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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翻譯研討暨座談會側記
文／項人慧 照片提供／中華民國筆會中華民國筆會秘書兼助理編輯

「台灣文學翻譯座談會」，以「台灣文學面向全世界」為座談主題，期能藉此座談會，深化台灣文學翻譯的國際

視野，強化台灣文學的外譯能量。

時間：2011年6月27日下午2-5時
地點：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台大校友會館―3B會議室

論文發表（評論人）：蔡自青教授（梁欣榮教授）、譚光磊先生（石岱崙教授）

座談會與談人：陳義芝教授（主持）、梁欣榮教授、焦桐教授、吳敏嘉教授、張淑英教授、譚光磊先生

為推廣台灣文學，促進國際交流，強化台灣

文學的國際形象與能見度，國立台灣文學館特別規

劃「台灣文學翻譯座談會」。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

高天恩教授擔任上半場會議主持人，高教授指出

這場座談會由中華民國筆會主辦的原因，係因筆

會長期在台灣文學翻譯工作上的努力，自1972年
殷張蘭熙女士在林語堂先生鼓勵下，創辦英文季

刊The Chinese PEN（2007年更名為The Taipei Chinese 
PEN 《當代台灣文學英譯》），39年來從不脫期，

已出版156期，為台灣最恆久努力將中文創作英譯

的一本刊物。迄2011年夏季號，已精譯台灣作家作

品1,944篇，其中包含詩歌868首、散文388篇、小說

460篇等，共有516位作家與173位譯者參與其中作

出貢獻。2004年國立台灣文學館曾主辦過「台灣新

文學發展重大事件研討會—為二十世紀台灣文學

繪製藍圖」，研討內容涵蓋台灣文藝團體、鄉土文

學論戰、原住民文學的建構等，當時即把台灣文學

一個重要事件定名為〈The Chinese PEN創刊與台灣

文學外譯〉，肯定中華民國筆會季刊為台灣文學英

譯作出重大貢獻，歷任主編從殷張蘭熙、齊邦媛、

宋美璍、彭鏡禧、張惠娟、高天恩到梁欣榮，其無

私的奉獻目的在百分之百純潔地經營一塊文學淨

土，只要是好的作品，從向陽到向明、由余光中到

余玉照，不管作者性別、種族、階級、意識形態，

就是要把台灣文學推向國際。

高天恩教授代表筆會感謝李瑞騰館長，李館

長擔任過《文訊》總編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理

事長，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現任國立台灣文學館

館長，他非常關心與瞭解古典及現代的中國文學，

亦有國際視野，這次由館方主動邀請筆會辦此研討

會。本來李館長要親自致詞，但因臨時接到監察院

通知，必須留在館內，不克前來，然其仍用心的錄

製了致辭錄影並由研究典藏組楊護源組長與陳慕真

助理研究員到場協助會議進行。在致辭影片中李瑞

騰館長表示：原訂到場聆聽高見，因臨時有要事無

法到現場；國立台灣文學館在今年接受了文建會移

撥的中書外譯計畫，現在改為台灣文學外譯的業

務，把原來的一件行政工作轉化、擴大成為一個重

要的館務。國立台灣文學館非常重要的業務就是將

台灣文學過去的歷史、許多作家努力的成果，典

藏、研究並進行展覽、推廣等工作。台灣文學外譯

工作因為我們特殊的國際處境而有相當的難度，筆

會過去做了很多，令人敬佩。希望結合海內外對於

台灣文學推廣外譯有興趣、熱心的朋友一起努力。

館方目前正策劃一個台灣文學外譯中心，希望

建置後，讓這個外譯中心來承擔有關台灣文學外譯

的事務。希望進行一個全世界台灣文學外譯人力資

源調查，同時也希望針對台灣文學外譯編出一個較

好的目錄、書目、或篇目。台灣過去在不同語種、

不同國度裡面耕耘了多少？還有哪些地方可以再努

力？今年會在《台灣文學館通訊》裡做一個調查，

請教一些在日、韓、德、法、美國等地實際在進行

翻譯的人，盡可能的蒐集台灣文學外譯相關的理論

及報導作為未來努力的方向、檢討後走出康莊大道

的方法，非常渴望得到各位的幫助。

關於譯文與原文間的對等性

在李館長的錄影致辭後，隨即進行兩篇論文

的發表，一為蔡自青教授發表論文討論張大春小說

《野孩子》英譯。張大春是台灣文壇具有影響力的

作家，作品廣受評論家與讀者好評。《我妹妹》和

《野孩子》兩本小說的英譯本在2000年由哥倫比亞

大學出版社出版，使廣大的國際讀者也能接觸並閱

讀台灣膾炙人口的作品。此英譯本是否成功地將原

著忠實呈現在英語讀者面前？譯者是美國人Michael 

Berry（以下統稱Berry），其接受台灣《光華雜誌》

訪問時，提到英譯這兩部小說的原則和目標：「忠

實表達原文對我個人而言最為重要。然而，如果

「太過」拘泥於原文往往會造成彆扭的翻譯。遇到

這種情況，我有時會在譯文裡作些改變，使譯文

能保留住原文的精神。」不過，此策略在翻譯界

不乏爭議，翻譯學者Lawrence Venuti在他所寫的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書當中，對於譯者在進行翻譯

時常將外文「歸化」（使目標語讀者能較輕鬆地讀

懂文本）的作法就相當不以為然。蔡自青教授藉此

論文提供一些比較的觀點，俾利有志從事翻譯工作

的譯者，將某些評析的觀點應用在未來的翻譯工作

上。中書英譯在未來勢必會不斷成長，新手譯者藉

觀摩專業譯者，必能獲得啟發。進行翻譯討論時，

用以下三個層面探討譯文與原文間的對等性：1. 字

面上的對等；2. 意涵上的對等；3. 風格上的對等。

雖Berry有時誤解原文，或英譯文有時使不諳中文的

讀者不自覺地提高對原文語體風格的聯想；儘管如

此，此譯本仍有許多優點，尤其在意涵層面及人物

對話的處理。期能藉此裨益有志從事現代台灣文學

翻譯的譯者，供譯者參考。

梁欣榮教授評論蔡自青教授之論文指出，不論

是多厲害的翻譯者都還是會犯錯，翻譯沒有百分之

一百正確的答案，可是有百分之一百錯誤的答案。

文學翻譯比工程翻譯、醫療翻譯難度高非常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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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翻譯牽涉到意義層面、風格層面，是超越文詞之

外的，翻譯的人往往無意之中把原文美化，許多翻

譯的好作品欠缺經紀人，文學與商業的雙軌運作是

非常重要的，翻譯的錯誤要由編輯把關。

進軍國際：外譯與大眾出版

譚光磊先生的論文為〈台灣文學的外譯與大

眾出版〉，其認為台灣文學外譯的成績主要有中華

民國筆會英譯期刊（1972- ）、《中國現代文學選

集》（1972）、文建會中書外譯（1989- 2009）與

哥倫比亞大學中書外譯計畫（1998-2008）；而大

眾出版與專業版權經理人的三大特色為：1. 專業版

權經理人是進入大眾出版關鍵；2. 國際版權分工細

密，涉及工作繁雜，不論是作者或出版社都需要專

人協助，串連起國內外版權代理、出版社、譯者、

學者、政府官員甚至電影公司；3. 亞洲作家普遍沒

有經紀人，而成功進軍歐美大眾市場的作者皆有經

紀人，幾無例外。

他認為小說最易進軍國際。其建議可由筆會期

刊先刊載作家的長篇小說書摘或短篇小說，再轉載

或投稿其他外國期刊。由版權經理人帶著書摘和作

品介紹到國際書展上推銷作品，相關資料配合於書

展台灣館發送，也是不錯的方式。針對版權售出前

後，則建議在版權售出前，由政府補助譯者將作品

部分或全部英譯，並由學者教授把關審核。在版權

售出後，開放外國出版社向我國政府申請翻譯補助。

石岱崙教授認為譚光磊先生的論文題目可放

在文學場域變遷的脈絡來思考，新自由主義興起的

90年代，台灣被納入國際文學版權交易領域，翻譯

文學湧入台灣的市場。文學本身在公共領域被邊緣

化，成為可消費的產品，不再有道德義務，有的業

餘的或學院裡的作家成為職業作家，放眼兩岸、亞

洲甚至歐洲，因為國外的市場大，得獎榮譽也大。

他分析譚光磊強調大眾出版，戰略是：從中華民國

筆會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學術出版的堡壘打入

國際出版市場，而這就需要國際文學經紀人，連村

上春樹都有經紀人，可見其重要性。

台灣文學翻譯主題座談

陳義芝教授擔任下半場座談會主持人，其引言

論述近年報紙文學副刊的失勢，以至於文學人口大

量流失，文學讀物的傳播陷入令人擔憂的狀況，國

外亦同。在國外提及中文文學，皆以中國大陸的作

家為主，本地優秀作家在國際知名度不高。座談會

討論方向為台灣文學的傳播現況、台灣文學的翻譯

現況以及如何打開台灣文學的國際市場。

焦桐教授首先發言，據他觀察，台灣足以感

動外國觀光客的特色是美食，以及尚未實現、還停

留在焦桐想像中的書店：專賣國內外出版的台灣文

學翻譯作品。目前推廣中書外譯缺乏行銷企劃的概

念，行銷首先要慎選好的作品翻譯，選擇行銷良好

的外國出版商，破除公平分配原則，順應市場導

向，行銷台灣好的出版品、以讀者為中心，制訂翻

譯計畫。

張淑英教授談到中書外譯瓶頸為人才缺乏、

缺乏系統性、翻譯與學術分家的困境等，為了讓世

界看見台灣文學，其建議可比照國科會經典譯註挹

注、補助作家出國舉辦新書發表會。

吳敏嘉教授從一個譯者的觀點來看台灣文學的

翻譯，指出譯者的角色往往吃力不討好，通常作者

會感謝你，但出版商不重視你，學術界不承認其價

值，評論家則直接忽略之。

譚光磊先生以他豐富的國際代理經驗分享很

多國家政府鼓勵本國文學作品外譯出般的狀況，例

如，波蘭政府補助涵蓋版權與翻譯的經費，而且非

常鼓勵，不限制譯者的國籍；中國大陸對文學外譯

也充分簡化申請補助的程序，只要填一張簡單申請

表即可，且同一部作品行銷至每個國家均有補助，

有助作家在國際上搶得發言權等等。此次座談會在

熱烈氣氛中結束，成功激盪出多元觀點的火花。

台灣文學外譯與大眾出版
文／譚光磊 光磊國際版權公司創辦人

妥善結合學術出版、大眾出版與電子出版，便以構成一個「面面俱到、可攻可守」的出版戰略。學術出版是「細

水長流」的基礎工作，透過中書外譯計畫或筆會期刊，持續提供優秀譯文。大眾出版可「重點突破」，挑選有賣

點的特定作品，經由版權交易管道，找到外國主流出版社，迅速擴大讀者群。電子出版已是大眾出版的重要環

節，更可提供學術出版的譯文一個良好的平台，接觸更多潛在讀者。

台灣文學的外譯

台灣文學的外譯工作，從1972年殷張蘭熙女士

創辦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The Chinese PEN）、

齊邦媛教授編著《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台灣1949-

1979》，到王德威教授主持的哥倫比亞大學一系列

中書外譯，三十年來已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比

較可惜的是，上述的翻譯和出版皆為學術層面，除

少數特例（如白先勇《孽子》的法文版），並未進

入大眾出版（trade publishing）的領域，以致於台灣

文學的譯本往往售價高昂、書店裡又很難找到。

大眾出版是獲利導向，要進入並不容易，尤其

台灣文學還面臨多重的先天不利因素：對外要克服

東西方出版的文化差異，中國大陸和外籍華裔作家

的競爭；對內我們又缺乏好看的長篇小說，而那正

是最容易版權外銷的文類。

我從2004年開始從事圖書版權代理工作，

主要業務是引進外文書。2009年起，我也涉足版

權輸出，目前已將張翎《金山》（Gold Mountain 
Blues）、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Right Side 
of the Argun）和艾米《山楂樹之戀》（Under the 
Hawthorn Tree）等書賣到西方十餘個國家的主流文

學出版社。在這個過程中，我深刻感到在歐美大眾

出版的市場，台灣文學、甚至廣義的華語文學，都

還有極大的發展空間，應可以學術譯介為基礎，開

拓出新的視野。

學術出版與大眾出版

根據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的「百分之三」網站

（Three Percent）統計，2009年美國共有348本翻譯

文學新書出版（含長篇小說、小說集和詩集），譯

自西班牙語的最多，有59本；法語和德語緊隨在

後，分別有51和31本，日文翻譯書18本，出自中

文作家之手的僅有10本，且清一色是大陸作者。

扣除古詩選和譯自法文的戴思杰《某夜，月未升》

（Once a Moonless Night）之後，只剩下韓東《扎

根》（Banished!）、余華《兄弟》（Brothers）、

王剛《英格力士》（English）、殘雪《五香街》

（Five Spice Street）、徐小斌《羽蛇》（Feathered 
Serpent）、畢飛宇《青衣》（The Moon Opera）和

曹乃謙《到黑夜想你沒辦法》（There’s Nothing I Can 
Do When I Think of You Late at Night）共7本。

2010年更少，中文書只有8本，其中詩集有

洛夫《石室之死亡》（Stone Cell）、翁卷《西岩

集》（West Cliff Poems）、于堅《便條集》（Flash 
Cards）及海子《秋天的屋頂上》（Over Autumn 
Rooftops），小說集則有阿城的《棋王樹王孩子王》

（King of Trees）、多多《雪原》（Snow Plain）和莫

言的《變》（Change）。長篇小說僅畢飛宇的《玉

米》（Three Sisters），也是唯一由大眾出版社發行

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