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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有关歌德思想

与生平的著作! 汇集了歌德

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类型的文

学与艺术的评论和见解" 其

中包含歌德对文学艺术宏观

理论的讨论! 对文学艺术作

品的赏析和点评! 还有对作

家和艺术家生平事迹的介绍

及对其艺术风格的评价" 书

中各种各样的论述不仅反映

了歌德对于文学和艺术的独

到见解! 还呈现出他丰富多

彩的思想内涵"

书中的多幅插图来自于

当时著名画家为歌德画的肖

像和歌德自己的画作! 展示

了歌德的生平足迹" 该书对

于了解歌德! 了解魏玛古典

主义思想! 了解歌德所处时

代的欧洲文学艺术都具有较

高的价值"

文学翻译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吗!

!

本报记者 蒋楚婷

当
#$%&'()

在围棋界所向披
靡! 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运用
日益成为可能! 人们在满怀期待
的同时也不无忧虑" 这种期待与
忧虑也在文学界#翻译界弥漫!人
们在问!离人工智能独立#完整#

成熟地翻译一部文学作品还需要
多久$ 作家小白的预测是%十年"

如此一来! 是否意味着大多数译
者将面临失业$ 答案当然是否定
的!因为!文学翻译除了准确性!

更重要的还在于文学表现力"

而准确性和文学表现力恰恰
是近些年来文学翻译作品最被诟
病的两个方面"&文学翻译质量每
况愈下'几乎已经成为某种共识"

但在近日由上海翻译家协会和上
海文艺评论家协会共同举办的
&再登巴别塔(((文学翻译的现
状与未来'专题研讨会上!记者却
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引进来$%文学翻译

质量每况愈下是伪命题&

这是一个&跨界'研讨会!主
办方邀请的人员遍布文学艺术的
各个领域%译者#编辑#教授#作家#

批评家))脑力激荡!火花四射"

不同的身份探讨同一个话题!视
角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得出的
结论和给予的启发也都不一样"

上海翻译家协会常务理事 #

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
黄昱宁就坦率地表示! 在综合考
量的基础上! 她不认为文学翻译
的总体质量在下降!相反!她认为
某些单项甚至还有提升"那么!为
什么会给读者造成质量下降这样
一种印象呢$ 黄昱宁觉得有多方
面原因%&首先是个数学问题" 随
着时代的发展! 译介作品数量呈
几何级数增加! 懂外语的人口也
以几何级数增加"其结果是!因为
总基数增大! 所以其中质量不尽

如人意的作品的数量亦随之增
加! 而可以在对照原文的基础上
发现问题# 提出批评的人数和为
这种批评提供的宣传渠道也远比
几十年前大大增加!所以造成*翻
译质量每况愈下+ 这种印象的放
大效应特别明显" 其次是时间问
题"考量译作的好坏!不能离开其
诞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语境" 那
些经过时间考验留下的译作本身
已经经过大浪淘沙! 我们耳熟能
详的都是其中的精品力作" 名家
大师也是在历经时代的淘洗之
后!被后人追认的" '

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 上海
师范大学教授朱振武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也表示! 文学翻译是个很
容易引起争议和诟病的工作!尽
管文学翻译工作者们大都不敢放
肆! 总是小心翼翼地戴着镣铐跳
舞!但还是不可能尽如人意" &毋
庸讳言!对于文学作品!大家的解
读和理解往往因人而异! 很难达
成共识! 更遑论在此基础上用各
自的表达方式和各自心目中的
*信#达#雅+的标准把它翻译成另
一种语言了"因此!文学翻译标准
不应太过简单化! 不能光是追求
形而下的简单的技的层面和单一
意义的对等! 而应更多地考虑文
学性的忠实移译! 更多地考虑从
其影响和对文学文化方面的贡献
层面上来进行评判"'他呼吁!&对
待文学翻译要持宽容态度'"

那么! 怎样才算是好的文学
翻译呢$ 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主
席#复旦大学教授汪涌豪认为!关
键在于译文中汉语性的凸显" 他
指出! 文学翻译中洋腔过重的问
题由来已久! 并且由于文学的特
殊性质!这个问题显得尤其扎眼"

因此!在忠实原著#随文传意的前
提下! 如何使译文最大限度地符
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进而体现出
汉语特有的丰赡与博雅! 不能不

说是当下亟须完成的要务"

作家小白则从专业作家的角
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现
代中国的翻译事业其宗旨一开始
主要是想要去&看世界'"一个古老
国度的人们想通过译介来尽快地
了解世界!改造观念" 因急于进步
而带来的焦虑感表现在对翻译作
品的求多和求快" 时至今日这种
心态仍影响了翻译状况" 新一代
读者很多都已能够用多种语言阅
读!机器翻译也日益发展" 所以未
来对文学作品的翻译! 其宗旨必
然会有所变化"&作为一个写作者!

对中文表现力在某些方面的不足
之处确有所体会! 我们不能简单
退回到中文的固有程式语法!应
该吸收融合外国语言作品中某些
长处!改造和发展这门语言'"

#走出去 '%仅仅是作

家和译者的私下合作&

&中国文化走出去'近年来一
直是一个热点话题" 在研讨会上!

翻译家黄福海对杨宪益夫妇翻译
的,红楼梦-和霍克斯翻译的,红楼
梦-进行了比较!对于学术界和翻
译界普遍认为的杨译本不如霍译
本的说法加以批驳"资深图书编辑
彭伦对此从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
角度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杨宪益
夫妇的译本吃亏在于出版社!因为
霍克斯的出版社是企鹅出版社!企
鹅出版社在英美世界是非常强的!

杨宪益这个译本是中国官方的外
文出版社!在国外的发行渠道自然
不及企鹅出版社"这也影响到了该
译本的传播和影响力"

根据自己在版权贸易领域的
多年经验!彭伦指出!从总体来看!

中国图书版权输入远远大于输
出!这确实是一个事实" 但我们必
须认识到&走出去'这个说法!实际
上是一种单向的#主观的行为" 事

实上!版权输出#翻译出版的工作
是双向的" 一个作家的作品被翻
译出版!第一步当然是翻译!但更
重要的应该是出版者" 一部作品
只有被一家正规的或者说专业的
出版社来出版!才有可能产生真正
的影响!甚至可以具体到由哪个编
辑来出版" 另外人们还存在这样
一个误区!认为&走出去'是作家和
翻译家之间的事情!只要找到一个
好的翻译家! 这个事情就算成功
了" 但现实情况是!翻译家不是经
纪人!他们无力推动翻译作品走向
市场" 所谓的&走出去'!这个行为
的主体应该是国内的出版社或者
代表作家利益的代理人!以及国外
的出版社或者版权代理人"作家被
迫去搞营销!懂营销的却不介入翻
译作品的推广工作!正因为有这样
一个关系的错位!才影响了中国作
家作品在国外的传播力度" 彭伦
认为!&走出去'实质上包含两层含
义!一是文化交流!二是版权贸易"

版权贸易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关
系!所以应该走市场化的道路"

对此! 黄昱宁表示!&走出去'

可以从&引进来'中借鉴某些模式"

一是与外方出版机构#代理机构深
度合作!尤其是与类似于企鹅#蓝
登# 伽利玛这样的大型出版社合
作! 也许可以尝试将 &引进来'与
&走出去'相结合!用引进版权来带
动输出版权!并且逐渐将&走出去'

的策动方由中方转到外方!进一步
实现市场化"二是研究#借鉴#发展
文学代理人制度" 在西方出版业
中!社科类著作的版权贸易!有相
当比例仍然是在出版社与出版社
之间开展的!但文学类作品!尤其
是大牌作家的作品!则一般离不开
代理人的中介" 事实证明!西方的
文学代理人制度!是较为适合文学
类作品的成熟的经营模式!有利于
文学事业的长远发展"

"相关稿件见第二版#

汪涌豪 小 白 黄昱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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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融通世界系列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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