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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声音专业委员会(以下

简称声专委)举办的2017年“影视录音应用技术交流研讨会

暨2016年度’ 声音制作优秀作品奖’颁奖典礼”上，针

对“影视融合创新引领”的主题，强调了影视声音工作者

应该在几个方面注重交流和借鉴，同时，为顺应行业发展

应在专业化、职业化方面要有所作为，这样才能保证中国

影视声音事业整体、快速、优质地发展，逐步拉近中国与

国际影视声音制作上的距离。

1  从“声音制作优秀作品奖”看影视声音制作发展
自1987年开始第一届“声音制作优秀作品奖”评选，

参评内容以故事片、电视剧、专题片、译制片等为主要形

式，陆续又有电影动画片类、电视综艺、体育及少数民族

语类型加入，能感受到声音制作行业在重视自身专业的同

时也受到各方面关注，制作水平逐年提高。

笔者见证了这一发展历程。从最早的单声道节目，

到现在的立体声、环绕声、全景声，可以说在形式上已

经走到了国际的前端。由于技术的限制，当年制作水平

比较不高。从当时评选打分结果来看，扣分多为基本技

术缺陷，如失真、噪声、剪接点等。而现在的评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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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基本没有太多的硬伤扣分，更多的是对整体声音体

现、声音艺术处理、响度平衡方面的评判，可以看到业

内制作水准在不断提升。

在发展过程中，同仁们也对录音行业产生过失望。当

时，国外电视节目的整体制作水平要好于国内获奖的声音

作品，这使得大家对评奖的意义产生了困惑。虽然评奖有

鼓励作用，鼓励基层及幕后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但评奖本

质应该是在好的里面评选更好的，而不是在差的里面选不

太差的。还有，对电视立体声的制作和播出，业内长时间

没有跟上，即使我们启动制作环绕声时，大部分节目处在

单声道制作。这些都是令人失望的原因。

从2016年的影视参评情况看，影视声音制作有着较大

的转变。从电影声音完成水平来看，大部分都在优秀线以

上，作品之间已经难分伯仲。更可喜的是，民族语言的电

影声音制作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电视方面来看，参

评的环绕声节目占据了总参评数量的近50%，获奖分布面

也在扩大，这进一步显示出录音行业的希望。

2  交流与借鉴
一般把同一个技术特征的工作称为一个行业。录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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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特点是通过声音记录和声音制作达到符合节目内容和

形式的声音要求，在这个行业中有电影、广播电视、音乐

录音等不同的职业工种，有各自的工作特点，有些专业并

不是自己所熟悉的，也可能永远不会去做这些工作；有些

技术还未掌握，这些恰恰需要交流和借鉴。

2.1  电影和电视声音制作的相互交流

以电影、电视两大形式为例，说到差别，因从不同

层面表达，众说纷纭，在此不去讨论。仅就声音表现形

式方面，可以两个主要方面加以区别：创作上针对的受

众；技术上针对的监听。

电影的受众是去电影院的观众，他们除了要在一个时

间段内享受大画面和共同观影感受外，声音上也是期待着

获得更多的心理和生理的满足，所以，在声音创作上要充

分利用电影的动态特点，以达到丰富的细节体现。而电视

中的节目类型种类较多，观众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下来欣赏

内容，所以电视声音更关注的是主要声音元素的体现。

从监听方面，制作人员都比较清楚。电影有固定的监

听标准，使混录和放映尽可能达到一致。而电视观众的收

看环境各异，不能达到跟制作时同样的监听条件，所以混

录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兼容，即兼容不同音量的回放以及多

种声道格式的兼容，以保证不丢失主要声音元素。

还有就是节目类型的不同，除了电影和电视剧相对

接近，其他类型的电视节目，如体育、综艺等一般不会

用电影的方式来制作。这些差异只有通过交流才能达到

相互了解，而了解的目的并不是要去做对方的工作，而

是作为从业者应该掌握的常识。

除了这些区别，影视之间还有很多共性，在数字化

制作的今天，录音行业使用着相同的技术手段、相同硬

件设备，这就更具备了交流借鉴的基础，用他人的经验

使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得更好。

在2010年，当时声专委郭忱主任建议用国庆60周年

庆祝活动的声音素材，让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

分别制作同一个片段，并相互交流。两院制作的内容都

非常优秀，同时也体现了电影、电视声音制作的差异，

如国旗飘扬的声音在影、视两种形式下各有取舍。这个

差异在两种制作理念下都是正确的。

由于工业化和商业化的运作特点，电影声音是公认的

高品质，对此电视节目也有所借鉴。电视体育转播增加了

一些细节声音的夸张来提高节目的观赏性，如篮球比赛的

篮框声、冰雪项目的滑道声等；一些纪录片、专题片也为

丢失的细节做一些后期的弥补，如特殊音效、动效等。

在当今影视融合的新媒体时代，电影和电视在制

作层面有很多交互，比如电视已经是电影播放的一个平

台，电影内容通过电视在传播；电影的声音制作团队也

参与了电视剧制作和电视真人秀的制作，电视直播的体

育实况和部分综艺节目也曾在影院实时放映推广，2016

年体育转播也实现了全景声传输，以前只有在电影院才

可以欣赏到的全景声，目前也可以在家庭欣赏，等等。

因此，这些都需要影视录音师多多交流。

2.2  声音制作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交流

一个好的节目，最终体现出来的录音制作水平，是

后面无数技术人员的支持和保障，及技术部门对技术指

标的把控和行业技术标准的执行。在制作的交流中，技

术人员应该充分了解制作，根据节目类型解读制作播出

标准，人性化地为制作服务。

在电视声音评选中，参评作品一般要参照两个标

准，一个是电平标准，一个是响度标准。这两个标准是

总则，根据不同的节目和具体执行标准的单位，技术部

门应该对此有一个合理的说明。而且这个标准必须是在

专业层面要求才有效，所谓的专业层面首先是录音师要

用耳朵做声音而不仅仅是看仪表做声音，一个符合电平

标准的节目并不一定有好的声音。

通过交流要让录音人员知道，电平和响度的控制是

靠监听标准的设置来保证的，有了合适的监听标准才能

基本控制好技术指标范围。技术人员要知道，仪器仪表

并不能代替人耳工作，应该是起到检测和量化的功能。

2.3  社会化制作的交流

以往中国的影视行业中，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厂是事

业单位，资金及进口设备等一切资源来自政府拨款。所

以，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制作力量都集中了这一范

围。随着改革开放，资本运作已促使影视制作社会化、

资源社会化，不再具有垄断格局，使影视事业得以平衡

发展，而非孤家寡人、一方独大。电影出品方现在不仅

仅依靠国企单位的力量来完成声音制作，民企制作公司

也已经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电视栏目也经常外请制

作公司或制作人作为外援负责声音制作，使声音制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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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更加专一化，不受事务性工作的干扰。

在2016年“声音制作优秀作品奖”的评奖中，有一

部分参评节目是由民企制作公司送评的，也获得了较好

的成绩。这说明在影视声音行业中，原有国企影视制作

单位必须重视与民企专业人员之间的交流，互通有无、

取长补短，把个性化变成品牌化，才能促进中国影视声

音行业整体的健康成长和快速发展。

不同领域、不同体制下的录音从业者拥有各自不同

的客户群，服务于不同的制作消费等级。因此，交流研

讨的每一个话题，都有可能在变幻莫测的制作市场转型

中获得收益。

2.4  相关行业之间的交流

声音工作者还需要跟节目制作中的内容创作部门、

画面制作部门交流。为了做好节目，部门之间有很密切

的协作关系，需要了解各相关部门的制作工艺，了解工

艺流程中的各个节点。

例如，电视节目中的扩声团队，除了为现场扩声、

调动现场气氛服务外，也是主要声音元素拾取的关键环

节；同时，现场声压级也会直接影响制作电视节目的播

出效果。而后期的画面制作团队，同时也是体现编导创

作时对声音部分要求的一个提示环节，编辑人员不仅在

做画面内容，同时也在对声音做剪接编辑，使节目在内

容编辑时更加完整。

此外，还有音乐录音、音乐编辑，他们都是整体声

音创作的一部分，密切的合作和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3  顺应行业发展的作为
作为声音制作者需要有国际水平的声音制作，有

不同岗位的领军人物、制作老炮儿、技术大腕。更重要

的，还是要有广大的具有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声音团队，

才能制作出国际水平的节目。所以，行业发展是建立在

从业人员的整体水平的基础之上。

3.1  节目形式的变化需要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水平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

也不是并行的，应该说新媒体是由传统媒体转化而来

的。声音制作新技术、新格式的出现，更多体现在形式

的变化，如立体声、环绕声、全景声，能使节目的观赏

更新颖、更生动。但是，也容易出现这些形式或格式有

炫酷和浮夸的外在表现，基本制作中的瑕疵被掩盖，因

此，需要从创作理念、技术掌握、制作技艺等方面进行

全面提升。

3.2  专业化是技能，职业化是岗位

录音师的技能是由自身条件和专业教育培养出来

的，他们有着两只专业的耳朵，和对声音的鉴赏能力，

还有声音设计和创作的经验。录音师需要用听觉来感受

声音，用手来操作设备，记录和制作符合要求的声音内

容。即使现在的新设备有很多人性化的辅助功能，给录

音师的工作带来很大的便利，但最终声音质量的把控，

还是要由人耳来完成。这些设备和插件更不是做节目的

万用工具，并不能帮助录音师把一个没做好的节目修整

好，达到所谓的技术标准。一些产品在宣传方面有误导

成分，例如，把某个产品说成可以将任何声音处理得更

好听云云，使人误以为录音师对节目制作的好坏无所

谓，用了这个设备声音也可以达到好节目的效果，实在

是害人匪浅。

央视音频部在2016年专委会活动中提出的“工匠精

神”，就是要倡导对声音制作的精益求精，在吸取最前沿

技术的同时，加强行业自律，使制作团队更加专业化。

从声音制作团队来说，要重视基础工作，管理人

员也应该参与制作项目的具体工作，接触一线的具体问

题，满足节目方或客户的需求，及时制作解决方案。同

时，任何岗位都是重要的，都需要专业人员，不能自以

为声音工作简单，就把自己的岗位拱手转让给别的部门

来操作。这样既无法有效控制声音质量，同时也丢失了

一个声音的就业岗位。

职业化的另一个体现就是与各部门合作，对节目服

务的到位。比如，同行们首先要对节目形式有所了解，

接受和尝试在新媒体融合时代的各种新颖的变化，尽量

用简单通俗的表达来提出自己的建议，理解导演、摄

影、剪接等工作的特点和难度。良好的合作是完成好节

目的基础。

录音工作的地位不是争来的，而是通过专业形象、工

作态度、专业技能才能得到各界的认可。  

（编辑     杜   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