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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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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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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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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译制主体　第二节　艺术加工与“屏幕魅力”　第三节　思想移植与观念更新　第四节　系统管理
与安全审查　第五节　结语第三章　影视配音与导演艺术　第一节　配音译制的流程　第二节　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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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的基本素材　第二节　工作拷贝的转换技术——胶转磁　第三节　译制配音的技术性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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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竞争　　第五节　结语第七章　国外译制研究　第一节　日本译制片研究　第二节　意大利电
影译制概况　第三节　巴西译制研究第八章　民族语译制　第一节　民族语译制的意义　第二节　民
族语电影译制的发展　第三节　民族语电影译制的成绩　第四节　对民族语译制发展的思考　第五节
　结语附件　年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影译制工作的通知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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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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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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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一本关于当代中国译制片的专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过去大家喜欢看译制片，但并不习惯从理论上研究总结，结果许多译制大师离我们而去，留下的作品
很多，却没留下多少墨宝，这是非常遗憾的。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开始思考译制片的问题，也有了理论研究，这是很好的现象。
遗憾的是，研究的成果并不理想，往往散论多，综合少；作品分析多，政策分析少，整体上不够系统
，缺少理论高度和前瞻性，而且，往往认识落后于现实。
比如说，一提到译制片，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外国电影的汉语配音版，很少有人抛开作品去思考译制的
意义，去思考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凡是把广播影视作品的语言系统转换加工成另一种语言的活动，
都属于译制的范畴，而这恰恰是问题的本质。
从这个基点来讲，我们的思考就不单从怎么配音来说，而且更要深入到配音的内容，就是具体要说的
话，于是，提供这要说的话的活动——翻译，就不得不成为研究的重要对象。
过去人们对译制片的看法大多局限在配音这个层面。
大家能说出来某某演员的声音多么动人，如何用声音塑造人物形象等，却不知道翻译的辛苦。
显然由此得出的对译制片的认识也是片面的、不完整的。
本书作者希望扭转这个局面，坚持全面的观点，把译制片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考虑进去，对译制的分析
不局限于某一个环节、某一个层面，而是整个过程，而且，立足点也不是一个视角，而是多个视角，
不仅考查译制片的艺术生产，而且研究译制片的技术生产，还要分析关于译制片生产的政策和管理。
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征。
除了对译制片的生产过程进行全面分析外，本书把思路继续展开，从纵横两个维度扩展对译制的认识
。
显然，译制片是个社会现象，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译制片的存在和发展完全受社会发展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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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译制》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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