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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下广播电视节目中存在着普通话与方言进行传播的双语制现象，本文采用了文献

分析和深度访谈对这一现象加以研究发现：双语制的存在有着符号学的考虑，同时还是进一步

扩大传播市场的一种策略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方式。 

关键词：双语制 方言 窄播 符号学 

一、双语制 、方言及标准语言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方言在中国大陆的广播电视媒体的出现频率与日俱增。奇志大兵的方

言小品广受欢迎，雪村那透着东北腔的《俺们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更是为大众广为传唱，而湖

南卫视的《越策越开心》更是为方言与普通话的比拼打造了一个舞台。一时间，主持人汪涵的

那句长沙味十足的口头禅“那确——实”成了青年人的流行语。从现实来看，粤语、湘语、东

北话，几乎所有方言都上了国内广播电视，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通常而言，大众传媒在传播新闻、发布信息时都会用标准语言。在我国，媒体主要使用是以普

通话为基础规范化的语言来进行传播的。但正如上面所谈到的，当前媒介利用方言进行传播也

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潮流。通常来讲,任何的语言共同体内都会有这种方言与标准语言共生的现

象。我们把这种在某个语言共同体内存在两种相关而相对的语言（一种地位高而另一种地位

低）的现象叫做双语制（diglossia）。标准语言（standard language）是在某个语言共同体

中具有优势的一种方言，以至于其内在规则成为整个共同体中所尊奉的正误标准。 

而方言（dialect）是一种以社会化或地域化为标志的某个语言的变体,它由特殊类型的句子结

构、语汇及发音所组成。[1] 

标准语言与方言的不同位势决定了它们具体的应用语境也是有所区别的。标准语言最有可能用

于新闻广播、宗教布道、报章评论及传统的诗歌。方言则会用于日常谈话、体育评论、肥皂剧

以及其他非正式的语境。按照一种无意识地建筑在社会因素而非语言考量上的判断，人们通常

会产生这样的错误印象，即标准语言的规范就是比其他方言更正确。这也就导致在大众传媒高

度发达的今天，标准化已经渗透进我们现实生活的每一个毛孔。而标准语言在大众传媒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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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政策的双重推动下到处“攻城略地”，扩张着自己的话语霸权。这就使方言的传播和使用

处在日渐狭小的地域和渠道中。方言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似乎被人忽略了。在标准语言的规范化

的压力之下，方言日益边缘化。 

然而，近年来方言在广播电视节目中的广泛应用，似乎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它的特殊传播魅

力。应如何看待当前广播电视节目中的这种双语制现象，应在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做一个什么样

的定位？如何分析其传播效果？这正是本文所试图探讨的。 

二、我的研究与访谈  

为了更好的认识这一现象，本文采用了文献分析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文献分析方

面本文作者先后利用GOOGLE、3721、中文雅虎、百度、新浪等几个搜索引擎进行搜索，经输入

“双语制”和“方言传播”、“方言新闻”等关键词，仅发现相关研究论文一篇——《方言影

视的文化解析》（韩鸿）。同样的搜索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进行，并没有发现相关研

究论文。与此同时，本文作者还对一档方言类广播节目（《快嘴陈辣利》，湖南交通频道）的

制作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 

韩鸿在其专文《方言影视的文化解析》一文中对电视节目中的方言勃兴作了评析。他认为：上

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渐勃兴的方言电视文本正成为方言区居民实现自我认同、从事意义和快

感的再生产的文化资本，同时折射出地域亚文化不满自身现状、谋求重新建构自我身份、提升

自我文化地位的诉求，以及地域文化在日益边缘化过程中的去中心化与中心化策略。方言在电

视传媒的繁荣和全面扩张给人以措手不及之感，方言电视潜移默化地发挥意识形态影响，成为

民间文化的传播方式和展示舞台。在市场化背景下的收视率逻辑中，电视作为一个文化生产

场，势必以所在地区为目标市场、以区域性观众为主要定位，这时方言这种“独特的言语形

式”可望成为连接观众的纽带，尤其在以展现地方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的文本生产中，电视视

听合一的要求使方言运用成为真实性所安排的一种选择。这一现象，折射出方言文本及从业者

不满自身现状，谋求跻身精英文化及社会上层的意愿。同时，他还认为“似乎有必要把方言电

视作为打开区域亚文化的一把钥匙，揭开笼罩在亚文化身上的层层面纱”。[2] 

为了能够对媒体的双语传播的策略有较深的认知，本研究选取了湖南交通频道的一档方言类资

讯节目—《快嘴陈辣利》作为对象，通过跟踪收听和对制作人员的深度访谈。该节目是一档服

务资讯类节目，其使用语言为湘语系的长沙话，其播出时段在15：30-15：50和21：00-21：20

两个时段。叙述方式采用讲故事的方式，用长沙方言向听众娓娓道来。 

据该栏目的制作人员讲：该节目以前也是采用标准的普通话进行播报的，但后来经过受众调查

发现，这些时段的听众多为男性，且大部分在车上收听，受众以本地人为主。针对以上这些特

点，节目制作人员决定采用长沙方言进行播报，并将节目主持人塑造成一个“辣利婆”（在长

沙方言中是一个热情有爱心且有点“百事通”老太太形象）的形象。这样每到节目时间，主持

人就以“陈辣利（婆）”的形象面对听众，并以一种邻家大婶的口吻向听众用讲故事的方式讲

一些当前与市民密切相关的交通、生活、气象、社会新闻。经播出效果颇佳，这在节目组人员

进行的较大规模的听众调查和研究者进行的随机调查中都有所反映。节目播出之初，其受关注

度曾一度达到90%左右的水平。据节目制作人员讲，该节目主要想通过方言这样一个载体、以

故事化的方式将节目内容与文化对接，既体现当地湖湘文化的地域文化特色又通过定位明确的

传播方式实现个性化传播、弥补市场漏洞，在普通话之外开拓新的生存空间。 

三、现象探析 

符号学与双语制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双语制现象在当下媒体是广泛存在的一个现象。按符号学的相关

理论，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是这个过程并不那



么简单。信息传播需要说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接触，接触可以是口头的，书面的，电子的或其

他形式。接触必须以代码作为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等等。信息都必须涉及说话者和

受话者都能理解的语境，因为语境使信息“具有意义”正如（我们希望）现在我们进行讨论的

语境使单独的词句变得有意义，而其他语境，它们不会有意义。[3] 

也就是说，无论采用普通话还是方言进行媒介传播都是一种符号的传播。所不同的是两种语言

的符码的编译规则。按照霍尔的编码/译码理论，媒介语言之能够被受众所解读，首先要通过

编码者按照一定的规划对所获取的信息资料进行编码，使之呈现为一定表现形式的信息符号

“成品”，最后该成品再通过译码者按照一定规则进行读解才能实现意义的传播。这也就是霍

克斯所讲的语境。从符号学的角度上来讲，双语制在媒体的存在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受众

与媒介之间有共同的符码规则，那么采用方言抑或普通话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意义能够为

受众读解，语言只能是形式。 

市场空白与文化多元性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批评大众传媒的标准化时说“大众传媒同时也在散布标准化的形象。因

此，千万人看相同的广告，相同的消息，相同的小说。少数民族的语言遭到了中央政府的压

制，与大规模交通的影响结合起来，导致了地方和地区性的方言与土话接近消亡，甚至全部消

失”。[4]的确，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大众传媒对地域文化构成了不小的冲击。文化产品的

“麦当劳化”已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标准化的冲击下，大众传媒市场处于饱和状态且处境日艰，为非群体化的传播工具的乘虚而

入留下了空档。窄播（narrowcasting）作为一种全新的概念正在为大众传媒所接受，并日益

成大型传媒公司弥补市场漏洞一种策略。传媒也日益明确的认识到少数人的节目就要用窄播符

码来吸引确定而有限的受众。这样，从市场角度上就为双语制的存在提供了佐证。 

我国当前广播电视节目中所出现的方言传播现象亦可以看作是其谋求相对稳定而有限的受众所

采取的一种新的市场化策略，是对个性化传播、窄播化以及群体性传播工具非群体化的一种响

应。同时，由于语言总是与文化相联系的，它不仅是重要的文化现象还是文化的载体。方言和

语言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不过方言通行的较小的领域而已。但无论多小，特定的方言总是与

特定的地域相联系的。地域文化总是方言无法背离的文化纽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媒体

的双语制，为方言区地方文化的提供了一次身份认同的机会。地方文化的多样性，通过媒体的

传播得到了确认。方言区的居民，因此也通过这种媒介的接触达到了提升自身文化地位的目

的，从而有助于从强势语言的挤压下摆脱出来，避免被边缘化的境地。 

四、小结 

最后，既然双语制在当前的大众传媒中是一个客观实在。那么，我们就应首先承认其现实合理

性，然后再做进一步研究。秉执一种客观的态度，研究者认为对双语制中的普通话和方言的地

位要有一个正确的把握。标准化和推广普通话是大势所趋，绝不能以特色化来对抗主流化，在

大众媒体上是要以推广应用普通话和强化标准语言的强势为主的。同时为保存文化的多元性，

在一定的区域内在一定的节目上适度的采用方言对于突出地域文化、吸引特定受众也是情理之

中。 

注释： 

[1]约翰·费斯克等（John Fiske et al.）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

彬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p.77 

[2]韩鸿 《方言影视的文化解析》，《新闻与传播研究》[J]，2003第1期 

[3]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p.83 

 



[4]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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