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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中华”———)*+/ 年沙特
“杰纳第利亚遗产文化节”中国主宾
国活动，日前在北京举行启动仪式。
国际影星成龙受聘为此文化节“中国
文化大使兼主宾国馆荣誉馆长”。成
龙说：“把中国文化传向世界，也是
我这些年一直做的事情。这一次能够
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我万分荣幸。
我希望届时能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在我们的活动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
力。”

本次中国主宾国活动将于 0月 /

日至 +1 日在利雅得举办。据介绍，
“杰纳第利亚遗产文化节”由沙特国
王阿卜杜拉于 +120 年亲自创立，至
今已成功举办 )3 届，是海湾地区乃
至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艺术节之一，
此前受邀担任文化节主宾国的国家有
土耳其、俄罗斯、法国、日本和韩
国。今年邀请中国作为主宾国，共有
全国 +4 个机构、/* 余项技艺、5**

余件展品参展，其中包括入选世界及
国家非遗名录的中国云锦、苏绣、湘
绣、羌绣，中华老字号同仁堂、吴裕
泰以及首都博物馆、甘肃博物馆、中
国伊斯兰教协会提供展出的工艺精品
等；北京市非遗项目“古琴传统制作
技艺”传承人王鹏、有 5**年历史的
清真饮食文化代表“厨子舍”第 )+

代传承人舍增泰等，也将现场献艺。
展览期间还将有品茗日、瓷艺日、华
服日等“特别日”活动。

上图：在启动仪式上，成龙为现

场舞动的雄狮“点额”。

汉画研究又出新成果

汉南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汉画
研究论文集 《汉画新释》，是安徽学
者刘辉继 )**5 年出版由国学大师冯
其庸先生题评的《汉画解读》之后的
又一部力作。书中收录有阐述汉画研
究的新理论与方法的 《汉画像主格
论》、拓宽汉画研究视野的 《汉画中
三维时空构图》、 《汉画的写意性》、
《汉画题铭———中国画题款之源》等，
以及用自己的声音参与汉画研究“争
鸣”的诸多文章。该书观点鲜明，逻
辑严密，图文并茂，是一部具有独到
见解的专著，汉画研究者和爱好者不
可不读。 （刘 刚）

最近有消息说，湖南卫视即

将启动脱胎于美国《6元素》的

《中国最强音》，东方卫视即将推

出《美国偶像》的中国版《中国

偶像》；而半个月前，浙江卫视

《中国好声音》 已宣布启动第二

季。至此，美国当下最红的三大

王牌选秀节目 《7&8 9$"%8》、

《6 元素》 和 《美国偶像》 已全

部披上中国外衣。

如果说，前些年各大卫视的

收视率之争还是只拼电视剧，这

几年，随着综艺节目也成了收视

利器，荧屏节目的“克隆”风便

越刮越烈。曾经“日韩抄欧美，

港台抄日韩，内地抄港台”的综

艺节目，如今不仅有了更多的

“卫视抄卫视”，也不乏“卫视抄

地面频道”的做法。而细观之

下，如今周末的黄金收视时间，

能让观众不换台的综艺节目，大

多是引进版。《中国好声音》购

买 的 是 荷 兰 《7&8 9$"%8 $:

;$<<#(=》 的版权， 《我是歌手》

源自韩国，《舞林争霸》则来自

美国。据一些专业人士认为，目

前国内荧屏走红的综艺节目，大

多数都是购买了海外版权的。

不可否认，如今国内电视界

对海外节目版权的引进已逐渐规

范。例如东方卫视购入《英国达

人秀》版权并本土化为《中国达

人秀》，湖南卫视引进 《7#>8!8

$'?》 模式打造成“正版” 《我

们约会吧》，都算开创了同类型

选秀节目的先河。但这些节目自

身仍难逃被“抄袭”的厄运。如

将 《中国达人秀》、 《中国梦想

秀》、《天下达人秀》放在一起，

恐怕观众很难分清谁是“李鬼”

谁是“李逵”。

虽说各大卫视纷纷引进海外

节目，能够让电视荧屏综艺节目

推陈出新，精彩纷呈，但也让观

众纠结：为什么我们的电视综艺

节目如此热衷“拿来主义”？什

么时候我们也能够做出拥有自主

版权的原创综艺节目？长期以

来，文化产业原创力不足的困

扰，如今也传染给了电视综艺节

目。“制作电视节目急功近利，

缺乏原创力，也没有耐性，更不

重视创意的培育期，大家都急着

抢眼球、夺收视，上演各种收视

率的‘大赌博’。”一位业内人士

指出，在以收视率论成败的环境

下，电视综艺节目制作者往往会

走“捷径”，将已被关注的节目

模式“拿”来重新包装成一档

“新”节目。虽说，参考国外同

行们的成熟经验，并不完全是坏

事，但满荧屏的节目几乎都是

“人家的”，即使做得再好，也不

过是“模仿得很像”罢了。我们

自己的原创电视综艺节目，岂不

永远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各大卫视之所以热衷买海外

电视综艺节目版权，就是因为成

本低，风险小，回报高。引进的

海外综艺节目，都经过市场检

验，照搬过来，收视率就会有保

证。这是最速成的方法，而原创

节目则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

力，风险大，成功几率也小。然

而，一个健康的电视节目创意环

境，至少应购买与研发双轨并

行，如果只一味地奉行“拿来主

义”，会使行业发展止步不前。

应该说，只有“原创”才是国内

电视产业真正走向国际的最具实

力的敲门砖。目前，国内原创电

视节目的知识产权保护尚处于起

步状态，虽然近年来版权意识有

所增强，但真正的版权保护尚需

时日，辛辛苦苦打造的原创节目

播出的被山寨，引进的海外节目

被克隆，这种现状必须得到扭

转。否则，这种综艺节目模式知

识产权的被漠视，将会使原创综

艺节目更加举步维艰。

引以为荣的儿子刘献炜辞掉公务员职位去卖菜，导致父子关系决裂；女硕士梁丽娜
不当都市白领、丢了爱情，下农村做村官干农活；英语老师董丹丹白天给农民工孩子上
课，晚上帮妈妈卖玉米，就想在北京裸婚、蜗居。这些 2*、1*后与父辈们择业观念有
差异，他们忠于自己的内心、勇于做出选择。面对这样 /个年轻人，你会怎么看、怎么
说？或许，你也愿意听听名人———比如易中天的说法。

日前，中央电视台与唯众传媒联合制作的节目《一起聊聊》开播，易中天此次不说
三国甚至历史，而是和女主持人李蕾搭档，聊起了百姓故事，力图解开百姓心结。

其实，龙年春节前夕，这档民生类文化访谈节目就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连播 0

集，获得了不俗的收视率和口碑。作为节目的灵魂人物，易中天在节目中打破“学者”
的标签，展现出“文化老顽童”的率真性情，其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也在节目中展露无
遗：称赞以入殓师为职业的年轻女孩子坚强勇敢，主动和艾滋病人拥抱、合影，向自己
有意无意歧视过的人鞠躬致歉等。

易中天从最草根的民生热点事件，一直聊到最传统的古代圣人之道，“易”家之言
往往一针见血：“理解是奢侈品！不求理解但求尊重。”“有爱就有家，爱在哪里，家
就在哪里。”“有个词叫不肖子孙，子孙不像我就不好。像来像去的结果是什么呢？大
同小异，一代不如一代。”“易”家之言成为节目独特的标签。把熟悉的事聊出陌生感，
把百姓的事聊出文化感，草根的故事背后折射出的社会现实、文化内涵，经由易中天和
嘉宾的梳理解读，变得通达人心，引人思考。在节目引导下，在易中天和聊客们的帮助
下，所有来到节目中的嘉宾都真诚、不造作，每个人都还原了真我。 《你为什么不放
弃》节目中，钢管舞老太太孙凤琴骄傲地说起自己获得钢管舞比赛老年组第一名，老伴
一旁拆台：“因为参加比赛的老年人就你一个”；“春晚哥”苗玉林打电话给节目组：
“谢谢你们，没有把我当小丑，而是当一个坚持梦想的人”；在《歧视是种病》节目中，
面对台上的艾滋病人，台下有观众坦言：如果与艾滋病人同桌吃饭，我还是希望找个理
由离开。这些真心话也赢来了现场理解的掌声……

青歌赛决赛将开幕

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是我国
诞生最早、历时最长的一项本土原创
的声乐电视赛事。/ 月 )1 日，第 +4

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将举办开
幕晚会，通过 @@79/向全国观众进
行直播。

整场晚会以欢聚、回顾、展望为
主题，采用叙事式主持组合、再现式
明星欢聚、震撼式选手亮相、互动式
亮点启动等手法，为观众展示一个新
意十足的“青歌赛开幕式”。除董卿、
朱军、李思思 /位专业主持外，李谷
一、阎肃、泽旺多吉等人也将加入他
们的阵容，讲述历届青歌赛比赛的盛
况。同时，青歌赛历届评审和选手将
回归，为大家带来“星光闪耀”的歌
曲和舞蹈表演。晚会上，本届进入决
赛的 +)* 名参赛选手将走向舞台中
心，按照美声、民族、通俗分为三大
阵营，以对歌的形式用 /种唱法共同
演绎经典歌曲，展示本届大赛选手的
精神风貌。 （张 妮）

国萃耀沙特
成龙当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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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度低 从业者少 新人成长难度大

影视配音能否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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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性工作使观众关注度不高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一位业内资深人士
介绍，从 +114 年前后，国产电视剧开始提倡
同期录音、多机拍摄、现场剪辑，主要是为了
提高效率、节省资金，并且使表演、声音都达
到最自然的状态，而非回去通过“二度创作”
拔高。所以，多年来国产剧使用同期声是大趋
势，后期配音的越来越少，但确实也有，这是
视每个戏的具体情况而定的，主要是演员的因
素。“或许观众会问：这么大个中国，为什么
不选择一个各方面更完美的演员？但在实际操
作中，演员与剧组能否达成合作有很多条件，
比如档期、片酬、搭档等。导演和演员之间就
像找对象，也许某个演员的情态、眼神等恰恰
是导演最想要的，而这个演员可能台词、形体
等并不很全面，那就只能后期弥补。”
“配音演员对于电视剧来说，更多的确实

是做弥补的工作。”配音演员沈达威说，“演
员本身声线不符合角色要求，台词某处出现了
硬伤，或者传达的情绪不对，缺戏需要补救
等，都是需要配音演员的地方。”

配音是一项幕后的事业，没有台前的荣
耀，这是其工作性质决定的。不管配音演员表
现得多么精彩，电视剧片尾的演职员表里也很
少出现配音演员的名单。配音演员夏磊说出了
他理解的原因：“在表演系统中，台词也是很
重要的一个部分，台词不过关的话，表演也是
不完整的，所以靠别人后期配音的演员会刻意
回避这个问题。如果要参加一些评奖，别人配
音的话，演员自己很可能失去获奖资格。另
外，片方也不希望观众对配音演员太过关注，
因为他们想捧红的只是荧幕前的演员，并不想
让观众知道演员的台词是一塌糊涂的。”香港国
语配音人、唯奥亚洲配音机构负责人叶清说，
“观众的关注度不高，导演、制片方总是怕喧宾
夺主”，是当前中国配音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无组织导致人才流失权益难保

如今，北京和上海两地是配音演员的主要
集中点。上海的配音演员每天工作时间是从早
上 +*点到晚上 +*点，北京的配音演员是从中
午 +) 点工作到晚上 +) 点。沈达威说：“+*

年间物价涨了那么多，上海配音演员的均价却
一直没变过。酬劳相对影片前期制作少太多，
工作强度也大。”

据了解，配音演员的境况容易走向两个极
端：配得好就业务多，收入高；配得不好就没活
儿干，甚至无法立足。郑州风行录音棚配音员、
风行天下配音组负责人一风认为，随着从业人
员逐年增多，大家的业务量不断减少，收入也
相应降低，直接导致配音人才的流失，像张涵
予、黄渤等很多优秀配音演员转行做了演员。

日韩的配音演员被称为声优，他们有着完
善的体系制度，并且形成了产业。“在日本，声优

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他们和演员是同等的
运营模式，因此走到
台前的机会很多，可以发专
辑，举办个人演唱会、见面会
等。”配音演员龙吟说。网友、
混音师“风间花夜”也告诉
笔者，日本有专门的声优事
务所，“而国内的制度、体系以及商业模式
要比日本落后很多，‘剧组找到谁就签谁’
的情况非常普遍，配音演员出现在台前的
机会极少。”

更应该指出的是，与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的老一辈配音艺术家不
同，现在的配音演员游离在体制
之外，有的沦为“棚虫”，亟须
一些制度来规范和完善他们的工
作际遇。夏磊说，目前台湾地区
的配音演员有配音演员的行业协
会，大陆的影视演员也都有自己的行业协会，
但配音演员还没有一个正规的体系。”他介绍，
现在国产剧的片方剪辑完成要进入后期制作
时，就找几个配音领班组织配音演员，临时组成
一个配音班底，等这部戏一结束就散伙了。很多
时候，配音领班就成了没有正规名号的配音经
纪公司负责人。但配音领班很少会与片方签订
合同，基本都靠口头协定，一旦受骗上当，大家
根本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专业教育起步晚，新人成长难度大

据悉，现在真正以配音为生的演员，北京
有 +**人左右，上海有 4*人左右。

目前，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学院、同
济大学、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四川音乐学院等
高等院校开设有配音课程，有些院校还开设配
音专业。如同济大学电影学院 )**2 年开设的
影视配音方向，每年招生人数 +4 人左右；浙
江传媒学院 )*++年“影视配音专业”的 /4个
名额曾吸引了 2***多人报名。

按照一风的介绍，目前中国的配音培训机
构大致分为 0 个派别，即香港 79A、上海电

影译制片厂、辽宁人民艺术剧
院和京派，“各有千秋，各有
侧重”。他认为，“国内配音
的专业教育起步比较晚，配音

培训机构并不多，而且他们几乎请
的都是同一帮配音员培训授课”。

叶清认为，“刚刚加入我们这
个行业的新鲜血液尚未成为中流砥
柱”，因为对配音制作来说，经验
的累积非常重要。

如今电视剧制作周期较短，一部电视剧或
者电影的后期配音在几天之内就要全部完成。
“培养新人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这对客户来说
是不能通融的。因为多录一个小时，就要多付
一个小时的棚钱。”但另一方面，“声音这东西听
多了会有审美疲劳，不是说你录的不好，只是需
要一些新生力量来均衡、调和一下。”沈达威
认为。

著名配音演员、导演姜广涛说，配音对青
年演员要求很高，必须很快“上手”，而且反
应敏捷，“手、嘴、心、眼、耳这些都要跟
上，不够聪明的人是做不来的”。青年演员也
要自己不断领悟、“偷艺”。那些像贾宝玉一
样本是少年、青年，却内心成熟、阅历丰富的角
色，从声音条件上说，是年轻演员来配才更符
合，但是等年轻配音演员的阅历丰富了之后，他
们的声音可能就不再年轻了，所以说“少年英才
难得”。

夏磊认为，“如今国产影视剧的产量逐年
增多，所以，一定会出现配音的人才缺口。”
而叶清对中国配音业的未来更是持乐观态度：
“对白是衡量演员能力的一大考量标准，我认
为语言的魅力在未来将依然存在。”

随着被称为“中国好声音”的青年女配音演员季

冠霖的走红，中国的配音演员和配音行业再次受到人

们注目。

乔榛、丁建华、童自荣、向隽殊等老一辈配音演

员，曾经随着电影译制片被大量引进而为普通观众熟

知。然而近年来，中国观众越来越习惯于欣赏原版影

剧，同时浏览中文字幕，对普通话配音版的需求明显

降低。后起的配音演员大多不为人知，而且转而为国

产电视剧配音。季冠霖为观众所熟悉，就是因为她在

《甄嬛传》等一系列电视剧作品中的优秀表现。

《笑傲江湖》

中的东方不败（陈

乔恩饰）

《甄嬛传》中的甄嬛（孙俪饰）

《美人心计》中的窦

漪房（林心如饰）

《神雕侠侣》 中

的小龙女（刘亦菲饰）

/B版《泰坦尼克

号》中的露丝（凯特·

温丝莱特饰）

《赤壁》

（下）中的小

乔（林志玲

饰）

!

配音演员季冠霖和

她所配的角色

制图：羽中

顾城的“我的呼吸是云朵，愿望是歌声”，是新生

代抒情花腔女高音陈小朵最钟爱的诗句。她近期将

在北京保利剧院举办“呼吸云朵演唱会”。陈小朵在

传承歌剧与美声艺术精髓之外，也将尝试把美声与

流行、摇滚、戏曲等多种演唱形式碰撞结合的“跨界”

作品以及全新创意的概念音乐。 （张 丽）

陈
小
朵

!

想
做
无
所
不
能
的
歌
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