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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影视作品文本翻译与字幕翻译在文本功能、翻译对象以及具体翻译策略方面既有共同点, 也有不同之处,是

一种不完全重合关系。本文拟从以下 4个方面探讨这一论题: ( 1)剖析影视作品文本翻译与字幕翻译的不完全重合关

系; ( 2)揭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 3)用功能主义理论作出解释与分析; ( 4)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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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 lking about the Incomplete Coincident Re lationship Between

Film and TV Program Scenario Transla tion and Subtit le T ranslat ion

Zhao Su2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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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lm and TV program scenar io translation and subtitle translation have e ither genera lor individual charac ter, that share

both common and d iffe rent points in text function, translation targets and spec ific translation strategy, which are in turn an incom2

p lete coinc ident relationsh ip.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 lore th is proposition from the follow ing fou r aspects: ( 1) analyze the in2

comp le te coinc ident re la tionsh ip between film and TV program scenar io trans lation and subtitle translation; ( 2) revea l the reasons

for th is d iffe rence; ( 3) use a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to exp la in and ana lyze this phenomenon; and ( 4) create a contrast

from a theoretica l and practical pe rspective.

K ey word s: scenar io translation; subtitle translation; incomplete coinc ident re lationship

  1 引言
影视作品字幕翻译是多媒体翻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已经引起中外翻译界的重视。国内外学者钱绍昌

( 2000)、李运兴 ( 2001)、区剑龙 ( 1993), 和 H eu lwen James

( 2001), E ivor Gummerus & Catr ine Paro( 2001) 等人在字

幕翻译的策略研究、字幕翻译质量控制研究和字幕翻译

标准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李运兴提出缩减

式翻译策略和缩减标准。他认为, 缩减法的一个重要操

作原则便是相关性 ( re levance ) (李运兴 2001)。H eulwen

James对电影字幕翻译质量控制方式提出一个 /回顾 0模

式。 E ivor Gummerus& Catr ine Pa ro根据自己长期工作经

验, 提出字幕翻译质量控制的 6个步骤,用来同以区剑龙

和 K aram itroglou为代表的学者所提出的具体字幕翻译标

准相区别 (E ivorGummerus& Catrine Paro 2001)。

本文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重点探索影视作品

文本翻译与字幕翻译 (以下有时简称文本与字幕翻译 )。

研究发现, 二者同样归属于翻译学范畴。在文本功能、翻

译对象以及具体的翻译策略方面二者既有共同点, 也有

不同之处, 是一种不完全重合关系。本文旨在: ( 1)剖析

影视作品文本翻译与字幕翻译的不完全重合关系; ( 2)揭

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 ( 3)用功能主义理论解释与分

析; ( 4)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进行对比。

2 文本翻译与字幕翻译的不完全重合关系
2. 1文本翻译与字幕翻译的共同点

文本翻译与字幕翻译二者同是传递异域文化的重要

方式, 在操作过程中均涉及到双语境、双文化;二者同样

面临着宏观理论挑战, 如归化与异化、最佳关联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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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好文本翻译与影视字幕翻译都要求翻译者有扎实的语

言基础和高超的艺术分寸感。

与其他文体的翻译相比, 影视作品文本翻译与字幕

翻译的文本功能具有明显的特点。首先, 文本翻译和字

幕翻译的对象均是社会各界的人民大众, 这就要求用纯

粹清新、明白晓畅的口头用语翻译, 因为 /影视语言的特

点在于其聆听性、综合性、瞬时性、通俗性和无注性0 (钱

绍昌 2000: 1)。这样,就排除了大量书面词藻和不能一看

就懂的词语。同时, 为了充分传达原作的精神,须要不断

探索、锤炼生动传神的表达式。由于影视作品体现中外

语言、文化等巨大差异, 翻译时应该采取灵活的译法, 不

可太拘泥原来的词语和形式而影响语用效果。

2. 11文本翻译特点

影视作品文本翻译 (人们所说的剧本翻译 )与电影中

的字幕翻译大不相同, 因为文本翻译是面向具有一定中

英文阅读能力的读者, 他们即便不懂剧本中的人物语言

或情景描述, 也可以通过反复阅读进行理解。因此, 剧本

翻译的功能特征应该强调忠实原文作者, 努力再现原作

的精确内涵 ,较少考虑观众的反应。翻译后的剧本可供

读者在家中细读、品味或供外语学习者通过与外语原版

片对照来学习外语。

在文本翻译中, 译者只须将剧本或声带中的每一字、

句翻译出来就行, 不必考虑翻译中的 /时间限制0和 /空间

限制0 (D iaz2Cin tas 1999: 1)。同时, 还可根据具体情况调

整词序。此外, 译者对读者难以理解之处可以在该页或

该章节中作注解, 阐发精微的涵义。

2. 12字幕翻译特点

与影视作品文本翻译相比,字幕翻译受到更多的其他

方面的限制。字幕翻译本身的功能特征是将字幕译者的

操作置于种种制约之下。下面, 主要涉及时间限制 ( time

constra ints)和空间限制 ( space constra ints)两个因素。

( 1)时间限制是指显示字幕的时间长短。由于字幕

翻译的时间限制, 字幕的显示时间应该与画面中人物的

讲话速度同步, 即字幕与图像相配。假如字幕停留时间

过长, 观众会以为是另一句话而重看一遍;假如字幕停留

时间太短, 则会产生所谓的 /机关枪 0效果 ,使观众在视觉

上很不舒服。因此, 译者的任务是要使字幕停留一段恰

当的时间, 适当的断句是很重要的 (区剑龙 1993: 338 )。

一般人往往把字幕的显示时间与阅读时间混为一谈。其

实, 两者是有差别的。例如, 影视剧单行字幕的显示时间

一般约为两秒, 而阅读时间大约是三秒,并随着观众文化

程度和阅读能力的差异而不同。5国际字幕标准6要求的

显示时间更长, 原因是观众此时的注意力不在字幕而在

画面。对聋哑人来说, 字幕的显示时间应该更长:单行为

4秒,两行 7秒, 三行 8- 9秒 (李和庆 薄振杰 2005: 2)。

由于观众文化水平、教育程度、知识面、年龄等因素不

同,屏幕上的字幕应在 1 /4秒之后切换, 因为观众需要 1 /4

秒的时间来接受一个说话人的资料。另外, 字幕翻译通常

为一行,出现在屏幕的下方。根据美学观点, 这种作法对

于整个屏幕的观赏来说是处于次重要的地位,对整个画面

没有太大的影响。此外,由于字幕高度只占屏幕的 1 /12左

右,而且每行字不会超过 15个,因此观众的视觉不会疲劳。

( 2)空间限制是指屏幕上可容纳的语言符号数目。

字幕有时用两行, 有时用一行, 不同国家的作法也有差

别。英汉语之间的不同给译者提出更大的挑战。汉语一

字一音, 不论时间和空间都比英语来得节省、简约 (李运

兴 2001: 4)。由于荧屏大小有限, 一般只能印出一行中文

字幕 (英文字幕最多可印出两行 ), 否则会遮盖太多画面,

影响审美效果, 降低欣赏乐趣。因此, 译者必须在每行有

限的中文字内将原文完整译出。就双语电影字幕而言,

上一行是原语字幕,下一行是译语字幕。在电视中, 标准

的做法是一两行的开放性字幕, 目的是尽可能少占画面

空间。字幕位置通常置于画面的下半部分, 不能覆盖画

面中讲话人的嘴。

由于词型不同, 英文字幕占据的空间比中文字幕占

据的空间要大。根据调查, 大约两行英文 /一行中文才不

至于占据更多的屏幕空间。具体来说, 中文字幕不超过

13个 (区剑龙 1993: 337 ), 而英文 字不超过 35 个

( Karam itroglou 1998: 3)。中文字幕必须言简意赅,另外标

点符号也很重要。根据罗莎的理论, 字幕翻译是一种交

际模式转换, 可能从视觉到听觉, 也可能从听觉到视觉,

然而总体来看, 视觉过程比听觉过程要长, 而且屏幕的空

间是有限的, 必须浓缩 (凝练信息 )。

由于影视字幕翻译受到严格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对话

字数必须不多不少,才能让汉语对白和外语对白在长度上

完全相等。在翻译过程中, 必须遵循口语化、口型化、人物

性格化、情感化和大众化的原则, 译出的文字在制作过程

中要与影视画面相配,作到字幕、画面、话语同步, 字幕与

对白同时出现或消失。此外, 在字幕翻译中, 由于有画面,

译者除了要顾及语内参照 (上下文 ),还须顾及许多语外参

照物。影视是综合艺术, 不仅靠对话表现人物, 而且通过

形体动作、演员表情、口型和具体情境等产生戏剧效果。

因此,翻译时就必须结合画面予以翻译, 达到 /字幕 - 话语

同步0 ( subtitle2speech synchron isation) (区剑龙 1993: 338)。

2. 2文本翻译与字幕翻译的不同点

2. 21语篇分析角度不同

从语篇分析角度来看, 文学文本主要包括散文、诗

歌、小说、政论等等。这种语篇的特点是以文学形式独立

存在, 语篇较长, 逻辑性强, 具有延时性, 即可以长久保

存, 供人欣赏;而影视是跳跃的, 字幕受到语体和视觉限

制, 因为影视作品的目的是为了建构即时的感觉冲击。

字幕的语篇较短, 通常是不超过 15个字的短句成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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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篇翻译单位。

从字幕翻译出发, 语篇包括故事片 (浪漫爱情片、轻

松剧情片、惊险悬念片、喜剧片、悲剧片、恐怖片、推理片、

西部片、犯罪片、政治讽刺片等 ) ,电视剧 (动作片和言情

片等 ) ,记录片, 文献片,专题栏目等等。不同语篇的字幕

翻译有不同特点 ,即使同是故事片, 由于片种不同, 它们

所要求的翻译策略也不尽相同 (李运兴 2001: 4)。

2. 22语境分析角度不同

从语境分析角度来看, 文学文本更多地受到文化语

境制约。文学文本翻译是为了传递文化信息, 而字幕翻

译则受到画面限制, 为画面、剧情、角色服务。因此, 字幕

翻译的主宰者是情境语境, 通常一字一词就可决定翻译

的成败。

2. 23语篇连贯角度不同

文学文本的语篇衔接紧密, 自成一体 , 翻译全面。

除了包括字幕翻译所有的内容之外, 其翻译更为翔实,

语言更为充实 ,表达更深层次。而字幕语言因角色不同

具有跳跃性, 多为口语化对白, 语言不连贯, 增加翻译的

难度。

3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文本翻译只是笔译,而字幕翻译则要经受口译、笔译

双重标准的检验, 所以对字幕翻译的策略有更多细节

要求。

3. 1字幕翻译是一种有符号的内部联系的翻译活动

字幕翻译是一种把外语文本翻译过来, 放在屏幕上以

视频效果展现的翻译;配音翻译是把一种外语的读音用另

一种译入语言读出,录在磁带上通过音频播放的翻译。因

此,字幕翻译的文本功能应该 /正确、清晰、可信,而且作为

荧幕活动的一部分留下印象0 ( James 2001: 152)。

字幕翻译把文本上的文字资料 (源语言 )转换成目的

语, 与观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因此, 它是多频道、多代码

的。De labastita从符号学角度将影视作品界定为通过视

觉和音响传达多码意义的符号 (De labastita 1989)。

3. 2语言表达与非语言表达共同承载字幕翻译

字幕翻译不仅是语言表达, 而且是非语言表达, 可通

过体态语表现。字幕翻译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

容。 ( 1)媒介的转换:从说话和手势到形成的文字; ( 2)频

道的转换:从视频到音频; ( 3)信号形式的转换:从声音转

换成图像, 在屏幕上显示; ( 4)代码的转换 :从话语语言或

非语言到形成的 (写下来的 )言语材料 (Gottlieb 1992: 162

- 164)。

3. 3视频、音频同时运作

观众在观看译制影片时, 既要看屏幕上的字幕翻译,

又要听原汁原味的原语言读音。这种同时并存的现象,

使观众同时从视频、音频两个渠道获取信息。

4 功能主义理论视域中的分析与解释
翻译的目的性是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让不懂原文的

读者了解原文的内容, 并且完整地用另一种语言手段来

传达原文语言手段所表达的内容。但是要完整地保持原

文所表达的内容只能是相对的, 译文只能尽最大努力作

到等值, 把在语际转换中的缺损减少到最低限度。特别

应当指出的是, 在翻译影视作品时, 须要用另外一种文化

语言氛围来替代原文时, 译者的再创作能力就显得非常

重要。译者应当客观地表现原文, 选择忠实地解释原文

所必需的、相应的译文表达手段。

字幕翻译是有目的的行为。功能派理论创始人凯瑟

林娜# 赖斯 (Katharina Reiss)就 /听觉媒介0 ( aud io2med i2

a l)文本提出她的看法:有一类文本写出来的目的不是让

读者读的, 而是听的,这一类的文本更多指的是影视字幕

翻译和配音等, 随着音乐或画面等媒介的转换与语言同

步进行。赖斯认为在这样的情景下,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

文本功能 (Re iss 2000: 43- 47)。其次, 诺德认为, 文本翻

译和字幕翻译行为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 包括

以下 6种角色:发起人作用、委托人作用、翻译者作用、原

文作者作用、译文接受者作用、译文使用者作用 ( Nord

2001: 22)。最后, 字幕翻译还要符合 /连贯原则0) ) ) 文

本间连贯和文本内连贯原则, 也就是译语中用最切近而

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

从功能主义的目的论来看, 为了达到最佳的译文效

果, 文本翻译和字幕翻译的文本功能要根据不同的接受

方式和接受对象而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技巧。文本翻

译要以读者的 /感受0、/理解0结果为目的, 而字幕翻译强

调的目的是 /辅助欣赏0;文本翻译可长可短, 而字幕翻译

要求短小、凝练,特别注意译语要符合角色身份。从接受

美学的观点看, 文本翻译以传递信息为第一要务, 而影视

翻译是用来与大众交际的, 因此必须考虑大众的意识形

态、艺术品位及文化水平, 因为没有观众看的影视作品的

字幕翻译肯定是失败的。

5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进行对比
诺德对翻译下了一个新的定义。 /翻译是创作使其

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它与其原语文本保持的联系

将根据译文预期或所要求的功能得以具体化。翻译使由

于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化障碍无法进行的交际行为得以顺

利进行。0 (陈小慰 2000: 4) 诺德是以译文预期的目的为

出发点的, 对译文的改译、增译或删译提供了理论标准。

例如:

¹ Mr. Darcy: You. ve sa id qu ite enough, madame! I

understand you r feelings. And, of now, on ly to be ashamed

of having con fessed my own. Forgive me for having taken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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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much of your valuable time. And acceptmy bestw ishes for

your hea lth and happiness. (5傲慢与偏见 6 ) /碟片字幕翻

译 达西:你已经说得很够了, 小姐! 我了解你的感受。而

现在我对我向你的坦诚感到羞愧。原谅我浪费你那么多

宝贵的时间。祝你健康 , , 幸福! (吴文琴 ) /剧本文本

翻译 达赛先生:你已经说得相当多了, 小姐! 我明白你的

感受。目前, 只是在你面前坦诚自己, 我觉得丢脸。请原

谅我占据你那么多宝贵的时间。为了你的健康及幸福,

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福。

º Myra: As you see, I cannot bear to spend my last

evening w ith my colonel a fter a l.l P lease have supper with

me, or , friend of the she lter. P. S. I. m sure you wil,l be2

cause I have a goodluck charm which has already changedmy

luck. (5魂断蓝桥6 ) /碟片字幕翻译 玛拉:我不忍将最后

一夜与上校共进晚餐。请与我共进晚餐, 防空洞的朋友。

附注:你的幸运符已经改变我的运气。 (东宇译 ) /剧本文

本翻译 麦若:就如你所了解, 毕竟我无法忍受跟我的上校

度过我最后的一晚。请与我共度晚餐, 你在避难所的朋

友。附记:我相信你会的, 因为我有个幸运物, 那已经改

变我的运气了。

显而易见, 这两段文本翻译和字幕翻译之间有着明

显的差异, 原因有以下三条。 ( 1 )文本翻译遵循 /等效翻

译0原则,强调译文在译语读者中所引起的效果等同于原

文在原语读者中所引起的效果, 然而却忽视了语际转换

过程中各种不同因素或各种文化差异。 ( 2 )该文本翻译

过于文学化, 忽略了由于文化层次不同、时空不同、思维

方式不同而造成的缺失, 反映不出原文文本的语言结构

所产生的各种感受或印象。 ( 3)文本翻译字节过长。影

片屏幕上出现的译文字幕应该遵照 /目的性0加 /忠诚性0

原则, 以目标定任务, 根据不同的语言环境、不同的文化

背景和不同的观众人群实现目的化、口语化和简单化。

6 结束语
翻译功能理论在翻译行为论的基础上创建了目的

论, 提出了忠实性原则和翻译标准多元化等理念, 对翻译

实践的指导意义已经充分地显示出来。通过用翻译理论

作指导, 对影视作品文本翻译和字幕翻译进行对比研究,

进一步看清两者之间的不重合关系。译者在开始翻译

前, 理解和掌握这两种翻译特点, 把握好译文的文本功

能, 根据翻译目的,明确翻译对象, 制定翻译策略, 才能达

到理想的翻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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