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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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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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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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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翔实介绍、分析了传播学中影视传播分支下的影视配音艺术的相关知识和创作技巧，深入浅出地
引领读者走进缤纷而隽永的配音艺术世界。
全书共分三篇。
第一篇分析声音及其在电影中的艺术内涵和表现，回顾影视配音艺术在我国的发展历程；第二篇通过
精选十部优秀译制片，由原片及配音再创作，将影片背景、译制艺术特色评析、演员配音表演艺术分
析等有机地融为一体，旨在让学习者和创造者可以从中汲取宝贵的养分；第三篇详尽阐述了配音艺术
的创作基础、创作环节和方法、技巧等。
在写作中力求贴近实际，追求通俗与优雅、理性与感性的交融。
附录配套的经典译制作品片断DvD以及台词，既可欣赏又可作为训练材料供学生和配音爱好者尝试练
习，方便新颖，非常适合当代年轻人参与性强的学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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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玲，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任播音员。
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获硕士学位。
曾供职于安徽马鞍山广播电视局，从事电台播音、主持工作。
兼做导演及节目监制。

    自2002年至今，任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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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配音艺术的现状与未来（代结语）附 DVD配音片断台词文本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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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概述篇　　第一章 电影与声音　　第一节 声音作为艺术　　一、日常语言与艺术语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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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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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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影视配音艺术》翔实介绍、分析了传播学中影视传播分支下的影视配音艺术的相关知识和创作
技巧，深入浅出地引领读者走进缤纷而隽永的配音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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