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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闻语体和文艺语体因不同交际实践需要发展而来 ,两者相对对立又相互影响 , 并在不同语言实践中表现

出了不同的语境适切 、言语功能的差异:一是因其实践指向不同 ,在实践形式 、实践时效等方面明显呈现出语境

适切题旨的差异性;二是因其语言交际功能不同 , 在语言交际中明显表现出词汇功能 、句法特点 、语篇功能 、修辞

功能 、标题制作 、选题及内容六方面的言语功能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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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ournalismstyleandliteraturestylearedevelopedfromdifferentcommunicativeneeds.Theyareinanopposingpositionbut
influenceseachotheraswell.Theyhavealsodisplayeddifferencesincontextualappropriatenessandlanguagefunctionsinlanguage
practice:1.becauseofthedifferentpracticalorientations, thedifferenceincontextualappropriatenessisrepresentedbypracticalform
andpracticalprescription.2.becauseofthedifferentlanguagecommunicativefunctions, therearesixdifferentlanguagefunctionsrepre-
sentedbylexicalfunction, syntaxfeature, discoursefunction, rhetoricalfunction, titledesign, topicoptionand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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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体是一门新兴学科。现代意义的 “语体”一

词最早出现在语言文字体制研究中。我国语体学研

究发端于上世纪 50年代中期。传统语体学界认为 ,

语体类型主要包括文艺语体、政论语体、公文语体和

科学语体 4种。近年来 , 伴随时代的发展和语体学

研究的不断深入 ,一些新的语体在各语体交叉融合

中应运而生。新闻语体就是在这种语体交叉与融合

中发展起来的又一新生语体。本文针对语言学研究

热点 , 在认真研究新闻语体与文艺语体的语境差异

基础上 ,进一步深入探析其言语功能差异性 ,以期抛

砖引玉 ,积极推动语体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一 、新闻语体与文艺语体的基本内涵

(一)什么是语体

　　语体是 “适应不同的交际领域、目的、对象和交

际方式的需要 ,运用全民族语言而形成的言语特点

的综合体。” [ 1] “一般来说 , 不同交际领域运用不同

的言语体式 ,形成不同的言语体裁———即不同的语

体。不同类型的语体由不同的语言特点组成。” [ 2]新

闻语体和文艺语体就是分别在不同历史阶段适应不

同社会交际实践需要从无到有发展而来的。它们在

不同社会语言实践中呈现出了不同的言语特点 , 表

现出了不同的语境适切差异 、言语功能差异。

(二)新闻语体和文艺语体的基本内涵和类别

新闻语体是新闻工作者用来记录社会新近发生

的新闻事实、新闻人物 , 以适应新闻交际领域的目的

和任务等需要的特定语言体系。作为新生语体 , 它

“依托现代报纸 、广播 、电视和网络” [ 3]四大媒介 , 快

速传递着人们普遍关心的 、新鲜的新闻信息。其传

递形式主要包括消息 、通讯 、特写 、述评 、速写、深度

报道 、调查报告 、新闻公报、口述实录、报告文学等新

闻写作体裁。

文艺语体是作家用来描绘社会历史 、人生画卷的

特殊语言交际工具。它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传

播思想并实现艺术审美。作为语体元老 ,它依托文学

书籍、影视作品等言语实践形式 , 基本囊括了小说、诗

歌、散文、剧本 、评论等各种类型的文艺作品体裁。

二 、新闻语体与文艺语体的语境适切差异

(一)什么是语境

　　“任何语言活动都是以一定的语境为其条件



的 ,绝无例外”。[ 4]由此可见 ,语境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是浑然一体的 ,是不可分割的。要研究语体差异 ,就

自然离不开对语体的语境解析。

什么是语境? 语境就是使用语言的具体环境。

语境也叫言语环境。骆小所认为 , 语境可以分为内

部语境和外部语境两种 ,同时又认为:语境也可以分

为狭义语境和广义语境 , 或小语境和大语境两种。

前者是指书面语的上下文或口语的前后语所形成的

语言环境 ,后者是指表达时的具体社会环境和自然

环境。[ 5]我们在广泛考察语境概念后认为 ,语境是语

言交流所依赖的各种语言 、非语言的信息的综合。

可以如学界阐释的那样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

言语境。语言语境可以分为纯语言语境和副语言语

境。纯语言语境指对语言的掌握及对语言交际上下

文的了解程度;副语言语境包含非语言符号如无声

语言或身势语或主观心理因素等。而非语言语境可

以包括语言外的所有交际要求。总之 , 广义的语境

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 , 它包含了对人类话语交流

起基石作用的各个方面 , 对语言交流起到了根本性

的制约作用。

由此可知 , 新闻语体与文艺语体的差异存在的

原因和前提就在于其语境差异。其语境差异一是语

言语境差异 ,即新闻语体与文艺语体的言语功能差

异;二是非语言语境差异。本文这里先从非语言语

境差异入手 ,在浅析新闻语体与文艺语体的语境适

切差异性的基础上 , 再深入解析新闻语体与文艺语

体的言语功能差异性。

(二)语境适切差异

在语言实践中 ,新闻语体与文艺语体相比较 ,它

们首先面对的就是两者的非语言语境差异 , 即语境

适切差异性。简而言之 , 由于新闻语体与文艺语体

的语体实践指向不同 ,其实践形式、实践时效等语境

因素也就明显呈现出语境适合题旨的差异性。

针对新闻语体的非语言语境要求 ,该语体一向

以新闻的信息性 、时效性为价值取向 ,强调以最快速

度传递最新消息。据调查 , 美联社就曾经专门把

“简短 ”(shortness)作为编辑手则中的一条 , 规定

“学不会(把新闻)写得简洁有力的人 , 不必想为美

联社写稿件。” [ 6]因此 , 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丰富

的信息 ,是新闻报道的最高境界之一 ,这一语境适切

题旨的要求也就自然成为新闻语体区别于文艺语体

的主要特征。

针对文艺语体的非语言语境要求 , 其语言创作

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所言 “满纸荒唐言 ,

一把辛酸泪 , 都云作者痴 , 谁解其中味?”, 果真是

“字字看来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寻常”。这是艺术语

体的思想蜕变和情感审美 , 也正是艺术语体的特殊

魅力之所在。在这里 , 你可以很容易体察到作者强

烈的思想情感及其审美意象却很难体察到文字表达

的信息量化性及其时效快捷性。由此 ,我们不难看

出:文艺语体追求的正是 “为人生僻耽佳句 ,语不惊

人死不休”的细致思绪及其绝妙手笔。唐朝诗人卢

延“吟安一个字 , 拈断数茎须”和 “苦吟诗人”贾岛

“二句三年得 , 一吟双泪流”所描述的正是关于语境

须适合题旨的语体问题。文艺语体的这种语境特质

恰与新闻语体的有效信息量和最佳时效性等语境要

求形成鲜明对比。

三 、新闻语体与文艺语体的言语功能差异

不同交际领域通过不同的言语体式和言语特点

形成不同语体 ,不同语体形成后就有了相对稳定的特

点 ,就有了各自的独立性 、排他性和封闭性。因此 ,即

便新闻语体是从文艺语体和公文语体中异化而来的 ,

但其在词汇、句法、语篇、修辞、选题及内容、标题制作

等方面与文艺语体也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功能差异。

(一)词汇功能差异

新闻语体目的就是客观 、公正 、真实地展现新闻

事实 ,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 , 其词语要求就是准确、

具体 、简明 、通俗。而文艺语体借助言语这一交际工

具塑造各种艺术形象 ,其词语要求既要追求言语的

酷似性 、艺术性 , 又要追求言语的生动性 、情感性。

两种语体的不同词汇要求必然带来两种语体词汇的

不同特点及其功能差异。

1.新闻语体的大众传播特点决定其传播语言

的特点

(1)多使用意义具体的词汇。比如动词、名词、

数词 、量词等意义明确、具体的词汇都得到了新闻语

体的大量采用 ,其目的就是使报道语言生动、形象、

真实 、可信。如下面这条消息:

“华南虎照”案终审有果

周正龙获刑 2年半 缓期 3年执行

本报安康 11月 17日电 记者台建林 周正

龙“假虎照”案今日在陕西省旬阳县二审公开开

庭审理 , 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最终裁

定:判周正龙犯诈骗罪 , 判处有期徒刑 2年 , 犯

非法持有弹药罪 ,判处有期徒刑 1年 6个月 , 两

罪并罚 ,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年 6个月 , 缓期 3

年执行 , 并处罚金 2000元人民币。[ 7]

《法制日报》(摘录)

这条消息使用的就是典型的新闻语言。在交待

新闻事实过程中 , 语言使用非常简洁、具体 、明确。

如:关于“陕西省旬阳县”、“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名的交待 ,关于“ 11月 17日”、“ 2年”、“ 1年 6个

月” 、“ 2年 6个月”、“ 3年”时间的交待 , 关于“ 2000

元”数额的交待 , 关于 “二审 ”、 “公开 ”、 “开庭审

理” 、“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非法持有弹药

罪” 、“有期徒刑”、 “两罪并罚”、 “有期徒刑”、“缓

期”等犯罪及审理情况的介绍 , 全文通过清晰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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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闻语言 ,简洁明了地呈现了主要新闻事实 ,让读

者读后立刻明白了报道的主体内容。

(2)多使用通用书面语词汇。这首先是因为报

纸语言本身就是书面语 , 属典型书面语体;其次 ,即

便广播电视等媒体大力追求良好口语效果 , 但由于

书面语相对更为明确 、简洁 、庄重、新鲜 ,广播电视等

媒体在很多时候也就更多采用了书面语传播形式。

比如中央新闻联播、今日说法等节目;比如 “奥委

会”、“神六” 、“央行”、“IT产业”、“科学发展观”等

新词、缩略词词汇的运用既庄重又简洁 、新鲜 , 又强

烈体现时代特色。同时 , 透过以上《“华南虎照”案

终审有果》报道语言 ,也可清晰看出:如果不使用专

业的书面语言 ,这篇报道的导语是不可能仅用 120

来个字就简洁清晰报道出主要新闻事实的。

(3)多使用通俗常用词汇。新闻传播是面向

普通大众的 , 语言通俗也就成为了新闻语体的重

要特征 ,特别是报刊、影视等媒体更是如此。新闻

语体要求词汇通俗 , 接近读者 , 常用的方式有三

种:一是多采用通用、常用语言词汇 , 常用语言让

读者感觉亲近 ,可增强报道感染力;二是尽可能采

用普通话 , 比如说方言词 “俺” 、“咱”就不如说普

通话 “我”;三是采用专业术语要简明通俗化 , 比如

在报道词汇中 ,说某物内容 “庞杂”就不如说内容

“五法八门”, 再如《“华南虎照”案终审有果》报道

中的专业术语 , 就尽可能使用常见术语而避开了

更为专业难懂的术语词汇。

2.文艺语体的传播、审美特质决定了文艺语言

的特点

“文艺语体追求语言的形象性 、情感性、音乐

性 、创新性和丰富性。”它主要着眼于“描绘形象 ,创

造意境 ,增强情感 , 增添情趣 , 构造形式美。” [ 8]因

此 ,文艺语体词汇的个性化特点与新闻语体的词汇

功能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 3个方面:

(1)文艺语体词汇的意境美。艺术的魅力在于

意境浑厚与情感审美。因此 ,文艺语体词汇的每一

个字、词的锤炼都紧紧围绕 “艺术”二字。比如:宋

祁《玉楼春 ·东城渐觉风光好》中 “东城渐觉风光

好 ,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 ,红杏枝头春

意闹。”诗中一个 “闹”字不仅准确概括形容出红杏

的众多和纷繁 ,而且有效渲染点化出了生机勃勃的

大好春光。 “闹”字不仅有色 , 而且似乎有声。王国

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着一`闹 ' 字而境界全出。”

这就是文艺语体用词魅力的集中体现。再如在时间

词汇方面 ,文艺语体大多采用 “清早儿 、拂晓 、翌日”

等艺术色彩较为浓郁的词汇 ,一般不会采用新闻语

体中诸如几月几日这样明确具体的时间概念词。

(2)文艺语体词汇的“像似美”。文艺语体中特

别是其核心语体的诗歌、散文等几种语体 ,最是讲究

汉文化的 “具像文化”内涵。比如作家存有的散文

《春到蝴蝶泉》一文中的句子:“成千上万的蝴蝶 ,大

的象春燕 ,小的象蜜蜂”。这就是文学语言 , 就是文

艺语体的 “像似美”。但是 , 把任务和目的定位为准

确再现客观事实的 、忠于客观报道事实的新闻语体

就不可能采用这样的艺术语言。

(3)文艺语体词汇的音乐美。文艺语体词汇特

别是诗与词就特别讲究押韵 、工整 、对仗及其语言构

造等的音乐美 、建筑美 , 以增添情趣和形式美感。比

如贺敬之的现代新诗歌《回延安》“千声万声呼唤

你 ,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杜甫川唱来柳林铺笑 ,

红旗飘飘把手招。”诗词韵味强烈 , 朗朗上口 , 这在

新闻语体中是不可想像的。

(二)句法特点差异

由于新闻语体和文艺语体的目的和作用不同 ,

两种语体所呈现出来的句法特点也就自然不同。

1.新闻语体的句法特点

在新闻语体中 , 其句法主要体现为大量的客观

句型 、倒装句型及众多短小句式。新闻语体为客观

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人物事迹等 ,就普遍采用陈述

句;为突出主要事实或人物 , 就多采用倒装句;为使

报道内容简洁 、受众更好接受 , 就多采用简单短句;

为增强报道亲和力和接近性 ,就多采用引用语。如

下面这条消息:

神州六号冲云霄 广州市民掀热潮

广东新闻网广州 10月 12日电 (刘婷婷)

十二日上午九点 , 神州六号在万众瞩目下冲向

九天云霄。神州六号的成功升空给秋风渐凉的

广州带来了一股如夏的热潮 ,掀起了新一轮的

航天航空话题 ,市民们“言必称神六”。

记者一早在广州街头看到 , 神州六号的报

道一新鲜出炉 ,不少市民手执报纸 , 第一时间关

注神州六号升空的消息。上班一族虽然行色匆

匆 , 但是在经过直播航天实况的露天电视屏幕

的时候 , 不少人还是放慢了脚步或驻足观望。

一个小伙子说 ,自己本来是航天爱好者 ,因为上

班无法看实况直播 ,于是就用 MP4来收听广播 ,

但是经过街口看见有电视正在播放 , 就禁不住

停下来看。[ 9]

广东新闻网(摘录)

在这篇报道中 ,在新闻一开头 ,文章没有写记者

的主要视点———市民 , 而是采用整体倒装———首先

点出 “神六”升空这一新闻焦点 ,然后才以简单的短

句陈述所见所闻 , 并在宝贵的数百字短文中巧用

“言必称`神六 ' ” 、“一个小伙子说”这样引用语言

来增强报道亲和力 ,陈述市民欣喜情况。

实践说明 , 新闻语体的短小句式迎合了新闻报

道以信息传播为要的特点 , 因为句式短小和小信息

块化的报道语体有利于读者阅读。 “美国的《时代

周刊》和《纽约时报》规定 ,新闻报道句子采用 16-

18个英语单词为宜 , 一般不超过 20个单词 据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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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考证 ,按读者平均文化程度 , 在两次眨眼之间 ,读

者一般可以阅读完 16到 18个英文单词。据此 ,我

们说新闻报道中一个句子只能表达一个事实。” [ 10]

作为大众传播的新闻报道要达到读者受益的最大

化 ,无论是通过书面还是口头传播 , 都应以短句为

宜 ,这样可以极大地方便读者阅读 ,由此也就自然形

成了新闻语体句法的独有特点。

2.文艺语体的句法特点

文艺语体类别的多样性 ,文风意趣的丰富性、审

美性等都决定了它句法句式的灵活多样。文艺语体

对于长句 、短句 , 对于陈述句 、疑问句、感叹句 、倒装

句等多种句法都尽可能地灵活选用 , 一切便于表达 、

利于审美的句法都适用于文艺语体。文艺语体的句

型重在根据语境 、语用 、语义等灵活选用。这与新闻

语体的客观句型不仅存在明显差异 , 而且还决定了

文艺语体不同的表达特点 、不同的叙事方式。

(三)语篇功能差异

新闻语体的全部任务和功能就是以最快速度在

最短时间里告知受众所关心的最新事实或人物事

件。因此 ,新闻语体中最常见写法就是按 “先主后

次”原则叙事。比如《神州六号冲云霄 ,广州市民掀

热潮》一文 , 就是选择了最常用的特有的 “倒金字塔

式”叙事写法。这种叙事写法一般结构分为导语 、

正文、背景和结尾。导语以全文的主导地位打破正

常叙事方式 ,从最重要信息开头 ,然后按时间顺序逐

渐展开事实真象 , 把渐次信息逐一展开。这篇报道

的导语仅仅两句话就基本全部呈现了主要事实 ,把

“五个 W”(5个英语单词:Why, When, Where, Who,

Why)和“一个 H”(How)交待完毕 ,就基本囊括了报

道的全部内容。

文艺语体的语篇功能与新闻语体语篇的始终围绕

其报道任务的功能特点明显不同。文艺语体在语篇选

择方面是极其宽泛的 ,它没有特定的语篇写法 ,有的也

只是诗歌与小说、与剧本、与歌词或与其它文学体式之

间的相互区别与包容。此正所谓是“文无定法”。

此外 ,在语篇创作过程中 ,与文艺语体不同的是 ,

新闻语体在时间的准确性和模糊性方面也立足于忠

实客观事实的原则和基础 ,严格把握了辩证统一的基

本原则。时间明确作为新闻语体“五个 W”的重要要

素之一 ,大多报道对新闻发生的时间交待非常清楚、

明确。但是 ,有时候选择模糊性却也正是新闻语篇的

客观真实性的一种具体体现 ,如“今年入春以来 ,我国

西北 、华北地区连续发生沙尘暴天气”这样的新闻事

实就不宜使用特别明确的清晰时间写法。否则 ,按某

天某时清晰时间的机械写法 ,看似时间明确 ,实质却

违背和损害了新闻语篇的客观性、真实性。

(四)修辞功能差异

孔子曰:“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刘勰也说:“文

以言远”。这都充分说明了修辞之于文章的重要意

义。任何时候 ,无论是新闻语体还是文艺语体 ,其修

辞功能的发挥对于文章主体的表达都非常重要。但

是 , 两种语体目的及任务的区别又必然带来它们修

辞功能的重大区别。新闻语体重点在于报道陈述最

近发生的受众关心的最新鲜的人或事 ,以客观真实

报道为要;而文艺语体重点在于满足受众的精神需

要 , 满足受众审美、灵魂上的追求 , 以虚幻的审美意

境和精神需求为本。这样 , 参照陈望道《修辞学发

凡》修辞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观点 , “大概消

极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必须处处同事理相符合。

说事实必须合乎事情的实际 , 说理论又须合乎理论

的联系”, “然而积极的修辞 , 却是具体的 , 体验的。

价值的高下全凭意境的高下而定。只要能够体现生

活的真理 ,反映生活的趋向 , 便是现实界所不曾经见

的现象也可以出现 ,逻辑律所未能推定的意境也可

以存在。其轨道是意趣的连贯。” [ 11]从此不难看出 ,

新闻语体侧重于消极修辞 ,一般不用变异修辞;文艺

语体侧重于积极修辞 ,有利于艺术形象塑造的变异

修辞得到普遍采用。比如:“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

长”。诗句里的事实显然不可能 , 但它具有无比的

情趣美、意境美 ,深切表达了诗人强烈的思想感情 ,

巧妙拨动了受众灵魂深处的情感之弦。但这种虚构

的文艺语体语言在新闻语体中则是不可能出现的 ,

是违背客观事实的 ,是绝对不允许的。

(五)标题制作差异

新闻语体目的在于广而告知新近发生的人或

事 , 所以在标题制作中与文艺语体区别很大 ,特别是

在新闻语体之报道语体中体现尤其明显。比如《法

制日报》 2008年 11月 18日新闻报道的 3组标题:

1.肩题“庭上庭下 , 戏里戏外”,主标题 “陕西华南虎

照案庭审侧记”, 正文中小标题分别是 “`寻虎有

奖' ,知否?”、“ `弹药陈旧 ' , 减否?”、“`我要作证 ' ,

可否?”;2.主标题 “加油机计量作弊`违法所得 ' 难

以认定”, 副标题 “`偷油' 不算偷 , 监管遭遇法律困

境”;3.主标题 “真挚的关怀 , 深入的指导”, 副标题

“———记胡锦涛总书记在安赛县调研和指导深入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透过这三组新闻标题 ,

我们发现 ,标题正是文章主要信息的载体 ,这 3组标

题尤如“一句话新闻”一样 , 尽显新闻语体之目的 ,

基本达到了最快速度报道新闻的目的。

而文艺语体由于功能目的不同 , 其标题制作明

显呈现出分支语体的不同特点 ,呈现出审美性、情感

性、多样性 、简洁性等特点 , 即便会写意表明文章的

主旨思想 ,但也基本不会出现如新闻语体这样完全

呈现文章主要内容的情况。

(六)选题及内容差异

新闻语体写作涉及到事件本身(客体)受众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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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报道条件 3个方面。这 3方面的交叉融合范围

才是真正报道的选题范围。所以 , 新闻语体写作前

有两方面要注意:一方面 ,要认真考虑、精心选择报

道内容。社会上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着数以亿计的各

种各样的新鲜事或人 , 不可能每天每件事或人都能

成为新闻报道事实。所以 , 是否能够精心选择报道

内容就成为记者业务素质强弱的重要体现。另一方

面 ,要认真、充分考虑受众的需要。新闻报道要尽可

能扩大受众面、受益面 ,就必须根据现有的客观报道

条件及科学发展条件 , 根据受众需要的不同要求选

择和采写新闻。而文艺语体与之不同 , 其艺术的特

性就是虚构 、生动和审美 , 充分的联想和虚构是文艺

语体的必然选择和必要前提。因此 , 文艺语体的选

题内容可谓浩如烟海 ,拥有极大的广泛性 、可能性。

此外 ,在写作要素上 ,文艺语体不会刻意追求一

些真实的客观的具体的人或事 ,而是在塑造形象、增

加表达力上着力虚构艺术事件和人物。但新闻语体

却与之相反 ,新闻语体必须遵照“五个 W”这五个要

素要求 ,即必须要交待清楚何时、何地、何人 、何事、为

什么。即使在面临现代新闻变革的新新闻写作中 ,省

略的也是次要的 ,主要新闻要素仍然要且必须要交待

清楚 、明确 ,以达到新闻语体的广而告知的目的。

总而言之 , 新闻语体与文艺语体不仅具有语体

的语境差异 , 而且存在着语体词汇、句法 、语篇、修

辞 、标题制作、选题及内容等言语功能差异。此外 ,

在不同语体实践过程中 , 语体表达主体为了追求一

种更佳表达效果 ,又常常有意打破语体常规风格规

范的框架 ,利用语体间的相互渗透 、相互借用 、相互

融合等特点 ,从而产生一些言语表达的新形式 ,形成

语体的融合与交叉 ,也就是语体的言语交融与交叉。

在言语交际实践中 ,一方面 ,新闻语体与文艺语体都

善于通过交叉渗透方式 , 分化其他语体中的专属功

能和专属手段 ,比如新闻语体与文艺语体对公文语

体功能手段的转化运用。另一方面 , 新闻语体与文

艺语体也存在着许多相同功能表达方式。比如 , 它

们在语体写作中一样地抓人物或事件的细节 , 一样

地追求文字的锤炼 ,一样地努力强化标题的作用 ,一

样地注重修辞的合理选用。同时 , 也就在这种许多

相同的功能表达方式里 , 新闻语体与文艺语体发生

了诸多的语体的交叉与融合现象。这种语体的交叉

交融既产生了界于两种语体之间的新闻特写、报告

文学 、文艺通讯 、新闻速写、杂文等不同新兴交融文

体 , 又造成了两种语体之间时常发生的语体借体和

语体交叉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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