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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去年6月暨南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杜小陆先生邀请我为他们出版社主编一套语言学丛书。
始初我有些犹豫，但为他的眼界和气魄所感动，而且觉得这是响应社会发展、对语言科学召唤的善举
，便欣然应诺了。
　　丛书筹备工作进展很顺利，很快便得到了20多位学者朋友的赞许与支持。
去年7月和今年4月暨南大学出版社徐义雄社长先后两次诚邀部分编委举行了丛书策划论证会，深入讨
论了丛书选题运作的相关事宜，确定丛书名为“语言研究新视角丛书”，丛书的核心思想为“创新”
：课题新、理论新、语料新、方法新，力求凸显研究对象的新规律、新特点，洋溢时代气息，体现学
科走向，给读者以新的启示。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新是学科前进的关键，只有创新才能给语言学增加新鲜血液，使其健康发展。
而创新的基础是继承和吸收。
继承、吸收与创新融合是语言科学发展繁荣的重要因素，也是语言科学发展繁荣的基本规律及其研究
的方法论原则。
我们撰写这套丛书既注意继承优秀传统，吸收已有成果的精华，更努力于开拓创新。
　　这套丛书由30本组成，于2008年10月、2009年8月和2010年8月分三批出版。
　　丛书数量大，内容广泛而丰富多彩。
涵盖语言理论、语言本体、语言运用和语言教学的范围，涉及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社会语言学
、语用学、话语语言学、方言学、修辞学、语体学、语言风格学、辞章学，以及港台语言、网络语言
、广告语言、导游语言、交际语言艺术、语用与文化、语用与教学的方方面面。
其中有国家、省部级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成果，有影响较大的学术专著的拓新或再构，有作者多年潜心
研究的新著。
我们期望丛书的问世能对现代语言科学以及与其有关学科的繁荣发展有所贡献，对语言学、文艺学、
文章学的教学有所帮助，对语言科学的研究者有所启示，对社会公众提高语言运用的能力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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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节目主持人语言传播艺术》试图从传播学和系统论的角度，结合诸如信息论、控制论、传媒生
态学、新闻学、美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知识理论来探索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的传播现象、技巧和规律。
《节目主持人语言传播艺术》可供相关专业的学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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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沛雄，广州体育学院新闻传播专业教授，硕士生导师。
1967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系。
20世纪80年代曾应邀为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学习之友》节目主持和主讲过演讲、论辩、推销、谈判语
言艺术的一百二十多个专题讲座；在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副书记和广州体育学院党委书记期间，
先后分别创办了国际新闻传播专业和体育新闻与传播专业。
主持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4项；其著述、主编和公开出版的应用语言学和新
闻传播学的著作和教材有《交际推销谈判语言艺术200题》、《新编传播学》、《广播电视体育新闻》
、《中国体育与信息高速公路》、《口才要术》、《大学生口才》等13部；主编了《广东百科全书（
体育篇）》，公开发表应用语言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论文七十多篇。
现任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文化传播学会副会长。
照片为肖沛雄教授（右）与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在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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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以对广大受众来说，节目主持人仅依靠外表吸引人的“首因效应”是远远不够的。
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主持人，其美感魅力绝不能单靠漂亮的外表，如果缺少了深刻的思想和文化知识内
涵，在屏幕上只能昙花一现。
“随着认知的深入，认知客体的人格特质将逐渐成为印象形成的决定因素。
”①像白岩松、崔永元、张越等主持人，虽然长相一般，却凭着他们的气质、学识和才华，产生了强
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打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品牌节目，长期得到受众的爱戴和青睐。
这是因为主持人在不同层面的语言传播形态中产生了不同的美感价值。
除了外在美之外，像音韵美（如语音美、节奏美和韵味美）、辞采美（如准确、鲜明、生动）、幽默
美、智慧美、风格美等，都是受众所期待的艺术美感魅力的一部分。
　　主持人要实现节目对受众的审美效果，首先必须认识到，节目审美效果的产生和大小始终要以受
众心理为中介，始终离不开一个重要因素——受众对美的接受程度。
实际上，受众的审美认知在心理上通常有深浅层次之分。
受众因为自身教育、性格和环境因素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审美层次，从而获得不同的传播效果。
其中包括：　　（1）认知与浅层次审美。
它仅仅形成于受众的感知层面，影响受众对事物不确定性的排除。
衡量它的尺度，通常用受众对传播内容的“知晓”程度来表示。
　　（2）认知与中层次审美。
传播信息不仅作用于受众的感知觉，还进一步影响其思维和情感。
节目主持人在传达信息时，包含着对某一事物的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落后的价值判断；
并从审美的角度，用大脑进行思考、判断，作出相应的价值取向。
衡量它的尺度，通常用受众对传播内容的“情感”深度来表示。
　　（3）认知与深层次审美。
节目主持人通过传播活动，不仅作用于受众的感知、思维和情感，而且影响受众意志甚至行为。
不仅要让受众认识到某种事物言行的价值，而且让受众在认识过程中，对这些事物言行进行深层次的
分析，从而影响自己的行为。
它通常用受众对传播内容的“行为”程度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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