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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制片何时不再渐行渐远

! ! ! !译制片何时不再渐行渐远？这个话题，原
本不应成为一个问题，可最终还是成了一个
问题。译制片的制作数量日渐式微，多少有些
难以为继了。进入国内市场的不少国外电影，
用译制片方式来进行配音加工已明显减少，再
也难起大的“蓬头”。在或可预计的将来，译制
片继续走下坡路乃至“寿终正寝”也并非杞人
忧天，到时说不定还真可能成了岁月流逝的某
种记忆。
所谓译制片，指的是翻译制作电影片、电

视片等，演员说话从一种语言变成另一种语
言，譬如从英语到汉语的转换。就国外电影片
而言，由于国内配音演员与国外电影里的演
员说话同步进行，口型相对接近，无论是听觉
效果还是欣赏韵味更加接近于国内观众，能
够很好地将影片情节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成为国外电影在国内市场拥有大量观众的最
好媒介。如今的电影市场上，由于译制片的持
续衰落，原版片已占据了很大一块市场份额。
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仅配上中文字幕，一切皆
大功告成。据说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配音
演员的接连缺失，译制成本和回报的不容乐
观，投入与产出的巨大反差，造成了译制片配
音演员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人力、物力、财力
均呈明显困难的现象持续蔓延。于是，译制片
也就在“讲究市场规律”的洪流中，不得不成为
市场的“牺牲品”。然而，译制片相对于原版片
不管从哪方面着眼，其自身的独特优势是不

能忽视的。农村地区是一个广阔的市场，译制
片受欢迎的程度不可小觑。而大中型城市中
老年群体对于译制片的喜爱与感情，也是有
目共睹。处在这个年龄段的人群由于早年经
常看译制片，至今还对它留有十分美好和深
刻的印象，对译制片的兴趣明显超过原版片。
只是现今市场难得寻觅到译制片，也就只能忍
痛割爱了。有些中老年朋友因视力退化、等不
可抗拒因素，干脆对原版片敬而远之。看国外
电影，不知不觉中似乎成了年轻人的天下。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文化现象的出现和
变化，诸如译制片的生存困难，不能只以经济
效益来衡量，还要看它的最终社会效益显现，
两头都需兼顾到。一味地以经济效益作为评判
的标准，进而忽略了社会效益的巨大潜力，其结
果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就像有的公益活动，不
以单一的经济效益为标尺，由此惠及了许多
人，受到社会肯定自在情理之中。电影市场当
然无法置身于市场外的真空里，讲究经济效
益也无可厚非，但一切都要以观众的切实
感受和市场的受欢迎程度来进行自我修
正。译制片遭遇到的尴尬由于涉及市场和
众多人群，其公益性质更显突出。如何做好
这块“蛋糕”，应是有关方面花一定力气进行
研究并尽可能加以改善的时候了。
让译制片从现在起不再渐行渐远，我与

许多人一样，对此抱有谨慎的乐观。但愿这不
是庸人自扰，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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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剧情老套，只要情真意切
! 孙佳音

! ! ! !从来不养宠物的我，却坐在放映厅的最
后一排，为一部完全虚构的关于狗的电影，一
直一直鼻头酸酸眼眶红红。虽然这部电影看
起来是明快、温馨，甚至搞笑的；虽然我也明
明知道剧情非常老套煽情略显用力，但我还
是很没用地在片子的最后，哭得像个傻子。

是的，热映中的电影叫作《一条狗的使
命》，没有大卡司，也没有强情节，讲了一条狗多
次经历重生，在一次次生命的轮回中寻找不同
的使命，最后又回到了最初的主人身边的故事。

第一世的时候，狗狗和小男孩在他姥爷
家的农场撒欢，他将一只憋了气的垒球抛向
远方，然后俯下身子，当狗的跳板，狗狗借力
飞奔出去，跃起，抢下垒球，在空中画出完美
的抛物线。他们就这样玩了很多年，小男孩变
成了大男生，狗狗陪他一起经历了家庭变故、
甜美初恋和那场意外灾难。但当瘸着腿的男
孩残忍地拒绝了女友的关爱，也没办法再带
着它一起玩耍，自己开着车要去上大学，狗狗
却只是执着地跟着那辆绿色的小轿车，穿过
田野穿过公路一直一直奔跑，嘴里叼着那个
被男孩扔下的憋掉的垒球。电影第一次让我
觉得感动又特别难过。

省略其间的数次感动和难过，以及狗的
两次轮回故事。到了第四世，被主人遗弃荒野

的狗狗好像闻到了曾经熟悉的气味。于是它
加速奔跑，穿过田野穿过公路，跳跃在麦穗间
的镜头让我一下子红了眼，我知道他们要重
逢了。后来，狗狗在仓库昏暗的角落里找到了
以前他们俩最爱玩的那个球，兴奋地叼起来
跑向已经年过六十的主人；再后来，他找回了
曾经叫唤它的昵称，一遍遍地等待那一声
“汪”的应答，它找回了以前跟他撒娇的方式，
转着圈咬自己的尾巴；再再后来，他像从前那
样，将球向远处抛出，并立马俯身在地，它也
像从前那样，踩在他的背上一跃而起，在空中
抢下垒球。只是这一次，狗狗转身，迎接他惊
讶的目光。然后他们在镜头里久别重逢，抱头
痛哭，我在银幕下感动涕零。

关于久别重逢，最近还有一部国产电视
剧的一组镜头，也深深打动了我。不夸张地
说，也让我哭得像个傻子。这部电视剧叫作
《鸡毛飞上天》，名字土气，打动我的故事发生

在上个世纪 !"年代，于是连色调和服装也很
土气。男主人公鸡毛和女主人公骆玉珠，被乡
邻甚至亲人活活拆散已经整整八年。这八年
里男的出走他乡，在外面当上了厂长干出了
成绩，甚至正有白富美爱慕他的才华想要带
着家族企业嫁给他；女的嫁人生子丧夫，一个人
带着孩子做着摆地摊的小生意，他们比八年前
更加不般配。男人终于找到女人，她却躲在门
后，不敢面对，甚至带着孩子连夜准备搬家。

于是，他们分别上了两辆背道而驰的火
车。是鸡毛先看见玉珠，但他不敢相信，他先
回头看看，再往前瞧瞧，确认自己不在梦中，
而先回望的方向，是车门。确认对方真的是玉
珠后，鸡毛开始慌了，注意这时鸡毛的呼吸，
急促起伏，他想喊，但喊不出来，第一声“玉
珠”几乎小得只有他能听见。他调整呼吸，停
顿，平息，终于喊了出来，骆，玉，珠，每一个咬
字都好像要耗尽身体最后的力气。这一停一

顿中，一个男人的深情，已经渗出电视机。这
段呼唤，我反复看了好几遍，也反复哭了好几
遍，虽然剧情难免是老套的，背景音乐也是煽
情的，但张译的表情、动作、语调和呼吸，全都
无懈可击。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爱乐之城》

最打动我的不是那五分钟的如梦如幻，而是
最后男女主人公无语的凝视和告别，最简单
也最难演，很老套但也很动人。我相信是这个
镜头，帮助艾玛拿下本届奥斯卡最佳女演员
奖，而最佳男演员奖得主卡西·阿弗莱克更是
在《海边的曼彻斯特》里贡献了太多个这样细
腻而动人的表演。
这样的例子，其实是怎样的例子呢？是老

套但却做足铺陈的故事，不会叫观众觉得丰
沛的情感突如其来；

是克制但却满溢情感的表演，没有那些华
丽的不切实际的台词，用眼神就足够直抵人心；
是刻意但却恰到好处的煽情，我们总是批评韩
剧煽情过度，却也不得不承认，光线、空镜和
配乐，很多时候的确是故事和观众都需要的。

这样的例子，尤其是《一只狗的使命》的
例子，其实并不算高级，甚至是非常好莱坞套
路的，简单讲就是完全是可拆解可复制的。它
所拥有的不过是扎实的铺垫，饱满的细节和
真诚的情感。不要怕剧情老套，也不用怕煽情
刻意，观众会为真诚而细腻的故事买单。就好
像，《一条狗的
使命》国内累计
票房已过 # 亿
元，并不输给同
期上映大卡司
大投资大 $% 的
《金刚狼 &》。

! ! ! !毕飞宇写《青衣》，写了好多种人，
好多件事，但他心中的青衣就只有那一
个，那个唯一的筱燕秋，那个冷到骨子
里又热烈到骨髓里的筱燕秋，那种独特
而凛冽的气质让人过目难忘。那种偏执
与痴狂，义无反顾又惊心动魄，有时候，
你不得不肃然起敬。
小说改成戏曲，自是不易，特别是

戏曲两个小时的容量有限，要有人物、
要讲故事、要吟唱自己内心复杂的情
感……剪裁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找准
原著最闪亮的那一束光，这样的改编
应该比原创容易，毕竟有那样坚实的
文学基础在闪闪发光。
我想，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是多么

期待这场演出，期待在戏曲舞台上呈
现那个舞台上物我两忘、舞台下生而
为戏的痴人，她的水袖挥洒流年，台步
款款，婀娜多姿，但每一步都是茕茕子
立，清冷孤寒，说不尽的悲凉如水。
舞台大幕缓缓拉开，“从此后每到

月华升天际，便是我碧海青天夜夜心
……”我看到了很美的筱燕秋，她吟唱
着轻展水袖，身段美、扮相美、声音美、
举手投足都美，一切看起来仿佛都是
好的。但是，我的心里有个声音在低低
地抗议，并且声音越来越大：这不是筱
燕秋，这个青衣，她不是筱燕秋' 是
的，她没有逼人的冷，也没有灼人的
热，创作者用世俗的烟尘漾去了她原
有的温度，她变得犹疑、瞻顾、权衡起来。
我看到了一个烟火缭绕的筱燕秋，一个俗

世里命运多舛的筱燕秋、寻常生活里实实在在
学戏演戏的筱燕秋、几番思量大度让台成为合
格传承人的筱燕秋……我几乎能想起在任何
一个戏曲院团与我擦肩而过的女演员。她的确
是温暖的，没有摄人魂魄的冷，也没有灼人心
魂的热，我想看到的“青衣”，或者毕飞宇笔下
的筱燕秋是具有独特气质的。她的言行举止，
外在冷峻，内里或温或凉，再往深处探去，一定
是岩浆般灼人的炽热，这种炽热是痴狂、是偏

执，是飞蛾扑火的一往无前。而我们看
到的这个筱燕秋，她妥协了，她试图把
自己做成那个青衣，但是一举手一投
足，流露的全是烟火的味道。
筱燕秋可以悲叹情感，在与乔炳彰的

对视中，他们惨然苦笑，在与面瓜的对话
中，他们亲如陌路，这是披着生活袈裟的
青衣，凡而不俗，命运之下，既统一又撕
裂；她还可以悲慨时光，感伤青春，春来这
一角色，可以赋予一位青衣多么丰富强
烈的对比，春来映照下的筱燕秋，既自在
又伤痛，既齐整又残破。但是，这样的疼
痛、这样的痴狂、这样的身不由己……她
却是在打掉了腹中的孩子之后，选择了
让台！
我想，筱燕秋的字典里是没有德艺

双馨这样的字眼的，她的一生只有一件
事情，演戏。这件事支撑、充溢她全部的
人生，她和时间赛跑，和自己赛跑，和命
运赛跑，拼命跑到舞台中央，跑向她心
里的嫦娥，一路跌跌撞撞，一路颠沛流
离，遍体鳞伤，但除非她死在了奔跑的
路上，即便真正地倒下了，她也未必甘
心。而舞台上，美丽的筱燕秋与身边人
的你来我往中，慢慢消解了属于自己的
个性、情感、伤痛……不够疯魔，不够极
致，而所谓的温暖的结尾，有的时候，仅
仅是因为那份寒冷，无法抵达。

其实，如果不是原著太高，就戏论
戏，这部作品品相不坏。戏很美，美在张

曼君对这部作品偏爱与投入。
张曼君的导演艺术在这部戏里有了明显

的突破，用时下最热门的话说，这部作品是走
心的，作为一个导演，最普通的观众也能看出
她由衷地热爱。心里越丰满，出手越节制，她调
用了她的智慧与经验在舞台上留白、写意，一
件蓝色的外衣在演员的手里，穿上、脱下，摇
摆，拖曳……是程式又是创新，舞台后身的镜
像，随着主人公的心绪，时而逼仄时而宽阔，她
是智慧的，也是厚实的，配上刘杏林简约的舞
美，整个舞台干净、洗练，雅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