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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小剧场话剧中的声音设计
江腾皓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小剧场话剧的特点在于其有着小巧精美的舞台美术设

计、丰富的互动和近距离的演出，能够直接给观众带来身临其境

的情感体验。其中，声音元素作为舞台美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不

论是对舞台氛围的渲染还是故事情感的烘托，甚至是叙事节奏的

变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结合笔者的创作经历，谈一

些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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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带动了艺术的进步，广泛提高了人们

对于各类艺术形式的审美能力。在舞台艺术方面，人们对于小剧

场话剧的要求也从过去的只要故事精彩就可以逐渐变成了对视觉、

听觉呈现水平有着与故事主体相同高度的要求。与其他传统的幕

后人员一样，从剧目创排初期就积极参与一台剧目的整体创作十

分有利于整台剧目的声音设计。

一、创排初期与环境音效的制作

一般来说，舞台声音设计师的工作应该从剧本阅读阶段就开

始了。在阅读剧本的过程中，关于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是最容

易掌握的。因此在这个阶段制作和搜集相关的环境音效以及具有

反映时代特征和空间特征的声音效果是比较合适并且准确的。抓

住这些特征，是小剧场话剧声音设计的关键之一。

比如在经典话剧《绝对信号》中，故事的主体发生在一辆正

在行驶的列车上，列车行驶的空间环境音效应该十分明显，使得

观众不仅可以从视觉上的舞台美术效果和场景道具上了解故事发

生的场所，听觉上传达的信息也能相互匹配，使其迅速沉浸其中。

在该剧目中，时常会有主人公回忆和想象的桥段，此时消失

的列车环境音效又成为了观众区分时间空间的关键线索，让叙事

更为顺畅。

在故事中，列车还多次进入隧道，进入隧道这一剧情也可以

匹配上相应的环境音效的改变，这也对应了每一次主人公心境和

想法的改变。

又比如在我院创排的话剧《清溪谣》中，故事发生的时间会

有多次现代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切换，背景环境的声音也会从雨

声雷声转化到战场的炮火声，这样的声音变化十分有助于在叙事

过程中对故事的时空信息加以辨别。

再比如在话剧《你好，打劫》中，有着许多不同社会阶级、

身份地位的角色，他们用着不同型号、不同年代生产的手机、电

话，此时如果能用契合其身份的手机铃声，如经典的摩托罗拉《hello 

moto》又或者 iphone 的经典铃声《iphone tune》等，也会为人物等

性格、身份塑造增光添彩。

因此，在剧本阶段对环境声音的深度挖掘和理解，不但能有

助于构建全剧的环境声音体系，同时也契合了剧本中故事、情感

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创排中期与动作音效和音乐的制作

如何有效并针对地为演员对表演和各类舞台互动进行进行声

音的设计与制作一直以来都是声音设计师的重点工作。在进行相

应的动作音效设计时，通过反复的观摩排练以及积极与导演以及

舞台表演者进行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这能够使得声音设计师对于角色的动作幅度、强度、心理状

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加以在观众的视角反复琢磨表演者的

动作以及代入观众的身份进行声音的联想，对音效的设计来说帮

助颇大。

如果条件允许，将创排初期制作好的环境音效和其他特征音

效在排练过程中运用起来，不但可以使剧目排练的效率和效果得

到提高，声音设计师也能得到音量平衡方面的一手信息，为接下

去的工作做好基础。

在话剧《绝对信号》中，由于故事发生在列车上，使得环境

音效需要不间断的出现，此时如果为舞台表演人员的细微动作加

入动态较小的声音效果就显得有些多余。

而对于较为激烈的动作音效，也应该考虑好其与环境音效、

表演人员的对白等其他声音的平衡，不能让声音显得突兀而喧兵

夺主，话剧的叙事大多数还是得靠语言和表演来完成的。

在声音设计、创作的过程中，也常常会遇到音效的真实性与

艺术性的矛盾。由我院创排的话剧《清溪谣》中，有多处剧情发

生在战场上，在不断的攻坚战斗中枪声炮声的种类繁多。

然而事实上我军与日军的枪械装备是不同的，发出的声音也

有明显区别。虽然在声音设计过程中运用了查阅史料、观摩经典

二战电影等多种手段去寻找、搜集相应的声音，然而在实际运用时，

却发现这些声音质量层次不齐，难以满足演出的需求。同时还存

在声音过于死板，难以为叙事服务等问题。

然而随着对剧目的深入理解以及与导演、舞台美术的其他部

门相互沟通后，笔者放弃了为我军和日军分别进行详实客观音效

的制作，转而寻找一种能让观众从主观的角度区分两方火力的方

法。即利用声像的不同以及声音距离观众的层次感、距离感不同

的方式来进行相关声音的制作，使得观众在欣赏剧目时本能地通

过剧情的发展和声音传来的方向和质感来区分两个阵营的火力，

并且进一步感受到战场的无情和新四军战士们的英勇无畏，为剧

目的叙事和感情渲染起到来良好的铺垫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在该剧中引发悲壮结局的一枚炮弹，按照战场

上的现实状况，一枚炮弹飞来几乎是毫无预兆的，至少是让人猝

不及防的。而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这样的真实性往往需要被艺

术化处理，也就是进行符合观众心理预期并且有助于剧情发展和

增强戏剧张力的典型化处理。本来没有预兆而飞来的一枚炮弹则

需要加上一阵尖啸而来的破空声，用于给足观众心理预期并且顺

利推动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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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所述的客观音效设计外，用于表现角色内心世界以

及情感变化的主观音效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描述角色陷入危险

时，可以加入一个心跳声，营造紧张的氛围。又或者角色遭遇巨

大变故时，可以加入类似耳鸣的尖锐噪声，用于突出其遭遇的冲

击巨大，随时可能休克的状态。在各种类型的剧目中，往往能够

挖掘出很多这样的场合。

小剧场话剧在音乐的选择上往往会是以原创主题音乐为核心

并辅之以相对拥有较高知名度的版权音乐，这样做的好处是既拥

有来自己原创的主题音乐用以区分其他作品，又能够利用观众相

对较为熟悉的音乐迅速建立与观众的情感共鸣。

如经典话剧《心之罪》中，故事发生在 1974 年的美国，为了

迅速将观众拉回那个时代，就选择了当时非常流行的 Elvis Presley

的 经 典 歌 曲《a little less conversation》 以 及 经 典 美 国 乡 村 音 乐

《Monday Monday》，即便是对这些歌曲不太熟悉对中国观众，也

能从音乐的风格和年代感中窥得一二。

此外，音乐在渲染人物情绪、掌控叙事节奏中也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在喜剧或是表现激动人心的场面时，往往采用较快

节奏的音乐，同时还能加快剧情进度和叙事节奏。在悲剧或是表

现温情并需要减缓叙事节奏时，往往采用慢节奏的音乐。然而随

着话剧艺术的不断发展，各类打破常规的音乐运用方式也常常会

出现，其运用音乐进行悲喜的烘托也不再那么死板。

三、创排后期与对白的声音设计

创排后期是对演员台词进行声音设计的最佳时期。此时导演

的想法已经较好的传达给了舞台表演者们，舞台表演者也形成了

较为固定的表演节奏。

同时，舞台美术各个部门的创作也趋于成熟，一台剧目已经

初见雏形，在声音方面也要进行最后的雕琢。不同于音乐剧、舞剧、

戏剧等其他舞台艺术形式，话剧的表演是非常依赖表演者的语言

也即对白的。

除了表演者声情并茂的演出，声音设计师也应当对其中关键

的部分加以润色，使得表演更加深入人心。比如在话剧作品《绝

对信号》中，主人公每次进入回忆或者进入意识中，就可以将其

语言进行一定的混响处理，使观众更容易分别人物所在的时空，

同时也将其对白的感染力进行放大，给人以震撼的感觉。

又比如话剧《漫长的告白》中，读出信件的桥段，辅以混响

和延时的效果，可以营造出主人公看到信件时内心的冲击，增强

了感染力。

在类似的战争场面中，加入了合唱效果的“一呼百应”也能

极大突出其场面的壮大，让小剧场话剧的声音效果不再局限于其

较小的表演空间。

随着近些年科幻题材的兴起，科幻话剧也应运而生，其中各

类涉及到不同生物的对白或者是日常生活中无法接触到的声音效

果更是要仰赖于声音设计的贡献。

而随着剧情的紧张或是情绪的上扬进行的音量上的提升或者

是随着剧情的收尾或是情绪上的下滑进行的音量上的减弱更是声

音设计师投入情感体会故事后极为自然的行为。

四、完成声音与表演的精密配合

经过整个创排阶段，声音设计的工作已经大体完成，然而距

离剧目的最终完成还需要经历与舞台表演者的默契配合这一重要

环节。

在剧目的演出当中，一个音效的进入点就能很大程度影响表

演的节奏，一首曲子的出现更是同时带动了观众欣赏剧目与舞台

表演者表演的双重情感，若是在这些阶段失之毫厘，结果必然差

之千里。

好在在技术进步的今天，利用各类硬件设备我们就能够轻松

播放各类音乐音效，在技术实现方面我们比曾经的声音工作者们

强上了太多。

小剧场话剧演出中遇到的问题主要发生在演出与排练的差别

上，在排练时，观众少，舞台表演者与台下观众的互动也几乎没有，

表演的节奏也因为反复的打磨而趋于固定，遇到的突发情况少，

与表演者的配合相对容易。

但在实际演出时，由于小剧场话剧的特性，时常会有舞台表

演者与观众进行互动。有些互动会打乱原本的表演节奏，此时就

需要随机应变，做出诸如减小音乐的音量、延迟播放音效又或是

暂停音乐播放等处理，使得这样的互动与严肃的表演有所区分。

而不同类型的互动又会对声音工作者产生不同的要求，这主

要体现在舞台表演者进行互动时，原本的表演时空是暂停的还是

不断延续的。

如果是暂停的时间和空间，在表演者结束互动后，应该让声

音重启，接续上刚才的表演进度。若是延续的时空，则应该让演

员和观众在互动结束后可以随着声音的渐入重新引导直至回归演

出中。这样的默契是需要在深度了解剧情和表演节奏的基础上反

复打磨形成的。

五、结语

综上所述，小剧场话剧的声音设计可以在创排的各个阶段有

所针对的进行，抓住各个阶段的特点和重点，能让声音设计的工

作事半功倍。在实际演出工作当中，合适的音响系统如环绕声音

响系统、全景声音响系统也是声音工作者进行声音设计和声音艺

术表现的强大助力，艺术和科技的结合总是能带来全新的突破。

相信在声音工作者们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的探索和尝试中，声音艺

术将会在各类舞台上爆发新的活力，为广大观众带来更好的艺术

效果。

参考文献：

[1] 李亦斌 . 简析小剧场话剧舞台音响的应用 [J]. 艺术大观，

2020（22）：75-76.

[2] 陈炳江 . 探究如何利用舞台音响提升舞台艺术层次 [J]. 戏

剧之家，2017（15）：59.

[3] 蔡体良 . 中国当代舞台美术文稿 [M].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

书局，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