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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一书收录了多位内地和港台翻译家关于翻译的经验谈。
其内容侧重于翻译家翻译经典的过程，如译前的准备、译时的甘苦、译后的心得，以及
因此推展出来的译论等。本书以翔实的例子、深刻的分析将翻译过程的点滴呈现出来，
而这些内容，以往只是散见于一些文章之中，缺乏有心人将之编汇成集，传诸后世。因
此，本书有别于一般谈翻译理论和翻译史梳理的书，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作者简介

金圣华 原籍浙江省上虞县，生于上海，小学、中学分别就读于台湾省立北师附小及第一
女中，后随家迁往香港，于培正中学毕业，随即进入崇基学院，主修英国文学，毕业后
负笈美国与法国，分别获华盛顿大学硕士及巴黎大学博士学位。
金女士自返港后即执教香港中文大学。教学之余，积极从事社会服务，曾出任香港翻译
学会会长，任期内筹办十项大型活动， 筹募翻译基金，创设有史以来第一项翻译奖学金
，对推动翻译事业及促进双语水准，贡献卓越。金女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及新亚书院校
董，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荣休讲座教授，中文大学院士及香港翻译学会荣誉会长。
1998 至2000 年为中文大学创办“第一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此后一连主办三
届，在世界各地华裔社会影响深远。 金圣华 原籍浙江省上虞县，生于上海，小学、中学
分别就读于台湾省立北师附小及第一女中，后随家迁往香港，于培正中学毕业，随即进
入崇基学院，主修英国文学，毕业后负笈美国与法国，分别获华盛顿大学硕士及巴黎大
学博士学位。 金女士自返港后即执教香港中文大学。教学之余，积极从事社会服务，曾
出任香港翻译学会会长，任期内筹办十项大型活动， 筹募翻译基金，创设有史以来第一
项翻译奖学金，对推动翻译事业及促进双语水准，贡献卓越。金女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
及新亚书院校董，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荣休讲座教授，中文大学院士及香港翻译学
会荣誉会长。 1998 至2000 年为中文大学创办“第一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此
后一连主办三届，在世界各地华裔社会影响深远。 主要译作有：《小酒馆的悲歌》、《
海隅逐客》、《 约翰? 厄戴克小说选集》、《傅雷英法文家书中译》（收编在《傅雷家
书》中）、《石与影》、《 黑娃的故事》、《
彩梦世界》等；主要创作及编撰作品包括：《傅雷与他的世界》、《 桥畔闲眺》、《
打开一扇门》、《 一道清流》、《 桥畔译谈》、《
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 认识翻译真面目》、《 译道行》、《
江声浩荡话傅雷》、《 外文中译研究与探讨》、《 春来第一燕》、《
春燕再来时》、《 三闻燕语声》、《 齐向译道行》、《 荣誉的造象》、《
有缘，友缘》、《 笑语千山外》等。论文散见《香港文学》、《明报月刊》、《翻译丛
论》、《翻译工作者手册》、《翻译季刊》、《 翻译学报》等期刊文集中，此外还不时
在《星岛日报》、《大公报》及《联合报》上发表作品，于《明报》及《英语世界》期
刊中撰写专栏，并曾为香港电台主持《黄金书中寻》文化节目。 1997 年6
月因对推动香港翻译工作贡献良多而获颁OBE（英帝国官佐）勋衔。 黄国彬



香港人文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和声书院特邀委员， 香港翻译学会荣誉会士；曾任岭
南大学翻译系韦基球讲座教授兼主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讲座教授、研究教授兼主任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所长； 亦曾在香
港中文大学英文系，香港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系，加拿大约克大学语言、文学、语言学
系任教。 黄国彬的诗和散文，多年来为香港校际朗诵节的朗诵材料；
多篇诗作和散文被列入香港中学会考中国语文科课程；散文集 琥珀光》于1994
年获第二届香港中文文学( 散文组) 双年奖； 已出版诗集14 本、诗剧1 本、诗选集1
本、散文集7 本、文学评论集8 本、文学评论集（合著）1 本、翻译研究论文集2
本、翻译研究论文集（合编）1 本；英语翻译研究专著1
本；英语翻译研究论文集（合编）3
本；翻译除但丁《神曲》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译外，尚有中诗英译3
本、中英双语诗选（合著、合译） 3 本和未结集的中文作品英译，英文、法文、意大利
文、德文、西班牙文诗歌中译多篇；中、英学术论文经常发表于香港和海外的学术期刊
；研究范围包括文学翻译、翻译研究、语言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欧洲
文学、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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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的心路历程 金圣华从“傅译”到“译傅”
—兼谈文学翻译中的“探骊”与“得珠” 金圣华以方应圆
——从《神曲》汉译说到欧洲史诗的句法 黄国彬知其不易为而为之——谈英诗汉译
黄国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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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向译道引路人致敬——
《因难见巧》，刊印于十八年前有关“名家翻译经验谈”
的一本书，年初应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邀约重版，不久将以崭新面貌付梓。
这本书是由我和黄国彬一起主编的。当年我们有感于译坛名家辈出，译果丰硕，但是坊
间有关各家翻译名著过程的文章，却东鳞西爪，散见于报章杂志，乃决心将之编撰成集
，传诸后世。
我们先有编书的构思，继而分别出发向名家邀稿。余光中、林文月、思果、高克毅、杨
绛、杨宪益、叶君健、萧乾、罗新璋、刘绍铭、金隄等都是译道先驱，学林硕儒， 他们
各自翻译的名著，全为殚精竭虑、千锤百炼的成品，因此如能邀请他们现身说法，把翻
译过程的甘苦和心得娓娓道来，则必将对译途后学大有裨益。
邀约的过程既顺利又感人，各位名家都不吝赐稿，有的将已发表的精彩文章见赐，如余
光中惠赐《与王尔德拔河记——〈不可儿戏〉译后》，杨绛惠赐《失败的经验——试谈
翻译》，萧乾惠赐《叛逆?开拓?创新——序〈尤利西斯〉中译本》，叶君健惠赐《谈文
学作品的翻译》，金隄惠赐《论等效翻译》，刘绍铭惠赐《以一人“译”一国》等；有
的则为文集专诚撰稿，如思果、高克毅、杨宪益、林文月、罗新璋各位。高克毅说凡是
翻译过的文学作品都曾写过“译后语”，唯独《大亨小传》，“始终没有动笔谈过其中
的前因后果。现在趁金圣华、黄国彬两位教授之邀追溯一下，也算了却一桩心事。”杨
宪益说：“我最近正在搬家忙乱之中，应圣华之约，草草写了几千字，不过还是老生常
谈，惭愧之至。我年已逾八十，早就应该封笔了。但愿这一次是我谈翻译问题的最后一
次。”能够在这本集子中，催生出高先生谈论翻译《大亨小传》来龙去脉的文章，杨老
谈毕生翻译经历与体会的封笔之作，的确弥足珍贵。此外，林文月在文章里披露个人翻
译三本日本文学史上最重要经典名著的心得，蔡思果谈论翻译《大卫?考勃菲尔》的艰辛
译路历程，罗新璋阐释“译作”的要义等，都是特地为文集撰写而不可多得的精彩论文
。 ——向译道引路人致敬—— 《因难见巧》，刊印于十八年前有关“名家翻译经验谈”
的一本书，年初应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邀约重版，不久将以崭新面貌付梓。 这本
书是由我和黄国彬一起主编的。当年我们有感于译坛名家辈出，译果丰硕，但是坊间有
关各家翻译名著过程的文章，却东鳞西爪，散见于报章杂志，乃决心将之编撰成集，传
诸后世。 我们先有编书的构思，继而分别出发向名家邀稿。余光中、林文月、思果、高
克毅、杨绛、杨宪益、叶君健、萧乾、罗新璋、刘绍铭、金隄等都是译道先驱，学林硕
儒， 他们各自翻译的名著，全为殚精竭虑、千锤百炼的成品，因此如能邀请他们现身说
法，把翻译过程的甘苦和心得娓娓道来，则必将对译途后学大有裨益。 邀约的过程既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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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又感人，各位名家都不吝赐稿，有的将已发表的精彩文章见赐，如余光中惠赐《与王
尔德拔河记——〈不可儿戏〉译后》，杨绛惠赐《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萧乾惠
赐《叛逆?开拓?创新——序〈尤利西斯〉中译本》，叶君健惠赐《谈文学作品的翻译》
，金隄惠赐《论等效翻译》，刘绍铭惠赐《以一人“译”一国》等；有的则为文集专诚
撰稿，如思果、高克毅、杨宪益、林文月、罗新璋各位。高克毅说凡是翻译过的文学作
品都曾写过“译后语”，唯独《大亨小传》，“始终没有动笔谈过其中的前因后果。现
在趁金圣华、黄国彬两位教授之邀追溯一下，也算了却一桩心事。”杨宪益说：“我最
近正在搬家忙乱之中，应圣华之约，草草写了几千字，不过还是老生常谈，惭愧之至。
我年已逾八十，早就应该封笔了。但愿这一次是我谈翻译问题的最后一次。”能够在这
本集子中，催生出高先生谈论翻译《大亨小传》来龙去脉的文章，杨老谈毕生翻译经历
与体会的封笔之作，的确弥足珍贵。此外，林文月在文章里披露个人翻译三本日本文学
史上最重要经典名著的心得，蔡思果谈论翻译《大卫?考勃菲尔》的艰辛译路历程，罗新
璋阐释“译作”的要义等，都是特地为文集撰写而不可多得的精彩论文。
在重读文稿的过程中，发现越是成就卓越的大译家， 越是虚怀若谷。余光中在文章里提
到翻译王尔德的种种难题，他说：“其他的难题形形色色，有的可以克服，有的可以半
悬半决，有的只好放弃”；林文月在《关于古典文学作品翻译的省思》一文中，提出实
际翻译时遭遇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暂时解决的心得，她说：“在我回顾过去二十年的
这些经验而撰写本文时，心中难免仍存在着自省与不安”；蔡思果在文末说：“书出来
了，读者是最公道、最有眼光的批评家，我十分惶恐地等待他们的批评”；高克毅一开
始就表明“我不是‘名家’，只是个莫‘名’其‘巧’的翻译者”；杨绛说：“我翻译
的书很少，所涉面又很窄，几部小说之外， 偶有些文艺理论，还有小说里附带的诗，仅
此而已”，所以这位翻译出《堂吉诃德》而获得西班牙“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的
大翻译家，就以《失败的经验》为题，来试谈翻译；杨宪益提起翻译说，“我的思想从
来逻辑性不强，自己也很怕谈理论，所以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凡此种种说法，并非
译家故意作态的矫情之词，而是他们在译道上常年跋涉，遍尝艰辛后的肺腑之言。他们
是漫漫译途上的先行者，这本书，就是他们在仆仆风尘之余，以如椽之笔写下的宝贵经
历。他们的睿智隽言，就如攀山夜行中的引路明灯，
照亮了丛林中的条条曲径，使后来者不至于颠仆其上，失去方向。 此书再版之际，多位
译界名家，如叶君健、萧乾、思果、高克毅、金隄、杨宪益诸位，已经先后辞世，令人
不胜唏嘘，然而他们在译坛上留下的译品译论，历久弥新，恰似一座座洁白的丰碑，永
远屹立不倒。 谨以《因难见巧》新版，向所有过去与现在的译道引路人致以最深的怀念
及最崇高的敬意。 编者 2014 年11 月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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