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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2002年2月第一版出版以来，又过了八年了。
关于美学的研究，深入了许多；关于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研究，扩展了不少；而对于有声语言的美学
研究，却未见专著和专论。
事实上，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其中存在着的语言上的审美意识、审美能力和审美鉴赏，一
直没有中断，更没有减弱！
只不过散见于各种言论和节目之中，被湮没在众语喧哗的褒贬之内罢了。
　　从现象上说，仅以广播电视为例，那些“听得清、听不清”“长得美、长得丑”的评价，不都是
一种审美的认识吗？
不论是否意识到，作为人类高级神经活动的审美，总是时时刻刻地伴随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当然也伴
随着我们的言谈举止。
特别是进入广播电视之后，我们的听觉系统、视觉系统必不可免地接受着、观察着、辨别着、审视着
视听信息的是非、优劣、善恶、美丑。
而这些，又同人们的审美意识、审美能力或隐或显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特性上说，有声语言的审美，跟绘画、雕塑、舞蹈、书法等，区别非常明显。
有声语言（包括副语言）的审美，犹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难以静态体味，难以反复咀嚼。
而且，当产生了某些感受时，又很难用词语表达出来，让别人也产生同样的感受。
真是“微乎其难哉，难于像其声”！
运用比喻、诉诸形象，也不能完全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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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朗读美学》是对于美的探索，尤其是对于有声语言中，那有文字依据的部分怎样才会美，进行
的管窥蠡测。
　　通过《朗读美学》，是想告诉有志于斯的年轻人，朗读绝非无思想、无个性的有声语言行为，她
有无边的视阈、丰富的语域，她有无穷的引力、长久的活力。
　　播音界公认的继往开来的领军人物　　播音主持艺术理论的学术泰斗　　中国播音学学科体系的
开拓者　　他是国家级教学名师　　他以“为人师表”而自豪，以“塑造灵魂”为自律　　他为电波
里、荧屏上的“名人”们墙根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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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颂，1936年7月生于河北省易县。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播音员．编辑。
现任教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专著有《朗读学》、《播音创作基础》、《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朗读美学》；论
文集有《语言传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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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前言前言绪论第一章 有声语言——被冷落的文化　第一节 朗读是一种创作　第二节 朗读是对
文字语言的改造　第三节 朗读应有自己的美学价值第二章 语言功力——被弱化的根基　第一节 语言
交际的满足　第二节 语言交际的异化　第三节 语言功力的失准　第四节 朗读的美学空置第三章 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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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语的融通美　第四节 汉民族共同语的质朴美第四章 朗读美学的风格化特质　第一节 风格化是文
字作品中的蕴藉　第二节 风格化是朗读主体的重构　第三节 风格化的多样性及稳定性　第四节 风格
化的流变性与承继性第五章 朗读美学的意境美特质　第一节 意境美的时间维度审视　第二节 意境美
的空间维度审视　第三节 意境美的时空运动审视第六章 朗读美学的韵律美特质　第一节 韵律的一般
概念　第二节 韵律美的形式化意义　第三节 韵律美的可容性空间　第四节 韵律美的时代性变迁第七
章 声非学器者也　第一节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第二节 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　第三节 累累乎端
如贯珠第八章 朗读语感　第一节 对语感的认识　第二节 语感中的韵律感　第三节 语感的预感　第四
节 语感的个性特点第九章 朗读语气　第一节 具体感受与整体感受　第二节 形式和内容　第三节 语与
气　第四节 语调与语势　第五节 语气中心第十章 节奏同检第十一章 对象交流第十二章 朗读再创作对
文本的审美超越第十三章 诗歌、散文的朗读美感第十四章 小说、戏剧朗读的美感第十五章 新闻、评
论的朗读美感第十六章 文言文的朗读美感第十七章 朗读美学的规律性拓展第十八章 朗读美学的创造
性发展主要参考书目后记修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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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朗读美学虽然是实践性、应用性极强的学科，但是，她并不应陷入细枝末节的技术处理中。
她只是在论述过程里，以具体的实例作出说明，给以回答。
至于具体的实例，当然要比较典型、比较规范。
　　为什么在论述中不去解决系统的技巧问题呢？
因为，朗读的规律和技巧在《朗读学》里已经阐释得相当详细了，那些基本方法是最具应用性的，能
够给朗读者基础性的指导。
　　我们要强调的是，在理论上，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美学道路上，很容易滑入唯心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造成美学研究上的先验论、不可知论和庸俗社
会学观点的渗入。
朗读一旦被这些思想干扰，就会出现混乱和错杂，不但不能进入美学层面，就连基础层面的东西也难
于把握了。
这不是前功尽弃了吗？
对此，我们应该十分警惕。
　　首先，朗读再创作主体，在审美、美感、美学理想等方面，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定位。
个体人在社会上生存，不是孤立的、静止的，他受社会、时代、家庭、群体等的影响，天赋、环境、
经历、教育等都会给他的塑造和成长带来重要的支撑力量。
正因为这样，朗读者究竟能否达到此时此地的审美境界，进入美的创造？
必须具体分析。
有的人，懒于、羞于自我剖析，或自愧不如，或自视甚高，表现在朗读中，或心虚胆怯，或盛气凌人
。
可见，定位应该非常准确，不要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便随波逐流。
　　其次，要以百倍的努力，专注于文字作品的深入钻研，发现个中精妙，唤醒历史珍藏，激发时代
精神，调动主体热情。
面对文字作品，不应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而应力求正确、竭尽所能；不应只凭感觉望文生义，而应
强化感受、引发感情；不应无视韵律追求“自然”，而应捕捉韵味、讲求波澜；不应忽视听者、自我
陶醉，而应由己达人、声情并茂。
失去主体的中介感，把文字作品和听者置于脑后，唯我独尊、自我张扬的思路和表现，是唯心主义的
幽灵作怪，会破坏朗读的审美价值，反而丧失了创作初衷的积极意义。
　　再次，要充分审视有声语言的功能，注意有声语言的走向，克服对她的“随口唾出”、“随遇而
安”的片面认识。
朗读中的有声语言，是依据主体的驾驭能力获得审美价值的。
为了对听者负责，我们决不能满足于文字作品的浅显而把朗读单纯变成声音的流动。
很明显，单纯变成声音的流动，不但意味着主体的缺席，而且会使文字作品的内涵失落众多的信息，
甚至造成词语的转向。
富于美感的朗读，应该做到“随口唾出”、“随遇而安”，不过，那是说朗读者的储备非常充足、技
巧非常老到，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随便张口就很流畅，跟着词语序列说话显得十分自如，完全
不像朗读别人写作的诗文，完全没有挂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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