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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翻譯是轉化過後的美學、溝通方式、與生活態度 

 

    知名的淡江大學法文系吳錫德教授的新著作：「翻譯空間」一書當中，闡釋

了他所認同眾多學者對於「翻譯」行為的傳統以及後現代的諸多定義，吳錫德老

師綜合各家學說，為翻譯行為定義提出一個綜合的結論：「翻譯應是一種美學；

是一種溝通；也是一種生存態度。」 

    吳教授在翻譯空間一書中，深入淺出地將傳統及現代的種種翻譯理論和操作

模式做了深度的闡釋，本書所提到的翻譯家包括有：傅雷、勒菲佛爾 (1992)、

余光中、斯納坦 (G. Steiner) …等重要翻譯學家。除了介紹各家學者對於翻譯

行為的見解之外，並且探討了台灣的翻譯市場的發展與走向，身為一個文學作品

的翻譯或者是大眾傳播媒體出版品及筆譯的學術工作人員們，如果能夠以此書做

為參考書，必定能更有效率、有價值地將自己的翻譯作品付予文學藝術氛圍。 

 

2. 政治動盪衝擊傅雷的翻譯出版品 

 

    事實上，每一位學者對於翻譯的行為學觀點，都不盡相同，比如說，傅雷認

為翻譯應該不僅僅應到達，如嚴復所云「信、達、雅」的流暢、真切且藻飾的境

界，一個好的翻譯家應該能夠實踐他所謂的「神似說」。也就是翻譯可以如同臨

摹一幅畫作一樣地，所應到達的目標是「在神似」而非僅僅「形似」。譯文必須

為純粹之中文，無聲音坳口之病；又須能朗朗上口，求音節合諧。 

傅雷的翻譯立場以及觀點包括諸多要素，他闡釋的翻譯考慮到政治因素的介

入以及社會使命的動機。他提省譯作讀者，翻譯人員行為背後的種種不為外人知

的各式各樣的動機。中華民國三十年的時候，他選擇譯介《約翰．克里斯多夫名

著》的動機起源，即是他希望他的著作能夠振興國人以抵抗日本軍閥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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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介入」也是傅雷曾經提議過的翻譯方法之一，在「藝術性介入」方

面的翻譯成就，最為口筆譯翻譯後輩津津樂道。他的《高老頭》重譯本，足以述

說他的翻譯神似藝術與美學觀點，他的語彙轉換是動態的、飄逸不固執、多義、

多元，且隨著時空變化有所更替換的。 

    

3. 余光中將翻譯賦予藝術的色彩 

 

    對於高級的翻譯家來說，口筆義翻譯行為已不僅僅是溝通的創作藝術，它更

是一種美學的藝術操作，典雅精緻的文字與詞藻，可以真切地傳達原創者複雜的

思維，翻譯因此不會完全等同於原文，意即筆譯本有時也可能有更優於原創的可

能，而這也是一個值得我們追求的高格調翻譯風格，余光中曾經將翻譯的工作人

員比喻成「構思尋句的詩人」，當代臺灣最著名的詩人與文學翻譯工作者，余大

家長光中指出:「翻譯的形式活動過程中，無法完全免於創作，例如原文之中出

現了一個曖昧但是暗示性極強的字或詞，一位有修養的譯者，沉吟之際，常會想

到兩種或更多的可能譯法，其中的一種以音調勝，另一種以意象勝，而偏偏第三

種譯法，似乎在意義上最接近原文，可惜音調太低沉。面臨這樣的選擇，一位譯

者必須斟酌上下文的需要，且依賴他敏感的直覺。這種情形亦頗接近創作者的處

境了」(余光中 1969: 67) 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榮譽教授余光中教授最近完成

的筆譯作品《梵谷傳》，充分地闡釋了譯者所下的功夫，幾乎能等同於原創作者。

原因在於︰翻譯不單單只是屬於「傳真」的行為，也是一種不擅自變更原意、保

留原創者的經驗的繁複心靈智慧活動。 

 

4. 翻譯過程中文化元素之轉化 

 

    依照吳博士錫德的闡釋，「文化原素」的掌握，包括翻譯人員對原文的文化

背景修養、了解，以及原創作者於文中所營造的氣質與風格。而翻譯轉化的程序

則是將「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譯文文化背景」、「原文作者的氣質和風格」、

「譯文作者的氣質和風格」揉合成為一體的複雜過程，所以語意的文化詮釋，原

文的文化解讀、翻譯與文化心理的探索、譯文的文化表現…等諸般因素，都會牽

涉到翻譯文章的忠實度與真實度。吳教授錫德指出奈達(E. A. Nida) 曾經大力

提倡「文化翻譯」的重要性，「同任何一種作為語言學符號的語言打交道，而不

立即認識到它同整個的文化情景的本質而有所聯繫，這是絕不可能的事。」吳教

授錫德提醒我們，翻譯人必須認知到某種文化之所以存在，乃是因為此一文化有

別於另外一個不同的文化；此項文化主體性與差異性，實為文化本身的定義與特

質。意謂翻譯的方式，的確可以隨著文化交融的程度而調整，也就是說，翻譯這

種型態的跨文化溝通，可以經由多元社會對於不同文化讀者的可接受性高低，對

於本音譯、意譯、直譯作彈性適度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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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品牌翻譯的跨文化策略 

 

    吳老師錫德提到「音譯」外來語應注意到的幾個原則，首先，單單採用這個

方法，可能會有一點消極，然而有一些境內文化並不被多數讀者熟稔，的確有其

「立名」的必要，例如說︰許多國外的貨幣、商標名、度量衡單位、科技產品、

醫療用品、飲食方式，等各方面的外來語字彙，皆須以跨文化的觀點，作出有效

果的、有特色的音譯。這一些外國來的新事物音譯，自然而然是有必要的，也是

促進讀者快速接受外國文化、新事物的建設性手法。 

     

6. 大陸譯品輕易攻佔台灣市場 

 

    最後吳老師錫德提醒我們，近一兩年來，許許多多世界級經典作品的許多中

譯本已紛紛出現在台灣的書店，吳教授建議我們應該仔細觀察，是否多數的筆譯

作品都是大陸作家的筆譯著作。這是否為一個可喜的現象，值得深思。吳博士呼

籲：因為眾多譯品不僅品質參差不一，其中可能有些著作，在讀者仔細閱讀之間

產生句義艱澀難解的比率甚高。是以，台灣的消費者因此必須多花一點時間篩選

購買意識形態稍微接近一點的筆譯著作，以維護自身權益。 

 

 7. 結論 吳錫徳翻譯觀 

 

    從事口筆翻譯的操作，事實上也可能等於從事文學藝術、以及語言學的創作

工作。有人出版原創、一個中肯、誠意、忠實的議評空間於是形成。長年於淡江

大學法國語文學系教授翻譯學的吳教授錫德強調：從事翻譯或者是評論的角度，

絕對要採取較高的道德標準與文化水準，因為從事翻譯的人，經常可能被懷疑是

否為文化或是政治的背叛者。 

    一個嚴謹負責的譯者，除了要能忍耐時時刻刻受制於「不可譯性」而「華而

不實」(la belle infidele) 的煎熬之外，還必須卯足畢生的豐富學養，使出混

身解數來捍衛作者的原義，這樣才不至於侮辱了譯文誠懇的讀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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