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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的听觉语言研究

刘庆立
江苏大学，镇江 212013

摘要：通过对电影中听觉语言的分析，进一步地了解和认识在现代制作技术条件下，听觉语言的表达方法与模式，以及其对电

影整体效果的重要作用。以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为例，从人声、音响、音乐三个层面进行赏析。在讨论这三个层面各

自的特点和作用的基础上，从听觉设计的技术、方法、效果之间的纽带关系加以分析，揭示一部成功的电影作品中听觉语言的

重要性。视听语言中的听觉语言在动画电影中举足轻重。现代制作技术的发展为听觉语言的制作与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

空间，新技术、新方法与新模式为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增添了魅力。同时，民族电影作为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载

体，其听觉语言也必须与民族文化、民族音乐进行融合，才能与观众产生共鸣，根植于人民，并且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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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造型的艺术特征和视听的结合是构成当代电

影重要属性的必要条件，因此，电影的听觉语言作为电

影媒介的基本元素之一，在电影艺术的展示与传播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影片的视听语言中，听觉语

言不仅能拓展电影画面的空间范围，在声场上营造出

真实感，而且能对画面、场景的烘托进行有效的补充。

由此可见，一部电影的声音制作及听觉语言应用是决

定其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近年来，科技的创新与发

展给电影制作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使电影制作在技术

上有了巨大的突破。当技术与艺术达到一定高度的融

合之后，动画电影更是以其精良的制作技术与完美的

艺术感染力，带给观众视觉与听觉的震撼和享受。

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作为中国动画电影中的

一个现象级作品，以 9.56亿的票房成绩获得巨大的成

功。其票房的成功不仅使大圣以全新的形象再次被观

众接受和喜爱，而且说明中国动画电影产业化发展的

条件已逐渐形成[1]。该片除了在画面制作上呈现出精

湛的工艺之外，在声音制作上，也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

感受和近乎完美的听觉语言，即在人声、音响和音乐三

种听觉语言元素的设计、使用和创作中展现出非凡的

效果。

1 人声赋予的角色特点贯穿故事主线

1.1 以旁白带领观众进入故事

在电影中，人声主要分为独白、对白、旁白。独白

是剧中角色对内心活动的描述；对白也称作对话，是影

片中角色间的相互交流；旁白则是指以画外音形式出

现的角色语言。在听觉语言中，人声的功能之一是推

动故事情节发展。例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开场

部分就运用配音演员读出旁白的形式，交代了故事背

景，并且以十分清晰简短的开场白，吸引了观众们“入

戏”。《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开场旁白见图1。

1.2 以声音塑造大圣的“新形象”

人声可以塑造角色的性格。在《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中，孙悟空的配音演员张磊通过富有层次感又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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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许诙谐的声音，重新塑造出了一个新的大圣形象。

他的配音与观众对央视版《西游记》六小龄童的声音印

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影片中，他的声音与孙悟空

的新形象声人合一，深刻地反映了角色的性格特点，使

观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其声音与形象融为一体，

并成为了故事情节与观众互动的助推力。另外，江流

儿的声音也是该片的亮点，小配音演员用天真活泼的

声音，成功地塑造了江流儿呆萌可爱的性格，这也为该

片增色不少。

1.3 以技术增强人声的后期制作效果

人声的录制与制作在影视作品中是一个极其重要

的环节。实现人声录制与制作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

种是同期录音，即“同期声”，指在电影的拍摄现场使用

指向性话筒，并配合录音机将演员的声音录制下来；另

一种是后期配音，指在影片画面的拍摄结束后，由配音

演员在录音棚里看着画面将语言录制下来。在《西游

记之大圣归来》的剧本探讨阶段，导演就邀请配音导演

对对白进行了设计和试录。原画参考了前期的配音制

作，在原画完成后，又请知名的配音演员进行重新配

音。对声音的创作几乎伴随了整个影片的创作历程[2]。

对动画电影来说，人声录制方法是没有选择性的。

因为动画制作流程的特殊性与虚拟性，所以不存在“拍

摄现场”的说法。所有的人声都是在影片画面制作完

成后，由配音演员录制的，这也是动画电影和普通电影

的人声录制方法的不同之处。

对动画电影的配音演员来说，完成一部动画影片

的配音难度普遍要大于普通电影，其主要原因在于动

画角色都是“虚拟角色”。除了使用动作捕捉设备来捕

获角色的动作，在艺术层面上，也需要配音演员基于影

片的需求，使用更加生动、形象，甚至夸张的表演去赋

予对应角色“一个鲜活的生命”。

在人声的后期制作方面，动画电影比普通电影有

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特殊需求。例如，在《西游记之大

圣归来》中，山妖的声音是在配音演员完成配音后，通

过专业音频软件，调节混响、均衡、振幅压限等效果来

制作的。又如，师傅和江流儿在山洞里的对话则是通

过调节混响参数，增大角色声音的空旷性，从而达到所

需要的效果。《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师傅和江流儿对

话的画面见图2。

2 音响营造出沉浸感

音响是对电影中除对白和音乐以外的所有声音的

统称。电影中使用的音响非常广泛，几乎包括了自然

界中的所有声音[3]。在影视作品中，音响可分为四大

类：（1）环境音响，指自然界中的非角色发出的声音，如

风声、雨声等；（2）动作音响，指角色动作发出的声音，

如打斗声、敲门声等；（3）机械音响，指机械或电子设备

运转时所发出的声音，如电话铃声、汽车发动声等；

（4）特殊音响，指运用夸张的声音制作手法来描述非自

然界音响，如片头出字幕时所发出的低频脉冲。

电影音响的硬件技术与设备的发展是由单声道开

始的，之后进入了立体声时代。由于左右声道容易导

致声音错位，所以再往后出现了矩阵的四声道（左声

道、中置、右声道、后部环绕）。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5.1声道制式（左声道、中置、右声道、后部左右环绕、低

音）出现了。这个制式的普及率极高。例如，音乐和家

庭影院都是5.1声道制式的。如今，它们则变成了全景

声，全景声可以给观众带来十分震撼的沉浸式听觉

体验。

2.1 以音响特效强化沉浸感

音响的最大作用是增加辅助体验，强化作品的沉

浸感，达到使观众身临其境的效果。好的音响可以使

观众迅速地融入影片，并与其产生情感共鸣。在《西游

记之大圣归来》中，影片开场部分的风声、打斗声、长矛

图1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开场旁白

图2 师傅和江流儿对话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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剐蹭声、拨弦声、射箭声，以及火球向上升起的特殊音

效，均恰到好处地反映出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紧张与激

烈的气氛，结合其精美的画面制作，使观众被影片深深

地吸引，并沉浸其中，从而达到制作者的期望。《西游记

之大圣归来》中的射箭画面见图3。可以试想一下，如

果没有音响，射箭将是无声的，影片必然会黯然失色，

观众也很难融入到故事情节中去。

2.2 音响设计的创造性

对普通影视作品的音响制作而言，动画电影音响

的设计与制作应该符合剧情需要，在设计之初就应该

被充分考虑到。这样才能在构思时赋予其结构清晰、

完整的特性。在制作动画电影的音响时，由于和人声

的录制一样，不存在现场同期录音的情况，所以录音全

部是在录音棚中进行的。动画电影的音响设计是一种

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在动画电影的音响制作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是

音效库的建立，即搜集和整理该部影片所需要的全部

常规音响。其次，需要对这些搜集到的常规音响进行

试听，如发现不符合或音质不达标等状况，则需要对这

些音响进行重新录制和制作。音响录制的方式有两

种，一是通过人工，采用各式各样的工具来模拟各种人

或物体的动作声音；二是直接在自然环境或生活环境

中录制现实的声音。在结束对常规音响的补充录制之

后，则需要根据影片的需求，在专业的音频制作软件

中，赋予其相应的效果，如混响、声道、均衡、滤波的调

节等。接着，需要利用数字技术完成一些特殊音响的

制作，即利用专业的数字采样器或电子合成器，通过调

节参数或生成特殊音响等方式来完成制作。电子合成

器生成特殊音响，见图4。最后，在录制和制作完影片

所有的音响之后，进行音画对位的工作。在这里需要

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常规电影，还是动画电影，其所

需的音响极有可能多达上千种，在进行音画对位的工

作时，音频软件中会有上百条音轨，因此，在音频制作

软件中，按照音响的分类对所需音效进行相应的模块

化的整理、归纳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对音响的“打包”

整理可以方便剪辑或调节所需模块音效的参数，从而

提高工作效率。

3 音乐的民族特色增强文化自信

音乐是指以演奏或演唱的形式，加工、处理后的声

音。电影音乐，即电影原声（OST），是专门为电影而创

作、编排的音乐。电影音乐以纯音乐和电影歌曲两个

方式加以呈现。传统意义上的音乐作为一种独特的听

觉艺术形式，满足受众的听觉享受。电影音乐则作为

电影听觉语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功能性音乐

的属性来表达影片的情感。一段制作优良的电影音乐

能明显提高影片的整体质量。电影音乐的听觉功能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音乐串联电影的剧情发展。通过音乐来突

出矛盾、体现高潮，并且诠释整部影片所表达的内容和

基调。

2）表现角色的性格与心理活动。通过音乐，塑造、

刻画人物形象。如利用体现正能量、主旋律的音乐来

表达影片中的正面形象；利用阴暗、险恶的音乐来刻画

影片中的反面角色。

3）揭示剧情的发展，引导剧情的进程。具有类似

功能的音乐有时会比画面提前出现，例如在艰难的时

刻暗示仍有希望。此类音乐有时也会在影片画面后出

现，以延续画面中的情感表达。

4）表达画面的环境氛围。通过音乐来呈现影片中

时间、空间、环境的基调。如利用大气、豪迈的音乐来

表现时代的变迁；通过紧张、激昂的音乐来表现战斗的

场景。

图3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的射箭画面 图4 电子合成器生成特殊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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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音乐作为影片的强化表现形式已深入民

心。一段婉转动听的电影音乐可以让观众魂牵梦绕、

激情荡漾；一段铿锵有力的电影音乐可以让观众豪情

满怀、奋起向上。不同的音乐会使观众有不同的感受，

音乐这一神奇的功能在电影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

中，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常常作为影片的标志性符号。

它是最容易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也是最容易广泛传播

的乐段。

3.1 以民族音乐激发文化自信

众所周知，民族风格的内涵应该随着时代和社会

的发展不断丰富，很多优秀的作品往往是应时代而

生[4]。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影片开头孙悟空大

闹天宫的部分采用了民族管弦乐合奏曲《闯将令》。这

首乐曲气势非凡，结合打斗场面中的音响，与宏大的画

面有机地统一起来，并且烘托出孙悟空不认输的“猴

性”。同时，民乐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闯将令》这首乐

曲在 1964年轰动国际的国产动画影片《大闹天宫》中

也曾使用。由此可见，选用这首乐曲也是传承了经典，

尝试唤起观众对经典的记忆与致敬。当孙悟空与江流

儿在客栈中聊天时（影片48 min处），则用一段以长笛

为主、吟唱为辅的音乐旋律，表现此时宁静祥和的气

氛，与之前高昂的音乐形成鲜明的反差。孙悟空与江

流儿聊天，见图 5。而当对白进行到“一个跟头就是

十”这个停顿处，整个音乐的主基调明显地变得低沉，

从而完美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活动。配合孙悟空与山

妖打斗的画面（影片 56 min处），选用了古筝独奏《筝

锋》。打斗场面见图6。该乐曲节奏由慢到快，旋律复

杂且层层递进，不仅表达了其紧张、激烈的气氛，而且

与画面节奏合拍，有效地增强了画面感。影片从头至

尾都采用了民族音乐，这样使观众乐于接受、易于理

解。民族音乐作为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成

为了诠释影片精彩篇章的佐剂和强化剂。影片中的民

族音乐不仅充分地反映出民族文化与民族音乐相辅相

成、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激发和强化了观众的民族自

豪感与文化自信。

3.2 以音乐的制作与表达提升气场

电影音乐的制作基本上是在对影片画面部分的制

作结束后，才开始进行的。届时，导演会和作曲家对影

片音乐的构思及感情的需要进行沟通，并且针对不同

的场景、画面，讨论其所需音乐的情感表达，以此来激

发作曲家的创作灵感。接着，作曲家会根据不同的场

景、不同的镜头，以及不同的角色心理，谱写不同的音

乐。作曲家每天完成的创作量，取决于音乐的复杂性

和乐队的规模等条件[5]。

近年来，随着数字音乐的不断发展，小成本的电影

音乐制作往往会选择全电脑制作，即利用电子合成器，

模拟各种乐器来完成音乐的制作。如今，电脑音乐制

作已经逐渐进入炉火纯青的阶段，各种乐器的音源都

有很高的仿真效果。通过专业的音乐制作软件（如

"Logic"和"Cubase"等），将音源安装到软件内，并完成

配器（即音乐制作）的工作。这种方法的适用范围不断

扩大。然而大成本的音乐制作仍采用传统交响乐团现

场录音的方式。这种方式需要作曲家根据创作的电影

音乐，绘制不同器乐（如管乐、弦乐、打击乐等）的分谱，

并安排不同的乐器加以演奏，最终完成音乐的录制。

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混音师根据录制好的音频，以

乐器的类型进行分组，将其导入专业的音频制作软件

中的不同轨道。再根据导演和作曲家的要求，进行混

音工作。例如，在音乐的某个时间节点上，将某种乐器

的声音提高几分贝，或是在音乐的某个时间节点上，给

予某种乐器一个特殊效果。小制作和大制作的电影

音乐往往都会涉及到上百条轨道，因此，混音工作尤为

繁重。在混音工作完成后，方可完成电影音乐的母带

图5 孙悟空与江流儿聊天

图6 打斗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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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79 min处开始响起的音乐

将影片推向了高潮。随着男声的吟唱，出现了孙悟空

解除封印的画面，见图 7。当吟唱结束后，伴随着弦

乐，配合着有力的鼓点，画面变为大圣着装，然后仰天

长啸的镜头。这深刻地诠释了“大圣归来”的意境，为

观众呈现了一段澎湃激昂、精彩万分的“视听语言”，为

影片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4 结语

动画电影与常规电影中的听觉语言在呈现及制作

方式上具有一定的差别。其核心在于如何灵活地运用

动画思维，以“听”的方式，展现动画电影的创作主旨。

从人声的录制到音响，再到音乐制作，都需要以动画电

影的艺术表现手法为中心。在技术方面，应该在遵循

动画艺术构思的基础上，合理地把握人声、音响、音乐

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到“动静结合”。《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这部影片在听觉语言的呈现上，为动画电影制作者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示范。在声音制作上，《西游记之大

圣归来》充分体现了环境感、方位感、节奏感及运动

感。作为中国动画电影的一个现象级影片，它不仅展

现了精美的视觉画面，而且利用惟妙惟肖的听觉语言，

赋予了观众“听觉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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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孙悟空解除封印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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