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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影迷尤其是配音发烧友们期待已久的书。
作者，著名配音演员曹雷从参与配音，导演的数百部译制片中精选了60部经典影视剧，以配音笔记的
形式，独家披露了《爱德华夫人》，《斯巴达克斯》，《希茜公主》，《战争与和平》，《玩具总动
员》等经典译制片出炉的曲折过程，生动讲述了陈叙一，邱岳峰，苏秀，童自荣等著名译制配音工作
的台前幕后故事，保存了有关配音事业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对于影视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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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雷(1940－) 女演员，译制片导演、演员。
浙江浦江人。
1962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1965年入上海电影演员剧团任演员，先后在《金沙江畔》、 《年青的一代》等影片中扮演主要角色。
1982年起任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 演员兼译制导演，先后为《非凡的艾 玛》、《爱德华大夫》、《国家
利益 》、《最后一班地铁》、《蒲田进行 曲》、《姊妹坡》等外国故事影片的 女主角配音，并担任
《斯巴达克斯》 、《战争与和平》、《靡菲斯特》、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柏林之恋 》等外国
故事片的译制导演。
其中《 国家利益》、《斯巴达克斯》、《靡菲斯特》等影片曾获广播电影电视部 优秀译制片奖。
还曾为《鹰冠庄园》 、《画家的女儿》等外国电视连续剧 的女主角配音。
近年参与配音的影视剧有《大明宫词》《汉武大帝》《伯爵夫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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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诗：女人乙自序：这可是艺术！
第一章  “文革”期间的内参片  旁白：上译厂建厂史·劳苦功高的“漏音棚”  “杀”上译制片银幕—
—《罗马之战》  从干校农田跳到英国生活——《鸳梦重温》  《傲慢与偏见》的黑白版——《屏开雀
选》第二章  红红火火的八十年代  旁白：关于翻译  从《尼罗河上的惨案》说起——《阳光下的罪恶》
 又一部姐妹篇——《啊，野麦岭·新绿篇》  似乎已心仪多年——《非凡的艾玛》  有幸为英格丽·褒
曼配音——《爱德华大夫》  笑和哭，都是演员的基本功——《不朽的情侣》  生活在特殊时代背景中
的人《第三个人》  来的拷贝也是译制片——《威尼斯面包师的儿子》  让我想起《相见恨晚》和《坠
入爱河》——《湖畔奏鸣曲》  要该属于潘我源的角色——《加布勒斯特的居民证》  配完之后才爱上
了它——《蒲田进行曲》  配音者的声音是属于角色的——《国家利益》  历史·电影·钉子——《铁
面人》  这事，我记一辈子！
——《游侠传奇》  要说崇拜，我就崇拜她俩——《创奇者》  阿卡塔是条美女蛇——《神秘的黄玫瑰
》续集  演员的搭配就像下盘棋——《黑郁金香》  对手好，配戏才有劲——《希茜公主》三部曲   难
的是配出气质和风格——《总统轶事》  终于接触了梅丽尔·斯特丽普——《索菲的选择》  阿茜：男
性刚强和女性柔情的统一——《姐妹坡》  配了一个女“铜锤”——《换房》  交织着欢乐和忧伤——
《最后一班地铁》  接连当了两次老年痴呆症病人——《你还记得爱吗？
》和《多叶之秋》  我的“女皇”、“太后”缘——《玛戈皇后》、《皇家狩猎》等第三章  当上了译
制导演  旁白：自立更生的导演队伍  难忘的“超人”——《超人》  伤脑筋的“涡轮里的转页”——《
霹雳舞》  精雕细琢求“神似”——《斯巴达克思》  大工程里的两次返工——《战争与和平》  配音为
媒——《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一个艺术家堕落的悲剧——《靡菲斯特》   为苏联拍的美国西部牛仔片
配音——《电影悲欢曲》  在片库“躺”了十几年的好片——《早安，巴比伦》  听说过“通心面西部
片”吗?——《金钱与仇恨》  它让我的征文获了奖——《案件》  “福尔摩斯是个大草包!”——《福
尔摩斯外传》  难得的后起之秀——《我的左脚》和《女人的香味》  戏说历史，戏说小说——《三剑
客·二十年后》  跟一群半大小子打交道——《银白色的奖章》  有时也得当回剪辑师——《侠魂倩影
》  关于一个时代的解释——《爵士之王》  新鲜的面孔新鲜的声音——《生死时速》   向福乃什和克
吕什致敬——《美食家》第四章  这样特别的片子，我们也配过  旁白：邦巴拉语版《红色娘子军》·
大人配小孩  流“哈喇子”的小皇帝——《天书奇谭》  配美国人演的中国戏——美国版舞台剧记录片
《家》  绝无仅有的沪语译制片——《耶稣的生平》  从没这样做过剧本——《“天堂”谋杀案》  沪语
变成普通话也是一种“译制”——《孽债》普通话版  一段奇怪的缘——《血色童心》   第一次配国产
外国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接触迪斯尼——经典卡通版《花斑狗》  做迪斯尼的“出口片”—
—《玩具总动员I》  一部像音乐剧的卡通片——《钟楼怪人》  一场友情，一段遗憾——《铁道员》第
五章  开辟“第二战场”：译配电视剧  旁白：关于译制电影  寻找女巫的声音——《亚瑟王》   尝试配
老外婆——《血的锁链》   轻松的气氛配轻松的戏——《三口之家》  它随陈叙一而去了——《是，大
臣!》  结局是无关紧要的——《鹰冠庄园》  快乐的“配音家庭”——《快乐家庭》  陈叙一和雷长意
的绝响——《黑暗的公证》  好演员的戏配来也顺——《大明宫词》第六章  配音、译导经验谈  扯扯我
的译导工作  译制配音创作规律初探  语言艺术在表演中的功能诗：我最喜欢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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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对手好，配戏才有劲——《西茜公主》三部曲    这部影片一到厂里，看原片时就给大家留下了很
深的印象，除了人物可爱，风格轻松，色彩鲜艳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翻译温健当场就在放映间同步
口译，让我们一下就看懂了。
这可是以前看原片从来没有的事。
    温健原先是厂里的演员，但他一直自修德语，在政治运动的逆境里也没有放弃，终于到了能独挑大
梁的水平。
《希茜公主》是厂里第一次交给他翻译的一部大戏，他居然当场就能口译，让我们惊喜不已，所以看
完原片大家都鼓起掌来，这也是从来没有的事。
    果然，本子翻得很顺畅，我们配得也很顺畅。
我配年轻皇帝的母亲索菲——个专断、固执、守旧的太后，与雄心勃勃的有主见的儿子弗朗茨和开朗
外向、追求自由、无拘无束的希茜，各有好几场性格冲突的戏。
那些台词你来我往、针尖麦芒，但又恰到好处，分寸上十分符合人物地位和人物关系，配起来相当过
瘾。
    配得过瘾还有一个原因是有很好的对手。
对手好，配戏才有劲。
    如果说，《佐罗》造就了配音演员童自荣的话，《希茜公主》则造就了配弗朗茨皇帝的施融。
在“小生”演员中，童自荣和施融的声音具有不同的色彩和气质：前者华丽、飘逸、不羁；后者清亮
、俊秀、正气。
并不是说演员不能改变自己的戏路，但是，这些与生俱来的气质如果发挥得好，可以为角色增添很多
光彩。
施融配弗朗茨就是这样，他的气质、音色刚好在弗朗茨身上得到了充分展现，使这个年轻皇帝在影片
中显得很突出。
    弗朗茨的老父亲，索菲太后那个耳朵有点背、还总爱说“太棒了(勃拉伏)!”的老伴，话虽不多，配
得也很出彩。
老演员周瀚配来也很对路。
    还有一个让人出乎意料的角色是童自荣。
用他来配伯克尔上校是导演杨成纯的大胆一笔。
有人说，童自荣配了佐罗以后就定了型了，只能配这一类风流小生或花花公子。
其实不然。
童自荣虽然配了佐罗，配了黑郁金香，但在伯克尔上校身上，童自荣展现了他的另外一面，他配出了
一个小人物，一个智力低下、反应迟钝却对工作十分卖力的喜剧人物。
他很蠢，但对观众来说蠢得挺可爱。
在影片里他是个色彩人物，起“调料”作用。
这样的人物不大好把握，既不能配得没有光彩，“味道不足”，又不能用力过头，像唱滑稽，抢了主
戏，反而让观众讨厌。
童自荣配出的伯克尔分寸很合适，而且摆脱了以前那些人物的影子，给观众印象深刻。
     P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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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当时的录音设备相当落后，要录大群众场面，靠调音台是调不出回声或混响来的。
录音师动足脑筋，在大楼走廊里接出个大音箱来，造成空旷的大厅效果。
趁夜深人静，街道上没有嘈杂的噪音，让大家一齐高喊:“女王陛下万岁——！
”这声音一遍遍地通过大音箱在夜空回响。
这在当时文革的萧飒环境中，真是一种怪异的气氛。
    ——《罗马之战》    配音时，我想象有一支枪的枪口就顶在后脊梁上，连头都不敢转一下的感觉，
把气提到喉咙口，呼吸急促，但话语节奏在控制下仍保持缓慢。
这场戏配完，我手心都紧张得出汗了。
    ——《爱德华大夫》    我们把它改为《福尔摩斯外传》，因为中国人对福尔摩斯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但影片又不是真正的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探案，它“颠覆”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是对小说
开的一个玩笑。
所以我们用了“外传”作为片名，就像现在热播的电视剧《武林外传》。
     ——《福尔摩斯外传》    这样的“炒词”在陈叙一笔下出现过许多。
如《海浪》里的“轧轧朋友，轧轧苗头”，《尼罗河上的惨案》里的“悠着点啊”，《加里森敢死队
》里的独特的称呼“头儿”，都成了脍炙人口的生活用语。
这里面的心血，外人难以知晓。
    ——《快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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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现在经常引为奇迹的“上译神话”其实一点也不神秘，就是这样普普通通又极不普通的对每一个
剧本、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呼吸的精雕细琢，一丝丝记取，一寸寸累积，一缕缕传递，终于造就了译
制片的经典时代。
曹雷把六十部译制片的配音笔记整理成册，定名为《远去的回响》。
    这是一本影迷尤其是配音发烧友们期待已久的书。
作者，著名配音演员曹雷从参与配音，导演的数百部译制片中精选了60部经典影视剧，以配音笔记的
形式，独家披露了《爱德华夫人》，《斯巴达克斯》，《希茜公主》，《战争与和平》，《玩具总动
员》等经典译制片出炉的曲折过程，生动讲述了陈叙一，邱岳峰，苏秀，童自荣等著名译制配音工作
的台前幕后故事，保存了有关配音事业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对于影视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远去的回响>>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