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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对白的汉译原则和翻译技巧

——《两个人的车站》个案分析

河北大学 剥、丽新

提要：对白是电影作品传情达意的重要手段，是剧中人物与观众进行交流的最直接的媒介。由于中俄两国在

文化习俗、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对白的翻译难度较大。作者以前苏联影片《两个人的车站》中的经典对白

为例，探讨电影对自在汉译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和常用的翻译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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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前苏联和当代俄罗斯著名翻译理论家B I-L KOM．Cap0B

认为，翻译是在操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实现的一项言语交际活

动，其实质不是译者的言语行为，而是复杂的跨语言交际行为，

它是两个不同语言的言语产品在交际过程中的融合，从而表达

不同的内容。翻译的结果不可能完全保留原文的内容，其目的

仅在于实现“交际等值”(杨仕章2003：46)。

电影作品是一种视听的综合艺术，这一根本特点决定了电

影对白的翻译与一般翻译方法有着很大的不同。根据Korea-

capoB的“交际等值”原则，电影对自在翻译时应力求译文忠实

于原文。但完全等同于原文的译文是永远达不到的，因为电影

对白是一套多层面的，由语音、语法、修辞等语言内因素和社

会、历史、文化等语言外因素构成的综合体系。由于这些因素

的影响，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差别巨大，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可

能在它们之间划等号。因而，翻译电影对白时应以目的语观众

为中心，要兼顾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说话习惯，不能因语言习

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同时又要遵循电影语言的基

本特点，注重意译而不是直译，尽量保存原文的韵味。

由电影大师梁赞诺夫执导的电影《两个人的车站》是最能

代表前苏联喜剧电影特色的影片之一。该片获得第16届全苏

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和1983年戛纳电影节金

棕榈奖。《两个人的车站》是世界电影史上一个仅以两个演员

的对话和表演就使影片获得巨大成功的典范。本片没有传统

喜剧中的那些极端巧合的情节编造、夸张的动作设计、急功近

利式的噱头和漫画式的人物，它全凭质朴和生活的本色取胜，

琐碎得就像我们身边天天发生的事情。里面的一幕幕场景真

实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似乎随处可见。男女主人公以天衣

无缝的精彩对白，细腻动人、令人折服的表演，再现了一段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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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情故事。可以说时隔二十五年，片中的许多精彩片段仍令

人回味无穷，难以忘怀。现以该片对白为例，探讨电影对白在

汉译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和常用的一些翻译技巧。

2．电影对白的汉译原则和翻译技巧

影视翻译相对于一般文学翻译而言与再创造有着更为紧

密的联系。电影对白的翻译就是艺术的再创造、再加工过程。

但是，这种再创造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电影艺术本身特殊性的

制约。再创造不是自由创造，应该以原文为基础，赋予人物个

性化的语言，再现语言本身的美，保留文化的意象美，创造显

豁、自然、流畅的口语化语言。

2．1译文的配音与演员的口型必须相吻合

电影是一门“形声结合”的艺术，其中画面与人物对白起着

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作用。为了取得声音与画面的和谐一

致，配音时对口型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要求在忠实原文的

基础上译出通顺的中文，同时还要保证原文的音节和与中文的

字数应基本相当。因此，与一般翻译方法不同，影视对白的译

者通常采用增加或是精简译文的方法使口型吻合，以增强译制

片的真实感。例如：

(1)3eⅧmpeKTop．)K印e3,-laU)lopora一哪TOqMOCTb，KOM一
中op'r，qH咖．

副站长：出门坐火车一要准时，二要舒适，三要干净。

火车站副站长的这句对白语言凝练，反映了影视语言的简

洁性。原文有16个音节，而译文中却只有9个汉字(铁路是准

时，舒适，干净)，配音时口型很难吻合。译者通过增加译文的

方法使译文字数和原文音节基本相当，达到了配音与口型同步

的目的，增强了整部影片的欣赏效果。

2．2译文要保留原文言语的民族风格，同时要创造自然

流畅、口语化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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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已独特的言语风格，这种风格是民族心

理、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产物，并且深深植根于这一语言的语

言系统、语言结构之中。要进行语际转换，就要将一种风格转

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要求译文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尽可

能地人乡随俗，使之符合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电

影是一门大众化的艺术，其语言应尽可能翻译得通俗易懂，自

然流畅。

《两个人的车站》表现的是三天里发生的故事，大部分是男

女主人公面对面的交流。影片对白中大量使用带有口语色彩

的词汇，其中包括俚语、俗语词以及固定用语等等。这些词汇

带有无拘无束和亲昵随便的格调，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和感情表

现力，因而在翻译时要保持原文的口语特色。例如：

(2)I'IJIflTOH：只)Ke He eJT咖艘删咄!
普拉东：我没喝你们那恶心人的菜汤!

(3)BelⅪ-A OH I'IHaHHCT，amypeBx My弧Ⅱ【射mHbⅨKOHKT_p-

O阻

FIo且pyra]]epbI：y啪c咖x amyl瑚70B,-眦e06aL
薇拉：可他是个钢琴家，音乐会的获奖者。

薇拉女友：我们这里的获奖者一堆堆儿的。

例(2)中“mp3I(曲”带有口语色彩，意思是“恶劣的，坏透

了的”，如果后面搭配的是“noroKa”或是“HaCTpoeHHe”，那我们

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翻译成“恶劣的天气”，“坏透了的心情”，但

显然这两个词义和“菜汤”不搭配。译者将其译为“恶心人的菜

汤”，即通俗又达意，准确地表达了普拉东对车站供应的饭菜极

端不满的心情。

例(3)中“KflK COfnK”是个俗语词，形容。⋯⋯多”。若翻译

成“获奖者很多”，就显得平淡无味。影片将这句翻译成“一堆

堆儿的”不但生动，而且口语化，很好地保持了原文的韵味。

对于一些中性词的处理也应根据需要尽量翻译得口语化。

例如：

(4)加l且p曲：13eroHs[c'rapMe，r[HCbMO vmmmy M】_mHcrpy．

安德烈：车厢都老掉牙了，我一定要给部长写封信。

该对白出自薇拉的情人安德烈之口。“cratmIe”若翻译成

“很老、很旧”就显得不伦不类，改译为“老掉牙了”就显得语言

很流畅，且有鲜明的口语特色。

2．3译文要符合角色的身份、性格，应赋予人物个性化的

语言

电影语言的美是体现在剧中人物个性化的语言上的。译

者在翻译中应尽量发挥自已的创造性思维，使译文能够表现出

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并符合人物的身份、社会地位及特定的

生活场景。在影片中薇拉的情人安德烈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

的列车员，虽然出场不多，但是他的语言鲜明，富有个性，时而

幽默风趣，时而粗俗不堪。请看例句：

(5)AlI且础：]3epom(a，兄BHHOBaT pa∞e?Ben砌3Hb Ha KO-

J卫芭ca】(．兄Ha Kn威，Ⅸ，Y Te6曩c nomm删．qTO且脚m11，?
安德烈：薇拉契卡，这难道是我的错吗?我们一辈子

都是在铁路上干，我是跑车的，你是跑堂儿的．有什么办法?

腿KoJIeCaX和c HO且I-t0COM若直译为“在车轮上”和“端着托

盘”只是对原文机械的复制，显得艰涩生硬，破坏了原文的风

格。译者在翻译时对原文进行了创新，做了巧妙的处理，选择

将词义抽象化，即把原文图景中具体的语言“在车轮上”和“端

着托盘”翻译成抽象的“跑车的”、“跑堂儿的”，这些生活化的对

白十分符合安德烈的性格、身份，不但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

音韵节奏美，而且听起来还会引人发笑，但在笑声背后观众又

能深切感受到小人物无奈的悲哀，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2．4对白的翻译要前后呼应，紧密联系，符合剧情的需要

在翻译对白时要充分考虑情节内容，注意承上启下，根据

剧情的需要灵活处理才能够更好地表现人物之间的矛盾与冲

突。例如：

(6)BelⅪ．累脚Ⅱl咖?
I'IJmTOH．-厨，nO--b帕eMy 9Ta Kylm叩him粼删妙

彻4旺nIHaHT耐l B l蚰IIIeM p叱rolmHe．

(译文1)薇拉：肉筋腱很多?

普拉东：嗯。我想这只鸡活着的时候在你们

餐厅也当过服务员。

(译文2)薇拉：鸡肉很硬?

普拉东：嗯。我想这只鸡活着的时候在你们

餐厅也当过服务员。

这是普拉东在吃薇拉端上来的鸡肉时俩人的一场对话。

第一种译法采用了直译，问句和答句之间显得不够呼应，缺乏

内在联系。第二种译文翻译得恰到好处则是因为充分考虑到

了整个剧情的发展。一个。硬”字就把前面发生的不愉快的事

情以及普拉东现在的心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暗指刚才

薇拉的服务态度“生硬”、“强硬”，同时普拉东用了拟人的手法

就把他心中暗含的对薇拉的不满和怨恨准确地表达了出来。

再看下例：

(7)I-LrlflTOH：IllraKeTHHK强啪?M鹏Ha arrofi Kaqe He

xKHTh．Tenepb只6yRy 3a珊，y删鬟160pc唧．
普拉东：修栅栏的板条运来了吗?别墅我是住不上

了，以后要住在铁栅栏里了。

这是普拉东在公共电话亭给妻子打电话时说的一番话。

他使用的是一句避讳式“委婉”的修辞方式。“委婉”就是把生

活中忌讳、不好启齿、不洁不雅的事情采用婉转的方式表达出

来。普拉东在公共场合把“蹲监狱”用“硼X,ITb岛且pynIM 3a60-

p0M”来代替，就比使用“B TIOpbMe”要含蓄的多。翻译时如果直

译为“住在别的栅栏里”就没有考虑整个剧情的发展，会使观众

不解，而改译为“铁栅栏”则会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普拉东替妻

子顶罪被判刑入狱的情节。

2．5克服文化干扰，保留原文文化内涵的同时要符合汉

语的表达习惯

翻译与其说是克服语言障碍以实现跨语言交际，不如说是

克服语言背后的文化障碍以实现跨文化交际。电影语言是有

声语言，转瞬即逝，因此要求对白通俗易懂，能立刻被观众所接

受。正是由于电影所具有的这种聆听性和瞬时性的特点，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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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就不可能像对文学作品那样对文化内涵词加上长篇累牍

的注解。为了适应中国观众群的接受能力，电影对白的翻译一

般会采用转换文化意象的手法，对发生变异的文化信息进行合

理的变通，在保留原文语言的形象美的基础上，将原作顺利地

移植到译文文化当中来，克服因文化背景上的差异而导致观众

在理解上存在偏差。

例如，普拉东因和薇拉争吵而误了车，紧接着自已的身份

证又被安德烈带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这使普拉东一下子陷

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走走不得，等等不得。尽管他受过高

等教育，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音乐家，但处于人生低谷时接二连

三发生地不幸使普拉东堆积在心中的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

(8)I'IJIaTOH：Ⅱa叫№聃兀poclD nory6删!Ko嘞蹦
Ap鲫l姐!”．

(译文1)：你简直把我害了!你这个瘦得皮包骨头的

女人!

(译文2)：你简直把我害惨了!你⋯你⋯你这个干

巴猴子!

该对白采用了“寓意”的修辞手法，就是借用动物、植物或

是物品的具体名称来表达抽象的概念，以揭示人的品质、性格

特点、行为特征。俄罗斯人通常用“猫”来比喻瘦得皮包骨头的

女人，而汉语则习惯使用“干巴猴子”。译文1并未把普拉东当

时那种急切、愤怒、带有侮辱性的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第二

种译文则很好地迎合了汉语的表达习惯，称瘦弱的人为“干巴

猴子”，此外，“害惨”比“害”更具有口语色彩，“你”字的叠用使

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个气得浑身发抖，不骂出口不足以平息心中

愤怒的普拉东的另外一个形象。．再比如；

(9)AIIⅡpefi：K∞白，ⅡweOe BeJieJi脚cwepem,，a Tbl q_ID

mTmp肋?

安德烈：野狗，我叫你看瓜来着，你看上人了?!

“KO葩JI”的原意是“公山羊”，汉语中很少用“羊”来称谓人，

而是经常用“狗”来骂人，如“野狗”，“哈巴狗”，“赖皮狗”等。此

时的安德烈已经意识到薇拉背着他和普拉东好上了，气急败坏

的他用“野狗”来骂普拉东。尽管显得很粗俗，但顺理成章，观

众听了并不会感到意外，因为它完全符合说话者的粗俗性格，

是其当时激动情绪的真实表露。在翻译技巧方面译者根据故

事情节将原文对白中抽象、概括的“trro哪佃opIIJI”(你都干了

什么坏事?)的词义具体化，译成“你看上人(薇拉)了?!”。就显

得语义更加具体、深刻。这样不仅确切表达了原意，而且与前

面“看瓜”中的。看”字相互呼应，听起来朗朗上口。

3．结语

“信、达、雅”反映了严复时代及其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

翻译内涵，要求翻译要确切传达思想内容、译文语言要规范、译

文要优美流畅。但是，电影作品是综合性艺术，与一般的翻译

方法有着很大的不同。观众在听到声音的同时还能观看到演

员的表演，背景的各种变化等等，因而不可能像科技论文、法律

文书或是商业合同那样绝对地忠实于原文。同时，如果将原文

中一些俚语、粗俗甚至是骂人的脏话翻译成高雅的语言，那么

就没有忠于原文，也就称不上是“信”了。因而对于翻译理论中

所倡导的“信、达、雅”在影视对白的翻译中不能拿来主义，应当

具体的实践、细细体会，从而逐渐摸索出一整套适合电影作品

的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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