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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善良的反派人物、悲情人物。由于这个人物的人设在

这，加上我的一点儿付出，游戏上线后得到了很多粉丝

的关注。”还有一部则是一款火爆的女性手游《恋与制作

人》，游戏方找到四个国内的头部“声优”，吴磊是其中一

位，他扮演的角色是“李泽言”。为这四个人物配音的演

员，因为这个游戏都火了，身后有一大批粉丝相随。

声音世界的猜想

创业之初，吴磊做了许多有声读物，因为这些作品

更有创造性，你不需要经过画面的强制性，在某种口型或

者某种情绪中说话，你可以加入更多的艺术思考和声音

演绎。他认为配音也属于一种加工类行业，却比视频加

工更有意义。“它对于一些喜欢声音的人来说更纯粹，只

有声音。这仍是相对传统的业务方向，这几年占比越来

越小。通过一部有声读物喜欢上某一个作品的几率很

小。但如果是游戏里的一个角色，则更容易植入人心。这

些游戏形象就变成了互联网时代的流量性载体。”

吴磊说：“配音的圈子和演员没什么区别，生态也和

剧组很像，是个工业化的艺术，要做到符合它的质量标

准，像上海迪士尼乐园就符合全球最高标准，每个环节

做到什么程度，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体系。其实配音的

环节很固定，不管是在译制厂，还是‘领声’，标准的东西

这十几年没变，什么框架怎么配音，可能过个十几年还是

不会变。我们只有不断压榨自己去开拓创新，探索声音的

更多可能性。”

可是 这个过程却是异常辛苦的。舞台商演“声音

奇幻秀”便是一次大胆性的尝试。“从最开始策划到完

成，用了八个月时间，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尽管我们只

演了两天，但在业内却是第一次商业性的尝试。它把声

音作为主要目标演出，除了配音还有很多后期的环节，比

如说拟音。把一些拟音搬到了现场，搬到舞台。观众知道

了传统的拟音是这么做的，这在全行业开创了探索的先

例。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起到颠覆性的作用，但是也在思

考有没有可能从一个纯粹的加工者，把声音的可能性无

限放大。我们要去重新发展出声音的生态。” 

吴磊认为，声音行业的巨变，也侧面反映了人们审美

方式的变化。“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对声音的理解程度也

不太一样，包括我成长的年代，很多人对译制片是有偏激

看法的，他们是不看译制片的。在某个时间段，有很多讨

论，很多人认为译制片很假，拿腔拿调，有译制腔。从配音

的呈现方式上，大家只看到了一种传统形态，作为观众完

全处于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对于译制片，对于语言，现在

观众慢慢地审美越来越高，我们希望尽量去筛选一些好

东西，也能让一些想学习的新人少走弯路。以前大家可能

觉得这个人声音很好听，他就是专业的，其实不是，每个

人都有所擅长的领域。而且现在更多人知道，其实我声音

不好听，但我依然可以配音。”

个性化的年代，也让识别度成为配音演员技巧的

重要元素。吴磊说：“比如关注我的人，已经抓住了我

的某些说话特点，而不是声音特点。说明他们真的喜

欢语言，听得出节奏、语 气、语调和某些字的处 理 方

式。说明这些人对声音已经有了一定的感知。如果这样

的人很多，对整个配音行业和中国的语言体系都会有很

大的提升。”

配音演员这个生态链条里，有像乔榛、

刘广宁、童自荣一样的老一辈配音艺

术家，也有像狄菲菲一样介于承

前启后时代，敢于尝试创新的

中坚力量，更不乏像吴磊、

刘北辰、赵乾景这样有

想法的新生代力量，他

们都在自己的人生轨

迹中演绎着各自的精

彩，积极拥抱这个时

代。

关于有声动漫的制作样本，赵乾景说道：“有时我们

只做纯原创动漫，自己编剧，自己孵化IP，有时我们改编一

些小说IP，比如唐家三少的一些作品。它们本身就很火，有

一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就会有很多原著的粉丝，这样

对配音演员的要求就更高。‘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

特’，人们心中会提前对角色的声音有些预期。片方去选角

时有时候也希望一个声音流量大的人去撑着这个角色。”

八零后的吴磊便是这几年借助游戏动漫，名气迅速

蹿升的流量“声咖”，他也是科班出身。曾经在译制厂工作

了14年，它见证了吴磊的成长。虽然直到现在依然对它有

很深的情结，“但当你即将触及到这个行业的天花板时，你

就必须走出去了”。

吴磊的个人名气经历过两次飞跃式的流量增长，一

次是因为游戏《古剑奇谭2》，那一次也促成了上海和北京

配音演员的大集合。“我有幸碰到了‘沈夜’这个人物，这

个角色比较适合我去演绎，游戏中他是一个大boss，一个

赵乾景

狄菲菲

通过“声音的味道”和“声音的秘密”，他们每年都

会把声音作品搬上舞台，2016年的“声音奇幻秀”，2017

年的“一夜肖邦”，到了2018年还参与了湖南卫视综艺

节目《声临其境》，让配音这个职业一度大火。狄菲菲担

任了《声临其境》的配音指导，得到了超高的曝光度。她

说：“我们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节目，让更多的人尊重、正

视配音这个行业，了解这个行业。” 

动漫IP吸引流量

也许，电影产业经历时代变革，让电影配音这个行业

日渐没落。然而，不安于现状的配音新生代们正在将观众

对声音世界的猜想引向新领域。

团队的第一块传统工作，还是在棚内进行影视剧后

期的配音。上海迪士尼乐园所有的人声合成，都是由狄菲

菲作为声音导演来完成的，包括安全声、近源声、每个景区

的故事以及舞台剧上的声音，甚至还有迪士尼动画剧集、

动画电影的后期配音。

九零后的赵乾景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他活络的思维

架构，也让团队承担了除传统配音之外另一部分的开拓与

创新。赵乾景说：“互联网时代也让更多的配音演员通过

游戏包括二次元的动漫人物形象，渐渐地被许多年轻人

关注，自带IP流量。这一点，在动漫产业链最为发达的日

本尤其明显。‘声优’这个概念最早也是从日本诞生的。比

如全球性的动漫IP《火影忍者》《海贼王》都有对应的配

音。其实动漫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承载着一位非常优秀的配

音演员，而现在中国正在大力推动中国自己的故事、中国

自己的动漫英雄和IP, 二次元有声动漫也为中国游戏IP的

孵化创建了快速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