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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制迪士尼影片的往事!下"

! 曹 雷

一定要让孩子们看得懂听得懂
第一部正式出口到我国大陆、并由我们

中国大陆译制的影片，是迪士尼公司出品的
电影史上第一部电脑制作的动画片《玩具总
动员》。

这时我才知道，过去我们配音的外国影
片，都是我国买了影片的放映权后，由中影公
司交由我们来译制的，也就是说，我们配的是
“进口片”；而迪士尼的影片却是由迪士尼公
司译配成华语后，再进入我国的，我们配的是
迪士尼公司的“出口片”，一切得按他们的要
求来做。

由于当年上译厂的录音设备还比较落
后，达不到迪士尼影片不同角色分轨录音的
要求，此片的译制虽由我任译制导演，却是在
厂外借了符合他们要求的录音棚来录制的。
配音演员则有上译厂的演员童自荣（配牛仔
伍迪）、程玉珠（配巴斯光年），上海电视台译
制部的好几位配音演员和部分业余演员也参
加了配音。这些演员也都是经过一个角色多
人试音后挑选出来的。电脑制作的画面和传
统的卡通画面在配音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整
部影片的配音工作还挺顺利。

从工作中我感受到，迪士尼方面对他们
影片的对象是“孩子”这一点，自始至终是牢
牢把握的。举个例子：我们以前配外国影片，
片中的人名习惯按原片的发声，比如牛仔“伍
迪”，原片中叫他“沃迪”，一开始，我们也习惯
地配成“沃迪”，可是在迪士尼的影片中就通
不过。他们说，与影片同时发行的还有这部影
片的中文图画书，图书里用的中文名字是“伍
迪”，我们影片里念成了“沃迪”，孩子看了书，
就以为“伍”这个字念“沃”了，对孩子认字很
不利。这样的问题我没有想到。

另外，按照我们译制电影的惯例，影片中
的外国歌曲，基本都是保留原片的歌声，只在
画面下方同步打上歌词的中文译文。可是配

迪士尼影片，却要求我们，把歌词译成中文
后，请中国歌手配唱。这样做，既费工又费时，
还增加了译制的成本。再说，迪士尼的影片
里，歌曲很多，还风格各异，我们去哪里找又
会唱又会配音的演员呢？当我提出用字幕的
办法时，迪士尼方面却问我：这些歌都是有含
义的，怎么让还不认字的孩子看懂字幕，听懂
歌曲呢？明白了这一条原则后，我就全力配
合，经各方推荐，找来了与影片风格相符的歌
手高林生，顺利录下了《玩具总动员》的中文
歌词主题歌。

影片译制完成后，在上海影城举行了隆
重的首映式。影片导演约翰·拉塞特专程来到
上海，和中国观众一起观看这世界首部电脑
制作说华语的动画片。放映时，大人和孩子反
应都十分热烈。放映结束后，场灯还没亮起，
导演拉塞特就一把把我拉过去，来了一个美
式大拥抱！他说，虽然他一句对白都听不懂，
感觉却完全像看原片一样。也就是说，他完全
肯定了我们这部配音版。

卡通音乐剧《钟楼驼怪》
接下来，我遇到了译制上真正有难度的

迪士尼影片《钟楼驼怪》。其实，对我来说，这
部根据妇幼皆知的名著《巴黎圣母院》改编的
卡通片故事并不陌生，配音应该不难。但是，
我没想到，迪士尼把这部影片拍成了卡通音
乐剧。片中有八个人物要唱，而且不同人物唱
的歌的风格全然不同！有的是美声唱法，有的
是摇滚唱法，有的是抒情歌曲，有的是咏叹
调。片头有一段类似教堂唱诗班的圣歌合唱，
片尾还有一首歌，完全是美国黑人唱的灵歌
风格。这些歌全都要用中文配唱！好在请来了
歌剧院的合唱班子和声乐专家在现场把关，
我这音乐的门外汉才算有了依靠。
大段歌唱，给翻译也带来了很多麻烦。这

些歌除了开头的合唱和片尾的灵歌，都是片
中人物唱出来的。唱歌不像对白语速那么快，
对白只要开口和句尾基本对上原口型就行。
唱歌往往一个词、一个字拖得很长，尤其是句
尾的字，必须与原词一个韵脚。如果原片这个
字是开口型，而译成中文是个合口字，配上去
就跟画面不符，也不好唱。这就需要在保证意
思不变的情况下，对着画面斟酌每句歌词的
每个字，这是非常难的。所以这部影片的翻
译，我破例叫了我的儿子来帮忙，他当时是上
海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我可以盯在他身边一
句句地磨。一个“五一”节的假期，就全用在翻
译这些歌词上了。

当然，这么多角色要唱，用演员也是有难
度的。我们从歌剧院请来了几位成熟的歌唱
演员，杨小勇（配弗洛罗神父）、张民权（配说
书人）等等。他们中有的能唱不能说，我就再
找声音相似的配音演员做搭档，一位配唱，一
位配说。像弗洛罗神父，配对白的就是林栋
甫。他的音色很厚实，跟杨小勇这男中音很能
接得上；而为女主角艾斯米拉达配音的，则找
了电影演员杨昆，她能配对白，唱得也不错，

而且她唱得很有感情，带着一种哀怨忧伤，完
全不亚于原片（据迪斯尼方面的人说，原片中
艾斯米拉达一角的唱和对白也是分别是找了
两位演员来完成的）。主角卡西莫多则大胆地
用了一位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年轻学生
来配唱，我打听到他曾在大学生歌咏比赛中
获得过流行歌曲赛的奖项，而卡西莫多在影
片中的歌正好是流行歌曲风格。他配的主题
歌真的很贴原片。而片尾的灵歌，我们的确是
找不到会唱这种歌的演员了。好在这段唱没
有口型，迪士尼方面在香港制作粤语配音时，
找到一个在美国学习过灵歌的歌手，请他用
粤语唱一遍，又用普通话唱一遍，用在了两个
版本的片尾上。

遗憾的是，这部花了大量心血和时间精
心制作的译制片，由于种种原因错过了全球
同步发行的时间，按照迪士尼的惯例，即使译
制好的影片，也不再进影院公映，只作为家庭
影碟上市。

现在，我们如果想看这版《钟楼驼怪》，在
迪士尼的专卖店里，还是买得到影碟的。

这以后，我又导演译制了迪士尼的《恐龙
世界》《罗宾汉》（影碟出版）等卡通片。再后
来，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录音设备有了很大的
更新，迪士尼的影片就安排到厂里去译制了，
那时我已退休，不再接手影片，只是在需要时
去为一些角色配音。

近年，上海要建迪士尼乐园，声音方面又
有不少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入园须知啊，安全
警告啊，还有各项游乐设备的指导视频上出
现的人物啊等等，名目繁多；何况，一些以前
没有译制过的迪士尼经典老电影，因为要在
园内放映，也都需要重新译制配音。我怎么也
没想到，在七十多岁的时候，竟还会为我童年
时代看过的这些《猫和老鼠》《小飞象》等迪士
尼卡通片里的角色配音。这些影片的生命力
可真强啊！

摘自!上海滩"!月刊

" 作者曹雷手举!玩具总动员"广告衫留影

傅海澜传
董 煜

! ! ! ! ! ! ! ! ! ! "#$广纳贤才

司徒雷登的美国朋友乔治·库里夫妇捐
资修缮此楼，指明作为司徒雷登的校长住宅。
司徒雷登起先推辞，觉得母亲和太太已逝，自
己住学生公寓就可，但那对夫妇坚称如此将
收回捐赠，无奈之下，司徒雷登用了个折衷的
方案，自己只用了临湖轩两间卧室，其他房间
均用来接待宾客、召开重要会议或者为燕大
青年教师举办婚礼，后来，外籍教师林迈可夫
妇也搬进了临湖轩。

临湖轩居于燕园中心位置的一个小山包
的顶端，是一座典型的中式建筑，雕梁画栋、砖
饰精美，其南面是开放式的，北坡山石嶙峋，南
侧翠竹环绕，环境极为幽静。临湖轩很长时间
没有名字，直到 !"#!年校友们在此聚会，纪念
燕大建校 !$周年时，才由燕大青年教师冰心
取名为“临湖轩”，后由胡适撰写了匾额。

燕园内除了美景，还有许多雕工精美的
石碑和华表，这些宝贝都来自荒芜废弃的圆
明园遗址，要不是进了燕园，那些文化遗产大
概早就被当地农民垫了猪圈。就连校钟也是
件文物，!"%"年正式来到未名湖畔的土山上，
燕大还专门为之建了一座圆形六柱钟亭，每
过半小时，那古朴的钟声便会嗡嗡地响彻校
园上空，为学生们报时。!"%&年 &月，燕京大
学从盔甲厂迁入焕然一新的新校园，高大的
红漆大门上悬挂着蔡元培题写的“燕京大学”
匾额。'"%"年 !$月 !日，耗时七年的燕京大
学正式落成，燕大举行了新校舍落成典礼，
!$$$多名各界人士到场祝贺，场面蔚为壮观。

校园再好，仅是个美丽外壳，燕大要成为
真正的一流大学，关键在内涵：高水平的师资
和高素质的学生。为了广纳贤才，司徒雷登推
出了三条强有力的措施：第一，改变过去教会
学校的教师都由各教会委派的惯例，给予燕京
大学自行聘任教师的自主权；第二，为了吸引
更多的人才来燕大任教，校方不过问教师的政
治倾向、宗教信仰和学术观点，只要有真才实
学，具备教师资格，燕大都可聘用；第三，从燕

大自筹的款项中拨出一笔钱，大幅度提高
中国教师的待遇，实现中外教师同工同
酬。那时正值军阀混战、国家财政出现严
重危机的时期，很多国立大学不能按时给
教授们发薪水，最长居然拖欠教授薪金达
两年之久。因此，燕大月薪 (&$元的教授

待遇颇具吸引力，短短几年中，一批富有高等
教育经验在学术界很有声望的名教授们纷纷
转到燕大就职，可谓人才济济、群英荟萃。
当然，吸引那些专家学者的不仅仅是待

遇，而是燕大自由平等的学术氛围。司徒雷登
倡导，在规定的教学制度范围内，教师讲课不
必遵循死板的教学大纲，可根据情况采取不
同的教学方式。校方还鼓励外籍教师和从国
外留学归来的教师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
理论运用到教学当中去。一些著名的中国学
者如陆志韦、张东荪、冯友兰、沈尹默、周作
人、俞平伯、吴宓等的加盟，也给学校带来了
自由民主的探索精神。高水平的《燕京学报》
更是成为学术讨论的一个重要窗口，王国维、
郭沫若、俞平伯、吴晗等著名学者都在学报上
发表过学术论文。
再来说说学生。学生素质不高，一直是司

徒雷登的一块心病。建校初期，燕大学生大多
有明显的宗教背景，他们靠教会资助读书，毕
业后也主要从事宗教工作。司徒雷登决心把
燕大的办学宗旨由为教会培养工作人员转变
为替社会造就高素质人才，想方设法吸引优
秀学生报考燕大。司徒雷登采取的第一个措
施是说服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大作为燕
大的女生部。协和女子大学的学生素质较高，
李德全、谢冰心等社会名人当年都是协和女
子大学的学生。协和女子大学的并入，不仅提
高了燕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也使其成为当时
国内最早实行的男女合校授课的大学之一。
燕大开办初期，学生主要来自华北地区的各
教会学校，这些毕业生只要有校方的推荐，不
必考试就可以直接升入燕大读书。所以为了
改善学生质量，司徒雷登建立了严格的入学
考试制度。燕京大学在全国范围内的公开招
生，考试科目多、难度大，尤其是英语考试的
要求，远远高于其他学校。必考科目中的智力
测验，更是其他大学所没有的。但随着燕大的
名声越来越响，全国各地的考生还是趋之若
鹜、蜂拥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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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小皮匠终于绝望了

小皮匠的那双脚，要是用住在我家对门
的那个北方佬的话来形容，就叫做“盖了帽儿
了”。小皮匠的脚沟壑纵横，糙皮重叠，银屑鳞
鳞，斑斑驳驳。
小皮匠最大的乐趣，就是临睡的时候倒

上一大盆滚烫的水，烫脚。他先是用毛巾蘸着
轮流烫每条脚趾缝，然后像擦皮鞋一样上下
拉，拉好一条拉下一条。等到水不那
么烫了，小皮匠便把两只脚都浸进
去，此时他整个人会为之一震，接着
便是一阵咝咝咝的声音，就像是在啜
螺蛳。到此为止，前面的只能算是序
幕，好戏这才开场。只见小皮匠脚底
搓脚盆底，脚背擦盆沿，两只脚正面
对搓，绞花搓，上下搓，横过来搓，竖
起来搓，倒过来搓，手脚并用，捏，磨，
搔，刮，咯吱咯吱，叽咯叽咯，咕叽咕
叽，淋漓酣畅。烫脚烫到这个份上，也
算是到境界了。这种时候，你要是把
小皮匠从脚盆边拖起来，他会和你拼
命的，哪怕你说敲一副掌子给他五块
钱，他也不会朝你翻一下白眼。这种
状态，要是让那些一辈子都没有生过脚癣的
人看到了，会妒忌得发疯。一直要到一脚盆水
一片混白，就像是小火炖了三个钟头的河鲫
鱼汤，小皮匠才会心满意足地谢幕。后来肉
团子帮小皮匠改了剧本，增加了高潮部分。
小皮匠刚刚开始弄出声音，肉团子出场了。
肉团子心想自己也经常在阴沟洞和水漏管
那里玩水，怎么就从来没有玩出过这么多
的名堂来。开始时肉团子蹲在一边看，后来
就扒在脚盆沿往里看。小皮匠两只脚扑通扑
通一阵翻舞，肉团子以为小皮匠邀请它一起
玩，就把爪子伸进去了。小皮匠这才如梦初
醒，也就一眨眼的工夫，小猫长这么大了，而
自己其实是有点怕猫的。肉团子的爪子一搭
上他的脚背，小皮匠汗毛就竖起来了，赶紧草
率收场。
第二天吃了晚饭，小皮匠早早地倒好热

水，准备好好补上昨晚的扫兴，哪知道脚盆刚
放下，肉团子已经在脚盆边沿蠢蠢欲动了。肉
团子哪怕是在出差期间，这个时候也会千方
百计赶回来。小皮匠发火了，让我赶快把猫抱
走。我把肉团子抱走，一分钟后让它继续去扒

脚盆。几次三番以后，小皮匠知道洗不太平
了，只好再度草率收场。这正是我想要的结
果。小皮匠不能尽兴地烫脚，会很难受，就会
老想着脚，不会想着对付我了。
几天以后，小皮匠终于绝望了。白天他在

皮匠摊，脚痒得浑身燥热，钉掌子的时候恨不
得把鞋钉朝脚上钉，锉轮胎皮的时候恨不得
丢掉轮胎皮直接锉脚底，一点没有心思做生

意。晚上回到家里，要想爽爽快快烫
烫脚，肉团子要捣蛋。小皮匠已经被
逼得走投无路了。对小皮匠来说，人
生的最大乐趣，就是临睡前烫脚搓
脚了，现在这点乐趣也被一只猫剥
夺了。小皮匠对肉团子恨之入骨。
他做出了一个非常毒辣的决定。这
天早上，小皮匠要我马上把猫送
走，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放生。我哭
了，求小皮匠不要这样做，说我会
把猫管好的，晚上保证会让他太太
平平洗脚的。小皮匠挑起皮匠担子
打算出门了，回过头来恶狠狠地
说：“我晚上家来，看到这只死猫还
在，我就叫廿七号里的张师母来捉

猫。”我发急了，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骂了句
苏北话里最难听的话，又朝皮匠担子踢了一
脚。小皮匠愣了一愣，骂道：“小赤佬你不要命
了是吧？”撂下担子就朝我追来。我已经开了
前门逃出去了。

廿七号张师母吃猫的名气太响了，肉团
子要是被她捉去，肯定连骨头也嚼得无影无
踪了。我知道小皮匠说得出也做得出。我打
不过小皮匠，我没法保护肉团子，当然我也
舍不得把肉团子送走。那个早上，我一直紧
紧地抱着肉团子，不停地流眼泪。肉团子懂
事地舔舔我的手，用头蹭我的脸，一声声叫唤
着。它的声音有点变了，但在我听来依然像是
在叫“妈啊”。
危急关头，我忽然想到了姨婆。姨婆太冷

清了，把肉团子送到姨婆那里去，正好让它去
陪陪姨婆，我还经常可以去看它。这个办法太
好了，连我都不得不佩服自己。一个人聪明不
聪明，关键时刻就看出来了。那以后的一切就
变得轻松多了。我拿了只碗，抱着肉团子，挨
家挨户去化缘。那天运气不错，讨到的鱼鳃鱼
肚肠比往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