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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础影视翻译与研究》内容简介：“新世纪翻译学R＆D系列著作”是为适应全球化发展、满足国家
和社会对翻译专业化或职业化的巨大需求而策划的一套丛书。
《基础影视翻译与研究》（作者杜志峰、李瑶、陈刚）是丛书中针对影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力作
。

作为中国内地翻译及学者研究影视翻译的首部专著，《基础影视翻译与研究》从影视翻泽的重要性入
手，分析了中国和主要欧美国家影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现状，阐释了影视翻译的特殊性和基本原则，
从翻译的视角分析了影视作品的类别和语言特点。
在理论铺垫的基础上，该书着重从翻泽实践的角度讨论了影视翻译最重要的三种类型，即字幕翻译、
配音译制、片名翻译，通过大量实例和分析，揭示影视翻译的规律，澄清翻泽实践中的疑点和问题。
此外，还以《新水浒传》字幕翻译为案例，就影视汉译英提供了不同类型的实践及研究试范。
最后，就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文电影字幕英译如何走向世界的客体和本体问题作了学术探讨
。

《基础影视翻译与研究》每章配有焦点问题探讨，既是对主要内容的回顾，同时也引发更多的思考。
附录中收集了影视翻译中常见的专业词汇和代号，以及西方影视翻译研究的专家和成果。

《基础影视翻译与研究》适合高校翻译专业、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也适合于对
影视翻译感兴趣的任何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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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一镜头是居里夫人和丈夫分析测量铀和钍能量的结果，语言流畅，可是对于不熟
悉放射性物质的普通观众来说，不一定能明白“读数”、“能量”等专业词汇是怎么回事，但这并不
会影响观众观看整部电影，因为众所周知，居里夫人在这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译者必须保证语言的流畅，不影响观众“听”电影时的感受。
 字幕片和译制片的对白都要把握易懂的原则，但由于两者在传递信息时采用了视觉和听觉两个不同的
通道，翻译的方法也会有所差异。
译制片的语言不仅要让观众听明白，还要让观众听着舒服。
这就意味着句式不能太复杂，要避免使用生涩的辞藻。
而翻译字幕时，要尽量避免生僻的词汇和复杂的长句，保证观众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抓住语句的主旨
，跟上剧情的发展。
 此外，译者还要注意翻译导致的歧义。
歧义主要是由词汇和结构引起的，造成词汇歧义的主要原因在于词汇的同音异义和一词多义，而结构
歧义一般起因于形态或结构的含混。
对于字幕翻译来说，要避免结构歧义引起的误解；而对于译制片来说，由于主要通过听觉来欣赏影片
，要避免由语音及语义引起的歧义。
比如，英语的代词“he、she、it”译成汉语后发音完全一样，如果语境比较模糊就无法区分到底是哪
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影视翻译工作者应该灵活运用一些其他的表达方式来避免出现误解或语义含混。
当然，如果歧义本身是为了达到某种特殊效果，译者就要思考如何还原这种效果了。
 3.聆听性 聆听性是配音译制片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观众主要通过演员的对白跟上剧情的发展，除了
让观众听懂，还要让观众听得舒服，这就意味着译者要注意人物的语言能否反映其身份、个性，是否
富于感情色彩，能否充分表现人物形象。
简言之，译者要把握好人物语言的性格化和情感化的原则。
准确把握人物性格，译者及相关工作人员才能在翻译、配音的创作过程中做到“对号入座”，观众听
其声便能识其人，这在群戏中尤为重要。
而情感化原则，既是译者在创作过程中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下笔时锤炼文字、决定取舍的衡量尺
度，同时也是评价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准。
如果翻译只停留在文字的浅层上，没有潜入其情感深层，即使文字算得上准确、通顺，在字数、节奏
等方面也无可挑剔，其结果也往往貌合神离。
对影视剧的翻译来说，准确自然地传递原作所蕴含的每一份感情，实为译者的天职，这就是情感化原
则的核心所在。
 4.无注性 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俗语、歇后语、幽默双关、文字游戏、文学典故，以及丰富的文化信息
，等等，对于读者难以理解之处，可以增加脚注或尾注，但影视片的翻译不可能采用加注的手法，只
能在不影响影片宏旨的前提下采取意译、解释、省略等变通的方法。
 影视作品具有视觉和声效的综合性，易于为观众理解。
影视作品中的各个要素如语言、音响、色彩、光线以及动态画面之间是互相影响、互为补充的。
观众对影片的理解源自对这些所有要素的综合。
观众对其中一些要素理解的欠缺，一般可以通过其他要素得到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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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影视翻译与研究》编辑推荐：中国影视翻译的历史不过几十年，但在这短短几十年间，随着影
视行业的飞速发展，对于国外影片引进的日益增多，以及国产电影与国际的交流增强，影视作品的英
汉互译正日益壮大发展，而在影视的实践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与网络的普通，影视的翻译正经历着
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的长足发展。
各专业的英语学习者和爱好者对于影视翻译由以往的高不可攀，渐渐形成了一套评价与判断标准，而
影视翻译的过程急需一个系统的研究与标准来指导实践。
《基础影视翻译与研究》借鉴来自各界的影视翻译实践，这本《基础影视翻译与研究》旨在从指导翻
译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介绍跨文化研究对于影视翻译的积极作用。
除了系统地介绍影视翻译技巧外，还会介绍在不同影视作品中体现的各种文化信息。
附录还会附上一些特殊影视作品的专用词汇表，如罪案类，剧情类，军事类等常用词汇表，供影视翻
译爱好者提高相关的翻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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