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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配音演员:张玉昆  凌元

    影片点评：新中国的第一部译制片，东北电影制片

厂的译制导演袁乃晨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带领一批

非专业的年轻人出色地完成了《普通一兵》的译制配

音工作，受到苏联电影代表的好评。当时的配音演员

张玉昆是其他剧组的群众演员，凌元是剧务，马静图

是某村村长。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普通一兵》中东北味十足的

配音虽显得有些滑稽可笑，但却与片中红军战士的农

民身份非常符合。袁乃晨、张玉昆等人从此投入电影

译制工作，成为新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奠基人。

经典台词：冲啊！

《流浪者》（印度  1952）

主要配音演员:从连文 向隽殊

    影片点评：《流浪者》是印度著名电影艺术家拉兹

卡普尔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他继承了表现主义和新写

实主义的风格，好莱坞的拍摄技巧以及卓别林的表演

风格等很多电影传统，剧情结构、演员表演、画面、

音乐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1952年上映后为当时低迷

的印度电影市场注入了强心剂。译制片上映后受到观

众的喜爱，《拉兹之歌》和《丽达之歌》盛行一时，

从连文、向隽殊配音的男女主角更是光彩照人。

     本片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

经典台词：好人的儿子一定是好人，贼的儿子一定是贼。

《普通一兵》曾用名《一个普通的战士》（苏联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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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篷车》（印度  1971）

主要配音演员:丁建华  于鼎  毕克

    影片点评：《大篷车》是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上映

的印度歌舞片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影片集合了凶杀、

爱情、惊险、歌舞等多种商业形式，构成了一个观众

喜闻乐见的娱乐大拼盘。尽管影片的故事情节今天看

来比较俗套，但对当时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观众来说

绝对是眼前一亮，特别是那几段充满印度风情的歌舞

更是深入人心。

      本片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

经典台词：要过节啦！家家点灯！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前南斯拉夫  1972）

主要配音演员:鲁非  劳力

    影片点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是中国观众

最熟知和喜爱的南斯拉夫电影，尽管它决不是最优秀

的。当时这类影片被冠以“南斯拉夫战斗故事片”的

称谓，广受中国观众的喜爱。巴塔•日沃伊诺维奇扮

演的瓦尔特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银幕英雄，青少年观众

对影片中的每个细节都如数家珍，还竞相模仿他的声

音和动作，模仿他的“瓦尔特拳”。

　    本片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译制。

经典台词：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

《列宁在1918》（苏联  1939）

主要配音演员:张伐  孙道临

    影片点评：最为中国观众熟知的列宁电影都出自苏

联著名导演米哈尔·罗姆之手，其中《列宁在1918》

影响最大。由于政治原因，影片歪曲了部分历史，但

影片的艺术成就还是不容抹杀的。史楚金是第一个扮

演列宁的演员，具有极强的形象捕捉能力，他扮演的

列宁最受观众认可。在拍摄《列宁在1918》的过程

中，史楚金不幸去世由另一位演员接班完成影片拍

摄，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本片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

经典台词：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叶塞尼娅》（墨西哥  1971）

主要配音演员:李梓  乔榛

    影片点评：1977年，《叶塞尼娅》在中国上映，跌

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美丽的女主角，动听的音乐深得

广大观众喜爱。十多年后，中国再次购买影片版权，

第二次放映，观众热情依然不减。由此可见《叶塞尼

娅》是完全按照情节剧的模式打造的商业影片，大团

圆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社会矛盾和吉普赛人悲

惨的现实。

　　本片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

经典台词：当兵的，你不等我了，你不守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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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花姑娘》（朝鲜  1972）

主要配音演员:向隽殊

    影片点评：《卖花姑娘》的编剧是金日成，监制是金正日，由国家元首亲自参与电影创作的情况在世

界上极为罕见的。《卖花姑娘》在中国上映时，卖花女花妮的悲惨命运牵动了亿万观众的心，哭泣声在

神州大地此起彼伏。这种强烈的反响甚至令朝鲜方面都特别惊讶，他们曾特意要来《卖花姑娘》的中国

拷贝一看究竟。

　 本片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

经典台词：人们都说，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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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爱》（英国  1970）

主要配音演员:李梓  邱岳峰

    影片点评：相对于奥逊•威尔斯和琼•芳登版本的

《简爱》，这部1970年拍摄的英国电影无疑是相形见

绌的。但是，中国观众更喜爱这部由乔治•斯科特和

苏珊娜•约克主演的三流电影，除了动听的主题音乐

和乔治•斯科特的盛名之外，最为重要的原因是邱岳

峰的出色配音。

　　本片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

经典台词：你以为我穷，不漂亮，就没有感情吗？

《追  捕》（日本  1976） 

主要配音演员:毕克  丁建华

    影片点评：《追捕》是20世纪70年代人模仿最多

的影片，不但观众模仿，相声演员也模仿。高仓健的

出现，改变了中国观众对男子汉形象的审美标准。而

“真由美”成了真善美的代名词。毕克从此成了高

仓健的代言人，在《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

帕》、《兆治的小酒店》、《夜叉》等多部影片中为

高仓健配音。

　　本片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

经典台词：昭仓跳下去了，堂塔也跳下去了……现在 

     请你也跳下去。你倒是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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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正传》（美国  1994）

主要配音演员:徐涛  孙悦斌

    影片点评：进入20世纪90年代，卡普拉式的理想

主义的美国精神已渐行渐远，美国人开始认为凭借

善良、本真、执著的天性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的精神家

园，1994年，《阿甘正传》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横空

出世。与其说汤姆·汉克斯扮演的阿甘用半生的经历

再现了美国历史，不如说每个美国人自己通过观看电

影，用心灵感受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变迁。

　　本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译制，1996年获得金鸡奖

最佳译制片奖。

经典台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 

     得到什么。

《办公室的故事》（苏联  1977）

主要配音演员:冯宪珍  张云明

    影片介绍：轻工局局长卡卢金娜是个性格孤僻、言

行和外表都有点男性化的怪女人；统计员纳瓦谢里采夫

学生时代是个才华出众的青年，但是现在却变得穷困潦

倒、未老先衰、唯唯诺诺。不过，他使女局长对自己有

了新的认识、从衣着打扮到待人接物都以一个可亲近的

女性形象出现在人们中间；经历一番波折后，两颗孤独

的心终于靠在了一起。

　　本片由中央电视台译制。

经典台词：女局长：您说我铁石心肠！   

           男科员：哪的话……您是豆腐心肠！　 

           女局长：说我冷若冰霜！ 

           男科员：不！您热情奔放！

           女局长：说我没心肝！ 

           男科员：您肝胆俱全！ 　 

           女局长：您说我干巴巴的！ 

           男科员：不！您是湿乎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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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金刚2》（美国  2009）

主要配音演员:姜广涛  王明军

    影片简介：英雄少年山姆进入大学学习，然而霸天虎

还是抢先一步抓到山姆一伙，擎天柱及时赶到，却被威

震天一刀从背后捅死。山姆一行人由大黄蜂和救护车掩

护得以逃脱，找到了第七区的特工西蒙，他们综合各种

线索，发现此次堕落金刚是为了能量源而来。并找到了

天火，来到埃及，迎战堕落金刚。山姆顺利获得矩阵，

使擎天柱复活，顺利干掉了堕落金刚，威震天和红蜘蛛

落荒而逃。

　 本片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译制。

经典台词：我是擎天柱，在此发出倡议，让这段历史流传

　　　　　　下去。我们拥有珍贵的记忆，生生不息！

《2012》（美国  2009）

主要配音演员:姜广涛  金永钢

    影片简介：杰克逊·柯蒂斯带着孩子去黄石公园度

假游玩，却发现湖泊已经干涸，他偶然认识了疯子查

理。查理告诉他人类即将面临空前的自然灾害。然而

第二天，地球上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也以前所未有的

规模爆发。杰克逊和众多家庭一样踏上了求生之路，

他们决定前往方舟基地寻找生存的机会，在这过程中

经历了生死考验，最终成功到达并登船。然而方舟数

量远不能满足受灾人群需要，谁去谁留成为挑战整个

人类的道德抉择。最后人们终于在方舟中渡过了这一

全球性的灾害，获得了继续繁衍和发展的希望。

     本片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译制。

经典台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有平等的生存机会！

 



前　言 1　　　　

前　言

有人说如果没有翻译,西方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就不

可能传到中国;如果没有翻译,中国的四大发明也不可能成

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如果说译制是电影在世界各国沟通交流的桥梁,那么

译制工作者就是世界电影的普罗米修斯。
在当今数字化信息时代,译制的过程已经不再是单纯

的翻译或者配音,因为诸多的译制生产元素,再加上生产

之外的政策要素和市场要素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译制

文化。显然,当代的译制文化不仅仅涉及外来作品的引

进,而且包括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及国产影视作

品的对外输出,由此才能说明译制的全部意义。希望通

过此书,把我们对译制工作的热爱、体验和认识奉献给广

大读者。

于北京

2010年4月2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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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译制的基本理念 1　　　　

第一章

译制的基本理念

译制片是什么? 怎样认识译制现象? 译制工作应遵循什么创作规

律、具有什么特殊品质? 衡量译制的标准是什么? 这些问题似乎很简单,
因为译制片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活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人们所熟悉的译制概念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具有了

新的意义。要真正了解译制、认识译制,尤其是认识当代译制的特点,还
必须从我国译制产业的历史发展、译制的组织生产、关于译制的理论研究

以及译制生存的社会语境等方面来加以分析,这其中首先要避免的是对

译制的简单化理解,尽管单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困

难,然而,译制片的生产过程却没那么简单。电影译制的生产是集剧本翻

译、艺术再创作、技术支持和组织制片为一体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认

识这个系统,必须把握作为精神文化生产的译制与我国社会生活之间的相

互关系,因为离开了基本国情,就无法领会译制在我国存在与发展的真正

意义。

第一节　译制的历史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译制片的发展见证了建国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

与进步。因为,与其他许多文化产业一样,译制业走的同样是一条从无到

有、逐步繁荣、日益多元化的道路。这说明,译制片的存在和发展是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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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需要,译制来源于社会,又服务于社会,社会的进步是推动译制进步的

根本动力。

一、概念界说:电影译制片+电视译制节目(电影、电视剧、专
题)+网络字幕片

译制的概念最早是针对外国电影而言的,因为电影本是舶来品,后来才

有了国内生产的影片。习惯上,人们就把国内生产的电影叫国产片,而把经

过译制加工的外国电影叫译制片。
随着社会的发展,电视进入我们的家庭。同样,电视节目既有国产的,

又有从国外引进的,其中不仅有电影,而且还有电视剧以及电视专题类节

目。于是,译制的概念就不得不宽泛起来,从引进电影的加工扩展到引进电

视剧、电视专题类节目的译配,甚至还包括国内影视作品涉及汉语语言与少

数民族语言之间的译制加工。
这就是说,译制的概念已远远大于一般意义的译制片的范畴。从定义

上讲,所谓译制是指对影视作品进行的语言转换,或者说,译制就是把影视

作品中的语言从一种符号体系转换成另一种符号体系。因此,只要是对原

作中的语言系统进行转换,就可以认为是采取了某种译制的手段,而不管这

种手段是配音、解说还是字幕。不过,从传统意义上讲,狭义的译制片是指

经过译制加工的外国影片,而广义的译制片则应包括电影译制片、电视剧译

制片以及其他经过译制加工的电视专题类引进节目。
译制的两种基本方式是配音和字幕,二者哪一种更具有现实性呢? 从

历史发展的角度讲,配音片在过去独领风骚,后来字幕片逐渐风行起来,而
且大有取代配音片的势头。然而这仅是一种假象。虽然,从某种程度来看,
采取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在我国的大中城市有一定的观众群体,但是,从
全国的电影发行拷贝数量来看,配音版拷贝占有绝对优势,这说明中国的广

大老百姓更喜欢配音版译制片。其实,跟配音相比,字幕有几个明显的缺

点:首先,阅读字幕需要一定的文化程度,而我国尚有相当数量的文盲和半

文盲;其次,看字幕分散视觉注意力,影响视听效果;最后,因为说话的速度

一般比阅读文字的速度快,再加上屏幕的限制,所以字幕往往不能跟实际话

语完全同步,常常需要概括大意,甚至删减压缩,结果造成字幕的效果远不

如配音那样“吻合”。有鉴于此,在我国使用最普遍、效果最好的译制方式是

配音,也就是用汉语为影视作品中的人物配上与其表演同步的话音。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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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所说的典型的传统译制模式指的就是外译中的配音译制。而从更广的

意义上讲,译制的方式还应该包括外译中字幕、民族语言译制(以配音为主)
以及中译外字幕等多种形态。

二、电影译制(1949)

外国电影最早于1896年引进到中国。起初也有某种形式的“译制”,比
如现场解说(被称为“活的说明书”)、打印字幕、“译意风”(同期解说)。但真

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也就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用中文配音的影片,是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才出现的。如果粗略地讲,我国电影译制的发展可大致

分为三个时期:

1.17年初创发展期

我国的第一部译制片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49年5月完成的《一个普通

的战士》①。这部作品具有开创的意义,可以说基本确立了我国译制工作的

创作模式。人们赞誉当时的厂长袁乃晨在开创我国译制片事业上的杰出贡

献,称他为“中国译制片之父”。②

上海电影译制厂(前身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组)是我国唯一一家专门

从事电影译制的厂家,第一部作品是1950年3月完成的《小英雄》。③ 几十

年来,在上海电影译制事业的奠基人、著名电影翻译家陈叙一呕心沥血地培

①

②

③

我国最早的配音译制片是1948年在大上海电影院公映的意大利影片《一舞难忘》,译制人是华侨王涛。为了

译配这部影片,王涛率领20多人,大部分为华侨青年,进行了十个月数百次的试验。他们的做法具有开拓

性:第一,对影片进行精密计算,将每句对白的影片长度记录下来;第二,进行汉语翻译和对口型;第三,分配

配音演员并进行排练。这些做法已经基本符合配音译制的条件了。可惜这个方法没有推广起来,只能算是

一次尝试。

长春电影制片厂建厂至今已经译制了800多部国外影片,其中《保尔·柯察金》、《罗马假日》、《蝴蝶梦》、《人

证》、《百万英镑》、《攻克柏林》、《一仆二主》、《卖花姑娘》、《战争与和平》、《阴谋的代价》、《玩命快递》、《马达加

斯加》、《防火墙》、《雏菊》、《人生遥控器》、《日本沉没》等新老影片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见中国配音

网站。

上海电影译制厂成立于1957年,是新中国第一家译制外国影视片的专业电影厂,多年来译制49个国家各种

语版故事片1000多部,以及大量美术片、科教片、纪录片、电视剧等。上海电影译制厂拥有一批深受观众喜

爱的著名艺术家和技术超群的技术人员,拥有国际一流的录音棚和译制设备,工艺先进,制作精良,屡获殊

荣,是我国声音艺术制作的重要基地。自1979年设立优秀译制片政府奖以来,上海译制的《追捕》、《苔丝》、

《斯巴达克思》、《真实的谎言》等21部影视片24次分获华表奖、金鸡奖和飞天奖。国际电影界一些权威人士

和著名影星格利高里·派克、阿兰·德隆、高仓健、德博拉·拉芬、倍赏千惠子、中野良子等观看了上海电影

译制厂译制的影片后,也对创作人员在译制过程中一丝不苟、忠于原作的精神赞叹不已,他们认为上海电影

译制厂的艺术水平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参见中国配音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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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帮助下,上海电影译制厂先后涌现了邱岳峰、毕克、李梓、乔榛、丁建华、沈
晓谦、程玉珠、刘风等一批深受广大观众欢迎的配音演员。上海电影译制厂

译制的影视片以精良的制作赢得了全国亿万观众的喜爱,影视片译制也作

为一门独具魅力的艺术获得了专家和观众的首肯和赞誉。

1949~1965年这17年间,我国译制外国电影多达775部,平均每年45
部左右,每年观众数以亿计。

2.10年“文革”萧条期

1966~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译制的影片很少,片源

国家的数量也十分有限。比如,长春电影制片厂这期间总共译制了50部

电影①。

3.改革开放大发展期

规模:进入80年代,我国译制片年产量稳定在35部左右,后期又有增

加的趋势。这个时期是我国译制片的辉煌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译制

作品,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2000年,我国译制片产量为42部,其中,上海

电影译制厂译制28部,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7部,八一电影制片厂译制7
部。2003年,通过电影局技术审查的译制片(故事片、纪录片)有46部。其

中以胶片形式发行的40部,数字形式发行的5部,胶片数字共同发行的1
部。影片涵盖加拿大、巴西、美国、法国、俄罗斯、新加坡、英国、韩国等国家

和香港地区。进口影片的品种从故事片、纪录片、专题片发展到70毫米、球
幕、环幕、IMAX巨幕、动感等特种影片,品种在不断增加。

技术:目前,我国主要的电影译制单位都使用了当代最先进的技术设

备,完全能够满足国际电影市场对电影译制的需要,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上
海电影译制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都具备SR·D和DTS双制式电影

录音及制作能力。
专业:我国电影译制工作者已经掌握了电影译制的基本规律,而且在大

量实践和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系列的满足电影译制生产各种

① 其中来自朝鲜26部、越南6部、阿尔巴尼亚6部、罗马尼亚5部、苏联2部,还有来自英国、美国、法国、波兰和

联邦德国各1部。比如,1976年,共译制11部,分别是:《斯特凡大公》(上、下集)(罗马尼亚)、《哥白尼》(波

兰)、《火车司机的儿子》(朝鲜)、《石油赞歌》(阿尔巴尼亚)、《多瑙河三角洲》(罗马尼亚)、《初春》(阿尔巴尼

亚)、《矿山的主人》(朝鲜)、《贝尼自己走》(阿尔巴尼亚)、《在灿烂的阳光下》(朝鲜)、《高山之鹰》(朝鲜)、《最

后冬天》(阿尔巴尼亚)、《斩断魔爪》(阿尔巴尼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