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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剧集歌
曲的发展，从上世
纪 90 年代的《渴
望》（毛阿敏演唱）
之于《渴望》，《千
万次的问》（刘欢
演唱）之于《北京
人在纽约》；到本
世纪《咱们结婚
吧》的主题曲《终
于等到你》（张靓
颖演唱），《延禧攻
略》插曲《雪落下
的声音》（陆虎演
唱），《知否知否应
是绿肥红瘦》的主
题曲《知否知否》
（胡夏、郁可唯演
唱）……对电视剧
而言，一首好的歌
曲 实 属 锦 上 添
花。但是，近些
年，当剧集歌曲产
量日益剧增，我们
却发现，过去“一
部剧捧红一首歌，
一首歌唱火一部
剧”的现象不复出
现，反而经常一部
剧六七首歌曲，大
多籍籍无名。剧
集歌曲市场正进
入大浪淘沙的发
展节点。那么，剧
集歌曲是如何创
作、制作出来的？
现在面临什么瓶
颈？记者采访青
春繁花音乐创始
人刘靖，韶愔音乐
总经理王锋，音乐
唱作人陆虎、金玟
岐等业内人士就
此予以探讨。

通常音乐公司会在剧本阶段
就介入创作，研读故事大纲、人物
小传、分集剧本，大致了解整部剧
在讲什么内容，主人公是什么人
设、情感线。然后再从音乐角度，
和制片人、导演等主创共同探讨
剧集音乐的整体创作方向，需要
几首歌曲，以及每首歌都具备怎
样的功能与表达等。

以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
剧《心居》为例。片头曲《心居》

有别于传统音乐风格，旋律间
具有光怪陆离的戏剧感。在王
锋的理解中，《心居》展现了以
一对姑嫂为代表的上海市民们
努力生活的故事，整部剧充满
强烈的戏剧冲突和情绪表达。
略显“奇怪”的曲风却更好概括
了这部剧的风格。而片尾曲
《还没》则笔锋一转，以金玟岐
温柔细腻的嗓音，将一副兼备
内涵与叙事性的生活画面娓娓

道来。王锋说，《心居》是现实
主义剧集，舒缓的片尾曲伴随
剧中生活化的场景闪过，更容
易代入观众情绪。

插曲则功能不同，其大多安
排在剧情开心或诙谐时，男女主
角分手虐心时，主要人物下线等
重要时刻，更多是在塑造人物、烘
托场景、推进感情线的中途，同步
帮助调动观众情绪。这更考验创
作者对剧本的理解。

前期 音乐公司在剧本阶段就介入

陆虎刚开始剧集歌曲创作
时，常在看完剧本和故事梗概后，
还是以歌手的自我表达“固执”地
写一些自认为“正确”的歌曲，最
终却被一次次否认。有时，陆虎
特兴奋地想了很多厉害的点子，
结果第二天和制片人一起看完片
子，发现自己的想法都是错的。
“就像大家一起做菜，厨师可能是
制片人、导演、编剧，我就是一把

盐。他们才知道我的盐需要放多
放少，但我非得多放。”

在剧集歌曲产业尚未成熟的
时候，这样“多方沟通”的工作方
式曾让陆虎陷入煎熬。“写歌其实
不难，难的是沟通。”他形容，有段
时期大家都在互相“猜你喜欢”。

近些年，大多数剧方会提前给
出非常准确、具象的方向与要求，
同时给予音乐人较大的创作空

间。像过去可能会有人会告诉陆
虎，就想要另一首《孤勇者》；但如
今对方可能会明确表示，想要《孤
勇者》的表达或情感传递，比如唱
歌时的激昂，前面的低沉、副歌的
高亢等。陆虎曾为《延禧攻略》《鬓
边不是海棠红》等不同时代背景的
剧创作过歌曲。专业制片人会提
出很多细致严谨的要求，像“不能
出现这个时代没有的乐器”等。

沟通 音乐人、片方都在“猜你喜欢”

歌手，同样决定着剧集歌曲
的表达效果。

在刘靖看来，电视剧受众广
泛，且大部分插曲都会贴在情感
留白、戏剧矛盾推进的地方。考
虑观众接受程度与传唱度，其剧
集音乐大多则以抒情、流行为
主。这便排除了一些声音独特
的演唱者。“我们以前也遇到过
歌手本身声音特质有个性，但贴
到剧中就会容易出戏。”

专业度、大众知名度，同样

是重要的考量因素。王锋表
示，通常他们会将歌手分为几
个“阶梯”：第一阶梯，兼顾专业
性和大众知名度的，例如周深、
张靓颖、张碧晨、毛不易等。第
二阶梯，从质感角度来筛选，有
一些知名度并不高的优秀歌
手，例如叶炫清、萨吉、张磊等，
声线、风格与剧集主题适配度
也非常好。

还有一种是直接邀请主演
来演唱。例如杨紫、肖战为《余

生，请多指教》演唱了同名主题
曲，同时两人又分别演唱了人物
主题曲；任嘉伦也为《周生如故》
演唱了人物主题曲《如一》。王
锋表示，这还是从宣发角度来考
虑——既是主演，又唱了主题
曲，推广角度是非常加分的。“像
《如一》选任嘉伦是因为他本身
就带有歌手属性，自己也发专
辑。正好他的角色需要一个人
物主题曲，由他来诠释最为恰
当。”

歌手选择 主演唱主题歌是加分项

在陆虎看来，歌手在演唱时
要把自己当作剧中人，要懂剧情，
懂剧本。“包括我监制的每一首剧
集歌曲，我都要求歌手在咬字和
演绎上，角色感一定要强。这首
歌在剧里呈现了怎样的状态，你
怎么能通过咬字提升或减小声音
表达的年龄感。”

金玟岐在演唱剧集歌曲前，
通常会仔细阅读剧集资料、剧情
梗概；在录音过程中也会和主创

聊这部剧、这首歌想要表达什
么。“我唱的时候还是要有代入
感，毕竟剧集歌曲还是有功能性
的。”在金玟岐看来，演唱是歌曲
再创作的重要过程；剧集歌曲与
唱片歌曲在演唱方式上，还是有
很大区别。因此金玟岐通常会
在演唱时适当调低自己的声音
辨识度，比如习惯性的咬字方
式。

但金玟岐也遇到过，制片人

第一次合作，但歌曲质量、剧集
品质、音乐团队都非常好的项
目。等她录完了，制片人觉得
剧的基调很甜，但她的声音听
起来很悲伤。金玟岐完全理解
“为剧服务”的考量，“我说我要
不重新录一下试试，但是也和
剧方沟通我的音色就是如此，
他们可能也要分辨下是不是需
要换成声音相对比较细、比较
高频的。”

演唱 歌手需要“演技”和“代入感”

刘靖表示，后期对音乐方向
的再统筹，才是真正创作的“开
始”——拉出所有需要贴音乐的
戏份，和主创共同分析在什么地
方贴歌；掌握音乐和画面的适配
度，例如旋律应当高亢还是舒缓，
适合什么音乐节奏，然后再重新
调整词、曲细节。

但这也导致，创作者偶尔会
遇到已经创作好的歌曲，后期却
被毙掉。此前刘靖曾为某部古装

剧主人公创作了一首比较具有传
播效果的歌曲，但制片方认为和
画面气质并不贴合。“音乐没有统
一标准，但和画面的匹配度是最
客观的衡量标准。”刘靖遭遇“质
疑”时便会向片方提出，先把这首
歌贴到成片中，试一下，再考虑怎
么修改。

而最终歌曲贴在剧中哪些
地方，贴多长时间，贴伴奏还是
副歌，这个步骤在业内叫“贴

片”，由音乐编辑来操作。音乐
编辑和后期剪辑功能相似，拿到
一集约 40 分钟的定剪之后，从
头开始捋画面。情感线、戏剧冲
突、人物下线等节点一般都会贴
人声歌曲，但还是要根据不同导
演的意图。“这一场戏的情绪转
换了，歌曲也要应情绪转换而转
换，最后由后期公司再进行混
录。”刘靖表示。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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