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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配音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季冠霖的影视配音作品为例

【摘     要】

【关键词】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精神层次的追求日趋旺盛。影视产业的繁荣发展，带动了整个影视

配音行业从平淡走向繁荣，尤其是热播影视剧使得众多的配音员从幕后走向了台前，使大众越来越关注影视配音。本文立足于

影视配音的人物形象塑造，以配音员季冠霖的影视配音作品为例，研究影视配音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技巧，希望对我们影视配音

行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影视配音；形象塑造；季冠霖；造型；整体适配

声音，是声波通过听觉所产生的印象，是客观存在的物理现象，
是听觉艺术的物质构成材料。在影视剧中，声音的表现形式是多种
多样的。从广义上来说，在影视作品后期制作过程中，对任何声音
要素进行处理加工的艺术创作活动都叫做配音，比如说背景音乐的
选择，解说，台词等，这些都是配音的范畴。那么从狭义上来说，
专为对白、旁白、独白、内心独白、解说以及群声等语言的后期配
制而进行的一系列艺术创作活动叫做配音。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影视剧层出不穷，由于受到演员语言表现
力较弱、现场收音设备昂贵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很多导演都选择让
配音员进行后期台词配录，即影视剧人物配音。影视剧人物配音，
顾名思义，就是指在影视剧作品中，由配音演员或演员本人面对画面，
遵照原片所提供和限定的一切依据，以有声语言为表现手段，专为
片中人物或角色的语言所进行的后期配制录音的艺术创作活动。在
影视剧配音创作中，核心环节就是对剧中人物形象进行形象塑造。
一、注重声音对人物的造型功能
1. 气息、情感的交织杂糅
气，主要指气息，“气息就是戏”。首先，配音演员对气息应

具有持久的控制力。配音演员所配角色是根据剧本的变化而变化的，
一个好的配音演员在他的配音生涯中，所配角色是丰富多变的，那
么对于气息的要求肯定也不尽相同，所以气息要跟随角色的情绪变
化与状态走。在一部影视剧中，角色的情感变化一定不是一成不变，
而是随剧情的变化而变化，是丰富的、饱满的。配音演员在塑造人
物的过程中一定要与角色同喜同悲，但是情感在随演员流动时，也
一定要注意把控分寸。 其次，配音演员的气息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在配音过程中，由于受到剧本、角色等因素的影响，台词量的多少
也不尽相同，台词越长，对配音演员气息的要求就越高。随着故事
情节不断发展，环境不断变化，对于配音演员气息稳定性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最后，配音演员对气息的运用应掌握一定的技巧性。
气息运用技巧主要体现在偷气和换气中，即气息的连续技巧。在播
音发声中，我们可以通过气息的训练来达到偷气与换气运用自如，
如：慢吸慢呼、慢吸快呼、快吸慢呼、快吸快呼等等。当然，这些
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影视剧配音当中。

情，主要指塑造人物形象时的情感投入。配音员需要 “还魂”
人物，就必须仔细研读剧本，充分调动情绪，反馈感受，而不是单
纯的声音模仿与口型契合。但是在为影视剧人物塑造形象时，声和
气并不能作为个体单独存在，他们的配合至关重要。气息是基础，

情感是桥梁，只有将声和气有机地结合与运用，才能将影视配音形
象塑造之美展现出来。

季冠霖声名大噪源于《后宫甄嬛传》这部剧，在剧中，她为女
主孙俪配音 , 由此，季冠霖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在甄嬛痛失第
一个孩子这场戏中，对季冠霖的气息与情感有着非常大的考验。在
床榻上，甄嬛醒来，皇上抱着她，得知孩子没有后，便失声痛苦，
并大喊：“皇上，我的孩子，皇上，我的孩子”。此时的甄嬛，由
于失去孩子悲痛万分，但是因为小产身子又非常虚弱，这个时候季
冠霖不仅抓住了角色的心理活动，更把握此时角色的身体状况，气
息断断续续并且非常微弱，语气中尽显浓烈的失子之痛和对华妃深
深的憎恨，气息与情感交织杂糅，将此时甄嬛的形象塑造的非常立
体和深刻。
2. 重音、共鸣的相辅相成
在播音学中，那些根据语句目的、思想感情需要而给以强调的

词或短语就叫重音。重音是针对语句而言的，它不等同于重读，重
读只是重音的一种表达形式。重音可以通过强弱法和快慢法来表现，
强弱法是根据语意，对于重要的、需要强调的部分加重语气，抬高
音量以凸显，对于不需要强调的部分则降低语气和音量，一笔带过。
快慢法则是通过语速来区分重音和非重音，遇到重音时，降低语速
延长音节，非重音则提高语速快速带过。

共鸣，是播音发声中的重要一环，常被人们称之为声音的扩音
器。人类有多个共鸣器官，从上至下大致可分为头腔共鸣、口腔共
鸣和胸腔共鸣。每一个共鸣器官的作用不尽相同，口腔共鸣可使声
音音色明亮、清晰、倍感亲切。在使用胸腔共鸣时，可感觉胸腔有
明显的震动，声音沉着有力、低音炮十足、充满磁性。

在为影视剧人物配音时，重音、共鸣的相辅相成，对影视剧人
物形象的塑造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在《后宫甄嬛传》的最后一集，
雍正帝驾崩，甄嬛从寝殿内走出来，对着跪在外面的嫔妃和大臣，
说了三句：“皇上，驾崩；皇上，驾崩；皇上，驾崩”。这三句台
词仅十二个字，看似是简单的重复，实则配合剧情的发展，在情感
与语势上呈递进关系。第一句的“皇上，驾崩”，是向嫔妃和大臣
陈述事实，不带有悲伤的色彩，起到传声筒的作用。第二句的“皇
上，驾崩”，季冠霖在处理的时候，语气明显加重，使用了口腔共鸣，
使声音变得更加明亮，语意更加准确清晰，让嫔妃和大臣务必接受
事实，自己内心的仇恨也随之而去。第三句的“皇上，驾崩”，语
气再次增强，重音明显，且使用了胸腔共鸣，语势铿锵有力，斩钉
截铁，掷地有声，展现出自己的青春也随着皇帝的逝去而逝去，未来，
再也没有人能够伤害到自己和自己最在意的人，宣誓了自己在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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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撼动的地位。
二、注重声音与人物的整体适配性
1. 找准语言节奏
节奏是影视剧的脉搏，是语言的运动形式。 在影视剧中，想要

找准语言节奏，首先就要做到贴合人物口型的长短。当剧中角色开
口说话时，配音演员也要开口说话，当剧中角色停止说话时，配音
演员也需要停止说话。其次，还需做到贴合人物口型的开合。即发
出每个字音时口型的开、齐、合、撮都要严丝合缝，这样才能做到
与角色混为一体。

在电影《饥饿游戏》（中文版）中，季冠霖为女主角凯特尼斯配音。
通过整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出凯特尼斯是一位果敢、刚毅、坚强、
善良的姑娘。电影中有很多的打斗场面，再加上整部电影是英译中，
给配音演员带来不小的考验。在为女主配音时，季冠霖紧抓语言节
奏，不仅紧紧贴合语言的长短，更加贴合口型的开合，尤其是在女
主为了躲避厮杀，在树林中狂奔时所发出的焦急喘息声，由远及近，
由近及远，喘息声由小变大，由大变小，遇到障碍物时声音的变化
等等，季冠霖在节奏上都把握的非常到位。
2. 体味内在话语
在影视剧配音中，除了传统的有声台词之外，还有内在语。随

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精神层次的追求日趋旺盛，审美
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观看影视剧的过程中，观众更加趋向于追求
更高的影视语言表现力，内在语作为影视语言之一，它的作用不容
小觑。首先，内在语可以拓宽演员的表演空间。在一部影视剧中，
演员可以直接通过台词表达丰富的含义，同时由于语言表达具有多
样化特征，很多台词的背后还蕴含着丰富的内在含义，演员可以通
过神态、动作表达丰富含义，从而使影视作品的内涵更加丰富，层
次更加鲜明。其次，内在语可以增强影视表演的艺术特色。在很多
影视作品中，很多内在语的表现力比台词的表现力更具韵味。最后，
内在语可以丰富台词表达。台词的表现往往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在传达影视剧情过程中存在局限，内在语可以突破这种限制，
达到无限拓展信息量的作用。

在影视剧《芈月传》中，有一场戏令人印象深刻。当时的秦国
太后芈月怀有义渠王的孩子，但在当时，血缘关系、种族关系在人

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大宗伯樗里子无法接受秦国太后所生的孩子
和秦国没有丝毫血缘关系却姓赢。芈月知道樗里子的顾虑，一次下
朝之后，芈月留住了樗里子。一番嘘寒问暖之后，芈月话锋一转，
对樗里子说：“樗里子是大宗伯，自然事物繁忙。可王叔不仅该关
照宗室里的孩儿们是否姓赢，更该关照他们的心是否也姓赢”。芈
月的这番话有着丰富的内涵，她知道樗里子的顾虑，但是她也一定
会生下这个孩子，她要让大宗伯知道，虽然自己怀的是义渠王之子，
但是孩子终将生在秦国，他会和秦国的孩子一样，接受秦国文化的
洗礼和熏陶，他甚至会比那些流着秦国血液的孩子更加忠于秦国。
由此可见，内在语可使整个影视剧的内涵更加丰富，起到无限拓展
信息量的作用。
3. 把握人物基调
所谓人物基调，是指人物被赋予的相关价值因素和个人因素。

角色的基调并非由配音员来确立，而是由表演者创造出来的，对于为
银幕上已经确定了人物基调的角色进行配音的配音员来说，准确地把
握住角色的人物基调，并找到与之相符的语言基调，是一种艰难却充
满挑战性的工作，紧抓人物基调，是配音工作顺利完成的关键。

要想深刻刻画角色，把握人物基调，首先要认清角色的年龄、
身份和地位。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类的声音会发生生
理性变化，由青年时期声音的清脆响亮，到中年时期声音的浑厚有力，
最后到老年时期，由于发声器官和嗓音功能的逐渐衰退，声音变得
沧桑无力。同时，配音员在刻画人物形象时，也会受到角色不同的
身份、地位的影响，调整自己的配音基调。在影视剧《后宫甄嬛传》
中的甄嬛和《芈月传》中的芈月，这两个角色都是整部影视剧的中心，
拍的都是她们传奇的一生。在为两位角色配音时，必须要抓住不同
年龄阶段人物声音的变化特点，以及在整个人生经历中，角色身份、
地位的转变，才能将人物形象塑造的鲜明、有特点。
三、结语

在影视配音人物形象塑造中，要想将角色刻画的生动鲜活，成
为一名熟练有造诣的配音员，只有经过不断地打磨配音技巧、积累
文学知识、努力提高艺术修养，提高对原型人物的深刻理解，才能
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受到大众的喜爱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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