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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洋早已习惯以声音的角度看待世
界，在他看来，一草一木皆有其声。

2016年开始，杨洋在宁波音王集团
当了几年的首席调音师。期间宁波音
乐港正大力发展，于是杨洋想到二次创
业，开了宁波第一家音频技术类的公司
——独音音频科技有限公司，还成功担
任了阿拉乐团校园巡演、福建交响乐团
宁波巡回站及宁波多个音乐节的音响
总导演。

但是在宁波，“音响导演”这个职业还
不太为人所熟知。有些人将音响导演视
为技术工作，不认为声音是需要艺术创作
与设计的，导致目前能同时进行音响艺术
设计和操作的人才越来越缺乏，高档的演
艺设备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而且培养这
类人才的高校也极少。

“任何一种艺术创作，都离不开科学
技术为表现手段。音响调音是一门相当
高深的学问，除了以科学技术为表现手
段，更重要的是音响工程师对艺术构思的
精心设计和艺术再创作。”杨洋简单却一
语中的地描述起声音工程师，这是一个精
妙地滑行于技术与艺术之间的职业。

音响导演要做的是掌握整场演出的
声音走向，不只是其中一个乐器，而是一
个整体的协调。一名优秀的音响导演,
站在舞台声音区域的地方，只要听一下
声音，就能基本知道这是什么箱子什么
品牌，调试这乐器时该怎么处理。即使
话筒位置的任何微小变化，都能明确地
感觉到。杨洋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
更多的人认识到什么是优秀的“音响导
演”。 记者 陈晓旻 被采访者供图

希望成为
优秀的“音响导演”

倾听大自然的声音

录音工程师杨洋录音工程师杨洋：：

用声音画就用声音画就
宁波地图宁波地图

当我们被一部优秀的电影所打动当我们被一部优秀的电影所打动，，被一场演唱会所感染被一场演唱会所感染，，很大很大
一部分都是因为录音师的功劳一部分都是因为录音师的功劳。。这是一个再现声音艺术的行当这是一个再现声音艺术的行当,,
一个默默无闻的却了不起的行当一个默默无闻的却了不起的行当，，杨洋就是这样一个从事声音艺杨洋就是这样一个从事声音艺
术的录音工程师术的录音工程师。。

如果用声音来记录一座城市如果用声音来记录一座城市，，你觉得宁波的声音应该是怎样你觉得宁波的声音应该是怎样
的的？？大多数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一定没有想过这个奇怪的问题大多数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一定没有想过这个奇怪的问题。。
新宁波人杨洋却花了两三年时间来记录宁波新宁波人杨洋却花了两三年时间来记录宁波，，做了一辑做了一辑《《音乐地图音乐地图
———宁波—宁波》，》，里面有东钱湖里面有东钱湖、、宁波港口宁波港口、、象山海边象山海边、、天一广场天一广场、、四明四明
山山、、阿育王寺阿育王寺、、雪窦寺等地的大自然的声音雪窦寺等地的大自然的声音。。

杨洋是个山东人，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录音系，国内外众多录音、混音、缩混技术奖
项的获得者，录音工程师，音响导演。

2016年，杨洋偶然来到宁波工作。在
他眼里，宁波是个奇特的城市，经济很发达，
人们很努力，适合创业；宁波又很安静和内
敛，适合创作。

曾经在西藏待了几年，记录《音乐地图
——西藏》的杨洋有了想记录宁波的冲动。
在录音工程师看来，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独
有的声场，因为有山有海。宁波的空气有些
潮湿，也有了自己丰富的声场。

为了让那些成天忙碌的人可以感受到
静谧时分的城市声音，也为了让对宁波不熟
悉的人听听宁波特有的声音，2016年，杨洋
选择了一些宁波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开始扛
着录音设备跋山涉水去录音。

他先是去四明山录鸟鸣声。大自然最安
静的时候，是在凌晨和傍晚。他说，“当时太
累了，就找了一个平地搭帐篷睡着了，一早醒
来，居然发现睡在坟墓边。吓得我赶紧拎着
设备向山里奔，但是一听到那么原生态的纯
净的鸟鸣声，其他的一切都忘了。”

为了录东钱湖的声音，杨洋连续一周每
天凌晨两点绕着东钱湖一圈又一圈转，只为
寻找满意的虫鸣声；在夏天到来的午后，他
每日随身携带录音设备，只为等待一场突如
其来且声势浩大的雷雨。

每次录好的素材，少则十几个小时，多
则几十个小时，他要一遍遍地去听去感受，
然后不断删除、不断筛选，直到选出最后相
对满意的几分钟，再去做剪辑。

录音不像拍电影，一帧一帧画面可以拼
接。因为剪掉一小段，可能会导致一整段声
音都没有连贯性，所以这就非常考验技术。
其实动物的叫声也是有感情有寓意的，从声
音中要能听出它的喜怒哀乐，如果剪掉其中
一段，情感就会断掉，显得突兀。

因此，最终专辑中展现的美和完成美的
困难程度是成正比的，声音都是大家所熟悉
的，四明山的鸟鸣声、东钱湖的虫鸣声、阿育
王寺僧人的梵音、象山的海浪声、天一广场
的闹市声……但是，杨洋通过自然声音的剪
辑，配上文字，融入音乐旋律,大家就会感受
到不一样的鲜活的宁波。

突然有了
想记录宁波的冲动

如果没有《音乐地图——西藏》，就没有
《音乐地图——宁波》。

杨洋曾先后就职于太合麦田、东乐等国
内各大文化唱片公司，担任主理人以及各大
音乐节、演唱会调音师、录音师，并参与了国
内外众多知名音乐人的作品创作、音乐专辑
录制和演唱会演出等。

2010年互联网崛起，传统唱片业开始
下滑，但杨洋对录音依旧充满着热忱，凭着
一腔热血和人合伙创办了一家录音棚。可
是，那时候连歌手都不赚钱了。没多久，专
业市场的低迷使录音棚没办法再撑下去。

创业受到打击的他去了西藏。西藏空
灵澄澈的声音疗愈了他，并拓展了他的人
生。

杨洋刚到西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徒步
旅行。在路上，他结交了很多至真至纯的西
藏朋友。除了录音以外，他不是围在篝火旁
大声唱着藏族民谣，跳着锅庄舞，就是在去
往西藏的大街小巷、无人区的路上。两年
里，杨洋几乎用脚丈量了整个西藏及其周
边，只为了寻找最纯真的声音。

之后杨洋团队将收集的声音进行混音
制作，将很多国内外的音乐元素融合在一
起，最终完成了专辑——“西藏印象”。这张
专辑后来被收录进“西藏名片”系列，作为礼
品赠送给国际友人。没想到这张“独辟蹊
径”的专辑发行后反响极好，在西藏就卖了
近40万张，这对原本刚来西藏还默默无闻
的杨洋来说，一下子知名度就打开了。

后来，杨洋还成功担任了“西藏林芝桃
花节”、“西藏拉萨藏歌会”等大型音乐节、演
唱会的音响导演。

杨洋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西藏盲童音
乐教育的践行者。

去西藏盲校完全是一个巧合，只是没想
到会给杨洋留下那么大的影响。那时候孩
子们正好在上音乐课，老师说这些孩子特别
喜欢上音乐课，而且乐器都是自学成才。在
那一瞬间，杨洋决定为他们做点什么。对于
盲童而言，音乐就是他们的色彩，而这恰是
杨洋可以做到的。

“他们虽然看不到，但是可以感受到人
们的友好和关爱，他们比普通孩子对声音更
加敏感。他们的歌声里，情感更加斑斓多
彩。”杨洋为此还为在西藏的盲童录了一盒
CD，记录他们的天籁之音，也记录他们的欢
笑和泪水。

西藏纯净音乐
开拓他的人生

进行后期制作

杨洋

采集水声采集水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