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春节档动画电影《哪吒之魔

童闹海》无疑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它不仅刷新了国产电影的票房纪录，

更掀起了一股国漫新热潮， 也让配音

演员们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其中就包

括用声音赋予“哪吒” 灵魂的配音演

员———吕艳婷。 无论是 5 年前还是 5

年后，依旧有许多人不知道，原来片中

这个有点叛逆又有点臭屁、 表面乖张

暴戾实则重情重义的“哪吒”，是由一

名女性配音演员配音的。

“其实小孩子的角色尖叫起来或

者是情绪很高涨的时候， 男孩子和女

孩子的音色有一些相似。 所以这个年

龄段的动画角色， 大多是由女性配音

演员配音， 这样会比较符合小男孩的

声音表达。 ”吕艳婷说道。

湖南妹子是哪吒的“粗嗓子”

吕艳婷是湖南邵阳人， 性格里带

着湖南人特有的“吃得苦、霸得蛮”的

韧劲儿，现为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教师。

她的配音生涯始于一次偶然。 2005

年， 吕艳婷成为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播

音主持专业的学生， 当时她对配音一

无所知。 任教的田老师在课堂上加入

的文艺作品演播练习， 也为她推开了

一扇通向未来职业的门。

2007 年，田老师主导开设了第一

届配音提高班， 吕艳婷凭着一腔热爱

和优异的表现，得到了认可，毕业后留

校任教。

时间来到《哪吒之魔童降世》的

创作阶段，导演饺子（杨宇）希望通过

她找一位“粗嗓子”的配音演员。 她推

荐了几名学生，正式试音时，学生因

为经验不足有些胆怯、不太敢突破。 为

了帮助学生找到“导演想要的非常放

松的感觉”，她做起了导演和学生间沟

通的桥梁。 一来二去，导演说，要不你

试一下。

后来，吕艳婷赋予哪吒的声音，成

了 2019 年的银幕记忆之一。“我是小

妖怪，逍遥又自在”等台词一度成为网

络流行语。

呐喊，为角色注入灵魂

今年春节期间， 吕艳婷去电影院

看了《哪吒之魔童闹海》，这是她第一

次观看成片。 配音时的情绪记忆如海

啸般袭来，她看电影时哭得梨花带雨。

在配音时， 吕艳婷只能看到哪吒的台

词，但她从文字中感受到，哪吒这一次

去了很多地方、见到了很多人、遇到了

很多事，这让人物的情感更加丰沛。 在

一些“能量值”很高的台词中，她预感

“大事不妙”———果然， 剧中哪吒被穿

心咒撕碎的那场戏， 吕艳婷在录音棚

里“感觉灵魂都被撕裂了”。 当时导演

饺子告诉她，你整个人被刺扎穿了，从

心里开始痛，蔓延至全身，而且是持续

的。“我得充分调动感知力，去找心绞

痛和皮肤被扎破的感觉， 共情角色的

痛苦。 ”

吕艳婷还记得，在配完哪吒与母亲

诀别的戏后， 她的情绪低迷了好一阵

子：“虽然很费嗓子，但是值得。 很难再

有一个角色，能让我用生命去呐喊。 ”

吕艳婷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她喜

欢唱歌， 甚至专门找老师学过声乐，

“（唱歌的技能） 结果在哪吒身上就用

上了，包括念节奏这些，可能小时候有

一些学音乐的基础， 就比较能表达出

导演想要的状态。 ”她喜欢研究中医养

生，“为哪吒配音的工作量很大， 我还

需要提前吃吃中药、补补气血，因为片

中哪吒经常处于一个情绪波动、 情绪

张力很大的状态， 需要在棚里一直保

持‘高能量’，配音一天下来精气神消

耗巨大”。

在配音工作结束后， 她常常会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感悟。 她

说：“配音不仅是技术活， 更是情感

的表达。 每一次配音，都是一次心灵的

旅程。 ”

成为“哪吒的声音”这几年里，吕

艳婷感受到了观众对这个角色由衷

的喜爱， 也接到过无数个拜托她用

“哪吒”声音说点什么的请求。“真的

太多了，就感觉有点像小时候家庭聚会

时，被要求‘来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虽然我用声音出演了哪吒，但是哪吒

不等于吕艳婷， 吕艳婷也不等于哪

吒。 我更希望大家对我的介绍是：配音

演员。 ”

综合自央视新闻、中新网、华声在

线、潇湘晨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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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郑渊洁坦陈自己“写不过AI” “他们不是浮躁，而是渴

望在试错中触碰生命的脉

搏。 过去的社会像一艘巨

轮，只要按部就班，就能抵

达终点；如今，更多的人像

是千万艘独木舟，在汪洋中

各自寻路。 ”

———复旦大学退休教授

梁永安被年轻人称为 “爱情

专家”。 近日，他在接受采访

时谈道：“当下是一个特别需

要爱情、 特别适合婚姻的时

代， 也是一个特别适合单身

的时代。”他表示自己非常理

解当下的年轻人，“两个人真

心投入、 共同面对生活的大

风大浪， 心中有温暖、 有支

撑，才不会感到孤独”。

“过去球迷多是因喜欢

乒乓球而喜欢选手，现在的

粉丝可能是因为喜欢某个

选手而喜欢乒乓球。 每个人

都有自己喜爱他人的权利。

你只需表现你的喜爱就好，

不需要攻击不喜欢的那个

人。希望球迷、粉丝朋友们要

理性支持，不要捧杀，也不要

打杀。 ”

———近日， 乒乓球名宿

邓亚萍在采访中谈到乒乓球

“饭圈”文化时如此表示。 她

说：“当时张指导 （张燮林教

练） 总是教导我， 要尊重球

迷，如果没有好好练球，就不

要打比赛， 那是对对手和观

众的不尊重。 给球迷签名的

时候，要认真写‘邓亚萍’三

个字， 还要记得对他们笑一

笑， 因为他们可能这辈子就

看这一次比赛。 ”

“不管什么题材，我们都

要排出负责任的，艺术性、思

想性、可看性统一的作品。艺

术创作者有义务、 有责任去

培养观众，不喊口号、不搞形

式主义， 做出符合戏剧创作

规律的内容。 ”

———近日，第 33届上海

白玉兰戏剧奖揭晓。 中国煤

矿文工团团长靳东凭借话剧

《温暖的味道》 中孙光明一

角， 获得白玉兰戏剧表演艺

术奖主角奖。 接受媒体采访

时，他表示：“过去 3年，对我

也是极大的历练， 我认认真

真又把 20 多年前学的戏剧

理论、20 多年的创作心得再

回炉。 ”

“我们都会有情绪，但我

觉得现在家属的情绪是最重

要的， 你们多多关心他们就

可以了。 至于我们这些边边

角角的人， 真的不适合说什

么东西。 ”

———中国台湾著名男

演员周渝民出席活动，首次

回应大 S（徐熙媛）去世相

关话题。 他非常慎重地表

示，自己一直以来都不喜欢

把个人的感觉摆到台面上

说，凡是了解他的人应该都

知道， 他已经在网络上 “消

失”了至少 15年。

【声 音】

童年“异质”与文学萌芽

郑渊洁的童年充满了独立思考的

种子。 从小，郑渊洁就对读书和写字充

满了崇拜，这种崇拜源于父亲每天在土

炕桌上读书、写字的场景。 1962 年，他

因学校“生源已满”而被拒绝入学。进入

马甸小学后，郑渊洁的“异质”逐渐显

现———小学二年级时，他写了一篇与众

不同的作文《我长大以后想掏大粪》，这

篇作文被校刊发表，让他产生了“全世

界我郑渊洁的文章写得最好” 的感觉。

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成为他后来创作

的重要基础。

1966 年， 郑渊洁随父母迁居河

南，因写了一篇《早起的虫儿被鸟吃》

而被学校开除。 父亲在家教他， 让他

自由阅读家中的书籍。 郑渊洁特别喜

欢《西游记》和《堂吉诃德》，这两本书

激发了他的想象力， 使他爱上了“胡

思乱想”。 这种对想象力的追求，成为

他后来创作童话的重要源泉。

创作之路与《童话大王》

1977 年， 郑渊洁决定不参加高

考， 选择专心写作。 他的第一篇童话

诗《壁虎与蝙蝠》被儿童文学期刊《向

阳花》 录用， 这让他意识到写童话并

非难事。 从此， 他全身心投入到童话

创作中， 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理

念： 别人这么写我就不这么写， 怎么

正常说话就怎么写， 并且要研究其他

作家。

1985 年，郑渊洁创办了《童话大

王》 月刊， 这本杂志成为他创作生涯

的重要里程碑。《童话大王》是中国唯

一一本由单一作者供稿的期刊， 一度

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迹。 然而，

郑渊洁的创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986 年，他在一次编委会上遭遇了质

疑， 有人质疑他能否坚持写三年《童

话大王》。 郑渊洁将提出质疑的这位

“贵人”的名字贴在书房墙上，激励自

己坚持写作。 最终，他坚持了 36 年，

《童话大王》发行了 2 亿册。

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作家， 郑渊

洁的“人物形象”似乎一直与“抗争”

“果断”这类词汇紧密相关，让儿子辍

学便是一个曾经轰动全国的例子。

郑渊洁的儿子郑亚旗， 出生于

1983 年，小学毕业后辍学，由父亲

郑渊洁在家中教导。 郑渊洁对传统

学校教育持批评态度， 认为其无法

提供真正有用的知识 。 因此 ，他决

定自己编写教材，用童话故事的形

式教授法律、科学等知识。 郑渊洁

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虽然引发了

不少质疑， 但辍学后的郑亚旗并没

有停止学习，他在郑渊洁的指导下，

不仅重新策划了《皮皮鲁讲堂》，还

创办了北京皮皮鲁书店和《皮皮鲁》

杂志，推动了《皮皮鲁总动员》系列

丛书的销售。

AI 时代的思考与维权的无奈

与此同时， 郑渊洁的维权之路也

充满了挑战。 自 2002 年起，他发现自

己的作品角色名称被恶意注册为商

标，涉及 710 起侵权案件。 经过 23 年

的努力，他仅成功维权 38 起，最长的

一起案件耗时 19 年。2022 年，他因商

标维权的消耗和无力感， 决定停更

《童话大王》月刊。 他表示，虽然“认

输”， 但对投入到维权中的大量时间

和精力并不感到后悔。

随着 AI 技术的崛起，郑渊洁开始

思考创作与 AI 的关系。 郑渊洁坦言，

自己尝试过让 AI 用“郑渊洁的手法”

写一篇以皮皮鲁为主人公的故事 ，

“我给它提前设置好场景、 角色和人

物关系，4 秒钟就出来了， 那写得真

好， 杀了我我也写不出来。 我让它用

郑渊洁的手法写， 它就把郑渊洁的

2000 万字的作品全搜了”。

郑渊洁承认自己写不过 AI，但他

认为 AI“无法进行创造性劳动”。在他

看来，纸质版的童话未来可能就不被

需要了。 但郑渊洁觉得童话不会彻

底消失，他曾经想象过未来孩子需要

童话的场景，假设一对父母想给孩子

讲一段童话， 那父母只需要给 AI 输

入一段指令和关键词，比如“讲一个

小兔子上月球的故事”“控制在十分

钟以内”“剧情平缓哄孩子睡觉” 等，

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语音故事或者动

画片。

此次宣布“断网”， 不仅是 70 岁

的郑渊洁对商标维权的抗议， 更是

对创作生存环境的深刻反思：“这个

时代我感受到很多年轻人的迷茫和

焦虑， 我想用我作品里的一句话送给

大家： 把目光从别人注意的地方移

开， 去看没人看的地方， 那里遍地都

是黄金。 ”

综合自澎湃新闻、新浪微博 @ 郑

渊洁、南方新闻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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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艳婷：用声音赋予“哪吒”灵魂的湖南妹子

郑渊洁，中国儿童

文学领域的标志性人

物，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丰

富的想象力影响了几代读者。

他的《舒克贝塔传》等作品陪

伴了无数孩子的成长。

然而， 这位 70 岁的作家

在近日宣布停更社交媒体，并

结束长达 23 年的商标维权之

路， 同时坦然面对 AI 技术对

童话创作的冲击。 在郑渊洁发

布的微博视频《压缩人生七分

钟》自述显示，他的人生充满

了抗争、思考与创新，他的故

事不仅是一位作家的成长史，

更是其对创作自由、知识产权

和未来教育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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