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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中国印刷史

》

英文版入选

2009

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重点图书翻译出版资助项目

。

以该著

作的英译工作为出发点

,

探讨在

“

中国出版走出去

”

战略指导下中译外工作的重要性

,

以及中国翻译工作者弘扬祖国

文化的重大责任

。

具体分析了为尊重原文的文化身份

,

翻译汉语典籍和专著时应采取的策略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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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09

年

10

月

16

日

,

由美国海马图书公司和浙江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英译本

《

中国印刷史

》,

在德国

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中向全球首发

。

值此顺利完成国家任务之际

,

掩卷回顾翻译过程

,

感触颇

深

。

作为项目组成员

,

深感有必要对翻译过程做个分析和总结

。

《

中国印刷史

》(

张秀民著

,

韩琦增订

)

是印刷史学界一部划时代的学术巨著

。

张秀民先生自厦门大学就

读时起即开始积累资料

、

钻研印刷史

,

至耄耋之年仍皓首穷经

,

埋头写作

。

该书是他毕生心血和学识的结晶

。

这部著作出版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

是一部份量极重

、

荣誉极高的学术专著

。

这部专史系统

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起源

、

发明和发展的历史

。

印刷史同时也是书籍史

,

而书籍象征着

文化的积累和传承

,

因此该论著更是以中国印刷史为主线的一部中华文明史

,

将之译人外语

,

对弘扬中华文

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

2008

年

,

该书的英译工作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

2009

年

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重点图书翻译出版资助项目

,

是国家指定必须完成的

“

中国出版走出去

”

和

“

中国文化走出去

”

重点项目之一

。

1

 

“

走出去

”

与译者的责任

2008

年

5

月

,《

中国印刷史

》

英译工作正式启动

。

该项目肩负国家战略和原著盛名的双重压力

,

时间也

非常紧迫

,

数十万字的翻译工作要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全部完成

,

翻译工作的难度非常大

。

主要难点有

三

:

首先

,

原著文白夹杂

,

包含很多出自古文和外文著作的引语

,

而且专业性强

,

对于并不通晓印刷术

、

版本目

录学和历史学的译者来说正确理解原文就是一大难点

;

其二

,

书中使用了繁多的古今中外的造纸

、

印刷

、

版

本

、

目录

、

历史

、

考据等多学科专业术语

,

涉及数以千计的汉语

、

日语

、

朝鲜语

、

越南喃字

、

梵文

、

英语

、

法语等的

人名

、

书名

、

官职机构名及其它专有名词

,

这些专名都要本着翻译学中

“

名从主人

”

的原则

,

一一找到对应的英

译

,

因此多语种的译

“

名

”

是又一大难点

;

其三

,

由于是五位译者合作翻译

,

为保证全书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

要

做到众多术语和名词翻译前后统一

,

格式一致

,

这也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

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

,

我们犹豫再



三最终还是接受了此项艰巨的任务

。

这主要因为该书的英译是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

,

更因为中译外工作是

“

中国文化走出去

”

的重要内容

,

将代表中华文化主流的典籍与专著译介出去

,

是身为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

责任

。

进人

20

世纪以来

,

世界格局风云变幻

。

伴随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

,

语言与文化的势力角逐同样非常激

烈

。

国家有强弱之分

,

相应地

,

语言和文化在话语权的明争暗斗中也从来没有平起平坐过

。

如今

,

英语的强

势地位显得越来越咄咄逼人

。

以互联网为例

,

据科学家对全球网页信息的调查

,

英文信息约占

95%

[

1

]

。

这

种以语言为媒介

,

以网络为载体的信息垄断

,

不营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帝国主义

,

此种软侵略正在成为国际社

会的新威胁

。

据联合国调查

,

全世界仍有几千种语言未能跻身网络空间

,

全球化进程和互联网发展加速了弱

势语言的消失

。

据专家预测

,

200

年后

,

世界上现存语言中的

80%

将永远消失

。

语言灭绝的速度甚至超过物

种的灭绝

。

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的

,

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布特罗斯

.

加利先生曾指出

:“

每两个星期就会

有一种语言从世界上消失

。

随着这一语言的消失

,

与之相关的传统

、

创造

、

思考

、

历史和文化也都不复存

在

。”

[

2

]

因此

,

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多元性密不可分

。

保护文化生态平衡已经迫在眉睫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

于文化多元性的全球宣言

(

UNESCOdeclarationonculturaldiversit

y

)

中指出

“

人类文化的多元性犹如自然

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必要

”。

单一的世界是乏味的

,

多元的世界则是丰富多彩的

,

因此保护多元文化就是保

护人类的精神家园

。

保护弱势语言

,

对抗强势语言的话语垄断

,

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弱势语言和文化的自我言说

。“

作为弱

势的第三世界

,

如果在言说自我的同时还举棋不定

,

那么

,

作为强势的第一世界

,

是不会主动把你推到

‘

中心

’

甚至

‘

平等

’

的位置的

。”

[

3

]

而这种自我言说

,

自然离不开译介

。

翻译是一种语言和文化走向国际舞台的必由

之路

,

没有翻译

,

文化就如同患了失语症

。

要向全世界发出本民族的声音

,

就需要借助译介使自己

“

走出去

”。

因此

,

2004

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就被定名为

“

多语并存与文化多元性

”。

在这样迫切的全球局势下

,

已经呈现强势趋向的汉语言文化也一样必须主动地

“

走出去

”。

我们的母语

———

汉语无疑是伟大的语言

。

世界上找不出第二种能与汉语顽强的生命力相媲美的语言

。

现代的中国小学生依然能琅琅上口地背诵

2500

多年前的

《

论语

》,

不能不说是语言奇迹

。

汉语堪称语言中的

“

活化石

”,

而且是现存语言中唯一的非拼音文字

。

保护我们伟大的母语

,

让全世界聆听汉语言文化的声音

,

必须借助中译外工作

。

通过中译外工作来宣传汉语言文化

,

中国译者责无旁贷

。

如今

,

中译外的重要性已得到各界的充分认同

,

被认为是战略性

、

全国性的任务

。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

蔡武在

2007

年

“

中译外

———

中国走向世界之路

”

高层论坛上指出

:“

中国五千年悠久而璀璨的历史文化不仅

属于中国

,

也属于世界

,

中国理应对新世纪新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

而要承担和完成这一

历史使命

,

中译外翻译工作任重而道远

。”

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中国出版走出去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宏观战略

,

在当今的国内外形势下

,

中译外工作

迫切而重要

。《

中国印刷史

》

英译工作只是整个中译外工作中的沧海一粟

,

但无论多浩瀚的海洋也是由点滴

之水汇聚而成的

。

要将浩如烟海的中文典籍译人外语

,

需要翻译工作者共同努力

,

从点滴做起

,

通过中译外

工作

,

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关注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化

。《

中国印刷史

》

是第一部中国学者撰写的关于这

项被称作

“

文明之母

”(

MotherofCivilization

)

的伟大发明的全史

,

为弘扬中华文化

,

十分有必要将之译人外

语

。

译人语最好为译者的母语

,

这是译界不成文的规则

,

但是汉语目前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地

,

中国的典籍

、

专著不可能全部指望外国译者来翻译

,

将它们译人英语及其它语言是中国译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

正是基于

这样的认识

,

我们才明知力有不逮

,

但仍勉力为之

,

承担起该书的英译工作

。

2

 

《

中国印刷史

》

英译概述

2.1

 

参透原文

,

避免误译

《

中国印刷史

》

初译稿费时半年得以完成

,

其后又经历大半年时间对译文进行了先后四次全面审查和修

订

,

总共历时

15

个月完成全部翻译工作

。

在一次次讨论推敲和字斟句酌之后

,

我们深刻体会到翻译此类贯

通古今的专史著作的艰巨

。

为避免造成意义损失或扭曲

,

最大限度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

,

有两点非常重要

:

一是必须勤于查阅与咨询

,

确保正确理解原文

;

二是必须谨慎处理专名和术语

,

要充分考虑这些词语隐含的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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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历史背景

,

并权衡保留原语特色和适应译人语表达习惯之间的关系

。

苏珊

.

巴斯内特说

:“

Awriterdoesnot

j

ustwriteinavacuum

”

[

4

]

,

因此任何一个文本都与文字之外的

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性

。

正确理解原文

,

不仅需要扎实的语言功底

,

更需要文字之外丰富的百科知识

。

善解

“

文

”

意是译者必备的基本素质

,

也是需要日积月累的职业素养

。

翻译专业性强

、

涉及知识面广泛的专史

著作

,

文字之间处处都隐藏着可能造成译者误解的

“

陷阱

”,

稍一疏忽就可能导致错会文意

。《

中国印刷史

》

中

此类例子比比皆是

。

例如

,

书中多次提到

“

正统

..

《

道藏

》”,

其中

“

正统

”

二字

,

很容易理解为

“

正宗

”,

其实此处的

“

正统

”

是明朝的年号

,

而

“

正统

《

道藏

》”

就是正统年间编纂的官修道藏

,

是中国道教史上重要经典之一

。

在论

及明朝铜活字印刷时

,

书中引用了唐锦

《

龙江梦余录

》(

弘治十七年刻本

)

中的一句

:“

近时大家

..

多镌活字铜印

,

颇便于用

。”

稍不留神

,

就会把此处的

“

大家

”

按照现代汉语理解为泛指代词

,

实际上此句中

“

大家

”

是指世家望

族

。

又如

,

书中赞美宋刻

《

汉书

》

的珍贵

,

称

“

钱谦益以千二百金

.

购之

,

成为稀世之珍

”,

这里的

“

千二百金

”

貌似

指一千二百两黄金

,

但查阅钱谦益收藏

《

汉书

》

的相关史料后得知

“

千二百金

”

是一千二百两白银

,

而非黄金

。

《

中国印刷史

》

中谈到的古代纸张品种非常多

,

其中一种叫

“

棉纸

”,

乍一看会以为是棉花制成的纸张

,

但其实

这种纸是以麻或树木的韧皮纤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

,

之所以称为棉纸

,

是因为它的纤维细长

,

柔韧如棉

,

因此

不宜译成

“

cotton

p

a

p

er

”。

再如

,

在介绍各个朝代的版本特色时

,

经常提到

“

页

”,

如

“

全书六万九千字只用十

五页

”,

如果不加个心眼

,

这个

“

页

”

就容易译成

“

p

a

g

e

”,

但其实中国古书的一

“

页

”

中间是版心

,

两边是个有半

“

页

”

的文字或图画

,

不同于现代洋装书

,

中国古书的一

“

页

”,

大致相当于洋装书的两个

“

p

a

g

e

”,

所以应译为

“

leaf

”。

在分析雕版印刷的起源时

,

作者提到

“

景

.

元大德刊本

”《

北史

》,

这个词语颇费解

,

尤其是

“

景

”

字

,

后来

咨询了作者韩琦博士

,

才弄清这个

“

景

”

字是

“

影

”

的通假字

,

也就是影印的元朝大德版

《

北史

》。

类似导致误解

的情况在

《

中国印刷史

》

英译过程中时常遇到

,

虽然我们在翻译时已经倍加小心

,

但仍然在译稿的数次检查中

找出了不少因为理解错误导致的误译

。

其中一些错误是才疏学浅所致

,

要避免绝非一朝一夕的修为可以做

到

;

而有些则是翻译时不假思索或不求甚解的结果

,

每每发现这类错误时

,

犹如芒刺在背

,

因为这些是多加小

心

、

多花心思本可以避免的

。

相对于整本

《

中国印刷史

》,

上述几例仅仅是九牛一毛

,

但也足以说明此类专史著作对译者的理解能力是

很大的考验

。

误解必然导致误译

,

因此准确理解原文是译者首先要攻克的难关

。

为避免误解

,

译者需要具有

判断文字多义

、

歧义

、

隐讳

、

双关

、

通假

、

典故等等的敏感性

,

善于揣摩文字背后的文化内涵

,

并切忌想当然

,

时

刻保持存疑的态度

,

遇到不确定的地方

,

要勤于查阅资料或请教专家

,

深究下去

,

直到确定准确掌握其含义

为止

。

2.2

 

文化身份与翻译策略

语言与文化相互依托

,

相辅相成

,

因此翻译活动不仅是跨语言交流

,

更是跨文化交流

。

一个文本从翻译

伊始

,

托付给译者的就不仅仅是文字

,

还有文字中蕴藏的文化内涵

。

在全新的译人语语言体系中

,

译者需要

代为言说的不仅是原文本和作者

,

更有原语与原语文化

。

译者对待原文本的文化心态和所采取的翻译策略

,

直接影响原语文化在译本中的命运

。

译者应该如何对待原语文化

,

这是个古往今来争论不休的问题

,

古代佛

经翻译的文质之争

、

近现代的硬译与顺译

、

直译与意译

,

以及归化与异化译法的论战

,

其实都是围绕着如何处

理原文本以及原语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这个核心论题展开的

。

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的德里达

(

Jac

q

uesDerrida

)

运用解构主义的哲学思维分析翻译的核心问题

,

如翻译的本质

、

原文本与译本的关系等

,

将翻译学研究引人全新视角

。

德里达提出

“

延异

”(

differance

)

的概

念

,

指出翻译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同

,

而恰恰是为了存异

。

解构主义理论指出

“

翻译最能揭示出语言之间的差

异性和互补性

”

[

5

]

,

强调通过存异

,

在翻译中体现各民族语言文化间的平等关系

。

解构主义译论的另一位领

军人物韦努蒂

(

LawrenceVenuti

),

在他的著作

《

译者的隐身

》

中声明他撰著的最终目的是

“

toforcetransla-

torsandtheirreaderstoreflectontheethnocentricviolenceoftranslationandhencetowriteandread

translatedtextsinwa

y

sthatseektoreco

g

nizethelin

g

uisticandculturaldifferenceofforei

g

ntexts

”

[

6

]

。

韦

努蒂认为译者和读者均应意识到种族优越感对翻译的影响

,

译文应尽可能多地让译人语读者认识原文本所

具有的异域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性

。

我国古代伟大的翻译家玄类在翻译梵文佛经时

,

非常郑重严谨

,

为尽量避免造成意义损失

,

他曾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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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不翻

”(

玄类所谓

“

不翻

”

是指译其音

,

不译其意

)

原则

[

7

]

,

即

:

a

)

秘密故

,

如

“

陀罗尼

”;

b

)

含多义故

,

如

“

薄伽

”,

梵具六义

;

c

)

无此故

,

如

“

阎浮

”

树

,

中夏实无此木

;

d

)

顺古故

,

如

“

阿耨菩提

”,

非不可翻

,

而摩腾以来

,

常存梵音

;

e

)

生善故

,

如

“

般若

”

尊重

,“

智慧

”

轻浅

。

此五种玄类认为宜直接采用音译的情况

,

和解构主义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

。“

五不翻

”

原则和异化译

法的出发点相同

,

都是为了充分尊重并尽可能保留原文本的

“

异

”,

有

“

异

”

则存之

,

而不是视而不见或轻率地

将其同化

。

由此可见

,

古今中外的译界都认为如何对待原文本的异质成分直接关系到原语与原语文化身份

是否得到尊重

,

是翻译中立场性和策略性的问题

。“

五不翻

”

原则提到的五种情况

,

除第一种和第五种为宗教

经书翻译特有之外

,

其余三种对汉语典籍和专著中的术语和专有名词等的翻译都具有高度的借鉴意义

。

《

中国印刷史

》

的英译主要采用韦努蒂倡导的异化译法

,“

leavestheauthorin

p

eace

,

asmuchas

p

ossi-

ble

,

andmovesthereadertowardshim

”

[

8

]

。

异化译法紧贴原文

,

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言习惯和修辞手法

,

充

分尊重原文的文化特色

。

采用异化译法

,

可以保留原文的异质成分

,

使原语文化特色和文化身份在译人语中

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

,

并让译人语读者有机会接触和了解文化他体

(

cultureother

)。“

异化译法既是文化沟

通的手段

,

也是各文化彰显个性和特色

,

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领自己的地位的重要途径

。

在这一点上

,

异化

译法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

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

中提出的关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倡议

。”

[

9

]

在

《

中国印刷史

》

的英译本中

,

异化策略集中体现于术语和专名的翻译上

。

该书包含大量中国古代造纸

、

印刷

、

出版等方面的术语

,

并涉及很多古今中外各类专有名词

,

是全书文化负载和学术含量最厚重的部分

。

传统术语和此类专名大都带有很深的文化烙印

,

属于文化标志性词语

,

在处理这些术语和专名时

,

我们多采

用拼音加注解的方式

,

以求最大限度保留其文化特质

。

玄类总结的

“

五不翻

”

原则中的第

(

b

)、(

c

)、(

d

)

条在该

书英译中

,

尤其是处理术语和专名时

,

被频繁采用

,

下面略举几例逐一予以说明

。

a

)“

含多义故

”

一个术语或专名如果含义不止一个

,

在译人语中往往很难找到可以以一概全的对应语

。《

中国印刷史

》

中不乏这样的例子

。

如中国古代的官职

、

机构名称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

由于历朝历代的官制体

系一直在沿革变化中

,

同一个官职或机构在不同的朝代其品级

、

职权和管辖范围有时不尽相同

。

如

“

内府

”,

基本上指皇家仓库

,

但从秦至清

,“

内府

”

这个机构的所辖和所属存在着差异

,

该词即

“

含多义

”。

再如

“

国子

监

”、“

太守

”、“

巡抚

”

等也是如此

。

为了减少意义损失和偏差

,

类似的古代官职

、

机构名称一律采用拼音

,

并在

第一次出现时加注

。

英文注解主要参照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中国古代官制辞典

ADictionar

y

o

f

O

ff

icial

TitlesinIm

p

erialChina

(

CharlesO.Hucker

编纂

),

并注意朝代差别

,

在每个朝代第一次出现该官职或机

构名时给出相应注解

。

例如

,

宋代部分第一次提到

“

内府

”

时给的注释是

“

PalaceStorehouseSu

p

ervisedb

y

theCourtoftheIm

p

erialTreasur

y

”,

而清朝的则是

“

OfficeofthePalaceTreasur

y

”。

b

)“

无此故

”

《

中国印刷史

》

中术语和专名数量繁多

,

主要为我国古代印刷出版行业或历史文化特有的词语

。

如上述

的官职

、

机构名称

,

其实除了

“

含多义

”,

在英语中还没有对应语

,

因此也属

“

无此

”,

所以用拼音加注是妥贴的

译法

。

很多印刷出版相关的术语

,

也基本是汉语所特有

,

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语

。

比如

“

经

”、“

史

”、“

子

”、

“

集

”

四部

,

在英文中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词语来一一概括这四部所包括的所有文本类别

,

为了避免以偏概

全

,

也采用拼音音译

。

第一次出现时附了脚注

,

说明四部各自涵盖的类别

,

以后再出现就直接用拼音

,

这样既

能尽量保全原文的意义

,

又使译文简洁

。

又如中国古代图书的

“

卷

”,

不能简单地译成

“

volume

”,

因为

“

卷

”

指

册本或篇章

,

概念并不等同于

“

volume

”,“

volume

”

相当于

“

册

”,

因此我们用拼音斜体的格式翻译

“

卷

”,

第一

次出现加了夹注

:“

cha

p

ter-likedivisionoftraditionalChinesebooks

”。

这类汉语言文化特有的词汇和表达

方式在

《

中国印刷史

》

中不胜枚举

,

有时短短一段话

,

就能找到数个

,

请看下例

:

称

《

碛砂藏

》,

共五百九十一函

,

始

.

“

天

.

”

字

.

终

.

“

烦

.

”

字

.

,

一千五百三十二种

.

,

六千三百六十二卷

.

。

半页

.

六行

,

行十七字

,

折装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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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wassaidthatQishazan

g

(

Tri

p

itaka

)

contained591casesofsutras

,

numberedinChinesecharac-

tersfromtian

(“

天

”

isthefirstcharacterinTheThousand-characterClassicsandmeans

“

numberone

”

in

catalo

g

uin

g

)

to

f

an

(“

烦

”

isthe591

st

characterinTheThousand-characterClassicsandmeans

“

591

st

”

in

catalo

g

uin

g

)

.Therewerealto

g

ether6

,

362

j

uanofsutrasunder1

,

532titles

,

withsixlinesonhalfaleaf

andseventeencharactersineachline

(

insutrafoldedbindin

g

)

.

上例中加了着重号的部分都是具有汉文化特点的词语或表达方式

,

除了已经谈到的

“

页

”

和

“

卷

”,

还有

“

种

”(

我国古书的

“

种

”

不等于英文的

“

kind

”,

一种书是指一个书名下的卷帐

,

因此译为

“

title

”)

和古代依

《

千

字文

》

编号的习惯

。

译文充分注意了这些文化特质

。

对我国特有的编号方式

,

没有简单地直接转换成数字编

号

,

而是尽量予以保留

,

同时为了方便译人语读者理解

,

对汉字编号方式做了较详细的夹注

。

c

)“

顺古故

”

所谓

“

顺古

”,

就是依照约定俗成的惯用译法

。

对学术专著的翻译来说

,

术语的处理是一大难点

,

因为所

有术语都要落实其在译人语中的对应语

,

不能依照字面想当然地翻译

。《

中国印刷史

》

中出版印刷方面的术

语很多

,

而译者并非该领域的专家

,

要做到所有术语的翻译都有凭有据

,

符合学术惯例

,

实非易事

。

好在有众

多专家学者的慷慨相助

,

我们才得以明确绝大多数重要术语目前学界最通用的英译

。

如

:

卷轴装

———

scrollandrodbindin

g

;

拱版

———

embossedblocks

;

磁版

———

enamelwaret

yp

e

;

套印

———

multi-block

p

rintin

g

;

制书

———

im

p

eriall

y

authorededition

。

除了术语

,

专有名词也需要参照惯例

,

采用惯用译法

。

如

“

陕西

”,

通用的译法是

“

Shannxi

”,

为了区别山

西的英译

,

多加了一个

“

n

”。

又如书中提到了陈嘉庚

、

孙中山

、

佛山邓姓印工等人名

,

依据

“

名从主人

”

的原

则

,

或采用已经为英语国家读者熟悉的译法

,

分别译为

:“

TanKahKee

”、“

SunYat-sen

”、“

aPrinterNamed

Tan

g

inFoshan

”。

但顺古必先知古

,

这要求译者博学广识

,

成为

“

walkin

g

enc

y

clo

p

aedia

”,

并能充分了解原语和译人语语言

文化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学术惯例

,

这是翻译的又一难点

。

典籍和专著翻译中

,

原文的理解

、

术语和专名的翻译可谓困难重重

,

难怪严复感叹

:“

一名之立

,

旬月蜘

橱

”。

一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它的难度往往成正比

。

始终站在人类文化交流的最前沿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

译者

,

担当着

“

文化使者

”

这一光荣使命

,

理应付出不同寻常的努力

。

为言说祖国的灿烂文化

,

让世界了解中

国

,

在翻译汉语典籍和专著时

,

做到严谨认真

、

一丝不苟

,

更应是在所不辞的

。

3

 

结

 

语

由于存在诸多难点

,

而且时间仓促

,《

中国印刷史

》

英译工作注定是非常困难

、

紧张而艰苦的过程

。

张老

在该书前言中说撰写这部著作是

“

蚊力负山

”,

体现了作者谦逊的风格

,

但这个成语用在我们的翻译上却很贴

切

。

我们缺乏印刷史

、

版本学和目录学等相关专业知识

,

古文

、

国学及史学功底也可谓捉襟见肘

,

这使翻译工

作难上加难

。

为了不辱使命

,

我们只能加倍费神

,

加倍仔细

。《

红楼梦

》

第三十回里贾宝玉曾为情感言

“

我的

五脏都揉碎了

”,

我们在翻译此书的一年多时间里

,

为一词一句推敲蜘橱

、

费尽心思的情状也大致抵得上这一

声感叹了

。

此次英译工作十分辛苦

,

但辛苦得来的收获也是分外甘甜的

。《

中国印刷史

》

英文版在法兰克福

书展前如期付梓

,

并在书展期间举行了该英文版的全球首发式

,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悠久而璀璨的印刷史

。

令

我们感到欣慰的是

,

作为译者

,

我们为弘扬祖国文化尽了绵薄之力

。

但最大的收获还是在翻译的过程中

,

纽

马克说

:“

Translationisen

j

o

y

ableasa

p

rocess

,

notasastate

”

[

10

]

,

此言不虚

。

通过此次译事

,

我们增长了印

刷史学和国学知识

,

锻炼了语言和翻译技能

,

得到了诸多专家的指点和教益

,

并有幸通过此次译事结识了不

少良师益友

。

西班牙大哲学家加塞特

(

JoseOrte

g

a

y

Gasset

)

这样形容翻译的甘苦

:“

S

p

lendoursandmiser-

iesoftranslation

”

[

10

]

,

个中滋味

,

恐怕唯有亲历亲为的译者方能深切体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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