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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类节目中女性主持人的话语形象呈现

—— 以凤凰卫视、TVB 为例

王治平

深圳大学艺术学部　广东深圳　518060

摘　要：广播电视媒体的出现让受众对于信息的接收得到不同维度的改善和提升，电视节目中主持人的话语传递和个人形象，

曾一度引导着受众对于信息的选择性接收。通过对较为典型的女性主持人节目及其内容、主持人的个性、共性、时间跨度、

影响力等因素进行案例研究筛选。最终选择由 TVB 制作的《最佳男主角》；凤凰卫视出品的《鲁豫有约》两档访谈节目为

切入点，对女性主持人话语形象的呈现做出概述，解读女性主持人在电视节目中的独特作用及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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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媒体不仅是文化传播的重要

载体，更是社会话语权力的构建工具。主持人作为媒体的代

表，其话语形象直接影响着观众的认知与理解，并在无形中

构建着社会的性别话语权结构。女性主持人由于其性别特殊

性，不仅在性别表现上有独特的视角，而且在跨文化传播中

也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对访谈类节目中典型女

性主持人进行案例研究，分析她们的话语风格及其独特的社

会影响力。探索女性主持人在电视访谈中的话语形象呈现，

以及她们在社会认知中塑造的重要角色。

1. 话语形象与女性社会角色概述

话语形象是当下主持人整体呈现较为完整的描述，在

他者视角分析女性主持人话语形象不光要看到其语言表达，

还需看到其传媒影响力的扩大。

“话语形象，不是话语本身，但又不能脱离话语。话

语形象指话语的发出者通过一定的话语策略和技巧，将客观

世界中的事物通过语言、副语言等综合手段表现出来了，一

定程度上既体现了客观事物的原貌，也反映了话语发出者自

身的能力、素养、特征等，是话语经发出者传播后，抵达受

传者，并作用于受传者意识的一种形态。”[1] 当话语放入到

主持人范畴，则体现为一种“职业话语”形态，主持人话语

形象在职业范畴的要求下，更具相对规范性，作为一种动态

的融合产物展现给受众。从而以不同角度对话社会各阶层人

群，影响受众的个人选择及思考。

1980 年中央电视台出品的《观察与思考》，标志着我

国广播电视媒体节目主持人的诞生。节目主持人到主持人节

目的过渡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中，主持人的价值感和内涵将赋

予电视节目更多的收视率和意义。“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代

表以及媒介与受众间信息传受重要的人际链接符码 , 电视播

音员主持人始终处于信息传递的话语中心地位 , 担当着引导

和满足受众审美的重要职责。”[2] 完全以内容取胜的时代正

在快速进行过渡融合。主持人在节目中的“话语权”比重更

高，节目也往往会因为主持人的个人魅力和风格赢得大众的

喜爱。

从受众角度而言，访谈类节目中留给观众深刻印象的

更多为女性主持人。她们自带或被赋予感性、有爱、理解、

细致、舒适等标签。在当下两性性别视域下，社会强调男性

与女性和合作模式以及平等话语权。在新闻主播台上我们可

以看到男女播音员固定搭配的场景，但在行业领域中一般称

男播音员为“主播”，女播音员为“副播”。正副的解读中，

女性的社会角色仍会出现比较和高低。这些情况可深入至女

性本身的历史社会角色和功能。也正是因为所谓的性别比较

和比重问题，造就了更好的女性形象，并让女性在行业领域

展现女性话语和行为的魅力。

中国传媒大学张若琳教授关于民国女播音员及女性解

放的研究中写道“播音员成为“新星”的节点恰与我国妇女

解放思潮的崛起相交叠。在女性开始觉醒的时代背景下，明

星女播音员以其公开、瞩目的一举一动吸引并带领着女性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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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自身的解放。”[3] 民国时期女性播音员开启中国社会女性

的解放认知和自我认同并在不断实践中佐证了女性在广播

电视行业发挥的作用。所谓的过时的“男权社会”形容中，

女性的社会作用仅存在于传统的庸俗中，当女性寻求自我解

放的萌发逐露时，社会视角会给予女性更多的关注和解读。

从访谈类节目兴起时，男性主持人就独霸荧屏，但受

众的潜意识印象里会对女性主持人有更多的记忆，不光是视

觉审美的差异需要同时还有女性在社会层面中对于生活的

敏感以及性别话语的解放。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性

别思维的差异，当下广播电视行业女性主持人能与男性主持

人并驾齐驱共同竞争。同时访谈类节目也是一档不断发展的

节目，随着社会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女性主持有了更多发挥

自我表达意识、表现独立和个性、自由选择角色、实现自我

价值发展的机会；随着媒体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观众需求日

益多样化，访谈类栏目也需要有更多像女性主持这样的人才

出现。

2. 访谈类节目中女性主持人话语形象案例对比

凤凰卫视与TVB作为两家具有代表性的电视媒体平台，

其访谈类节目长期以来备受观众关注。两家平台推出的访谈

节目无论是在内容设计、主持人风格还是社会影响力方面，

都各有千秋。TVB 自 1967 年成立以来，推出了一系列经典

的访谈节目，包括《星夜倾情》、《掌声背后》以及《最佳

男主角》等，这些节目不仅带有强烈的地方文化特色，还

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话语风格。而凤凰卫视自

1996 年成立以来，制作了《杨澜工作室》、《鲁豫有约》

等高质量的访谈节目，塑造了独具一格的品牌形象。

2.1 鲁豫的女性话语形象

1996 年，鲁豫离开央视加盟凤凰卫视主持多档热点节

目和重大新闻节目。2001 年凤凰卫视推出为鲁豫量身打造

的电视谈话类节目《鲁豫有约》。鲁豫以新颖的见证角度和

平等谈话态度得到到两岸三地的持续关注，成为凤凰卫视独

特的品牌。2005 年节目播出平台从凤凰卫视中文台扩大到

国内省级电视台，内地观众对此节目的关注度大大增加。节

目的发展虽历经波澜，但一直坚持鲁豫的个人访谈风格内容

不断扩充融合，播出至今仍好评不断。成为业界访谈类节目

不可忽略的显性符号，也成为一代人对于电视的回忆。

鲁豫在节目中展现出知性女性形象。节目从传统“一

问一答”会话结构拓展为“一问多答”。访谈类节目的内容

支撑在于嘉宾与主持人的高度互动交流。随着节目的发展，

鲁豫的话语也有着阶段性的形象展现。“在节目初期，嘉宾

主要为革命后代、典型文化人物。在访谈中鲁豫的话语被称

为“高端谈话”在谈话中以女性本有的亲切之感作为开端，

对于文化属性较强的谈话中，更愿融入个人思考进行阐述和

提问。”[4] 展现知性女性形象的同时突出女性文化素养。在

节目发展中期，节目向文娱性发展。由“文化谈话”转变为

更能被大众所关注的“娱乐谈话”，邀请嘉宾更多以娱乐明

星及社会热点主人公为主进行访谈。这个时期的鲁豫话语中

体现出记者思考，表达也更加开放。生活百态的细微变化都

能成为访谈中的亮点。鲁豫以倾听视角为主，在访谈提问中

以受众视角为出发点，语言直接略带犀利。节目中后期，节

目打造温情路线，内容凸出社会人文关怀从而展现主持人女

性视角的理解和细致。这个时期的鲁豫将女性的感性发挥到

了极致，语态更加平等，表达中的辞藻更易理解。

2.2 黎芷珊的女性话语形象

《最佳男主角》是由资深娱乐新闻女主播黎芷珊主理的

TVB 星级付费清谈节目，于 2012 年正式开播。节目每一期

都会邀请娱乐圈独当一面的男演员对话，其大胆的内容提问

和营造的挚友式聊天氛围让这档访谈类节目成为当年访谈

类节目收视冠军。从受众视角的好奇出发凭借自身对于娱乐

新闻的明锐度和挚友式聊天氛围，嘉宾们都会打自主的开心

扉畅所欲言，展现鲜为人知的一面，成为了娱乐新闻的重要

素材库。同时因其内容的独家性也获得了内地观众的喜爱。

主持人黎芷珊由 80 年代儿童主持人天真活泼的话语风

格转变为当下无畏的女性形象，曾作为娱乐新闻记者数年，

对于明星娱乐新闻铭感度较高。在节目《最佳男主角》中，

谈话模式完全处在两性谈话磁场之下，家庭式娱乐访问让黎

芷珊在主持人发展中再获成功。黎芷珊在节目中更多以同性

身份在男性视角进行疯狂发问。相对于鲁豫来说黎芷珊更为

大胆，语言和问提也更言必有中，与嘉宾几乎没有距离感。

在她的话语呈现下接地气、出乎意料皆为常态。谈话轻松、

言语家常化是观众对于她的评价，也有部分受众对于黎芷珊

的风格存在不同意见，认为大胆的话语让女性形象受到一定

的冲击。尽管如此黎芷珊仍将朴质、果敢的新女性形象展现

得淋漓精致，成为许多女性的新偶像。

女性主持人在与受访者“他者”对话过程中会以身体

和情感作为媒介来呈现语言、符号和象征等，并把这些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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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语言符号或象征呈现出来，通过话语来呈现她们所建构

起来的“她世界”形象。从观众对于明星艺人的印象来看，

黎芷珊是一个能够让女性感受到力量和勇气的优秀主持人，

而鲁豫则是相对较为传统喜爱的主持人形象代言人。在这两个

主持人的话语呈现下，大众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发生了改变，

对于女性有了更加客观、全面、立体的认识。鲁豫话语风格的

变化体现了女性形象从传统单一走向多元丰富；在受众与主持

人之间形成双向选择，话语呈现也更加平等、平权的样态；不

同时期话语风格对于女性群体都具有引导，黎芷珊在不断变化

创新下对当下主持人语言的发展具有积极风向。

3. 女性主持人话语形象的社会影响

“社会对女性的关注与关怀及女性自身的追求与进步 ,

日益体现出女性的个体意识 , 社会对女性的关注则是个体意

识张扬后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 折射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作为社会公众人物，女性主持人的形象塑造和角色定位不是

她自己随意而为的，有很多因素要考虑在内。由于大众媒介

对公众有很强的影响力，主持人很容易受大众瞩目。”[5]

女性主持人的话语形象为当下女性树立了良好的社会

形象。“形象”一词指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

态或姿态。主持人通过语言的表达以及整体形象展现完整的

话语形象。在此话语形象在大众传播者也可看做是“媒介形

象”。““媒介形象”是个人或社会组织在信息采集、加工、

传播过程中对人或事物的认知信息的总和。”[7] 媒介形象赋

予话语形象更多的传播可能，女性主持人在荧幕上完美的形

象以及高深的话语一度成为社会女性的偶像，作为电视媒介

的代言人 , 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形象直接影响着电视节目的效

果。除上述分析的两位主持人以外，例如央视主持人董卿、

周涛，原央视主持人杨澜等主持人都向社会展现更有意义更

有价值的女性形象。她们往往扮演着意见领袖，常代表着典

雅、得体、感性，潜意识激励着女性的个人意识发展。当下

的社会发展女性已不再是附属的存在，在男性构建的社会中

女性一直被审视。在不断地审视与被审视下，女性的个人价

值在男性视角的认可也越来越高。不光是女性视角的鼓动，

当下男性对于这样的女性形象也有着倾慕。随着大众审美的

多元化，例如马凡舒这样的新一代女性主持人代表着更青

春的形象，对当下青年女性群体有着向好的引导。女性主持

人话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通话语传递社会的主流价值

和舆论导向。对于受众来说，她们所树立的女性形象将会带

来连锁性反映，受众会在特定场域联想她们所树立的女性风

貌，将会成为受众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动力。

虽以女性角度分析主持人话语，但在两性社会中，异性之间

的形象树立也将会引导彼此的观念发展。

结语：综上，女性主持人在话语形象的构建中扮演着

多重角色，其话语不仅反映了个人风格和媒体形象，更折射

出社会性别意识的变迁与媒体话语权力的分配。在“受访者”

与“访者”的过程中，女性主持人展现一个满是光辉，以女

性为主体的交流场域。从访谈类节目女性主持人看到不同女

性作为传播者所展现出来的整体美及价值形象。当下女性主

持人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高。对于电视行业来说，女性主持

人填补了男性主持人思维的空白，带来了更加感性和更具色

彩的话语形象。在社会层面上，女性主持人良好的话语形象

潜移默化的引导者女性群体的向好发展和自我意识觉醒。为

女性树立了较好的典型。话语形象的呈现影响着受众的思考

和选择，未来主持人的发展需更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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