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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汪涵是湖南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其杰出的节目把控能力与灵活的应变能力凸显出炉火纯青

的主持技巧；诙谐幽默、直白婉转的主持语言和普通话、方言相穿插的说话方式造就出自成一家的语

言风格；书生意气与综艺感结合、才情个性与文化影响力兼备塑造出别具一格的主持形象。汪涵堪称

播音主持艺术从业者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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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ang Han is a famous host of Hunan Satellite TV. His outstanding program control ability and flexible 
strain ability highlight his excellent hosting skills. The humorous, straightforward and tactful host language and 
the way of speaking interspersed with mandarin and dialect have created his own language style. The combination 
of intellectual spirit and variety sense, talent and personality and cultural influence has shaped a unique hosting 
image, which is a model for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art practitioners to lear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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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天常在《节目主持人通论》中指出：“节目

主持人是在大众传播活动的特定情境中，以真实

的个人身份和交谈性言语交际行为，通过直接平

等的交流方式主导、推动节目进程，体现节目意

图的人。” [1] 节目主持人是媒介和节目的代表，

直接和听众、观众进行交流、沟通，主持工作的

好坏直接影响到一个节目乃至一家电台、电视台

的声誉。因此，节目主持人除了要具有较高的政

治思想、道德修养外，还要具有较好的专业修养，

其主要包括良好的文化修养、驾驭节目的能力、

灵活应变能力和语言表现力 等 [2]316。

汪涵是湖南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他凭借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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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成著的主持功底和对主持艺术的满腔热爱，从

湖南经视的一名剧务成长为耀眼的主持明星。自

1998 年湖南卫视《真情对对碰》开播以来，汪涵

不仅在传统电视媒体上主持了多档高收视率综艺

节目，同时还迎接网络挑战，主持了多档现象级

网络综艺脱口秀节目。其扎实的主持功底与丰富

的舞台经验获得了业内外的交口称赞，汪涵堪称

我国播音主持艺术从业者的典范。显而易见，对

作为国内现象级主持人汪涵的主持艺术进行系统

的研究，不乏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然而从知网、

万方等学术网站的查询看，汪涵的主持艺术还未

得到学界相应的研究。为此，笔者不揣冒昧，试

图从主持技巧、主持语言、主持形象等三个方面

对汪涵的主持艺术进行探析，以期引起学界对其

主持艺术的关注与重视。

一 汪涵的主持技巧 

节目主持是一种技巧和艺术。我们经常看到，

许多年轻的主持人在台上操着一口流利的台词，

但遇到突发状况却手足无措。汪涵作为主持界的

“教科书”，其游刃有余的主持技巧屡屡成为他

在舞台上化险为夷的法宝。

（一）杰出的节目把控能力 
汪涵往往在主持群或是搭档主持中担任着“总

指挥”的角色，丰富的主持经验，使得他对话轮

与录制流程的把控游刃有余。以《天天向上》为例，

作为全国首档引入“男子偶像团体”主持群概念

的脱口秀节目，风格各异的主持人虽然为节目带

来了丰富的话题与广泛的受众，但也恰恰因此容

易丢失整体性的主持基准，需要汪涵以“大哥”

的身份来进行语轮与流程的把控。如在 20180701
期《天天向上》中，著名演员、导演徐静蕾作为

嘉宾之一参与录制，主持人大张伟跟她聊了很多

兴趣爱好的问题，涉及到养猫、画画等诸多方面，

两人聊天时间过长，眼看就要超出预定时间。这时，

汪涵机智地接过话：“其实徐静蕾还是个吃货。”

随即聊了两句关于吃菜的话题，为接下来上台组

织青岛峰会的国宴厨师亮相做了一个无缝对接。

汪涵就这样“不动声色”地扭转了聊天话题，控

制了访问时间，把握了整场节目的节奏。

泛娱乐化态势下，影视文化市场上的“三俗”

（庸俗、低俗、媚俗）节目层出不穷，其往往夸

大了成人世界中拜金和贪图享乐的价值观，对青

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诱导性负面影响。作为以“娱

乐”为诉求的综艺娱乐类节目，其文艺传播劝导

作用具有间接、隐含的特点。其一，文艺传播的

劝导成分通常是寄附或隐含在文艺信息内传播的，

其是非判断是含混的，常常有多种解读的可能；

其二，文艺传播的劝导作用是以潜移默化或以被

称为“濡化”的方式发生作用的，并不采取直接

的社会行动 [3]，因此主持人在节目中的价值观呈现

便显得尤为重要。汪涵在主持节目时，历来注重

对交流话题与聊天尺度的积极把控与引导，以期

达到综艺娱乐类节目中“娱乐”与“价值取向”

关系的平衡，体现文艺传播的劝导作用。如有一

期节目，导演组请来了几位平均体重达 101 公斤

的女生展示才艺并与明星嘉宾互动，以博取眼球，

达到节目所需要的喜剧效果。节目结束后，汪涵

的一段肺腑之言令观众记忆犹新：“非常感谢这

四位可爱的女孩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她们身上

散发着一种自信的美，我们希望她们能够继续健

康地、美丽地、茁壮地成长，她们让我们感受到

了她们的魅力。有可能其他的女孩子认为有这样

的体型会有点悲观，但她们的自信让她们站到了

这个舞台上。”这段话一方面不吝夸赞女孩们展

现出的自信之美；另一方面也告诫现在的青少年

和一些自觉“不完美”的女孩，要自信地积极地

去生活。由此可见，汪涵在节目把控技巧上的成功，

不仅表现在睿智的语轮调控上，同时也体现于对

节目价值取向的积极引导上。

（二）灵活的应变能力 
作为一名主持人，灵活的现场应变能力是衡量

其主持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汪涵在节目中的应

变能力一直以来为业界津津乐道。其实，在他优

秀的应变能力背后，隐含的是他丰富的知识面与

强大的学习能力，所以，面对突发状况时，他总

能运用多种语言技巧、发挥专业素养来轻松化解。

在2015年《我是歌手》（第三季）总决赛直播中，

汪涵在孙楠突然宣布退赛时的灵活应对，不仅有

效处理了突发状况，还征服了所有现场和电视机

前的观众。当时，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他从容

不迫，第一句话就毫不遮掩地说：“既然我是这

个舞台的节目主持人，接下来就由我掌控一下。”

给观众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还让他们对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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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语表现出强烈期待。随后他向孙楠问道：“楠

哥，我特别想问一下，刚才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

内心所想所感，都是你自己拿定主意后的观点？”

汪涵在事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向当事人求证，不仅

明确了责任方，维护了湖南卫视的利益，同时也

避免了事后舆论发酵后的“炒作”之嫌。紧接着

他提到：“接下来我要说的这段话有可能只代表

我个人的观点，而不代表湖南卫视的立场。”勇

敢地担起一个主持人的“口舌之责”。这样做，

不触及到集体利益，避免了自身言论对湖南卫视

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汪涵在救场过程中提到：

“我之所以不害怕是因为你们还真诚地踏踏实实

地坐在我的面前 , 我还可以从各位期待的眼神当中

读到你们对接下来每一位要上场的歌手 , 他们即将

演唱歌曲的那一份期许。我还可以从各位的姿态

当中感受到你们内心的那种力量，这个力量足够

给楠哥，给红姐，给 The One，给李健，给维维，

给黄丽玲，给所有歌手，给彦斌。他们已经准备

好了，会有千万个掌声要送给他们。楠哥不信，

你听。”这段话不仅安抚了现场观众的情绪，同

时也照顾到了其他歌手的心理感受，保证了整个

节目多方参与者的录制状态。因为在当时的情形

下，如若有另一位歌手因不满孙楠的举动而当场

表达意见，场面必定会变得混乱，一发不可收拾。

这段话结束时，汪涵巧妙地跟孙楠说到“楠哥不信，

你听”，引导现场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他在这

个状况下与观众的互动，一方面达到了稳定情绪

的效果，保证了节目的有序运行；另一方面，他

在陈述完观点后，不忘引领观众给孙楠掌声。这

样做，不仅保住了孙楠的面子，不至于使当事人

落入尴尬的境地，也同时引导观众用尊重、包容

的态度应对孙楠退赛的举动，营造出宽以待人的

现场气氛。概言之，这次救场不仅体现了汪涵自

身的深厚涵养，同时也展现了他出色的应变能力。

二 汪涵的主持语言 

主持人的职业特点就是通过“说”来完成沟通

思想、交流感情的任务，因此，良好的语言素养、

语言能力就成了主持人的看家本领 [2]317。汪涵的主

持语言有着独特的个人特色，既诙谐幽默，又直

白而婉转，并擅用普通话和方言相穿插，其无论

是主持综艺节目还是大型晚会，都能让观众捧腹

而乐，且捧腹后又有收获。

（一）诙谐幽默 
“诙谐”与“幽默”在令人发笑的方式上略有

不同。“诙谐”是指说话风趣、令人发笑，说话

者更多地是采用调侃的方式；“幽默”则与人的

智慧有关，话语既有趣可笑，又显得意味深长。

在汪涵的主持语言中，“诙谐”是常有的，他

总会在合适的时机通过调侃来调动节目现场气氛。

如在《天天向上》中对钱枫的调侃，由其名字“钱

枫”打趣地说钱枫想“钱”想到发“疯”；因其

头大说钱枫“大头大头，下雨不愁”等。这些调

侃、诙谐的语言让观众在一个低场效应中突然接

收到一个令人发笑的梗，这样既能活跃现场气氛，

又能让钱枫这一形象深入人心。可见，汪涵的诙

谐持之有度，不做作，也不容易得罪别人。

汪涵主持时善用修辞，如比喻、夸张、仿拟、

设歧等，他还常常利用谐音、拆字、组字等手法来

制造笑点。他的幽默不是低俗的搞笑，而是通过灵

活驾驭语言制造笑点，体现出最佳关联原则。所谓

关联原则指的是：在言语幽默文本内，发话人与受

话人在关联假设的前提下进行语言明示交际，推动

话语的发展。受话人推理得到的语境效果如果符合

交际双方的假设关联期待，最佳关联得以实现；交

际成功，推理结束，幽默效果不在此停留。受话人

推理得到的语境效果如果不符合交际双方的假设

关联期待，明示交际的假设关联度偏低，受话人就

要重新启动推理，得到的语境效果与先前的语境效

果不一致，这时幽默出现 [4]83。举一例说明，一次

在何炅的歌友会上，汪涵对何炅说：“今天你的

铁丝来了不少啊！”何炅愣了一会儿，问：“铁丝？”

汪涵解释道：“就是铁杆粉丝，简称‘铁丝’啊！”

台下笑倒一片。在汪涵与何炅的这场语言明示交

际中，对话的关联假设表现为“歌友会上到场的

忠实观众多”。受话人何炅如若从发话人汪涵那

得到了“忠实观众多”这一假设关联期待，则符

合何炅的语境效果，最佳关联得以实现，幽默不

会产生；但发话人汪涵却降低了这一关联假设期

待，以“铁丝”一词诱使何炅对词语进行重新推理，

一轮语言交际后，他才回应何炅的疑问，抛出“‘铁

杆粉丝’简称‘铁丝’”的答案，这样就达到了

与先前截然不同的语境效果，产生幽默效应。

关于幽默的审美认知，徐晓萍将其解释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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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诱发的幽默效果是一种受话人经过语用推理而

产生的心理反应”[5]。对于关联理论，她有两个值

得重视的见解：（1）对话语的理解是将其语境化

的过程，是将话语的明示信息与相关的语境假设

进行演绎推理的过程。（2）在正常的言语交际中，

受话者总是遵循最佳关联原则，即在认知过程中

力图以适当的投入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因此用

关联理论解释幽默效果就是，因为在认知过程中

适当的投入不仅没有获得预期的语境效果，而且

还需要重新启动推理才能获得，这样，两次或多

次的推理结果引起的语境效果差就在受话者心中

产生了有趣的心理反应 [4]。汪涵幽默的语言审美

效果亦如此体现。比如在一次歌手满江的新歌发

布会上，作为好友，汪涵为表示祝贺特意送上一

束大麦，说道：“祝你专辑能够大麦（卖）。”

满江看后打趣地回应：“但你这束好像是水稻啊！”

汪涵灵机一动，接上说：“那不更好 , 水稻（到）

渠成嘛！”在这段交际案例中，作为发话者的汪

涵为了表达“专辑大卖”的祝贺意愿，利用“大麦”

象征“大卖”代替直接祝词，以降低受话人满江

的关联期待制造幽默。受话人重新投入推理后获

得了有趣的心理体验，但同时抓住话语权并充当

发话者破坏了汪涵预期的语境效果，以“像水稻”

这一违反合作原则的发问营造新的语境效果，以

制造幽默。汪涵随即作为受话者机敏地回答“水

稻（到）渠成”，这样就打破了满江的语境效果，

产生了新的幽默体验。在这段多次互动的推理过

程中，产生的语境效果差表现出幽默语言的审美

特色，一方面体现出汪涵从主动——被动——反

被动话轮中敏捷的语言能力；另一方面，他把“铁

杆粉丝”拼拆成“铁丝”，“水稻”谐意为“水

到渠成”，以此造成新的含义来触发笑点。由此

也可以看出汪涵语言诙谐幽默的特色。

（二）直白婉转 
综艺娱乐类节目的宗旨是让观众得到快乐，

这就要求节目内容要深入浅出。它以轻松消遣的

游戏、脱口秀等形式让人们释放压力、放松心情，

并推崇对通俗流行文化进行大众化解构与展示。

因而，此类节目要求主持人的语言必须通俗易懂，

这样才能调动观众，使之积极参与到节目中来，

并且与主持人形成互动。汪涵的语言通俗直白，

上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下到几岁的孩童都能领会

到其中的深意与趣味。如在《越策越开心》这档

面向湖南本土受众的脱口秀节目中，汪涵访问小

朋友或与学生群体谈话时，他总是会蹲下来用长

沙“塑料普通话”与之交流，通过最大程度地接

近访问对象的文化语境来达到协商式的信息传播

效果。

汪涵的语言婉转体现为擅于违反逻辑同一律。

同一律是指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个思想都必须

保持自身同一 [6]，概念不能随意变换，命题也不能

随意转移。一旦违反了逻辑同一律，则会造成非

理性的信息表达后果。在口语交流过程中，超越

或背离逻辑同一律往往能产生意料之外的情感效

果。汪涵作为经验丰富的综艺娱乐类节目主持人，

在其语言中经常有意违反逻辑同一律。这样不仅

能为节目增添更多乐趣，同时也能有效化解突如

其来的矛盾。一次记者正面问汪涵：“您觉得您

与何炅谁才是湖南台的一哥？”汪涵不慌不乱、

镇定自若地回应：“当然何炅是一哥，我是他大

哥。”此话一出，一时成为娱乐圈语言表达艺术

教科书式的典范。汪涵没有直接回答记者尖锐的

提问，而是转移了论题，巧妙地将讨论的主体“汪

涵”与“何炅”转移为“一哥”与“大哥”。他

运用转移论题的方式违背逻辑同一律，巧妙地规

避了矛盾。这样既称赞了何炅，肯定了他的主持

能力，又表现出自己的谦逊和二人私底下亲密的

关系，同时排除了提问者二度追问的可能，表达

了自身明朗的态度。违反逻辑同一律除了上述转

移论题的方式外，还包括偷换概念与曲解原意 [7]，

二者在汪涵主持语言中均有体现。一次节目中，

汪涵在介绍自己籍贯的时候谈到：“我父亲是江

苏人，母亲是湖南人，所以我是个‘江湖人’。”

短短一句话，以偷换概念的方式造成了幽默的效

果，烘托出节目轻松愉快的氛围。“江苏”与“湖

南”在概念上本是两个省份，因此在逻辑同一律

的表达中汪涵的籍贯要么是江苏、要么是湖南，

但他巧妙地将“江苏”与“湖南”两个省份名称

分别偷换概念为“江”与“湖”两个水系名称，

衍生出武侠小说中耳熟能详的 “江湖人”，达到

了出其不意的话语幽默效果。同样，通过曲解原

意的方式背离逻辑同一律的语言在汪涵的经典语

录中也时有体现。他曾在节目中提到做男人要“三

心二意”，在观众和嘉宾纷纷表示不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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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道：“‘三心’是指让父母放心，让爱人

开心，让领导省心；‘二意’是指对女人善意，

对男人随意。”汪涵背离了“三心二意”的本义，

对其作了曲意的解释，借题发挥，使话语诙谐幽默，

使观众和嘉宾与之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增加了

节目的情趣与韵味。

（三）普通话与方言相穿插

张颂先生曾在《中国播音学》中提到：节目以

口语化的日常说话为主的播音样式，可以起到与

受众充分交流的作用。一方面这种口语化的语言

应该是经过艺术加工的生活化语言，能给观众以

美感；另一方面虽以口语化为主，但不应排斥其

他播音样式 [8]502。在汪涵的主持语言中，普通话与

方言相穿插的特色给节目带来了巨大的美学价值

与传播效益。一方面，汪涵极具语言天赋，会说

长沙话、上海话、广州话、四川话、安徽话、东

北话等诸多方言，他在主持中擅用多种地方言拉

近嘉宾、观众与主持人之间的距离。一次节目中，

一位来自重庆的素人嘉宾做完自我介绍后，表现

略有紧张，汪涵见状，马上用重庆话与嘉宾进行

了简短的交流。一通有说有笑的家乡话交流后，

嘉宾轻松了不少，舞台气氛迅速回升。另一方面，

汪涵擅用方言体现地方特色，呼应谈话语境，营

造节目效果。有一次汪涵谈到了湖南的牛肉米粉。

他说长沙人在外地出差，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不

是回家，而是去“嗦粉”。一个“嗦”字生动地

呈现了湖南的方言特色，不仅让湖南的观众倍感

亲切，同时也让外省观众感到新奇，容易触发笑

点。此外，他还善于在方言中融入民歌民谣。如

在 20160604 期《多彩中国话》里，汪涵得知安徽

电视台主持人艺菲是合肥人后，便用合肥方言提

问：“肥东还是肥西啊？”艺菲听后很惊讶，也

用家乡话回答问：“您还知道肥东和肥西啊？”

汪涵嘴巴一张，说起了合肥民谣：“从肥东到肥

西住了一只老母鸡嘛……”艺菲一听，接着后一句：

“放到河里洗一洗……”最后两人用合肥话齐声说：

“去了骨头就是皮。”一段有趣的方言民谣表演

活跃了现场气氛，取得了非常好的艺术效果。

总的来说，汪涵的主持语中普通话与方言相穿

插的语言特色能被广大观众接受并喜爱，这除了

汪涵本身的主持表现力之外，也离不开他对方言

灵活自如的运用能力。在节目中，如果单纯以方

言或者普通话来主持，一是整体反差小，节奏较

为统一，不能形成丰富的节目层次；二是方言也

有其局限性，如存在非方言区观众接受度较小的

问题。因此，单纯用一种语言形式节目整体的“笑

果”反而会不那么明显 [9]。汪涵将方言恰当地穿插

于普通话中，既不喧宾夺主，避免造成观众理解

上的壁垒；也不会过于刻意，防止出现审美上的

偏差。此外，他还擅长结合不同的主持场景，通

过地域特征明显的语气和语调来传达意蕴，与观

众进行沟通，以达到情感上的共鸣。比如，用长

沙话中的叹词来表达惊讶或愤怒的情感，用东北

话的语气词表达豪爽或威慑之意，以苏州话的腔

调表现温柔亲和的感情，等等。

三 汪涵的主持形象 

魅力是主持人吸引受众的一种力量。主持人

要有吸引受众的意识，以其恰到好处的外部形象、

精湛的语言技巧、富有哲理的内容吸引受众的注

意力 [8]497。汪涵的魅力造就了其独一无二的“汪式

品牌形象”，其不仅体现为 “书生意气”与“综

艺感”的结合，同时还呈现出极具艺术家情怀的

个性与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一）书生意气与综艺感结合 
汪涵主持的节目多为综艺、真人秀节目，从最

早的《越策越开心》《玫瑰之约》到近些年的《天

天向上》《偶像来了》《我是歌手》等，他主持

的节目从不低俗恶趣，而是颇具文化品味。这和

他自身的“书生气质”是分不开的。他爱读书，

涉猎领域多而广，无论是在哲学、宗教，还是戏曲、

历史，他都能道出自己的独特见解。他曾经这样

说过：“读书重在读以致用，有时候前天晚上读

的书，第二天录节目时就刚好用上了。”一个有

文化涵养的主持人无论主持综艺娱乐节目或是脱

口秀，都不会使节目陷入低劣庸俗的境地，他总

能与以“娱乐”理念为主导的节目擦出别样的火花。

于是，观众经常看到，汪涵在节目嬉笑打趣之余，

手中折扇一挥便吐出妙言佳句，其举手投足儒雅

自然，语言表达大方得体。

“综艺感”从字面上意为综艺娱乐类节目令

观众产生的感官体验 , 在节目中有着重要的表现价

值。从符号学角度来看，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通

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相互关系，形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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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符号的含义：“能指”就是符号最初的状

态，“所指”则是符号所代表的意义。通过符号，

人们可以完成对事物、思想、理念的传递和承载，

可以更加简单直观地认识事物、理解事物 [10]。综

艺娱乐类节目的主旨在于“娱乐”，形式在于“游

戏”，目的在于“快乐”，因此以“娱乐、游戏、

快乐”为三大标准传递出来的感官体验是“综艺

感”这一符号最本质的状态，即为能指，而它隐

含的性格、行为、思想等则是“所指”。将这一

符号形象运用到人身上，则是指其具有让观众产

生这种感官体验的气质、性格与魅力。汪涵的“综

艺感”来源于他的主持经历。一方面，作为湖南

卫视的综艺娱乐类节目主持人，其主持风格必然

要贴合湖南卫视“青春、快乐”的办台理念，幽默、

风趣、搞笑是他的主持标签；另一方面，在近年

主持网络综艺节目《火星情报局》《十三亿分贝》

后，受到网络媒体受众年轻化、双向互动性、内

容流行性的特点影响，他在语言表达上也更为大

胆，话题尺度更有张力，个人风格更加突出。汪

涵在节目中兼具“书生气”与“综艺感”的形象

也是他独特的个人魅力所在，他也因此收获了一

大批观众。

（二）才情个性与文化影响力兼备 
在传播媒介迅速发展的新时代，平台竞争、流

量竞争、内容竞争愈演愈烈。无论是电视节目或

是网络节目，都对主持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

别是以娱乐为主的综艺娱乐节目主持人，在活泼

逗乐之余更要发挥才情个性，以艺术家的情怀引

导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以避免节目“泛娱乐化”

倾向。

汪涵的才情个性来源于他始终坚守并崇尚的

“艺术家情怀”。他曾谈到：“在节目主持中，‘主’

是指主持人的头脑，‘持’是指主持人的技巧，‘人’

是指主持人的情怀。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要忘

掉头脑，放弃技巧，展现情怀。” [11]105 其中的“情怀”

体现在主持人要站在艺术家规劝人类向善、知美、

求真的高度，做到说人话、做人事、与嘉宾观众

心贴心。汪涵正是靠自身的素养与情怀，在主持

界走出了属于他的一片天地。他既有舌灿莲花、

风雅幽默的“才情”，亦有深耕道义、满腹情怀

的“个性”。汪涵在其《节目主持艺术的感与悟——

从电台节目主持艺术说开去》一文中，在对主持

人的“小六艺与大六艺”问题进行论述时谈到：

主持人不仅要掌握主持的“小六艺”，即掌握跳

舞、唱歌、说个相声、演个小品、变个魔术等技能，

更要胸怀主持的“大六艺”，即主持人说的话像《诗》

一样优美和节俭，像《书》一样广博、精深，像

《礼》一样有节制、有风度，像《乐》一样有律动，

像《易》一样有变化，像《春秋》一样大意分明。

只有掌握了主持“大六艺”的主持人，才是有境界、

有大情怀的主持人 [11]104。2016 年，汪涵、马可搭

档主持了全国首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明星动员

节目《多彩中国话》，节目由湖南经视频道牵头，

湖北综合频道、河南都市频道、安徽经视频道、

江西公共频道、河北经视频道联合制作，六省联播，

获得了超高的收视率与影响力。作为节目制片人

的汪涵，其对方言保护的情怀，无疑是这档益智

类娱乐节目能够做得如此有情怀有温度的重要原

因。而汪涵的“才情”与“个性”，更是其作为

公众人物形象品牌的灵魂。

主持人的“品牌效应”往往与高质量的节目

互补互动。一档形式与内容优质新颖的节目选用

高专业素养的主持人，能带来可观的高收视率与

收听率，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主持人转而

主持其他节目，同样会把这种“品牌效应”带到

新的节目中，吸引观众对节目的关注。同样，当

主持人进行社会事业宣传、商业产品宣传时，“品

牌效应”的影响力同样持续存在，这也是许多编

导或商人想要运用名人进行宣传的重要原因。处

在事业巅峰期的汪涵，其在初期唱跳逗趣的“综

艺谐星”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品牌效应，已上

升为具有十足文化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他不仅以

主持人的身份热心参与公益事业，被许多公共事

业单位邀请为代言人进行公益宣传；他还同时关

注政治时事，当选为湖南省政协常委和民进中央

委员。汪涵的多重身份体现了其自身巨大的文化

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对他的主持艺术形象也产

生了同生共存的效应：一方面彰显了汪涵作为明

星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为其奠定了

说话者的权威地位，在受众心中产生了威信效应。

比如，2015 年 7 月，汪涵捐资 465 万元发起了一

项由本文笔者之一陈山青领衔主持的湖南方言保

护研究项目——“‘響應’计划”，项目启动之

时便引发了国内外的热切关注，产生了巨大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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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播力与影响力。汪涵于 2015年 10月受聘为“中

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顾问”，得到了政府与

学界的高度认可。2019 年 4 月，汪涵受阿里巴巴

之邀担任“方言保护大使”，为天猫精灵成立线

上“方言博物馆”鼎力代言。此外，他还被授予“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文化形象大使”“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语言地图推广大使”等称号。“‘響

應’计划”的发起使他从一名“爱好方言的主持

人”上升为“保护方言的主持人”，这不仅成为

了他主持形象中的重要文化标签，同时也奠定了

他成为“民间语保第一人”的权威地位。他提出

的精准语保、学术语保、兴趣语保、智能语保和

全民语保的观念不论在传媒界还是在学术界都产

生了广泛影响。其中，“精准语保”回答了语保

应该保护什么的问题——一方面是语言本身（即

弱势濒危语言和方言），另一方面是语言使用者，

特别是说弱势濒危语言和方言的年轻人（包括青

少年）。 “学术语保”“兴趣语保”“ 智能语保”

提出了语保方法论，即要以学术力量保证中国语

保的科学性。以青少年感兴趣的方式保护方言，

以智能科技的手段提升语保的科技含量与时尚潮

流性 [12]105。“全民语保”则回答了语保未来最理

想的发展态势，即人人都是母语的使用者，亦是

母语的保护者和传承者 [12]106。汪涵的语保观念丰

富了语言资源保护研究理论，彰显了他个人的崇

高情怀，也体现了他应者云集的巨大文化影响力，

展现了他作为明星的社会价值。

如果说主持能力是一名主持人入行的基础，那

么艺术情怀与文化影响力则是其精神和价值的体

现。汪涵如艺术家般的才情个性与深厚的文化影

响力，不仅是他从事电视行业几十年来最具珍贵

的人生财富，也是每一位广播电视主持人乃至媒

体人应该努力追求的境界。

娱乐圈的主持人很多，他们风格各异，受到的

评价也褒贬不一。汪涵算得上主持界的一股清流，

他的主持艺术常被后辈当作学习的典范，也成为

学术研究的典型案例。本文以汪涵主持的节目为

实例，从主持技巧、主持语言、主持形象三个方

面探讨其主持艺术特征，以期对其主持艺术理论

的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参考文献：

[1] 应天常 . 节目主持人通论 [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33.
[2] 黄匡宇 . 广播电视概论 [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
[3] 谭洪刚，陈洪清 . 接受美学视角下网络时代文艺传播

的美学特征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09，14(1)：112.

[4] 刘 蓉 . 幽默话语的审美认知解读 [J]. 湖南工业大学

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1：16(4)：83.
[5] 徐晓萍 . 心智空间演绎最佳关联原则：以幽默的解析

为例 [J]. 外语学刊，2005(3)：11-17.
[6] 杜雄柏 . 逻辑学教程 [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1：235.
[7] 刘 亚 . 逻辑视角下的幽默语言 [D]. 武汉：华中师范

大学，2008. 
[8] 张 颂 . 中国播音学 [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510.
[9] 谢 昭 .《越策越开心》的方言元素及其功能研究 [D].

株洲：湖南工业大学，2016.
[10] 魏 敏 . 电视综艺节目标志设计的符号化分析 [J]. 中

国电视，2018(9)：101.
[11] 汪 涵 . 节目主持艺术的感与悟：从电台节目主持艺

术说开去 [J]. 创作与评论，2014(20).
[12] 汪 涵 . 论语言保护 [J]. 神州时代艺术，2019(2).
[13] 鲁景超 . 播音主持的语言文化功能 [M]. 北京：中国传

媒大学出版社，2016：125-137.
[14]  佚 名 .“湖南方言调查‘响应’计划”项目启动 [J].

方言，2015，37(3)：231.
[15] 费尔迪南 • 德 • 索绪尔 .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高名凯，

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1.

责任编辑：黄声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