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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视法制节目在中国已经走过了址：十个年头，从当初仅涉及法律‘而非专为法律）的《观察与
思考》（CCTV），发展到后来那些不仅围绕法律选题、还专门为特定部门、行业、人群定向制作的
《红黄绿的呼唤》（山东台）、《经济与法》（吉林台）、《税收事件》（南京台）、《女陸时空》
（广东台）等，直至现在各地上星或者没有上星的法制频道，可以看出法制节目空前繁荣。
在电视法制节目大发展的今天，反观语言传播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捕捉并思考那些人们熟视无睹的
问题，不仅可以回顾播音理论在电视法制节目制作、传播过程中的价值，还可以根据新出现的情况理
清思路、研究对策，使语言传播的学科知识与节目涉及到的法律知识、相关其他学科知识很好地结合
起来，更好地完成传播任务。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法制节目委员会是在各个专业委员会里成立较早、活动较为正常、影响颇大的
一个学术机构，但是，回顾长达三十年的电视法制节目发展历程，我们很难觅到出类拔萃的语言传播
精品，更难找到在有声语言创作上风格独特的业界精英。
这个现状与我国电视法制节目的发展规模不相适应，又反过来制约了电视法制节目的发展，不能为节
目品牌的增值起到引领、催化的作用，成为电视法制节目进一步繁荣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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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把话语分析理论应用于对电视法制节目语言传播策略的探寻，根据节目内容本质以及由此产生的
话语方式，紧扣法制节目的“说理性”特征，将电视法制节目分类为“法理型”、“情理型”、“道
理型”，改变过去通常按照传播方式、传播体裁和部门法律划分节目类别的做法，并因此归纳出与之
相对应的语言传播样态。
这个努力的目的是为了探索播音学等语言技巧在应用到具体节目时，如何既考虑表达内容、又兼顾传
播形式的需要，对语言形式进行类型化。
     同时，在频道专业化、节目对象化的大趋势下，怎样根据节目内容选择合适的语言传播策略？
本书尝试了根据内容所强调重点的不同，将内容分类为“关注法规的”、“关注情节的”和“关注道
理的”，再划分为“法理型”、“情理型”、“道理型”等主要节目形态，最后再进一步地把语言表
达归类为“评介式”、“叙说式”、“说理式”等主要样态，希望在内容接近的同一专业频道内的不
同趣旨的栏目之间，探寻出语言传播策略的差异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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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从2002年开始，法制节目的社会化制作趋势使得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市场竞争开始形成，各
电视媒体逐渐使用收视率衡量法制节目的传播价值和市场价格，逼得法制节目制作者们绞尽脑汁在形
式上创新在手段上出奇，暴力、色情、血腥等内容成为一些电视工作者想方设法添加到节目里来刺激
电视消费的“作料”。
到了2003年春天，中央电视台在新开办的新闻频道里，推出日播的法制栏目《法制在线》，主打“情
理型”节目，重头戏是“第一现场”。
栏目从开播伊始就收集各地公安系统的第一手破案资料进行再加工，把很多活生生的现场案例推向荧
屏，极大地震动了电视法制节目的制作者们，不仅引发同属公安系统的《中国警务报道》对系统内部
音像资源和案例素材的争夺，还给各省级、市级电视台的法制节目尤其是“情理型”栏目带来生存危
机。
这些都加剧了“情理型”节目之间的同质化竞争，迫使在很多方面处于竞争劣势的省市电视台铤而走
险，大打擦边球。
　　江苏电视台卫星频道一直有一档老牌法制电视栏目（最后的名字叫《公民与法》），虽然几经易
名、改版，面目模糊，但毕竟在省内独此一家，公检法等部门即使有自我宣传的想法却也惟恐求之不
得，连省纪委都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在其日播形态中抢到一个周日版，省公安厅虽是长期合作伙伴，也
只有一个周六版，南京市公安局想上一条片子还得看人脸色，所以这个栏目的选题一直不成问题。
但是，进入2002年以后，各级公安机关的案件资源炙手可热，往往一个案例几家争抢，有系统内的《
中国警务报道》、系统外的《法制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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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视法制节目空前繁荣，却又暗藏危机，内容短缺，形态单一，抄袭复制，创意枯竭，这些难题
成因何在、如何破解？
　　《电视法制节目的语言传播策略》从语言策略开始，为您追根溯源梳理电视法制节目的来路与前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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