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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壹、文化意識與翻譯 

翻譯不僅是兩種語言的轉換，更是兩個文化體系的交流。因此不論從事翻譯

或評論翻譯，必定得具備某種程度的文化意識。吳潛誠（1995，頁12）主張中英

翻譯必須先瞭解兩種語言的表達方式，透過對比分析，掌握兩者異同，翻譯困難

即可應刃而解，使譯文符合所屬語文體系的習慣語法。余光中《分水嶺上》（1981）

中有三篇評論，談及中英語言差異與翻譯之關係 7，文中除指出中英文表達方式的

差異，也主張英譯中時應當跳脫英文的牽制影響，使譯文讀之通順流暢，符合中

文語法習慣。持相反觀點者亦不乏其人，新文學大將魯迅就主張翻譯應當絕對忠

於原文，完全按照原文字句語法直譯，「寧信而毋順」，才能將新的表現型式與方

法引入中文（羅新璋編，1984）。兩派主張均言之成理，直譯意譯的取捨，爭辯至

今未有定論。然而不論哪一種主張，都以兩種語言的差異為論辯基礎，差別僅在

於處理語言差異的態度罷了。 

文化差異與翻譯的關係亦是如此。許多翻譯的論著或研究均探討文化差異對

翻譯的重要影響或造成的困難，亦有許多論述研究指出翻譯（譯者）必須釐清掌

握語言或文化的差異，才有助於更精確的理解，促成「忠實」或「信達雅」的翻

譯8。有關語言文化與翻譯的研究論述多不勝數，有些純粹就理論層面論述9，如以

翻譯實務層面觀之，譯本比較評論或譯者自評的相關論文10也都具體指出文化差異

對翻譯的影響，並提出因應的翻譯策略，顯示譯者與翻譯研究者均意識到語言文

                                                 
7 依序為〈論中文之西化〉、〈早期作家筆下的西化中文〉、〈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頁103-135。 
8 此處「忠實」或「信達雅」的翻譯，或因論者詮釋角度與立場不同，標準也有所不同。本文僅概
要提出各家主張，並不在此深究其定義或內涵。 
9 相關論述資料甚多，以 Lawrence Venuti編纂之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2000）為例，內容
收集各類主題、領域著名學者對翻譯理論之論述，有助於讀者瞭解近代翻譯理論之梗概。 
10 有關語言/文化差異之著作論文多不勝數，本文僅針對國內相關學位論文加以討論，資料來源為
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資訊網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學位論文查詢系統中登錄之學位論文（至

2003年六月為止），詳見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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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差異。以國內有關翻譯評論之四十六篇學位論文為例（見附錄五），其中二十

六篇明確指出語言文化因素對翻譯歷程的影響，如：原著的時空背景、隱含的意

識型態⋯等，往往是譯者翻譯決策的重要依據，至於文化差異導致的翻譯困難，

則包括語法差異、慣用語、成語典故、修辭、文化意象⋯等。如蘇威寧（2001）於

〈從語言、文化差異看漢語四字成語譯成法語之問題~以《靈山》、《活著》兩部

文學作品為例〉一文指出，由於人類思維、生活經驗和語言現象之共同特點以及

跨文化的交流融合，使得不同語言文化之間得以相互轉換，但在翻譯轉換過程中，

往往因為兩者的外在語言型式或內在語義傳達無法配合協調，形成翻譯的限制與

障礙。綜觀此類研究，多在探討語言文化差異造成翻譯問題或因應的翻譯策略，

並未深究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作用與影響。 

 

貳、譯者的詮釋與翻譯 

分辨原文的文化訊息，意識到原文與譯文在語言文化方面的差異，確實是翻

譯的重要條件，如何看待處理兩者間的差異，也始終是翻譯論述的一大主題。不

論是主張語言型式的直譯意譯，或是處理文化差異時歸化與異化的策略，都反映

出翻譯追求的目的與理想：即原文與譯文的對等，或所謂對原文忠實的譯文。然

而如何使原文譯文對等，怎樣才算達到對等，往往因為所持觀點考量不同而眾說

紛紜。林筱青（2000）於〈《喜福會》的翻譯策略：華裔美國文學翻譯實例〉批判

「忠實」翻譯觀，並指出翻譯涉及譯者的主觀介入，所以絕對忠實的翻譯是不切

實際的主張。譯者掌握對原文文本隱含意義的最終選擇權，決定原文對譯文文化

體系的影響程度，以及接不接受異國事物觀念的權力，而不同譯者背景能力各異，

立場偏好不同，並以此為基礎對原文進行不同程度的再詮釋，是故不可能將原作

如翻版一樣複製再現，任何忠實或合宜的翻譯，都必須在特定的脈落下解讀才有

意義。文中就相同的原文文本，舉出兩位譯者的譯本，檢視兩篇譯文相對於原文

的增減消長以及譯文翻譯策略的不一致，顯示不同譯者對原文的詮釋解讀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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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策略的考量不同，譯文表達型式與所傳達的原文文化訊息也有所差異。 

以不同譯者的譯本比較，評析不同譯者的翻譯策略或文化意識，乃翻譯評論

常見的方式，以國內有關翻譯評論之學位論文為例，共有十七篇採取此一方式進

行翻譯評論（見附錄五），而針對同一譯者或單一譯本的評論共二十一篇，這類

論文多半為譯者的譯作自我評析11，往往僅止於提出翻譯問題與因應策略，然而譯

者對原文的詮釋解讀如產生變化，與其選擇翻譯策略與譯文表達型式與內容之關

聯，則甚少此方面的研究。 

 

上述研究皆提及文化差異影響翻譯，顯示研究者皆具備文化意識（辨識文化

訊息的能力），但多半將譯者的文化意識視為固定不變的實體或能力，探討重點往

往局限於文化差異造成的翻譯問題、文本中反映的文化意識以及譯者在翻譯文化

訊息時應注意的原則或因應的策略。然而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或因經驗累積，或

因認知運作的結果，譯者的文化意識以及對文本的詮釋也會不斷改變，此種變化

會如何影響譯者的決策，卻少有相關研究加以探討。是故筆者嘗試引用George 

Steiner的翻譯歷程模式，以筆者自己為研究對象，進一步探討同一譯者文化意識發

展，對其解讀詮釋原文與選擇運用翻譯策略之影響。 

 

                                                 
11以不同譯者之譯本進行評析比較之學位論文中，有六篇論文評析範圍亦包括論文作者自譯之譯

本，亦可視為另一種型態的譯者自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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