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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间过得真快，《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出版就快十个年头了。
与这部书问世相关的人与事常常浮现在我的脑中。
在我们这个浮躁的年代，文学翻译似乎成了一种很奢侈的追求，过去那些翻译大家所体现的精神和达
到的水准好像离我们渐渐远去了。
他们的丰富实践，他们的探索思考，他们的追求和影响，如今愈发显得珍贵。
翻开书，我忽然有一种伤感，为岁月无情而伤感：当年与我对话的那一张张或严肃、或深沉、或微笑
的脸庞，不少已经与我相隔在另一个世界。
伤感中，却也有一丝慰藉：与我有过心灵交流的那些翻译大家，健在的还在笔耕，还在翻译，还在不
懈地追求；离去的永远活着，用他们以心血化作的伟大译作滋养着广大的读者，用他们融入了深刻思
考的翻译思想启迪着翻译界的后人。
前不久，我到青岛去参加国家留学基金委组织的项目评审，顺访了中国海洋大学，有幸与日本文学翻
译家林少华重逢。
我和林少华兄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
他有丰富的翻译经验，改革开放早期引进国内的日本电影和电视剧，有不少是他翻译的，在影视翻译
界很有影响。
他翻译的村上春树的作品更是为广大的文学读者所喜爱。
他告诉我说，我撰写和编著的那些翻译理论著作，他最喜欢的是《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
话录》。
他说，这样的好书很少。
他经常读这本书，觉得有关文学翻译的一些重要问题，在书中都可以找到某种答案或某种思考线索，
还说其中提出的很多问题带有根本性，值得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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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对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经验和翻译思想进行系统梳理、深度探讨与理论升华的基础性研究
成果。
许钧教授就文学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有针对性地与国内译坛一些卓有成就、又有一定代表性的著名
翻译家，通过对谈的方式进行探讨，让他们结合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畅谈各自对文学翻译的独到经
验、体会和见解。
　　先后参加对谈的有季羡林、萧乾、文洁若，叶君健、陈原、草婴、方平，许渊冲、屠岸、江枫、
李芒、赵瑞蕻、杨苡、李文俊、吕同六，杨武能、郭宏安、罗新璋、施康强、林一安等20多位翻译家
。
　　20世纪萦绕于广大文学翻译者心头、在中国翻译界争论不休的大多数主要问题，所涉及问题的各
种具有代表性的论点，几乎都得到了探讨和阐发。
　　此书以独特的方式对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做了一次梳理与总结，为文学翻译实践的后来者提供了
丰富的切实可行的经验，为以后的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一个新起点和一个新
高度。
　　本书还辑录了近年许钧教授就文学翻译与教学问题等接受学者或媒体的采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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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再版序传统与创新——代引言“翻译之为用大矣哉”谈文学翻译中的再创造翻译，再现原作的再创作
翻译：“美化之艺术”——新旧世纪交谈录“信达雅”与“真善美“翻译这门学问或艺术创造是没有
止境的”“尽可能多地保持原作的艺术风貌”自设藩篱，循迹而行——谈翻译风格形神兼备：诗歌翻
译的一种追求翻译与创作翻译也要出精品翻译的得与失漫谈文学翻译主体“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
翻译”译者应该有多种“套路”语言与翻译拉美文学的介绍与翻译译书天下事得失寸心知——关于《
红与黑》中译本的对谈跨世纪的“翻译漫谈”给文学翻译一个方向从“梦想”走向现实一门正在探索
中的科学——与R．阿埃瑟朗教授谈翻译研究翻译释意理论辩——与塞莱斯科维奇教授谈翻译加强翻
译学科的建设——许钧教授访谈录关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新老版本译者之间的对谈语言总在
找寻唯我们的时代一定会出翻译大家——许钧教授谈文学翻译关于翻译与外语学习——许钧教授答黄
昊同学内审以自强：一个翻译家的省思——专访翻译家许钧教授翻译家是孤独的——《无知》译者许
钧访谈关于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的互动关系——许钧教授访谈录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许
钧教授访谈录翻译是爱，是理解，是历史的奇遇——许钧教授谈傅雷与翻译阅读勒克莱齐奥，理解勒
克莱齐奥——答《楚天都市报》理解让－马利·勒克莱齐奥——答《中国新闻周刊》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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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许先生介绍傅雷的观点：“本来任何译文总是在‘过与不及’两个极端中荡来荡去，而在中文尤甚。
”这话说得不错，应该说，这是一个客观规律。
以日本文学译文的现状论，比起原作来，除过之者极少外，或文采过之而内容不准，或内容较准而文
采稍逊，内容文采均不及原作者也时或有之。
因此，是否可以说目前日汉翻译的主要状况是，擅长中文，且日文造诣深者较少。
这类译家的译品堪称超过原作，特别在古典诗歌方面为数不少。
中文修养较深，而日文水平不高者亦占相当数量，译品就较难超过原作。
另外，尚有少数勉强称为译家甚至不乏小有名气者，中日文水平都较低，其译作就远远低于原作。
加之，多少年来由于不正之风严重，很难正常地开展翻译批评，一些粗制滥造、误译较多的赝品难被
曝光，得不到社会舆论的监督，以致尚有愈演愈烈之势。
另外，即便基本上属于优秀的译作，其中也难免呈现着瑜虽多而瑕亦偶见的现象，也缺乏水平较高的
评家给予公正的评价。
原因是肯定其优点较易，而指出其舛错则甚为困难。
而且，评家若能做到如此地步，则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反复核对原作和译文。
即便这样做了，评价也还公允，也很可能得到费力不讨好的结果。
于是，只顾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风气弥漫于译界。
容忍这种良莠不分的现状继续下去，只有等待由时间和历史来选精汰劣，未免是令人深感遗憾的事。
老实说，这对于提高翻译的水平，无疑是没有好处的。
许钧：先生提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目前的翻译界，存在不少问题，胡译、乱译、抄译之风泛滥，在繁荣的背后，存在着危机。
翻译界和文化界对这一问题应该予以重视，从法律、道德和学术批评三个方面人手去进行治理。
我还想接上面提出的日语与汉语的关系对翻译的影响问题再谈一谈。
对外行来说，日语与汉语许多词很相近，好像翻译中照搬就可以了。
说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提职称要考外语，外语系列还好，像新闻系列、作家系列，困难就多了。
有的人根本不懂外语，但为了职称，临时抱佛脚，选择了日语，说两种语言看去差不多，翻译时，即
使看不懂也能猜出个三五分。
但实际上，就我所知，两种语言相近，有时反而会出现难以意想到的障碍。
比如有许多假朋友，稍不注意就会出错。
另外一方面，由于两者相近，翻译在理论与实践上，确实会出现某些混乱。
比如，日本的一些机构名称的汉译，如“大藏相”、“株式会社”等等，好像是照搬过来的，还没有
做到彻底汉化。
类似的李芒：您说得很对，日文和中文有些通用，有些似同而实异，往往为译家造成很多麻烦，必须
时刻警惕。
然而，的确有些固有名词，诸如日本政府各部的名称，文部省大体上相当于我国文化部和教育部之合
，厚生省涵盖卫生福利之义等，似不宜改译。
随之，大藏省大体上虽可以改为财政部，但改与不改者掺杂在一起，也不自然。
类此种种，只好保留原名，必要者另加注解。
于是，前列果戈理所谓译文的那层玻璃，由此也会显露于读者眼前了。
这似乎应该说不得已，是凡翻译均不易避免的难处。
这也就是说，要求译文的汉化，虽属合理，但绝非全都彻底地能够做到，只好请读者予以理解了。
当然，这么说，并非安于现状，而应继续思考，以求更好地为实现译文汉化而努力不懈。
许钧：在考察中国翻译史时，我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在译介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思
想等著作中，由于中西观念不同，不少词都经历了一个从音译到意译的过程，还有一些重要概念的汉
译，参考借助了日本的翻译。
可以说，我们在翻译西方的一些哲学、政治、法律书籍中，日本的翻译给了不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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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概念和观念通过翻译的旅行，是文化思想交流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
李芒：您说在哲学、政治和法律书籍的翻译中，日本的翻译给过我们的翻译不少帮助，事实正是如此
。
可惜，我对于中国翻译史没有研究，不能多说什么。
许钧：先生是翻译名家，有丰富的翻译经验，也有深刻的翻译思考与认识。
我想请先生谈谈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问题应该如何处理？
对目前的日本文学翻译状况怎么看？
对年轻一代的文学翻译工作者，有什么要求与希望？
李芒：大凡一种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都只有相对的指导意义。
所以说是相对的，一是在多数情况下，一种理论的提倡者，其本身的实践并不一定完全同自己的理论
是同步的。
就像日本唯美派作家本来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有时也会写出反对侵略战争的作品，永井荷风和谷
崎润一郎就是这样。
译家也同样，翻译小说时，主张用接近直译的方法，而在翻译古典诗歌时，却又大量运用意译的方法
。
这虽然也是由于原作的体裁不同，而采取相应不同的方法，但总的看，在翻译理论——主张的实践上
会产生一些不自觉。
因此，译家面对着种种翻译理论，即便是自己赞同的，也有分析对待的必要。
我的想法是要把一种或两种以上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翻译理论的精华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依据自己的特
点，灵活地加以运用。
当然，重要的是以更多的实践积累翻译经验，加深对各种翻译理论精华的全面理解，从而逐渐形成和
完善自己的翻译方法和技巧。
老实说，我由于出生在异国统治下文化落后生活贫困的东北地区，从小未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因而
养成了自学的习惯。
由于求知欲很强，凡事都要问个水落石出，因而查字典便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及长，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也总要先对原作进行必要的研究，尽可能理解其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绝
不囫囵吞枣不求甚解。
其实，这是作为一个译者起码应有的认识。
平日，则不断地注意学习和深造中文。
这对一个文学家和翻译家来说，十分重要。
这里举一个小例子。
北京外国语学院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合办了一个日本学研究中心。
这个中心的主要任务大概是培养中国的日语教学人材。
我受聘担任过一个时期的“运营委员”，从培养日本文学翻译工作者的愿望出发，我曾在该中心创立
十周年的贺词中，强调学习日文同时也要重视学习中文，一方面对掌握高级日文有很大帮助，同时也
能够培养日本文学的翻译人材。
我曾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日本主任当面建议，该中心如能每期培养中文较好的五个学员
，让他们能够以优美的中文把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加以翻译，扩大日本文学的影响，当是一件对日本
和中国都有好处的事情。
但是，这个建议似乎未被采纳！
据称，翁显良曾在谈戏剧翻译的名为《千面千腔》的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译戏如演戏，首先要进
入角色⋯⋯不同的是，演员只须进入自己要演的角色，译者却要进入剧中所有的角色。
”小说也相差无几，篇中出现的所有人物，译者要掌握其出于各种不同性格的语言，并给予惟妙惟肖
的翻译。
可以想象，假如以老舍的《骆驼祥子》来让外国译家翻译，要译好刘四爷、虎妞和祥子等人物的对白
，那难度该是有多么大！
一个根本没有所译作品中各类人物的生活或很不熟悉他们语言特色的人，翻译起来注定是难以传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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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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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因为喜欢翻译，二十多年来一直也有机会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渐渐地对翻译的问题变得比较
敏感，喜欢琢磨、思考。
最初，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翻译上面，对一些名翻译家的精彩翻译段落与原文进行仔细的比较，想从
中悟到一点翻译的技巧。
后来，视野变得相对开阔一些，对翻译的思考，也不再局限于技的层面，逐渐把目光扩大到了翻译的
道的层面，不仅想领悟如何译的诀窍，也想探明老一辈翻译家们为何要这么译的道理。
于是，便有了“文学翻译基本问题研究”的设想，有了向老一辈翻译家当面请教的愿望。
多亏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使我有机会多次赴北京、上海等地，就文学翻译的一些基本
问题，向老一辈翻译家们求教，请他们结合自己的丰富的翻译实践，从理论的高度进行阐述。
三年来，我们得到了《译林》编辑部的大力支持，在王理行先生的直接参与下，利用“翻译漫谈”栏
目，把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的对话忠实地展现给广大读者，使更多的人来思考翻译问题，关心翻译事业
，关心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建设事业。
我们给这部对话录定名为《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老一辈翻译家们既
有丰富的文学翻译实践，又有深刻的理论思考，这部对话录是他们的文学翻译实践与理论思考的记录
，只要读一读他们的谈话，有谁还能说“文学翻译没有理论”呢？
二是文学翻译不应该是一种盲目的实践活动，理论的研究和思考，有助于加深对文学翻译活动的认识
，有助于探讨翻译的可能性，提高翻译质量。
三是对翻译的理论探讨是十分需要的，但不能不以实践为基础，不能不以文学翻译中提出的基本问题
为主要研究课题，这种有针对性的研究，应该说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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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增订本)》是中国文学翻译史承前启后的理论探索，中国文学翻
译研究和实践的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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