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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当选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之后，原译林出版社

社长李景端曾去函就翻译工作中的某些问题向季老请教，季

老在医院中认真做了答复。现将两人对话的内容，摘要予以

刊登。 数量膨胀缺乏质量的“翻译大国”不值得追求 李景端

：听说您当选中国译协名誉会长，我倒无意专诚祝贺。因为

我知道，这对您来说，不是一种光环，而是一种责任，更是

对翻译工作健康发展的一种期盼。首先想请教一个问题，见

报载，说我国现在已是“翻译大国”，但还不是“翻译强国

”，对这种评语，不知您有什么看法？ 季羡林：我确实是为

了更好地提意见，才接受当中国译协名誉会长的。我对翻译

工作确实怀有很深的感情，真心希望它受到重视，并得到健

康、协调的发展。至于翻译大国、强国问题，我认为翻译是

精神产品，它不同于物质产品，不能只追求数量。你翻译的

数量再多，你成了翻译大国，但如果你翻译的东西中，有不

少是不需要的，甚至是垃圾，那这样的“翻译大国”又有什

么意义。搞翻译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沟通中外文化的需

要。毛泽东讲“洋为中用”，我很赞成，我们需要的，是能

为中所用的翻译，而不是“什么赚钱就译什么”那种惟利是

图的翻译。假如靠后者数量的膨胀而形成的“翻译大国”，

我看并不值得追求。至于强不强，似乎也不必作为我们翻译

工作的一种目标。什么是“翻译强国”的标准？怎么定，谁

来评，都说不准。依我看，能把外国好的东西及时翻译介绍



过来就很好了，没必要去比谁强谁弱。 提高翻译质量一要译

者知识面广二要出版社把关严 我要收藏 李景端：近几年对翻

译质量下降的报道时常可见，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季羡林

：这些年我看译著较少，更未去研究，不一定看得准。但总

体感觉，至少从文学翻译来讲，虽存在粗制滥造低劣之作，

但也确有质量上乘的。我担任过好多届“国家图书奖”文学

组的评委，每届都有不少优秀译著参评，有些还得了大奖，

像有些名家名著，经过修订后的新译本，其质量显然比旧译

本好多了，所以不能笼统讲现在翻译质量全下降了。当然，

下降的确实有，而且也不仅出现在文学翻译领域，在其他领

域，包括中译外，错译现象还相当多，有的还蛮严重，所以

必须引起重视。 李景端：依您看，当前有些翻译质量下降，

问题主要出在哪里？ 季羡林：原因很复杂，这里有译者基本

功问题，翻译职业道德问题，翻译批评缺位问题，以及出版

社疏于把关问题等等。我只想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译者的知

识面一定要广。现在的年轻人学外文的条件比过去好，他们

理解外文的能力并不差，最不足的就是知识面不广，还包括

中文功底薄弱，以致不注意或不善于根据不同的翻译对象来

设计和调整自己的译笔。我这是从学术层面来讲的，那种因

不讲译德，有意粗制滥造的当然不在此列。二是出版社务必

严于把关。过去老“商务”、老“人文”出翻译书都有严格

把关的好传统，这一关是不能削弱的。可惜现在不少出版社

都放松了，有的社根本没有外文编辑，放弃了译文质量把关

，又缺乏必要的翻译质量检查制度。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有关

部门合力综合治理才能奏效。 李景端：评判翻译质量优劣，

势必涉及如何看待翻译的标准。去年报纸上就《堂吉诃德》



中的某些翻译处理，曾引发一些争论。不知您对翻译标准问

题有什么见解？ 季羡林：我没有深入研究过翻译理论，凭我

自己的经验，不同门类的翻译有不同的要求。有的需要严格

对应，有的无需或很难对应，能达意也行，所以翻译很难有

统一的标准。即使是严复的“信达雅”，或者后人新提出的

，那也不能算是翻译标准，只是对翻译的一种要求，一种期

盼。特别是文学翻译，涉及对作者、作品、背景等不同的理

解，更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诠释和不同的表述；当然，这些都

要求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译者随心所欲。 再

次呼吁设立“国家翻译奖” 李景端：有人说，现在少见像傅

雷、朱生豪、汝龙那样一批很知名的翻译家，这与我们现在

翻译人才的培养机制有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季羡林：我

认为，我们现在翻译队伍总体的素质并不低，否则怎么可能

出现这么多这么广的翻译成果。当然还有不足，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培养翻译专业队伍重视不够，二是翻译的专

业训练还嫌薄弱。以前上海有一批专以翻译为职业的翻译家

，对推动文学翻译事业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搞文学翻译，

好像都变成业余的了。翻译是一门学科，有它自身的规律。

文明的社会，开放的国家，需要职业翻译家。翻译应该成为

社会需要、受人尊重的一项职业，所以，要加强翻译专业队

伍的建设。其次，现在大学里只把翻译当做学外文的一种附

属，好像学了外文就自然会搞翻译了。不是这样。要从改进

大学里翻译的教学入手，加强翻译学科的建设，使翻译后备

队伍能得到良好的翻译专业训练。我还主张，想搞翻译的人

，应该多学一两门外语才好。 李景端：我国至今尚无国家授

予的“翻译奖”。据说，设立这个奖项存在许多困难，不知



您怎么看？ 季羡林：好多年以前我就呼吁过要设立政府颁发

的“翻译奖”。这不仅因为许多国家都设有，更因为翻译工

作是跨学科、跨部门的，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振兴中华的

事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为了体现国家对这项重要

工作的支持，尽快设立“国家翻译奖”是非常必要的。鉴于

翻译的重要性，即使有困难，也应该加以克服。我再次呼吁

，由政府某个部门牵头，先把这项奖设立起来，再在实践中

逐步加以完善，努力为翻译界做一件实事。 克服“偏食”，

调整政策，加强统一领导 李景端：为了繁荣我国的翻译事业

，您认为当前必须注意哪些问题？ 季羡林：这个问题太大了

，我又不是主管官员，看不准，说不全。但我想到了几点： 

第一，借用一句当前的时髦话，就是要注意“翻译生态的平

衡”。一个社会的文明，是由多种文化互相融合、综合形成

的。就介绍当代外国文学来讲，我感到我们现在似乎存在一

种“偏食”现象，就是只关注介绍英美的，图书、影视几乎

都是这样。先进文化绝不是只有英美有。从文学翻译来讲，

其实古与今、东方与西方、高雅与通俗，乃至不同门类、不

同体裁，都应该择优翻译，协调介绍。我特别要强调一下，

要重视研究和翻译东方国家优秀的文化成果。要解决这个“

偏食”现象，我认为加强统一规划很有必要。精神产品不能

全部交由市场去调节，像某些有很高学术或艺术价值的，或

者是填补空白的，就需要通过规划给予必要的扶持；对于那

些低水平重复出版的译作，也要通过规划加以限制，力求实

现质量优良、结构合理的真实繁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