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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外語和中文西化

橋志高

今春童話港畫，在華北將〈中躍譯導報〉盲目于自緝輯先生的方去一篇欒關東楠，寫自下

中輸入說話「普遍」爽為英鶴的議象。侍者用反諷筆諸如以擺攤的投蓋率，認為「中英

與攤J 擺種習慣係出於民換自卑感和E寄自崇洋心蓮。他攏，心中華聽聽五千年來的文化

和干鑼宙輝、擲地有聲的艾芋，會被「與雜文J糟蹋'章冬於?這基本出接連發嶽亡的命運J 0 

在香港，正捏上〈明報月刊〉五月號，真面有一鱗癸瞬間賈平教授論「新文能獨

動體將議主同與胡攝」 。近獎後看到六月號觸覺跟女下騙，其中談到錯車間

f癢灑J ~臭文，問代J.;I. r點界語J (Esperanto) 。嫌去，攝氏企盼有一天「世

界人無各將其本密文字鴛鴦聽驚，共接 Esperanto J 0 作者的許諾是. r這種樂觀的

心瓏，捕令看來，是活乎幼雅的。 J

兩篇文章真所提出對中聽語文的觀點，形成一餾有騙的對照:後者誠然太 f樂

觀J '以為換一車女牢符號就可以掃盡中盟薔文化的種種壞禪誼。接玄問雖支持胡灘

的白話文，但他不知纜，以印歐語系語言為真聽間觀憫的人嗎「世界諾J '不可能暇

代嘆文(或任何民聽臨巳慣用的譯文)。前者又太掛觀，以為今天事實上的「做界緝」

( lingua franca )……其樂諾嘗一一會戚脅中臨人的得錯，甚至於危害中關間有的

文化;

〈中醫轉報〉都能投織人舉出許多中盤人說懿爽雜英語荒唐可笑的例子，

種情形不但廣播業鸝華人鋪子賽，在經濟繁榮的接觸發攝繞行，那連大體普及出來的人

物，也能說一口的「中英與雜話J

飽沒有聽到香潮。這輩個一百幾十年來與闊的服闊地，雖然居民百分立九十八聶華

人，重至曉話才把中文與英文並列為官方錯賞。不用說，香港人說話做與文「內接J

的接會更多;有報寓級知識分子，在工作與做質方醋，還可能全部使用興轍。「九七」

以後，據說香港人河以保留飽們的盤擴散i攪和主義活方式。果真如此，組們雖非會變成

摧單中國文字、轉歌中聽文化論亡的一支潛勢力嗎?

我自己聽別人說話，不，必要地揖韓英轍，點有點反惑。但仔細想想，還毋寧是

「學習外擺」的問贈，間不是「中文四化」的問觸。在快要進入三十一概舵的所謂「全

球一本恥的時代，輯對實訊傳播、外贊賞字輸、經貿跨國、女化提梳(包括思想、學

中蜜語艾議認 1989年 3 丹 第 1 期



閥、科技、 、工輯、體育、蜈樂、激進...... )等各方面，不接受誦會的樹擊，簡

直是不可能的。自此一個記族勢品有學習…種現多種外囂的需要怒。工次大戰之後，英

文美站成為獨際上搜JI:仁溝通的工具。溫樣看來，情未聽初以峰，中闢教育制魔襄始終

以英語媽「第一外關語J '倒是一件值得聽幸的事(當獎金也有f7lJ外，如中共統治大續

貂期的在選舉贅棋譜。)我們可以說它有時的帶獲成少數人難洋的心瑰，但鱉可以稱

它搗標誌世世代代，時扭轉薄，追求「現代化J 的努力。

諸實是老百性蕾嘴攝躍的東問;女半是代表諧音的傳播擺介，基本上不能自敢情

或專家，從上剩下，勒令改革。過去多多次擴字?投了1't.J運動行不通，就是…個傾吐證。

語言也是璟境的聲物，要受時踏和空間的支配。自前中華民接在總理之四分五鶴，

「人才外流J B變揖「人口外留」的可誰現象。單說來勢居留的新華僑，從岳不議了

( rγj字不帶銷)的大師傅~I] r托福」及第的留學生長，能們為γ適輔現纜，議主主養家，

品頭補習英女演得求探路。大學數攏，不管高等成尖端科撓、社會發轍，議是女惡勢、

纜，砸到問行間體按此交麟，動罵專門名指和術語，戒引照茱雌特j哥哥主題妙的百禪名

甸、成諧，一時邁沒有安妥貼的中文翻譯的，也不免「中英夾雜J 一疇。

根據一九八零年的黨盤人口調查，所有男女老幼、各種各樣的葉報聽見，釋、數不

過八十麟，即禮遇裝入、九年內增加不少，比招園內的一卜聽人口，等於滄海之一栗。

不管他們的英文鰻盡如何，聽說能形戚一股風氣眾影響祖鐘頭的語言，都是不可思、朧的

事。 例說過去四十多年來來贊窺居的第一代移鈍，多半心在「驢闕J 。他們在多是闊四

處興辦中食學饒，說像往背唐人街的老華倆一樣，督i定主張土撓的子女學幫中臨語

文。(成致如何，又當點論。)

產襲警外語和爽雜英文，別的鷗家也有情樣的照題。日本主兒胺擺於摹仿。之二吹大戰

以後，日本人呢許多英文笑語詞儷發養媳放在自己的口頭語中，被外人傳為笑談。可

是日本學會了美闊的攜科蛾衛，青出於藍，大學標佔步建麗的汽車以及各種電器市場。

有錯糞攝入認為賽d智、起聽追，知己知棍，只好表學臼艾。能fr~驅至主主張熙熙謂「授況J

( immersion )的教戰法，從幼稚聶攔始。

法關人一向金魚文化價輯，直對二十世紀之前，法文是國際禮儀上不時或缺的通

用語。二次大戰後由對運食、蜈樂等黨式文化的價入，法圈人也無法肪範法文襄器產

生許今斃語步建雜的慨詞。其實從中訪時代以來，英文本身竿巴大量戰i仗了法語，美聽

人沿用至今而不自覺。近代翼文艷話中更興顯站躲用許多法立三字憫，尤其在英食、時

艷、汽車等方罰;時墨人士曾談中，聞戰穿插幾旬怯露以為情皮。

美國雖是種腕熔爐，但傳統均不注讓學議書外擒，在外交、實易， .1:)及艾先交流方

l 菌，都感覺疇。近年來轉應付大批拉丁美掰開，引紹國內「雙描教育J的爭議。
有些人士攤倡中小學關設甜班牙語課程。本屆總親說濃，為了爭最拉丁裔灘民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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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兩大政黨都動員「西」語人才遊說。美國人心目中最難懂、難學的，當然是中丈。

今天許多美國大學設有中國語文課程，主修「中國研究」的畢業生能說、能讀。他們

的中文造詣，連勝於早年來華經商和傳教的「中國通」。

再講回中國人-一一無論在香港、畫輯、或大陸一-1衣薔爭先恐後地學英文，這個

新的「世界語」。他們究竟還是拿它當作外語來學、東用，最多為個人謀出路。真正

想使用中文「全盤西化」的，恐怕絕無僅有。根據以往的經驗，他們之中倒會有學貫

中西、世恩、明辨之士，是中國現代化的促進者，也是對外宣揚祖國文化的生力軍。

譯 界 iR 息
一九八入年十月八日香港翻譯學會

頒授榮譽會士銜于兩位海峽兩岸的譯界

翹踅:中國大陸的名作家楊梅女士(錢

鍾書夫人、〈幹校六記〉作者) ，以及

臺灣的翻譯家殷張蘭!熙女士。

香港翻譯學會為了表彰對翻譯有重

大貢獻的人‘士，每年均頒授榮譽會士

銜，過去獲此殊榮者包括高克裁、宋

棋、劉骰爵、賴恬昌、馬蒙、林太乙、

何丙郁、蔡思果、林文月、楊憲益忱儷

等。

該會並於同日在大會堂劇院舉行每

年一度與市敢局圖書館合辦的翻譯研討

會 ，主題為「翻譯實踐J '內容包括:

基本法的英譯問題、現行法例翻譯上的

幾個問題等。

• 楊蜂女士接安香港翻譯學會榮譽會士

銜的答辭，特刊出如右，以饗讀者。

一九入八年八月於美東瑪利蘭

翻譯大概是個沒有止境的工作。譯

者儘管千改萬故，總覺得沒有多IJ竅。世

界文學傑作儘管歷代都有著名譯本，至

今還不斷有人重新翻譯，表示前人的譯

本還有遺憾。所以譯者常感歎「翻譯吃

力不討好 J '確是深知甘苦之談。達不

出原作的好，譯者本人也自惶不好。如

果譯者自以為好，得不到讀者稱好，費

盡力氣為自己吽好，還是吃力不討好。

我缺乏自信，並且揮知自己翻譯的

種種缺點，不過，如能討得讀者的好，

我就昕喜感激;如果能討得行家的好，

那就更不用說了。香港翻譯學會給我榮

譽會士的稱號，想是我討得了他們大行

家的好，遣是使我喜出望外的樂譽。我

翻譯的作品大小不過三部，可是感喜之

餘，顧不得自間是否合格，就欣然接受

了。我不能親來領受遺份榮譽，改用書

面方式，也免得我「亮相」時廁身於大

譯者之林而自慚形績。我謹向大家道歉

並道謝。

楊絡一九λ入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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