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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据考证，最晚在12世纪的时候，人类已经在海船上应用指南针了。
　　指南针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
在指南针发明以前，古人是用天星来辨别方位的。
晚上看北极星，白天看日影来分辨方位。
很早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造出了指南车和日晷，用来分辨地平方位。
　　然而，在大海里航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白茫茫的一片大海，天连水，水连天，很难找到前行的目标。
尤其是遇到阴天下雨，更容易迷失方向。
　　在大海里迷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幸而，指南针及时出现，并开始应用于航海。
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有一个许兢，他出使到高丽去，回国以后写了一本《宣和奉使高丽
图经》，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船行过蓬莱山以后，水是深碧色的，像玻璃一样⋯⋯海洋中不能停船
，开船的人看着星辰前进。
如果遇到天阴，那就只能用指南浮针来辨认南北了。
　　这是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的最早的记载之一。
　　许兢去的是蓬莱仙境，景色优美，但危险无时不在。
　　这非常近似于我们今天的传媒工作者，他们手执大众传播的社会公器，看起来非常风光，然而没
有人知道，在巨大的责任背后到底蕴涵了多少社会风险。
　　尤其是站在传媒第一线的记者们，他们头戴看不见的冠冕，却身处布满荆棘的丛林。
比这个描述更准确的，则是把他们的工作比喻为在大海里航行。
　　普利策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嘹望者。
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如果传媒工作者真的要担负那样的道义，那么毫无疑问，他们除了需要胆识过人，必定还需要其它
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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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DJ是个时髦的名词，DJ也是很多年青人的梦想。
一个DJ要做什么？
怎样成为优秀的DJ，受观众欢迎的DJ？
DJ至今还是一个非常“hot”的词，多少年轻人怀揣着对音乐广播主持人的憧憬和向往。
那么，这本《DJ论道——音乐广播主持的理论与实践》也许就是这些年轻人完成梦想的开始。
在这本书里，作者李强以自身的实践展现音乐广播的绝顶魅力，讲述播音室里DJ的黄金法则。
有什么比一个成功的DJ、全国十佳音乐广播主持人的现身说法更有权威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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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强，著名音乐广播节目主持人，先后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音乐频率主持过《乐人谷》、《华语榜
样》、《音乐天地》、《叱咤风云榜》等节目。
1996年至今，连担担任“中国原创歌曲总评榜”评委。
2001年，在全球华语音乐广播创意节目邀请大赛暨首届全球华语电台论坛上，所作《第四媒体与音乐
广播》被选为朗读论文。
2002年，主创《盛世欢歌广播新歌政府奖颁奖晚会特别节目》获江苏省优秀广播文艺奖一等奖；同年
，获“中国原创十大DJ奖”。
2004年，音乐专题《乐音缈缈听红楼》获第六届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十佳音乐节目主持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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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漫话DJ 1 DJ概念的厘清  广播节目主持人的发展脉络  几个用于指代节目主持人的单词和短语 
DJ一词的沿革 2 历时性中的音乐广播  美国的音乐广播  中国的音乐广播 3 音乐广播带动广播媒体的再
次崛起 4 案例第二章 节目的定位和节目表的设置 1 从系统论的角度观照节目定位的重要性 2 节目定位
的多条路径  权衡技术设备  明确竞争市场  确认目标听众  明了可获得的预算  预测潜在的市场收入 3 节
目定位过程中的“原创”  何谓“原创”  何谓“节目的原创性”  “原创”与“仿原创”  强调“原创
”时的三个现实问题 4 预设一张节目表  与预设节目表相关的几个因素  预设节目表时易忽视的三个问
题 5 案列第三章 音乐广播节目的编排 1 编排体现DJ音乐审美趣味和编辑思路 2 音乐专题节目的编排技
巧  同一法  参差法  综合法 3 直播板块式音乐节目的编排原则 4 直播板块式音乐节目中的议程设置第四
章 音乐广播节目的解说 1 音乐对解说的依存 2 解说的基本要求  音乐专题节目的解说要求  直播板块式
音乐节目的解说要求 3 从“话说音乐”到“音乐说话”：有关解说模式的解说第五章 音乐广播节目的
互动 1 典型案例 2 只有与听众互动才能完成现代广播 3 研究听众心理和欣赏音乐广播节目的特点是有
效互动的基石 4 互动的方式 5 关于互动的一个悖论第六章 音乐广播中的名人访谈节目第七章 DJ的形象
塑造第八章 广播对文字的依赖第九章 音乐广播的运营第十章 第四媒体与音乐广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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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权衡技术设备　　以往，包括播出、传音、发射等诸多环节在内的技术设备，被认为是广播良好
运行的“保证”。
但是，在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技术设备已跃升至为“先导”。
道理很简单：广播作用于人的听觉，而人们对感官的舒适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
　　因此，最好的设备有获得成功的最大机会。
对于调频（FM）电台来说，功率和天线的高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正是这些要素决定了信号的质
量。
对于听者来说，一个清晰的没有损耗的电波信号要比一个微弱的、有着天然或人工干扰的受损信号要
轻松得多。
所有其它硬件和软件量差不多的情况下，拥有最好信号的电台将是听众的首选。
听了一段有噪音干扰信号的节目，听者肯定会无意识地产生疲倦情绪。
　　一个有10000瓦功率、并且发射台天线高度达到1000英尺的调频电台要比同样输出功率但发射台天
线高度只有500英尺的调频电台要好，这正是设备上的优势。
通常发射功率低的电台完全受制于发射功率高的电台。
一档制作再精良的音乐节目用5000瓦功率设备传播，在10000瓦或50000瓦功率播出同一节目形式面前
则显得非常脆弱甚至不堪一击。
　　调频电台中，发射塔高度和功率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尤其塔高通常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有着更
高高度的发射塔但发射功率较低的电台比一个发射功率高但发射塔高度却相对较低的电台的覆盖范围
要广）。
　　眼下的音乐广播大多采用调频播出，但调幅电台中也存在一些音乐节目。
调幅广播曾经主导风行了很多年。
起先的数十年里，调幅广播不管采用何种节目形式，收听率总是最高。
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调频广播在音乐节目的竞争中开始脱颖而出，逐渐取代了调幅广播。
调频广播中的音乐播出效果优于调幅广播，是因为这两种波段技术上的差别。
另外，调频广播在桥下或者都市摩天高楼内声音信号都不会减弱，也不会因为天气的影响而变化，而
这些恰恰是调幅广播无法克服的技术难关。
为了求得继续生存的机会，调幅电台开始转向全方位的服务类节目，包括新闻、谈话、体育等语言量
较大的节目。
电台的技术设备在音乐节目进入竞争状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可以想象，在音乐广播领域里，一家调幅电台要和一家调频电台相抗衡，是非常愚蠢可笑并且在商业
上会彻底败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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