

介技术的融合。在媒介技术融合的情况下，媒介技术的优势得到

最大的发挥，也实现了技术上的优势互补。

其次是媒体融合，着力全媒体传播。媒体融合是传媒行业的

“风向标”。2019 年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中提出，“从被动融

合到主动作为”是现阶段我国媒体融合所呈现四大鲜明新特征之

一。我国媒体的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媒体融合正从技术、服务

和制度等方面部署，从多方面推动媒体融合的理念。通过打造“中

央厨房”式媒体矩阵，实现资源共享，借助多媒体全方位、立体

化呈现新闻评论信息。在全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针对不同

的受众群体，实现新闻评论信息针对性较强的传播布局。

再次，在主体层面上表现出主体融合和多元化的新闻视角。

在新媒介技术环境下，新闻评论逐渐呈现出开放式的评论形式，

评论主体的角色也在发生改变。以往的新闻评论主体大都是职业

新闻评论工作者，缺乏与受众的互动交流。如今普通受众也成为

新闻评论主体，观点更加多元。借助媒介技术的发展，不同身份

的评论主体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联合搭建的平台上发表意见和观

点，呈现出职业新闻评论工作者和网友评论相结合的特点。评论

主体的融合，使得评论的视角更加丰富，不同主体的表达视角所

呈现出来的内容也更加趋向于多元化，从而为受众提供了多层次

多视角的评论内容。

最后，在传播上体现出评论融合和全方位立体传播的特性。

媒介技术的发展，促使新闻评论向着立体化、多元化的方向转变。

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节目可以吸纳多媒体的新闻评论角度，促使

新闻评论的信息在传播和解读方面得到最大化的效应。新媒体可

以通过转发传统媒体新闻评论的方式，把对同一个新闻事件的评

论放在一起，打造多元化的新闻评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传

统媒介技术下的新闻评论属于单向的线性传播模式，而新媒介技

术视域下的新闻评论依托新媒介的技术特点实现了评论信息传播

的双向互动，新闻评论的表达主体也可以互相转换，没有明确的

界限。在媒介技术融合背景下，受众从被动接受实现了主动的选择，

体现出全方位立体传播的特性。

六、结语

在媒介环境多元化的今天，不同媒介技术所呈现出的新闻评

论表达形式各不相同。媒介技术下的新闻评论表达受到技术的约

束，技术将直接影响新闻评论的传播渠道、表达主体、表达风格

等。本文通过对新闻评论表达的表义符号进行技术分类，比较研

究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新闻评论表达在技术手段上的特点。媒介技

术视域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新闻评论的表达主体最大的差异在

于一元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其表达风格也受到技术的影响。报纸、

广播、电视以及微信等不同媒介的新闻评论在发展过程中，呈现

出媒介资源整合传播的趋势。通过整合媒介资源，推动媒介技术、

表达主体、评论的融合发展。虽然新闻评论表达的媒介技术不同，

但各媒体发表新闻评论信息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引导社会

舆论，力求新闻评论信息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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