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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题片是广播电视节目中一种独特

的艺术形式。在专题片诸多环节中，解说词的

配音作为重要的声音语言符号，起到补充画面，

完整叙事内容，传递主题意义，更好表达思想

感情的作用。专题片配音被称为艺术作品的二

度创作。本文将围绕笔者解说的 2021年度浙江

省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奖广播一等奖作品 《歌声

里的红色记忆——百年同唱<国际歌>》，浅谈专

题配音的创作感受。

关键词：专题片配音 情感运用 语言把握

一、把握作品脉络 校准备稿基调

情感是有声语言表达的基础，解说者必须认

真思考如何在专题片中更好地运用情感发散，充

分调动内在情绪，结合语言技巧，使有声语言和

稿件的思想内涵相统一，从而增强作品感染力。

专题片解说属于二度创作，如果播音员对稿

件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解说中所表达的态度

和情感就容易出现偏差。《歌声里的红色记忆

——百年同唱<国际歌>》是一部反映《国际歌》

从诞生到引入国内，并激励中华儿女为理想信念

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建立新中国的纪实类专题

片。笔者第一次拿到稿件后，就被深深震撼，内

心涌起强烈的播讲欲望。在熟读了几遍稿件后，

就迫不及待去配了音。当时定的基调是澎湃激

昂的情绪贯穿始终，回听后自我感觉还不错，结

果却被编辑给否定了，理由是对稿件没有充分理

解，情感把握不到位，没有反映出作者想表达的

意境。配音被否定后，笔者重新审视稿件，潜心

揣摩，重新定位稿件基调，并对情绪做了相应调

整，把之前“亢”的语气进行了“收”，试图用纪录

片客观叙述的语气进行演绎，因为刻意对情绪进

行了收敛，结果配音出来后，情感表达有些内敛，

整体配音略显平淡，尤其是描写巴黎公社社员被

反动军队镇压的段落没有了情绪的铺垫，少了惊

心动魄的情景再现，依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两次配音都不理想，经过和编辑反复回听，

觉得还是过于注重外部技巧的表现，而少了情

感的调动。之前的配音就像在平静的水面上投

入一块石头，突兀而猛烈；第二次配音虽然舒

缓，却没有做到像流动的水一样，依照不同的地

势出现湍急或平缓。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认

真备稿，理解稿件并调动情绪进行演绎。备稿

对于播音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很多播音员

往往读了几遍稿子就上机配音，认为好的声音

加上外部技巧就够了，对稿件的理解直白而简

单，声音虽然优美，却没有直抵胸臆的感动，听

起来苍白而空洞。笔者在刚刚拿到稿件时，也

犯了同样的毛病，出来的效果差强人意。经过

和编辑的沟通后，经过潜心熟读稿件，并查阅了

《国际歌》诞生的前世今生，了解了那段波澜壮

阔的历史后，找准基调再行之于声，这样对情感

的把握就有了依据。

二、领悟创作意图 调动情感因素

专题片《歌声里的红色记忆——百年同唱<
国际歌>》的撰文作者对解说词的要求非常高，

每次配音都在场把握，只要不符合要求就当即喊

停进行修改。通过反复磨合，经历 5次配音终于

顺利过关。正是创作团队的精益求精与精诚合

作，最后呈现出的才是一部好作品。

专题片《歌声里的红色记忆——百年同唱<
国际歌>》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悲壮激昂的法语

专题片配音的专题片配音的
情感运用和语言状态把握情感运用和语言状态把握

——《歌声里的红色记忆——百年同唱<国际歌>》创作谈

李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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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歌》响起数秒后压混，紧接男声配音：“1871
年 5月 28日，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

社在法国诞生！他们仅仅战斗了 72天，就遭凡

尔赛反动军队镇压，3万多名公社战士倒在血泊

中！公社领导人欧仁▪鲍狄埃流泪奋笔疾书，写

出了世界上最悲壮的词句英特纳雄耐尔，诗里热

情讴歌了巴黎公社战士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顽强

不屈的英雄气概，这首诗让作曲家皮埃尔 .狄盖

特热血沸腾，他把诗谱成曲子，气吞山河的无产

阶级战歌《国际歌》就此诞生，并迅速传遍了世界

上的每一个角落，激励着全世界无产阶级战士，

用鲜血和生命竖立起一座座丰碑！”

头两次配音，笔者全程用慷慨激昂的语气来

处理这一段文字。回听后，作者提出了不同的意

见，认为这一段虽然悲壮，但不是一味的激昂高

亢，要善于调动情绪变化。该段篇幅不长，大致

表达了三种不同的情感状态。前三句表现巴黎

公社失败的悲壮情绪；中间四段反映革命者不屈

的斗争精神，以及向往曙光的强烈革命意志；最

后几段则迸发出星星之火不可阻挡的燎原之势，

展望在全球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在短短的篇幅里要感受和运用不尽相同的

情感状态，这就要求播音员在配音的过程中思想

感情始终保持运动变化的状态。经过几次调整

状态，笔者反复寻找感觉，积极调动情感因素，内

部技巧与外部技巧有机结合，最终呈现出的作品

达到了预期，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在专题片的配音过程中，备稿和情感调动是

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缺一不可。通过认真备

稿，可以找准基调，把控好相应的情感状态，营造

作品的意境，收获较好的效果。情感调动是配音

中一直保持“有感情”的运动状态。它能让我们

在表达情感时更加真实和细腻。

三、调动内部技巧 传递丰富情感

充分理解稿件、情景再现、对象感运用以及

调动播音员自身情感高涨，是内部技巧运用不可

或缺的要素。

（一）画面感是情景再现的依据

播音员拿到稿件后，在熟读稿件的同时，还

要进行充分的联想，让文字形成画面，在脑海里

像放电影一样过一遍，这样播音员的情感变化才

会更加丰富。有了合理的联想和想象，解说词才

能呈现丰富的内容与情感。

在专题片《歌声里的红色记忆——百年同唱

<国际歌>》中有一段描写白求恩大夫临终前的

遗言段落。作为解说者，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

一时很难建立起对白求恩的直观印象。但通过

查阅文字和一些历史影像，了解了在《国际歌》的

感召下，有无数无产阶级战士不分国籍、不分种

族，为了英特纳雄耐尔英勇献身的感人事迹后，

笔者对白求恩的生平和事迹有了更加深刻的了

解，脑海里逐渐形成了鲜活的画面，一位国际主

义战士的形象呼之欲出。由此，笔者在解说中不

但融入了个人情感，更增加了表述时的时间和空

间感受，语气的运用悲怆和坚定，乐观而豁达，较

好表现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崇高的情怀和奉

献精神。他的这种精神与作品的主题互为呼应，

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二） 感同身受，贴近生活，让受众产生代

入感

播音员在配音的过程中，需要时时感受受众

的存在。贴近性是对象感存在的要素之一。播

音员通过真实的情感状态，把稿件内容传达给受

众，想象和感受受众情感的变化，有助于播音员

在解说过程中保持情感处于运动状态。这是播

音员情绪饱满的内在条件。

《歌声里的红色记忆——百年同唱<国际歌

>》中有一段周恩来总理与夫人邓颖超的对话，

回忆从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国际歌》，并一直唱

响到新中国成立的心路历程，话语质朴而感人。

怎样把伟人的对话通过播音员的传递从而引起

受众的共鸣，笔者采用了平实但蕴含深情的语

气，让周总理和邓妈妈的对话更加亲切、接地气，

就像两位普通老人回忆过去时的情景，温馨而质

朴，沉浸式的叙述语言拉近了受众和领袖之间的

距离，也让作品更加符合受众的审美需求。

在这段配音中，只有用心揣摩周总理和邓妈

妈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们对峥嵘岁月的回望，

以及对未来的憧憬，才能真正体会到一代伟人的

博大胸怀，和他对人民无限的热爱。播音员要用

身临其境的代入感语气和情感，才能让受众感同

身受。

四、构筑外部技巧 塑造完美音色

理解稿件、调动情绪、确定基调可以说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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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技巧，饱满的情感需要用有声语言来表达，而

语气、停连、重音等表达方式则属于外部技巧。

外部技巧是直接传递给受众的有声语言，直接关

系到专题片的视听感受。

（一）结构重音和情感重音的选择与运用

专题片的重音选择与新闻有所不同，它不是

完全按照解说词内容选择重音，更多时候是按照

播音员脑海里形成的画面感内容来选择重音。

例如，《歌声里的红色记忆——百年同唱<国际

歌>》中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对话内容，画面写意，

配乐节奏相对缓慢，更需要表现好结构重音和情

感重音。例如：“百年已过，唯有《国际歌》的旋

律穿越历史，见证了一段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见

证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无悔的选择 ......”这一

段文字激情澎湃，跨越时空，带有厚重的历史感，

应采用结构重音为主，情感重音为辅来表现宏大

的叙事场景。

（二） 娴熟使用停连、语气和节奏技巧，保

证作品的质量

停连是表达语义、抒发情感的重要方式。段

落与段落之间，句与句之间，如何根据情绪的需

要适当停连，做到语断意不断，需要我们有扎实

的语言表达能力。善于留白是专题片配音中一

个很重要的技巧，需要有充沛的气息和稳健的声

线来支撑。例如《歌声里的红色记忆——百年同

唱<国际歌>》中有这样一个片段，白求恩在生命

弥留之际，他给聂荣臻司令员留下了最后的遗

言：“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

了……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中国人民的解

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你们努力吧！沿着伟大

的道路，勇往直前！”在处理这段文字的时候，笔

者脑海里浮现了白求恩弥留时气若游丝的画面，

这段文字需要大量的停连来表现当时的场景。

如果气息控制不好，声音可塑性不强，就很难做

到一气呵成。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平时花大量

时间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保证声音的可塑性和

气息的充沛。

语气和节奏的运用是保证专题片视听的重

要因素之一。一部专题片根据题材的不同，要选

择与之相匹配的声音进行适当的演绎。《歌声里

的红色记忆——百年同唱<国际歌>》是一部气

势恢宏的政论片，需要用浑厚大气的语调来解

说。笔者的声音条件和情感发散比较符合这部

专题片的基调。搭档的女播音员的音色结实、清

澈、可塑性较强，两人配合相得益彰，语气和音色

运用得当。这为专题片获奖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如果这部专题片用一个声线比较单薄、声音可塑

性较差的男生配音的话，就会削弱作品的表现

力。播音员要通过刻苦训练，不断强化语言功

底，提高音色、语气表达的控制能力，才能适应不

同题材专题片的解说。

专题片的配音既不同于朗诵，又区别于散文

吟诵，解说者要根据稿件的内容，以及配乐和画

面的要求进行节奏调整。在专题片的解说中，节

奏的运用更强调通篇的整体性。这就要求播音

员在配音时把握稿件的整体走势，弄懂段与段之

间的逻辑关系、语气关联度和抑扬顿挫的变化，

以及气息的控制等方面有较强的把控能力，这样

才能提高流畅的读稿能力。如果在配音过程中

经常出错，或者气息不畅，节奏感就会大打折扣。

为了保证在专题片《歌声里的红色记忆——

百年同唱<国际歌>》配音过程中的节奏感，笔者

反复熟读稿件，甚至可以背诵某些段落，这才保

证了读稿的流畅性；同时，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和

熟悉时代背景，对《国际歌》有了全新的认知，进

而产生了强烈的播讲欲望，情感运动更加积极，

语气运用更得心应手，配音的节奏感把握也更为

得当。

五、结语

《歌声里的红色记忆——百年同唱<国际歌

>》在浙江省播音主持作品评比中荣获一等奖，

让我对专题片的配音有更深刻的理解与感悟的

基础上，又多了一份自信。作为播音员主持人只

有平时积累足够的文化储备和文学修养，机会来

临时，才能厚积薄发，精准把握作品的主题主旨；

同时要娴熟掌握和运用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建

立起经得起推敲的声音和情感基础；还要深度参

与到稿件的筹备和撰写过程，充分感悟作品的内

涵；在解说时，少一些浮夸和空洞的炫技型配音，

多一些真情实感的发散，方能用最好的状态完成

二度创作，以更真实、更贴近作品需求的声音形

象展示给受众，从而达到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

于生活的目标。

（作者单位：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