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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有一些不与上译厂的配音风格

相适应的毛病。我的声音松弛不下

来，这就不符合上译厂配音的要求。

所以我一开始只能跑龙套。我以为

龙套跑个一两年也就可以了，没想

到一跑跑了五年。所以我开玩笑说，

我这样都能有所作为的话，你们都

应该可以成功。那时候我对名和利

也不是很在乎，做一份我喜欢的工

之后，我决定考上戏，我想这一定

会对我以后从事配音工作有帮助。

配音也是表演的一种啊。我想考了

再说，考得上考不上还两说呢。幸

运地给我考上了，我和班级里的同

学想法都不一样，他们想做影视剧

或者话剧演员，班上就我一个人想

的是，我将来不是在舞台上表演，

而是在幕后做配音。我现在学的表

演，学的台词，对我将来的工作一

定是有帮助的。1966 年毕业了，正

赶上“文革”，我能不能去上译厂，

又变成了未知数。我从农场接受再

教育之后，班里剩下一些工作还没

有分配的都要分配掉。这个时候，

我觉得应该采取主动措施，于是就

向我的老师李志舆反映，我有这样

的梦想，希望学校能帮我联系一下

上译厂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性。

我的老师李志舆很理解我，向学校

里讲了我的情况。学校跟上译厂联

系，看上译厂是否需要补充一些新

鲜血液，希望可以让我去试一下。

当时上译厂也确实需要人，跟我的

想法不谋而合，最后也没有经过考

试，直接从上戏分配到上译厂去了。

1973年1月，我正式去上译厂报到了。

《新民周刊》：在上戏表演系

的学习，是不是对你日后的配音工

作有很大的帮助？

童自荣：那当然。配音就是在

录音棚里演戏，区别只在于演员不

要亮相而已。配音演员用声音、语

言来塑造角色，这其实是一回事。

《新民周刊》：陈叙一老厂长

一开始对你的配音不甚满意，这是

怎么回事？

童自荣：因为当时正值“文革”，

社会上大家都在喊口号，这对我也

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使得我一

作，和我崇拜的那些配音大师在一

起工作，我已经满足了，这是我的

心态。我为什么一定要配什么主要

角色呢？这不是太有所谓。就是有

一点：我很用功，哪怕是个龙套，

我也当主要角色来配。台词念得滚

瓜烂熟，有时候就是几句台词我还

排戏呢。反复地看原片，看他的嘴型，

揣摩角色的心理。五年以后，我们

的老厂长就觉得，火候到了，觉得

我可以不跑龙套了。1978 年，我为

美国科幻片《未来世界》里的记者

查克配音，这是我参与配音以来配

的第一个主角。

阿兰·德龙：
漂洋过海去看他

《新民周刊》：1979 年你为《佐

罗》配音了，配《佐罗》的时候是

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契合这个角色？

童自荣：一开始我完全没想到

会让我来配阿兰·德龙，因为原片

中阿兰·德龙的声音是比较低沉的，

而我的声音则比较清亮高亢，也可

以说比较华丽的。那给到我了，我

自然全力以赴来配音。在《佐罗》

这部电影中，我其实要配两个角

色。因为佐罗另一个身份是假总督，

这就要求我不能用一种语气来配阿

兰·德龙，这对我也是不小的挑战。

角色名单一公布，我还有点吃

惊。老厂长也不会跟我说为什么要

我来配佐罗。大家都认为我不合适，

因为我们都看过原片啊，阿兰·德

龙的嗓音和我完全是两回事。我想，

老厂长可能考虑到，阿兰·德龙这

样一个帅气潇洒的形象，配一个华

丽高亢的嗓音，可能更符合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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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