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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德隆生前多次来华还有一支中文“迪曲”以他命名

再见了，永远的侠客佐罗

阿兰·德隆青年时曾当过海军，
之后当过侍者、售货员和搬运工。阿
兰·德隆没有经过专业的表演训练，
但他很自信地认为能依靠英俊的外
形打开自己新的人生，他在 1957 年
开始了演艺生涯，1959 年凭借电影

《怒海沉尸》名噪一时，1960年，他主
演的《洛克和他的兄弟》赢得了国际
电影界的认可，1965 年以《野战雄
狮》打进好莱坞。

1975 年，阿兰·德隆出演电影
《佐罗》，他以俊朗出众的外形、冷峻
而坚毅的表情、精湛的剑术和演技完
美演绎了一位锄强扶弱的英雄形
象。黑色的眼罩、帽子和斗篷，像风
一样快的骏马，迷人的微笑……佐罗
令全世界影迷疯狂。《佐罗》于 1978
年在中国上映，是第一批被引入国内

的西方电影之一，这部电影也几乎成
为中国观众对“阿兰·德隆电影”的一
个代名词。据统计，有超过 7000 万
的国内观众观看过《佐罗》，即便是现
在，这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阿兰·德隆的电影代表作包括
《佐罗》《我们的故事》《独行杀手》
《蚀》《黑郁金香》等，他曾获柏林电影
节及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多次获
得法国凯撒奖最佳男演员，并拥有

“法国第一美男”“银幕性感男神”“行
侠仗义的佐罗”等光环和头衔。他有
过两次婚姻和数不清的绯闻，也曾经
是全世界的偶像。但他曾在晚年表
示，自己并没有获得幸福，甚至在巨
大的孤独中度过晚年。对于自己的
一生，他曾表示：“我的人生是如此的
不可思议，以至于没有一个文人能把

它写下来。”
在十多年前的一次采访中，阿

兰·德隆曾经感慨：“现在已经没有我
们那样的明星了，我能有幸与那些天
才合作过，已经很满足了。对于我来
说，电影已经结束了。”

2019 年，阿兰·德隆曾经中风，
此后身体一直不好。阿兰·德隆的儿
子，法国演员安东尼·德隆曾于2022
年出版新书《随诱而为》，并在接受采
访时透露：父亲已决定将用安乐死的
方式结束生命。阿兰·德隆曾经表
示：“衰老太糟糕了！我们什么也做
不了。我们失去了视力和体力。我
们无法站立，我们感到疼痛。这是一
种巨大的折磨。”18日，阿兰·德隆的
子女在发表声明中补充请求了保护
隐私。

1978 年，电影《佐罗》在中国上
映，这位来自法兰西的异国骑士成
为中国观众的银幕偶像。而这部电
影在中国的成功，令阿兰·德隆自己
都颇感意外。因为这部电影 1975
年在法国上映时并不算讨喜。可能
法国观众更偏爱阿兰·德隆的冷峻，
他的这部改弦更张之作并未引起太
多轰动。阿兰·德隆后来在做客《可
凡倾听》谈到他对中国观众的感情
时曾说：“事实上，也是通过中国观
众，通过《佐罗》，法国人才知道原来
我是一个世界级偶像。”

佐罗这个角色在中国是如此深
入人心，以至于他的配音演员童自
荣也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为当年最
受大众追捧的配音演员之一。童自
荣的演绎拉近了这个西方侠客与中
国观众之间的距离，甚至为角色增
添了几分原版所不具备的魅力。

阿兰·德隆的声音浑厚、低沉，

童自荣的声线则是飘逸隽永的，中
高音区富有磁性的声音，也流动着
一种特有的浪漫气质。译制导演
杨成纯认为，两者应该出现完美的
结合，力排众议选择了童自荣。值
得一提的是，在《佐罗》里，童自荣
同时为阿兰·德隆扮演的迭戈、假
总督和佐罗 3 个角色配音。为了区
别佐罗和假总督的音色，童自荣想
出一个“高招”，上午穿着大头鞋配
佐罗，显得声音沉稳有力，下午换
双拖鞋配假总督，声音就飘一点没
那么自信。

《佐罗》公映以后，作为佐罗的
声音出演，童自荣曾每天收到成麻
袋的观众来信，至今这个标签依然
是童自荣最醒目的艺术成就。之
后，他又为《黑郁金香》《孤胆神探》

《警官的诺言》三部曲影片中阿兰·
德隆的人物形象配音。

1987 年，阿兰·德隆来到中国，

见到了中国观众，也见到了为自己
配音的童自荣。阿兰·德隆向童自
荣表示“感谢这位把我变成中国人
的朋友”，而童自荣握着阿兰·德隆
的手表示：“我自认为还有许多不
足，希望阿兰·德隆先生给我提提意
见。”阿兰·德隆则表示没什么意见
能提，因为童自荣的配音已经足够
出色。

多年后，童自荣回忆起阿兰·德
隆访华时举行的大型联欢晚会，还
撰文表示：“那回演出，我朗诵《佐
罗》台词片段。他们让我又披斗篷，
又戴上大帽子，至于戴上深色墨镜
冒充眼罩就更不用说了，蛮搞笑
的。按照联排时的次序，我最后一
句台词话音未落，便是他上场。只
见他大步流星地走上舞台，一阵风
似的潇潇洒洒走到我面前，满脸是
笑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热情的拥抱，
这一幕轰动了全场……”

“这里的人民是这个世界上最喜
欢我、最欣赏我的。”从 1987 年到
2010 年，阿兰·德隆曾经多次访问中
国，他对中国观众充满感激，对中国文
化也十分感兴趣。

1987 年阿兰·德隆访华时，走访
了中国多个城市，他酷爱中国文化，也
非常喜爱北京的名胜古迹。据说，阿
兰·德隆在北京期间，每天会骑上自行
车到各个景点旅游。如今，还有不少
当时他在中国旅游的老照片记录着这
位影星与中国的缘分，而由此引发的
追星热潮也令不少影迷印象深刻。当
年，北京首都体育馆为阿兰·德隆举办
的欢迎晚会，4 元一张的门票被黄牛
炒到了50元一张，仍然一票难求。

有趣的是，当时还有一首迪斯科
曲风的中文舞曲——《阿兰·德隆》，歌
词写道：“他的光芒迷乱了我的眼睛，
射透了我的心胸。阿兰·德隆是一团
烈火，阿兰·德隆是一股旋风，阿兰·德
隆，你撩拨了多少颗芳心……”足见当
时大众对于这位偶像的追捧。

2010 年，阿兰·德隆成为上海世
博会法国馆的形象大使。他在世博会
期间数度来到上海。当时的阿兰·德
隆对于中国的发展感到兴奋，他记得
自己第一次来上海时，“外滩的对面还
光秃秃的，而现在上海使纽约巴黎都
相形见绌了”。

在接受采访时，阿兰·德隆谈到以
自己名字命名的品牌坦承：“我喜欢和
中国人做生意，他们更喜欢我，所以我
也更偏重亚洲市场。这里的人民是这
个世界上最喜欢我、最欣赏我的。”他
甚至表示，“我觉得自己出生得太早
了，如果上天让我活得更久，我希望亲
眼目睹中国更加强盛的那一天。”

本版撰文/整理
新报记者王轶斐

据法国媒体18日报道，因出演电影《佐罗》而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法国影星阿兰·德隆去世，享年88岁。

阿兰·德隆子女在一份给媒体的声明中说，在3个孩子等家人的陪伴下，阿兰·德隆在法国的家中安详离

世。阿兰·德隆以法式优雅和侠客的冷峻，为观众留下一个个难忘的银幕形象，他与中国长达几十年的缘分

也成为世界影坛佳话。阿兰·德隆曾经在中国接受采访时说：“我想能在离开人世之前，来中国拍一部电影，

记住我的愿望！”

阿兰·德隆和“说中文的佐罗”童自荣

“我的一生是如此不可思议”

阿兰·德隆的
中国情结

19871987年年1111月月22日日，，阿兰阿兰··
德隆游览北京八达岭长城德隆游览北京八达岭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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