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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在影视作品情节中的促进作用
吴 瑕 (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牡丹江 157012)

[摘 要 ] 电影作品中的音乐我们在现实用法中, 通常指的是作曲家为电影专门创作的音乐和歌曲。影视作品中

的音乐具有抒情性、气氛性、戏剧性的特点, 这些特点决定了其在电影作品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音乐有时对

于一部电影作品的主题思想、风格等能够做到很好的阐述。音乐对影片的重要促进作用表现在其推动影视作品的

情节上, 主要是通过渲染情节、描绘情节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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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视作品中的音乐简述

(一 ) 影视作品中音乐的概念及特点

1. 影视作品中的音乐的概念

影视作品中的音乐, 通常简称为电影音乐, 其概念顾

名思义, 广义的是指电影中所用的一切音乐和歌曲。但是

我们在现实用法中, 狭义指的是作曲家为电影专门创作的

音乐和歌曲。影视作品中的音乐是影视作品不可或缺的重

要的一部分。影视音乐在不断的发展运用中, 逐渐形成了

一种特有的音乐艺术, 成为音乐艺术的一种新的体裁。影

视作品中的音乐仍具有其本质构成要素, 即旋律、和声、

节奏和色彩, 但是因为其置于电影的大背景中, 其所表现

出来的特质是音乐的听觉形象与语言、音响效果、视觉画

面相结合起来。音乐元素受到电影情节的艺术构思、艺术

结构的影响, 受到画面视觉形象的制约。

2. 电影音乐的特点

电影音乐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抒情性, 但是因为其音乐

本质决定了其叙事性较差, 需要通过听觉来感受、需要通

过一定的时间过渡、过程展现、通过演奏和演唱呈现等。

其特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与电影题材、情节、风格的紧密相关性。音乐构

思由电影的题材内容、风格样式、人物性格及导演的艺术

总体构思来决定, 音乐的听觉形象与最终与画面的视觉形

象紧密融合。电影中的音乐, 除神话、童话、科学幻想类

影片等, 一般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很少有夸张和程式化

的东西, 这一点明显区别于音乐会乐曲和舞台歌剧音乐。

二是音乐常常与对话、自然音响效果相结合。当影视

由无声电影进入到有声电影以后, 音乐即与电影中的对话、

音响效果、画面紧紧融合在一起。基于影视作品的美学功

能和要求, 影视作品中在表现抒情性、戏剧性气氛的时候

恰当地、有效地使用音乐。

(二 ) 影视作品中音乐的功能

电影音乐功能的发挥所依托的是音乐的材料、主题与

曲式结构。电影音乐材料可以取材的范围很广泛, 民间音

乐、古典音乐或通俗音乐, 电子合成器和电子计算机的数

码程序创造新的音乐音响都可以成为其取材的要素。甚至

于特殊的符合现场环境需要的噪音也构成具体的影视作品

中的音乐, 如枪炮声、风雨声、脚步声等, 能逼真地再现

真实生活的音响, 增加真实感和立体感。电影音乐在突出

影片的抒情性、戏剧性和气氛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 抒情性

音乐在电影中能够充分发挥抒发感情的功能, 从而深

入揭示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音乐的抒情性表现在影片中

除了表现人物内心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外, 还善于刻

画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感与心境, 这一点使得音乐在

电影中的情感刻画与表达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电

影音乐的抒情性功能的重要发挥最主要的是表现在了情节

的推动上。

2 戏剧性

电影音乐, 借助于音乐特有的节奏变化, 不同音乐种类

的穿插, 共同表现影片的戏剧性矛盾冲突, 烘托戏剧高潮。

3. 气氛性

电影音乐的气氛性通过在电影中与画面视觉形象相结

合来发挥。或者是烘托出人物形象, 或者是反映影片总体

结构, 或者是引起人们对于时间、空间、环境的联想, 或

者是对于剧情的一种暗示。

二、音乐在影视作品情节中的促进作用

音乐对于影视作品最重要的作用, 在于对影视作品情

节的促进作用。因为影视音乐作为电影中的一个元素, 本

质上是为电影情节, 为剧情服务的。在电影的情节进行过

程中, 有大量的音乐作为辅助, 其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这

样几个方面: 一是刻画特定情节中人物的内心, 揭示人物

的内心寄托和心理变化, 音乐本身是人物的无言的旁白,

表现人物的情感。二是加强情节的节奏, 推动情节的拓展、

跳跃, 形成人物在特定情节氛围中的情感体验与抒发高潮。

三是作为情节中的一个剧作元素, 表达人物内心的闪回、

幻觉。但是不论音乐在影视作品中如何发挥其促进作用,

都是围绕情节开展的, 在每一部故事片中, 某一个阶段的

特定情节, 用到的仅仅是一种情感基调的音乐, 或者是愉

悦的, 或者是伤感的, 或者是玄幻的, 它们与人物情感和

故事情节结合在一起去表现。具体来说, 音乐在影视作品

情节中主要有以下的促进作用。

(一 ) 对于情节的渲染作用

电影音乐通过渲染情节, 为情节营造出一种特定的背

景气氛, 最终达到深化视觉效果的作用。背景气氛,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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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气氛、时代气氛、地方色彩或民族特点等。这里举这

样一个例子, 正如同我们所看过的一些恐怖片, 不管是哪

个国家的, 不管什么样风格的恐怖片, 共同特点是全都借

助音乐来营造气氛, 如果没有音响效果, 再恐怖的片子也

都会失去些表现张力。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 其发挥

渲染气氛作用时, 并不是单纯地描绘、解释画面, 刻画主

要人物的内心, 重复或扩大情节的视觉效果, 而是通过音

乐为情节部分或者整体地创造某种气氛, 增强听觉感受,

使人产生如临其中的感觉, 也就是所谓的通感。

1. 情节取向

影视音乐在气氛的渲染过程中有着很强的情节取向,

是要批判还是要表扬, 绝不是模糊的, 而是与情节和画面

紧紧融合。王家卫在评论电影音乐时, 认为音乐成为情节

的一种提示, 提示你身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时代。

音乐在影视开篇中, 起到的是开场白的作用, 在片尾起到

的则是总结以及发人深省的作用。动画电影 木兰 中,

木兰去见媒婆的前夕, 影片以独唱、重唱、合唱的方式唱出

歌曲 荣誉 , 音乐配合人物的动作节奏表达木兰不安的心

情, 此时, 音乐的取向就是用歌曲来加强木兰的动作、思

想, 使木兰形象的塑造更立体化、更加鲜明动人。电影中的

音乐运用的中国民族乐器笛子、古筝、二胡等, 均是为了创

造一种民俗的氛围, 也是为了其情节的取向所服务的。

2. 情节对比

电视音乐并不是独立成篇的, 在影视作品中, 影视音

乐总是能够引领情节前后对比的。例如, 在前段情节中,

音乐可能塑造的是宁静和谐的氛围, 相对安静、美好的情

节呈现其中; 而在后段情节当中, 音乐塑造的是凌乱、繁

杂的氛围, 对应的情节画面是嘈杂、不安的形象, 音乐在

此运用对比的手法渲染画面气氛, 增强了情节的戏剧效果。

还有一种手法就是在某一段情节中, 音乐明显与情节画面

是存在反差的。例如, 电影 指环王 中矮人佛罗德毁掉

魔戒的那段情节, 佛罗德不想把魔戒扔到万丈悬崖里, 而

他的朋友山姆力劝他要毁掉魔戒, 此时哈比国的小精灵和

佛罗德为争抢这只魔戒而进行殊死搏斗, 画面情节展现的

是气势恢宏而又节奏紧张的。而此时电影音乐所渲染的气

氛却是抒情悠扬的。这样使得此段情节的内在的张力充分

表现出来, 视听结合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3. 情节连贯

音乐在渲染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起到情

节连贯作用, 引起受众对前段已经经历过的故事情节的回

忆和再现。例如, 通常我们的很多影片, 都有这样的情节,

前段情节当中讲主人公的欢愉的生活, 而在后段情节当中,

主人公的生活发生变故或者是主人公的离去, 在此间反映

前段主人公欢愉生活的情节回放, 同时音乐也同时回放,

让受众与剧中人物一起去回忆主人公的幸福生活 , 其间伴

随着哀怨和凄凉。这样, 在音乐中回想起故事的各个情节,

此时音乐起到了良好的连贯作用。在很多情况下, 电影音

乐将作品里那些性质上容易脱节的情节用视觉手段连接起

来 , 这种连接比直接转场和空镜头过渡都来得自然流畅,

这一点在使用蒙太奇手法拍摄的镜头中最为明显。但是音

乐对于情节的连贯作用, 不是处处都用, 仅在关键的情节

转折过程中才可以用, 这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二 ) 对电影情节的描绘作用

有人把电影音乐对情节的描绘作用也称为说明、解说

作用。它是指音乐对画面中富于动作性的事物或情节用独

特的音响特征加以描绘, 如鸟鸣、追逐、机器运转等。通

常其描绘作用可以达到的效果, 可以从听觉上强调和加快

情节节奏, 也可以从听觉上拉慢情节的节奏, 造成心理时

间与实际时间的距离错觉, 还可以对影片所表现的事物和

情节做神似的描绘来表达感情。其描绘手法主要是。

1. 音画统一描绘情节

电影音乐是用歌曲、音响对画面中富于动作性的事物

或情节, 以独特的音响效果特征通过相应的音乐手段加以

描绘。在描绘过程中的音画是统一的, 画面描述的内容就

是歌曲描绘的内容, 歌曲用特有的技法对画面做类比。音

乐用在抒情时会进一步渲染情绪, 用在戏剧性的情节中会

加强矛盾冲突。在影片 狮子王 中的一首 我等不及当

国王 , 由年幼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辛巴以欢快的舞台化的

形式演绎歌唱, 整个段落运用了装饰感极强的色调配合这

段无拘无束的歌声。当辛巴得知其身世, 得知其父亲死于

其叔叔与老虎的陷害之时, 内心矛盾交加, 不知该如何面

对。在这场重要的转折戏中, 所渲染的音乐, 表达了人生

即将面临转折时对于辛巴造成的冲突。他对于父亲的怀念,

对于叔叔和老虎的痛恨, 复杂的内心情感、挣扎, 都通过

音乐充分地反映了出来。电影音乐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

这其中包含了作者在不同程度上对作品所展示的现实生活、

人物命运的反映, 是其思想立场、感情态度的阐述。这是

因为音乐最适于表达人物的感情和内心微妙的情绪波动,

高度概括地表现微妙丰富的感情状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 影片在表达感情和抒情的部分使用音乐是最合

适的。

2. 特定音乐描绘特定情节

通常是情节决定音乐的内容, 所以音乐的描绘作用也

是特定的, 通常都是一对一的。在电影中由于画面是稳定

的, 所以歌曲所描绘的只能是画面的内容。在此特点的作

用下, 当歌曲再次出现时受众回想的就是画面带给的特定

形象。因此通常即使音乐能够带给受众联想、想象, 这种

想象也是有局限性的, 受众在音乐的氛围中所想到的仅仅

是音乐所要表达的情节。

三、结 语

电影音乐能够准确地塑造人物形象、表达影片主题思

想、表现影片风格、说明时间和环境等, 这些都通过音乐

促进情节的发展来具体表现。音乐音响不仅能营造与情节

贴切的气氛, 渲染情节的发展, 还充分地描绘出情节的脉

络。电影音乐对整个剧情起着推动及调节的作用。 第五元

素 古典歌剧变成动感十足舞曲的配乐, 外星女郎唱歌的

片段, 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 花样年华 中带有拉丁风格

的主题音乐, 都是电影音乐在影视作品中的成功运用。也

是因为电影音乐在突出影片情节的抒情性、戏剧性和气氛

方面的特殊作用, 使其在影片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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