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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天地

回顾电影的百年发展，不难发现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中少不了

那动人心弦的背景音乐。配合画面情景的音乐总是恰如其分烘托着

电影的气氛，引导观众情绪起伏跌宕。没有背景音乐的烘托，电影

情节对观众的情绪感染力难以推向高潮。虽然这种作用往往不被人

们所注意甚至忽略，但其即兴作用和潜移默化作用，总能帮助观众

置身电影场景，喜怒哀乐，悲天悯人，心惊胆战，毛骨悚然，甚至

一生中只要闻听，即在脑海中再现电影情景画面。可见音乐对电影

情绪感染力营造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同时，电影音乐又具有

明显的社会特征性。

一、默片时代配乐应运而生
给电影配乐是从默片时代开始，默片也就是无声电影，很容

易被人理解为没有声音的电影，事实上在银幕之外，有现场的钢琴

师即兴演奏，或者小型的管弦乐团根据电影公司提供的配乐单演奏

相应的曲目，以此烘托影片的气氛。也就是说电影这种艺术形式从

诞生开始，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不能用语言表白来传递人物内心

情感活动，但是导演已经注意到要让这种新兴艺术形式具有长久可

持续的生命力，必须要摆脱枯燥无味，打通银幕上的人物故事与观

众之间的情感交流，于是音乐作为沟通观众与银幕的桥梁便应运而

生，可以说早期的默片几乎离不开这样的配乐方式。2012年的奥斯

卡最大赢家美国电影《艺术家》让人们再次重温了无声电影。其中

电影开场便生动的展现了默片时代电影配乐的技术手段。一个小型

的管弦乐队在靠近观众席的地方演奏，乐队的上方便是播放影像的

屏幕。在当时，伴随着这样的电影配乐方式，涌现出大批的钢琴师

和管弦乐师，可以说电影配乐造就了一个行业的发展，也形成了一

套好莱坞的模式。

二、即兴作用催生电影活力
在电影艺术形式的初期，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无法用声音

来传递情感，这对电影的发展和传播显然是致命的，没有声音的交

流，感染不了观众的情绪，必将导致电影死去。但是，聪明的导演

想到了在电影画面之外用音乐来催生这种感染力。初期的电影配

乐，很少有为某部电影专门写的音乐，各种风格的音乐只是信手拿

来，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古典音乐就成了当时电影配乐的重头

戏。但是，仍有些导演不满足于电影此时的发展现状，苛求电影的

每一步的完美。比如，默片大师卓别林对于他的每一部电影制作都

是亲力亲为的，尤其是他对于电影的音乐部分有着独特的构思。在

他的所有影片中，几乎所有的音乐都是由他一人完成的。他的音乐

情结来源于他成长的环境，作为艺人与声乐家的父亲和作为喜剧演

员与歌手的母亲从小对于卓别林的音乐培养为他日后的音乐创作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对音乐的追求致使他要求自己电影音乐的创作

也是极尽完美。这似乎就是卓别林音乐的精髓，幽默却富有深意。

伴随着电影技术手段的提高，画面与声音合成的问题解决了，

人物情感活动的语言对白可以直接传递给观众，电影幕布下的配乐

乐队解散了，但是，电影配乐没有寿终正寝，恰恰相反，电影配乐

正在不断创新。配乐不再停留在运用已有的作品之上，而是需要更

有表现力、更能贴近电影内容的音乐作品。许多有着天赋的音乐

人，将他们对表现电影内容的音乐灵感，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融化

到电影情节中，为感染观众的现场情绪推波助澜。

三、潜移默化作用深入人心
以情感人的方式是艺术与其他学科之间显著的差别。艺术作品

灌注了艺术家们的思想情感，表达了艺术家们对生活的感悟。它的

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潜移默化的深入人心。艺术作品对人的教育常

常是在毫无强制的情况下，使欣赏者自由自愿，不知不觉地受到感

染，在这种逐渐地长期的作用下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

在当代所有电影音乐的配乐大师里，最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

作曲家恩尼奥•莫里科内。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海上钢琴师》、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战火浮生》等电影的背景音乐都是由这

为大师所创作。莫里康内的音乐似乎不同于为某一特定类型电影所

作曲的音乐家，他的曲风可以说是多变的。无论是惊悚片，探险

片，爱情片，他都会尝试着为其配乐。他的音乐魅力就在于配乐是

可以纯粹的聆听的。也许你不一定会记住电影的情结或内容，但是

当莫里科内的音乐响起时，那些画面就会像潮水般又涌现在头脑之

中。他为电影的配乐另一个能被他人记住的原因，是他的音乐总是

会带给人惊喜，永远不会落入那些俗套的电影配乐规则之中。比如

在《海上钢琴师》中，当1900的主题响起时，男主角那种对于外

面世界的渴望但却排斥和执着于内心刻画的完美世界的复杂心情

在音乐中得到了充分表现。更加精彩绝伦的是，莫里康内的《five 
portraits》在影片里将五位过往的旅客的性格刻画的惟妙惟肖。满

怀心事的忧郁男青年、自恃清高的风尘女子、混迹于头等舱为寻找

不可思议爱情的穷酸小子等等。就像男主角说的一样，听听他们的

音乐，描绘的不再是一首首旋律而是一段段故事。而正是这样的音

乐配合着画面生动的表演才让人们过目不忘。莫里科内的音乐可以

自由的把握各种人物的形态和心理，他将音乐赋有了人性和生命。

他的音乐展现着人们的各种情绪，这种情绪仿佛就像是被刻画出来

的一样，能够被人们所触摸和感受。这也是他的音乐之所以让人无

法忘记的理由。

电影中的音乐所要做到的是将的电影描绘成音乐中的一部分，

娓娓道来一段段故事，最终让音乐触碰的是人们心灵，而不是过眼

云烟，听罢，曲终人散。

总之，无论是初期电影的无声时期还是后来发展的电影的有声

年代，音乐的语汇表达出来的情感是画面所不能代替的。音乐除了

烘托电影的气氛之外，更重要的是为升华电影本身的内容。这正是

音乐带给人们的情感上的沟通和内心上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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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配乐是电影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对营造观众情绪、加强情节感染力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电影技术手段的提高，电影配

乐也在不断创新，但音乐的语汇表达出来的情感是画面所不能代替的。音乐除了烘托电影的气氛之外，更重要的是为升华电影本身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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