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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价值被低估，难吸引人才

“说翻译质量不好，其实不能全
怪到译者头上。”何家炜认为，一些译
者可能存在能力上的不足，但是确实
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翻译很难。”这是何家炜和翻译
专业的硕士生小吕共同的感受。

“我们其实很不容易。现在不少
人以为这只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
切换，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小吕
说，翻译需要根据上下文语境、文化
背景等多方面的原因去推敲。“在翻
译课堂上，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份作
业。”但是同时，老师也会告诉大家，
真的到了工作岗位上，“没有必要花
精力”在这些细枝末节上。

不是说译者不想精益求精，而
是“时间太少了”。小吕说，自己在校
期间接过翻译活儿，有些书目几天
就要成品，留给翻译者的时间实在
有限。

对于出版社来说，因为出版周期
所限，他们也没有充裕的时间和译者
进行沟通，好好打磨一部作品。而对
于从事图书译介的译者来说，时间同
样宝贵。何家炜介绍，图书引进版权
后，一般要求在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时
间内出版。“真正留给译者的时间不
到一年。”而很多译者也并非专职从

事翻译工作，他们还必须在这不到一
年的业余时间里把翻译做完。如同一
句翻译界的名言说的，“翻译永远有
遗憾”。

另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则是
钱。

据了解，现在做图书翻译，译者
所得的稿费约在 60 — 70 元/千字。
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王智量
说：“要翻译出够出版水平的文字，一
天 2000 字都是很不容易的。”

王智量的译著包括《安娜·卡列
尼娜》、《叶甫盖尼·奥涅金》等 30 余
部。但他却发现，自己辛苦翻译一天
的收入，还不及自己在医院请一个护
工要的 150 元多。

据何家炜了解，现在专职做翻译
的很少，因为“大家没法只靠稿费生
存”。去年，在文化界人士持续多年的
呼吁下，国家版权局与发改委联合发
布了《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
对稿酬标准进行了提高，翻译基本稿
酬由 1999 年旧办法规定的每千字
20 — 80 元，增至每千字 50 — 200 元。

尽管翻译稿费有了提高，但因为
学术界对翻译价值的认识不够，降低
了优秀翻译家从事翻译工作的热情。
在高校里，译作不算学术成果，这一

点让 88 岁的王智量很难受。“我有一
个翻译学的研究生，现在在华东师大
教书。他 60 多岁了，已经做了 12 年
的副教授，却还评不上教授。因为他
没有学术成果。”

王智量很痛心：“他翻译出了歌
德的《浮士德》啊！”王智量认为，一个
教翻译的老师的译作如果不能算学
术成果，实在是太不公正了。“想到这
个，我甚至会流泪。”

正是因为看到了搞翻译的投入
和产出不成比例，很多翻译专业的学
生在毕业之后并没有选择对口的工
作。2014 年，小吕所在专业的毕业生
总计约 30 人，只有一人选择做专职
翻译，一人做自由翻译，另外大部分
人去了企业或者做了老师。

小吕很理解学长学姐们的选择。
“翻译这个事，需要很高的天赋和很
大的努力。”她觉得现在的翻译市场
不是很好，毕业生的资源也少，很容
易面临收入不稳定的窘境。另外如果
自己的能力不足，要学的东西很多，
面临的压力也会很大。“在翻译过程
中，你经常会不确定自己要面临哪方
面的问题。”

何家炜也说：“我有很多外语很
好的朋友，都不愿意做翻译。”

翻译类作品的质量
越来越差了吗
——— 关于译作的那些“误会”

在一些读书论坛里，经常能看到读者对译作的吐槽，诸如语感不好、欧化句子多、错译等等。有
的读者还为此专门苦练外语，只看原著。

如今的翻译质量真的变差了吗？在九久读书人编辑、法语译者何家炜看来，这个说法“不准确”。纵
比横比之下，翻译行业目前确实存在很多乱象，但是，读者也确实对这个行当存在一些误会。

本报记者 张文

翻译质量真的变差了吗

“语言晦涩，不是平常阅读的风
格，不知道译者是怎么想的。”

“川端康成的《雪国》出了 3 个译
本，新出的实在不好，语感不行，不够
优美，欧化的句子也比较多。”

“《战争史》这本书，同一个专有
名词，过了这段就变成另外一个了，
前后翻译不统一得太明显。”

“如果一本书有原本，我宁愿看
原本。看完之后才发现，中文版的有
些拗口，一些翻译也不是很准确。”

这些吐槽，来自于普通读者的阅
读体验。

在网上，一篇名叫《译著有危险，
读者需谨慎》的帖子广为流传，其中
梳理了网友列举的十多本社科名著，
像《通往奴役之路》、《罗马帝国衰亡
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
译作均上了黑名单。一些知名出版社
和著名译者纷纷“被打脸”。

近些年，外文引进图书的翻译质
量问题引起不少讨论。翻译“Google

体”、分段外包等乱象层出不穷，一些
译者甚至一年能译出横跨多个学科
领域的 20 多部作品，“最纯正、最优

美、最准确的译文”之类宣传语，也赫
然登上了腰封。

《译著有危险，读者需谨慎》这篇
集纳了众多读者意见的帖子，为如今
的翻译界下了一个判断：“近三十年
来，翻译界无大家，翻译遂成为了一
门专业技术。”

而在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林少华看来，中国译介事业的状
况可用“欣欣向荣，问题多多”8 个字
来概括。这个观点，多年未变。2014 年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林少华说，如
今翻译作品大概占出版市场 30% 到
40% 的份额，可谓“大蛋糕”，翻译队
伍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但是，翻译质
量参差不齐、翻译人才青黄不接的现
象也确实存在。

如今的翻译质量真的变差了吗？
在九久读书人编辑、法语译者何家炜
看来，这个说法“不准确”。

何家炜说，如果拿过去和现在
比，民国时期到上世纪 80 年代，那时
出版的书很少。而现在，是书多、品种
多。如今市场扩大，需要大量的译者
来从事翻译工作。人一多，译作良莠

不齐的情况便无法避免。
比较老译本和新译本的话，新译

本不如老译本的情况也确实存在。
“明明市面上已经有好几个译本了，
一些出版社还是想出来赚钱，分一杯
羹。”何家炜说，这是出版业从业者唯
利是图的心态问题。

但是，何家炜认为，读者对翻译
这个行当存在一些误会。

现在，一提到老一辈的翻译工作
者，比如傅雷、钱钟书、林语堂、丰子
恺等大家，“人们会觉得他们的古文
好，文字功底好。但那毕竟也是少
数。”何家炜说，其实在“ 70 后”译者
群里，也有一大批好的译者。“他们都
很优秀，只是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作者拿到手里的译本，也不一定
是善本、完本。对于出版社来说，虽然
在出版前的各个环节都尽力把关消
灭错误，但实际的情况是“无错不成
书”。

“我们当然欢迎读者提出批评、
指正，这都激励着编辑和译者，但是
如果一味指责翻译质量不好，是片面
的。”何家炜说。

书书坊坊特特稿稿

出版行业仍在转型期，

选择好的译作各有窍门

王智量认为，现在翻译界最大的问题是对译
者不够重视，一方面是劳动成果的回报太低，另
一方面是译者没能得到足够的尊重。“对于青年
译者，要爱护他们，尊重他们。”

何家炜则觉得，提高图书定价是改变译者生
存状况的一个办法。“如果能把书的价格提高 2 到
3 倍，拿出其中的一部分补贴译者，或许现在的情
况会有所改观。你不能既想看到好作品，又让译
者没饭吃。”

现在是一个出版业的转型期，何家炜说，很
多问题会随着市场化而来。对于译作水平的参差
不齐，一位分析人士表示：“出版行业市场化的时
间不长，或许经过大浪淘沙的自然选择之后，各
方面也会慢慢规范起来。”

在一家出版社做译作审读工作的沈先生对
这一看法不乐观。“现在的出版社都既讲经济利
益，也讲社会利益，但实际上盈利还是第一位的。
如果读者对于规范译作市场的呼声不足以高到
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专管机构采取一系列规范
和措施来建立一个好的出版体系，出版行业怎么
会慢慢变好呢？”

对于读者来说，更快地看到译作，看到好的
译作，市场也给出了更多可能。

2012 年出版的《斯皮尔伯格传》，其译者是已
经解散的人人影视字幕组。正是因为这群电影字
幕翻译组对于电影的热爱以及对专业知识的熟
稔，才有了这部在一位电影专业毕业生看来“近
年最好的电影人物传记”。

2011 年出版的《史蒂夫·乔布斯传》中文版，
是采用众包形式翻译的。出版方招募翻译团队，
每个译者负责具体的章节，最后再进行统筹。对
于众包翻译的模式，何家炜认为应该看书的具体
内容。“如果是需要迅速面世的畅销书，采用众包
翻译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是翻译经典著作的
话，何家炜认为还是需要一个译者从头到尾负责
比较好。当然，翻译的整个过程也不一定是封闭
的，“可以借助外力，找其他朋友帮忙，找懂原作
母语的外国朋友交流，在翻译论坛上和同行讨
论，请教老前辈。”

读者现在也能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一本书
的口碑。读了《雪国》3 个版本的张刚说，自己挑书
主要是挑出版社，像人民文学、上海译文、南京译
林等社翻译的书目质量都比较高。看多了看久
了，也会循着自己的阅读经验找同一个译者的作
品来买。

曾经在豆瓣网发起过“一星运动”的何家炜
或许会很高兴看到这样的页面：在他曾经号召抵
制的某个经典文学作品的译本网页上，最前面的
几条都齐刷刷地给了一星。

为了减少读译作的风险，资深读书人梁浩宇
想了一个省事的办法，“我都看靠谱的朋友推荐
的以及评分还不错的书”。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未了”

著名翻译家赵萝蕤
代表译作有《荒原》、《草叶
集》、《哈依瓦撒之歌》等

著名翻译家杨绛
代表译作有《堂·吉诃德》、

《吉尔·布拉斯》等

著名翻译家傅雷
代表译作主要有巴尔扎克、
罗曼·罗兰等法国作家的文
学作品

著名翻译家萧乾
代表译作有《尤利西斯》、

《好兵帅克》、《莎士比亚
戏剧故事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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