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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记者型主持人传播方式转型的特点 
——以《新闻调查》为例 

◆翟  瀚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与传播硕士口语传播实务方向  北京市朝阳区  100023） 

 
摘要：在电视新闻节目如火如荼的发展时代中，《新闻调查》必然是中国

新闻评论类节目中的一枚瑰宝。2016 年《新闻调查》节目播出 20 周年，

二十年中，《新闻调查》从摸爬滚打到领军旗帜的变化中打造了中国特色

的新闻节目风格。搭载节目的中心环节的记者型主持人也在不断地发展

变化，在角色设置、职能定位、话语风格、信息传播模式与节目生产中

都表现出了强大的节目生命力。从《新闻调查》中看记者型主持人的传

播方式转型的特点能够更好地指导当代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方向和节目

定位，使新闻节目变得多元化、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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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大陆记者型主持人发展嬗变 
中国的电视新闻发展有很多经验都来自于以美国为主的发

达国家，对于电视新闻发展过程中，共性和个性都十分鲜明： 
共性在于两点。第一，文艺类主持人多出现在新闻主持人出

现之前，因为文艺节目内容十分零散，节目和节目之间需要串场
角色，所以文艺节目必然需要主持人的支撑，在中国也是如此；
第二，电视主持人脱胎于广播播音员之上，由于电视的出现具有
偶然性，电视主持人在当时更是需要填补的空洞，对于没有经验
的画面媒体的出现，只能用广播行业中的优秀人才上岗，从而达
到电视的平行发展。 

个性在于国情不同。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媒体要秉承党性原则，为中国共产党服务，
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所以记者作为国家的耳目喉舌在新闻
媒体中应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首要任务。在西方国家，过多
的经济利益会导致新闻有所偏薄，甚至会导致新闻失真。在我国，
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是新闻媒体的重要任务，我国电视新闻节目
以及记者型主持人的发展嬗变如下： 

1.北京电视台与《新闻联播》 
1958 年，北京电视台（现中央电视台）坐落首都之上。早

期的电视台每天都会有一个五分钟的《简明新闻》节目，不出
图像，只有口播的新闻节目，沈力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专职
电视播音员。六十年代的中国政治色彩过于浓重，节目单一化，
十分枯燥。有一段时间播音员的名字也是不允许出现在电视荧
幕上。 

1978 年 1 月 1 日，《新闻联播》开始播出，而作为第一个举
足轻重的电视新闻节目，节目时长只有 20 分钟，新闻的时效性
也相当差，有些新闻还处于配音阶段。 

2.电视新闻专题节目《观察与思考》的问世 
《新闻联播》节目所衍生的一系列的优秀的新闻节目带动了

中国大陆的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单纯的新
闻播报节目也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话语方式和节目要素上开始
发生变革。 

1980 年 7 月 12 日，“新闻述评类”节目《观察与思考》问
世，这档节目不定期播出，并且如同唐•休伊特一样，这个栏目
第一次出现了“新闻主持人”的字样。1988 年该节目开始改革，
改名为《观察思考》，从原来的不定期播出变成定期播出的新闻
节目，并且开始专注于调查性新闻报道。 

3.“电视新闻杂志”《东方时空》 
1993 年 5 月 1 日，《东方时空》问世，在这一时期，《东方

时空》已经较之以前的节目十分成熟，《东方时空》也创立了演
播室主持人和现场主持人连线的新模式，并且主持人作为节目核

心的角色定位，也潜移默化的有了定数。无论是新闻播报类节目，
还是新闻评论类节目，主持人无疑都肩负着节目的重要责任，在
后来的《新闻调查》中，主持人的个人魅力也渐渐凸显出来，白
岩松的睿智、柴静的机智都是节目的亮点。为以后的记者型主持
人以及更多的电视新闻节目都奉献了很优秀的样例。 

二、《新闻调查》中记者型主持人的发展转型 
从 1996 年《新闻调查》开播以来，节目中记者型主持人的

发展转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6-2000）为探索挖掘阶段。这一时期的记

者型主持人为董倩、长江等人，在当时社会大环境之下，新
闻背景多为主题性新闻素材为基准，例如国企改革、铁路改
革等等。 

第二阶段（2000-2002）为个性塑造阶段。这一时期的记者
型主持人同一阶段大体相同，节目风格出现了较大变化。开始追
求新闻背后的真相，降低记者姿态，在广大人民群众普遍难的问
题上下功夫。 

第三阶段（2003-至今）为定向成熟阶段。这一时期涌现了
一大批优秀记者型主持人，例如使《新闻调查》达到黄金高潮的
柴静。现在的《新闻调查》更加注重行业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作
用，在新时期下，对于反腐反贪问题的大量关注，带动着中央电
视台所有新闻节目的步伐。 

在《新闻调查》的转型过程中，记者型主持人和节目整体都
在进步发展，发展中有众多特点需要我们一一挖掘。 

三、《新闻调查》中记者型主持人传播方式转型的特点 
（一）职能定位多元化 
无论在中国的哪一社会时期中，大众媒介所承担的责任和功

能都是社会发展指向标的重要体现，早期电视发展对于主持人职
能定位 多也就是不播错，起到上传下达则是优秀主持人，但如
今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贯彻到各个媒体之上的今天，如何更好地
学习思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还能对受众负责，让节目好看、耐看，
更是一个每一个高阶节目所应该具备的能力。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正荣结合传播学各学派观点，将大众传
播的功能归结于四点，即传播信息、引导舆论、教育大众、提供
娱乐。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前三点可以说是记者型主持人的主要
职能定位。 

对于传播信息来说，主持人在节目中应以事实作为主要依
据，不能在新闻中有所偏颇。新闻评论上也应该亮明主要观点，
不能模棱两可。在《新闻 1+1》节目中，白岩松对于庆安枪击案
的犯罪嫌疑人描述为“大伯”，在追求新闻真实性的同时，却损
失了整体社会期待的倾向以及新闻评论的观点倾向，这种做法是
有待商榷的。 

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主持人的话语方式和节目风格会影响到
受众的态度转变。典型的例子就是柴静在进行“华南虎真假”新
闻中对于林业局宣传部部长（以下简称“林”）的采访，就明显
的表现出了舆论引导倾向。 

林：周正龙在面对野生动物的时候，他的举措能跟动物之间
达成交流。 

柴静：你是说周正龙有一种力量能使老虎镇定下来？ 
这里柴静找到了宣传部门领导的漏洞进行追问，采访的字里

行间表达着其实周正龙是不可能有力量和老虎进行交流，但是为
什么你会这么说的一种意义在其中，不仅对当时“打虎派”和“挺
虎派”的一种较真起到了重要作用，是用事实引导舆论的一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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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表现。 
（二）话语方式亲民化 
《新闻调查》作为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王牌节目，之所以

能在众多节目中脱颖而出，和其话语方式的亲民性有很大关系。
早期新闻节目话语方式死板，简单的播音和模式化的节目样式使
得节目很难立足。 

在《新闻调查》之“网瘾少年”专题节目中，对网瘾少年（以
下简称“网”）的一段采访就表现出了柴静（以下简称“柴”）作
为记者，话语方式的亲切和循循善诱的采访特点： 

柴：你之前接受过电击治疗吗？ 
网：接受过。 
柴：疼痛吗？ 
网：有一点疼，但不是很疼。 
柴：你能接受吗？ 
网：能接受。（网瘾少年面露难色） 
柴：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疼？ 
网：能让大脑清醒，能在内心深处思考问题。（脸部狰狞） 
柴：你觉得你是真的清醒了，还是因为害怕（再次接受电击）

而服从？ 
网：真正清醒了。（网瘾少年开始啜泣） 
柴：为什么哭呢？（哭特写） 
网：我没有。（网瘾少年咬紧嘴唇） 
柴：你在流眼泪啊。（同情） 
网：没有，我想待在这。（哭） 
这段采访可以说是整个节目的精髓所在，柴静在对于网瘾少

年时，十分冷静沉着。从而使得他可以对记者袒露心声。 
总的说来，记者型主持人做到话语方式亲切化的方式主要

有。一是站在采访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和采访对象平起平坐、
缓缓道来；二是要遵守媒介伦理，不应为了新闻效果而可以为难。
有很多不成熟的记者在面对采访对象时经常语气蛮横，反而采访
不到所需要的素材。 

四、新时期下记者型主持人发展前景 
1.内容采集技术化 
对于当代电视新闻制作班底来说，协同生产成为高效的新型

内容生产模式。在 2009 年中央电视台中国之声就采用了“板块+
轮盘”生产模式，一人采访全家享用。这种采访模式虽然会降低
独家新闻的价值量，但是在如今资源局限、新闻趋同的今天来看，
这种高度循环利用的新闻素材可以使得新闻节目有新的资源利
用率。早在英国广播电视台（BBC）的《一点新闻》、《六点新闻》、
《十点新闻》和 24 小时新闻频道共享一个新闻班底，循环利用
新闻资料。 

2.内容生产中心化、标准化 
以记者型主持人作为核心在某些程度上可能未必能够坚持

太久的时间，为了某条新闻的更优化呈现，部门和职责可以随
时转换，比如以为部门管理人员可以临时担任栏目主编，甚至
担任重大采访的记者、“客串”评论员，解决传统制作播出审核
等繁琐流程导致的低效率滞后问题。利用全开放式的办公环境，
提高新闻制作效益，记者型主持人不必一直担任主持，可随时
参与新闻内容生产和编辑，未尝不可是未来的新闻编辑室工作
模式。 

五、新时期下记者型主持人发展隐忧 
在调查性新闻报道环境中，记者型主持人面对如下隐忧问

题： 
1.信息深度隐忧 
主持人面多嘈杂的信息环境，冗余信息爆炸的时代，能否矫

正不良信息，筛选有益信息成为首要任务。面对错综复杂的新闻
事件，记者型主持人应该做到梳理节目脉络，不偏不倚，规划新
闻程序。 

2.舆论导向隐忧 
不同的新闻事件具有不同的新闻意义，对于国家政策层面的

新闻来说，主持人应当注意舆论导向，坚持以党、国家、人民的
利益为首。 

3.社会责任隐忧 
由于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互相发展，摩肩接踵之势十分明显，

过多的媒体争相报道第一手资源，会出现为了经济利益或是媒体
效益而出现假新闻的情况，更有在灾难发生之时不顾新闻当事人
的情绪提问一些让人心痛的问题的例子，所以记者型主持人应秉
承新闻职业道德，避免二次伤害，侵犯他人隐私。 

在整个记者型主持人发展中，与普通主持人相较，则面对着
如何把握新闻和播音主持创作艺术的权衡点。如何在主持新闻节
目的过程中，发挥播音主持的艺术性，则是记者型主持人面对的
重要问题。 

总而言之，在新媒体发展的今天，记者型主持人作为新闻行
业的先行军，势必会给整个电视新闻行业带来新的气息。犹如《新
闻调查》等节目的兴起，也势必会带动新新闻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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