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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大家討論到「現代漢語」的問題時，輝、不期然會想起所謂「現代」

的中文，究竟是指「五四」時期所提倡的「我手寫我口」式、完完全全口

語化的白話丈?還是指目前流行的在適當時候慘揉中國傳統句式、成語的

白話丈?所謂的「漢語J '究竟是指不帶一點歐化語法、詞彙的純掙中丈?

還是指如今已經到處通用、翻譯詞彙句式比比皆是的中文?

其實， r現代漢語」正處於文自夾雜、中西安會的十字路口。首先，

我們想指出，語文的發展是源遠流長的，白話丈典文言文之間，並沒有絕

對的分水嶺。在白話丈中如果辦棄一切傳統典雅的用語及表達方式，則可

能丈采盡失;如果丈言字辭用得過分，則可能使丈字儘化，形同八股。因

此，丈言與自話並非「水火不容J '困難的是如何使兩者運用起來「水火

相濟」而已。其次，語言文字是不斷演變的，不可能也不應該永遠停留不

動。我們今天通用的中文，其中有不少旬法詞彙當初都是從外語翻譯過來

的，只是久而久之，誰也不再覺得用起來整扭、聽起來碟耳罷了。時至今

日，翻譯對中國語文的影響已經無可避免。翻譯的旬式詞彙不是不可接

受，但是我們必讀分辨怎樣的翻譯是「生吞活剝」式的，一且納入中丈，

就會成為永不消去的腫瘤，對中文產生「語言污染」的不夏影響;怎麼樣

的翻譯旬式詞彙，可以在漢語襄融而化之，從而使我們的語文更加豐富多

采。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問題，也是我們在翻譯專頁中所要討論的內

容。

從本期開始，我們準備在專頁中開闢幾個項目，討論有關文言譯成白

話、英文譯為中文的各類問題。第一個專項是「專家經驗談J '本期我們

邀得名翻譯家喬志高先生為我們剖析學習外語和中文西化的問題。其次，

是「科技用語翻譯談」的專項，本期邀得陳方正博士為我們撰寫〈從日用

語到科學語一一談物理學名詞的衍生和翻譯〉一丈。除此之外，我們亦會

涉及「名詞翻譯」、「譯例評析」、「常見譯病」及「譯詞指謬」等項目，

分期刊出，與各位對翻譯有興趣的讀者共同研究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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