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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留聲

Karen（左）及 Linda（右）演出前會多次商討如何傳譯角色，
令演出效果更傳神。

Jasper（左）演出時十分享受投入角色！

迪士尼推劇場視形傳譯 
傳譯員化身舞台表演者傳譯角色

「為了令觀眾了解正在傳譯的是甚麼，我們會模仿角
色的動作、形態和性格特質，例如『米奇』要表現出
其硬朗的個性、『美人魚』會婀娜多姿、『雪人 Olaf
小白』走路時會東歪西倒，比較笨重。」參與是次
迪士尼樂園劇場視形傳譯服務的許鳳蓮 Linda 表示。
迪士尼於「迪士尼魔法書房」推出為期一年的先導
計劃，暫定為每月的第一個星期六和第三個星期三，
透過劇場視形傳譯讓聾健人士一起欣賞和了解演出，
同步開心，同步歡笑！

於聾福會任職手語傳譯主任的許鳳蓮  Linda 及李秋凝
Jasper，兩人擔任傳譯的工作分別接近  10年及  5年，
他們於  2017 年參與香港展能藝術會舉辦的工作坊，
慢慢接觸劇場視形傳譯。Linda	表示  :「劇場視形傳
譯不單是傳譯對白或歌詞的內容，而是在演譯之前要
思考包含演出者的扮演角色、角色的獨特性、角色所
表達的思想、感情和當刻的心理狀態等等，最後總結
構思出劇場視形傳譯的手語和舞蹈的方式；當中每個
劇場視形傳譯都投入了很多時間和提議，而在迪士尼
魔法書房劇場視形演出後，我們會不斷檢討、優化務
求令演出更成功、更完美，將迪士尼的歡樂帶給每一
位參加者！」Jasper 又指：「在練習的過程中，主
要先暫時『放下』我們最熟悉的手語，嘗試通過不
同情景訓練，以形體動作、表情等表達劇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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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次表演的劇場，包含了很多迪士尼經典人物，並
以精彩的歌舞劇形式呈現舞台。每一位人物性格各有
不同，透過演員的歌聲完美演繹出來。我們絞盡腦
汁，討論角色、歌曲，討論如何活潑地表現角色的特
質，透過研究演員舞步、分析歌詞，綜合出最原汁原
味的手語形體演繹，當中經過無數次的反覆嘗試，每
次都翻看自己的演出，每次都有改進空間！」。

通過試鏡，兩人獲得「迪士尼魔法書房」中高飛、米
奇和美人魚等角色，演出前除了要重溫迪士尼卡通了
解角色的性格和動態，幾位傳譯員還要經過約  3 個月
的事前預備功夫，如何透過手語動作演繹歌詞、如何
因應人物角色改良表情動作等皆是學問，Jasper 笑
言高飛個子高大、精靈鬼馬，與她真實的性格相似，
故演出時十分投入其中，「平日手語傳譯工作不應加
入個人意見或太豐富的表情，最重要是為聽障人士傳
譯出最準確無誤的資訊；作為劇場視形傳譯員，便要
消化劇本的內容、歌詞、角色演化成手語動作和表情
表達，自己亦仿如一位演員般，爭取做出『吸晴』的
演出，所得到的滿足感各有不同。」

另一位參與是次迪士尼劇場視形傳譯的陳嘉儀
Karen，身兼聾福會手語同學會會長、舞台劇演員及
編舞導師的她，十分享受這次參與機會，「迪士尼的
歌曲大多很夢幻、不著邊際，與其他傳譯員商討如何
傳譯時，要先細味歌詞，了解角色性格習慣，例如阿
拉丁出場的部份，為了突顯他自信滿滿、炫耀才能的
一面，我們會選擇以兩個人傳譯，效果會更突出。」
過去舞台經驗豐富的她，是次亦另一番的體會，她感
受到整個團隊對劇場視形傳譯員的尊重，並非單純作
為一位功能性的傳譯員站於舞台，而是作為一位表演
者，與演員的磨合中亦會有所得著。對於劇場視形傳
譯服務在香港劇場漸趨普及，Karen 亦樂見其成。

「希望未來每個劇團演出時都可考慮提供劇場視形傳
譯服務，正如現時的戲院和演出場地都會提供傷殘人
士座位，將劇場視形傳譯服務恆常化，便可讓每位聽
障人士能無障礙地欣賞演出。」Karen 表示，她亦期
望傳譯員可以得到更多培訓機會，讓香港劇場的演出
可更相得益彰、更有質素。

劇場視形傳譯服務延伸至「迪士尼魔法書房」。

聾福會執行委員會委會黃偉強先生（右二）、
總幹事張漢華先生（左二）、手語中心主任
陳玉娟女士（右一）及手語傳譯主任許鳳蓮
女士（左一）同遊迪士尼樂園，了解新增服務
對聽障人士欣賞表演的幫助。 聾福會早前獲迪士尼樂園資助，帶領聽障會員率先體驗劇場視形傳譯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