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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何    曰    翻    版？

一月二十日
寒风凛冽。

早上，为了到东影四期训练班报到，我几乎坐了一夜火车，带着简单的行装，从吉林市赶到刚刚解放
三个月的长春。

我一身土气，穿着一套新做不久的旧灰布棉干部服。
所谓新，是因为两个月前才发到我手里，里子基本上还是白的；但面儿已经破旧、肮脏得不成样子，
剐了好几个破口，灰黑色的棉花向外裸露着。
我从接触革命那一天起，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观念：似乎谁越不注意生活小节、谁越衣着不整，谁就
越革命。
因此不管是新棉衣还是旧棉衣，似乎都有—个不成文的穿着条例：袖头内侧是涂嘴的，衣襟是擦手的
，整个衣袖的外侧是抹布，分管擦桌子、椅子⋯⋯。
至于坐在哪儿、躺在哪儿，就更无所顾及了。
记得有—次，我去为集体伙房领豆油，需要把一大铁桶豆油现打开，才能付给我油。
我就帮人家又搬又抬。
可桶盖怎么也拧不开了，于是我又和那位工作人员用一根铁棍狠命地撬。
撬了半天，盖子突然一下子飞走了，豆油立刻喷溅出来。
我正好拿着铁棍站在最前面，首当其冲溅了我满身的油。
那位工作人员十分抱歉，可我却毫不在意。
本来就十分“革命”的服装，这一下就更增添了“革命色彩”喽。
我就是穿着这身衣服，来到了长春的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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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长影的译制片时代,是中国电影一段无法忘却的光影记忆. 长影是中国译制片的诞生地.上个世纪五六十
年代,长影的电影译制工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译制片的发展,探索和总结出好多宝贵的电影译制经验,并
且已经形成了生活气息浓郁,贴近普通大众的译制与配音特点,形成了中国译制片的长影学派,其所获得
的经验和成就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宝贵财富. 肖南,这位在长影一直做译制工作的电影人,就是长影
辉煌的译制时代的最好见证. 演员:参与电影配音200多部 肖南今年76岁,从1949年到1990年,他一直在长影
译制厂工作.最初是配音演员,后来成为译制导演.他与爱人现住在长春市社会福利院安度晚年. 长影自从
成功地译制出前苏联电影后,译制片生产的热潮就波推浪涌.然而,由于受到设备条件,翻译水平等多种因
素的限制,译制工作领域的困难也不断增多.对口型是译制片的核心问题,胶片1秒钟24格,只答应1/8秒的
误差.说起来轻易做起来难.译制片不同故事片,译制演员在黑暗中面对的是银幕,光看人物口型不行,还要
把握人物的心理.情感.情绪,这就需要听觉和视觉的敏感度;配音演员又不同于话剧演员,话剧可放开音量
使最后一排座位的观众也能听到,而配音却有近景.中景.远景的限制;译制片还有各个国家民族风俗习惯
的把握问题.故事片.话剧可以准确地进行语言表达,译制片更需要演员去了解不同国家.民族的语言习惯.
音质特色. 为了让中国更多地了解和熟悉世界,将世界风云填充银幕,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肖南成了一
名成功的配音演员.他相继参与配音的电影多达200多部.其中他感到较为满足的有,他成功的演绎了性格
沉稳,大智大勇的斯大林形象,以至于后来到部队参加会议时,指战员们知道了他是中的"斯大林",不由自
主的欢呼起来,把他抬起抛向空中,表达出人们对苏联电影的热爱.中肖南为一个社会党头目配音,将其阴
险狡诈.心狠手辣的本性展现的淋漓尽致,闻名文艺评论家袁水拍还发表文章,赞扬肖南的配音功力.中,肖
南成功地为二战中的一位民间诗人配音,从20岁到100多岁,他想了很多办法将其青年.壮年.老年的音质准
确地表达出来,展现了配音演员的深厚功力,得到观众的热烈称赞.中,肖南为保加利亚革命领袖季米特诺
夫配音,在法西斯的法庭上,围绕"国会纵火案",季米特诺夫大义凛然,滔滔不绝的雄辩,肖南惟妙惟肖地表
现出来,展现了革命领袖的政治风度与人格魅力. 导演:执导译制片近50部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肖南成
为译制导演.他执导的译制片有50部之多,非凡是他导演的..等,已经成为广大观众难以忘怀的经典. 是观
众喜爱的影片,在表现浪漫爱情的同时,也展现了意大利罗马帝国时的独特风光.其中的语言对白,肖南十
分重视.年轻貌美的安妮公主在访问罗马时,想尝试平民百姓的生活滋味,邂逅了美国记者乔,两人产生了
爱情.乔的助手来谈工作,骚扰了一对恋人的温情,语言巧妙,包袱迭出.肖南准确地把握了外国语言的底
蕴,将这场戏导得津津有味,幽默跌宕,成为至今人们难以忘怀的爱情经典场景.从而也使奥黛丽.赫本的表
演风格增添了更多清纯.典雅的色彩. 做译制片导演,肖南对各项工作都要求严格.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他
都要求演员去熟悉异国的历史风俗,去了解人物的性格特征,哪怕只有一次出场,他也要演员谈清戏中矛
盾纠葛所在,语言音调特点,保证整部影片的水准和特色. 是前苏联1982年出品的彩色故事片,钢琴师普拉
东为车祸撞死人的妻子承担法律责任,在从莫斯科开往阿拉木图的中途车站遇见了平民妇女薇拉,两人
由最初的冲突,不理解到慢慢地沟通.关心.互相同情.直至相恋,语言对白极多.肖南要求演员渗透中年人
的爱情概念和具有鲜明特色的时代背景,去了解前苏联复杂的社会生活,从而成功地在剧情动态发展中,
层层揭示了主人公丰富多彩的性格,展现出导演细腻的心理刻画能力. 安度晚年的肖南除不时到南方讲
学外,还在刻苦研习书法.临别,他把一幅作品赠与记者.是杜甫诗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愿
肖南晚境也如枫叶一般,凌霜不枯,遇雪更红. 来源:吉林日报 2006年2月14日 [记者于雁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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