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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影视翻译课程的技术路径

肖维青 上海外国语大学

摘 要
:
影视翻译课程已经成为本科翻译专业课程设置中较热门的一门翻译选修课

,

但是基于传统理念的纸笔作坊

式影视翻译课程剥 离了技术内容
,

应用型翻译课程有名 无实
。

影视翻译课应该走规范化
、

专业化的道路
。

本文在介

绍影视翻译课程教学模块的内容和特点基础上
,

整理提炼其中技术层 面上的操作经验
,

探讨如何利用译配字幕软件

uS ibt let Wor k
s
h

o p 教授影视翻译课
,

设计课程活动
,

从而激发翻译课堂中学生动手动脑 的热情
,

调整翻译专业学生

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
,

真正做到专业学位和职业能力的有效衔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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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截至 2 01 1 年 3 月
,

我国共有 42 所高校获得教育

部批准
,

试办翻译本科专业学位
。

为了帮助学生不

断扩展视野
,

提高实际翻译能力
,

增加就业选择面
,

使其成为宽口径
、

复合型的人才
,

各高校的翻译专业

教学计划中开设了很多翻译选修课
, “

影视翻译
”

就

是其中比较热门的
。

虽然不少开办翻译专业的院校

在外语教学及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上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
,

但是要应对影视翻译这类应用型翻译课程
,

翻译

师资
、

教学理念
、

教学资源就显得相对落后了
。

很多

翻译教师甚至对
“

影视翻译
, ,

课程存在种种误解
,

有

的以为这门课就是影视欣赏加上少许翻译常识
,

把影

视翻译课上成了外语听说课的衍生物 ; 还有的认为

影视翻译课就是新瓶装旧酒
,

把传统的翻译课材料换

成经典的影视剧本
,

仍然是纸笔作坊 ( aP p e r 一

b o u n d

p e d a g o g i e a l r o u t i n e
)
。

总之
,

教学内容过分老化
,

完

全剥离了影视翻译中的技术因素
,

传达的翻译理念脱

离实际
。

( 肖维青
,

2 0 10 : 6 5 )

那么
,

如何在影视翻译课程的教学中一定程度地

还原职场实况 ? 如何用成本低
、

可操作性大的教学手

段和教学方法解决影视翻译教学中的技术问题 ? 笔

者开设针对翻译本科专业的英美影视翻译课程三年

有余
,

2 0 11 年也开始开设针对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影

视翻译研究课程
,

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
。

二
、

影视翻译课程教学模块及主要特点

影视翻译课程可以面向本科二年级下学期或三

年级上学期 的翻译专业学生开设
,

以小班 ( 15
一

25

人 ) 上课为宜
,

每 周 2 学时
,

共 18 周 3 6 个学时
。

除去考试占用 2 个学时外
,

实际上课时间 3 4 个学

时
,

主要分成两大模块
:

理论模块和实践模块
,

包

括影视翻译研究概览 ( 4 学时 )
、

配音翻译 ( 10 学时 )
、

字幕翻译 ( 14 学时 )
、

戏剧 翻译 ( 3 学时 )
、

字幕展

示 ( 1学时 ) 和配音比赛 ( 2 学时 )
。

字幕和配音翻

译是教学的重点
。

理论模块的教学一般安排在学期初
,

着重向学生

介绍该领域的发展历史
、

基本概念和知识
,

包括
“

影

视翻译
”

术语的流变 ( t e r
m i n o l o g y v a r i a t i o n

)
、

西方

影视翻译研究的现状
、

配音字幕两大影视译制形式

的概况等 ; 考虑到学校所在的地域特点
,

也可加入

当地 (如上海 ) 电影翻译发展研究等
。

理论模块和实践模块之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
。

实践模块也不是单纯的翻译实践活动
,

在教师讲

评
、

学生操练的同时
,

也可以从翻译与文化
、

文学

角度结合文本分析
、

语用学
、

接受理论
、

关联理论
、

媒体研究等研究成果
,

探讨配音与字幕翻译中的问

题与策略
。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翻

译意识
,

为高年级撰写 (毕业 ) 论文做一定的铺垫

和准备
。

影视课程的重心还是在实践模块
,

该模块的操

作则要突出影视翻译本身的特点
。

影视翻译所面对

的并非是单一的文字文本
,

而是由图像
、

画面
、

声

音
、

色彩等特殊的表意符号所融合而成的多重符号

文本
,

受到传播空间和时间的制 约
,

影视语言具有

听觉性
、

视觉性
、

瞬时性
、

大众性和无注性的特点
。

(钱绍昌
,

2 0 0 0 : 6 1
一

6 2 ) 英语中的 A 、 T (
a u d i o

一 v i s u a l

tr an sl at io n
)涵盖了大众传媒中的各种语言转化形式

:

字幕 (
s u b t i t l i n g ) 和配音 ( d u b b i n g ) 翻译

、

译配解

说 (
v
io ce

一

vo
e r

)
、

媒体口译
、

(戏剧中的 ) 舞台字幕

翻译
、

为有听觉障碍者配译的字幕以及为有视力障

碍者进行的声音描述等 ( o r e r o ,

2 0 0 4 : v i i
一 v i i i )

。

然而
,

字幕和配音仍是影视翻译中最重要的两大形式
。

在

教学中
,

教师要结合经典影视剧实例
,

详细讲解字

幕翻译和配音翻译的特点
、

规律和原则
,

开展 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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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兼顾的各种教学活动
,

既有剧本笔译
,

也有视听

口译
。

学生的课堂和课外练习一定要突出影视翻译

的规范化
、

专业化特点
,

简而言之
,

配音翻译一定要

让学生做对 口型的配音演练
,

字幕翻译一定要有挂

字幕的软件应用和操作
,

直观地感受配音翻译的音

画对位效果和字幕翻译的时空限制
。

特别是字幕翻

译的教授过程
,

需要倚重技术工具
,

才能一定程度

上还原译配字幕的职场实况
。

所以
,

实践模块除了

字幕
、

配音
、

剧场的 口笔译讲练外
,

还有一个非常重

要的技术环节
,

所占课时不多
,

大概 2 课时左右
,

但

是不可或缺
。

英国威尔士大学影视翻译证书考试的评分标准
AAA s s e s s m e n t p r o e e d u r e

评分表表

LLLI N G ul s IT c s KI L L s 语言能力力 T E c H N I C 八 L s KI L L s 技术能力力

PPP o
rtr ay al 艺术再现现 T im e 一 e o d i n g 时间编码码

LLL an g au ge q u
ial yt 语言质量量 s y n e h r o n i s iat

o n
音画对位位

GGG ar m m a r
语法法 P o s it io n i n g 位置置

sss p e lli n g 拼写写 e o l o u r
色彩彩

PPP u n e t u at i o n

标点点 B 抚戈此 }工生叭 ℃C I〕 , 政泪C S
字幕间歇歇

三
、

影视翻译教学的技术层面

近年来
,

随着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人工智能技

术
,

包括计算语言学
、

信息论和人工智能等多种学科

的飞速发展
,

加上语言服务日益剧增的需求
,

催生了

一场翻译技术的革命
。

科技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当前

翻译行业的面貌 ( 俞敬松
、

王华树
,

2 0 10 :

38 )
。

而

翻译教育领域也深受科学技术的影响
。

技术在翻译

教育中的强大渗透
,

不仅体现在教学方式上
,

翻译教

学的方式
、

媒介和环境中技术的含量越来越大
,

而且

表现在教学内容上
,

翻译教学中的技术运用内容分

量不断加大 ( 肖维青
,

2 01 1 :

42
一

45 )
。

影视翻译课就

是这样一个例子
。

s a
m

s o n
提到 c A I

,

( 电脑辅助翻

译 ) 时
,

毫不犹豫地把影视翻译作为 c A I
,

应用的一

个典型
,

详尽展示了字幕软件安装
、

硬件安装
、

字幕

编辑过程
、

译后剪辑和制作过程等内容
。

s a
m

s o n
认

为
,

如果不让学生参与字幕的译配过程
,

如果完全只

是在纸
、

笔
、

文档处理上花费精力
,

那么学生对字幕

译配的过程将一无所知
。

(2 0 05
: 1 13 )

即使在商业译配软件并不普遍的上世纪 90 年

代
,

一些影视翻译教学单位也已经很重视技术层面

的教学和测试
,

仅以英国威尔士大学影视翻译证书

( c
e r t i if e a t e i n s c r e e n T r a n s l a t i o n

) 考试的一些做法

(J a

me
S e t a l

.

,

19 9 5 : 17 7
一

18 6 ) 为例
,

我们就可以推断出

影视翻译教学对技术层面的重视
。

按照英国影视媒

体翻译机构的专业标准
,

课程要求学生完成 120 小

时的字幕翻译任务
。

期末考试包括语言和技术两大

部分
,

权重相当
。

在 3 小时的考试时间里
,

考生要完

成两段各 3 分钟的影视片断的字幕翻译和时间编码

工作
,

时间非常紧张
。

除了当堂测试以外
,

考生还要

完成所谓的最终作品展示 (
a s s e S S

me nt oP rt fo ilo )
,

完

成 4 段各 4 分钟左右的影视节 目 ( 不同题材和体裁

的影视内容 ) 的翻译和时间编码
。

考生可以在 6 周

之内完成并提交
。

作品展示和当堂测试各占 50 %
,

只有得到百分制的 60 分或以上才能获得威尔士大学

影视翻译证书
。

以下是评分标准
:

随着专门软件的开发
,

技术因素已经在配音翻

译和字幕翻译领域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 ( iC nt a S ,

20 08 b : 9 1 )
。

可是
,

传统的影视翻译教学却一直无法

拉近教学和实践的距离
,

究其原因
,

大概有两个
:

师

资匾乏
,

设备昂贵
。

影视翻译教学的合格师资不仅

在我国极端缺乏
,

即使在影视翻译教学历史悠久的

欧洲
,

专业师资也相 当缺乏
。

懂技术的往往不懂外

语
,

懂外语的又不通技术
,

凤毛麟角的两栖人才又不

屑于做教书匠
。

上世纪 70 年代先进的字幕设备首度

面世
,

可是造价昂贵
,

绝非一般高校所能承受
,

加上

设备和技术更新换代很快
,

翻译培训机构更是望尘

莫及
。

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

学校里只是教

授纸笔翻译
,

真正与技术的结合则必须从学校走出

去
,

到职场中摸索
。

四
、

用译配软件教授影视翻译

如何解决影视翻译教学和技术的结合
,

教育界一

直在摸索
,

而欧洲因其独特的文化氛围
、

对影视制作

和研究的特别关注
,

在影视翻译教学方面一直走在

世界的前列
。

不过
,

教学与技术脱节的这种局面也

一直到 90 年代后期才开始慢慢改观
。

(一 ) 欧洲高校的摸索之路

那时欧洲 的一些影视翻译培训机构开始配备电

脑
、

录像机和电视显示器
,

这些装备 当时已经被视

为相当先进 ; 之后数字技术突飞猛进
,

安装了字幕

或者配音软件的一台电脑就能够具备原先三台设备

的功能
。

布鲁塞尔高级翻译学院 ( sI IT ) 和巴塞罗

那 自治大学 ( u A B ) 率先决定 自己研发教学功能

(
e d u e a t i o n a l s o l u t i o n

) 的字幕软件
。

所谓教学功能
,

并不是说这些软件具有商业功能软件的最基本功能
,

而是它们成本低
、

操作简便
,

在一定程度上能模拟商

业软件
。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最早开发出了一套叫做
R e V io

c e 的软件
,

为该校影视翻译的教学解决了一些

实际问题
,

不过其应用范围非常有限
,

没有形成大气

候
。

与此同时
,

商业软件的发展日臻成熟
,

涌现出了

如 E Z T i t l e
、

F a b
、

s p o t
、

T i t l e v i s o n 、

W i n C A p s 等一

系列广受欢迎的字幕软件
,

然而
,

这些高端的商业软

件
,

就价格和复杂性而言
,

在影视翻译教学单位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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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高和寡
。

本世纪初
,

技术革命的亲民性倾向最终为

影视翻译教学带来了转机
,

免费的字幕
、

配音软件应

运而生
,

s u b t i t l e 从飞, r k s h o p
、

W i n d o w s M o v i e M a k e r

和 D u bl t 等软件彻底地改变了影视翻译教学的面貌
。

( C int a S ,

Z OO8 a : 5
一

6 )

(二 ) 译配软件为 我 国影视翻译教学带来的契机

就中国刚刚起步的本科翻译教育而言
,

不可能

给予影视翻译此类课程太多财力上的关注
。

与市场
、

与实践的结合
,

需要翻译教师开动脑筋
,

利用免费的

字幕配音软件
,

为学生模拟影视翻译实践的技术场

景
。

L匕如
: s u b t i t l e

Wo
r k s h o p 软件就是一款欧洲很多

高校使用的免费字幕软件 ;
iw dn

o w s M vo i e M ak
e :
是

W i n d o w s X p 和 V i s t a 捆绑的软件
,

是录制译配解说

(
v o i e e 一 o v e r

) 的有用工具 ; 而 D u b x t 则是一款多媒

体工具
,

可以同时播放图像和增加的音轨
,

便于学生

检查配音的
“

音画对位
”

效果
,

是便捷的配音软件
。

这些软件简便易学
,

能高度模拟商业软件的效果
,

能

有效地实践课堂所学的各种影视翻译原则和规律
,

是翻译教师的首选技术工具
。

限于篇幅
,

本文简要

介绍一下如何利用 s u b t i t l e W
o r k s h o p 软件教授影视

翻译的重头戏— 字幕翻译
。

(三 ) 宇幕翻译的基本要求以及 S U b 七闺 e

W
o r 伙s h o p 的基本应用

字幕翻译是为影视剧对 白提供同步说明的过程
。

影视字幕翻译和其它翻译的不同在于影视字幕翻译

受技术和情境语境等因 素的制约
,

也就是 G ot ilt
e b

( 1 9 9 4 ) 提出的形式 (定量 ) 因素和文本 (定性 ) 因

素
:

文本因素是指 电影的视觉语境强加给字幕的

那些因素
,

而形式因素则包括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

( t i
me

a n d s p a e e e o n s t r a i nt s
) (转引自李和庆

、

薄振杰
,

20 05
:

45 )
。

时间因素在译者决策过程中尤其发挥关

键的作用
。

字幕翻译的要领就是浓缩
,

既要把完整

的意思表述出来
,

又要在几秒钟内让观众领会意思
。

字幕翻译的基本要求归纳起来就是四点
:

( l) 字幕与

演员的台词同步 (
s u b t i t l e

一 s p e e e h s y n e h or
n i z at i o n

) ; ( 2 )

限定每块字幕的字数 ; (3 ) 规定每块字幕打出的最少

时间 ; (4) 传达完整的意思 (高兰云
,

2 0 00
: 18 8 )

。

如

果影视翻译课程中只是讲解上述原则规律
,

并把练

习局限于文本
,

那么
,

规律和练习是脱节的
,

缺乏必

要的直观性
。

s u b t i t l e
W

o r k s h o p 的使用界面非常简单
。

首先

在
“

M o v i e ”

的下拉式菜单中用
“ o p e n ”

选项
,

载

入需要添加字幕的影视剧片断
。

然后在
“

iF l e ”

的

下拉式菜单中选择
“
N e w

” ,

就可以添加字幕了
。

字

幕的录入是在屏幕右下方的空 白处
,

根据影视片字

幕制作的规律
,

字幕块和字符数有一定的限制
,

每

屏只能有最多两块字幕
,

每块不超过 37 个字符①

(包括空格和标点 )
,

两块不超过 74 个字符 ( iC nt
a S ,

Z OO8 b : 9 7 )
,

注意是字符 (
e h a r a e t e :

) 而不是词数

( w or d )
。

汉语的
“

形体
”

较拼音文字特殊
,

一般一

个汉字算作两个字符
,

但是理论上的标准和实际观

影效果还有些差异
。

据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刘风厂长

说
,

中文字幕的最佳字数是每块字幕 13 个字左右
,

超过这个数值
、

盲目
“

灌字幕
” ,

观众就来不及看

完 ( 吕媛
,

2 0 0 7 : A Z o )
。

s u b t i t l e w
o r k s h o p 这款软

件的字幕录入处上方就有 自动计算字符的功能
,

一

目了然
,

方便字幕翻译者即看即译时对字符数的控

制
。

字幕录入处的左边还有三个可选项
S

ho w
、

ih de

和 d ur at i o n ,

分别表示字幕需要出现的时间
、

字幕

消失的时间以及字幕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
,

三个数

据可以精确到毫秒
。

根据影视片字幕制作的规律
,

字幕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最多不超过 6 秒
。

字幕必

须和影像中的语言活动同时出现
,

必须给观众至少
1 秒的 阅读时间

,

在屏幕停留时间太长
,

又会导致

观众重复阅读 ( c i n t a s ,

Z o o s b : 9 5 )
。

一般来说
,

一

块字幕停留大约 4 秒
,

两块字幕大约 6 秒
,

歌词字

幕的停留时间可以放宽到一块 7 秒左右 ( B a r t r i an
& E s p a s a ,

2 0 0 5 : 9 5 )
。

有了这几个数据
,

字幕停留

的时间控制就有了保障
。

实际上
,

确定字幕的 出现

和消失主要通过屏幕中间的工具栏
,

选择
“ S et S t ar t

t i m
e ”

和
“ s e t if n a l t im

e ”

两个按钮
,

这种方法相对

于前面的数字方法
,

更加直观
,

可以让使用者清晰

地看到
,

具体哪个影像片断处需要加入字幕
,

哪个

场景不再需要这条字幕了
,

而不必纠结于毫秒这样

细微的数据
。

在加载字幕的过程中可以像 w o r d 文

档一样插入新的字幕
、

删除不需要的字幕
,

也可以

在任何环节播放加载了字幕的影像进行适时检查
。

至于字幕本身的效果
,

可以用鼠标右键
,

选择颜色
、

字号
、

字体等
。

整个过程完成后
,

就在
“

iF l e ”

的下

拉式菜单中选择
“ S

va
e a s ” ,

一般选择
.

S r t 格式
,

这

样字幕文件就得到了保存
。

下次要播放新的载入了

字幕的影像片段
,

就只要在播放器中手动载入这份

字幕文件
,

外挂字幕就会按照原来的设计方案出现

在影像中了
。

( 四 ) 教学活动设计

按照影视翻译课程的教学计划
,

整个学期大约

有 14 个课时是字幕翻译
,

其中安排在第 9
一

10 个课

时进行课堂讲解字幕软件的实际操作
,

并布置学生

课余分组进行听写视频
、

翻译字幕脚本
、

校对翻译

的字幕脚本
、

转成内嵌字幕或外挂字幕等活动 ; 两

周后进行大约 1课时的学生译配字幕视频的展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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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评价活动
。

具体的字幕操练材料可以视学生程

度而定
,

翻译方向以译入母语为主
,

研究生阶段可

以做些译入外语的练习
。

针对本科生
,

简单的 比如

一首英文慢歌
,

让学生做中文歌词字幕 ; 较为复杂

的可以译配一段 5 分钟以内的英文电视节目或电影

片段
。

笔者曾让学生做了一个 2
.

5 分钟长度的 电视

短片字幕练习
,

短片来源是美国的 白宫官网 ( w w w

w h i t e h o u s e
.

g o V
)

,

内容是 2 0 1 1 年白宫万圣节的准备
J

清况
,

有旁白
,

有访谈
,

有对话
。

经笔者多方查询
,

网上尚没有该片的参考文字材料
,

很适合作为学生

挂字幕前听译的练习
。

这款字幕软件对影视翻译教学有很多好处
。

第

一
,

软件简便好用
,

学生可以直观地看到加载字幕的

整个流程
,

加深了对字幕制作规律的理解
,

比如字幕

的切分
、

载入
、

格式等
,

第二
,

也为学生学习技术以

外的 内容腾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

比如
:

学习字

幕翻译的压缩策略
、

跨文化交际策略等
,

第三
,

增加

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

激发了学生动手动脑的热情
,

让

学生切实体会到实用性翻译课程和文学翻译或翻译

理论课之间本质的差别
。

诚然
,

s u b t i t l e

物
r k s h o p 软

件只是众多免费字幕软件中的一款
,

国内也有不少

类似的软件
,

如 P o p s u b
、

T i
me M a e h i n e 、

A e g i s u b 等
,

因此影视翻译课程的教师在教授上载字幕时并不一

定要局限于本文的介绍
。

如果字幕语言涉及中
、

英

文以外的语言
,

则 5 u b t i t l e
W

o r k s h o p 较之国内软件

可能具有更多优势
。

如果学生感兴趣
,

也可以向他

们介绍最新的影视字幕译配软件
,

有的 已经做到 了

语音识别 (v io ee r e c o g in it o n)
,

有的能自动将字幕分段

(
a u t o m

a t i e s p o t t i n g a n d e u e i n g )
,

有的能检查和确定

字幕拼写
、

字幕长度和停留时间
。

技术的发展使得

影视译配更加省时
、

更加准确
、

更加人性化
。

*

本文 为作者独立承担 的 2 00 9 年 国 家社科基

金项 目 “

本科翻译专业的刚试研 究
”

( go C Y Y oo s )

的阶段性成果
,

亦得到 上海外 国 语大 学首届青 年

教师科研创新 团队项 目资助
。

注 释

① 也有一说
,

每块不超过 3 2 个字符
。

(B
a r t r i

n a & E s p a s a ,

2 0 0 5
: 9 5 ) 还有一说

,

每块不超过 3 5 个字符
。

( L
u y k

e n e t

al
.

,

199 :1 4 2
es

铭 )

4]5]11

五
、

结语

高等院校作为培养未来翻译行业从业人员的主

力军
,

其相关专业的教育管理人员和授课教师必须

注意到时代的转变
,

在教学理念上与时代进步和社

会需求保持一致
,

在课程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
,

增

加翻译课程中的技术内容
。

这样相对于传统课程体

系下培养出来的学生
,

修完新课程的学生在知识结

构和实践技能上都会有较大的优势
,

在就业和从业

时会有更多的选择
。

以影视翻译课程为例
,

教师应

该借助一些字幕
、

配音
、

译配软件
,

把任务教学法
、

模拟教学法融合到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中
,

凸显技

术在现代翻译行业中的作用
,

积极探索专业翻译课

程中的技术路径
,

更新教学手段和内容
,

提高教学

效率
,

真正做到专业学位和职业能力的有效衔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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