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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師各法談翻譯〉前言*

子L慧、恰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

這本論文襲單名〈各輔各法談語譯) ，顧名思義，誰文以觀譯室主題;認作者都是在

翻講教學、研究或實錢方語言者多年經驗的大學數暉，各tJ自己的鐘特觀點及方法詮釋

鸝譯學某一方麗的摺題。

一般對華書譯缺乏認朧的人，認為把一種文字換成另一種文字就是翻講;閃悅端去

很多論中英翻譯的器都離不聞單字、詞組及基本文法講個層吹，完全看不出文章背後

的整個文化系統才是論翻譯應該針對的重心。實際上，如果還停留在學彎處理結組和

基本文法這個階盟，那聽距離可以散觀譯或論翻譯盤有一段很長的路。

英鸝譯的書籍其實只是教英文或中文，不是說蓋章誨。譯本論文集蓋不為議發擺程建任何

翻譯策略，諾是毒草2鑫者參考各種理論與方主?後，有1以說本身面對的問題製訂合瘤的

策略。

學習語言和文化，最競賽的是接觸面廣，翻譯舉慨然、與語言及文化有不用分割的

關餌，學生自然也需要撿爛各種不間的觀點和說法。本體收錄論文十篇，間

視者可以就不同作者的本問論點作出比較，雖以此鴻基礎，考!書翻譯牽涉的離鱷悶

，從而加深對翻譯摯的認識。

觀譯這門學科在論去十多年發展突飛猛進， tJ字或勾鑄基礎提供f鶴

繹典籃j的階段，正如鸝童安靜在〈比較語法與翻譯}一文中指出，很多i其中英鸝講理論

或比較語法罵名的書實在教人失望。劉文針對i靈頓據中常見的謬誤，指出翻譯沒有公

式可諱。文中除語法情聽外，要論及中西方傳統翻譯各種方法，例句取材自詩歌、中

、佛經、聖經及常見的中要比較語法書籍，均分顯示踹論翻譯除了精深以外，

聽聽廣博。如果見樹不見林，一切努力可能只單單純然，甚望會導人入歧途。

議者細看這本語言的問錄，會發現論文多半以文體鸝譚搗題智，也許會國11:1:鑫三位提

問:難這討論翻譯問題說一定離不聞文學嗎?事實說蹺，在各額蠶嘉活動立中，

翻譯只佔很令鵑懿兮， {設提議文學觀萃的論文到{走了大多數。這換了反映中英翻譯近

數十年東在大學里的課程發展方向以外，其實還有好一餾比較客觀的問絮，

*編務按:孔慧怡、朱關吾吾編〈為自的各法談翻譯〉於 1993 年 8 月的本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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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牽涉的各種問題比如的翻譯聽別今，盟此不論從廣度或深冀東說，探討文學翻譯

的問題都會鵑於全誦了解各旗型的翻譯活動。黨盟榕的〈文學的觀譯〉說是從這一緝觀

點出發，以文學鸝譚震{穗子，探討諾萍、語域、詞聽運用、聲韻及文化背景寧是藝圈，

事實上這些摺輯是任何譯者車會蘭對的。

兆朋幸在〈談談主義譯〉一文中討議搞個近年比較少人提及的勝醋，就是複譯及轉

譯。在中外翻譯史上，覆譯及轉譯j最成的影響，實在不容忍載。英文羅殉道南方器的

資料，立的日Jj分析說明。雖然、吳文學倒以文舉翻譯態笠，個事實上非文學翻譯甚至傳

譯赤牽撈到這兩個層單，最明顯的就是撥撥式的即時傳譯法 (relay) ，也就是轉譯。

讀者觸類旁瘤，自然可以加深對複譯及轉譯的認議，在全而體會否可觀譯作第…種溝通傅

:章的活動，組非只差鞋帶兩種語言這麼幫竅。

林女丹〈譯事之局限}一女，正好說明觀講牽涉的女{t及世與擺闊輯。林丈丹泣直

在觀譯〈凹巴拉會}一書的經驗，說研簣單機質的語話，可能是對譯者聲大的挽戰，因

為譯者要富對的不是語當本身，而是語言當背後的生活方式、思想及世界觀。 (ôô投

書〉一書中館1柔情費及的都是我們熟悉的事物，借如果譯者只把辜勝名稱躍暉，

的世界觀就會消失於無形了。林丈丹刻意求拙的努力，正評說明譯者的著腰點應該放

在何處。

有一點個得一畏的，就是〈的巴拉吉〉一書，不論是態文坡、日文版或中文眩，都

只是鸝譚，間為酋長以土語發話，而他的講話首次以文竿方式出現的就是德文蔽的

巴拉會) 0 rIt雷譯成臼女，林女丹艾偉目文譯丘克中文，正是與兆朋文黨中談到的轉

。

學IJ紹銘以f牽牽連輯為此啥，從一個鮮為人娟的角度探討譯者插艷的昂限。全文

引俱雖然都是詩歌，能引申到任何其他文體同樣有敵發作用。作議自譯時故意或接線

所作的各攜改動，充分反快能譯垂頭對的種種束縛，以及中英文化的異憫。當然，錢

fr可現在對f翻譯j一詣的定巍已有較深入的農究，其中籲譯與詮釋及翻譯與再錯晶的關

係'空空是近年翻譯研究的主要讓聽;如果從這一餾角度去比較作者告擇與一般譯作的

分別，就要顯出{車鑫扭轉生〉一女的會IJ章。

傳統的翻譯批評總是以黨文的文竿搞研究慕聽;但時聖今霞，進種做法已不再是

逆流。翻譯飯是文能交流的活動，聽聽促成交流的人…-.B!P譯者一一撈攝的是甚雕角

色呢?能富有大家都把譯者當是透明人，能實捧上譯文讀者看到的作品，絕對聽聽是不了

譯者有意或無鞏遺書長的色彩;說持續最…點，譯文讀者看到的不是擦作品，間是譯者

眼中的原作品。誰還{聽角度看，我們競知道不但譯者的語文能力和文化知識會對譯作

;造成影蟹，更重要的是譯者醫療作及翻譯的看法，以及他做翻譯的目的。

孔體怡、:在安金三人的丈章，其實都是以譯娶的賢的和手法作為額譯批評的基

礎; {投稿人還材各異，針軒的朋題亦有不悶。〈從中詩英譯譯音額譯fit評的尺度問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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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國大陸某些古詩英譯的作品為手段，探討翻譯批評的風氣和尺度。翻譯批評和

別的學術研究項目一樣，應該是客觀而巖謹的討論，不應該是捧場文章。

王宏志〈評價「翻譯」的「標準J}貝IJ以莎劇〈哈姆雷特〉的幾個中譯本為例，說明討論

翻譯優劣時絕不能撇開譯者的目標而推崇一個單一的標準，並且從推動文化交流的角

度來重新評價幾個廣為人知的〈哈姆雷特〉中譯本。

張壘儀同樣以〈哈姆雷特〉的中譯本為研究素材。她採用多系統 (polysystem) 理

論的觀點來分析莎劇中的比喻，說明文學作品的語言與日常用語一服相承。文章詳細

分析〈哈姆雷特〉各譯者對劇中疾病比喻的處理手法，並探討這些手法如何反映譯λ語

與原語各系統的不同機制。<(哈姆雷特〉疾病比喻的漢譯〉與王宏志的〈評價「翻譯」的

「標準J)雖然都以〈哈姆雷特〉為研究藍本，但觀點、方法和結論完全不一樣，可以讓

讀者真正了解到翻譯除了最低層次的「對」或「錯」以外，尚有很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問

題。

黎翠珍以多年翻譯西方舞臺劇的經驗，從戲劇演出角度討論劇本翻譯的各種問題

及譯者的處理手法，探討臺詞的語氣、節奏和選詞如何影響演員塑造人物性格及全劇

氣氛。戲劇演出本的翻譯方針是為了演出，因此劇本只是全劇其中一個組成部分，必

須配合導演對該劇的詮釋，以至服裝、佈景、道具的安排，才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這

與為了供人閱讀而翻譯的文學作品，方法自然大不相同了。就演出本的翻譯來說，一

般對所謂「翻譯」、「節譯」、「譯述」、「改編」或「重寫」所定下的界線，都顯得比較模

糊。讀者如果對這方面的問題有興趣，亦可參考王宏志文中論及戲劇改編的部分。

中國大陸近年來有不少人倡議各種翻譯理論，劉忍慶可以說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

人物。〈中國現代翻譯理論建設餌議〉一文提倡建立一個以中國語言文化為本位的翻譯

理論(大概可以稱為有中國特性的翻譯理論) ，而此理論的立腳點是語言學。如果讀者

能將劉志慶的〈錦議〉與張壘儀採用的多系統理論及劉毆爵〈比較語法與翻譯〉多方對

照，肯定可以加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讀者會發現很多坊間討論翻譯的書常用的字眼如「直譯」、「意譯J '在這本書中極

少出現，原因是這些字眼雖然沿用近八十年，但從來沒有建立起大家同意的定義。在

翻譯還未成為一門學科以前，一般人信手拈來這額字眼，在討論翻譯問題時求其方

便，固然未可厚非;但如果我們把翻譯當作一門專業，而仍然沿用這種意義含糊的字

眼，討論就難免露散無力了。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建立一套良好的翻譯理論，第一步要

做的，應該是重新研究和整理近百年來中國有關譯論的詞彙'讓以後的學生明白口號

式的說法如果沒有明確定義，實在不宜用於嚴謹的翻譯研究。

這本論文集從去年夏天開始集稿，至IJ今年夏天出版。在這整整一年間，我們得到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蔡俊明先生協助打字，楊昌俊、葉勇兩位同學校讀清樣，謹

此致以衷誠的謝意。承蒙中文大學出版社謝偉強先生設計封面，楊美寶女士、周邊華

女士製作，在此一併申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