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VB 声音竞演真
人秀《好声好戏》近日
正式开播。

十二位艺人分
成三组，比拼配音功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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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王忠军（王中军）、王忠磊（王中磊）、
华谊兄弟（天津）投资有限公司因未按时履行法
律义务，被列为被执行人，被执行金额超 3 亿
元。这个昔日电影帝国没落的背后，是中国一
线导演江湖的更迭。曾紧紧绑定在一起的华谊
兄弟和冯小刚，前者的没落似乎也是后者被“主
流市场”淘汰的证明。不仅是冯小刚，像张艺
谋、陈凯歌等国内顶级大导演，都要面对自己

“一级地位”和“二级票房”的尴尬。
华谊兄弟的窘况并不是突然发生，根据数

据显示，其连续亏损三年。抛开其他产业方面
的问题，让我们单看电影产业，对比下其巅峰时
期和近三年投资电影的票房。2007年《集结号》
2.1亿；2008年《非诚勿扰》2.6亿；2009年《风声》

2.35亿；2010年《唐山大地震》6.49亿、《非诚勿扰
2》4.71亿、《狄仁杰之通天帝国》2.86亿；2013年

《西游降魔篇》12.46亿、《狄仁杰之神都龙王》6
亿、《私人订制》7.13亿。如果这个数据不够直
观，我们可以对比当年其他影片票房。拿2010
年举例，《唐山大地震》《非诚勿扰2》《狄仁杰之
通天帝国》三片全部挤入当年票房榜前10。而
最近三年，华谊投资的电影除了像《八佰》这样
个别的战争大片，其他《只有芸知道》《侍神令》
都票房惨淡。

从这个数据也能看出，华谊的辉煌期就是
冯小刚的巅峰期，从 2007 年到 2013 年，《集结
号》《唐山大地震》《私人订制》《非诚勿扰》系列
等这些华谊最具代表性的高票房电影，都是冯
小刚的作品。从2016年《我不是潘金莲》开始，
冯小刚不再“屡试不爽”。

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张艺谋身上。2002
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成为当年的国内票房
冠军，此后几年，张艺谋的电影甚至在拍摄阶段
就会遭遇来自全国记者的围追堵截，哪怕一张
拍摄期流出的剧组照片，都可能价值千金。
2012年开始，随着徐峥等喜剧导演的崛起，电影
市场慢慢被各种新导演占据。截至目前，在中
国电影票房总榜上，除了《我和我的祖国》这种
联合执导的影片，前10部影片没有一部是张艺

谋、冯小刚、陈凯歌这样顶级大导演的作品。
是张艺谋、冯小刚退步了吗？其实不然，只

能说他们被所谓的“主流市场”慢慢淘汰。从张
艺谋的电影评分看，观众满意度还是很高的，但
好电影不代表就一定是高票房。面对更多 90
后、甚至00后的主流观影群体，老导演们从选题
方面就“输在起跑线了”。

与更受年轻人欢迎的科幻、喜剧、动画相
比，张艺谋选择的谍战（《悬崖之上》）、剧情（《一
秒钟》）类型在题材上更符合年纪大一点的观众
口味。而冯小刚近年热衷回顾自己那代人的青
春，这让年轻观众完全找不到共鸣。

当然，“长江后浪推前浪”几乎是任何一个
行业的规律，能够看出，张艺谋已经不再纠结票
房，在《长城》口碑票房双崩后，老谋子就跳出了
指向票房的商业大片深坑。这两年张艺谋又开
始高产，虽然票房上没有爆款，但口碑却重获观
众认可。

曾想起张艺谋提到《一秒钟》时说，自己刻
意加了一些笑点，是为了年轻人。

在老导演们“认清”自己“票房位置”的同
时，或许观众对于电影审美也不应该唯票房
论。毕竟他们的电影无论是内在表达深度还是
外在视觉艺术，甚至在挑选培训新演员方面作
出的贡献，都不是“流量导演”所能随便企及的。

□ 张铂

华谊危机背后 是名导江湖更迭



不过，这台“粤语版《声临其境》”最大的亮
点却不是参赛艺人本身，而是多位在过去“只闻
其声不见其人”的TVB粤语配音组成员——他
们在节目中担任评委或导师，展现“声演”的魅
力。配音员从幕后走到幕前，满足了观众的好
奇心。在该节目的网络播出平台上，不断有弹
幕刷过：“终于见到真人了！”“原来就是他！”“这
把声音太熟悉了！”“他们就是我的粤语老师
啊！”

藏在配音里的“童年回忆”

在目前已播出的第一组比赛中，龙天生和
黄凤英担任节目导师，陈欣担任主席评判，黄启
昌、袁淑珍、刘惠云、何璐怡担任专业评判。对
普通观众而言，他们的名字和容貌都非常陌生，
但只要他们一开口，熟悉的感觉就扑面而来。

龙天生曾为《玩具总动员》系列的弹弓狗、
《哈利·波特》系列的小天狼星配音，黄凤英则是
《哆啦A梦》小夫、《忍者乱太郎》新丁的配音，他
们的声音就是粤语地区观众的童年回忆。陈欣
更是TVB的“声音门面”：他从上世纪90年代开
始担任TVB报幕员，从大型晚会到每日节目播
报，只要打开翡翠台就一定能听到他的声音。
陈欣也参与影视作品的配音工作，韩剧《大长
今》的闵大人、《东京爱情故事》的三上健一、《同
一屋檐下》的柏木达也、《樱桃小丸子》的旁白均
由他配音。除此之外，他还担任过经典游戏节
目《奖门人》系列的旁白。这次在《好声好戏》
中，陈欣便说出了观众久违的台词：“本集奖金
奖品非常丰富，其中包括……”连主持人阮兆祥
都忍不住高呼：“真想快点开拍《奖门人》！”

除了对参赛艺人进行点评、打分和指导，配
音员在节目中也不时露两手。在每一轮比赛开
始前，配音员都准备了别出心裁的形式来介绍
赛制，让原本枯燥的赛制说明环节变得妙趣横
生。《哆啦A梦》胖虎的配音黄启昌，以胖虎特有
的走调歌声把赛制唱出来。《延禧攻略》娴妃和

魏璎珞的配音刘惠云和何璐怡则仿佛用声音演
了一幕清宫剧，还加入了TVB“同朕check下”的
经典老梗：“璎珞佳人，同本宫check下，前来宫
中参赛的才子佳人，是否都已经准备妥当？”“姐
姐放心，四位才子佳人皆已寻得搭档，他们将声
演姐姐指定的片段……”

据悉，《好声好戏》总共有近二十位粤语配
音员登场。除了目前已亮相的七位外，“花师
奶”雷碧娜、“孟波”张炳强、“小丸子”郑丽丽、

“花轮同学”梁伟德等都会陆续登场。

年轻演员的“台词训练营”

跟内地剧集不同，TVB的自制剧集大多采用
同步收音的方式拍摄，极少使用配音。不少资深
演员台词功底深厚，甚至能身兼配音演员之职。
在《好声好戏》中担任主席评判的刘江不仅是影
视作品的“金牌绿叶”，且从邵氏电影年代开始就
参与电影配音工作，近年也在电影《西游记之孙
悟空三打白骨精》中担任粤语旁白、在《封神传
奇》中为李连杰饰演的老年姜子牙担任粤语配
音。黎耀祥也是香港电影的常用粤语配音人选，
在今年五一档上映的《真·三国无双》中，他为王
凯饰演的曹操配音；2007年，他也曾为电影《每当

变幻时》中黄渤饰演的“猪肉佬”配音。
近年来TVB年轻演员的台词功底薄弱，为

此没少受外界批评。这次《好声好戏》的十二位
参赛艺人中便不乏台词备受诟病的演员，因此，
节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年轻演员的“台词训练
营”。第一组参赛者中，何广沛和冯盈盈就是两
个公认的“台词后进生”。其中何广沛的初亮相
表演几乎是“车祸现场”，他为《平安谷之诡谷传
说》封建地主陆金谷暴打太太伍善慈的一幕配
音，除了“鸡仔声”和口齿不清的老毛病之外，还
犯了对不上口形、失字等配音大忌，听得台下评
委频频摇头。偏偏陆金谷的扮演者刘江正是评
判之一，在何广沛表演结束后，刘江不留情面地
给出两个字：“好差。”冯盈盈则更像拿了“反转
剧本”。她自出道以来便被批评聒噪、懒音重，
但在《好声好戏》中，她重现了《宫心计》中儿童
刘三好哭着唱歌、《鬼同你 OT》两位女主角的

“神同步”、《我的野蛮奶奶》中胡杏儿和汪明荃
高能斗嘴等名场面，难度系数不低，但冯盈盈抓
得住角色气口，口齿清晰，懒音问题也有所改
善，让人刮目相看。评判陈欣以“匪夷所思”来
评价冯盈盈的表现，担任过TVB艺人训练班发
音课程导师的他透露，当年冯盈盈刚来上课时，
其经纪人曾绝望地问他“是不是没得救”。但经
过这些年的努力，冯盈盈的付出终有收获。

TVB粤语配音组亮相《好声好戏》

终于见面了！记忆里的好声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开始出现
粤语配音员这一职业，他们主要为邵
氏、电懋等电影公司制作的国语电影配
音。到了七八十年代，粤语港产片成为
主流，但由于当时的现场收音技术仍不
成熟，电影多采取后期配音形式。事实
上，许多老港产片并非采用演员的原
声，观众所熟悉的声音大多来自这些电
影明星的“专属配音”。

不少粤语地区的“80 后”“90 后”观
众，对粤语配音的记忆大多来自TVB引
进的日本动画。TVB从上世纪70年代
开始译制日本动画，为《樱桃小丸子》

《哆啦 A 梦》《龙珠》《圣斗士星矢》等经
典动画制作了粤语配音版。这些动画
多在放学后、周末等时段播放，成为粤
语地区观众的童年回忆。不过，近年
TVB配音组风雨飘摇，许多熟悉的声音
消失：《哆啦A梦》中为野比大雄配音的
卢素娟、为哆啦A梦配音的林保全分别
于 2006 年和 2015 年因病离世；而随着
TVB经营状况的下滑，《圣斗士星矢》的

“星矢”冯锦堂、《美少女战士》的“月野
兔”曾佩仪等资深配音员也在2020年或
被迫或自愿离职。由于配音人手短缺，
动画片一人分饰多角的现象愈发频繁，
配音质量也开始下滑。

此外，TVB从1990年起不定期开办
的粤语配音训练班已长达七年未开班；
从2020年开始，TVB旗下的明珠台取消
了所有双语广播。不过，自今年2月曾
志伟与王祖蓝回TVB主管综艺制作之
后，粤语配音组的地位有所提升，粤语
配音员训练班也将复开，为配音组吸收
新血。 据《羊城晚报》

首组选手、导师和评委合照。

回溯香港粤语配音史

曾经辉煌 一度没落
有望东山再起

《哆啦A梦》小夫的配音黄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