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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文學館（以下簡稱臺文館）於今年

（2019）二月份首次舉辦「譯者駐村計畫」，邀

請兩位國際譯者來臺灣駐村一個月，分別是日籍

下村作次郎教授與德籍�ilo Diefenbach（漢名蔣

永學）博士。

這次「譯者駐村計畫」規劃有專題講座、文

學參訪、譯者工作坊等，在不同講座與活動中能

夠接觸到臺灣的學者、編輯、作家與本地譯者，

基於兩位駐村譯者深厚的臺灣文學研究，在交流

過程中，能有更直接且深入的互動，讓雙方的資

訊交流量更為豐富扎實，而且可以補足知識面、

文化面，甚至是商業面的缺口，不僅駐村譯者能

夠受惠，對國內相關的專業人士而言，也開啟不

將國際譯者帶進來，

讓臺灣文學走向世界

譯者駐村計畫透過講座、參

訪以及工作坊形式，讓臺灣

的學者、編輯、作家與本地

譯者與兩位國際譯者交流，

過程中或可擦出火花，瞥見

知識面、文化面，甚至是商

業面的機會與不足之處，做

為未來規劃的新動能，同時

也可強化臺灣文學在國際交

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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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面向的思考。尤其是前述的譯者工作坊，可說是計畫中較具規模的活動，透過二天一夜的

課程安排，不論是外籍譯者或是本地譯者，本著對雙語的掌握，都能有機會進一步深入交流。

外籍譯者可透過本地譯者了解不同層面的臺灣文學與文化，本地譯者也可藉此重新審視自己

的定位，除了是接案的文字翻譯工作者外，也能成為文化交流或書籍外譯的推手。

整體來看，這次的「譯者駐村計畫」結合了政府與民間的資源，有利於計畫的推動，並

達到三點效益：資訊推廣效益最大化、學術與商業並進、強化譯者是媒介的意識。惟如何利

用現有效益，以達推廣臺灣文學外譯的用意，仍有討論空間，以下提出三點建議事項：

一、相關政府單位資源的整合與聯繫

除了臺文館推動「臺灣文學外譯」外，文化部的「翻譯出版補助作業要點」、「南向翻

譯及出版交流補助作業要點」及 Books From Taiwan 網站，也積極推動中書外譯。再者，財

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以下簡稱「國藝會」）為鼓勵小說創作，也制定「長篇小說創

作發表專案」補助，此外，國藝會推廣其成果，也設立了「小說引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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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臺灣文學，海鯨圖底的「2019譯者駐村計畫」標字為媒介，把日本和德國當代兩位學者連結在一起。

前述相關政策雖由不同權責單位負責，但出發點都為了鼓勵及推廣臺灣作家創作，如夏

曼‧藍波安的《大海浮夢》（2014）先是獲得國藝會創作補助，並透過文化部的翻譯出版

補助，由下村教授翻譯，於 2017年在日本草風館出版日文版，去年（2018）也得到日本「鐵

犬異托邦文學獎」的肯定。

於此，建議整合前述政府單位的資源或是建立橫向的聯繫，並納入「譯者駐村計畫」的

相關活動中，一方面讓官方了解駐村譯者在推動臺灣文學外譯的現況與困境，因而在制定補

助政策、挑選外推作品時，能更貼合國外的實際需求與方向；另方面，也可讓受邀譯者完整

了解臺灣推動外譯的相關政策與資源挹注。

二、受邀譯者的規劃與市場實際考量

臺文館規劃「譯者駐村計畫」的預期效益，是促進臺灣文學未來於該國翻譯的可能性。

換言之，在推動臺灣文學外譯過程中，外籍譯者可說是重要的幕後推手。如日本，出版社跟

編輯則通常會透過譯者的介紹與譯文決定出版與否；或是如蔣永學除了編譯《戒嚴：臺灣文

學選集》，還身兼行銷，至德國、奧地利、瑞士及臺北，舉辦多場的新書發表會。惟因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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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出版市場與作業方式並不相同，在每次執行駐村譯者計畫時，要邀請哪一個國家的譯

者、駐村期間的活動安排及後續的配套，能否契合受邀國的出版市場需求，以及每一次的規

劃與執行，是否能讓過往的資源累積並得到加倍成效等，都應該一併納入考量。

除了仰賴外籍譯者推介外，近年來臺灣也積極參與海外的國際書展，在推廣之際，如何

讓臺灣本地譯者能夠參與相關的譯介工作，進而提升本地譯者的地位，也是可思考與規劃的

方向。此外，也必須要有熟悉國際版權交易的角色，從中適時地予以協調與輔助，進而加速

並確實版權交易的相關細節與作業，以落實臺灣文學外譯並觸及海外讀者的目標。

三、駐村譯者返國後的回饋與分享

兩位受邀譯者在駐村期間，雖然頻繁參與本地的規畫活動，但較為可惜的是未就此次駐

村經驗，提供回饋意見或是將心得想法等分享給其國內的相關人士。因此如何讓譯者將收穫

到的資訊傳播出去，並觸及到合適的目標出版社，應該也要納入計畫做整體考量。此外，若

能透過駐外單位或雜誌媒體等，將活動消息發布到其國家，將有助於提升臺灣文學在國外市

場的關注度，也能增加整個駐村計畫的效益。

在首次舉辦的臺文館「譯者駐村計畫」中，可以看見欲透過譯者的角色，提升臺灣文學

外譯書籍成效的野心，雖然計畫仍有討論與改進的空間，但也提供了可以檢視與調整的方

向。

突破機關窠臼，臺灣文學館透過業界協力，主動邀請國際譯者親旅臺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