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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自荣是“夜光杯”的老

朋友、老作者。今年的一段

时间里，熟悉他的影迷、读者

也许会有点奇怪，怎么长远

不见童先生的文章了呢？

去年11月，童自荣在将

迈入八十岁大关之际，有感

而发写下了《八十而已》，在

“夜光杯”发表。可是，没过

多久，他就莫名遭遇了一场

缠绵半年的病：睡不着觉，于

是成天昏昏沉沉，毫无精神，

当然更谈不上写东西了。病

因为何？查不出。吃药，亦

无效。一直到已恢复的今

天，他都不知道是怎么回

事。他的太太杨老师时常需

要鼓励他出去走走，恢复精

力。但，谈何容易？

在这段难熬的时光里，

是女儿童培尔提议：爸爸近

些年又写了这么多文章，何

不收集起来出一本书？这样

可以有件事做，激发思考，也

许可以对缓解病情有所帮

助。

于是，从牵线联系出版

社，到审读、校对……女儿一

手包办，在“幕后”付出了大

量精力。杨老师说，儿子和

我一样是慢性子，女儿则和爸爸一样是

个急性子，说干就干。

书名，集体讨论。本来童自荣想

叫《“王子”是怎样炼成的》。众所周

知，他因华丽的声音和多配王子角色

而有“配音王子”的昵称。家人们觉得

有点一般。最后兄妹俩同时提议：《八

十而已》。简洁，同时也能借文字表达

态度：“我还在做着许多梦……我相

信，靠努力是可以变成现实的。”一致

通过。

确实，八十而已，才刚刚开始呢。

童自荣的身体渐渐恢复了。5月，太太

陪他从北京开会回来，发近照给我，点

评：他上台就变龙。7月，童老师熟悉的

手迹又出现在“夜光杯”的办公室里。

这次采访时，童老师说自己，“是不是和

上次来判若两人？”

他相信，这本书的策划，对自己的

康复是起到激励作用的。

当一个人在遇到困难时，有什么比

来自家人的支持更能鼓舞人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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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人，是童自荣笔下很重

要的一个主题。我很想就顺

着这个话题写下去，不过首先

我们还是要稍微插上一笔；当

然，也不能说毫无关系。

在采访之前，我找到了

童自荣在“夜光杯”上发表第

一篇文章的旧报，带了一份

复印件去。问童老师，是否

还记得这篇是什么？童自荣

思忖片刻，“《烦恼突然离

去》？”记性真好，很接近了！

这是第二篇，第一篇是：《妻

子逼我去公园》，刊于1998年

11月30日。

如此算来，童自荣与“夜

光杯”结缘已有26年了。再

数一数，发表的文章已有将

近120篇。尤其最近几年，

童自荣进入了“另类”的创

作高峰，每年都有十多篇文

章发表在“夜光杯”上。甚

至不乏这样的情况：前一篇

尚在排版，他就又送来了新

稿。从回忆上译厂往事，到

讨论声音艺术，再到当下的

生活经历、对社会的观察和

思考……他有太多的心声、

太多的激情，通过笔尖，喷涌

而出。

翻开新书目录，颇觉眼熟，因为其中

很多篇什就是选自“夜光杯”。“没有夜光

杯，就不会有这本小书。”童自荣客气地

说。其实，“夜光杯”更感谢有童老师这

样优秀的作者。今年8月阿兰 ·德龙去

世，毫无疑问，要写文章，童自荣是最合

适的作者。但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我

迟疑了。童老师是不用手机的，我想，也

许他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这样的消息知

道了，总是会伤心的。隔了一天，还是打

电话去了，只是问安。童老师听出了潜

台词，单刀直入：不要不好意思，是要我

写写阿兰 ·德龙吧？没问题。第二天一

早，他就请太太由微信发来了《我们会漂

洋过海来看你》……

谈到译制片，童自荣的话匣

子就敞开了。他一辈子魂萦梦

绕的上译厂、译制片，总是说不

够、写不完、念不尽……令人印

象最深的，是一些数字。

比如，12、7、30。12，是他从

高中开始做梦，做一个成为配音

演员的梦，到最后实现的年数。

我好奇，像他这样的嗓音条件，

是不是很小就已经受人关注

了？童自荣说，倒是没有。一则

是他从小内向、不活跃。二则是

他从来没有把这个梦跟别人说

过。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正好是

1966年。因为特殊的时代原

因，他一直又等了7年之久，才

终于有幸走进梦想，进入了上海

译制片厂，从此，开始了30余年

的配音生涯。

比如，5和3。童自荣最知

名的角色当然是“佐罗”，但他大

大小小参与的影视作品有千部

之多。哪几部最满意？他说，有

三类：一是正面角色的《佐罗》

《黑郁金香》；二是反派角色，代

表作是《蒲田进行曲》；三是喜剧

滑稽的角色，比如《茜茜公主》里

的波克尔上校。这么多作品，当

然不可能都是主角；在能为主角配音之前，

他就足足跑了5年龙套，有的甚至是一两

句话的小配角。不过，这5年的锻炼，是大

有裨益的。他觉得，是老厂长陈叙一在考

察他，因为他确实还有很多缺点，需要打

磨，“也是一种特殊的栽培”。终于，童自荣

得到机会配主角了。那时，老厂长已经很

少亲自做执行导演，但童自荣特别记得老

厂长的三次进棚把关：第一次，自然是他主

角出道的《未来世界》；第二次，《孤星血

泪》；第三次，是给日本纪录片《狐狸的故

事》配旁白。这是童自

荣第一次配旁白，开头

第一段，他就连配几次

都过不了。老厂长让他

跳过这一段，先从下一

段录起；等全录完，嗓子

松了，情感上来了，再回

头录开篇，顺利过关。 扫码看视频

◆ 史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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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老厂长，童自荣永远

是无限深情的。当然，还有上

译厂的各位师友，他曾在“星期

天夜光杯”上，发表过整版关于

邱岳峰、毕克、苏秀等的回忆文

章；也曾写过杨在葆、赵有亮、

杨小勇、佳宁等许多艺术界的

师友、同行，他们的品德情操，

让他尊敬，感动。

“心里暖暖的”，他常这么

写。其实，童自荣在这些年的

写作中，想表达谢意的对象，

何止是师友呢？现在，可以回

到他在“夜光杯”的第一篇文

章。在检索之前，我本来以

为，他的初始亮相，也许应该

是谈译制片吧？没想到，却是

写的他与太太温馨、诙谐的生

活小故事。而他这些年来的

文章里，“老婆大人”经常是主

角。这位他爱称为“小秘”的

“老三届老高中女生”，本人倒

是不希望被写的，在信奉低调

做人上，他们步伐一致。但我

们要感谢童自荣的“阳奉阴

违”，才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

情深趣浓的“幕间喜剧”，看到

了为事业而无私付出的“幕后

秘辛”——童自荣上一本书叫

《让我躲在幕后》，我觉得，其实他的太太，

还有一直支持他的家人们，可以称得上是

“幕后的幕后”；而他的新书，也许可以有

个副标题：《让我记录幕后》。

童自荣不仅写太太，还写坚韧的百岁

“漂亮妈妈”和她的言传身教；写两个“小

和尚”：可爱的小外孙和小孙子……幸

福的一大家。这些充满温馨情趣的家庭

故事，让人领略：“王子”也是有“家长里

短”的，绝对不是抽象悬空的“明星”，他

像我们大家一样，也会有烦恼，也爱开玩

笑——记得有一次童老师送稿时提点：

“我觉得你的版面太严肃了，还是需要有

点活泼幽默的文章才好看。所以我写了

这篇东西。”

当然，熟悉他的人都晓得，童自荣是个

“外柔内刚”的人。他关心社会，关心时事，

对阴暗面不忿难忍；反复称颂的，是正气凛

然的观念和品格。这就像他曾谈起佐罗时

说的，人们喜欢佐罗，也是因喜爱侠义之

风。他也极愿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做一些能引导正面风尚、让人快乐的事。

“我还是闲不下来。有些工作在身上，也是

灵丹妙药。写写东西，到舞台上参加朗诵，

哪怕唱个歌”，尽自己所能，做一点小小的

事情。比如他又在考虑，如前几年的那台

“向往崇高”朗诵会那样，再策划一台由他

自己主持的朗诵会。

写作当然也是一种做事的方式。“希望

通过这本书，表达感谢的意思。”童自荣如

是说。

“很不好意思，因为这本小书惊动大家……”请童自荣录一段视频，他挂着熟悉

的谦和微笑，先打起了招呼，倒好像出书是件很不好意思的事。

《八十而已》，童自荣的新书，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童自荣所住房子的外立面正好在维修保养，阳光透过脚手架照进来，房间有了

一些老电影般的光影。此时耳畔响起吟唱般的优雅颤音，真是一种享受。

■全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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