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音乐

破圈

审美的共情与共鸣
刚刚过去的五一档，国家电影

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票房共计

15.19亿元，跻身影史同期第三。

影片《人生路不熟》领跑，《长空之

王》《这么多年》紧随其后。

不过从今年来看，即便各家

电影都在主题曲上下了功夫，但

“一首歌带起一部戏”的盛况没有

出现。曾用一首《平凡之路》引爆

全网、让无数观众走进影院的韩

寒，虽然手握《人生路不熟》《长空

之王》这两部影片，是五一档最大

的赢家，但电影“推歌带货能力”

平平无奇。

有人感慨“现在的电影音乐

不如以前了”。究竟是不如以前

了，还是市场和观众要求更高了，

抑或是培育经典的“土壤”发生了

变化，如何让歌曲和电影实现双

赢和互相引流？

其实音乐营销已经成了电影

宣发中的常规操作。几乎所有片

方都会去衡量，一首歌到底能给

电影的想看指数增加多少。但大

家也都明白，“如果歌真的好听，

一定会具备广泛的流传度，内容

才是最好的营销。”

所有电影在立足宣传之前，

都应该有个共同的宗旨：不如先

把故事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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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访 谈

记者：有人说，当观众在看一部电影时，
意识不到音乐的存在，就是好的配乐。因为
音乐不应当喧宾夺主，过度煽情。也有人认
为，好的电影配乐是能被人们记住的音乐，
比如詹姆斯·霍纳在《泰坦尼克号》里用到的
悠扬隽永的苏格兰风笛。您认为什么才算
是好的电影配乐？您的观影史上，称得上点
睛之笔的电影音乐，能不能分享一二？

胡小鸥：好的配乐就是恰如其分吧。我觉
得“意识不到配乐的存在”，和刚去世的音乐家
坂本龙一的一个观点“影像不一定要有配乐”
有相似之处，从我的认知来看，就算是“空白”
或者“清淡点描式”的配乐，都是在为影像储存
一种力量，从整体上契合影片的审美。

一部电影，不同的作曲家会交上不同的
答案，最后的这个答案是基于和导演之间的
沟通，自己的审美和创造力得出的。我们熟
悉的配乐大师意大利作曲家莫里康内（代表
作《黄金三镖客》《海上钢琴师》《美国往事》
等）能在旋律和配器中找到绝妙的平衡点，
例如口哨、小号、人声，令人印象深刻，这就
是作曲家在做一个整体设计，而这个设计完
全源自作曲家自身的气质、修养和能力。再
提到坂本龙一，他为影片《荒野猎人》的配
乐我会经常听（和德国电子声音艺术家阿
尔瓦·诺托合作），传统的旋律在影片里几
乎没有出现，仅仅是简单的、经过处理的弦
乐队和弦，就将冰天雪地，以及人在极端环
境的复仇心情表达出来，一种德国式的简
约和日本式的克制，这种气质和影像的基
调是一致的。

记者：在电影宣发越来越专业的背景下，
电影音乐的玩法也不断刷新。作为《唐人街探
案》《一出好戏》《狂飙》《风起洛阳》等现象级影
视剧的音乐制作人，您虽然血液里流淌着古典
音乐的传统，但从不拘泥于此，而是汲取世界
各地的音乐元素，为创作融入多元的风格。影
视作品如何激发作曲家的创作，配乐如何助力
票房，能不能谈谈您的观察与思考？

胡小鸥：配乐通常不会带动票房，除非
是歌舞类、音乐剧类的影片，例如我们喜爱
的《爱乐之城》。作为音乐制作人，一定要明

白的是：“我”想表达的，和“导演”想表达的
是否一致，这一点至关重要。我是一个纯学
院派的作曲家，在川音学习5年，在美国读研
很多年，学校里这段时期对我至关重要，我
会很冷静地去规划一个电影或一个剧的配
乐，好比我在写一部管弦乐前，我要想结构、
音色，想那个最初的“点”，这个点也许是动
机式，也许是一段古老的旋律，或者是我想
象中的一种声音。学院这段时间的学习，让
我掌握了一种类似写源代码的能力，就是任
何声音和元素，都能融合在音乐中。

我常说我最快的工作流程是拿起笔在
总谱上直接写作，不需要任何其他工具，钢
琴也不要，这是长期训练和创作的结果。但
是如果我把总谱给导演看，这种交流就不直
接了，所以现在我的创作方式是借助电脑、
合成器、录音设备，把想法直接做成小样，和
对方沟通。但显而易见，无论何种方式，最
重要的还是你作为作曲家的“想法”。当完
成一个作品后，我认为这个作品有自己的生
命力，它何去何从其实和作曲家关系不大。

去年我为一部古装剧《卿卿日常》配乐，
剧播后反响很好，其中一首配乐《相许》大家
都很喜欢，在短视频平台很多人用作背景音
乐剪片，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写的时候
不会考虑这段音乐会搭配到大家的日常生
活视频，以及现代化的视觉中。所以，创作
在前，商业或宣传是水到渠成的事。我常参
加原声影视音乐的发行宣传推广会议，这些
都基于我们有一个大家喜欢的作品基础上。

记者：这两年您的音乐创作相继与爆款
影视剧画上等号，比如《唐人街探案》系列、

《赘婿》，今年的《狂飙》，即将上映的电影《消
失的她》和《学爸》，音乐又出自您之手。一
个简单的数据是，《消失的她》在刚刚闭幕的
北京国际电影节首次公开售票放映即秒罄，
黄渤的《学爸》在成都取景拍摄，也备受关
注。能不能谈谈在商业化和个人风格之间，
您是如何寻找到一种艺术的平衡？

胡小鸥：这种平衡来自于我和制片方、
导演之间的默契吧。《消失的她》是我和陈思
诚监制第 10 次合作了，《学爸》和渤哥也是 5

次合作了。审美一致，喜欢探索新的音乐元
素，是合作的基础。我从来不觉得艺术和商
业是分割的。艺术品自带商业价值，但商业
价值不应该是创作的初心。每次和这些老
朋友合作前我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一
次，我有没有新颖的想法，有没有不一样的
东西？所以尽管是学院派出身，但我一直保
留着以前在外面组摇滚乐队的一些锐气，让
自己一直处在好奇的状态。

记者：您在家乡成都设立了自己的工作
室，对成都的影视产业发展，音乐与影视的
联动，有哪些建议呢？

胡小鸥：是的，我在成都有一间自己的工
作室，越来越觉得家乡地气的加持很重要
吧。其实影视听之间的联动一直都在，但是
联动的大小，还是很难控制的，这个不是指宣
发经费的成本控制，而是作品本身。2021年

《唐人街探案 3》里的插曲《ON MY WAY》
将我和演唱者萨吉推到短视频热搜第一位，
我们猝不及防，因为我连短视频账号都没
有。为了配合宣传我俩连夜准备和制作了第

一支短视频，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正是
这种“猝不及防”让我知道作品本身和宣发之
间，更多的是配合性而不是预见性。对于影
视音乐创作，做到认真分析和体会，倾听制作
方的意见，才能更好地“联动”。

对于家乡的影视业创作建议，其实也是
对整体影视业创作的建议，还是希望更“重
视”。我说的不仅仅是预算的重视，还有真
正意识上的重视。音乐是影像里看不见的

“特效”。我们都知道特效的预算是整体预
算的百分之几十，而音乐呢，1%－2%都不到
吧。因为它确实不能拿出一个实体的、能

“看见”的东西。而它有多重要呢？你能想
象《教父》里没有音乐吗？《星球大战》没有

“共和国主题”吗？希望大家能从心里“看
到”音乐。今天还是以我喜欢的音乐家坂本
龙一结束吧，他为自己喜爱的餐馆精心挑选
音乐单，理由就是看不见的“装修”实在太重
要，直接影响到自己的食欲和心情。

（胡小鸥：四川音乐学院副教授，作曲博
士，音乐制作人。）

音乐的生命力比电影更为长久，触达场景
更广阔，能延长反哺影片的周期。

在中国文联、中国电影家协会等主办的中
国电影百年百首金曲推选活动中，从早期的

《渔光曲》《四季歌》，再到中期的《花儿为什么这
样红》《雁南飞》，以及近些年流行的《是否》《不
见不散》，它们都已远远走出了电影院，成为家
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动人旋律。著名词作家乔
羽在回忆半个世纪前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
祖国》的创作经历时说，当时，看完了样片和在
摄影棚里搭的“上甘岭坑道”，导演沙蒙对我说，

“你的歌就在洞里唱。”我问沙蒙：“你想让我写
首什么样的歌？”沙蒙说：“写一首将来我的电影
没人看的时候，但大家还在唱的那种歌。”

不得不说，配乐大师和导演往往是如伯牙子
期般的互相成就。比如斯皮尔伯格之于约翰·威
廉姆斯，徐克之于黄霑等，而久石让的名字更是
与宫崎骏和北野武绑在一起了。久石让包办了
所有宫崎骏电影的配乐。他俩联合贡献的经典
旋律实在是太多，每部作品几乎都有让人印象深
刻的旋律。听到《那个夏天》就想起勇敢坚强的
千寻。除了宫崎骏，久石让的另一个长期合作伙
伴是北野武。其中《菊次郎的夏天》应该是国内
观众最熟悉的北野武作品，《summer》前奏一出
就让观众恍如盛夏。滚石唱片公司总经理段钟
潭印象最深的就是 1992 年徐克电影《黄飞鸿 2》
里的主题曲《男儿当自强》。他认为，这部电影中
的主题曲和电影的匹配度非常高，相互推动，让
电影和音乐都成为岁月经典。

影视音乐发展到今天，音乐在作品上以主
题曲、片头曲、片尾曲、插曲、推广曲等众多形式
出现，曲目类型也包含了流行音乐、古典音乐以
及民族音乐等多种样式，不仅有电影主题创作
的原创音乐，也有已发行过的音乐。历经百余
年，电影音乐不断完善创作体系、形式风格和审
美特点，在传播过程中显示出强劲的内在驱动
力。歌手沙宝亮记忆犹新的是日本电影《追捕》
的电影音乐。男主角高仓健骑上马，背景音乐
只是简单的“啦啦啦”就让人难以忘怀。作曲
家、上海音乐学院陈强斌教授谈起 2010 年的美
国电影《社交网络》片尾曲、甲壳虫乐队的《宝贝
你是一个有钱人》。陈强斌说，他因为这首片尾
曲，第一次把一部电影的片尾字幕从头到尾看
了一遍。这首歌在电影拍摄前早就存在了，但
却和电影浑然一体。这让他觉得，这部电影就
好像是专门为这首歌拍摄的一样。

《海上钢琴师》的配乐可以说是莫里康内生
涯古典配乐的巅峰，比如“海上华尔兹”段落，
1900和康恩还有那架钢琴随着海上的起伏优雅
地移动，上演了一出与海浪的华尔兹，旁白说
道：“当汹涌的波涛与美妙的音符交融，我意识
到，我们其实是在与大海共舞”。音乐之于电
影，是升华，也是诠释，伴随着那些经典的画面，
感性地冲击每个人的观影记忆。

更为长久的那些音符

近年来，从《大鱼》《小苹果》到《孤勇者》
《送你一朵小红花》，电影里走出的好歌风靡
一时。莫文蔚为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演
唱的主题曲《这世界那么多人》成为去年最
大的爆款之一。这都使得越来越多的影片
愿意在音乐上下功夫，在电影上映前发布音
乐物料似乎成了宣传标配。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齐上线备受瞩目，
在音乐营销上也算是“卷”出了新高度，甚至有
的电影还打起了“歌海战术”，但从节前就开始
预热的电影音乐都没有达到出圈的水准。

喜剧电影《人生路不熟》在主题曲上走
的是通俗的路线，片尾曲是柳爽的原创歌曲

《洒水车》，宣传曲让易小星、乔杉、范丞丞演
唱了由《洒水车》改编的《大卡车》，喜剧效果
再度拉满，而单依纯演唱的《红蜻蜓》又扩

展了影片丰富的情感深度；《长空之王》走
的是宏大、深情的路线，几首歌曲包括

王莉演唱的“守望曲”《你是我的翅
膀》、毛不易演唱的“独白曲”《彩云
是我写的信》，非常符合电影的调

性；《这么多年》一口气祭出分手曲《空空
的》、久别曲《时间碎了》、主题曲《晚星》，除
了郁可唯、唐汉霄两位专业歌手加持，毕业
于中戏音乐剧专业的主演张新成也为《时间
碎了》献声；《倒数说爱你》中，杨丞琳演唱的
主题曲《我要你有我》，艾热、王以太献唱《倒
数说爱你》同名宣传曲，颜人中演唱的插曲

《嗜好》，牢牢锁定年轻影迷市场。
此外，《长沙夜生活》电影音乐以张艺兴

的长沙话说唱《湘江水》引入，落幕时，制作
团队邀请了这些年人气极盛的唐恬来创作
主题歌《寄信人长沙》，从长沙的舞台走入全
国观众视线的张远、陆虎、王栎鑫共同演唱，
应该是体现出了足够的诚意。曾供职湖南
卫视的唐恬代表作《孤勇者》自不必说，《我
和我的父辈》中的主题歌《如愿》，《万里归
途》的主题歌《归途有风》大众耳熟能详，她
来给长沙写一首歌，不仅有话题感，更是打
出了情怀牌。可遗憾的是，即使片方如此重
视音乐营销，但如今想靠主题曲为电影“引
流”，的确是越来越不容易了。

2016 年 开 始 ，电 影 音
乐营销专家高航为《X 战

警》等好莱坞大片做中国版
宣传曲，还推出了《卡路里》等爆

款歌曲，那时音乐的营销功能就开
始显露。电影的音乐宣发为什么吃香？

高航分析，品质过硬的电影音乐不仅能为前
期电影票房宣传引流，满足“提振电影票房”
和匹配剧情“烘托气氛”这两大功效，还能够
产生巨量的“长尾市场”效用，本身也会积淀
巨大的IP价值。

电影市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注意力
资源压力，在高航看来，电影营销需要变
得更专业。其一 ，电影音乐有许多新玩
法，比如为电影中的主要角色设置角色推
广曲，赋予每个主角一个声音气质和音乐
形象。

其二，从发布渠道来看，短视频成了音
乐营销下沉的重点。短视频等新媒体的方
式带动了人与人之间的自传播，也为电影提
供了新的线上宣发场景，这也意味着现在的
电影需要更多的宣传物料，而音乐的适配性
非常高，提供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源源不
断有新歌，也就意味着能有大量的 MV、短

视频露出，为二次创作提供了空间，有利于
影片在互联网上自己形成传播趋势，这是音
乐宣发符合当下传播习惯的一点。以韩寒
为例，他首部执导的电影《后会无期》，其中
的配乐仍然流行至今。主题曲《后会无期》
占领各大音乐榜单，《平凡之路》至今仍然是
各大 up 主 BGM（背景音乐）的首选，这首歌
也让朴树获得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可以说
是电影和配乐之间的双赢。类似的还有《小
时代》里郁可唯演唱的主题曲《时间煮雨》

《送你一朵小红花》里赵英俊演唱的同名主
题曲⋯⋯这些都是短视频配乐最受欢迎的
歌曲之一，与短视频的匹配度非常高，适合
进行二创。《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成为去年春
节档的黑马，宣传曲《冬天里的一把火2022》
走的就是短视频下沉的路线，魏翔夸张的演
绎也为电影造了声势。

此外，电影与音乐跨界本身就有着一定
的影响力叠加作用，无论是歌手或是演员的
流量，通过音乐带来的能量进一步为影片的
影响力打下基础。高航说，当时火遍大街小
巷的《西虹市首富》片尾曲《卡路里》就属于
这一类歌曲，“歌红，和电影相契合，人也有
流量，片子又火，几个维度碰在了一起。”

音乐营销的传播度VS氛围流

如何输出更多的金曲
一首优质的电影歌曲会永远留在观众

的歌单里，反复聆听，也会留下来成为华语
乐坛的金曲。历数音乐制作人钱雷的代表
作《默》（电影版《何以笙萧默》）、《大鱼》（电
影《大鱼海棠》）、《孤勇者》（动画《英雄联盟·
双城之战》）、《如愿》（《我和我的父辈》）⋯⋯
堪称“金曲制造机”。这些年，钱雷主导了大
量的电影歌曲和配乐，面对电影的音乐宣发
市场进入到了瓶颈期，他也有自己的思考。

钱雷认为，对于电影音乐来说，创作者
面对的统一问题是——命题作文的难点，
需要一个相对较高的配合度。比如电影会
对你的音乐作品要求很高，音乐在宣发里
面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你的歌曲是否
能在圈外起到很好的带票房作用？是否能
和影片主题有很好的结合？这些都在考验
电影歌曲的创作者。“你不可以没有音乐素

养，你不可以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你不可
以没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因为只有这些是
无法复制的。”

市场在洗牌的时候，应该构建什么样
的竞争力才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钱雷
认为，从内容角度上讲，不管什么环境，音乐
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不管哪个音乐形式，哪
个音乐风格，它总归还是要真诚，去感动别
人 。“如果你对作品没有热爱或者没有情
感，它怎么样都不会出色，不会出彩。比如
我看了这部电影，我没有感动可能我也写不
出来。”

正如青年学者、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王霞霞的观点，电影音乐既要创作符
合主题设置的主旋律，也要兼顾观众心理与
大国小家共情共鸣意识，用艺术创作、美学
范式与产业规律表达最真诚的情感。

歌海战术“卷”出新高度

影像里看不见的特效有多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