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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魅力的张扬：电视新闻评论主持人风格发展趋向 

摘要：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的新闻传媒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尤其是近年来电

视新闻评论节目在社会转型期的崛起，满足了电视观众更多的资讯需求，也成就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评论主持

人，但大量同质节目的出现淹没了主持人的个性化风格，使观众产生了视觉疲劳，节目的收视率也一度低迷。但

凤凰卫视风格迥异、个性鲜明的新闻评论员的崛起，说明了主持人个性化魅力的张扬是节目成败的关键，也应是

未来电视新闻评论主持人主持风格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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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节节攀升，担负着社会舆论监督公器

职责的新闻事业也迈向了更深领域的发展。而作为新闻媒介核心内容的新闻评论，尤其是电视新闻评论，近几年

也以它后发制人的冲劲引领着电视媒介的舆论监督对人们的生活发挥着越来越深层次的影响，有鉴于此，对电视

新闻评论的主持人也提出了更多层次的要求。 

 

一．          电视新闻评论的崛起和发展 

 

众所周知，新闻评论在我们国内历来被称为是媒介的旗帜和灵魂，那么作为视听合一的电视新闻评论在电视

媒体中也处于同样举足轻重的位置。它既代表媒介的立场、态度、观点和声音，也代表公众的态度和声音。“电

视新闻评论不同于仅靠文字传播的报刊新闻评论，也不同于仅靠声音传播的广播新闻评论，而是综合运用画面、

音响、字幕解说等多种传播手段来对新闻或某一事件进行评论”。①所以它的观赏性和听觉性是大大优于前两种

传统媒体的。 
“说到新闻评论的兴起，应该手推1994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焦点访谈》，它以国家级电

视台的权威身份，揭露和暴光社会生活中的某些腐败现象和出轨行为，从而在民众中树立起广泛洞开言路的开明

形象”。②在此基础上，央视又于1996年5月推出更大容量和深度的周刊型新闻评论性栏目《新闻调查》。此后，

内地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在各级电视台蓬勃发展、蔚为壮观：江苏电视台的《大写真》、上海电视

台的《新闻透视》、广东电视台的《新闻纵横》等等。如今各地方台的电视新闻评论栏目办的如火如荼，除了有

传统的时事评论性节目外，还出现了各种谈话性评论节目、读报性评论节目、人物访谈性评论节目等等，可谓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二．          电视新闻评论的社会功能 

 

电视新闻评论承载着舆论监督和社会风向标的职责，尤其在今日它成为许多大众感知社会舆论的“皮肤”，

因此电视新闻评论的政治功能往往弱化于它的社会功能。说到电视新闻评论的社会功能，“解读社会”应是它的

第一项功能，当今受众对新闻的需求除了高密度和大信息量外，已经向探求新闻背后的深层原因转化，在这样的

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恰恰满足了受众对新闻背后的这种深层次需求。第二功能，“引导社

会”，通过经常对重大新闻事件发表评论来为受众提供权威、可靠的舆论引导，尽量消除信息中的不确定因素，

树立一定的社会规范，从而对社会的良性发展起到一种引导和监视器的作用。第三是“监督社会”功能，通过媒

介的积极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的良性发展，鞭挞了社会丑恶现象保障了人们的民

主权利。其实说到底，电视新闻评论所担负的这些社会功能也正是报纸、广播等传统新闻媒体长期以来所承载的

责任，不过由于它视听结合的巨大优势，高科技的传播手段，电视新闻评论所担负的社会功能比前两者确实更为

作者：杨惠  



显著和有效，这一点从开播十多年而一直屹立不倒的《焦点访谈》身上得以见证，它的“焦青天”的称号在民间

可谓是家喻户晓。 

 

三．          电视新闻评论主持人之基本素养 
 
前面说到，新闻评论是媒介的旗帜和灵魂，那么担当电视新闻评论的主持人就是高举这面旗帜的旗手，也就

是一档新闻评论节目的灵魂人物，因此说来主持人就是该节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好节目和好主持人应该相辅

相成、相得益彰。说到新闻评论主持人，他与其他类型栏目的主持人是有很大不同的，在大众的眼里能做主持人

的一定是有着青春靓丽的外表的，而新闻评论主持人则与之背道而驰。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每天看到20多岁的

俊男靓女在电视屏幕上预测经济前景，综论国家大事，我就有点像在大街上遇到卖假药的感觉。”也难怪这位学

者会发出如此的感叹，相信很多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一个优秀的电视新闻评论主持人应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有鉴于上面学者的感叹，无庸质疑首先要具备的就是权威性与可靠性，这一点，主持人的素质及其阅历在一定程

度上成为他们主持的节目水平和观众认可与否的关键，因此他们应该既是记者，又是主持人。第二个条件，他们

必须有丰富的知识文化底蕴和广博的知识，同时还要有对事物透彻的观察力和洞察力，敏锐的思维和准确的语言

驾驭能力。第三，他们还应当有较强的现场操控能力，在摄像机面前能够侃侃而谈，在被采访对象面前保持着平

静的心态而又不乏机智幽默。由于央视是内地新闻评论节目的领头羊，因此它所打造的新闻评论主持人水均益、

白岩松、方宏进等最先成为国内家喻户晓的人物，综观他们的履历，他们多年的记者生涯、丰富的社会阅历、敏

锐的应变能力是他们成为优秀新闻评论主持人的资本。 

 

四．          另类风景的崛起：凤凰卫视评论员 

      

作为内地最早开办新闻评论节目的大台，央视在新闻评论主持人队伍方面自然是独领风骚一枝独秀了很多

年，很多地方台只能对它高山仰止。因此综观央视的新闻评论员队伍，无论什么重大新闻事件，这么多年来一直

是水均益、白岩松等老面孔领衔唱着重头戏，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水均益、白岩松等主持人的优秀主持功力，他们

各具特色的采访和主持风格一直深受观众的喜爱，十多年来，机智敏捷、风度十足已成为水均益的招牌风格，而

白岩松则以语言的敏锐犀利快速的思辩能力著称。但是，我们同时看到，虽然身兼几个栏目的主持，但他们十多

年来一成不变的主持风格、科班出身的标准语言风格仍然给人换汤不换药的感觉，日积月累使大众产生了视觉与

听觉的双重审美疲劳，他们主持的个性化已淹没在节目的同质化当中。 
      这时就在香江岸边，在被誉为“东方之珠”的弹丸之地上，一家名为“凤凰卫视”的电视台在1996年悄无声息

的诞生了。“在开办之初，凤凰卫视打出的口号就是：沟通两岸三地，团结世界华人”。③当初该台并不被看

好，但在今日，他们的新闻节目尤其是新闻评论节目在两岸三地却做得有口皆碑，他们的新闻评论主持人也成为

该台一道奇特的另类风景线，受到两岸三地尤其是国内大学生的热烈追捧。 
   说到新闻评论主持人这个称谓，在凤凰卫视一般称为时事评论员。钱钟书老先生曾说过这么句令人莞尔的话：

“科学家是酒，越老越珍贵；而科学是女人，老了就不值钱了。”这虽是一句戏言，但对于凤凰卫视的三大评论

员来说，这句话却体现得栩栩如生，这正如该台著名女主播吴小莉所形容的：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凤凰

卫视是家有三老如有三宝。这“三宝”指的就是阮次山、曹景行、杨锦麟这三个新闻评论员，由于他们都是上了

五十年纪的人，因此常常自嘲自己是三个“糟老头子”。说到这三大评论员，他们也被称为是“三大快枪手”，

他们各自鲜明的主持风格，个性化语言魅力的张扬，成为他们主持节目的制胜法宝，而凤凰卫视也正是看到了这

一点，也正着力打造这种个性化魅力品牌，以期制造更多的收视热点。 
   “虽然各自的主持风格大相迥异，但三大评论员身上却有着许多共性的东西：他们都是大半辈子的老报人，都

有在纸煤体做过多年主笔的经历，都是50岁以后才涉足做电视这行，都操着一口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而且平日

里都是阅报无数、读书没完”。④点滴的积累成就了他们在电视上从容不迫、指点江山的秘诀，所以一切看似简

单的事情都并非偶发。这三大评论员有究竟各自什么样的个性魅力呢？让我们来一一点评一下。首先说一下第一

个快枪手：阮次山。作为凤凰卫视的首席评论员，他同时也是该台评论员队伍中年纪最长的。说到个性魅力，阮

次山的形象首先最有特点：他那亮堂堂的额头，那副眼镜，那胡子与列宁是颇为相似，因此他被包装成一个“蛮

帅气的列宁”形象。他参与主持的节目有《新闻今日谈》、《风云对话》、《VIP会客室》等等，但最有影响的还

是《风云对话》，它是一档对各国政要和重要领导的访谈节目，兼有自己的评论。说到他的主持风格最明显的莫

过于说话结结巴巴、口齿不清，这一点在国内电视台来说可说是成为主持人的一个大忌，更别指望成为“名嘴”

了，但就是阮次山，虽然说话结结巴巴，但却说的头头是道，偏偏是这样一个人，55岁才开始涉足电视，却能做

主持人、做时事评论员。说到第二杆快枪，那就是学者型评论员曹景行了，他最令人难忘的就是一头华发，给人



的第一印象就是从容和睿智，很有学者的风范，他几年的知青生涯以及十多年的采编经验为他从容主持节目提供

了雄厚的资本，人说他的风格就像个教授，他分析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分析相关的历史背景，与大学教授的讲

课方式无异。这第三杆快枪，非近几年凭借《有报天天读》栏目而声名鹊起的杨锦麟莫属，曾有友人作打油诗一

首：老杨读报，吓我一跳，国语不准，英文走调。他给人最鲜明的印象就是他那几套唐装和书生言责的风格，节

目中他亦庄亦谐，有述有评地穿针引线将全球重要报刊的头条、焦点讲给观众听，他的点评尖锐而不乏幽默，有

时令人忍俊不禁，在读报过程中，杨锦麟还不时摇头挥手在电脑上点点划划，间或喝一口茶，最后大笔一挥写点

题词。他用丰富的肢体语言有效的强化了有声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节目的感染力，传达出他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和深厚的文化功底。 

 

五．          个性化张扬：新闻评论主持人发展方向 

 

    如果用学院派的观点和严格的电视从业标准来评价凤凰卫视这三大评论员的评论方式，会发现他们是不合格

的：浓重的家乡口音使他们的普通话无法字正腔圆，并且有时说话还磕磕绊绊，说错话、读错字。但他们这种

“另类”的风格却是深受观众的喜欢，何以如此呢？最根本的就是他们个人个性化的风格在节目中得到了最大限

度的张扬，看惯了国内电视台字正腔圆、正襟危坐的评论主持人，他们始终是处于高高在上、喋喋不休对你说教

的位置上，他们始终是和观众处于两个不对等的平台上，这样的评论风格久而久之是不能不让人反感的。而反观

凤凰的评论员，他们不仅诙谐幽默、机智风趣，还不免像我们普通人那样说错话、念错字，这就无形中拉近了和

观众之间的距离，原来这些看似外表光鲜的学者们也会犯我们普通人所犯的错误，他们不再是高高在上神圣不可

侵犯的说教者，而成为了为我们分析新闻事件的老朋友。同时，他们各自鲜明的个性化主持风格，依托节目产生

而又与节目相得益彰，个性化的魅力在这里得到一览无疑的张扬，不仅成就了主持人本身，更使得节目的收视率

节节攀升。 
    因此，相对于国内电视台近几年新闻评论节目的收视低迷，凤凰卫视无疑给我们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佐证，未

来国内新闻评论主持人就应该充分张扬他的个性化魅力，各电视制作单位也应给予他们更大的主持空间，个性化

魅力的张扬不仅能成就一个优秀的主持人，也同时能成就一个高收视率的栏目，这样一石二鸟的作法，何乐而不

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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