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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我接触过的众多的译制片影迷朋友中 ，施玲应该是很特别的一位 。她

不仅是翻译片的酷爱者 ，更因为痴迷这门艺术而做起了想成为配音演员的

梦 ，并为此奋斗了多年 。 这个过程跟我当初很像 。可惜 ，她最终没有如愿踏

入上海电影译制厂 。大学毕业后 ，她凭借自己的声音条件和表达能力考入电

台工作 ，做了多年的播音员和主持人 ，为广大听众熟悉和喜爱 。再之后 ，又进

入大学当了一名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教师 。我相信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

在内心深处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的青春梦想 。

突然 ，确实很突然 ，原先只是知道她在搞语言艺术方面的教学和研究的

事 ，未曾料到她居然把她的痴迷化为了一本书 ，很系统 、很全面 、很有见地地

表述了她关于译制 、配音方面的见解 。面对这本书稿 ，我感触良多 。因为系

统地阐述配音艺术的专著实在是少之又少 ，以上译厂老厂长陈叙一先生为代

表的一批译制精英都因为去世过早未来得及好好用文字总结和记录一下自

己的丰富经验 。坦白地说 ，若是我面对这样一个课题 ，大概也不会有这份勇

气 、激情和耐心 。施玲完成了这样一份难得的教材式的书稿 ，真是值得祝贺 ，

同时也要由衷地感谢她的执著和忠诚 。

施玲在这本书稿的形成过程中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显而易见的 。由电

影与声音入手 ，有历史纵深感 ；关于配音艺术发展的来龙去脉 ，乃至细枝末

节 ，该涉及都涉及了 ；配音艺术的特性 、环节 、审美特征的分析表述清晰 ；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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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图文结合 ，翔实生动 ，很有可看性 ；另外 ，还非常体贴地为配音艺术爱好

者们附碟录入了多段的精彩的配音片段视频和台词供他们欣赏和练习 ，这也

成为这本书的又一亮点 。

书中提到了上译长的创始人和掌门人陈叙一老厂长 ，关于他我很想再补

充一点意思 。上译长的诞生 、上译厂的辉煌 、上译厂的魅力都和一个人有关 ，

这就是我们的恩师陈叙一先生 。可以说 ，没有他就没有上译厂的一切 ！我曾

在公开场合情不自禁地说过 ，老厂长懂戏 ，又精通一门外语 ，文采又好 ，这是

他在译制领域建功立业的诀窍 。拥有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译制奇才是上译

厂的幸运 。而在懂戏和精通外语两者中 ，又以懂戏为关键 。 所以 ，他能做出

那么有味道 、那么琅琅上口的本子 ，他能把戏分析得那么透彻 、独到而深刻 ，

他又能组织一个又一个最为理想的演员班子 ⋯ ⋯说实在的 ，他是我们大家的

靠山 ，我们演员常常是需要老厂长这样可信赖的权威来点拨和引导的 。可

惜 ，他做的是幕后又幕后的工作 ，通常不为人所了解 。从老厂长身上 ，实际上

可以看到导演所起的关键作用 ，这一点至关重要 ，也容易遭到忽视 。如同电

影艺术是导演艺术一样 ，译制艺术也是导演艺术 。 配音作品的成功与否 ，最

终取决于导演 。而老厂长在上译厂担纲的角色不仅是行政上的掌门人 ，更是

业务上的总指挥 、总监制 、总导演 。如果我们能就此在认识上取得一致 ，那么

我们在今后发现和物色人才的时候 ，努力去寻觅几个懂戏的导演 。自然 ，组

织配音更是要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挑选出色的导演身上 。

在关于表演这一部分 ，我很赞成施玲把它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因为事

实上 ，配音演员就是在做一份演员的工作 ，就是在录音棚里演戏 。我是谁 ，我

和其他角色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说的词儿要达到什么目的 ，这是每一个角色

都要遇到的问题 。因此 ，以为搞配音只是需要普通话好 、声音好 ，这无疑是个

误解 。事情很清楚了 ，配音演员应具备做演员的条件 ，应有激情 、想象力 、适

应力 、悟性和应变能力 。 你是在塑造角色 ，这些内在的素质不可或缺 。训练

配音演员则应该首先打好表演的扎实基础 。在这里 ，我个人还要特别强调表

演过程中的那份松弛 。其实 ，无论是演戏 ，或是配音 ，或是朗诵 、演讲等等 ，身

心之放松都是一个前提 。你紧张 、怯场 、注意力不集中 ，你就无法在创作过程

中真听 、真看 、真行动 ，无法对台词句句都有真切感受 ，你怎么可能活龙活现

地完成塑造角色的任务呢 ？我们看邱岳峰老师配音之精彩 ，他圆熟地运用低

语气 ，他表达上惟妙惟肖 ，都源于他在棚内极其松弛的创作状态 。 松弛能引

发出极佳的嗓音竞技状态和充沛的激情 。关于这些我特别有体会 。至于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00 ⅱ3　　　　

何做到松弛 ，应当有许多方法 ，或者是各人有各人的高招 ，不妨就此展开一番

讨论和探索 ，我相信一定有益 。

是啊 ，译制片曾有过它的辉煌 ，但那辉煌已成为过去 。在今天的情况下 ，

要重振译制片雄风 ，真是谈何容易 ！但是 ，前辈所遗留下来的宝贵事业 ，后人

是一定要继承并发扬光大的 。施玲为本书付梓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踏

踏实实地做着这件事情 。并且我很欣慰地听到她近几年在所供职的浙江工

业大学成功地开设了枟影视配音艺术枠专业课以及面向全校的枟配音艺术赏

析枠公选课 ，每学期都有几百名大学生沉浸在配音艺术美好的艺术氛围中 ，而

这种充满美感的艺术曾经是他们的父母亲 ，甚至祖父母亲青春时期的主要的

精神食粮 。这是一种传承 ，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

让我们译制事业的从业人员和忠实的影迷朋友 ，一如既往地来关注和扶

持译制事业 ，我们要努力 ，要百折不挠地奋斗 ，要重建一支极有特色的配音演

员队伍 ，要奉献高质量的作品来吸引当今的年轻人 。那么 ，我们的前途应当

是极其光明而又充满希望的 ，不是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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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电影与声音

第一节 　 声音作为艺术

一种艺术的创造 ，实质上就是一种语言的创造 ，一种表达人类精神活动

的媒介形式的创作 。把艺术视为一种语言 ，把艺术创作活动视为一种语言的

表述方式 ，是 ２０世纪来诸多美学家共同信守的观点 。

在汉语里 ，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是在文字语言的范畴里 。语言是人类特

有的用来表达意思 、交流思想的工具 ，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由语音 、词汇

和语法构成 。① 或可理解为以语言为物质外壳 ，以词汇为建筑材料 ，以语法为

结构规律构成的体系 。

人们经常谈及“电影语言” 、“舞蹈语言” 、“绘画语言”等 ，它们都并非是以

口相传的“语言” ，而是限于艺术领域的独特的语言形式 。艺术是语言 ，而语

言并非都是艺术 。

① 枟现代汉语词典枠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０年版增补本 ，第 １５３９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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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常语言与艺术语言

1畅 关于诗
　 　 “诗是一种语言的艺术 。”这是现代西方象征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瓦莱利

（Paul Valery ，１８７１ ～ １９４５）对诗所下的美学定义 。但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是

诗 。诗之所以被称之为一种语言的艺术 ，其语言本身应具备一定的特性 。瓦

莱利说 ：“语言是一种实际的创造物 。”这意味着它要承担某种实际的功能 。

在实际的应用中 ，“语言可以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 。其中一种是倾向于完全

否定语言本身” 。就是说 ：日常的语言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 ，当它被理解之

后 ，其本身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它被转化成另一种东西 ，一种已经被听者吸

取的信息或意义 。在瓦莱利看来 ，某些语言的第二种效果是 ：它获得了或者

说创造了“被再听的需要” ，它已经不再有其根本的用处 ，它已经获得了另一

种生命 ，它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它牺牲了它有限的意义而获得了它新的价

值 。语言 ，在此时已经拥有了诗意的特点 。就是说 ，语言 ，只有在它摆脱了自

身的实用的交际功能 ，而成为一种非实用的带有审美品质的东西 ，它才获得

了艺术的本质 。

语言的两种使用方法及语言的两种效果 ，是瓦莱利用来划分诗（艺术）与

非诗（艺术）的准绳 ，瓦莱利的语言艺术观表明他把审美与艺术语言放在了同

一个范畴内 ，进而把艺术引向了语言的“审美王国” 。

2畅 关于文学作品
鲍里斯 ·托马舍夫斯基说过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使用语言通常是用于

人类交际的目的 ⋯ ⋯语言是交际的手段 ，而我们的注意力和兴趣却在交流的

内容 ———即“思想”上 ，通常我们之所以注重言语的表达 ，是由于力求准确地

将我们的思想和感觉传达给对方 ，为此就需要寻找最符合我们思想和感情的

词语 。词语在言谈过程中出现 ，一旦达到满足听者需求的目的之后 ，它们就

被遗忘 ，销声匿迹 。但在文学作品中存在着这样的文字结构 ：其意义并不取

决于说出它们时的状况 ，模式一经产生 ，就不会消失 ，自可重复使用 ，并能在

不断的反复中出现 ，从而得以保存下来而不失去其原义 。我们把这种固定化

了的 ，即保留下来的语文结构称之为文学作品 ，所有成功地找到最简单形式

的能被审记和不断重复的表达就是文学作品 。由此 ，托马舍夫斯基规定了文

学作品（艺术语言）在语言方面的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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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不依赖于日常生活的偶然说话条件 ；

（２）本文由固定的表达方式构成 ；

（３）文学是具有启发价值并被记录下来的言语 ；

（４）话语包含着“表达意向” ，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本体价值 。

因此 ，我们主张以使用语言的目的为界来对语言进行分类 ：服从于交际

目的 ，充当实用工具的属于实用语言 ，此类语言是没有独立价值的 ；而某些语

言为表达而存在 ，为艺术表达服务 ，表现的目的重于实用目的的属于诗语 。

艺术作品不是为了其他目的服务的工具 ，它具有独立的价值 ，因此任何艺术

作品都是一种艺术语言 。

二 、视听语言

早期的人类是以自己的身体器官去感觉和认识世界的 。而所有感官中 ，

眼睛和耳朵是接收信息最大量的 。人们通过视觉和听觉去感知和接收相互

之间的各种身体语言和声音信息 ，并借此来进行交流 ，这可以理解为最初的

视听语言 。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 ，认知方式由具体向抽象和概括发展 ，文字

出现 。以后的几千年的文明史 ，基本上是以文字为主的再现性媒介的历史 。

直到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今 ，视听媒介的出现 ，更是真切地让人类认识到自己

的眼睛和耳朵是如何去看 ，去听的 ，甚至发现摄影机和录音机有时候比我们

的感官更敏锐 ，更清晰 ，更能深入我们的内心 。

任何语言的生成都离不开物质媒介 ，视听语言也不例外 ，它的主要物质

媒介是视听媒介 。其中视觉部分是影像画面 ，听觉部分是声音 。因此 ，简言

之 ，视听语言是视听艺术所特有的表意指示体系 ，它包含了视听艺术的诸种

语言元素及其运用规则 ，它以自己固有的方式实现交流传播活动 ，并呈现出

独特的美学价值 。①

接下来我们来简要分析一下人类从非词语方式到词语方式 ，再到另一种

形式的非词语方式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意义 ：

人类在口头语言出现前 ，主要靠非词语的方式来沟通 ———眼神 、手势 、各

种声音和调子 、形体动作等 ，因此他们的形体语言和表情很丰富 。 口头语言

出现后 ，非词语交流的主导地位被削弱甚至退居次位 ，但仍然与口头语言共

同承担信息传播的任务 。但是 ，文字语言的出现 ，尤其是印刷术和造纸术的

① 王丽娟 ：枟视听语言传播艺术枠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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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 ，对人们的交际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文字语言文化占据了人类

文化的中心地位后 ，非词语交流的方式退到了再次要的位置上 。过去面对面

交流很多情况下被文字或语言所取代 ，许多年下来 ，人们逐渐习惯了在文字

里去想象音容笑貌 ，而不是在生活中直接接触了 。

艺术家们还通过自己的艺术才华对文字作品进行着充满想象力的再表

达 ，这样的表达由于其形式的不同便发展成了各种相关的艺术形式 ，如戏剧

和电影 。在长期的文字语言文化的主导作用下 ，人们通过感觉器官认知世界

的非词语能力正在逐渐削弱甚至麻木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戏剧和电影等 ，

这异彩纷呈的艺术世界 ，让人们领略到昔日非词语交流的面对面的亲切感和

生动感 。可以说 ，电影的出现 ，使人类的丰富的非词语表现在电影里得以还

原 ，甚至放大 。电影借着丰富的非词语的表现方式来叙述故事 ，表达思想 ，仿

佛将人类带回到远古的依靠非词语方式交流的年代 ，人们重新在这些艺术领

域感受新鲜刺激的充满原始感的交流方式 。

法国的阿贝尔 · 冈斯在其枟光的音乐枠一书中提出 ：在我们的现代社会

中 ，话语已经不再包含其真理性 。偏见 、道德观念 、偶然事件和生理缺陷剥夺

了有声词汇的真实含义 ⋯ ⋯因此 ，需要长期缄默 ，以忘却陈旧腐朽的旧词汇 ，

寻找新语言 ，以现代力量与知识的巨流重放光彩 。电影应运而生 ⋯ ⋯

意大利的卡努杜则在他的枟影像工厂枠中表述 ：电影通过形象表现手段丰

富了人文的含义（唯有绘画和雕塑把这个含义保留至今） ，它将构成一种无可

置疑的 ，真正广泛的语言 。为此 ，它必须把生活的全部“形象体现”（即艺术）

引向一切激情的源泉 ，通过运动 ，在生活原型中寻找生活的本身 ⋯ ⋯ 新鲜 、年

轻和不断探索的电影艺术在寻找自己的词汇 。而且 ，它使我们以及我们后天

形成的全部复杂心理适应真正的伟大语言 。这是一种真实的 、极其重要的 、

排除声音分析的视觉形象语言 。

以上论断是在默片时代作出的 。电影在 １９２７年后有了声音 。 １９４８年 ，法

国电影家亚历山大 ·阿斯特吕克在枟法国银幕枠上写道 ：“我说的语言是这样一

种形式 ：艺术家凭借这一语言 ，任何抽象的东西都能表达其思想 ，就像现代随笔

或小说表现的那样 ，可以表达出他的中心思想 。因此 ，我想把这种崭新的电影

时代称作摄影机等于自来水笔的时代 。这种隐喻具有严谨的含义 。由此 ，我要

说的是电影已逐渐摆脱视觉的限制 ，摆脱以情节表达的集体要求 ，且与书写语

言完全相同 ，成为一种灵活的微妙的书写手段 。”这段文字生动表述了电影已经

进入了生动自如地凭借自己特有的视听语言描写生活的成熟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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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电影中的声音

电影自 １８９５年在法国诞生以来 ，先后走过了从无声到有声 、从黑白到彩

色的不同阶段 。 以下我们以电影为切入点 ，来探讨声音作为艺术的形态和

价值 。

一 、默片时代和默片语言

１８９５年 １２月 ２８日 ，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大咖啡馆”的

印度厅里 ，用他们自己研制的电影放映机公映了自己摄制的 １２部影片 ，每部

影片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从此一种新的影像语言样式开始进入大众生活 ，人

们的视听状况真正进入了一个崭新境界 。在此之前 ，爱迪生发明的“电影视

镜”已经风靡全球 。

爱迪生的“电影视镜”限于表现一些“走马盘”式的影片 ，而卢米埃尔的

“活动电影机”则是一部“重现生活的机器” 。这时在银幕上活动的已不再是

一些木偶 ，而是一些很清楚的和真人一样大小的人物 ，他们的面部表情和姿

态比在舞台上看得更为清楚 。 而且有些奇迹在舞台上是看不到的 ，例如 ：树

叶被风吹动 ，风把烟吹散 ，海浪冲击岸边 ，火车头好像向观众座位上冲来 ，人

物的脸向观众渐渐接近等等 。早期的影评家对这些画面曾经这样惊讶地赞

许说 ：“这和现实中我们看到的自然情景完全一样 ！”路易 · 卢米埃尔作品中

的现实主义就是决定他成功的关键 。

法国人乔治 ·萨杜尔在其枟世界电影史枠 、枟电影通史枠等著作中把电影发

展历史划分为六个时期 ：

发明期（１８３２ ～ １８９５）

奠基期（１８９６ ～ １９０７）

成型期（１９０８ ～ １９１８）

无声期（１９１８ ～ １９２７）

有声期（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９）

战时和战后期（１９３７ ～ １９５５） 。

这一划分得到电影研究工作者的普遍认同 。

默片时代的电影汲取来自绘画 、舞蹈 、戏剧 、摄影等语言形式的养分 ，它

以画面为语言来“说话”或“叙事” 。 其画面语言有着这一时期独有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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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

1畅 画面语言的纪实性
电影的纪实和再现现实生活的能力是它的一个最根本的优势和特征 。

这种优势在 １８３９年摄影术发明不久就开始展露 ，到了 １９世纪末 ，因社会上对

形象性的报道有了肯定和需求 ，各种摄影画报得到很大发展 ，人们开始认识

到摄影确切记录生活的惊人能力 。摄影成了一种无可比拟的形象而具体地

报道事件的形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 ，以活动的摄影画面为基础的“电影视镜”

出现了 ，此后便有了电影术的发明 。正如美国电影理论学者劳拉 ·穆尔维运

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原理与符号学分析“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的关系

所言 ：“电影提供若干可能的快感 。 其一就是观看癖 ，在某些情况下 ，看本身

就是快感的源泉 ，正如相反的形态 ，被看也是一种快感 。”

从叙事角度看 ，电影最初是一种机械装置 ，用以记录现实活动的形象 ，而

不是一种叙事手段 。值得提出的是与叙事风格紧密相关的长镜头的运用 ，这

也是电影默片语言构成的特色 。 １８９５年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 １２部影片每部

时间长度仅一分来钟（当时胶片的极限长度） ，全部是一个镜头 ，我们不妨将

其称之为自然属性长镜头 。尽管枟火车进站枠等 １２部电影都真切地记录了当

时的人与事 ，带给观众以极大的视觉快感 ，但这一切都是卢米埃尔兄弟在摄

影技术影响下的没有主观意志参与的“被动作品” 。

电影以“纪实”和“活动”为固有优势 ，以“照相的本性”极大地满足了人们

对于现实和自身的观看欲求 。

2畅 画面语言的绘画性
摄影术和电影术发明时期 ，正是绘画艺术各种流派在欧洲发展的鼎盛年

代 。早期的电影 ，由于固定不变的角度 ，不能变焦的距离 ，促使摄影自觉或不

自觉地套用了绘画的经典技法 ，诸如画框的黄金分割控制 ，画面内部诸因素

的配制 ，如构图形式 、光线处理 、角度选择等 。 默片的画面语言的绘画性特

征 ，正好符合当时广大观众的审美心理需求 。像枟圣女贞德枠这样的片子简直

就是特写的艺术 ，即肖像的艺术 ，它使我们联想到不少画家的名作 。当时电

影艺术家用光影塑造的人物形象酷似画家们笔下的素描作品 。影片以造型

说话 ，其人物形象的性格化取得了动人的艺术效果 。

默片画面语言靠“动”的本性全方位地汲取着传统艺术中有益自身发展

的营养 ，其中就包括传统绘画艺术的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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