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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現代翻譯理論的難設和發展有主糊不可忽麓的依據:歷史博艇，語當現實和

女化特鑽。

翻譯理論與任何其飽學科的理論體系一樣，具有重要史發屬的延續鐘，木爵人的主

觀意向所左右，人們只能自騁刺導。這里斯摺「勢J '嚨設是歷史定勢，護自由諸多

歷史原關所決定的大的發展方向、發展勢頭。現代鸝擇理論應該是簿說譯論在新的歷

史聽得宇的「新生代J '搞不是人們的主觀景向的脅。我們無權也不能撰黨歷史觀

頭、監史傳說詣緣木求魚 c 道變所謂「朮J '拇甜方或東獸的各種現代翻譯理諱體系

(議摸式)。西方譯文東歐的現代鸝譯理論主「木J不論雋等騎蔚然、歇歇要是蓊翠成株，

都是真域土地上的接物，只能讓我們壁畫、研究，以和俄鼎立「恥的拼音。雖然他

們有時啦談到黨話，那也只是寫了為自己攤供參照和旁證， r嘆為洋鑽J ;而我們要

的真可是「洋為漢用J '目的在增宵我們自己的翻譯理論玄武、翻譯瓏論體系二三林。中

盛傳統譯論鶴蜓達一干七百年餘年。近代譯論臨島建忠擺出「薔諱J (1894) 及巖鑽

機結「信j鑫雅J (1896) 以來，也有了近百年的歷史。 r三三難」之說，只輪經傅，及

日仍在不少能事譯尋毒者插奉之、力行之，可見其生命力遲未因時灘推移誦會終，

乃盔、高其可信、可行之精華。傳統譯詣的精華，我們品續播織和發揚。

第二擋不可忽視的依據是語言瑰寶。聽譯作為一種語輾轉換( interlingual 

transfer )行麓，無不以特定的語富作為原話( SL source language ) ，以特定的話

( TL target language ) ，哥特定的原諧與譯語文無不具有其不同於另

一種語密的特色。世昇上還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一種包容了各種語雷特徵的自然語

言。語言的特色來源於它的文化本質，那所謂「間有的人文繁質J '其中包容了寶華麗

的路史、端緣菌素。例如漢語農產生於東盟腹地，具有形式流散、藏放，重「鮑竄J 謂

不重「刑役」的特色，與印歐語系語霞在整史、地緣上彈相去甚議。漢語興英語殊異，

還異起於文學體系的異質性。漢學構形獨特，是一種試欲「簾彤、聲、黨於一體」的

結合型象形符號體系。，間以置象表意為其主要功能。樓宇弓之其權蠶11;1印歐器彈種形

態發生學機制(即形態會位發生機髓，主要通過「普位交替J 或「督位變換J 來表現

和機定語法意義) ，鬧而不具懿告形搬來標定的時態、錯態、語龍、性、數、搖、報

等等比較餵鐘的形態程式體系及語法龍疇。棋譜是以鵲握手段難示它認轉有必要表示

的語法功能和關係，而對立認為設有必要聽眾的時臘、語態、銘、數等等語法範疇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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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在不志中J 0 可見棋譜這種基本 k利用語疆的錯法單式靈活性、聞機姓?長大。

棋語語法不具備嚴格的形態程式而且呈隱性( convert )。這樣就在本質上與英語及其

他為3歡話語法有了甚至剔，後者是攤位的( overt )。這調切不再與其它諾:含混為一談

，在趕走了中關現代鸝譯聽論的切不可與其能語種的觀擇理論體系混為一談

最後一斗圈我們不籠忽視的依據是文化特轍。任何語霄都拓、讀植根於特定的文化母

( matrix )中。世界上還找不到聽不可能存在不tJ某種文化為其發生和戰艇的土

壤的自然語言。文化是語言之鼓基本的也是最大的發照系。以諾穹的本體論觀點東

看，從文學體系、語音體系、詞種體系、語法體系到j裴琨法體系主五個層面無一不是民

族文立的表現形式:這些體系的本身就是女化現象。諾諾:的問族文化世決定了它的攤

，從而使錯擇理論趨於多鬼蛇:適合於某怯半年定的諾詣的話聽轉換規律不一定適

合於另一些語言言，問題常常出現在更為廣、泛、深謂的文化層單。以詩歌為鵝。接接本

上說，各種語言的詩的美學質值都是建案在「督韻和協J ( phonological concord ) 

上。但各種語言的詩歌的「音韻和協j 的審美構肢，聽各有其不間的規律。中關詩歌

的音動和協主饗表現為「竿輯平仄J '在四、五、七當攏íE撼。這就完全不同於英語

。漢美詩譯文繭種音韻和協規律如1月在諧際轉換中達致審美對種問艾弓之失去女記意

義，鎮靜、不僅僅是餾形式揖題。「文化毒害譯J 的理論研究對我們之所以特別叢要還由

於中華女忱與西芳文化之間差異十分懸殊。忽、說還種差異，必然會損於文化的體向交

流。這樣的「翻譯J ·黨有塊於「文化橋樑J 的美稱。中國現代翻譯理論應該?這成功

的文化觀譯提供理論依樓和聽用手段。

綜上所述，我酹可以說中關現代翻譯理論驛負著三大任務:其一是繼承和發揚歷

史傳統，其二是推出以現代語言學科為依據的觀譯語言學理論體系，其三是對「文化

翻譯J 進符全部的理論描寫，並提出對策。

對待羅史傳統的最積盔的態度不是「忠實的承輾J '謂是發捕和開拓。發揚是對

歷史遺麓的科學分析和甄別，揚棄其糟桶，繼承其纜薯，而在揚黨和繼承中著眼於、

著力於開拓;聽拓是對精擎的拓展和科學化改造，為之前入新的聲史條件下所應具辦

的、經通科學論証的實質性內容，在主而使之具有新的理論語力，足以解決辦的聲用課

題。

中國傳統譯論是我翻修寰的文化主寶康。韓國蠶譯水平和質聲之有今天，我臨聽譯

事業乏有今天，與傳統譯論的指導是分弓之闊的。特別是馬建患和麒視以後的近代譯

論，更有其不可勝攘的整史功鍋。「信達雅J 三玉宇風靡辨辯譯壇近百年時不衰，

世界翻譯理論史上是經無僅有的。當先，這說明翻譯實踐對現論的一種講求: 1理論來

揮於實踐，同詩寶路又在深度和廣賤的發展中迫切聽求理論結以指導:因為人類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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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性實踐具有一種不斷進取性。其次，三難;三說犧久隔著還有其本身的原因。它承聽

了我國文論與當單一美學結合錢達二千餘年的傳說，承歷史之潛流，掌聲傳統之路致，

做到了推陳出新。

傳統譯鑄的理論思想和命鸝基本上來跟於我盟古典哲舉一獎學，特別最古典文藝

獎學。?緝」的命盟海於老子的{道德盤}: í信宮不羹，要苦不信J (2) O í諱J 的思

想源於孔丘。孔于在臨街語}中提出「辭遠隔己裝J ((窮盡星公}第四十一蓋章)至蘇軾

前立「辭海」說，成了文轄獎學的基本命題之一。它的另一個基本命題就是「難J

f雅J 源於〈聽聽扒在臨最早解釋詞義的專著)。孔子解釋「雖」的論搖是文辭要「修

飾之」、 í1閏色之J '使之具有文采。叉不致失於離蟻，而導致「鮮以仁J 。可見「雅」

護黨是j鑫致「舉著音是糞J ({論語"八倍}第二十五章)的條件之一。在古典文藝美學

中將議惱思想表連為命蟬的是曹志(聽文晉)。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 í賽議3主

體J ' í難」於是成為修辭學審斃命厲。可見「三三難J 之說來擴於移花接木，它的生

命力置根於實聽聽誼，立在與源連謊錢的歷史5E勢梧結合。三十年代以來我關譚搶中的

主要命題?神與形J 則是我國吉典美種鞘藝術寶路的精髓。從盤Jj聽、范纜、種藥、

品齡、顧愷之直到近人林語堂、{專宮、接讀書，無論是議文、論詩、論畫議論譯，無

不本〈易經}所謂「神也者，妙萬輯蔚為首者視J ((說卦) )闡睛發之，論而用之，

嘉措傳之。中國古典黃舉中的命題嚴與實、意與纜、明與曙以及戰骨、變鐘、意念、

、神爵等等對我關傳統譯論的發展都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擂J 、「j鑫J 、「雅」

取三芋，既符合我髓的倫理學一一哲學命聽法(如 í{::J 、情J 、 f忠J 、 τ孝J ) 

又與中國人約概J章:命名習慣和一字擴辭格(如 í'8ltJ 、「酸J 、「苦」、 f賽事J )轉

合切貼，符合中國人的思綠特徵和表現法。

{ê.楚，時代究竟在發展。翻譯的寶路規模在發展，社會價銷觀在發展，從事翻譯

的人的觀譚審整意識和技能水平在發展。我們現在面臨的任務是;如何在不偏離或揚

黨古典獎學精萃之灘的寄u揖觀照下，發展中國的現代觀譯獎學。如果我們忽觀遣一

點，來也寸器「撤竄現代先J ·則必將使我們的觀譯學有損於大體，有失於特色，有偉

於菌惰。

與Jl:t問時，我們還盔、鎮君對，近五十年來，現代文藝獎學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

的此，我們在奮而為之篇負程建設翻譯樂學的時候臨要要有歷史蔥，又要有瑰寶態。

針對搏統文藝獎學範鶴研究薄輯、命題有限以及在方法論上攝於依據車覺遷移、

偏重文體，磨棍、續重2史觀印象，同時比較忽親對客艷的結構分析尤其是從微觀到宏觀

的形式論證等等缺點給傳蛻譯論帶來的局限哇，我們的探索、改革和開拓工作制應能

以下幾方軍入手:

廿三題破傳絞譯論自命題決定研究麓疇的因襲觀念和路于 U!P將研究鞘探討局跟在

對命聽概念的詮釋和經驗論證的範疇內) .建立按研究範嚼提出命題的實證觀念和路

于;使譯論從封鵲理研究轉變躊躇放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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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為鈍，我們必裝不忽視任何一{聽從廣泛的翻譯黨接中E藍色色的雙語轉換(澳外、

外漢及黨諧與各少數聽接語言之間)問題，能錯綜複雜的矛盾中揭示觀譯靜友的各個

領緝，通過實踐中存在的矛盾，拓展研究框嘿，擺脫困輔的命題觀念的艇叡。

(或觀不忽視對觀譯審贅主體(譯者)的研究，又不忽視對翻譯審美客體(翻譯的

原語與盟的諧、原作與譯作)的研究，問詩還必三國兼顧對聽譯的撥受者(鞋毒草、讀者

及二者的價錯觀)的研究。 t)!能實較理論範疇的馬限，使華本理論的框架攝於完善。

制不忽視嘉定於觀譯理論建設的哲學…獎學跨學科研賀，在跨學科研究中汲取理

論思想，充實理論命題。

可以轍霄，只要我們堅持以上各方醋的接索鞘研究，我們一定可以在共向接討中

建立中閥現代翻譯獎學的理論體系，謂且，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懷與縛統譯論矗立乎

年之酪蟻，不愧對觀蹲在未束的新1!t耙中為弘欄中華文化研騎真的任務。

一一

我們的第二項任務是建設符合棋擂語言特點的、以語言學講科學依據的翻譯基本

理論。

聽譯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以美學為依據的翻譯理騙不能包容議讓這雙語轉換的許

多典語言特異性、結構以及語用功能嚮拇指謂的問攏。這些聞單單，歸根結竄只能依靠

語言學各種幸存來解抉。本文部重日論述了漢語的錯法特點問聽。道是以語蓄料是轉為理

論依據的中盟環代觀禪理論的基本出發點。

以對此語言玄學為依據、從甜言的特與組出麓，我們的鶴譯理論必讀首先解快以下

問題，作為我們的基本理論報蔡的拓腰方向:

第一、最攤問題

翻譯學對意識的研究是掌聲向的:意義縷成及 SL 一 τL 意聽轉換，臨Jlt品主頁黨對

此。模語是一雛形式攝制(手段)比較弱的謠言，其語法廳於黨控輯構。這就獎由

語義結構的錯法代費功能:詣的意義不儷衰示概念，中辛辛不可字母亭亭體亭。可竟

意義在黨盤中是頭等蠶賽的，形式轉換是在金屬的、第二位的。意義之所以叢書巷，還由

於它是謠言中「最被雜的環象J 0 自然語言的聽聽其實是聽多角度結構，其中三個主

要的向廈是概念:意義、功能意義和文化意義。 SL-TL 懇義轉換品規包括以上各方

臨的意義。翻譯聾論的任務則是對這議多向度的意義轉換進行理論描寫，並致力於探

索突破憲議轉換的種種可擇性限度的發僻、規範。

第二、形式問題

上文提到棋譜的形式手段耀武垂頭勢。但還並不等按說漢外翻譯中說不存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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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情恰揖鼠，獲語形式程式蜴勢增加了變語轉換中意義一形式轉換的難擾。

時，切不可忽麗的是. r形式j 本身具有一賢在鈞意義。不闊的「形J 可以承數不同的

?聶J ;相間的「形J 在不間的語境中位可以承載不同的「輩輩J 0 的此， f形J 與「義J

( i神)永遠麗在辯證關保中。濤說是范鑽研說的「神之於驚，猶科之於力。... .....未聞

刀沒甜利存，雖容形忘闊綽在哉? J ({議書) ，卷四十八)

樓外轉換中形式問題的糧難往表現為形式對黨的不雋等級;不何等級的形式對應

搶負本間的話用職能@。觀譯理論的任務，是根據輯用臨的，對遠致不同等級的影式

對憊的(前牛連行現論描寫，並制定揖形式對憊的參照規範。

第2 、 liJ畫畫問題

對漢語這種重語義結蟬，豆豆甚少語法形式程式的語言來說，功能具有特殊的意

義:功能決定意義表現的形式，是調節彤式的損杆。「你是老幾盯在長者口中，

思是叫你排行第幾盯在某學語攬(議諷、說僻、講議等)中，議會、去是 f{:中雪掌握麼 ?J

或 f1芳:太不容量了! J 等等。這時功能戲了獲諾(或補償)意義的基本依接。革時的

譯勾形式必教以認用臨的為依據和依歸。翻譚理論的任務，說是對擺種語用一功能攝

制進行理論描寫。立在會i挖出功能對應下的意義一形式對聽著學照競範。

如此，聽譯理論研究必不可少地要潛入幫詢曬學、語義學、語用學、文體學、語

段語言學、社會語言舉、功能語法、轉換生成譜法等等學科的基本理論和應用理論的

探討，從中、汲取理論依據和理論，思想，室主借盤其方法論，闊的在建設中器翻譯理論，

特別是完善其基本理論。

個

中盟翻譯理論的第五項任輯是必須推出漢外主擇的交化模式。原思是，在「意義

一形式一功能」三三個層毅(也說是語言運作的基本作用鐘)中，無一不廣泛榜及文龍

賄題。語宮是文龍的一部分，語言中但含最聾富的艾化歷史前擻，鼠有典翠的民族文

化特錢。馬致通(5ë代) f的小令j 桔藤老樹昏鴉，小轎混水人家，古道路風攪馬。

夕陽宿下，童醫輯人在天涯哼起調哭掙沙﹒跌，患) )茹三三句 ffl九個名詩豆葉蹺，平仄鍾

鏘，聲韻幽違;接隅旬以間(字)六(字)點囂，在悠潑的聲韻鋪墊下，帶出了羈雄

人讀棲然一息不聽哀思。開德潛在{中原音韻〉中稱譽謂當小會講?秋息之祖J '充分

體現了漢語從文字語言本身到思想恩情表現法等等文化特質。漢民族語言能聲韻對表

現法各層級結構的文化特質如何在顯譯中加以處理，顯然是我們的一大理論課題。

翻譯理論之品讀解決文ft陪題遺體該站在更高的非本體論說角來加以分析。古往

今來的鶴譯無不聽負艾先傳播的任務。我國翻譯史上三{聾發展寓言聲:語言tt佛經聽譯

(以玄提海代衰)、近代薪，智、潮觀譯(以聽復為代表)及現代科技文化交麓翻譯，無

不以文化傳播推動社會發展爵其根本任務。語音攝負的是黨載全部本土文化龍期軍能

中聽語女通緝 199月 1芋5月 2裝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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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專頁

承載「全部J 外域文化的繁重使命。觀講理論的任務在於探索聽可能權除文統可譯性

限度的通莓，使目的結輯在?最缺士也傳遞原語院最軾的文往館，息，使語言攘攘的文化女

流任務?嘉軒實壤。

翻譯的文化模式接討撈及一系苑輯是靠科研究，曾先是社會符號蟻典語言女化的觀

係 o 語言可以被視為 A綴記錄了種種文化系統符號的「幫帶J (tape) ，主要為四

個文化次系說，那物質實體次系統符號(如 f粽子」、“hamburger" )、典章聾IJ

次系統符號(如「科舉)、 "parliament" )、聲象文藝故弟說符號(如「信天游j 、

“ rock 'n roll" )、心理意識吹系統每號(如「幸運j 、“confession" ) 0 @語哥是各

轍符號的「譜法集約式J 0 翻譯的任務是對這一槃約的「議鶴…解碼一輛鶴j 過程。

這期間辦及j建議碼到編碼的翟序分析、規範分輯、機驗分析以及「文化翻繹j 的許多

方法論問題。我們的任務是對之議持系統的現論描寫。

結 話

中圈翻譯實踐，態悠越千年。這期間，矢志於擬套，何11::千古?!中國講曜大部

輩出，其構言宏論， 1可能真千?我們權者的是一份無愧於控與文化學奇境發之構的連

盡。前盤磁舊有讓於我者，是求其宏論之躁，誰其精言之斬，續發研潔，推出中盟新

的觀譯理論體系，自立於世界現代譯論論嗤之掉，室主觀講學的重Ij皇室和發展作出體有的

一九九0年十三三丹於中大

CDi獲二字結構不是街樂音字母而是也「字符j 組成，稱為「合體J 0 字符分意終、管符(假借字)

和堅不表態:、也不衰蕾的記號(如「七J 、 rJ\J ) 。澳字機獨體字(如「八J )外，合體字

一般都試錯綜合地表示形、聲、義，可惜都未能盡其職。

@ 見〈纜線經〉八十一直旗。與遺個命題直在甜的是「文與質J 0 古典美學命題中的「質Jj敏於〈韓非子}

( (解老〉);「和氏之璧不飾以至五裂，寵侯之殊不都i法銀簣，其覽室美，物不足以飾之。失

物立待節而後行漪，其蠶不藥也。 J 男晃設的{來書): r以情產黨女，以士被賞。 J

@ 參見宰IJ~變: (論對應) ，教〈中蜜語文誦訊) , 1991年3月，第十五諧，香港中立大學。

@ 現代各家對文化符號次系統的分類設法輯記。本文的混個分額是從觀擇的需要出發推導、歸麗芳

的。參見 N. Frye ( 1982 ) ,K. Otterbeìn ( 1977 )及霈輻義( 1990 )等人的論連。

(下車事21J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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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理境而轉換，而且不一定與生俱來， {中庸〉早就提出「或生而知之，或安而行之。」

這是真真正正天生興趣。這是一。其二「或學而知之，或利而行之。」這是璟境感染

下而產生興趣。其三「或困而知之，或勉強而行之。」是在種種壓力下憤，排啟發而發

生興趣。以背書來說，同一道理，不能說所有兒童青年都怕背書，有背書習慣的人，

大多數經過客觀感染，或者壓力而養成的。正如孔子所說， ["""及其成功一也。」一旦

背誦成功，思路發展，無論說話或寫文章都能衝口而出，提筆即來，對自己有快感，

對人有優越感。

第四:再從教學功能上說，背誦有儲存價值，有加強理解之功。一篇作品，由點

的認識而線而面，即是逐字逐句，還段以至全篇，這是理解程序。但還是一個平面。

大陸現在流行「立體的懂J .意思是某些好文章，不能一下子完全理解，於是先把全

文背了，儲存起來，然後倒流式去玩味其字句篇章，熟誦之後，其理解深度，比例提

高。老實說，要深造自得，理解一篇千古傳誦的好文章，豈是堂上一兩節的事，背誦

儲存，正是供給我們再理解，無限的理解。有人強調「理解記憶」、「聯想記憶」

不知理解記憶，可以強記於一時，而聯想記憶如果沒有背誦儲存，又有甚麼可以聯得

起來呢?這襄只是強調儲存功能，並不是說盲目去誦讀，五段教法中第一程序原是知

解啊!

香港學生，疏離背書二、三十年了，改變過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提議教語

丈及丈學的老師，不妨選擇班中讀性較佳的學生組成背誦小組，或獨誦，或集誦，經

常向全班示範。給些獎勵，看看感染力怎樣?教育署應經常舉辦朗誦培訓，用朗誦來

帶動背書風氣，讓背書來投入文學的內蘊 o

以上所提各點，看來似不中時聽，也許對文學教育者也沒有甚麼貢獻。然而自信

從事中文教育四十年，是中國文化的篤信力行者，這份「正道直辭J '或者不無參考

價值。

(上接16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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