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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德烈‧維德爾（André Vedel）及其研究團隊於《葡萄酒品飲論文》（Essai sur 

la Dégustation des Vins, 1972）建立紅葡萄酒結構模型，也稱作「維德爾三角」

（triangle de Vedel）。本文將探討這個模型的翻譯問題，並提出一個翻譯版本以供

葡萄酒教學界與業界參考。 

本文將先針對維德爾三角模型中的語彙進行語義分析，並歸納出模型裡的數

種脈絡關係。筆者將以這個分析成果為基礎，提出一套翻譯策略，利用固定的句

型公式以及脈絡描述方法，在漢語譯文中強調語彙的系統意義。然而，不論是在

模型的分析上抑或是翻譯的實際操作上，語義分析的方法都有其不足，都需借重

葡萄酒品飲科學（science de la dégustation）的知識以疏通與品飲專業相關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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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dré Vedel and his colleagues proposed in their Essai sur la Dégustation des Vins 

(1972) a red wine structure, the so-called triangle de Vedel. Sever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translation of the vocabularies in this model will be discussed, and the author of the 

article will give a version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se terminologies awaiting further 

perfection. 

These terms will first be submitted to semantic analysis, according to which 

descriptions of the vocabularies in their contextual features will then be made. Author 

of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a translation based on contextual-descriptive strategy and on 

adoption of fixed syntaxes and formulas will be of great use by high-lightening the 

nuances amongst the terminologies, which often appear to be synonyms. Moreover, the 

author puts no less significance on the knowledge of science de la dégustation, which 

bridge the gap that mere semantic analysis could not cross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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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歐洲葡萄酒文化源遠流長，從文學作品以及歷史文獻可以整理出不少

關於葡萄酒風味的描述詞彙，然而，當今葡萄酒評論界所通行的語彙乃承

襲二十世紀中葉才發跡的現代葡萄酒學（l’œnologie moderne）。這是由法

國波爾多第二大學葡萄酒學系（La Faculté d'Œnologie de Bordeaux, 

Université Victor Segalen Bordeaux II）教授艾米爾‧培諾（Emile Peynaud）

以及賈克‧布魯昂（Jacques Blouin）在共同執筆的《葡萄酒的風味》（暫

譯）（Le Goût du Vin, 1980）一書中所倡導的學問，他們試圖建立一套精確

的葡萄酒品評語彙。（171-172） 

當今英語葡萄酒評論界所使用的語彙也承襲波爾多學派的發明，然而

由於法語詞彙在翻譯成英文之後產生字義與字面兩者之間關係的鬆動，導

致語彙系統喪失功能。而臺灣地區的漢語葡萄酒評論用語多半借鏡英語系

國家出版品，二次翻譯更擴大了漢語酒評詞彙與法語原文的語義落差。目

前臺灣葡萄酒界的用語受到英語的影響，由是觀之，應當研究英漢酒評語

彙的對譯，但是由於英語酒評用字有其自身的法英對譯問題，因此，探討

英漢的對譯並不能解決漢語酒評界的詞彙問題，直接探討法漢對譯才是治

本之策。 

《葡萄酒的風味》第三版（1996）將品評語彙概分為「結構語彙」（les 

mots de la structure）與「風味語彙」（les mots des saveurs et des odeurs）兩

個範疇，後者囊括特定風味的字詞，多屬一對一的字面直譯翻譯；前者則

涵蓋葡萄酒專業知識以及文字的語義範疇，涉及錯綜複雜的翻譯問題。法

語葡萄酒結構範疇語彙的翻譯議題包括以下數端：文字字面的直接翻譯忽

略了目的語言的文化語境以及品飲者的感知差異；法語原典提出的葡萄酒

結構系統著重各個詞彙之間的關係，漢譯時必須參酌漢語的字詞語義特徵

呈現這種結構關係；處理同義字與近義字應當呈現法語詞彙所暗含的評斷

內容；翻譯法語葡萄酒結構同根語彙應當考慮不同詞形所指涉的不同結構

面向；風格化與擬人化的描述詞彙在法語與漢語文化語境中的對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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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語葡萄酒品評語彙與漢語對於含酒精飲料的描述詞彙雷同時，應當作

出釐清。 

若此，本文將從品飲學與語義學角度探討法語葡萄酒結構與品評語彙

的漢譯問題，並提出翻譯策略。 

 

2. 葡萄酒結構語彙的語義內涵 

 

「維德爾三角」（Le triangle de Vedel）（圖 1）是安德烈‧維德爾（André 

Vedel）於《葡萄酒品飲論文》（(Essai sur la Dégustation des Vins, 1972）一

書中提出的葡萄酒結構模型，這項研究成果可以視為「現代葡萄酒學

（Œnologie moderne）之父」艾米爾‧培諾以及賈克‧布魯昂稍晚在《葡

萄酒的風味》中企圖建立一套精確的葡萄酒品評語彙的前驅。 

如果培諾教授提出的「結構語彙」是掌握現代品酒學的關鍵，那麼，

維德爾的「三角模型」則是掌握這套語彙的基石。這個模型中使用五十個

法語語彙，相較於著作中累計的九百多個詞彙可以說是九牛一毛，但是這

些語彙的漢譯卻已經帶來不少疑難。因此，葡萄酒結構語彙的研究以及譯

介 1應該先從這個模型 2

                                                 
1 這個模型曾經在國內的出版品中被介紹過。國立高雄餐旅學院專任講師陳千浩
先生在《葡萄酒》一書中曾經以漢法對照的方式供讀者參閱，但是書中採用的模
型是從維德爾三角模型衍伸出來的版本，不是安德烈‧維德爾在 1972 年發表的原
始模型，而《葡萄酒》一書介紹的內容省略了三條次要軸線的語彙，只展現三條
主要軸線上的部份語彙。總的看來，模型裡大部份的語彙都被遺漏了。因此，臺
灣地區的相關出版品中雖然已經有譯介這個模型的先例，但是葡萄酒結構語彙的
翻譯仍有待國內葡萄酒教學界更進一步探索。這裡提及的「主要軸線」與「次要
軸線」的定義下文將有詳述。 

出發。 

2 這裡專指「維德爾三角模型」（紅葡萄酒結構模型）而言，然而，讀者不應忘記
廣義的葡萄酒也包括白葡萄酒。本文作者將專門探討紅葡萄酒結構的原因，並不
是因為白葡萄酒與紅葡萄酒結構模型具有相同的涵義而以一概全，而是出於劃定
研究範圍的需要。雖然兩個模型的研究方法是可以相通的，但是兩個模型的語彙
內容則不能簡單地聯繫在一起。誠然，白葡萄酒結構只有兩條軸線（酸度軸與酒
精軸），其形式比紅葡萄酒結構模型來得簡單（紅葡萄酒結構在酸度與酒精兩條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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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葡萄酒結構模型軸線的劃分與軸面的形成 

為方便論述起見，筆者先將模型中的各條軸線依據位置與性質命名。

（圖 2-1）從「維德爾三角模型」三個頂點向均衡中心（équilibré）拉出的

三條軸線，3可以命名為「單寧軸」（軸 1，TN軸）、「酸度軸」（軸 2，AC

軸）與「酒精軸」（軸 3，AL軸）。這三條軸線在均衡中心另一側的延伸軸

線被夾在另外兩個結構範疇之間，分別為「正對單寧範疇」、「正對酸度範

疇」以及「正對酒精範疇」，可以分別命名為「tn軸」（軸 4）、「ac軸」（軸

5）與「al軸」（軸 6）。4

                                                                                                           
線之外，還增加單寧軸的向度），但是白葡萄酒結構模型中的語義系統應當另作研
究，不可將之單純地視為紅葡萄酒結構模型的簡化。譬如，兩個模型都出現相同
字面的結構語彙，這些語彙雖然擁有相同的文字外殼，但是由於位處不同的聚合
環境中，因此展現的語義內容也會產生變化。也就是說，同一個能指（signifiant）
在新的語言系統中與其他語彙之間產生新的相對關係，因而表現出不一致的所指
（signifié），這樣的現象使得兩種葡萄酒結構模型中相同的語彙其實不能作同樣的
翻譯。本文以維德爾三角模型的紅葡萄酒結構語彙為例，其分析方法與概念可以
用於白葡萄酒結構語彙的語義研究，但是不能將本文關於紅葡萄酒結構語彙的語
義分析成果以及翻譯建議直接套用於白葡萄酒結構模型中相同字面的語彙。 

上述六條軸線彼此之間又夾出另外六條軸線：以

3 「維德爾三角模型」中的三個結構元素被命名為「澀度」（astringence）、「酸度」
與「甜度」（moelleux）。維德爾是從品飲的角度切入，才會選擇這樣的語彙，培諾
教授提及維德爾模型時也說這是「essai de définition graphique de termes relatifs à 
l’équilibre」（1996 : 182），既然說是「關乎均衡」，切入的角度就是品飲感官的，
而非物質的。本文在論述中將把模型裡三個原本具有暗示感官均衡意義的語彙，
代換為指涉結構本身物質的語彙：由於澀度的表現與單寧有關，而甜度的表現與
酒精有關，因此三個結構元素在文中將作「單寧」、「酸度」與「酒精」。 
4 此處的 tn 軸、ac 軸與 al 軸不以「non-TN 軸」、「non-AC 軸」與「non-AL 軸」稱
之，這是由於「TN/tn」、「AC/ac」以及「AL/al」之間的關係不是單純的「A/non-A」
型態。基於格雷馬斯（A.-J. Greimas）符號學方陣（carré sémiotique）（圖 4-1）工
作定義以及葡萄酒結構元素間的性質，可以將「TN/AC」、「AC/AL」與「AL/TN」
三組項目之間的關係假設為「矛盾關係」，而將「TN/tn」、「AC/ac」以及「AL/al」
之間的關係假設為「反義關係」。依據方陣的建構規則，兩個對比項「A」與「a」
分別佔據反義軸兩端的位置，其間的關係屬於「反義關係」。從「A」與「a」出發，
經由對角線可以衍伸出另外兩個項目「non-A」與「non-a」，四個項目可以構成方
陣。「A」與「non-A」之間的關係屬於「矛盾關係」，「Non-A」與「a」之間則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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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軸與tn軸以及與al軸分別夾交而成的兩條軸線為例，我們採取函數的標

記方式，將這兩條緊鄰TN軸的軸線稱為「f(ac/TN)軸」與「f(al/TN)軸」。

同理可得AC軸兩側的「f(tn/AC)軸」與「f(al/AC)軸」，以及AL軸兩側的

「f(tn/AL)軸」與「f(ac/AL)軸」。若此，便得到十二條軸線。這樣的命名

方式並非偶然，其中隱含論者對它們在模型中意義的理解方式。 

同軸上的字彙由於共同的語義範疇而聚合，這些軸線可以視為語彙的

聚合關係軸（語義軸），不同軸線上的語彙之間呈現不同的關係：一、對

照關係，係任一軸線上語彙之間的關係，它們在共通的語義基礎上展現細

微的語義差異；二、反義關係，譬如TN軸語彙與tn軸語彙之間的關係；三、

矛盾關係，譬如TN軸、AC軸與AL軸任兩條軸線上語彙之間的關係；四、

暗示關係，譬如TN軸語彙與ac軸或與al軸上語彙之間的關係，而tn軸語彙

與AC軸或與AL軸上語彙之間的關係也屬之。以符號學方陣的形式展現這

些內容，便形成葡萄酒結構元素的方陣模型。5

在維德爾模型的十二條短軸中，經過三個頂點的短軸（軸 1-3）與它

們的延伸軸（軸 4-6）可以合稱為單寧主軸（TN軸+tn軸）、酸度主軸（AC

軸+ac軸）與酒精主軸（AL軸+al軸），它們是模型中的主要軸線；另外六

（圖 4-2） 

                                                                                                           
於「暗示關係」。筆者將 TN 軸與 tn 軸這類關係假設為「反義關係」的理由在於：
tn 軸位於另外兩個結構元素所夾交的中央位置，與 TN 軸相同的是，它既不偏向
AC 軸，也不偏向 AL 軸，同時又與 TN 軸構成同範疇的相對關係（符合格雷馬斯
所謂「位於反義軸上的兩個對比項應同時具有共通與相異的元素」的要求）。由此
看來，圖 2 中的 1 與 4 這兩條線（TN 軸與 tn 軸）只能是「A/a」這種類型的反義
關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兩條軸線之間是以「共同語義範疇」為前提衍伸出「程
度差異」，因此也不宜定義為「Non-A」與「a」之間的暗示關係。至於維德爾三角
模型中的三個結構元素之間的關係則可以用「non-」概括，然而，由於模型中存
在三個對比項，所以「A/non-A」的二元標記方式不足供作辨識，筆者將以「TN
軸」、「AC 軸」以及「AL 軸」標示之。 
5 由於符號學方陣的建立是基於兩個反義對比項，而關於「維德爾三角模型」的
分析卻涉及三個對比項，因此，必須先對澀度、酸度與酒精之間的關係作兩兩一
組的理解，亦即「TN」與「non-TN」（non-TN 可指涉 AC 或 AL）、「AC」與「non-AC」
（non-AC 可指涉 AL 或 TN）、「AL」與「non-AL」（non-AL 可指涉 TN 或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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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短軸（軸 7-12）之間也可以相連形成三條可以稱為次要軸線的長軸，6（圖

2-1 與 2-2）這些次要軸線之間的關係較為複雜。以f(tn/AC)軸為例，一方

面它貼近AC軸，可以視為AC軸的亞型，因此與ac軸呈現一定程度的反義

關係，同時它也具有AC軸與tn軸以及與al軸之間的暗示關係。（表 2）二方

面，f(tn/AC)又鄰近酒精範疇，因此也可以被視為tn軸的亞型，如此一來，

它與TN軸之間呈現反義關係，並與TN軸一樣暗示著ac軸與al軸。再方面，

f(tn/AC)位於酸度範疇中，它與單寧範疇以及與酒精範疇之間也有某種程

度的矛盾關係。以上關於軸線之間關係的推論，可以作為結構語彙翻譯的

參考，因為「三角模型」中的品評語彙不乏近義字，它們之間的細微差異

以及它們在這個系統中的位置都依賴這些軸線之間的關係才得以確立。7

如上所述，把模型中的軸線都視為貫穿均衡中心的連續軸線，那麼軸

線數目就會從十二條縮減為六條。這樣一來，可以將軸線之間的語義關係

分為兩種基本形式，主要軸線是「A/a」型，這種語義變化型態是從A特徵

表現得最鮮明的一端向另一端移動，通過均衡中心之後，A語義逐漸弱化，

並終於在三角形的邊上完全被作為A的反義義素a所取代。次要軸線則是

「f(a/B)(b/A)」型，軸線的兩端各含有兩種結構元素的過渡型特徵，從一

端出發抵達另一端的過程中，軸線上的語彙改變，標誌著兩項結構元素沿

著軸線消長的過程。

 

8

                                                 
6 均衡中心把所有的軸線切為短軸，上文針對這十二條短軸提出關係的假定。這
裡的論述則將短軸都連接起來，於是便形成六條長軸，包括三條主要軸線與三條
次要軸線。 

總的說來，不論是主要軸線還是次要軸線，其上的

7 這裡運用的概念是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闡
述的符號系統概念。符號本身具有任意性，符號的意義藉由彼此之間相對的關係
才得以確立。 
8 上文已經說明，在主要軸線的 a 端夾於 B 範疇與 C 範疇之間，a 軸不僅呈現出
與 A 軸的反義成分，並且受到 B 與 C 的影響。而次要軸線的兩端也是一個變化的
過程，以 f(a/B)軸與 f(b/A)軸連成的長軸為例，從 f(a/B)向 f(b/A)移動的過程中，B
成分由強而弱，A 成分由弱轉強，而前後過程中，第三個元素 C 一直都對軸線上
的語義產生影響。此處提及軸線語彙語義變化的過程，雖然特別強調「語義成分
強度」的概念，但是「主要軸線的尾端受到第二與第三元素的影響」以及「次要
軸線在兩個元素消長的變化過程中受到第三元素的影響」，這些內容不應該被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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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彙都沿著軸線的語義範疇變化語義成分的強度。9

佔據模型頂點的三個結構元素可以構成三個平面範疇，但是在模型中

還可以從語彙的同（近）義關係整合出其他平面。上文論及同軸上的語彙

強度各異，但總是擁有相同範疇的語義特徵，這個同義現象也發生在相鄰

軸線的語彙之間。這些異軸之間的語彙雖然不具有同軸語彙之間那種嚴格

依據語義強度而聚合的關係，但是它們實際上卻都以跨軸線的方式整合在

一起。（表 3）這種軸間的語義整合就把語義軸線推向語義軸面，從相鄰

（表 1） 

                                                                                                           
略。 
9 AC 軸的頂端出現「vert – très vert」，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在這個充滿同（近）
義字的模型中，不選擇使用不同字面的語彙來替代「très vert」？要回答這個問題，
應該先談及為什麼模型中的其他位置沒有使用這個副詞。可想而知，避免濫用「非
常」這個副詞是有道理的，因為詞彙語義之間的反差不總是能透過程度來表現，
而同類型的味覺引發的感受有時不是簡單的加強，而是引發其他的味覺感受。譬
如，澀到某種程度就會發苦，而「很澀」並不能完全取代「苦」這個字。同理，
不能將 AL 軸上的 pâteux 簡單地理解為 très gras，而 TN 軸上的 âpre 也不能以 très 
tannique 概括。另一方面，現代品酒學這門學問追求的是建立一套品評語彙作為溝
通平台，在葡萄酒結構元素模型中若是簡單地以幾種結構元素的「較強」或「較
弱」作為區別，忽略語言多元、豐富、細膩的表達能力也是難以想像的。反過來
說，筆者作這樣的說明並不在於否定軸線上的相鄰元素大致都具有軸線所代表語
義範疇的強度變化這層關係，相反地，語彙之間這層強度的關係卻是觀照語彙關
係的基礎之一。這裡可以分別說明主要軸線與次要軸線關於「強度」概念的不同
情況：一、從語義軸的角度看來，在主要軸線上的相鄰語彙原則上是沿著單一語
義軸的強度變化相接。乍看之下，tn 軸、ac 軸以及 al 軸上的語彙皆分別與 TN 軸、
AC 軸以及 AL 軸的語彙呈現相對、甚至不同範疇品飲感受的語義，似乎與「單寧」
的語義內容無關。然而，從品飲的實際操作看來，tn 軸上的語義之所以背離單寧
特徵，而與酸度以及酒精範疇接近，這是由於單寧強度太弱的關係，以至於在品
飲過程中較容易感受到酸度以及酒精的風味特徵。這並不妨礙理解 TN 軸與 tn 軸
以「單寧強度」為聚合條件的反義關係。二、次要軸線上的相鄰語彙並不是沿著
單一語義軸的強度變化相接，這與主要軸線的情形不同。譬如，沿著模型中
f(al/AC)(ac/AL)這條軸線上的語彙可以分為兩個群組，一組是左方的 âcreté – 
anguleux – aigu，另一組是 charnu – plat – douceâtre，這些語彙所代表的風味是沿著
「酸度─酒精」這兩種結構元素之間的假想路徑移動（筆者提醒讀者不要忘記這整
條軸線總是受到單寧範疇影響，它在模型中鄰近單寧範疇）。從語義軸來看，分布
於這條次要軸上的語彙語義需要從兩種結構元素的消長來解釋，總是「強度」的
問題，只不過與主要軸線循著單一語義軸發展的情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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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線之間的近義關係可以判斷軸間平面的連續體（continuum）是存在的。10

構成軸面的軸線間既然有變化消長的現象，由此可以推知軸線所圍成的平

面也有這類消長的特徵。軸面不一定要沿著主要軸線展開，11也就是說，

從語義軸推向語義面不一定要根據結構元素。若此，可以將葡萄酒評論經

常使用的「柔軟」、「堅硬」、「甜味」等概念呈現為語義軸面。譬如，ac軸

上的mou、f(tn/AL)軸上的souple以及f(tn/AC)軸上的tendre，就圍出一塊比

單純酒精結構元素所能涵蓋的面積還廣的「柔軟」語義軸面。12（圖 3）

透過同樣的處理方式，可以得到以特定語義元素的語義軸面，這個概念的

操作跨越了以模型給定的軸線為邊界的限制 13

由是觀之，「維德爾三角模型」可以從兩種不同的角度進行語義分析：

軸線（包括主要與次要軸線）以及軸面（包括結構範疇與語義軸面）。下

文將分析軸線與軸面語義分布特點，這樣的操作有助於深入瞭解結構模型

中語彙之間的語義關係，並作為系統化地翻譯這些法語詞彙的基礎。 

，可以幫助解釋語彙間的連

續體性質所造成的多元語義現象。 

 

2.2 主要軸線的語義特徵 

上文謂三條主要軸線展現單寧強度、酸度強度以及酒精強度的變化結

構，而主要軸線上的語彙分別形成語義場。下文將透過語彙定義（表 4）

                                                 
10 連續體的概念類似於光譜。這個概念可以用來解釋近義字之間的獨立性與關聯
性，它們都好比光譜上的一個點，彼此互不相同，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卻可以很相
似，在特定的上下文中甚至可以被等同起來，以一個相同的語言符號概括。 
11 參表 3，「軸面構成的語義基礎：相鄰軸的共通語義範疇」。 
12 特定風味範疇所構成的軸面與主要結構元素的軸面之間的關係是浮動的。「柔
軟」的語義軸面比酒精語義軸面的面積大些，「甜味」語義軸面則比「酒精」語義
軸面的面積小些，而「堅硬」語義軸面則幾乎涵蓋靠近「澀度」與「酸度」一側
的大半面積。參圖 3。 
13 也就是範疇的劃分不必以軸線為邊界，將同（近）義詞彙所在的點連接成形狀
較不規則的語義軸面是可能的，這種操作的意義在於考察原本模型設置所給定軸
線上的語義浮動現象。從另一個角度看來，這也是在模型給定的基礎上推展理論
本身蘊含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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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描述其具體內容。14

單寧主軸：TN軸大致涵蓋「骨感」、「粗糙」、「堅硬」的語義成分。

在通過均衡中心之後延伸出的tn軸上則呈現相對的語義元素，包括「富有

流動感」、「新鮮而輕盈」、「結構鬆散（缺乏骨架）」等。

 

15

酸度主軸：AC軸上的語義元素主要包括「圓潤飽滿」、「富有勁道」、

「刺激」、「尖銳」，ac軸則包括「豐厚密實」、「柔軟不堅硬」、「沉重不細

緻」，由是觀之，酸度所帶來風味的語義範疇涵蓋「密實程度」、「刺激表

現」。從品飲的角度看來，酸度與單寧結構面向在葡萄酒的結構上都扮演

垂直結構的角色，而酒精結構則展現水平結構，

從這些語義內容

看來，與單寧相關的語義元素主要涵蓋「堅硬的觸感」與「架構」層面。

前文將TN軸與tn軸的語義軸描述為「單寧強度」，而此處從品飲描述的角

度出發，發現TN軸與tn軸的對比內容是透過單寧所帶來的「骨架」展現的。 

16酸度與單寧都與酒精抗

衡，共同支撐葡萄酒的垂直口感，缺乏酸度往往造成水平口感。17

                                                 
14 以各條主軸語彙的定義作為語義分析的材料，可以找到這條軸線的兩個反義
項。也就是圖 4-2 展現的反義軸假設內容：TN 軸與 tn 軸作為一組反義項目，它們
之間的關係是沿著反義軸展開的，語義軸的內容是「單寧強度」。依據格雷馬斯的
定義，反義軸兩端對比項應該同時具備共通點與差異點，這裡指出 TN 軸與 tn 軸
的內容是「單寧強度」，指的就是反義軸連接「單寧」以及「缺乏單寧」兩個端點
的共通點在於，它們都是關於單寧強度的描述。這樣的反義關係在 AC 軸與 ac 軸
之間、AL 軸與 al 軸之間也都是成立的。 

AC與ac

15 除此之外，tn 軸尚有「滯重」、「缺乏優雅」等語義內容，它們與酸度以及酒精
結構有關，可以從軸面的角度解釋。 
16 《葡萄酒的風味》一書中提出葡萄酒品飲描述中的三度空間概念，也就是「風
味的視覺效果」，詳參原書第十章〈葡萄酒的個性與品飲語彙〉（Caractères des vins 
et vocabulaires de la dégustation）中的〈結構語彙〉（Vocabulaire de la structure）一
節，第 178 頁。關於水平口感（酒精帶來的甜味）與垂直口感（酸度、澀度與苦
韻）的論述，詳參原書第九章〈味道與氣味的均衡〉（Les équilibres des odeurs et des 
saveurs）中〈紅葡萄酒風味的均衡〉（Les équilibres des saveurs chez les vins rouges）
一節，第 163-166 頁。 
17 在 ac 軸上的「豐厚」、「柔軟」、「沉重」等風味表現，都屬於酸度結構讓位給酒
精結構的特徵，造成葡萄酒風味偏向水平結構。根據《葡萄酒的風味》一書的說
法，即使糖分已經完全發酵，葡萄酒中的酸度不足時仍會造成甜味的感覺。（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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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涵蓋的語義範疇可以概括為「刺激感」與「細緻度」，而「酸度強度」

實際上是透過風味從「尖銳刺激」經由「圓潤飽滿」發展到「黏膩滯重」

的過程，如果說TN軸的語義偏向堅硬的觸感與架構，那麼酸度的語義元

素涵蓋的是「飽滿度」與「重量感」的範圍。也就是說，雖然單寧與酸度

都屬於葡萄酒垂直結構的元素，但是單寧與表面的觸感有關，酸度則與重

量感有關，兩個範疇的語彙應當作出區別。 

酒精主軸：AL 軸的語義元素主要包括「油滑」、「甘甜」、「黏稠」，

而 al 軸則包括「堅硬不柔軟」、「咬囓感」、「尖銳感」。從品飲經驗出發，

al 軸的「咬囓感」可以解釋為單寧填補酒精的空缺所產生的口感，而「尖

銳感」則是由於酸度填補酒精的空缺所造成的口感特徵。從 AL 軸看來，

酒精結構涵蓋的語義內容包括「甘甜的風味」以及「油滑黏稠的口感」，

相對於單寧與酸度而言，酒精結構表現出的是水平結構，而「油滑」與「軟

甜」就是描述酒精結構表現出缺乏立體口感的範疇特徵。 

 

2.3 次要軸線的語義特徵 

單寧／酸度軸線：這條次要軸線不經過酒精範疇 18

                                                 
18 所謂酒精範疇就是以酒精頂點為中心，被兩側的 ac 軸以及 tn 軸包圍起來的區
域。「單寧／酸度軸線」偏離酒精的頂點，位於 ac 軸以及 tn 軸的另一側，因此這
條次要軸線不貫穿酒精範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上的語彙元素並不因此缺乏
酒精特徵。下文描述「單寧／酒精軸線」不貫穿酸度範疇，以及「酸度／酒精軸
線」不貫穿單寧範疇，也不意謂這兩條次要軸線缺乏酸度特徵與缺乏單寧特徵。
從語言邏輯看來，一條軸線不貫穿特定的語義範疇就不具備這個範疇的特徵，但
是，從模型上來看卻是不成立的。以 f(ac/TN)軸為例，與其說 solide 這個語彙不具
備酒精特徵，不如說它不具備酸度的語義元素；同理可知其他次要軸線的語彙都
在模型的框架中展現與其相鄰軸的共通語義。也就是說，次要軸線 f(x/Y)的語義特
徵不能被單純地解釋為「Y 強於 X 而缺乏 Z」，而應是「X 不足，而 Y 多於 Z」，
或是說「Y 多於 X，並表現出 Z 的特徵」。總的來說，將軸線抽離出來單獨探討不
能窮盡模型中語彙系統的分析，因此，下文還將論述範疇概念、軸面概念以及模
型脈絡。 

。從語義強度變化

的概念以及軸線在模型中的位置來描述，可以將「單寧／酸度軸線」的這

條次要軸線上的語義變化過程視為f(ac/TN)軸端「單寧強於酸度，並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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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酒精特徵」與f(tn/AC)軸端「酸度強於單寧，並且表現出酒精特徵」

之間的消長過程。在f(ac/TN)軸上的「堅硬」語義內容展現了單寧強於酸

度的特徵，而f(tn/AC)軸則以「細瘦」來表現酸度帶來的風味特徵，雖然

這些特徵都不包括上文所謂「油滑」、「軟甜」等酒精結構涵蓋的語義範疇，

但是仍然有例外，譬如f(tn/AC)軸上的tendre。19

單寧／酒精軸線：這條次要軸線貫穿的區域不經過酸度範疇。藉用描

述「單寧／酸度次要軸線」的方法，可以將這條次要軸線的語義變化過程

視為 f(al/TN)軸端「單寧強於酒精，並表現出酸度特徵」與 f(tn/AL)軸端「酒

精強於單寧，並表現出酸度的特徵」之間的消長過程。在 f(al/TN)軸上的

「空洞」、「細瘦」、「嚴肅」展現了單寧強過酒精的特徵，而 f(tn/AL)軸則

以「柔軟」、「微甜」來表現酒精凌駕單寧所帶來的風味特徵。值得注意的

是，雖然這條次要軸線上的「空靈」與「細瘦」正符合它缺乏酸度範疇（亦

即「飽滿度」、「重量感」）的風味特徵，但是有些語彙仍然由於在模型中

與酸度範疇接近而與酸度範疇的語彙呈現同（近）義的狀況。 

  

酸度／酒精軸線：這條次要軸線貫穿的區域不包括單寧範疇。軸線上

的語義變化過程可以視為f(al/AC)軸端「酸度強於酒精，並且表現出單寧

特徵」與f(ac/AL)軸端「酒精強於酸度，並且表現出單寧特徵」之間的消

長過程。在f(al/AC)軸上的「尖銳」與「有稜有角」展現了酸度強過酒精

的特徵，而f(ac/AL)軸則以「豐厚」、「平板」（即品飲學所謂酒精帶來的水

平結構）、「微甜」來表現酒精凌駕酸度所帶來的風味特徵。20

                                                 
19 上文已經說明次要軸線的語義特徵表現為兩個結構因素的消長過程加上第三元
素的持續影響，f(tn/AC)軸上的 tendre 便是單寧／酸度軸線上受到第三元素（酒精）
影響的一個例子。關於模型脈絡的問題，下文將有更進一步的論述。 

正如上文一

再強調的，「酸度／酒精軸線」雖然不通過單寧範疇，但是軸上的語彙卻

表現出單寧風味特徵的語義成分。下文就將探討這種範疇間與軸線間的關

係。 

20 酸度太弱時的風味特徵是柔軟、平板，如果酒中含有殘存糖，柔軟的印象會更
強烈，並且產生鹹味。（199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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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語義的範疇間性 

從上文的分析可以得知，主要軸線兩端的語義變化是以「單項結構成

分的強度」為依據，而次要軸線上的語彙分布則是根據「兩項結構語義的

消長，並且可能帶有第三個結構範疇的語義內容」的情形而變化。這兩種

從軸線出發的分析有其不足之處：一方面，軸線的探討方式是將貫穿均衡

中心兩端的軸線連接在一起，這樣的作法預設同一條軸線上的語彙都表現

共通的語義範疇，忽略了一些特殊的例外 21

如果說軸線概念是「維德爾三角」模型的重要內容，但卻不容易簡單

闡述的話，那麼，模型中的範疇概念應該是更容易辨認以及敘述的內容，

因為單寧、酸度與酒精結構範疇就是模型的三個角，顯得更為直觀。筆者

附錄於文後的模型（圖 1）更強調了以三個角為擴張中心的模型繪製方法，

「維德爾三角」模型於焉成為被三個範疇均分的一個三角形。

；二方面，軸線的劃分忽略了

模型中的平面性質，也就是說，關於軸線的「線性分析」不能反映相鄰軸

線之間的關係。因此，論文作者提出以平面分析方式來補充上文僅從軸線

出發的語義分析。 

22

然而，位於三個範疇交界上的語義元素不總是鮮明的界線標誌，它們

經常與相鄰範疇內的語彙呈現同（近）義關係。由此可以推知範疇之間的

邊界是浮動的，模型中的結構範疇精確劃分只存在於概念的層次，軸面分

割在實際操作上需要某種彈性。上文已經論及，整合軸線的方式就是把語

義軸線推向語義軸面的概念，可以從相鄰軸線之間的近義關係來分析軸間

平面的連續體，而一旦論及軸面的概念，也就是突破三個結構範疇在模型

如此看來，

三個角所代表的三個範疇之間不再是各自獨立的三條軸線，而是彼此相鄰

的三個平面。從這種看待模型的方式可以衍伸出範疇間性的探討。 

                                                 
21 譬如上文提過的例子：f(tn/AC)軸的 tendre，如果不將模型平面配置情形（模型
脈絡）納入考量，那麼就看不出這條次要軸線受到酒精影響的特徵。 
22 論文作者附於文後的模型與培諾教授在其著作《葡萄酒的風味》中使用的模型
不同。後者的版本沒有特別強調這三個範疇。（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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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上的假想界線，於是，模型中隱含的語義軸面就不止三個範疇，而是

多個語義元素都可以自成一個語義軸面。（圖 3）將這個概念加以衍伸，甚

至可以得到多邊的不規則形平面。 

從軸面概念出發的語義分析可以針對一些軸線上的疑難點作出釐

清。譬如f(tn/AC)軸雖然在模型中不經過酒精範疇，但是軸線上出現的

tendre（柔軟）字樣卻恰是酒精帶來的風味特徵，由此可知透過軸線概念

所建立的語義描述原則是受到限制的。應當把軸線放在模型的脈絡中才得

以解釋某些現象。此外，鄰軸tn軸上的désossé（缺乏骨架）含有「柔軟」

的語義成分，於是便與f(tn/AC)軸上的tendre構成同（近）義關係，都帶有

酒精範疇風味特徵的語義色彩。23

應用軸面概念的語義分析不僅解決了軸線概念的操作所不能解釋的

問題，展現脈絡概念在結構語義理解中的重要性，也印證筆者利用格雷馬

斯符號學方陣概念所建立的葡萄酒結構元素方陣模型的假設內容：（圖

4-2）TN軸與tn軸上的語彙原則上呈現「單寧強」與「單寧弱」的反義關

係；而tn軸線上的語彙與ac軸以及al軸上的語義元素構成矛盾，一如TN軸

與AC軸或AL軸之間的關係；但是AC軸與AL軸（或是說酸度範疇與酒精

範疇）卻可以暗示tn軸的語義元素，從模型看來，tn軸的確被包含在酒精

與酸度的範疇中，上一個段落中也已經藉由tn軸、f(tn/AC)軸以及f(tn/AC)

軸上的語彙為例說明，位於AC軸與AL軸形成軸面範圍之內的語彙之間的

無獨有偶的，tn軸上的其他語彙「coulant」

（流動感）、「gouleyant」（輕盈爽口）以及「informe」（滯重）、「douciné」

（微甜）也都與鄰軸構成同（近）義關係。前兩個語彙傾向於酸度結構，

可以在相鄰的f(tn/AC)軸上找到近義字mince（細瘦），而後兩個語彙則傾

向於酒精結構，在相鄰的f(tn/AL)軸上則可以找到近義字doucereux（微

甜）。這些例子都說明系統概念可以補充軸線語義分析的不足。 

                                                 
23 這個論述可以透過 f(tn/AL)軸上的 souple 更進一步確認。也就是說，f(tn/AC)軸
上的 tendre 這個字不僅與鄰軸（tn 軸）上的 désossé 構成同（近）義關係，同時與
更遠的 f(tn/AL)軸上的 souple 相呼應。在這個脈絡下，原本從軸線觀點不能解釋的
問題便獲得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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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展現某種暗示關係。24

 

 

2.5 小結：從語義分析出發的翻譯實踐 

筆者提出葡萄酒結構語彙的翻譯首先應該尊重語彙系統，因為法語原

典提出的葡萄酒結構模型著重詞彙之間的關係，漢譯時必須呈現模型內部

的脈絡關係。此外，應該避免字面直譯，因為直接翻譯忽略了目的語言的

文化語境以及品飲者的感知差異，而法漢兩種語言的詞彙原本就不存在準

確的對應。此外，模型中所使用的法語詞彙定義有時是專指意義，不是概

括意義。譬如在f(al/AC)軸上的âcreté，就字典的定義而言，它是âpreté與

amertume的同義字，然而，在品飲學的領域中，這些字彙的指涉大不相同。25

 

由此可見，模型中的用字有其專指意義，單就字面翻譯的操作容易造成誤

解，而單從軸線觀點來解釋語彙也有缺失之處。依筆者的看法，以模型軸

面概念進行語義分析並參酌品飲學知識進行語義描述將是一條可行途

徑。下文將從這個途徑來探討這些法語葡萄酒結構語彙的漢譯問題。 

3. 法語葡萄酒結構語彙漢譯的途徑與策略 

 

3.1 葡萄酒結構語彙的翻譯策略 

3.1.1 同（近）義字與同根字的處理 

處理維德爾三角模型中同（近）義字的翻譯時，應當呈現法語葡萄酒

結構詞彙所暗含的評斷內容，此外，也應借重品飲操作的經驗。以下舉出

一些翻譯策略： 

a) 利用程度副詞或修飾語表現語義內容的強度變化：ferme 與 dur

                                                 
24 符號學方陣中的動態關係在這個模型中也是成立的。詳參圖 5。 
25 就品飲學而論，三個語彙的涵義相當不同。模型中的 âcreté 是酸嗆刺激的意思，
屬於酸度面向；âpreté 指的是單寧帶來的粗糙口感；而 amertume 指的是單寧帶來
的苦韻，這種微帶苦韻的品飲特徵不一定是粗糙的單寧造成的，細緻豐厚的單寧
也可能帶來這種風味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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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位於 al 軸上，它們的共通語義內容是「酒精強度的遞減」，在 al 軸上

愈遠離均衡中心就愈表現出缺乏酒精的特點，也就是堅硬的口感。因此，

較接近均衡中心的 ferme 可以譯為「酒感不足而略顯堅硬」，而 dur 則可譯

為「酒感不足而顯得堅硬」。這裡運用的策略是藉由「顯得」與「略顯」

辨別這對同義字在模型中的語義差別，模型本身在 AC 軸上的 vert 與 très 

vert 就是一個使用程度副詞表達語彙語義沿著軸線強化的例子。另外，AC

軸上的 frais、vif 以及 nerveux 也可以利用相同的策略，這一組語彙呈現不

同的酸度，可以依次譯為「新鮮足酸，富有勁道」、「新鮮足酸，富有集中

的勁道」以及「酸度集中強烈而顯得刺激」表現語義內容的強度變化。 

b) 利用文字重複的修辭手法：論者特別強調模型中語彙之間的關

係，語彙與軸線的意義經常透過相鄰的語彙與軸線來確定。這樣的理解方

式使得描述與翻譯時，都必須考慮模型內部各語彙之間的關係。而由於同

一條軸線上的語彙經常是沿著同一個語義軸方向發展，語義成分在語彙中

的遞增或遞減過程，正適合以詞語重複的方式來進行描述。這樣的迻譯方

式特別適合應用在次要軸線上，這是因為次要軸線上的語彙必須透過描述

三個結構元素的消長關係才得以定位，而同一條次要軸線上的語彙翻譯必

然在這樣的脈絡描述中顯現為頻繁的字面重複。譬如在 f(al/AC)軸上的

aigu、anguleux 以及 âcreté 就可以斟酌譯為「酒感不足，酸度多於單寧而

略顯尖銳刺激」、「酒感不足，酸度多於單寧而顯得有稜有角，並且有明顯

的刺激感」以及「酒感不足，酸度遠多於單寧而顯得非常刺激」。 

c) 展現同義字之間的義素變化：同一條軸線上的同（近）義語彙不

總是依循純粹的強化或弱化，有些語彙會表現出新的語義成分。譬如 TN

軸上的 rude 與 rêche，兩者的語義成份都是「粗糙」、「粗獷」，都是單寧造

成的風味特徵，而 rêche 描述的單寧比 rude 更為強勁，甚至多了一層 âpre 

au goût 的意義。也就是說，譯文中應當 TN 軸上出現「澀到發苦」的語義

內容呈現出來。 

另外，f(al/AC)軸的 aigu 按字面是尖銳的意思，其拉丁文詞源是 acer

（acrus），與 âcre 以及 acide 同源，因此在翻譯 aigu（尖銳）時可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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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的語義。這是從詞源學的角度發掘同（近）義語彙中特殊的義素

成分。 

d) 利用脈絡描述的方法：上面所舉的翻譯策略主要著眼於同軸上的

同（近）義語彙翻譯，而遇到不同軸線上的同義字時，可以利用語境定位

的描述方式。譬如 tn 軸上的 informe 與 ac 軸上的 lourd，兩者都具有「沉

滯感」的共同語義，然而前者是缺乏單寧骨架造成的沉滯感；後者則是缺

乏酸度骨架而造成的沉滯感。另外一組看來更棘手的同根字也可以透過這

樣的方法得到適當的解決：tn 軸的 douciné、f(ac/AL)軸的 douceâtre 以及

f(tn/AL)軸的 doucereux 是三個基本語義並無二致的同根字，但是由於它們

位於不同的軸線上，不能單純就語義元素強度的變化加以理解。然而，依

據脈絡描述的方法可以將之分別譯為「單寧不足而顯得微甜」、「酸度不

足，酒感多於澀感而顯得平板、缺乏個性與風味，並且出現微甜感」、「單

寧不足，酒感多於酸度而顯得微甜」。 

另外一個類似的例子是 AC 軸的 rond、f(ac/AL)軸的 charnu 以及 ac 軸

的 étoffé，它們的共同語義可以總結為「飽滿豐腴」，但是三者語義內容的

差異卻只能從脈絡中來分辨：rond 用來描述酸度帶來的圓潤飽滿；étoffé

則是酸度讓位給單寧與酒感而造成另一種類型的飽滿感，可以譯作「酸度

稍少而顯得豐厚密實」；charnu 按字面意義是「富有肉感」，這是缺乏酸度

的風味特徵。從語彙在模型中的位置看來，charnu 比 étoffé 更接近酒精範

疇，弱化的單寧標誌著 charnu 所指涉的質地較為鬆散，因此可以參考 étoffé

的譯法，摘去「密實」字樣，將 charnu 描述為豐腴或豐厚，也就是「酸度

不足，酒感多於澀感而顯得豐腴」，利用脈絡描述方式的譯文可以呈現字

面近似的品評語彙背後的不同結構意義，將造成品飲感受差異的結構根源

傳譯出來。 

e) 以嵌入句型公式描述脈絡的策略：脈絡描述方法尤其適用在次要

軸線的語彙上，而次要軸線總是透過其他軸線的複雜定義方式，更顯得次

要軸線語彙的脈絡描述需要簡明統一的陳述公式。陳述次要軸線語彙在系

統裡共同意義的方式，可以回到次要軸線的定義方式尋找。以f(x/Y)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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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公式是：「X不足，Y多於Z而顯得……」。26

譬如，f(tn/AC)軸的 tendre、mince 以及 sans corps 可以分別描述為「單

寧不足，酸度多於酒感而顯得柔軟圓潤」、「單寧不足，酸度多於酒感而顯

得結構細瘦薄弱」以及「單寧不足，酸度多於酒感而顯得瘦弱缺乏酒體」。 

 

此外，也可以利用公式中結構字面的代換來呈現不同次要軸線上相似

品飲風味的結構原因。舉例來說，f(tn/AC)軸的 mince 與 f(al/TN)軸的

maigre，雖然都可以概括為「細瘦」，但是 mince 鄰近酒精範疇，而 maigre

位於單寧與酸度的核心地帶，兩者展現的口感是不同型態的細瘦。利用嵌

入句型公式描述脈絡便可以展現兩者之間的成因差異：mince 是「單寧不

足，酸度多於酒感而顯得結構細瘦薄弱」，maigre 則是「酒感不足，澀感

多於酸度而顯得結構細瘦薄弱，缺乏油滑感」。 

這樣的策略也可以用來描述一個次要軸線語彙與主要軸線語彙之間

的差異。譬如上文已舉例 al 軸上的 ferme（酒感不足而略顯堅硬）以及 dur

（酒感不足而顯得堅硬）屬於相同軸線上的程度差別，而一旦加入同義字

solide 的時候就比較複雜了。然而，運用脈絡描述的公式可以將 solide 描

述為「酸度不足，澀感多於酒感而顯得堅硬」，如此一來便能將三個同義

字區隔開來。 

f) 利用品飲學的知識：上面提出的翻譯策略主要著眼於描述方式以

及模型脈絡，不難發現，這些描述的操作需要品飲學的知識作為輔助，如

果沒有這些知識的話，在分析、描述與翻譯的過程中不見得能夠察覺這些

問題。品飲學不僅提供區別同義字所須具備的知識，這裡舉的例子更表現

出專業知識如何幫助我們看到語彙的脈絡隱義。 

就模型的設置條件來說，tn軸的chargé應該與同軸上相鄰的informe以

及desossé具有近似的語義成分，的確，三個語彙都呈現單寧弱化的語義，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它們卻也都不是同義字：informe是由於單寧弱化

而顯得沉滯，chargé是由於單寧弱化而顯得強勁，desossé是單寧弱化而顯

                                                 
26 依上文的闡釋，f(x/Y)也可作「Y 多於 X，並表現出 Z 的特徵」。參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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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缺乏骨架。由此看來，這些語彙兼具同義字與異義字的特徵，不過，我

們關心的問題是「沉滯」、「強勁」與「缺乏骨架」在tn軸的位置上相接的

意義為何。如果說tn軸的位置介於酒精與酸度之間，那麼，這條軸線上的

語彙應該同時受到這兩個範疇的影響。但是，我們看到informe的沉滯、

chargé的強勁 27

品飲學的知識可以彌補語彙分析所不逮。譬如，al軸上的desséché具

有sec的語義成分，但是用於葡萄酒品評時不具有漢語的「乾」的語義。

葡萄酒學中使用的sec通常指缺乏糖分，而在品飲中，sec也可以用來描述

偏向酸度與單寧結構而顯得嚴肅堅硬的酒款。

以及desossé的缺乏骨架，都較傾向於酒精結構所帶來的風

味特徵。就從品飲的角度來看，這是由於酒精結構所代表的風味經常凌駕

酸度所代表的風味，由此可見，品飲學的知識可以幫助解釋語彙系統的脈

絡隱義。 

28

而ac軸上的qui a de la mâche也須以葡萄酒學知識補充語義分析的不

足。按詞源學來說，mâche含有果味的意思，

筆者引用業界經常使用的

「緊縮」作為譯文。這個字譯作漢語的「乾澀」是不恰當的：一方面，sec

指的不是乾；二方面，sec的口感不僅來自於單寧的澀感，也來自於酸度。 

29

                                                 
27 從字典的定義看來，chargé 意指 une boisson très forte。（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此外，《葡萄酒的風味》一書指出 vinosité 一字向來都有「force alcoolique」
的意義，而 puissant 是 fort 的同義字。（181-182）由此看來，chargé 的勁道與酒精
有關，因此應該理解為酒精所帶來的勁道，而不是酸度所帶來的勁道。 

品評常用的beaucoup de fruits

此一表達法指的是葡萄酒果味濃郁，相較之下，模型中的qui a de la mâche

指涉的卻比較偏向結構意義，而非風味意義。因此，考慮語彙在模型中的

位置，並且從品飲實作經驗的角度理解這個表達法的意義，可將之譯為「豐

28 《葡萄酒的風味》一書引用的維德爾三角模型，在 al 軸的外邊即標示「acerbité 
ou sécheresse」的字樣，反映缺乏酒精結構而顯得酸度與澀度較為突出的風味特
徵。（182） 
29 mâche 這個字應該是由 mâcher 簡化而來，mâcher 的同義字 pomache 最早見於
布根地與香檳地區的十六世紀古籍中。而 pomache 則來自於拉丁文 pomum 的同根
字 pomasca，指的是「果實」（fruit），並帶有甜味的語義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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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密實，風味濃郁」。30

g) 品飲知識與脈絡描述方法的配合：品飲學的知識以及模型中的語

義脈絡分析是相輔相成的。f(tn/AC)軸的 sans corps、f(ac/AL)軸的 plat 以

及 f(al/TN)軸的 creux 都屬於某種「結構缺失」：sans corps 是缺乏單寧，酸

度突出所造成的「細瘦感」；plat 則是缺乏酸度，酒感突出所造成的「平板

感」；creux 則是缺乏酒感，單寧突出而造成的「空洞感」。這三個詞彙在

譯文中仍需要以描述的策略展現其脈絡意義，然而，在描述文字中增加「細

瘦」、「平板」以及「空洞」卻是從品飲學的知識突破公式框架的補充內容。 

 

另外，f(tn/AL)軸的 souple、f(tn/AC)軸的 tendre、ac 軸的 mou 以及

AL 軸的 fondu 四個語彙都具有「柔軟」的語義，翻譯時也應當配合脈絡

描述以及利用品飲知識將不同類型的柔軟感區別開來：souple 位於酒精範

疇中，可以描述為「柔軟甘甜」；tendre 位於酸度範疇中，可以描述為「柔

軟圓潤」；而 ac 軸上的 mou，其「薄弱缺乏勁道」的柔軟感是由於缺乏酸

度所致；至於 AL 軸上的 fondu 則是由於酒感充足而顯得柔軟。位於 f(ac/TN)

軸上的 solide 有「堅實強硬」的意思，然而，由於它相當接近結構均衡中

心，而且 solide 通常沒有負面的語義成分，因此，可以透過脈絡關係，引

用相鄰 TN 軸的 charpenté（富有骨感）與 ac 軸的 étoffé（豐厚密實）作為

solide 一詞的脈絡描述內容。 

 

3.1.2 âcre 系列同源字的處理方式 

                                                 
30 這裡所稱的果味與「豐厚密實」的口感有關，但是這個豐厚密實感的來源不止
來自於酒精。由於高溫而達到良好的糖成熟度（la maturité en sucre）的果實固然
具有較高的酒精潛力，然而，果實熟度高也意謂單寧比較容易大量萃取，因而造
成豐厚密實的品飲印象。而如果純粹從陽光所造成的酚成熟（ la maturité 
phénolique）的觀點出發，關於果實中的芬芳物質的探討便是著眼於酸度結構，而
不是針對單寧、酒精作探討。即便在釀酒過程中藉由添糖動作提升酒精度，也無
法改變果實成熟度不足的事實。（1996：166, 185）由此觀之，雖然位於 ac 軸上的
qui a de la mâche 指的是果味表現，但是它卻與酒精以及單寧密切相關。這類型的
果味與溫度（而非光線）所造成的果實熟度有關，翻譯中應當展現這種果味表現
的豐厚密實特徵，以強調成熟度的面向，並與輕巧纖細型的果味區隔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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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述及模型中隨處可見的同（近）義字還不是翻譯最難處理的部

份，因為這些都可以透過脈絡描述的方法獲得解決，模型中的同源字或許

才是較棘手的問題。它原本只涵蓋三個語彙，最後卻牽涉到整個模型的結

構。 

f(al/AC)軸上的 âcreté 以及 aigu、AC 軸上的 acidulé 的字源可以追溯

到拉丁文 acere（acer, acrus），這三個字的共通語義是「酸」。而當我們查

閱 âcre 以及 aigu 時，卻發現它們的同義字除了 piquant 以外，也包括 âpre

與 amer，後兩個語彙都屬於單寧代表的風味。這裡遇到的疑難是這些語彙

越過了模型中範疇界線，與另一個範疇中的語彙形成同源（義）字。 

論者認為，在翻譯操作過程中對於語彙定義以及語彙本身詞源關係的

應用與取捨，都應以品飲學作為指導原則，畢竟這個模型是品飲學思維下

的產物。f(al/AC)軸的 âcreté 的同義字包括 amertume 與 âpreté，但由於後

兩者都屬於單寧範疇，譯者在這裡捨棄 âcre 含有的 amer 與 âpre 語義成分，

以避免譯文在模型結構脈絡中顯得語焉不詳。這種處理方式的正當性來自

於品飲學對於意義系統的規定。葡萄酒結構模型出現 âcreté 與 âpre 兩個

字，但卻沒有更進一步使用 âcre、âpreté、amer、amertume、aigre 或 acerbe

等一系列源自拉丁文 acer 的同源字群，由此可見當初設計模型時似乎有

意避免同義（源）字的堆砌，而模型中出現專指意義的用法也印證了這項

假設。因此，忽略 âcre 與它同義字 âpre 之間的矛盾，應不違背模型設計

的初衷。 

 

3.2 避免帶有「口音」的品飲描述：文化脈絡問題 

模型的三個邊外出現三組語彙，以二元對立的形式概括葡萄酒的幾種

風格：一、「強勁／陰柔」（vins virils / vins féminins）；二、「偏向北方風格

／偏向南方風格」（tendance septentrionale / tendance méridionale）；三、「輕

盈／厚重」（légèreté / lourdeur）。（圖 1）如果僅就單寧與酒精來看的話，

偏向單寧結構即屬強勁，偏向酒精結構即屬陰柔；單就酒精與酸度結構來

看的話，酒精稍強即屬厚重風格，酸度稍強即屬輕盈風格；而如果只考慮



廣譯第二期 

 

148 

單寧與酸度的話，酸度重些即屬北方風格，單寧重些即屬南方風格。這樣

的描述方式對於葡萄酒領域的專業人士而言再直觀不過了，然而在翻譯過

程中則涉及語彙對應的問題以及不同文化語境中的理解問題。 

法語葡萄酒品評對於「優雅」（élégance）的認定主要取決於「酸度充

足」（d’une belle acidité）、「風味細膩」31（fin）以及「均衡協調」（équilibré）

等條件。葡萄酒優雅的口感特徵主要來自於酸度範疇，其次是單寧範疇，

再其次是酒精範疇。雖然優雅的風格特徵主要與酸度有關，然而酒中的單

寧必須夠細膩，酒精範疇也應展現相對的強度，否則將破壞優雅口感賴以

維持的均衡基礎，亦即這個基礎必須具有一定的層次高度才能被放到均衡

的範疇中討論。32

法語葡萄酒品評認定「優雅」風格的必要條件並不包括「女性化」、「爽

口」，

反觀漢語中對於優雅的理解經常與女性形象相連：優雅

往往包含「柔美」、「女性化」。如果在華語中用「優雅」來描述風味，或

許與「爽口」、「細膩」較為接近，而「爽口」又讓人聯想到「淡雅」。由

此看來，法語品評語彙與漢語對於優雅的認知不同。 

33

                                                 
31 三個描述語彙 fin、élégant 與 féminin 主要指涉的意義不同。finesse 強調的是沒
有結構上的缺失所帶來的細緻度；（1999：162）élégance 則強調酒體的豐厚程度；
（1996：180）féminité 強調的是酒精所帶來的微甜感與柔軟感。（1996：180） 

反而單寧細緻度、酸度與芬芳才是重要的判斷條件。首先，女性化

32 這裡衍生出的問題在於「口感均衡」與「口感清爽」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均衡
的前提是物質必須豐厚，而各結構元素又達到和諧整一，因此各個元素獨自看來
都不是突出的，總的看來卻又能被感知。口感清爽指的卻往往是可以感到鮮明的
酸度，卻又不至於太酸。這樣的設定就使得酒感與澀感也必須降低門檻，因此就
不容易顯得豐厚，也就稱不上是均衡。退一步來說，這樣的口感可以稱為「低層
次均衡」，屬於廣義的均衡意義。根據培諾與布魯昂兩位前輩的解釋，單寧不足的
酒必須有足夠的酸度襯出新鮮爽口感，（165）而一支單寧豐厚的酒比較需要酒精
來達到平衡，而酸度稍低並不妨礙均衡度。（166）由此觀之，前者即筆者提出的
「低層次均衡」，後者則對應「高層次均衡」，是對於均衡概念的一般理解。 
33 筆者並不否認優雅的酒可以帶有女性化的風格。這裡的語彙關係屬於某種蘊含
關係：優雅的概念可以蘊含女性化的特徵，但是優雅風格的酒不一定要有女性化
的特質，女性化只是優雅風格的一個可能面向。「爽口」是另一個例子：爽口不一
定是優雅的酒，優雅的酒可以展現爽口的特質。此外，同一個語彙在不同學派的
觀點闡釋之下，也可能產生不同的語義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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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酒即便經常展現出優雅，但是它的條件卻是偏向酒精結構，也就是說，

女性化的風格取決於油滑、軟甜個性的展現，而不是酸度。而「爽口」、「清

爽」等屬於酸度面向的描述詞彙，卻也不能概括「優雅」的意義，因為「優

雅」要求稍高層次的均衡，這樣的條件使得「爽口」、「清爽」雖然可以構

成優雅的一個條件，但是終究不能算是充分意義上的「優雅」，至於「淡

雅」則更沒有傳達出優雅所需「強度」的門檻 34

這裡涉及風格化與擬人化的描述詞彙在法語與漢語文化語境中的對

應問題。在這種可以被稱為文化語境因素的影響之下，法語詞彙所對應的

漢語詞彙不總是能引起相同的聯想，也就是說，如果將字對字的翻譯視為

對等的能指符號之間的轉換，

。漢語字詞的構成指涉特

定型態的聯想關係，華語中的優雅似乎經常與女性化、清淡、細膩連結在

一起，這與法語對於葡萄酒優雅風格的理解與用字產生不可忽略的差異。 

35

上文的操作方式是從法語語彙出發進行語義比對，而論者發現法語葡

萄酒風格語彙不容易與漢語接軌的原因在於語義認知以及聯想方式不

同，總的說來，這是一個文化脈絡的問題。這裡讓我們換個角度，從漢語

語彙出發，看看能否找到漢語對於含酒精飲料的描述語彙與法語葡萄酒品

評語彙與的共通之處。 

那麼，法語的能指與它所對應的等量的漢

語能指，兩者之間並不存在相同的所指。 

維德爾三角模型中 f(al/AC)軸的 avec action irritante（âcreté），從字面

可以暫譯為「酸氣刺激」，這樣的譯法可傳達出將 irritant 與 âcre 並置的用

意。中文對於「酸」的定義是「像醋的味道或氣味」，這與法語所謂酸氣

刺激並無二致。筆者認為，既然 irritant 指的是「聞起來刺激」，那麼不妨

                                                 
34 這裡指的是「高層次均衡」，參前註。 
35 《葡萄酒的風味》以一項案例的統計資料說明不同國家的葡萄酒品飲者對於風
味的描述存在語言表達層面的落差。（表 5）這項統計結果顯示，德國與法國的專
業品飲者對於糖分的描述存在不同的見解。作者指出，尋求詞彙語義的統一是窒
礙難行的，因為每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的語彙表達習慣，而不同語言中的相同語彙
也不見得具有相同的語義。（Il se peut aussi que des adjectifs équivalents n’aient pas 
exactement le même sens d’une langue à l’autre.）詳參原書第 1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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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嗆鼻」。但是華語「嗆鼻」（因刺激性的氣味進入鼻腔而感到不舒服）

所指的刺激感似乎並不必然與「酸」聯繫在一起，從「嗆辣」一詞就可以

看出反而比較接近「辣」。而由於單寧不會帶來這種刺激感，因此可以假

設中文「嗆辣」中的「辣」是從「酒精」而來的刺激感。然而，這個假設

的內容立刻面臨一個弔詭的事實：維德爾三角模型中的酒精範疇完全沒有

「刺激」這項義素。 

如果華語中傾向將造成「嗆」的原因歸於「辣」，而不是「酸」，那麼，

這個「辣」可能就是解答的關鍵。上文已經從「酒精範疇不含刺激辛辣刺

激的義素」否定了辣與酒精的關係。但是，在華語中的酒精與刺激的關係

卻很密切：「醇醨」這個詞的兩個字分別指「濃烈的厚酒」與「溫和的薄

酒」，而「陳紹『醇和』，高粱『醇烈』」也表現出酒精的二元性質擺蕩在

溫和與刺激（濃烈）之間。這間接說明了中國人在聞醋的時候會感覺到法

語中所謂的「嗅覺上的酸嗆」（irritant），而在品嚐中國酒的時候，就不存

在這種類型的嗆。繞了一大圈，這個問題看來是還是與文化語境有關。36

問題應該出自漢語中關於酒類飲料的描述語彙都不是針對葡萄酒

（wine）的描述，而是針對白酒（spirit）的描述。這個由於農業、經濟、

語言、文化差異而衍生出的問題，使得兩種語言之間的詞彙可能造成誤

解，在翻譯的操作中應該特別考量這類問題，因為品飲學追求的是精確的

描述。倘若使用漢語描述葡萄酒，而沒有辨別漢法兩種語言中特定語彙的

內涵差異，那便是一種「帶有口音」的品飲描述，當這個口音太重時，便

會造成溝通隔閡，也就失去葡萄酒結構語彙作為溝通平台的意義。 

 

                                                 
36 《葡萄酒的風味》一書提出「qui a du montant」一語描述刺激的嗆鼻感，也是
屬於酸度範疇的用語，與酒精無關。（189） 



法語葡萄酒結構語彙的漢譯 

 

151 

 

3.3 維德爾三角模型的翻譯實踐 

由上文的論述可知，不同語言中對應相同風味的詞彙其實有不同的意

義。葡萄酒原本就不是華人世界中的固有產物，關於葡萄酒的論述與描述

文字都應該將文化脈絡問題納入考慮。雖然法語葡萄酒結構與品評語彙看

起來都是簡單明確的，但是正確理解這些語彙意義的出發點卻在於研究這

些文字的專指意義以及它們之間的系統關係。因此，即便以單詞對單詞的

方式將模型中的語彙逐一翻譯出來，這些漢譯文字對於華語世界而言仍將

形同舊壺裝新酒，認得舊壺，卻不認得酒。這是筆者主張避免字面直譯與

「帶有口音」的翻譯的原因。 

正如上文論及，描述風味的語彙在翻譯上所遭遇的困難，不是由於風

味本身難以描述，而是不同民族在不同環境條件下發展出對特定風味的敏

感度差異以及不同的價值判斷。於是，風味便喪失它的中立性，各種語言

對於風味的表述都是「文化語境」中的風味。 

然而，翻譯無法拒絕目的語言給定的文字外殼。筆者認為，如果不計

較將原典中的單詞以短語或一段描述文字的形式表現，那麼便可以藉由說

明詞彙隱含的脈絡意義，將葡萄酒結構模型的內涵傳達出來。在配合脈絡

描述的條件下，在譯文裡借用漢民族文化脈絡中描述酒精飲料風味的語彙

或許將是可行的。這樣的作法一方面可以避免直接借用漢語字面所產生詞

不達意的缺失，二方面也使得作為視覺圖像的葡萄酒結構模型隱含的非語

言內容能夠透過文字傳達出來，這樣的操作在教學上也有裨益。 

筆者在此提出一個翻譯的版本供作參考。左方欄位是語彙的原文與漢

語描述內容，右欄是翻譯操作說明，讀者可參照附錄表 4 的語彙定義。 

 

TN 軸 

charpenté 富有骨感 ※ rude 與 rêche 是同義字。然而，由於 rêche
比 rude 多一層 âpre au goût 的涵義，因
此更可能表現出可辨認的「苦味」內容。 tannique 單寧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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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e 口感粗獷 ※ atramentaire「苦澀『如墨』」的語義不符
合漢語表達習慣，因此在譯文中略去。 

※ 酒評中常見的 tannin soyeux（絲綢般的
單寧）是在肯定單寧含量的前提下，對
於單寧品質的正面評價，大致對應「富
有骨感」以及「單寧鮮明」的位置。有
時與 rude 以及 rêche 構成反義。 

rêche 口感粗獷，並有苦味 

âpre 粗獷帶苦，質地粗糙 

atramentaire 單寧強勁，口感苦澀 

tn 軸 

coulant 滑順 
※ coulant 的譯文避免採用「柔軟」的語義

成分，以免與 f(tn/AC)軸的 tendre 以及
ac 軸的 mou 等鄰軸詞彙混淆。此外，
coulant 不指涉單寧品質。 

※ informe 必須與 ac 軸的 lourd 區別。前者
是缺乏單寧骨架造成的沉滯感；後者則
是缺乏酸度骨架而造成的沉滯感。譯文
藉助品飲知識來補充譯文內容。 

※ chargé 意指 une boisson très forte，應理
解為酒精所帶來的勁道，而不是酸度所
帶來的勁道。 

※ douciné 應當與 f(tn/AL)軸的 doucereux
以及 f(ac/AL)軸的 douceâtre 區別。 

 

gouleyant 輕盈爽口 

informe 
缺乏單寧而顯得沉
滯 

chargé 
單寧不足而顯得酒
感強勁 

désossé 
單寧不足而顯得結
構鬆散 

douciné 
單寧不足而顯得微
甜 

AC 軸 

rond 
足酸而顯得圓潤飽
滿 

※ rond 應與 f(ac/AL)軸的 charnu 以及 ac
軸的 étoffé 區別。三者的共同語義可以
總結為「飽滿豐腴」，其間差異應當透過
譯文展現：一、rond 用來描述酸度帶來
的圓潤飽滿；二、étoffé 則是酸度讓位
給單寧與酒感而造成另一種類型的飽滿
感，下文將譯作豐厚密實；三、charnu
按字面意義是「富有肉感」，這是缺乏酸
度的風味特徵。從語彙在模型中的位置
看來，charnu 比 étoffé 更接近酒精範疇，
弱化的單寧標誌著 charnu 所指涉的質地
較為鬆散，因此可以參考 étoffé 的譯

frais 新鮮足酸，富有勁道 

vif 
新鮮足酸，富有集中
的勁道 

nerveux 
酸度集中強烈而顯
得刺激 

acidulé 
酸 度 集 中 強 烈 刺
激，甚至嚐得出酸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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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 
酸味明顯而顯得生
青不熟 

法，摘去「密實」字樣，將 charnu 譯作
豐腴或豐厚。 

※ 這裡的譯文採用添加詞彙的方式加強語
彙序列之間隱含的強度關係。 

 
très vert 

酸味非常明顯而顯
得生青不熟 

ac 軸 

étoffé 酸度稍少而顯得豐
厚密實 

※ étoffé 應與 f(ac/AL)軸的 charnu 以及 AC
軸的 rond 區別。 

※ 按詞源學來說，mâche 含有果味的意
思，beaucoup de fruits 在品飲中指的是
葡萄酒果味濃郁，但是在模型中指涉的
比較偏向結構意義。因此，參酌語彙在
模型中的位置，可將之譯為「豐厚密實，
風味濃郁」。 

※ mou 應與 f(tn/AC)軸的 tendre、AL 軸的
fondu 以及 f(tn/AL)軸的 souple 區別。詳
參 f(tn/AL)軸欄位。 

 

 

qui a de la 
mâche 豐厚密實，風味濃郁 

mou 酸度不足而顯得薄
弱缺乏勁道 

épais 酸度不足而襯出酒
精帶來的黏稠感 

lourd 
酸度不足而顯得黏
稠沉滯，缺乏勁道，
不優雅 

AL 軸 

fondu 
酒 感 充 足 而 顯 得 柔
軟、和諧而均衡 

※ 這裡運用「重複手法」作為翻譯策略，
將語彙在系統中的背景強調出來。「酒感
充足」成為各個語彙獨特個性的前提。
點出這些語彙與其它軸線上的同（近）
義字的差別。譬如鄰軸 f(tn/AL)軸上的
souple，以及與非鄰軸 ac 軸上的 mou，
都由於強調各自在模型中的位置而得以
作出具有系統意義的劃分。（souple 譯作
「單寧不足，酒感多於酸度而顯得柔軟
甘甜」，mou 譯作「酸度不足而顯得薄弱
缺乏勁道」）可參照 f(tn/AL)軸欄位的敘
述文字。 

※ 這條軸線的語彙序列表達的是酒感強度

gras 酒感充足而顯得油滑 

onctueux 
酒感充足而帶有豐厚
細膩的油滑感 

mielleux 
酒感充足而帶有蜂蜜
般的油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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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âteux 酒感充足而顯得黏膩 

差異所帶來的不同風味特徵。譯文即展
現這些語彙由弱而強的變化關係。 

※ 運用品飲知識，補充 fondu 一詞隱含的
融合感與和諧均衡。 

 
 
al 軸 

ferme 酒感不足而略顯堅硬 
※ ferme 與 dur 之間的差別以程度副詞表

現。兩者與 f(ac/TN)軸 solide 的區別則
透過脈絡描述呈現。 

※ desséché 具有 sec 的語義成分，但是用
於葡萄酒品評時不具有漢語的「乾」的
語義。葡萄酒品評中使用的 sec 通常指
缺乏糖分。在品飲中，sec 也可以用來描
述偏向酸度與單寧結構而顯得嚴肅堅硬
的酒款。筆者引用業界經常使用的「緊
縮」作為譯文。這個字譯作漢語的「乾
澀」是不恰當的：一方面，sec 指的不是
乾；二方面，sec 的口感不僅來自於單
寧，也來自於酸度。 

※ 這裡的語彙序列也運用了「重複手法」
以及「脈絡描述」作為翻譯策略。 

 

dur 酒感不足而顯得堅硬 

desséché 
酒感不足而顯得堅硬
緊縮 

raide 
酒感不足而顯得相當
堅硬，不優雅 

mordant 
酒感不足而顯得非常
堅硬，並有粗糙的咬
囓感 

f(ac/TN)軸 

solide 酸度不足，澀感多於

酒感而顯得骨感強

硬、豐厚密實 

※ 翻譯策略：嵌入句型展現次要軸線語彙
在系統中的共同意義。以 f(x/Y)為例，
其公式是：「X 不足，Y 多於 Z 而顯
得……」 

※ solide 應與 al 軸上的 dur 與 ferme 區別。
dur 與 ferme 是相同軸線上的程度差別，
solide 的特徵則透過脈絡描述呈現。以
脈絡而論，solide 介於 TN 軸的 charpenté
（富有骨感）與 ac 軸的 étoffé（豐厚密
實）之間，因此，利用鄰軸語彙的語義
內容加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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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n/AC)軸 

tendre 單寧不足，酸度多於

酒感而顯得柔軟圓

潤 

※ tendre 應與 ac 軸的 mou、AL 軸的 fondu
以及 f(tn/AL)軸的 souple 區別。詳參
f(tn/AL)軸欄位的敘述文字。 

※ mince 應與 f(al/TN)軸的 maigre 區別。
兩者雖然都可以概括為「細瘦」，但是
mince 鄰近酒精範疇，而 maigre 位於單
寧與酸度的核心地帶，兩者展現的口感
是不同型態的細瘦。利用描述脈絡的策
略展現 mince 與 maigre 之間的差異。 

※ sans corps 應與 f(ac/AL)軸的 plat 以及
f(al/TN)軸的 creux 區別。從品飲的感官
經驗來看，三種類型都屬於某種「結構
缺失」：f(tn/AC)軸上的 sans corps 是缺
乏單寧，酸度突出所造成的「細瘦感」；
f(ac/AL)軸的 plat 則是缺乏酸度，酒感突
出所造成的「平板感」；而 f(al/TN)軸的
creux 則是缺乏酒感，單寧突出而造成的
「空洞感」。 

 

mince 單寧不足，酸度多於

酒感而顯得結構細

瘦薄弱 

sans corps 單寧不足，酸度多於

酒感而顯得瘦弱缺

乏酒體 

f(al/TN)軸 

maigre 
酒感不足，澀感多於酸度而
顯得結構細瘦薄弱，缺乏油
滑感 

※ 這裡的語彙序列也運用了「重
複手法」以及「脈絡描述」作
為翻譯策略。 

※ creux 應與 f(tn/AC)軸的 sans 
corps 以及 f(ac/AL)軸的 plat 區
別。詳參 f(tn/AC)軸欄位。 

※ 以品飲知識彌補語義分析的不
足，加入 sévère 與 austère 兩個
語彙暗含的「無香」表現。 

 

creux 
酒感不足，澀感多於酸度而
顯得空洞 

sévère 
酒感不足，澀感多於酸度而
顯得嚴肅、堅硬無香 

austère 
酒感不足，澀感遠多於酸度
而顯得嚴肅，甚至堅硬；香
氣變化貧乏而顯得嚴謹 

pinçant 
酒感不足，澀度遠多於酸度
而顯得非常堅硬刺激，並且
有粗糙的咬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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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n/AL)軸 

souple 單寧不足，酒感多於

酸度而顯得柔軟甘甜 

※ souple 應與 f(tn/AC)軸的 tendre、ac 軸
的 mou 以及 AL 軸的 fondu 區別。tendre
位於酸度範疇中，可以描述為「柔軟
圓潤」；souple 位於酒精範疇中，可以
描述為「柔軟甘甜」；而 ac 軸上的
mou，其「薄弱缺乏勁道」的柔軟感是
由於缺乏酸度所致；至於 AL 軸上的
fondu 則是由於酒感充足而顯得柔
軟。四個語彙都具有「柔軟」的語義，
翻譯時應當配合脈絡描述以及利用品
飲知識將不同類型的柔軟感區別開
來。 

※ doucereux 應當與 tn 軸的 douciné 以及
f(ac/AL)軸的 douceâtre 區別。 

 

doucereux 單寧不足，酒感多於

酸度而顯得微甜 

f(al/AC)軸 

aigu 酒感不足，酸度多於

單寧而略顯尖銳刺激 

※ aigu 按字面是尖銳的意思，其拉丁文
詞源是 acer（acrus），與 âcre 以及 acide
同源。因此翻譯時加入「刺激」的語
義。 

※ âcre 的同義字包括 amer 與 âpre，但是
由於 amer 與 âpre 都屬於單寧範疇，譯
者在這裡捨棄 âcre 的 amer 與 âpre 語
義成分，以避免混淆。《葡萄酒的風味》
第 四 版 也 指 出 不 應 混 淆 âpreté 與
âcreté。（2006：173）筆者忽略 âcre 與
它的同義字之間的矛盾，應不違背模
型的設計意義。結構模型出現 âcreté
與 âpre 兩個字，但卻沒有使用 âcre、
âpreté、amer 與 amertume，當初設計
模型時似乎有意避免同（近）義字的
堆砌，而一些詞彙的使用僅限於專指
意義也印證了這個現象。 

※ 這裡的語彙序列也運用了「重複手
法」、「層遞修辭」以及「脈絡描述」
作為翻譯策略。 

 

anguleux 酒感不足，酸度多於

單 寧 而 顯 得 有 稜 有

角，並且有明顯的刺

激感 

âcreté 酒感不足，酸度遠多

於單寧而顯得非常酸

嗆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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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AL)軸 

charnu 酸度不足，酒感多於
澀感而顯得豐腴 

※ charnu 應與 AC 軸的 rond 以及 ac 軸的
étoffé 區別。 

※ douceâtre 應當與 tn 軸的 douciné 以及
f(tn/AL)軸的 doucereux 區別。 

※ 這裡的語彙序列也運用了「重複手
法」、「脈絡描述」以及「層遞修辭」
作為翻譯策略。 

※ plat 應與 f(tn/AC)軸的 sans corp 以及
f(al/TN)軸的 creux 區別。詳參 f(tn/AC)
軸欄位。 

plat 酸度不足，酒感多於
澀感而顯得平板缺乏
個性與風味 

douceâtre 酸度不足，酒感多於
澀感而顯得平板、缺
乏個性與風味，並且
出現微甜感 

 

4. 結論 

 

「維德爾三角」模型中的語彙不能作字面直譯，這套葡萄酒結構語彙

的翻譯操作必須建立在專業品飲學的基礎以及對於詞彙語義系統的研究

之上。這套傳達無形味道的語彙涵蓋品飲學專業範疇，有時對於詞彙內容

的理解超出字彙的一般意義，有時則又限於詞彙的專指意義，還有些時候

必須從實際品飲經驗的角度才可能解釋語彙背後的涵義並窺得語彙在模

型中的系統關係。 

筆者認為這套語彙的翻譯可以脫離單詞形式的翻譯方式，改以「描述

的方式」為之，亦即將「詞彙的字面意義」與「它在模型中位置的意義」

一併傳達出來。這種描述詞彙語義的方式完全可能簡化為單詞的形式，但

是筆者不鼓勵直接採用過份簡化的、脫離脈絡的翻譯，尤其在教學中，簡

化的翻譯可能詞不達意，也容易造成誤解。採取描述的翻譯策略具有清晰

明白的優點，對於業界也頗具利用價值。這套語彙的研究與譯介將能幫助

國人建立葡萄酒品評描述的觀念以及一套共同語言，在這個溝通平台上，

關於抽象風味的具體討論將得以落實。 

專業品飲學的知識在這項翻譯工作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語義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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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軸線概念在模型中會出現不能解釋的情形，這不是由於模型在設

定時不考慮軸線的問題，也不是軸線之間的軸面概念缺乏解釋力，而是由

於軸面邊界的風味變化依循特殊的原則，而這些原則的例外情形都有賴從

品飲學的角度提出解釋。也就是說，純粹語義分析的不足之處，都借重品

飲的知識背景彌補。 

在文化脈絡的考量之下，筆者主張葡萄酒結構語彙的漢譯，不應是單

純地將漢語在酒類飲料的描述文字用作葡萄酒結構語彙的漢譯文字外

殼，以避免特定語義的語彙影響；其次，應辨別漢法兩種語言描述酒精飲

料風味的文字差異，找出兩種語言中同（近）義字的不同指涉，比較同類

型風味在不同文化中的表達方式，以及不同民族對於特定風味強度的感知

能力與敏感度。這或許有賴葡萄酒界創建一門「文化品飲學」進行更深入

的探究。 

與原文的單詞形式相較之下，筆者提出的翻譯版本或許顯得冗贅。不

過，既然漢語描述葡萄酒風味的能力是不足的，這種描述性的翻譯方式仍

有它的實用價值。可以設想的是，如果僅就單詞語義進行逐字迻譯，在多

數語彙譯文之後恐怕仍然免不了要一長串附加說明方能表達原文語彙的

涵義。葡萄酒語彙對華語世界來說是一種新事物，如果它不能被翻譯的

話，至少它還可以被描述，而試圖描述這套語彙意義的努力，將是邁向更

簡短翻譯形式的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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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圖 1 維德爾三角 37 

 

                                                 
37 這張維德爾三角模型係筆者於 2003 年八月份於網路上尋得，來源詳細資料不
明。選附此圖的原因在於其視覺效果較佳，然而其內容與《葡萄酒的風味》一書
中的版本不盡相同，唯一的差別在於書中於 al 軸的外側加註「acerbité ou 
sécheresse」，這個圖中卻沒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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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與 2-2 「維德爾三角形」軸線的十二劃分法與成對連接情形 
TN

AC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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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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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與 2-4 三條主軸與三條次軸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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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至 3-4「酒精」、「柔軟語義」、「甜味語義」、「堅硬語義」軸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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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

AC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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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與 4-2 格雷馬斯的符號學方陣與葡萄酒結構元素的關係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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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軸 = 單寧強度）

 

 

圖 5-1 與 5-2 葡萄酒結構元素方陣模型的動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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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維德爾三角」各軸線語彙清單 38

 

 

 

 

 

 

 

                                                 
38 語彙由內而外依序排列，遇空白則以「ø」符號標示。各軸線號碼沿用圖 2-1「十
二軸劃分法」的編號方式。 

軸

類 

語義

範疇 
各軸線語彙清單 

主
要
軸
線 

單寧 
1. TN 軸：charpenté–tannique–rude–rêche–âpre–atramentaire 

4. tn 軸：coulant–gouleyant–informe–chargé–désossé–douciné 

酸度 
2. AC 軸：rond–frais–vif–nerveux–acidulé–vert–très vert 

5. ac 軸：étoffé–qui a de la mâche–mou–épais–lourd 

酒精 
3. AL 軸：fondu–gras–onctueux–mielleux–pâteux 

6. al 軸：ferme–dur–desséché–raide–mordant 

次
要
軸
線 

單寧

／ 

酸度 

7. f(ac/TN)軸：solide– ø – ø 

9. f(tn/AC)軸：tendre–mince–sans corps 

單寧

／ 

酒精 

8. f(al/TN)軸：maigre–creux–sévère–austère–Avec action irritante 

(=pinçant) 

11. f(tn/AL)軸：souple – ø – doucereux 

酸度

／ 

酒精 

10. f(al/AC)軸：aigu–anguleux–Avec action irritante (=âcreté) 

12. f(ac/AL)軸：charnu–plat–douceâ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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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軸線的短邊（tn 軸、ac 軸與 al 軸）與其他軸線的關係表 

短軸名稱 呈現反義關係 呈現矛盾關係 呈現暗示關係 

tn 軸 與 TN 軸 與 ac 軸以及與 al 軸 與 AC 軸以及與 AL 軸 

例證： coulant / rêche 
chargé / lourd 

désossé / dur 

informe - rond 

douciné - mielleux 

ac 軸 AC 軸 tn 軸與 al 軸 TN 軸與 AL 軸 

例證： 
qui a de la mâche 

/ vert 

épais / gouleyant 

mou / dur 

étoffé - tannique 

lourd – pâteux 

al 軸 AL 軸 tn 軸與 ac 軸 TN 軸與 AC 軸 

例證： desséché / gras 
douciné / raide 

dur / mou 

raide - rude 

mordant - nerveux 

 

 

表 3 軸面構成的語義基礎：相鄰軸的共通語義範疇 39

相鄰軸線 

 

1, 7, 8 8, 1, 6 6, 8, 10 10, 6, 2 2, 10 ,9 9, 2, 4 

共通語義範疇 單寧+ 單寧+ 酒精– 酸度+ 酸度+ 酸度+ 

相鄰軸線 4, 9, 11 11, 4, 3 3, 11, 12 12, 3, 5 5, 7, 12 7, 1, 5 

共通語義範疇 單寧– 酒精+ 酒精+ 酒精+ 酸度– 單寧+ 

 

                                                 
39 有網底的欄位表示有主要軸線通過，其共通語義範疇就是「強勁的單寧、酸度
或酒精」；沒有網底的部分是 tn、ac 與 al 軸通過的地方，其所在軸面的共通語義
範疇就是「薄弱的單寧、酸度或酒精」，這些軸面比較強烈地表現與之產生矛盾關
係的另外兩個範疇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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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以各軸線語彙的定義方式來分析軸線語義場的構成基礎 40

TN

AC AL

Fig. A

 

 

TN

AC AL

Fig. B

 

TN

AC AL

Fig. C

 

TN

AC AL

Fig. D

 

TN

AC AL

Fig. E

 

TN

AC AL

Fig. F

 

A. 單寧主軸 

1. TN 軸： 

Charpenté. Pourvu d’une forte charpente osseuse ; bien structuré. Charpente : ce qui 

constitue ou soutient une construction. 

Tannique.  

Rude. Dur, rugueux(dont la surface présente des aspérités) au toucher. (syn. rêche. 

contre. doux) 

Rêche. Qui est rude au toucher (syn. rugueux). Qui est âpre au goût (syn. râpeux) 

Âpre. Désagréable au goût (syn. âcre). Qui produit une sensation pénible par la 

rudesse de son contact. Qui manifeste de la violence, de la dureté. 

Atramentaire.  

 

 

                                                 
40 這裡援引詞彙的定義文字乃擷自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Larouss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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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n 軸： 
Coulant. Qui coule, qui est fluide. Indulgent (contre. sévère), conciliant (contre. 

exigeant). Conciliation : action de rendre les choses compatibles (qui peut 

s’accorder ou coexister avec autres choses). 

Gouleyant. (fam.) se dit d’un vin, agréable, frais, léger. 

Informe. Qui a une forme lourde et sans grâce. (syn. disgracieux) 

Chargé.  

Désossé. Désosser : retirer les os d’une viande, les arêtes d’un poisson ; défaire 

complètement chacun des éléments d’un appareil, d’un véhicule. 

Douciné.  

 

B. 酸度主軸 

2. AC 軸： 

Rond. Charnu et bien rempli. (syn. potelé, rebondi) (ancien français. pote, gros) (fam.) 

Qui a trop bu. Potelé : qui a les formes rondes et pleines.  

Frais. Qui vient d’apparaître ou de se produire. Qui vient d’être appliqué et n’est pas 

encore sec. Nouvellement produit ou récolté, qui n’est pas encore altéré, gâté, 

flétri. Qui n’est pas terni, qui a conservé son éclat. (syn. éclatant. contre. terne) 

Qui a conservé ou recouvré ses forces, sa vitalité. 

Vif. Qui a de la vitalité, de la vigueur. Exprimé avec violence ou mordant. (syn. 

acerbe) Intense, prononcé, fort, éclatant, très net. Qui saisit (syn. piquant). 

Nerveux. Qui manifeste de la vivacité. (syn. vigoureux) 

Acidulé. De saveur légèrement acide. 

Vert. Qui n’est pas mûr. (Vin vert = vin jeune qui n’est pas encore fait.) 

Très 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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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c 軸： 

Étoffé. Riche de matière. 

Qui a de la mâche. (Mâche. Français du Moyen âge, pomache. Latin, mâcher. Latin 

classique, pomum, ‘fruit’. Latin populaire, pomasca.) (syn. doucette. Doucet, 

doux.) 

Mou. Qui manque de la dureté. Qui manque de vigueur, d’énergie, de vivacité (syn. 

faible) (phy. se dit des rayons X moins pénétrants.) 

Épais. Grossier, qui manque de finesse. (syn. lourd) Dense, serré, compact, consistant. 

(pâteux) Épaisseur : profondeur, opacité. 

Lourd. Dont la densité est élevé. Qui manque de finesse, d’intelligence ; maladroit. 

 

C. 酒精主軸  

3. AL 軸： 

Fondu. Passé à l’état liquide en parlant d’un corps solide. Fondre, dissoudre dans un 

liquide. 

Gras. Épais ; largement marqué. Abondant, important. De la nature de la graisse. 

(Graisse, substance onctueuse.) 

Onctueux. Dont la consistance, à la fois légère et douce, donne au toucher 

l’impression d’un corps gras. D’une consistance moelleuse et douce d’une saveur 

veloutée. (Consistance : solidité, force. Fermeté.) 

Mielleux. D’une douceur hypocrite. (syn. doucereux, patelin) 

Pâteux. Qui a la consistance d’une pâte. (contre. fluide) Qui manque d’aisance ; lourd 

et embarrassé. 

 

6. al 軸： 

Ferme. Qui offre une certaine résistance à la pression. (syn. consistant, contre. mou) 

Dur. Qui manque du souplesse, de confort. (contre. moell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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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séché.  

Raide. Sans souplesse, sans grâce. 

Mordant. Qui entame en rongeant. Entamer : couper, écorcher ; attaquer. Écorcher : 

blesser superficiellement une partie du corps en entamant la peau ; dépouiller de 

sa peau un animal. Ronger : entamer, déchiqueter avec les dents. (syn. grignoter, 

mordiller) Incisif (qui va droit au but), piquant (prendre avec quelque chose de 

pointu, produire une sensation âpre au goût ou à l’odorat, ou aiguë sur la peau.) 

 

D. 「單寧／酸度」次要軸線 

7. f(ac/TN)軸： 

Solide. Qui présente une consistance relativement ferme. (par opposition à fluide, à 

liquide) (syn. ferme, dur) Qui est vigoureux ; qui a de la résistance. (syn. robuste) 

 

9. f(tn/AC)軸： 

Tendre. (syn. mou) Qui peut être facilement coupé, divisé, entamé, mâché. 

Mince. Qui est peu épais. (syn. fin, contre. gros) Maigre. (contre. puissant) 

Sans corps.  

 

E. 「單寧／酒精」次要軸線 

8. f(al/TN)軸： 

Maigre. Qui a très peu de graisse. (contre. gros) Peu abondant. Mince, peu épais. 

Creux. Dont l’intérieur est entièrement ou partiellement vide. Amaigri. 

Sévère. Stricte et rigoureux. (contre. indulgent) Dur, grave, lourd. Dépourvu 

d’ornements, de fantaisie. 

Austère. Sévère, rigide dans ses principes, son comportement. Dépouillé de tout 

ornement. 

Avec action irritante (=pinçant). Pincer : presser, serrer plus ou moins fort quelqu’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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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 ses doigts. Donner un sensation de pincement, serrer étroitement (syn. 

mordre, piquer.) Pincement : serrement, action de pincer. 

 

11. f(tn/AL)軸： 

Souple. Qui donne une impression de légèreté, d’élasticité. (syn. flexibilité) 

Doucereux. D’une douceur fade ; douceâtre. Mielleux. 

 

F. 「酸度／酒精」次要軸線 

10. f(al/AC)軸： 

Aigu. Terminé en pointe. Fin, pénétrant, violent, vif. Aigre : (Bas latin, acrus. Latin 

classique, acer) qui a une acidité piquante, désagréable au goût.(syn. âcre). 

Anguleux. Qui présente des angles, des arêtes vives. 

Avec action irritante (=âcreté). Âcre : dont la saveur ou l’odeur est forte et irritante. 

(syn. piquant, amer, âpre.) Âcreté : caractère de ce qui est âcre. (syn. amertume, 

âpreté) 

 

12. f(ac/AL)軸： 

Charnu. Qui a une chair abondante. 

Plat. (latin populaire, plattus. Grec, platus. ‘Large’, ‘étendu’.) Qui manque de saveur, 

de caractère, de personnalité. (vin plat = fade) 

Douceâtre. D’une saveur fade. (syn. doucer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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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根據白葡萄酒中含糖量進行描述的統計資料 41

含糖量（克／公升） 

 

 1,5 4 8 12 16 24 32 48 

Sec 74 56 7 4 3 0 0 0 

Demi-sec 26 41 74 64 49 11 11 8 

Moelleux 0 3 19 32 48 62 61 60 

Liquoreux 0 0 0 0 0 27 28 32 

 

Trocken  100 92 53 10 0 0 0 

Halbtrocken  0 8 47 85 39 1 0 

Mild  0 0 0 5 61 70 10 

Lieblich  0 0 0 0 0 29 90 

         

（資料來源：Emile Peynaud et Jacques Blouin, Le Goût du Vin, 3e édition, p.186） 

 

                                                 
41 這項研究的進行方式是針對二十二位德國品飲者以及七十位法國品飲者個別提
問，要求品飲者針對所提供的本國酒款進行甜度描述。上酒順序依據酒中含糖量
排定，含糖量的範圍最低從每公升一點五克到每公升四十八克。品飲者的答案經
過統計之後以百分比數字登錄於表中。表中上欄呈現法國品飲者的意見，下欄則
呈現德國品飲者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