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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高温天，上海蒸腾着热浪。国泰电影院内却凉爽得让人

心头一静。27岁视障青年胡华健拄着盲杖走进影厅坐下，来
这里“看”电影。

放映厅里，37岁的解说员张之玮调试着话筒，11岁的女
儿金煊在一旁整理解说词。灯光渐暗，银幕亮起，张之玮的声

音在黑暗中流淌：“画面里，男主角站在雨夜的街道上，雨水顺

着他的脸颊滑落，他的眼神充满犹豫……”胡华健微微仰头，

嘴角扬起一抹微笑。这一刻，他“看见”了那一幕幕画面。

2012年起，上海市部分电影院开设了无障碍电影专场，
每月固定为视障人士免费放映配有解说的电影。无障碍解说

并非简单配个旁白，而是在保留原版电影对白的同时，在电影

声音空白处用准确、恰当、精练的语言将电影的背景画面、人

物形象、动作、内心活动解说清楚，使视障人士能听懂，帮他们

构建起完整的电影世界。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一群无障碍解说志愿者用细腻

的语言，将电影画面转化为一个个灵动的声音符号，传递到每

一位视障观众的耳中、心中。

本报记者 杜雨敖

一 尝试走出家门
“如果没有解说，我只能听到台词，却不知

道角色在做什么。”胡华健说。无障碍电影放映

期间，解说员不仅要描述动作、场景，还要传递

情绪，比如“女主角的手指微微颤抖，她强忍泪

水转身离开”。这种细腻的表达，让视障观众能

像明眼人一样感受电影的情感张力。

这需要解说员把控整部电影的节奏。张之

玮的工作单位是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

每次解说电影，已经志愿服务4年的她仍然和第

一次一样做好充分准备——反复观看电影，将

解说词通读三遍，确保每一句话精准对应画面

节奏……

“最难的不是解说，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传

递足够的信息。”张之玮说。例如，在解说电影

《力量密码》时，她需要在枪战戏的短暂静默中

快速描述：“男主角侧身翻滚，子弹擦过他的肩

膀，他咬牙举枪反击……”高强度的语言输出，

要求解说员兼具播音技巧和电影理解力。该片

的故事发生在上海、宁波、芜湖多地，故事场景

及人物语言都有江南风情特色，伴随着剧情跌

宕起伏，手持话筒的张之玮用她细腻的理解，在

影片人物的对白间隙，尽可能给盲人们描绘更

多电影细节。

女儿金煊受母亲影响，8岁开始参与无障碍

解说，是团队里年龄最小的志愿者。起初，张之

玮只是想让女儿感受帮助他人的快乐，没想到金

煊对解说充满了热情，还展现出过人的天赋。无

障碍电影解说脚本通常有2万字，对于成年人来

说都颇具挑战，更何况是一个孩子。但金煊展现

出超乎常人的毅力，面对脚本中大量不认识的

字，她一字一字地查，一笔一画地记。在日复一

日的查阅与学习中，她不仅攻克了解说脚本的难

关，语文成绩也有了显著提升，在班里名列前茅，

早早地掌握了远超同龄人的识字量。

3年解说生涯，金煊和妈妈积累了丰富经

验，也收获了许多感动。一次，在一场公益活动

的彩排现场，一位来自盲校的同龄女孩在听到

金煊的解说后，兴奋地对着她呼喊：“我认得你

的声音！”原来，这位盲校女孩曾通过无障碍电

影听过金煊的解说，对她的声音印象深刻。这

份跨越视觉的“相识”，让小小年纪的金煊感受

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她的声音，真的能为视

障人士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尤其是那稚

嫩却充满力量的童声，常常为视障观众带来别

样的惊喜。

有位视障老人感慨道：“听着小孩子的声

音，感觉自己年轻了，好像回到了年轻时和子女

们的相处时光。”还有不少视障人士反馈，当听

到孩子清澈的声音出现在解说中时，瞬间被注

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仿佛看到了阳光下奔跑的

孩童，感受到了最纯真的快乐。这种新奇的听

觉体验，让许多原本习惯待在家中的视障人士，

愿意走出家门，走进无障碍电影放映现场。

这几年，金煊利用寒暑假为视障人士讲解

了《力量密码》《雪豹和她的朋友们》《三大队》等

公益电影。妈妈张之玮说，只要孩子愿意，她会

一直支持女儿走在志愿者的道路上，未来希望

女儿一直能去关爱和帮助他人。

二 打磨文字脚本
对无障碍电影来说，解说脚本的撰写至

关重要。文字表达能到什么程度，决定着视

障者能欣赏到什么程度。

王君芳毕业于浙江传媒学院，今年46岁

的她现任上海电视台法治频道主编。扎实的

专业功底和细腻的文笔，让她成为无障碍电影

解说脚本创作的中坚力量。“电影解说脚本不

能糊弄，老百姓爱看的，就得下苦功夫。”这是

王君芳的理解。她深知，视障观众虽看不到画

面，却能通过解说词“触摸”到电影的灵魂。

由于严格的版权保护要求，无障碍电影

公益解说团队的负责人曲大鹏总会亲自将存

有片源的U盘送到王君芳家中，这份沉甸甸

的信任，是创作的基础。面对电脑屏幕上流

转的光影，王君芳需要将视觉画面转化为精

准的文字语言，从人物微表情的细微变化，到

场景氛围的渲染铺陈，每个细节都要变成可

感知的声音符号。

在日本著名电影《情书》的解说词里，王

君芳是这样描写的——这是神户一座低矮的

小山丘，地上积雪很厚，博子在雪地里深一脚

浅一脚地走着。小山下是一个村庄，雪还在

漫天地下着，没有阳光。冬天的树木尤其萧

瑟。博子往山下走去，身影变得越来越小，走

到后面，她开始小跑起来，像一只轻灵的小鹿

……具象的描述，让观众身临其境。

为了能在现场解说时精准地卡在人物对

白和音效间隙，王君芳每次写脚本都需要对

照电影画面反复修改。有时候某一幕的描述

太多，挤压到对白，又得适时减少字数。她以

秒为单位来回拉进度条，一天能写二三十分

钟的画面时长，就算是很快了。一部90分钟

的电影，她常常得花一个星期才能完成。

创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面对繁重的本

职工作与复杂的脚本任务，王君芳也会偶尔

陷入拖延的焦虑。但每当看到曲大鹏专程送

片的身影，想起视障群体对电影的期待，她总

会迅速调整状态，一头扎进创作中。有趣的

是，为了检验解说词的流畅度与感染力，她常

常在家中大声念出来，有时丈夫还在熟睡、儿

子还在写作业，他们也从不抱怨，反而成为最

早的“听众”，还会提出修改建议。

在王君芳看来，每一份解说词都是与视

障观众的“心灵对话”。用专业与热爱，将一

帧帧画面编织成有声的故事，让文字化作视

障群体的眼睛，在电影的世界里自由驰骋。

三 氛围无可替代
曲大鹏是这支队伍里不可或缺的“追光

者”。

1974年出生于哈尔滨的他，同样毕业于

浙江传媒学院。自2012年投身无障碍解说

公益工作以来，他以炽热情怀与坚定信念，为

视障群体搭建起通往光影世界的桥梁。曲大

鹏至今还记得，当年有位老先生，在电影结束

后，特意摸索着走到他跟前，握手拥抱他表示

感谢，离开前还向他深深鞠躬。

曲大鹏一直向社会普及盲人与视力障碍

者的区别。视力障碍是涵盖所有视力受损情

况的广义概念，而盲人特指视力损失最严重、

无法通过矫正或治疗改善的群体。两者在定

义范围、分级标准、生活适应方式等方面存在

差异。这十几年走进影院的是视障者，全盲

的占比大约三分之一，更多的是有一些光感

或者医学上叫作有手指晃动感的视障人士。

胡华健就是后者。家住青浦区的他形容

自己眼前的世界，用的是“影影绰绰”四个

字。他是多年观看无障碍电影的忠实粉丝，

在这一过程中，他和曲大鹏逐渐熟识，相差24

岁的他们成了忘年交。曲大鹏非常欣赏这位

弟弟，因为“年轻人身上洋溢着活力”。胡华

健不止一次地告诉曲大鹏，观看无障碍解说

电影不仅是娱乐，更是连接视障群体与社会

的重要纽带。

“虽然现在视频平台很方便，但现场观影

的氛围无可替代。”胡华健常向身边的视障朋

友分享感受：“当解说声、电影原声与现场观

众的反应交织在一起，你能真切地‘触摸’到

电影的温度，我甚至觉得现场的解说员是带

着表演的，而且表演是连贯的，随着情节发展

顺序演进的。给听众提供了情绪酝酿的过

程，感受到与他人共鸣的快乐。”因此，胡华健

也一直呼吁更多视障者走出家门，参与线下

无障碍观影活动，融入社会生活。

胡华健的好朋友褚卫是先天盲人。今年

36岁的她从2014年开始“看”无障碍电影。“早

上6点多就出门，特意从青浦赶到市区来看场

电影，3个小时都在路上。”盲校毕业后，褚卫在

一家盲人按摩院工作，每天用双手为顾客舒缓

疲惫。每个月，她都会期待一场“声音的旅

行”。“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看’《敢死队3》时的

震撼。”褚卫回忆，激昂的背景音乐、解说员充

满张力的讲述，让她仿佛置身于枪林弹雨的战

场，感受到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

四 光芒从未熄灭
十余年间，上海这座城市以及志愿者们让褚

卫感受到了满满的诚意和感动，几十部电影通

过声音走进她的世界。最让她动容的是抗疫

题材影片《中国医生》。解说员细腻的描述，将

医院里紧张的抢救场景、医护人员疲惫却坚定

的神态，转化为一个个鲜活的声音画面。“原来

医生不只是课本里的‘白衣天使’，他们也是会

累、会害怕的普通人，但为了守护生命，他们选

择勇敢逆行。”这部电影让褚卫对医生有了更

深的理解与敬意，也让她看到平凡人身上闪耀的

人性光辉。

褚卫的男朋友也是位视障人士，这让两人对

“看见”世界有了更深的共鸣。“我的心愿很简单，

就是有一天能牵着他的手，走进无障碍电影院，

一起‘看’场电影，让他也感受声音带来的震撼。”

因为观看无障碍电影，胡华健开始深入探

索音频创作领域，从受益者成为传播者与倡导

者。借助语音读屏软件，他可以熟练地运用文

字编辑，将自己的理解融入作品，用技术为视障

群体搭建起感知世界的新通道。

如今，上海的无障碍电影解说事业已发展

成为一个温暖而有力的公益体系。每个月的最

后一个周三、周四和周五，上海16个区的残联

指定影院都会定期开展无障碍电影解说活动。

曲大鹏的微信工作群也已经汇聚了463名志愿

者。他们大多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及各区融媒

体中心。随着影响力不断扩大，服务范围已覆

盖到崇明、金山、青浦等地。

“希望视障朋友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平等地

享受电影艺术带来的快乐。这是一种生活社交

方式，在这里，可以见到老同学、交到新朋友，还

可以与志愿者互动交流。我们非常喜欢这种方

式，它让视障朋友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

爱。”在曲大鹏看来，视力残障群体需要的不仅

是帮助，更是尊重与平等对待，而无障碍电影正

是给予他们平等文化权利的重要途径。

金煊也在作文里写到，看电影就像是看别

人的故事，体验一段人生。“无障碍解说的意义，

或许不仅在于让视障者‘听见’电影，更让他们

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光从未熄灭。”

影院里，片尾曲响起，胡华健仍沉浸在故事

中。张之玮和金煊走到他身边，轻声问：“今天

‘看’得开心吗？”

他点点头，说：“就像真的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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