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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视气象节目语言特征

宋英杰

（华风气象影视信息集团，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气象预报，作为具有高社会应用价值的高时效性信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的时代，其信息内涵越来越丰富，传播载体越来越多元。气象预报，政府越来越关心，

百姓越来越关注。而电视作为主导性媒介，各公共频道每天高密度播出气象预报和

气象相关新闻，气象信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曝光度。电视气象节目往往都是所在

频道中收视率最高的日播节目。但是在泛媒体时代，随着信息的分众化和多元媒介

的分流效应，电视气象节目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自我反思和探究电视气象节

目传播的信息指向性，优化特定媒介的传播效能，提高节目与观众的契合度，便成为

电视气象节目实践中必须直面的课题。作者从媒介及其传播特性、受众特征、监测和

预测能力发展和语言通义四个方面分析了电视气象节目的语言特征，只有贴近并契

合这四个方面，才能更好地提高电视气象节目的传播效能并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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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目前电视气象节目语言特征的基本认识

　　电视气象节目，作为蕴涵科学品质和新

闻价值的服务类节目，具有广泛的社会需求。

而在媒介的传播链条中，信息的科学性通过

传播的有效性得以体现。也就是说，科学的

信息是通过媒介的传播才能够外化为科学的

应用，这是衡量气象信息传播方式优劣的核

心标尺。让受众看得清、听得懂、记得住、用

得着，是服务类节目传播的及格线。

电视气象节目，和报纸信息和网络信息

相比，它有着言语信息稍纵即逝的劣势和信

息容量的局限。只能即时捕捉而不能延时回

味。但同时它具有声画合一的立体传播特

征。所以需要充分利用画面语言和口播语言

相互辅助所产生的增值效应，使观众通过画

面语言和口播语言双重叠加，在信息传播的

第一瞬间理解并记忆特定信息。同时报纸信

息阅读或网络信息点击，均体现信息接收的

个体化，相对而言电视节目更具有信息接收

的家庭化，需要充分体现节目收视的家庭氛

围，使节目语言更亲和、更通俗、更平民化。

而随着电视节目的日益分众化，由雅俗共赏

向雅俗分赏过渡，不同功用的、更加细化和差

异化的电视气象节目必须在语言体系方面做

出相应调整，更加贴近各自的目标群体，并具

有各自鲜明的风格。

所以我们需要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在

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努力构建适合媒介传播

和公众接收的气象节目语言方式。

气象预报的语言格式脱胎于气象预报人

员的会商过程，会商思维的专业性使得气象

预报语言易于脱离民众谈论气象的表述方

式，使得科学语言从大众口头语言中异化出

来。而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的由广播和报

纸这两种媒介所承载的公共气象预报，则不

断锤炼着气象预报的语言格式，并在数十年

的广义传播实践中不断固化着气象预报的基

本句式和常规词汇，并逐渐形成了以规范、严

谨、专业、平面媒体化为基本特征的语言体

系。可以说，这一语言体系的产生与当时的

媒介特性、监测预测能力是吻合而匹配的。

很多受众经过这种日播信息的高密度熏染，

对于气象预报的语言格式的诸多特征都非常

熟悉，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气象预报的

语言外壳在整个汉语言体系中也具有独特鲜

明的特性。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视取代了广播

成为公众获取常规气象信息的第一媒体，受

众的需求日益广泛而多元。而同时无庸质疑

气象监测和预测能力也在不断提高［１］。面对

多元化渠道、多元化受众、多元化内容以及动

态发展的语言和文化，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

们原有的语言体系中的问题，并加以完善。

２　构建什么样的电视气象节目语言特征

２１　构建适合媒介特征和传播特性的节目

语言特征

　　客观地说，目前的气象预报语言格式是

“印刷体”的，不是为电视媒介量身定做的，而

是平面媒体化的语言格式，是不借助画面而

进行的纯文字说明，即独立存在的语言形态。

同时，在语言风格上明显具有书面语言而非

口头语言的表述结构和方式。如：回旋少动，

受其影响，副高，上述大部地区，阵性降水，西

伸北抬，苏皖北部，浙闽沿海，６～７级间８级

偏南或偏北风，西北地区东南部的局部地区

将有小到中雪（雨）等等。

尽管从信息内涵的角度而言，目前的气

象预报语言格式是非常成熟而精练的，但其

语言格式的价值取向是建立在纸质媒体的基

础上的，语言刚性有余，弹性不足；罗列有余，

提炼不足。

有主持人讲解的电视气象节目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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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一对一的聊天式传播，而非那种一对

众的发布式传播。所以构建电视气象节目的

语言特征要从审视语言的公共文化状态开

始。

电视化的气象信息传播首先体现声画同

步，主持人需要沉浸在画面语言中进行指点

和阐述，不能割裂声画的相互映衬作用。现

在有一种趋势化的倾向，由于提词器的使用，

很多人在演播过程中放弃对于画面信息的同

步说明而进行单纯的全文播报。这种方式降

低了电视媒介的传播优势。

由于电视媒介信息传播是一次性接收

的，所以在传播过程中对于重点事项需要进

行适当的重复或强调，同时在表述方式的运

用上需要以尽可能直白的方式避免歧义或误

读，以浅显的解读求得深刻的印象。

如：５—６日，也就是这个双休日，会有一

股比较强的冷空气侵袭北方地区。星期天的

早晨，华北、东北地区的气温很可能降到入秋

以来的最低点。

举一个按照媒介特性进行预报解读的个

例：２００８年４月中旬新疆和东北地区均异常

晴朗炎热，最高气温大多突破３０℃。但４月

１８日一股强大的冷空气侵袭导致乌鲁木齐

大雪纷飞。针对那股冷空气即将对东北地区

的影响，中央气象台提前４８小时提供了比较

准确的预测。当时的预报文稿是：（２４小时

预报）东北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阵雨；（４８小时

预报）东北大部有小到中雨（雪）。我们在节

目创作中在不违反气象台预报文字内在语义

的基础上，在介绍完未来２４小时东北的降雨

和降温之后说：后天东北地区降水依然难以

结束，而且随着气温的进一步下降，甚至存在

着产生降雪的可能性。结果东北的确发生了

大面积的降雪。

显然节目语言更加突出了“降雪”这一最

关键性的影响。而原来预报文字的平面媒体

特点使得“雪”这个关键报道点仅仅在括号之

中。可见，节目服务语言比原本的预报语言

针对关键要素的指向性在电视传播的环境中

显得更为突出和鲜明。

而预报结论也同样需要体现声画同步。

例如在目前的气象预报节目中，既有降雨区

域的线条，也有针对不同等级的强降雨进行

渐变的填色处理。如果画面中观众可以清晰

看到经填色处理的强降雨区是辽宁和吉林，

我们就不能按照原有的语言习惯，将其表述

为“东北地区中南部的大部地区”；观众明明

看到的是河南，而我们仍然刻板地表述为“黄

淮地区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是不合情理

的。

另外，电视气象节目还需要重视画面语

言对于口播语言的分流作用。在重要天气过

程即将产生时，传统的节目流程过于重视口

播语言的传播，造成单位节目时间的信息超

载，主持人往往以“机关枪”式的语速进行播

报，严重降低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在这种情

况下，需要利用画面对口播语言进行卸载，以

滚动字幕或信息表注等方式进行辅助传播，

充分体现电视传播与广播节目相比的媒介优

势。

２２　构建适合公众需求、欣赏习惯和平均理

解能力的节目语言特征

　　及时而相对准确的气象预报是通过公众

理解和应用来实现其保障生命、改善生活的

功能的，即公众对信息的正确理解是气象预

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关键环节［２］。所以电

视气象节目的语言体系的构建应以用户体验

为导向，站在公众的视角去审视天气，解读预

报。有人说：专家的目光是盯着图上的系统

走，而老百姓的目光是盯着头上的云彩走，这

就是目光的差异。服务性的节目，以人为本，

是以别人（受众）为本；善解人意，是要善解他

人（受众）之意。

台湾资深电视气象主播、曾担任气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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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事长的刘广英教授在评价气象专业人员

缺陷时总结到：科学人要学会说社会话。

被称为台湾“头牌气象主播”的任立渝先

生出身气象专业，其节目语言以表述简明，条

理清晰见长，例如：“昨天不算热，今天有点

热，明天会更热。紫外线昨天有点过量，今天

有点危险。”‘气象局’预报当日台北２５℃，高

雄２７℃，他说：“我不晓得他们哪个环节出了

问题。我估计台北今天接近３０℃，高雄是３０

～３２℃。”在台湾，他的名气和身价之所以过

人，是因为他在适应受众口味方面的确具有

过人之处。

在英语环境中，对于天气的讲解，人们常

常用到一个词：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口译）。即电

视气象节目具有口头翻译专业性预报信息的

功能。电视气象节目的语言必须降低公众理

解的门槛和难度。

英国ＢＢＣ资深气象主播ＢｉｌｌＧｉｌｅｓ曾在

他的《气象学家还是记者》一文中这样写到：

各国的气象专家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习惯：

眼睛紧紧盯着自己的科学标准，而难以与那

些并非出自这个专业的人们心息相通。因为

人们生活在真实的天气之中，而不是天气预

报过程的理论部分之中。

而在我们的节目实践中的确存在我们乐

于讲述天气预报由因到果的推导过程，而使

受众被动去看我们津津乐道地介绍那些原本

只属于预报人员的逻辑思维的中间过程。

尽管气象预报是气象科学每天的日常成

果，但是气象预报节目并不简单是科学节目

而是服务节目。世界上没有哪个科学节目能

够占据各个主流频道的黄金时间。受众所喜

闻乐见的不是预报过程，而是预报结果和对

预报结果的社会化解读。受众对于气象节目

的兴趣源于对气象预报的兴趣而非对气象科

学的兴趣。受众仅仅以感性和实际需求出

发，而对于受众对于气象预报的理解能力，需

要基本迁就、适当引导。“数值预报”，对于业

内人士来说非常熟悉，但就是这个在节目长

期提及的专业名词，绝大多数观众来信中都

将其写为“竖直预报”。公众科学素养更多地

需要通过宣传和普及而逐渐提高。“傻瓜”相

机之所以比专业手动相机更风靡、更具用户

缘，就是因为操作者不需要阅读厚厚的使用

说明书。

绝大多数的电视气象预报节目不承担这

样的“科普”功能：先用枯燥生涩的专业术语

介绍气象，再用科普的方式解释受众不理解

的气象术语。营养再丰富的信息，也要令人

乐于咀嚼、便于消化。

另外，气象预报往往聚焦在“哪里即将发

生什么”，基本句式为“受…影响，某某地区将

出现…天气”．而受众的需求是不仅会发生什

么，还需要了解会不发生什么。２００６年夏川

渝高温干旱，受众同样需要否定性的预报，如

“９月４日之后南方再次出现这种大面积高

温天气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近年来，公众对气象事件的关注愈加广

泛而深入，公众对于气象预报准确性的期望

值的提高，快于气象预报准确性提高的程

度［３］。气象监测预测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有效

提升气象预报的公众满意度，这也是一个世

界性的长期性的问题。

于是，通过节目自身如何化解隔阂、消除

误区，提高受众对于气象预报的主观评价，也

是电视化气象节目需要面对的问题。节目的

语言体系需要包含对于天气不确定性的灌

输，表述中注重可能性，减少绝对性。勇于自

我剖析，构建有勇气、负责任、不推诿的媒体

形象，使公众从理性的层面认识科学局限，从

感性的层面宽容预报失误。因此，电视气象

节目的语言体系需要包含很多乍看起来并非

科学的内容和传播技巧，以形成与受众的良

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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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构建适合气象监测、预测预警能力的节

目语言特征

　　从前在气象预报的语言习惯中，预报语

言（尤其对于地名的指示）之所以具有很强的

模糊度，一方面受监测手段和预报能力所限，

另一方面是因为纯文字表述的特点。一个比

较笼统的区域，没有画面的注释，看不到摸不

着。但是在画面语言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

即使预报的文字语言再模糊，也终究是一种

很唯心的表述方式。而从另一个层面分析，

气象预报的准确性方面的确存在局限性。过

犹不及，预报语言保持适当的模糊度体现着

追求本真的科学精神，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看待气象预报的这种语言格式，它在监测

和预报能力相对落后的年代是科学而合理

的。但是随着监测和预报能力的不断提高，

预报语言的模糊度也需要与时俱进地不断降

低。而电视化的语言，也更趋于简洁清晰，更

需要提要时的高屋建瓴和描述时的细致入

微。

广播报纸时代比较流行的句式，在程度、

时间、空间等诸多方面都显示很明显的模糊

度。

例如关于程度：“冷空气前锋过后，上述

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下降４到８℃，局部地区

降温１２到１６℃。”而在目前，冷锋对于各地

区影响的起始时间能够有比较明确的预期，

就不能笼统地概括；在画面清晰显示最剧烈

的降温出现在哪里时，也不宜用“局部地区”

模糊地表达。

关于时间：“本周前中期的后半段我市将

有阵性降水”（心理预期或许是周四）。

关于空间：“内蒙古西部的偏东地区和东

部的偏西地区将有小到中雨”（图形可能显示

为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兴安盟）。

模糊的语意会降低受众对信息的接收意

愿并形成理解障碍，从而降低气象节目的社

会服务效果。而广播报纸时代比较单一的语

言格式会降低受众接受信息过程中的思维灵

敏度和新奇感。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原有的气

象预报语言体系在公众心目中有一种陈旧、

迂腐甚至很八股的印象。所以大量的社会调

查显示气象预报类节目是公众习惯性收视而

不甚满意的节目。这种广泛性的社会体验和

气象预报的语言体系所营造的节目氛围有着

直接的关系。

在监测和预测能力可以基本掌控的前提

下，适当提高预报语言表述的清晰和确切程

度是我们在构建电视语言体系过程中需要着

力注重的方面。

在需要的情况下不完全按照完整预报时

效（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笼统表述。

如：“江南的降雨今晚陆续结束，明天雨

过天晴”；“华北东北的阴雨天气从明天开始，

不会妨碍大家今晚中秋赏月”。

在可能的情况下，首先适当细化国土面

积较大的省区如新疆、内蒙古、黑龙江、云南、

四川、甘肃等的地名表述，由地级行政区划名

称取代如内蒙古中西部偏南地区、新疆东部

的部分地区、黑龙江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

等缺乏受众指向性的地名称谓。

在目前监测手段强大、预报时效延伸的

情况下，电视气象预报的语言框架中既要注

重短时效多重要素变化对于观众的影响，也

要注重长时效重大天气过程对于观众的影

响，在语言描述中要近处画工笔画，远处画写

意画，疏密有度，避免笔墨直线式的平铺直

叙。

在这一方面，逐渐提高的科学能力通过

积极审慎的科学态度和传播方式得以体现。

２４　构建适合文化传统和通用语义的节目

语言特征

　　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面对天气，也都有

自身对于气象现象和规律的洞察和体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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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看待天气的眼光和谈论天气的习惯。而

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国度，先人留

下了大量对于气象现象和规律的见解和认

知。如２４节气以及流传甚广的各地气象谚

语等等，都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哲理和生活智

慧的重要部分。现代意义上的电视气象节目

语言体系不能放弃对于文化传统的传承，不

能使其游离于公众的习惯和习俗之外。为人

服务的节目，其内容和形式需要更贴近人。

而作为主流传媒中的电视气象节目，必

然承担着规范使用口语化的现代汉语的职

责。对现代汉语通用语义的尊重和坚守，是

气象预报和气象节目从业人员必须正视的问

题。

长期以来，气象预报语言处于单向创作

和输出状态，缺乏反馈和自我修正机制。传

统用语中沉积了大量有悖于现代汉语通用性

的现象。我们只有规范使用各种词汇、概念

和地理称谓的义务，而没有以己之需擅自创

造概念和地理称谓的权利。

我们用“部分”和“局部”来区分在整个区

域中的范围大小，而在通用语义中，“部分”为

“整体中的局部”；而“局部”为“整体中的部

分”。

我们用“晚上”指前半夜，以“夜间”指后

半夜，而在通用语义中，“晚上”可泛指“夜

里”；而“夜间”指“夜里”。所以观众听到“台

风中心明天晚上到夜间在…登陆”感到十分

诧异。这两组词汇语义微小的差异被我们人

为地放大了。

“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地区的风

力有１１到１２级”，所谓“地区”是指“较大范

围的地方”而无论下垫面是海水还是土壤。

这个个例中“地区”的含义被缩小了。

“台湾省及其沿海”，所谓“沿海”是指靠

近海的陆地，如沿海城市、沿海地区等。而

“近海”是指靠近陆地的海域。这个个例显然

混淆了“沿海”和“近海”的语义。

在地理称谓的业务使用中，也同样存在

忽视地名的公众通用程度的现象。

如“江南中部的部分地区”，“中部”是一

个非独立性的地理称谓，因为有“江南中部和

西部”的“中部”，也有“江南中部和南部”的

“中部”。同时，有人习惯于将江南两分为南

部和北部，也有人习惯于将江南三分为南部、

中部和北部，这使得即使江南南部这样的概

念同样具有不明确的指定性。

如“华北大部、内蒙古大部”和“西藏东

部、西南地区大部”，在国家行政区划中，内蒙

古属于华北区域，西藏属于西南区域，因此不

能并列。也有人习惯于把福建北部归于江

南，福建南部归于华南，这些都是不正确的。

农业区划和气候区划都不能替代行政区划。

我们常常习惯于用河流、山脉、盆地、平

原、高原来介定地名，这种方式有一定的合理

性，但是受众心理归属程度最高的还是行政区

划，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尊重受众的习惯。

同时我们必须关注行政区划的变更。如

１９９７年３月重庆直辖，但是在很多气象节目

中数月之内没有绘制重庆市轮廓的线条，预

报文字中依然将其称为“四川东部的部分地

区”。海南的通什改为五指山市，云南思茅改

为普洱市，但直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关于热带气

旋“利齐马”的影响报道中，他们依然被称为

通什和思茅。四川达川地区和重庆万县已分

别于１９９９年和１９９８年改为达州市和万州

区，但直至２００８年５月的地质灾害气象等级

预报中，我们的预报文字依然沿用原有的地

理称谓。

在地名的使用上，我们必须遵从国家标

准，并尽量使用受众知晓程度更高的地理称

谓。使用原则变“以我为主”为“名从主人”。

３　结语

二十年前，电视气象节目的必视性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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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唯一性；十年前，电视气象节目的必视性在

于其权威性；现在，电视气象节目的必视性在

于其贴近性。

在构建电视气象节目语言体系的过程

中，既要倡导不同类型节目的多元，倡导体现

鲜明个性的风格化，也要坚守节目内在科学

品质的规范化，但规范不等于刻板的公文语

言，而是对信息的不同筛选和编串方式，以及

对特定信息从不同视角的恰当解读和梳理。

避免在媒体领域曾经出现过的“一管就死，一

放就乱”的现象。

公众气象服务，是气象部门实现防灾减

灾职能，将监测和预报信息转化为社会生产

力的重要途径。而电视气象节目的语言，是

实现公众气象服务传播效能的核心内容。在

气象预报和气象电视节目实践的基础上，需

要深入研究并逐步构建符合电视属性、观众

预期、技术水平和语言规范的电视气象节目

语言体系和评价机制，使蕴涵黄金资源的电

视气象节目真正成为观众心目中亲近而信赖

的黄金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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