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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译制片的辉煌时

期，诞生了《追捕》《佐罗》等家喻户晓的译制

片，配音演员参与塑造的诸多经典角色成为

人们难忘的回忆。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繁荣发

展，电影、电视剧、动漫、游戏等文化产品层出

不穷，配音领域不断拓宽，配音演员和配音行

业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为此，我们邀请“佐

罗”（电影《佐罗》）配音童自荣、“萧十一郎”

（电视剧《萧十一郎》）配音姜广涛、“洛天依”

（虚拟歌手）音源山新老中青三代配音演员，

共同探讨配音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

言之有物
用声音实现人物形象再创造

记者：三位配音演员都塑造了众多脍炙

人口的声音形象，请详细谈谈如何用声音塑

造角色？

童自荣：配音最重要的是理解和表达，理

解是输入，表达是输出。上世纪 70 年代末，

上海电影译制厂引进电影《佐罗》，让我为惩

恶扬善的蒙面英雄佐罗配音。佐罗是侠客，

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百姓伸张正义，很有

魅力和威慑力。现实生活中，为了迷惑敌人，

他假扮成轻浮软弱的“总督”。为了更好地区

别两个人物，我把一些戏剧表演的经验应用

到配音上，比如通过服装来区分：在给“佐罗”

配音时，我穿上硬头皮鞋，人立刻端正起来；

给假总督配音时，我就穿上拖鞋，人也会变得

闲散一些。在“佐罗”之前，我已有 5 年的配

音经历，大多是小角色。每拿到一个角色，我

都会仔细琢磨、不断练习，直到把角色“配”出

光彩。

山新：不要轻视任何一个角色，因为每一

个角色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事。我主要为动

漫、游戏、新媒体等配音，配音前会根据人物

外形等设定进行声音设计。如果一个动画人

物眉间皱纹多，性情比较压抑，声音上我会设

计得低沉沙哑一点；一个角色走路驼背含胸，

不够自信，那我在声音表现上也会怯懦一些

……总结出每个角色的一系列特点之后，这

个人物的声音形象自然就凸显出来。在为

《罗小黑战记》系列动画片中 13 个角色配音

时，我就是这么做的。

姜广涛：我认为，配音最关键的不是音色

而是表演。配音讲究的是“还魂”，是能否在

作品中展现人性。在 20 多年的配音生涯中，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国产电视剧配音。作品

到配音阶段，演员已经确立了表演方式和节

奏，这时配音演员不仅要与角色共情，还要贴

合已经树立起来的人物形象。我们的工作可

能和翻译家类似，好的翻译不会挡在读者和

原著中间，人们甚至不会感觉到翻译的存在，

好的配音也是如此。

童自荣：所以说，配音演员要永远站在幕

后，与观众保持距离，留有一份神秘，这样才

能让观众专注于角色。

记者：近几年，配音艺术的关注度越来越

高，配音演员也有明星化趋势。

山新：确实，随着配音的应用领域越来越

多，声音的力量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到配音队伍中来。行业蓬勃发展，配音从业

者的工作环境也有很大改观。“明星”配音演

员们正在用自己的声音打动更多人。

言近旨远
让观众领略无穷的语言魅力

记者：随着观众外语水平提高，“原版加

字幕”成为流行的播映形式，当语言障碍逐渐

消解，译制片将迎来怎样的未来？

童自荣：电影是声画艺术，一边看画面，

一边看字幕，会干扰对作品的欣赏。另外，字

幕往往只显示关键台词内容，失去了很多口

语表达独有的细节、色彩和味道，观众对作品

的理解和感受也大打折扣。相比之下，译制

片的创作空间更大。

山新：过去我们一提到给外国动画片配

音，很多网友不支持，他们认为原声更“原汁

原味”。其实好的配音可以在“语种适配”与

“贴合人物”之间求得最佳平衡，好的配音，听

众是能听出来的。最近我们配音的某部外国

动画结束时，“配音老师辛苦了”的弹幕在整

个画面刷屏，让人感动。随着国产动漫、游

戏的崛起，配音行业越来越正规、制作越来

越 精 细 、观 众 越 来 越 肯 定 ，形 成 正 向 循 环 。

我认为，年轻人对汉语配音的追捧，也和文

化自信密切相关——当代青年更热爱自己

国家的语言。

记者：一些年轻观众不习惯上世纪 80 年

代译制片的翻译风格，认为“拿腔拿调”。大

家怎么看待“译制腔”？

姜广涛：那个年代的配音方式是符合当

时人们的审美趣味的。不能简单看一两个片

段就断章取义，当你沉浸在故事中，自然会

被配音演员精湛的演技所折服。比如邱岳

峰老师为《简·爱》中的罗切斯特配音，能让

人从声音中感受到那个孤僻冷傲却又渴望

温暖的灵魂。

童自荣：这种配音方式是由那个年代的

影片风格决定的。现在的影视和动漫语言更

生活化，配音风格也更自然。我后来为《棋

王》《哈利·波特》《玩具总动员》《大圣归来》配

音，没有人说我“拿腔拿调”。配音为影片、为

角色服务，要与影片、角色风格一致。

山新：我们现在录制动漫、游戏作品，也

是要尽量跟原片表演风格相一致。

言为心声
技术发展，坚持追求

记者：现在，配音已经不仅仅应用于译制

片、国产剧、动画作品，还应用在游戏、广播

剧、有声书等更广泛的领域。不同年代不同

艺术中的配音有哪些“变”与“不变”？

山新：大学毕业后我坚持儿时的梦想，

成为一名配音演员，起步阶段很艰难。这些

年，随着国产动漫、游戏崛起，配音艺术有了

更大的发展空间。新技术也赋能配音艺术

的发展。比如，很多动画配音先行于动画制

作，摆在配音演员面前的只有简单的人物示

意图和背景图。演员配音的同时也对演员

进行表情和动作捕捉，创作者根据配音演员

的表情和动作进行绘制，使动画更加生动可

感 ，这 就 为 配 音 演 员 提 供 了 更 大 的 创 作 空

间。还有一些新的配音形式，比如虚拟歌手

“洛天依”，利用智能语音合成技术，人们只

要在相应程序中输入旋律与歌词，“洛天依”

即可用配音演员的声音唱出歌曲，并生成相

应 的 肢 体 动 作 —— 这 是“ 专 业 作 者 生 成 内

容”与“用户生产内容”的有机结合，满足了青

年群体的创作需求，真正做到“唱出大家心中

的歌”。

姜广涛：在译制片的“黄金时代”，上海电

影译制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是译制片出品的

主要阵地。童老师来自上海电影译制厂，而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为电影

配音，配音前辈们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深深影

响了我。我记得那时候为一部电影配音，需

要所有演职人员一起开会，共同研读台词，创

作氛围特别浓厚。一切准备就绪后，大家走

进录音棚，由专业放映师放映影片。面对银

幕、对着话筒，和同事们配合着呈现电影人物

的喜怒哀乐，非常有仪式感。再往前看，在新

中国成立初期，为一部影片配音，配音演员从

思想上、艺术上解析影片，撰写角色心理分析

报告。重要场次的戏甚至要演员完完整整表

演几遍，才能进录音棚。配音演员都要把台

词背下来，这样才能缓解口型负担，全神贯注

于表演角色本身。2000 年之后，配音大多在

数字音频工作站进行，有了分轨技术，不再

需要配音演员集合在一起工作。科技的进

步让配音更真实，艺术表现力更丰富，也更

容易操作，难的是保持对艺术创作的那份尊

重与执着。

童自荣：无论时代怎么变化，科技如何发

展，对艺术的全身心投入，对精品的不断追

求，是不变的。新一代配音演员不仅传承着

中国配音的好传统，更在挑战更新更多样的

配音课题，令人充满期待。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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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演唱会、在线办公、在

线教育、在线零售，甚至在线医

疗、线上展览、线上旅游……智

能技术的发展，让“在线”生活

成 为 常 态 。 线 上 信 息 丰 富 多

元、线上活动方便快捷，既给人

们带来大量选择，也使原本就

有限的注意力面临巨大挑战。

用好自己的注意力，成为数字

时代每个人的必修课。

注意力是个体的一种心智

能力，被认为是“一种无形的、

有限的、最基本的心理资源”。

人类的一切学习活动，都是从

“注意”开始的。没有高度发展

的注意力，就不能有效从事各

类活动，也无法进行长时间的

复杂思考。数字时代过度充裕

的信息和个体的媒介化生存，

容易带来注意力的超载，造成

注意力过度损耗的精神疲劳状

态。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下

年轻人每天在游戏、长短视频

和直播等娱乐项目上投入的时

间为两小时左右。其中，某款

游戏的平均日活跃用户数量已

经超过 1 亿。热播剧、明星动

态、动漫、电竞消耗了年轻人大

量的时间，大大压缩了对其他

信息的处理空间。

数字时代，注意力面临的

另一个挑战就是缺乏稳定性和

可 持 续 性 ，难 以 形 成 专 注 力 。

许多人不停刷新社交媒体回复

消息，不断被娱乐八卦和热搜

吸引点开链接，不时在直播、购

物、游戏等网页间切换……时

刻处于感知选择中，很难对一

个信息作深入的判断和分析，

很多是不连贯、跳跃性、没有逻

辑联系的信息序列。可以说，

过多的信息切换让大脑处于游

离状态，个体的深度学习和专

注创新能力受到严重挑战。许

多人习惯了刺激性强的视听信

息，难以阅读长文，甚至难以忍

受复杂的工作任务，这就是注

意力“失焦”的体现。工作和学

习不停地被弹出的信息打断，

就会使注意力像散射光一样四

处弥漫，难以集中。

在信息过于丰富的环境中，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研

究表明，注意力犹如肌肉，可以通过科学锻炼不断提升。我

们要强化注意力管理，用好宝贵的注意力。

用好注意力，首先要科学辩证看待海量信息。不是所

有信息都是有益的，也不是所有信息都是主体的“刚需”。

要善于做好信息选择的“加减法”，在有效有益信息上分配

注意力。尤其当面对无数网络超链接时，要善于分辨哪些

信息是可以嵌入个体认知的“硬通货”，哪些是拓展视野的

“辅助键”，又有哪些是纯粹消耗精神的“无用功”。最有效

的注意力管理方式是建立个体信息需求的层级序列，打造

个体注意力分配的“知识图谱”，提高信息利用效率，让有限

注意力得到保护，形成良好的注意力使用习惯。

用好注意力，还要提升注意力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注

意力要“好钢用在刀刃上”，同时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注

意时间越长，说明注意力越稳定集中，越有利于个体对问题

进行深入思考和学习。可以说，注意力的稳定性是深度学

习和创造力的标识。深度的学习和创造，离不开对认识对

象进行系统、深刻和完整的反映。只有不断修炼慎思明辨

的理性和澄澈清远的心境，进行有效的目标管理，才能排除

干扰信息，才能思维高度集中，精神专注高效，用心做好一

件事。

合理分配和有效使用注意力，是信息时代的必备功

课。成功的事业往往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匠心持守。从心

理学角度看，熟练掌握一项技能，就是通过大量的、全神贯

注的投入实现与事物的深度联系。反之，碌碌无为的生活

并不都是因为能力不足，还因为把过多注意力花费在获取

无效信息上，对事物缺乏深入的思考分析和持之以恒的实

践积累。在数字时代，既要保持对信息的认知敏感，不让重

要信息擦肩而过；也要强化注意力管理保护，把“好钢用在

刀刃上”，让精神状态更加坚定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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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个体注意力分配的“知识图
谱”，提高信息利用效率，让有限注意力
得到保护。注意力要“好钢用在刀刃
上”，同时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核心阅读

配音最重要的是理解
和表达，理解是输入，表达
是输出。每拿到一个角色，
都要仔细琢磨、不断练习，
直到把角色“配”出光彩

好的配音可以在“语
种适配”与“贴合人物”之
间求得最佳平衡。随着国
产动漫、游戏的崛起，配音
行业越来越正规、制作越
来越精细、观众越来越肯
定，形成正向循环

无论时代怎么变化，
科技如何发展，对艺术的
全身心投入，对精品的不
断追求，是不变的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是纪录

片《智慧中国Ⅲ：前沿科学》中的一条弹幕，

也是中国科学家心中坚守的信念。纪录片

带领观众探访中国科研基地，了解被誉为

“ 中 国 天 眼 ”的 球 面 射 电 望 远 镜 FAST 工

程、郭守敬望远镜、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

等先进科技和设施，身临其境感受科技带

来的震撼与感动。主持人与科学家展开

深度对话，辅之生动形象的动画剪辑，将

科学原理娓娓道来，使纪录片兼具科普性

和趣味性。纪录片不仅展现中国丰硕的

科技成果，同时也致力于传递崇高科学精

神。正是因为有了“事业高于一切，责任

高于一切”的崇高精神，中国科学事业才

迸发出持久旺盛的生命力，为人类进步贡

献力量。

（崔 畅）

走近科学 感受崇高

对话人：童自荣（译制片配音演员）
姜广涛（配音导演）
山 新（动漫游戏配音演员）
任飞帆（本报记者）

“声”临其境“声”入人心
——配音艺术的创新启示

与第一季相比，《乘风破浪的姐姐》第

二季播放量下降，网站评分也明显下滑。

从观众反馈来说，“不温不火”“不够好看”

是常见评价。作为一档唱跳类选秀节目，

舞台呈现的精彩程度是评价的主要标准。

赛程过半，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并

不多，缺乏像第一季《兰花草》《大碗宽面》

那样唱跳俱佳、舞台精彩的作品。“台上一

分钟，台下十年功”，作品表现如何，取决于

制作方的选曲、编排，以及选手的实力、态

度等。“选曲平平”“个别选手训练不够刻

苦”，是观众对节目不满意的地方，也是善

意的提醒和督促。《乘风破浪的姐姐》初衷

在于展现选手们“乘风破浪”、拼搏向上的

风采，节目要长播“长红”，还须更加用心、

加倍努力。

（程 青）

加倍用心 方能“长红”

图 为 网 络 纪 录 片《智慧中国Ⅲ：前

沿科学》海报。

近几年，倡导“体验生活味道”的慢综艺

走入观众视野。《你好生活》第二季是一档拥

抱自然、寻求生活本真的“慢综艺”节目。主

持人和嘉宾从北京胡同出发，翻越海陀山，举

办一场贴近自然的山谷音乐会；走进新疆伊

犁，感受辽阔秀美的草原风光；驶向赛里木

湖，在湖边向自然献唱。主持人与嘉宾们在

幽默风趣的对谈中交流对生活的理解和人生

的感悟，让观众在领略自然之美的同时获得

思想的启迪。节目从筹办音乐会开始，以在

山川湖泊旁举办音乐会结束，诠释了“大自

然是最好的舞台”的理念。节目亲近自然的

态 度 值 得 欣 赏 ，但 生 活 并 不 只 有“ 诗 和 远

方”，生活还包含更深广的意蕴。节目要想

和生活真正说“你好”，须在广度和深度上做

更多拓展。

（深 山）

亲近自然 品味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