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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出用声音“看”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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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出用声音“看”的电影

——漫谈电影录音剪辑中的二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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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拍电影，人们往往想起摄影机，电影胶片，演员的精彩表演。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其

实，用声音也可以拍出一幅幅感人至深的精美画面，用声音也可以塑造出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

象。而把电影中声音的素材(语言、音响、音乐)进行剪裁，就可以让我们做到用声音拍电影。用声

音拍出的电影，就是我们在广播听到的电影录音剪辑。      

电影录音剪辑是一种以电影录音为基本素材，把电影声音部分同电台的解说巧妙地结合起来，

表现原片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使人“听起来”别有风味。一部好的电影录音剪辑，不仅能吸引

尚未看过原片的听众，而且可以激起已经看过原片人的品味和欣赏兴趣。      

电影录音剪辑的特殊性在于：第一，它在相当成分上改变了原艺术——电影的艺术传达方怯，

它把经过选择、剪辑(有时还需要次序上的调动)的电影声音素材和一种特定的艺术语言(解说)有机

结合起来，构成了诉诸听觉感染人的节目形式。第二，它又是对电影的“广播化加工”，要让听众

欣赏原影片的故事，体会认识片中的人物形象，感受含在原影片中的情趣、思想。当然，在把以蘑

面作为主要的表示手段的电影“移”到广播中之后，情节、人物风貌、情趣、思想等等，又会与原

影片的情理一致。失去这一特点，“电影剪辑”将会失去自己的节目特色；第三，为取得上述效

果——把电影变成听觉艺术，引导听众接受电影的艺术内容，解说词应尽力传神、传情，有感染

力；第四，电影剪辑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编辑的“主观色彩”——他对影片的感受和理解，甚至影片

形象使他引起感触、联想。这些也体现在他对影片的声音素材怎样取舍。      

因此，电影录音剪辑既是对电影的传播，又是把编辑自己的主观感受传播给听众的。编辑的主

观感受是在欣赏活动中获得的，他先对影片艺术形象有了一番“体验”，然后再把体验到的声音形

象，通过剪辑生动的表现出来，以感染听众，这就要进行二度创作了。      

何谓二度创作?二度是再次的意思，二度创作就是再次创作的意思。     

从1950年3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白衣战士》算起，电影录音剪辑这种文艺广播形式，



已经有59年的历史了。50多年来，电影录音剪辑有了较快的发展。然而，在电影录音剪辑这种广播

文艺形式出现后的相当时间里，编辑只是被动地为听众介绍电影情节的起承转合，在电影录音素材

里插入“某某人来了”、“某某人走了”之类的文字说明，或者为收音机旁的听众描绘他们看不到

的电影画面，使剪辑尽量忠于原片。在制作电影录音剪辑时一般的都是跟着影片跑，充当听众的忠

实的眼睛。      

显然，把以画面蒙太奇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电影艺术，变成单凭听觉的电影录音剪辑，编辑要付

出创造性的劳动，进行较大程度的广播化加工。在编辑工作中，对这种广播化加工，人们存在着三

种不同的认识和做法。      

一种是把电影录音剪辑看做是从广播里客观地向听众介绍电影情节的起承转合，仅能使人了解

故事的基本面貌。至于影片介绍能否感染听众，那全看电影本身的故事题材如何，与我们剪辑的好

坏关系不大。这样，编辑主要是在电影录音素材之间写清楚“张三来了”、“李四冲出门去”之类

的文字说明就算完成任务了。另一种认为电影录音剪辑是“以耳代目”欣赏电影，要使人在收音机

旁尽量幻想原片所表现的画面。这样，编辑必须“有见必录”，使剪辑尽量朝影片原貌靠拢。第三

种做法，是对电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艺术再造”。它和电影往往是“神合貌离”的——人物性

格、主题思想等等符合原来的影片，但是表现着一切又有广播的“面貌”，在影片情节结构，影片

叙事节奏，甚至在细节描述上允许有同原片不大一致的地方。也就是进行二度创作。      

我们说，第一种认识，是把问题看的太简单了，所谓广播化加工成了类似例行公务的事务性工

作；第二种又是用己之短，强广播之所难，往往“费力不讨好”。而深入一步看，两种认识和做法

的共同点，都是没有“立足于广播”，没有考虑“听觉艺术”的特点。所以要让这种节目能够形成

好的艺术效果，使人喜闻乐听，必须把电影剪辑看成是利用电影录音素材，充分发挥听觉艺术的特

长，去表现原片的戏剧行、文学性，使人直接从听觉感知上获得艺术的享受。这样，编辑需要下功

夫研究原片的戏剧性、文学性，下功夫研究广播的听觉艺术规律，把两者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应

当提倡的第三种认识和做法。按照这种做法，电影剪辑对于电影来说，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艺术

再造”。      

基于第三种认识和做法，也就是进行二度创作我们才能对电影录音剪辑的性质和作用做出正确

的说明。在编辑电影录音剪辑过程中的二度创作，是进行广播加工的重要环节。      

电影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画面蒙太奇上，离开画面结构，声音部分(主要是人物语言)被单独

“提”出来后，便失去了艺术欣赏性。在这一点上，电影和话剧、戏曲不同。话剧的主要表现手段

是人物对话，对话具有鲜明的行动性、人物性格、矛盾冲突发展、戏剧风格和主题思想，主要蕴含

在对话里面。因此，话剧的声音部分被单独“提”出来，不会一下子完全丧失艺术欣赏价值，只不

过感染力有所减弱，受到了影响而已。可以想象，读话剧剧本，就难以有这种感受了。戏曲表演—

—唱念做打里的“唱”、“念”，在文戏、唱功戏里，不但基本上能表达剧情，而且本身有很强的

艺术欣赏价值。解说的特殊重要性，在电影剪辑里十分突出。只有对电影的声音部分经过了剪裁甚

至前后调动，在注入心的血液——解说，那些声音素材才能“活”起来，整个录音剪辑才成了可欣

赏的节目。      



文艺欣赏活动，本来就是一种形象思维活动。欣赏过程中，我们总是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体验

作品中的形象的。从作品中的形象到我们心中的形象，这中间有个变的过程，这个变的过程就是体

会作品中的形象，同时也是经过联想、想象，进行加工创造，展开形象思维的过程。不过，一般的

读者或观众，欣赏一部作品，欣赏完了也就完了，他并不准备把在心里火起来的形象，用一种什么

表达方式传播到别人心里去。当然，他也会对亲朋好友，对他接触到的人，在一些什么场合说起

来，这样也是向外传播了。但是，这只是随意进行的。我们搞电影录音编辑，则是郑重其事地把我

们感受到的形象传播到广大听众心里去。编辑对电影艺术形象(包括情节)的感受，他的联想和想

象，对听众品味影片思想是一种诱导和启发。      

二度创作，不仅是把难以听懂的电影原声，变成可以听瞳的广播节目形式的关键，而且，他必

须成为溶化在故事里的血液和机体，成为电影剪辑的有机组成部分。      

任何欣赏性的文艺广播节目，都要求听众直接从听觉感知上获得艺术的享受。在这一点上，电

影同广播的差距是太大了。如果让二度创作只作事物性的交代——交代人物进出场，交代时间、地

点转换，让人听懂人物对话是怎么回事，那是很难令人满意的。这是把打动听众的任务全部交给了

电影里的语音、音乐、音响，而电影里的这些“声音”是很难担此重任的。再就是，电影中往往有

很多人物，很多场景，同时会有几条情节线贯穿交叉。例如电影《上学路上》，影片中除了主人公

王燕为能凑齐上学的学费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还有王燕的好友三花辍学嫁人，王燕妈妈也为她的学

费积极筹划等等，如果全部去展现，其结果，使整个故事的生动性、感染力，潜在含义等等会黯然

失色，甚至模糊不清。所以，电影录音剪辑的二度创作必须是深刻领会电影，努力用声音来完整刻

划主要人物，表现作品主题，烘托影片意境，使它用声音去感染听众。最后电影录音剪辑《上学路

上》保留了王燕凑学费的主线，使作品人物形象更加突出，情节更加感人。      

但电影毕竟不是广播小说，他处处要受电影声音素材的制约。我们说的要让二度创作起到刻划

人物、表现主题的作用，是说它在同电影里的语言、音乐、音响等作出艺术创作。例如：有的剪

辑，其解说部分孤立地去看，文字不错，抒情叙事，刻划人物很生动，但同下面的“戏”——人物

对话搭配起来就感觉到写的太满、太长，不能引发人们听下面人物对话的兴趣，整个剪辑给人有叙

述、描写和人物对话机械拼合的感觉。这样的解说仍然不是剪辑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二度创作必

须细心揣摩电影里要保留的每一场人物对话或者独白，与前面情节成因果关系。      

电影以视觉形象为主要表现手法，变成单纯供人听的文艺广播节目，似乎给编辑带来很大的

“麻烦”，但是正因为编制电影录音剪辑要对电影进行较大程度的广播化加工，反倒给编辑进行创

造性的劳动提供了更广的空间，编辑的艺术技巧也越有可研究的了!         

电影剪辑的编辑艺术技巧，不仅仅在解说编写上，还有怎样处理电影剪辑的结构，怎样设计开

头、结尾等等问题。但是，重视二度创作，对提高电影剪辑的质量，显得特别重要。编辑所拥有的

是原始的声音素材，编辑完全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进行自己的创作，也就是二度创作，使

之成为一个全新的作品。许多好的电影剪辑、解说甚至能虚构某些原来影片没有的情节，在人物刻

划上，解说不仅挖掘出人物表演的“潜台词”，甚至另外构思原来影片人物没有表演的细节动作。



而这些“虚构”，又合情合理，使人听起来形象更生动、情节更曲折多姿。解说还可以在叙述故事

中间发议论，引导听众深一步品味电影故事情节的思想与含义，启发更多的联想。有的编辑认为电

影剪辑只要所剪的影片相同，就只能大同小异，“搞不出什么新鲜的样儿来”，这就是没有打开思

路，对电影剪辑的广播化加工看得过于简单，对于电影剪辑解说的性质和作用缺乏深入细致的揣

摩。真正在这些方面认真研究一番，付出的创造性劳动，同样一部影片，会在不同编辑手中，编辑

出各自风格、各有特色又都受到观众欢迎的电影录音剪辑。也就是用声音拍出了精彩的电影。这

样，电影录音剪辑节目不仅有不同影片的录音剪辑，而且有同样影片不同风格均录音剪辑，这就是

二度创作所显现的魅力。    

（编辑：左花  审核：古文、贾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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