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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忘言》

内容概要

译事中的文化意蕴是本书最饶有兴味的话题。作者身兼译者与学者，对翻译与文化的思考深及义理、
妙趣天成。本书从翻译的理念出发，通过一些现实的问题阐发中西文化的内核，颇具启发，对文坛、
学界和社会万象也有独到的评论。书中文章是作者在教书、著书、译书之余，为台北《联合报》副刊
等所写专栏的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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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忘言》

作者简介

李奭学，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翻
译研究所合聘副教授。著作有《中西文学因缘》、《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等，译有《阅读理论：拉
康、德里达与克里斯蒂娃导读》、《余国藩西游记论集》、《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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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忘言》

精彩短评

1、台湾学者对翻译的独到理解。可惜他是学比较文学出身。
2、素不喜文白夹杂，唯此书关涉文言处尚称妥帖耳。
3、因其師而讀其書
4、总之还行，多少还是有用处的~
5、浸淫之深！
6、知识丰富，但缺乏insight
7、都是些翻译方面的小故事
8、我是先知道傅月庵然后知道该书作者。读来感觉学院味挺浓。另外就是内容很多涉及到圣经啊什
么的，有点降低个人的阅读趣味
9、两部分，各有侧重，看得出本根立足点。
10、本来六分，文风不喜，扣一分，得五分。
11、一般。文学知识较广，文笔一般，作为专栏文章，比较乏味。
12、当年曾怀念过黎海波，发给老师，老师说，台湾李奭学的文章才情也是不错的。早就入手，现在
翻来，学识是有的，才情稍逊。
13、学术味太浓，读起来有点累
14、散文不死
15、6
16、有点儿意思
17、妙趣横生
18、還是不喜歡這種文藝的調調。
19、作者的人文底蕴很深厚，对于中文和英文都有很搞的造诣
20、多少年前标记的终于开卷了。。。随手翻一翻也颇有教益
21、文字很棒
22、不如介绍里写得那么有趣。作者称自己没有创作天赋，年轻时投稿总是不见用，从他的文字来看
，确实才华不多。本以为非常有货的。。。。。

Page 5



《得意忘言》

精彩书评

1、我也买了这本书，可是一时疏漏没仔细看，居然里面有10几页缺失，十几页重复，等发现已经不能
退换了，有没有那位豆友可以帮助一下，解决这一缺憾之美？可以扫描一下，也可以复印下，或者数
码相机照个图片发上来，实在不胜感激！
2、（去岁发表于《书城》，未改动。）翻译是一个可以用来寄寓人世的琐屑与无奈的工种。尽管它
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人们并不认为这其中包含着太高的技术含量，特别是在传讯技术与外语教育
颇为发达的今天。专职的翻译工作者常常会被认为是在从事一项重复性高，缺乏智力挑战的工作。妙
译使译者可以被忽略不计，而劣译则让读者立时义愤填膺。无伤大雅的误译，往往就成了笑柄。莎士
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三幕第一场的那个小角色被仙王奥布朗下令安装了个驴头，他的同伴见了惊叫
：“天啊！你被翻译了(Thou art translated)！”世人眼中的翻译，想来大多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但读过
李奭学这本《得意忘言：翻译、文学与文化评论》之后，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应当会有一个巨大的改观
。虽然本书兼及文学与文化，但对翻译的论述其实是无可争辩的亮点。作者首先从认知的高度为翻译
正名，因为翻译在学院内外都“已经自我技术化”。“然而仅凭技术而无理论却不足以升格成为‘学
术性的’学科。”他提出“翻译乃语言的交换活动，而语言又是人类行为的基础，所涉有理解的问题
，亦即触及了诠释学的内容”。（《得意忘言》，33 到 34 页）李奭学的这一论断有着深厚的历史基
础。杰出的比较文学家乔治·斯泰纳(George Steiner)在其初版于 1975 年的论著《巴别塔之后》(After
Babel)中，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观点：一切理解都是一种“翻译”。斯泰纳认为，由于语言一直都被用
来不尽人意地表达思想和主意，所有的言语皆可目为翻译。这样，翻译从一个必要而尴尬的范畴中脱
身，成为了理解和沟通的基石。斯泰纳并非故作惊人语。翻译学科在经历了机器翻译、形式逻辑模型
与语言转换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等实践与理论的影响之后，于 20 世纪 60 年代经历了一次朝向阐释学的
回归。对德国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的论文《译者的职责》(1923)的重新发掘，以及海德格尔及其弟
子伽达默尔的现象学，使得人们渐渐对机械翻译失却了信心，而开始逐渐返回到对翻译的玄学思考上
来。（斯泰纳《巴别塔之后》第三版，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 年，249-250 页）本书也多次提到本雅明
的翻译理论，并且上追至柏拉图的“理式”(eidos)概念，以阐发本雅明所谓的“纯粹语言”。他认为
，翻译是一种模态(mode)，其终极目的为表达各种语言间最核心的互动关系，“有助于重返天人合一
的本体语言”，也就是他所说的纯粹语言(pure language)。译文要包含原文的意指模态(mode of
signification)，使得原文和译文可以清楚地被认作一个更大的语言的碎片。二者之间的联系，就是“可
译性”。而译文，因为和自身的意思是松散地联结在一起的，不具备“可译性”。 翻译理论界并非唯
本雅明独尊，但他的学说的确是李奭学最大的灵感之源。与本书同名的《得意忘言》一文，巧妙地借
用了《庄子·物外篇》中的名典来说明本雅明的翻译概念其实是“事与心印的直观活动，可以因之而
认识万物的‘本质’或其‘精髓’”，而非简单的信息传递。因此，翻译本身是一门具有创造性的模
仿艺术(mimetic art)，是具有艺术特有的自足性，而译者，也是具有主体性的创造者，乃至“成为信众
仰之弥高的灵魂救赎者。”这些译论听来玄远，其实有着极为迫切的相关性。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知
识与信仰/智慧的分离，导致了人类不可避免的异化。“纯粹语言”几乎是一个宗教概念，弥合了知识
与本体传统的主客断裂，也超越了科学主义的范式。阐释学派的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本身就是阐释，
意义和言语殊难分离，“所有的一切都通过语言存在”。所以走向“纯粹语言”的翻译，也就担当了
用现象学还原的做法解读历史的重任。李奭学由翻译而兼及文学与文化，其视界之开豁，时间跨度之
大是惊人的，且有着深刻的历史感。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次大规模翻译浪潮（佛经汉译、早期基
督教传教士翻译《圣经》和“西学东渐”），他都有所谈及，且相互鉴照。如关于中文“龙”的意象
如何被讹误作英文中的’dragon’一词，他做了非常精密的考证爬梳。最为可贵的是，作者在熟读原
始文本和翻译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对文学和译学理论有深入的思考。理论与实践相互催生，往往有意
想不到的效果。如他发挥了本雅明的译论，提出译入本国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也应当归属本国文学的
范畴，无形中点出了本雅明受到歌德“世界文学”观念的影响。在阅读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时，不
忘用康熙朝罗马教廷的“帝国主义”野心反切。《得意忘言》如同斯泰纳在《巴别塔之后》中所希冀
的，通过对文本的词语和句法的细读，构拟出一个历史性的“意向”。语言处在永久的变动中，当今
的哲学思想使我们对自身的精神进程可以做出仔细而耐心的体察与分析。李奭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值
得称颂的阅读模式：暂停我们不假思索的自然条件反射，赋予阅读以一种有教益的、可引起论辩的，
以及考证确凿的趋向。

Page 6



《得意忘言》

3、书很有意思，但是作者古文功底实在太深，明明是白话文，用了很多很少见的文言词，哪怕是“
滥觞”“肇始”这种程度的也就算了，要命就要命在---奇怪到以为仓颉在世重新造了些出来，古文中
都很少见啊！如果大家觉得我说得过了，看看下面吧。索性一一去查了！名字就很让人呆：1. 奭： sh
ì。 奭,盛也。——《说文》。按,此燕召公名。2. 睇视： dì 。斜视;细看。3. 提携奖掖：ye。奖励提
拔。4. 汰冗补阙：原文：“逐文逐句阅读外，又帮我汰冗补阙，劳苦功高，”，一定要用这个词吗？
作者已经失去了白话文表达能力~~5. 沁腾铭感：这么说觉得有点累6. 忝为：tiǎn。表示愧于进行某事
。7. 暌违：分离，别离8. 跫音：(qiónɡ yīn) 足音，脚步声 9. 羼杂：chàn zá。 搀杂混杂。（非得
这么杂呀！）10. 墨渖既下：shěn 11. 肇因于：说个因为这么难啊12. 心高僭形：jiàn 超越本分。13. 参
酌亲炙：zhuó。参考，亲受教育熏陶。14. 负笈海外：jí,书箱。15. 迭有所闻：dié, 交换，轮流16. 铢
两悉称：形容两者轻重相当，丝毫不差。17. 绍袭：承袭18. 埒然：liè 。矮墙。19. 襄助：不就帮助嘛
！20. 猗欤盛哉：yī 。美好盛大的样子。21. 漏夜翻看：连夜。（就连夜吧，别漏了）22. 腐豪：23. 揭
橥改梵：zhū。橥：拴牲口的小木桩。楬橥(标明;揭示)（jie不知道那个对，书还是百度？）24. 象寄之
才：象寄译鞮：.《礼记．王制》:&quot;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
，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quot;后称翻译为&quot;象寄译鞮&quot;。 25. 觌面难通：dí, 
相见。26. 弭兵之日：mǐ,平息，停止，消除。27. 再赘数语：就“再说几句”吧！看李大人的书我都
觉得自己穿越了。28. 饤饾：dìng dòu 供陈设的食品；（文辞等）罗列、堆砌。 29. 缘悭一面：qiān
。减省,少30. 治丝愈棼：治丝益棼（zhì sī yì fén）理丝不找头绪，结果越理越乱。比喻解决问题
的方法不对头，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说个“越理越乱”不就好了，通篇白话总是冒出来这些！
）31. 声欬如闻：kài, 胃里的气体从嘴里出来并发出声音。 32. 斜乜：miē,niè,眼睛略眯而斜着看，多
指不满意或看不起的神情。33. 殆因：还是不会说因为。34. 群黎：百姓就好嘛。35. 克绍箕裘：kè sh
ào jī qiú 。克：能够；绍：继承；箕：扬米去糠的竹器，或者畚箕之类的东西；裘：冶铁用来鼓气
的风裘。比喻能继承父、祖的事业。 36. 腹笥便便：fù sì 。语出《后汉书·边韶传》：“ 边 为姓， 
孝 为字，腹便便，五经笥。”笥，书箱。后因称腹中所记之书籍和所有的学问为“腹笥”。 37. 倘衡
：38. 罪无可逭：huàn, 逃避。 “罪无可逃”有那么难想吗？39. 好逸兴疠：lì。 瘟疫：疠疫。 恶疮
。 杀。 40. 斲轮：zhuó, 古同“斫”。 砍;削。（这个笔画都好难数。）结束！崩溃不已啊！通篇文言
也罢，作者你明明写的是白话文啊，突然跳出来这些让我以为胡适被许慎附体了！有些百度娘也查不
到，就空着了。虽然猜猜就知道意思，实在别扭。
4、因为认识一些台湾的媒体朋友，所以，经常能收到如《中国时报·开卷》、《诚品好读》等报刊
，在这些报刊上，经常能看到一位叫李奭学的书评人，之所以注意到他，一是他的书评写的不错，二
是他名字中的“奭”很少见。近日他在三联出了一本《得意忘言》，是一本关于翻译、文学和文化评
论的专栏文章合集。通常我不喜看专栏结集的文章，但因为注意李奭学好久了，所以，拿起来还是翻
了翻。总体来讲，这本集子收的文章质量不错。其中关于翻译的部分最好，因为作者是搞比较文学的
，于翻译有着很必要的需求，所以，他谈翻译的一些篇章，很具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解，其中的一
些现象和个案在我们现在的翻译界实际上体现的很明显。如《翻译三难》、《历史既翻译》等均为好
文章。在台湾的书评人中，他也算勤快而有品质的人之一，写了大量的书评，而且质量都不算差。他
自己在书中也袒露，没有一次写稿不费劲而用心的。同时，他也是各大媒体读书版的活跃人物，长期
担任“开卷好书奖”、“读书人奖”、“诚品年度好书”等评委。所以，这本书中，很多篇章都是和
书或书评相关，其中一篇《书评家》道出了他的书评观，在感叹如今书评生态不好的同时，也期待和
建议媒体应该在书评道路上继续坚持和努力。再一篇《埃德蒙·威尔逊》则考证了美国文学家埃德蒙
·威尔逊在书评领域的贡献，他认为威尔逊的《经典与市侩之作》、《光之岸》等都他留给我们最重
要的“书评遗产”，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真正重量级的书评大家。台湾友人傅月庵每次来京，都会约一
起小聚，一次我好奇问他，李奭学何许人？他笑着说，是他表哥。呵呵！果然在翻这本书时，翻到一
篇《人生欢乐识字始》，文中写到他读到一本署名“傅月庵”的书《生涯一蠹鱼》，对其很是佩服，
进而想了解作者是何许人，方始在“蝴蝶页”确认作者就是他从小一块玩到大的表弟林皎宏（傅月庵
真名）。有时候选读一本书很是偶然，如果不是先前对李奭学有些好奇或了解，一本名为《得意忘言
》，又是关于翻译、文学的书，我想通常不会进入我的阅读视野的。
5、李教授负笈海外数年，博学多闻，倾心翻译及理论，各领域多有建树。其为文笔法古雅，文白夹
杂。不少文章予人思考。
6、一直就觉得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工作是一种多此一举的事情。作者写的作品就摆在那里，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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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忘言》

个人的背景，经历个不相同，一百个人看，就有会一百种解读；也没有必要去举证为和要这么写，作
品本身就是答案。看程子善写张爱玲，他的考据文章比张的原著还长，有点本末倒置了，况且一个男
性来解读女作家的作品，你觉得能行么？所以除了文学史，其他的研究只是纯粹的故纸堆的考究，多
一点也不多，少一点也不少，不过为了兴趣和饭碗，存在也是合理，而且结果也没有对与错，观点么
，你可以同意，反对也无妨，因为与作品已经是无关的了。这是纯粹的学问，有着游离于作品之外的
纯粹。至于翻译的部分，有能力看原著的，当然是看原著，如果看翻译后的作品，我个人觉得，就当
用中文直接写的就是了，不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没有必要太计较了。回到本书，文字和观点算是不俗
，也是一种文学作品之外的补充读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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