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短片的配乐需要多少人才能完
成？10 多人，或者是一支乐队？在我看
来，作曲很难，专业性很强。作为音乐

“小白”，走在前去体验配乐的路上，我就
开始担心，自己会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

在绍兴市上虞区 e 游小镇（未来城）
亦听声学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鹏卿
告诉我，如今有了数字音乐技术的助力，
作为文字工作者的我，一个人也可以完
成配乐制作。

架子鼓、提琴和钢琴，都不需要。接
下来我要体验的，是给华南农业大学吾
楼动力工作室的动画短片《报告！此路
不通》做配乐。

多种音色，随心切换

走进亦听，我很好奇：这家占地面积
不足60平方米的公司，只有三张桌子和
三台电脑外加三个Midi键盘，凭借这些
硬件，就能制作出好听的配乐？

“传统的配乐需要很多乐师去完成，
大家有各自擅长的乐器，给一个短视频
配乐可能需要好几周。如今用一台电脑
和一个键盘就可以完成。”张鹏卿告诉
我，配乐作为一种智力密集型的艺术创
作，曾经是个相对缓慢，又极具个性化、
风格化的内容输出，成本高昂，以往的客
户群体主要是影视剧这样的专业制作
方。但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动画短片的
大规模兴起，无论个人还是机构，都对配
乐展现出了惊人的“胃口”。数字音乐技
术有了广阔的应用舞台。

“直接上手做一下就知道了！”张鹏
卿拉开椅子让我坐在电脑前，并喊来了
配乐师关关教我。我需要使用的工具，
只有面前的一个长得很像电子琴、连接
在电脑上的 Midi 键盘和电脑屏幕上的
声音剪辑软件Cubase。

Midi 键盘，全称 Music Instru-
ment Digital Interface（音乐设备数
字接口）键盘，是一种专用于电脑音乐制

作的输入设备。它本身不带任何音色，
但可以通过外接硬件音源或下载软件音
源来演奏音乐。多种音色，随心切换。

我又进入了 Cubase 软件，发现它
的界面和我们记者平时在用的视频剪辑
软件有类似的地方，我们是把视频先放
进去，然后开始加工剪辑，这个软件则是
放入视频然后开始创作配乐。

我开始捣鼓起来。“咚咚咚！”我在
Cubase软件里选择了鼓声后，敲击Midi
键盘，它发出了鼓的声音，我又选择了钢
琴，键盘上又发出了钢琴的美丽音色。

趁我捣鼓的空隙，张鹏卿给我播放
了国产动画番剧《我的三体》中的配乐

《片刻的舒心》。悠扬的音乐声响起，我
确实被惊艳到，那种空旷又低沉的声音
是我喜欢的风格。“音乐带感，我的耳朵
也太享受了吧！”“求该剧 bgm！”弹幕上
也有很多点赞的评论，看来大家和我喜
欢的风格差不多。《片刻的舒心》收听量
达数百万。

我了解到，同样由亦听公司制作的
广播剧《将进酒》全剧配乐斩获数百万
的播放量，创造了 3 首“999+评论”曲
目。亦听还为短剧《鉴心》、短片《语文
书里的名场景》等做配乐。今年 5 月 12
日短剧《鉴心》以 769.8 万的当日有效播
放量，冲上短剧热度榜，亦听为这部短
剧打造了主题曲一首、插曲两首和 14
首原创配乐。

而这些作品，正是运用我眼前不起
眼、被我认为是“简陋”的工具制作出来
的。这背后是数字技术和优秀配乐师、
混音师团队的加持。

最难的是对内容产
生情感共鸣

关关一边指导我学习Midi键盘，一
边告诉我，《终焉避难所》是她加入亦听
后第一个独立完成的项目，之前的都只
能算习作。从第一次接手项目到和制作

方开会讨论、到确定方向、完成音乐、修
改⋯⋯最后，对方很满意，这让她更勇敢
地走上创作之路。她笑着说，用数字音
乐技术为短片配乐，正是技术的理性与
人的感性的融合。

练完手，我要正式“上岗”了。我在
Cubase 软件里，把尚未配乐的《报告！
此路不通》动画原片导入。我紧接着在
页面上添加乐器轨，也就是等下我可能
要用到的各种乐器的声音。

配乐之前，要先浏览短片情节，感受
氛围。“有了数字配音技术，配音不再难，
难的是你对内容要有所理解，并且产生
感情上的共鸣。”张鹏卿补充道，把自己
融入动画，配乐就成功了一半。

把动画短片来回看了三遍后，我向大
家复述了自己总结的剧情：这是一段小男
孩在上学路上的奇遇。思维天马行空的
他，就像小时候的我们，总幻想把重复枯
燥的上学路变成趣味闯关，他还能召唤出
精灵伙伴陪他“打怪”。我个人的理解是，
故事前期节奏比较缓慢，中间打怪的时候
氛围比较激烈。至于主人公呢，我觉得他

应该是古灵精怪又胆大心细的性格。
需要我配乐的部分，就是小男孩在

路上遇到了怪鸟，他和小伙伴一起“打
怪”的小节。打斗激烈的部分，我觉得用
鼓比较合适。我在 Cubase 软件上选了
鼓声后，屏幕出现了很多不同鼓音类型
供选择。我选了一个“现代鼓”，要听这
个鼓音就需要用到面前的Midi键盘，我
连续按下键盘，一阵低沉的鼓声就从音
响里传来，节奏感非常强烈，也非常

“燃”。“非常好，你一点点找到感觉了。”
见我在主人公打斗时不停敲打键盘，营
造紧张的气氛，张鹏卿在一旁表扬道。

配乐光有一种声音可不行。关关告
诉我，复杂的配乐需要十几种乃至更多不
同的声音。“你可以听下你刚才配的鼓音，
动画里只有一种声音是不是太单调了？”
她说除了鼓，往往还会添加琴和弦乐。

于是我选了钢琴作为第二种配音。
钢琴音色给我的印象是纵深感明显，适
合渲染氛围。由于是练习而不是正式创
作，我不怎么会弹钢琴，也无大碍。我根
据动画的节奏配上琴声，比如主人公在

走路时，我会把琴声延长，主人公在打怪
完成后，我又会配上缓慢的琴声。

在添加完两种声音后，我开始添加第
三种，在小提琴和大提琴之间，我选择了
大提琴。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很多动漫
的背景乐都会有大提琴，它的音色低沉舒
缓，适合出现在打斗的间隙。我按了几下
中间的按键，发现需要按很长时间，才会
出现那种悠长的音效。

但是随着声音的增加，我发现了一
个“致命”的问题：我的大提琴声完全被
鼓声和钢琴声覆盖了——我制作的配乐

“打架”了。

不同声音“打架”怎
么办

我向张鹏卿求助。他毫不意外：“配
乐，一是要领会内容的意境，二是要解决
各种声音‘打架’的问题。”

多个乐器“打架”不处理，那么出来
的声音就会很杂乱。其实有了数字技
术，配乐的操作过程很快，也很简单，我
配的几种乐器的声音基本算完成了，现
在只差配乐的最后一步：混音，也就是让
不同的声音和谐共处。

混音师阿涛来自广东，他的工作就
是配乐师制作好配乐后，对音频进行美
化处理。阿涛告诉我，在亦听，配乐师
做好的音乐都是他混音的，混音是一门
技术活，不会并不丢脸。他习惯以独特
的 音 色 处 理 和 不 拘 一 格 的 方 法 去 创
作。这些年的创作历程中，自己的得意
之作《西域探路者》将他对声音的敏锐
感知和热爱融入其中。他一直对西域
文化的深厚兴趣，在创作过程中，他深
入研究了当地的民间音乐，通过混音技
巧，将传统的民族乐器音色与现代电子
音效巧妙结合，营造出一种既古老又神
秘的音景。

“我们先来听一下你配的音乐。”在播
放了一遍刚才“群魔乱舞”的配乐后，我有

点“羞愧”。阿涛告诉我，之所以声音“打
架”，是因为一种声音的频点影响另一种
声音的频点了，只要编辑通道，让音量大
小统一并且把频段拉高或者拉低，避免不
必要的碰撞，听起来悦耳就行。

按照他教的方法，我把配乐软件上的
线条拉了又拉，发现处理后的声音听起来
确实有一种在音乐厅的纵深感。心里不
禁感叹：数字配乐软件可真好使，一名“小
白”能做这么多环节的专业技术活儿。

混音完成，声音终于不“打架”了。
我当着大家的面播放了我制作的配乐。
边看动画，边听自己的作品，尽管和专业
配乐相去甚远，但是心里仍是止不住的
激动和自豪，可能这就是自己动手带来
的乐趣。展示结束，众人鼓掌表扬：不错
不错，有打斗现场的激烈感了，第一次就
配成这样很难得！在场的配乐师告诉
我，他们录一个配乐，要反反复复录上几
十遍才行，录到后面如果对作品又有新
的理解，又要重新录制。

有了数字技术，“小白”也能上手配
乐，但想要产出优秀的作品，还是需要节
奏感、编曲能力、演奏能力等各方面的专
业素养。

张鹏卿告诉我，他们最近研发了一
个 AI 音乐生成网页——H+AI，只要动
动手指就能完成配乐，相比于现有的数
字配乐，效率还将大大提升。我打开这
个网页，并输入关键词：“夜晚”，并选择
了配乐师鹏卿的风格，不到5秒，一首节
奏舒缓、有着夏夜静谧气氛的夜曲就生
成了，并从音箱里缓缓流泻出来。

“科技的进步，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
听觉享受。”我不禁感慨道。

记者在上虞e游小镇体验数字配乐

动动手指就能配乐
本报记者 朱银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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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是台风活跃的季节，也是海洋
预报人最为忙碌的时期。

2.08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中国
四大渔场之一的舟山渔场，赋予舟山发
展海洋经济的巨大潜力，但同时也暗藏
风驰浪卷的危险。在舟山市海洋环境监
测预报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局舟山
工作站），工作人员正用心揣摩大海的

“脾气”——全天候自动监测海洋状况，
加密人工观测巡检频次，确保及时准确
地提供预报信息，守护航海船只和人员
平安。目前，舟山海洋观测数据有效率
达 95%以上，海域风暴潮、海浪预报准
确率达84%。

海洋预报员的日常工作如何开展？
日前，我们化身舟山市工作站专业人员
的助理，亲身参与了监测预报工作。

观天——
台风天，顶风冒雨也

要冲到一线

“做海洋预报，首先得做好观测，了
解清楚现在的大海是什么样的。”上午，
舟山工作站观测预报室主管姚建波带着
我们从舟山市区出发，驱车一个小时，来
到位于牛泥塘山山腰处、面向大海的朱
家尖测点。

姚建波告诉我们，朱家尖测点是舟
山市31个海洋观测站点之一，也是一个
以海洋气象观测为重点的站点，实时监
测气温、湿度、气压、风速、风向等气象数
据。从颠簸中回过神来的我，紧跟姚建
波步伐，来到站点最里面的机房，只见海
洋气象监测系统、地波雷达接收系统、视
频监控和数据传输设备等布满了整个房
间，机器鸣响声不绝于耳，空调冷气呼呼
地吹着，却不见一名工作人员。

“2018 年以前，这里 24 小时有人值
守，随着海洋自动观测系统的不断升级，数
据的测量精度和稳定性大幅提高，就逐渐
转变成无人监测站了。”姚建波解释道，“不
过再先进的设备也可能产生误差，所以需
要定期进行人工观测比对和巡检维护。”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来到户外
人工观测空气温湿度。起初，已经提前
做了“功课”的我们很是自信，不慌不忙
取出通风干湿表，让其暴露在空气中一
段时间以适应环境，然后拿出橡皮囊吸
满蒸馏水，再将橡皮囊的玻璃管口向上
插入湿球护管中开始注水，一顿操作行
云流水。“快松开橡皮囊！”就在这时，眼
看湿球纱布就要滴水，姚建波赶紧提高

分贝提醒我，“湿球纱布注水过多，会影
响测量准确性，当然过少也不行。”

我们马上更换了一个新的湿球纱
布。这下不敢贸然操作了，一点一点注
水，直至湿球充分湿润。看似简单的步
骤，事实上门道很多：在接下来的上发条
通风环节，不能上得过满，以免折断发
条；最后将表放进百叶箱，这一步最重要
的是有耐心，让表充分感应。

“9 时 55 分，干球温度 31.2℃，湿球
温度 30.2℃。”10 分钟后，我们在手机上
记录下人工读出来的数据，并与系统自
动观测数据进行比对。“太好了！几乎没
有误差。”此时，放松下来的我们才意识
到，后背的衣服已经被汗液浸湿。

“高温天，还不是最辛苦的，最怕的
是台风天。”姚建波感慨道。

“遇上台风天，也必须出去吗？”我们
追问道。

“预报预警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如果
仪器出现偏差，人力就得补上！”姚建波
回忆，有一年，台风直接侵袭舟山，自动
观测数据出现异常，他与另一位同事负
责那一次观测工作。在狂风中一人无法
正常开展工作，只能两人配合——用一
根麻绳两端系牢两人的腰，一人顶着强
风走到观测场进行观测，记录下风力、气
压等数据后示意另一人把其拽回去。

测海——
水文数据异常，凌晨

4时赶到现场排查

“这个站点以海洋气象观测为主，下
一站我们要去水文测点。”中午时分，姚
建波同事周旭聪招呼我们上车，几乎横
跨整个舟山后，我们终于来到舟山跨海
大桥下的金塘观测站。“大海的温度、
盐度、潮位等海洋观测的重要数据均来
源于此。”周旭聪指着眼前的小屋说道。

验潮井是水文测点的核心设施之
一。周旭聪带我上桥直奔小屋，验潮井
被“藏”在一个柜子里，打开柜门，我们蹲
下身好奇地朝井里张望，不由得倒吸一
口凉气——这井深达 10 多米，寒气逼
人。周旭聪介绍，验潮井通过管道和大
海相通，井里的水位代表潮位高度。

这时，验潮井上方的浮子式自动验
潮仪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它由浮子、平衡
锤、传动轮组成。“它是利用放在验潮井
内的浮子随水升降，通过传绳带动传动
轮转动，利用传动轮里的轴角编码器实
现潮高的自动记录。”周旭聪耐心解释。

“14 时 03 分 29 秒，瞬时潮位：2.341
米。”我们记录下自动验潮仪上的数据，
然后马上跑到小屋外面，人工读取井外
水尺的数据。

井外水尺就笔直树立在海中。“1.6
米左右！”午后的阳光很刺眼，再加上海
浪一波一波涌向水尺，看得我眼花缭乱，
只能报出一个大致数据。我们的“不严
谨”显然没能让周旭聪满意，他在太阳下
一动不动观察了好一会儿，读出了一个
更精确的数据“1.62米”——严谨是从事
这份职业的基本要求。

“两个数据相差很大，难道自动验潮
仪故障了？”我们很是吃惊，然而周旭聪
却一脸淡定地告诉我，“数据没问题。”原
来水尺还有一个“水尺零点”，人工读出

来的数据加上“水尺零点”才是潮位数
据，而金塘站的“水尺零点”是 0.5 米左
右，现在又正值落潮，人工观测过程中潮
位一直在下降，周旭聪结合以上两点，经
过测算后得出两个数据的误差在合理范
围内。

验潮井的旁边是温盐井，我们小心
翼翼地将井里的温盐传感器拉上来清
洗。机器并不重，周旭聪却一再提醒我：

“慢点，再慢点”。“主要是怕碰坏仪器。”
周旭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对于海洋人来说，仪器和数据就是
天。周旭聪回忆，有一次，他们在值班室
里远程发现，海水温度和盐度的数据都
显示为零；为了弄清楚原因，凌晨4时就
从本岛出发赶来现场查看，原来是传感

器被冲出了井外，找到原因恢复数据后
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预报——
绷紧神经，24 小时

守护平安

我们又来到长峙岛上的舟山工作
站。包括朱家尖测点和金塘观测站在内
的所有海洋站数据，最后都归总到这
里。这些观测数据被预报人员处理分析
后，生成海洋环境预报向公众发布。

走进观测室，里面设有视频会商系
统和海上观测数据监控平台。“我们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你帮我盯着电脑，如果
发现观测点链路颜色异常或数据大幅变
动，马上跟我说。”值班人员李直龙给我
们派了个活。

只见数据和链路布满了整个电脑屏
幕，我们轻轻点击鼠标，页面在不同观测站
点间切换，我们的目光则一遍遍在屏幕上

“扫荡”。不到半个小时，眼睛就开始酸涩。
“金塘站，风速 0！”就在这时，一个

异常数据瞬间让我紧张起来，马上激动
地告诉李直龙。“别急，我们再观察一会
儿。”李直龙刚说完，风速就开始慢慢恢
复，“如果一段时间都显示为零，就需要
第一时间派工作人员去现场。”

“这还是小问题。”李直龙告诉我们，
最怕的是恶劣天气下浮标“添乱”。浮标
是用于测量海洋水文数据和气象数据的
设备，又被誉为海上“观测站”，由于系在
海底的锚常年受海水腐蚀，有时候会跑
掉。他回忆起 2022 年台风“轩岚诺”影
响期间的经历：值班人员紧急发现，嵊泗
嵊山海域浮标观测的数据全部消失；站
点值守人员顶风冒雨前往现场查看，然
而浮标已不知所踪；大家都心急如焚，
所幸浮标信号还在，根据信号一直追

踪到朱家尖漳州湾一带后，四五名工作
人员第一时间赶去海边寻觅，最终在沙
滩上找到了。“找它不只因为它贵，没了
它，数据就不全了！”

“有了尽可能精确的观测数据后，接
下来就看预报员的本事了。”李直龙卖了
个关子，领我进入预报室。

在预报员孙鹏指导下，我们先在电
脑上打开浙江海洋预报网页面，里面集
成了海温、海流、海面风、海浪的预报数
据，密密麻麻的数字看得我头皮发麻；又
依次打开中央气象台，以及日本、韩国等
各个国家的海洋预报天气图，通过天气
图来预判天气形势，单单里面不同颜色
的图例就让我直呼“脑容量不够用”。将
预报数据整合好之后，我发现还有最后
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用汇总的观
测数据来修正预报数据。

“根据预报数据，舟山北部海域，目前
的海浪区间在0.8到1.4米，而实测数据已
经达到1.5米了，说明预报数据偏低了，那
么未来48小时的预报数据也需要进行适
当提升，修正到 1.2 到 1.8 米。”孙鹏补充
道，怎么修正、修正多少就得依靠预报
员的经验与技术水平。为了精益求精，预
报员们每天还会将自己前一天作出的预报
数据与后来的实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找
差距、找原因。

体验结束时，夜幕
已 悄 然 降 临 ，而 观 测
室、预报室依然灯火通
明 ——“ 海 洋 气 象 人 ”
24 小时守护出海船只
和人员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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