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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交替传译之显化现象
:

案例分析

张其帆 香港理工大学

摘 要
:

本文以 定性研究法中的语篇分析 法讨论单一交替传译案例中
“

显化
”

的现象
。

显化现象研究多以笔译为主
,

讨论 口译中

显化的论文数量相对较少
,

本文冀望能起抛砖引玉之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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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本文探讨 2 0 0 9 年初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世界

经济论坛上发言后 问答期间交替传译中所呈现

的显化现象
。

译文显化定义为在
“

译文 中把隐

含在原文的意思明晰化
”

( B a k e r ,

2 0 0 1 : 8 0 )
,

方

法 包 括
“

在 译 文 中 加 上 短 语 或 连 接 词
”

( s h utt l e w o rt h & e o w ie
,

1 9 9 7 : 5 5 )
,

显化目的在于具

体清晰表达原语含意
,

而概括或省略原文则称
为隐化

。

透过语料研究翻译规范后
,

B ak er ( 19 9 6)

提出 口 笔译 的几项普遍特性
,

显化为其 中之一
。

P y m ( 2 0 0 5) 深人剖析翻译规范的历史沿革
,

同时也全面评价各家论说对翻译规范 中显化定

义与研究方法之 间的差异
,

但讨论焦点集 中在

笔 译
,

讨 论 中 唯 一 与 口 译 相 关 的 研 究 是
s h l e s i n g e r ( 1 9 5 9 ) 研究同声传译中译文书面化取
向 的硕士论文

,

此论文以 实证研究法探讨希伯

来语 / 英语 口译 员的译文是否趋 向
“

书面 口语连

续体
”

( l i t e r a t e o r a l e o n t i n u u m ) 的中央
。

S h l e s i n g e r

( 1 9 8 9 ) 认为因 口语特征能辅助理解
,

因此具有

较多 口语特征的语段相对简短
。

书面特征较多

的语段 比 口语特征较多 的语段冗长
,

比较原文
与译文后若发现前者具有较多 口语特征

,

而后

者呈现较多 书面特征时
,

则形成 书面特征增强

的现象
,

而此现象的特点表现为显化 ( P y m
,

2 0 0 :7

15 1 )
。

s h l e s in g e r ( 19 5 9 ) 研究数据显示原语书面特

征较多
,

译文则一贯 口语特征相对较多
;

但原文
口语特征较多时译文趋 向却不一

,

某些译文 的

确比原语具有更多书面特征
,

能归类为显化
,

但

某些译文却 比原语具有更多 口 语特征
,

因 此无

法证实论题假设 (转引 自 P y m
,

2 0 0 7 : 1 8 1
一

1 8 2 )
。

s h l e s i n g e r ( 1 9 5 9 ) 的实验无法证明其研究假
设

,

原因 之一可能与 口译 的本质涉及许多语言

和非语言的 因素有关
。

例如法庭 口译有其特殊
之处

,

显化空间相对低
。

法庭 口译员一直 以来

被要求扮演所称的传声筒 ( c o n d iu t p i p e) 角 色

( p 6 e h h a e k e r ,

2 0 0 4 : 1 4 7 )
,

法官律师等要求 口译
员必须严守字面翻译 的原则

,

不能擅 自增删修

饰
,

务必在译文 中保 留讲话者语句 中一切语言

和副语言元素 ( G o n z m e z e t a l
. ,

1 9 9 1 : 1 6 )
,

法庭
口译 员看来显化程度相对低

。

然而法庭 口译并非绝无显化空间
,

笔者观察

香港采 用 口译的法庭中发现双方律师互称
“

m y

l e a r n e d fr i e n d ”

时
,

口译员并非直译为
“

我博学

的朋友
” ,

反而显化其 中涵义译为
“

对方律师
” ,

此译法方便 不懂英语的证人或被告理解 以减少

误会
。

因此法庭 口译虽然显化程度相对低
,

但

译员 也需要 随机应变
。

另一方面 W ad en sj 6 (2 0 08 ) 研究发现社区 口译
员角 色相对灵活

。

社区 口译员 的服务对象 以不

懂该国主流语言
一

的人士为主
。

除 了语言转换外
,

翻译 以促进双方成功沟通 为宗 旨
,

过程 中必须

替各 方解释 的机会较多
,

因此 口 译 员 介人 的程

度和能见度较高
,

为使两方交流无碍
,

口译 员

能配合需要加 以补 充说明 或添加解释 ( H S i e h
,

2 0 0 6 )
,

社区 口译员显化的空间相对高
。

然而医

疗人员 向病人或家属提供专业 医疗意见时或解

释用 药剂量时必须特别谨慎
,

归类为社 区类别

的 医疗 口译 员不可随意在译文中加人主观意见
。

社 区 口译 员之显化程度相对高
,

但须视情况和

需要作适当 的 显化
。

口译过程 中显化现象被视为克服语言和社

会文化差异的应对策略 ( p 6 e h h a c k e r ,

2 0 0 4 : 1 3 5 )
,

一般而言显化是在译文中增加字词
,

照理适 当

的显化能促进双方相互理解
,

但无的放矢增 加

译 文 字 词 容 易 造 成 累 赘 而 引 起 理 解 负 担

( H e l t a i
,

2 0 0 5 )
。

口语与 书面语本质不同
,

前者

相对累赘后者相对精炼
,

听众能借助于 口语中

累 赘的部分理解讲话者 ( C h e r n o v ,

1 9 9 4 : 1 4 0 )
,

因此衡量 口译质量不能完全根据笔译标准
。

尽



C h i n e s e T r a n s l a t o r s J o u
rn

a l

管累赘 的情况在 口语中难 以避免而且有其实 际

用途
,

但 C he u n g ( 2 0 03 ) 的实验结果显示 口译

听众所使用 的 各个质量评估标准存在相互影响

的关系
,

即 只要 口译使用 者认为其 中一项不达

标
,

整体 印象也大打折扣
。

口译译文若过度 显

化而流于哆 嗦是否 影响听众对 口译质量 的整体

评鉴不在本文讨论范 围之 内
,

但值得透过实证

研究分析
。

显化程度和 口译场合及语段内容关系密切
,

本文所讨论之场合为一国领导人在 国 际会议中

演讲结束后之答 问部分
,

听众 以世界各 国政经
名 流之与会人士为主

,

因 此可归类 为政治外交

类别
。

徐亚男与李建英 ( 1 9 9 8 ) 归纳 中国政治

外交措词的 四 点特性
,

分别为
“

明 确
” 、 “

婉转

含蓄
” 、 “

守分寸
” 、 “

准确
”

( 5 1
一

5 4 )
,

因此译员

所传递 的资讯也必须符合此 四点
。

同 时任小平
( 2 0 0 0 ) 认为元首讲话的场合为正式场合

,

因而
口译员 的灵活度低

,

译文尽量保持忠实不可随

意增加
、

删除
、

修改
。

本文认为政治外交 口译
时显化程度既要顾及原语中 的遣词造句也需考

虑译文的沟通效果
,

国 际情势风云突变
,

政治

外交用语须顾及许多 因 素固有 的特点
,

同时 口

译也须顾及跨文化交际所涉 及的各个层面
。

外

交场合显化程度较为动态
,

既要配合经过深思

熟虑 的原语
,

也要 附合 目标语所属 文化 的语言
习

`

惯
。

讨论 口译显化 的研究 以西方学者偏多
,

如
s h l e s i n g e r ( 19 9 5 )

、

s e hj o ld a g e r ( 19 9 5 )
、

N i sk a ( 1 9 9 9 )
、

G u m u l ( 2 0 0 6 )
,

B a u
m g a rt e n e t a l

.

( 2 0 0 5 )
,

但都以

同 声传译为讨论对象
。

针对 中外语互译里显化

现象的论文却又以笔译为主
。

薛沛文 ( 2 0 0 7 ) 是

少数研究汉语 口 译 显化 现象论文之一
,

研究语

料撷取 自王大伟 ( 2 0 03 ) 书 中所编列 90 年代 中国

官 员在不 同记者会 中交传翻译 书面资料
,

语料

数 目庞大
,

论文分析难免 比较概括
,

对汉译英

中连接词使用 之结论与前人一致
。

案例分析方

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具体
,

例如吴小力 ( 2 0 07 )
、

常

笑 ( 2 0 0 7 )
、

金艳与陈铭 ( 2 0 0 8 ) 皆属此类
,

分别

研究单一记者招待会之汉译英交传 口译
。

但三

篇论文所采 用 的理论框架不一
,

研究焦点各异
,

并无深人讨论显化现象
。

翻译中的显化与翻译作为跨文化
、

跨语言交

际的本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

人类学家 H al l ( 1 9 7 6)

的
“

文化分类模型
”

( C l a s s i if e at i o n o f e u lut
r e )

,

是

根据语言表达特性 区分不 同文化
。

此模型为连

续体
,

一端为高语境 ( ih g h co nt ex )t 文化
,

另一

端为低语境 ( fo w co nt ex )t 文化
,

纯粹以相对共

享文化 ( s h a r e d e u l t u r e ) 的多寡分类
。

除了以语

境高低分类外
,

中文与英文所属 的文化可分别

以
“

团体取向
”

和
“

个人取向
”

归类
。

团体取 向

强调集体
、

等级
、

间 接
;

个人取向则强调个人
、

公平
、

直接
。

(H e i s e y
,

2 0 0 8 : 1 3 3 )

中华 文化归类为 团体取 向 而语言则 为高语

境语言 ( G u a n ,

2 0 0 0 : 3 8 )
,

语言使用 者间语境共

享文化相对多
,

因此 口语沟通 时言者不须花太

多唇舌
,

听者 即 能通 过语境而知晓 言者何 意

(W
u ,

2 0 0 0 : 1 8 7 )
。

相对而言英语文化却归类为个

人取向
,

英语则属低语境语言 ( G u a n ,

2 0 0 0 : 3 5 )
,

共享文化相对少
,

口 语沟通 时必需 比汉 语具

体
、

仔细
,

而且逻辑性强
,

条理分明 (w
u ,

2 0 0 0 :

1 8 6 )
。

英语
“

句子里的名 词
、

动词
、

形容词都

有 比较严格 的对应 关系
,

但在汉语 中 并 不存

在
”

(金立鑫
、

白水振
,

2 0 03
: 5 2 )

,

所以汉英 口

译时英语译文 中须增补原语语境 中之含 义
,

此

过程 即为本文所论的显化现象
。

本文利用 汉语

和 英语在语境 与文化所 处 的 不 同 位置 作为基

础
,

利用 H al l ( 1 97 6 ) 的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分析

语料
,

比较原语和译文
,

尝试找 出 隐于汉语显

于英语的部分
。

二
、

研究方法
(一 ) 语篇 分析研究 法

语篇分析法是研究在某一社交情境 ( s o c i al
s e t t i n g ) 中人们彼此沟通的语言方式 (W

a l l im a n ,

2 0 0 一: 9 5 )
,

也适用于探讨
“

为何
”

与
“

如何
” ,

切

合语篇分析法的研究取 向
,

因为语篇分析法必

须考虑语境 (W i d d o w s o n ,

2 0 0 7 )
,

而本文讨论的

语境处在 由 中 国政府形容为总理
“

信心之旅
”

的欧洲行
,

全球各个经济体在金融风暴肆虐 中

无一幸免
,

中国 是少数能继续保持成长的经济

体
,

出访欧洲有特别 的政治
、

外交
、

经济涵义
。

案例 分析法所研究 的对象为个 别事件
,

结

论不可 能视作某一学科的 通则
,

然而知识的累

积需要经过 自下 向上的 发展
,

影响 曰 译的各项

原因众 多
,

语篇分析法能针对某特定 1[ 译情境

作深人讨论
,

经过多 次 同类案例分析后可具体

勾画轮廓
,

从中 窥探端倪
。

本文 以语篇分析法

对 比 原 语 和 译 文 的 听 写 稿 作 实 证 观 察

( s h l e s i n g e r ,

19 9 9 )
,

根据俞文显化定义从中寻找

译文显化部分
,

目的为探讨个案语料 中固 定 的

显化型态 ( R o y
,

2 0 0 0 : 1 1 )
。

(二 ) 语料

本文所采用语料 为 2 0 0 9 年初 中国总理温家

宝在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大会发
一

言后与该论坛行

政主席 K al
u S S ch w ab 对话的录音听写稿

。

对话

全长 2 0 多分钟
,

但 cS h w ab 的第一个问题和结语

部分均无交传 口译
,

所 以 不在 本文考虑之内
,

因此本研究所采 用 的语料全长约 1 9 分钟
,

听写

为文字稿
,

无标点
,

停顿处以
“ / ”

标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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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分析

听写稿完成后用源语和译文逐句对比分析法

寻找译文显化原文部分
,

标志后利用定性研究

通用 的方法编码
、

编项
、

归类
,

以字母 S 代表源

语
,

T 代表目标语
,

最后整理 出三大类别
:

一
、

配合语法规范的
“

不可或缺
”

型
;

二
、

添加语境
资料以方便理解的

“

语境补充
”

型
;

三
、

译者主

观选择的
“

可有可无
”

型
。

分析结果如下
:

1
、

不可或缺 ,

不可或缺是指为配合译人语语法规范所必须

显化之处
。

中英两语
,

既不同文
,

也不同种
。

译
文若紧贴原文

,

而忽略显化 隐含意义
,

译文语
法不规范

,

结果不能译 出原语讲话者 的原意
。

1 :5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提 出 /今年经 济增长

要保持 在 / 百分之八左右
I T : U n d er

s u
ch

e

icr nnt
s t a n e e w e h va

e s e t ht
e at gr

e t

of
a gr o w t h r at e

of ab ou
t s% fo r

ht
e
ye ar ZOO g

句子 1 5 中若在结束前加上
“

的 目标
”

意义则

相 当 明确
,

但汉语 口 语规范并不十分严谨
,

虽

然原语 中所用 的动词为
“

提出
” ,

熟悉 中国的听

众却仍然能意会保八是一项透过种种努 力而希
望达成的

“

目标
” ,

而且总理发言的时间是年初
,

在经济全球化的总体环境里
,

中国 在未来一年

的 经济发展受国 内外多 从变数的影响
,

因此原

语表达利用 留有后路 ( n o n 一

co m m itt al ) 的修辞手

法
。 “

目标
”

一词隐含在源语语段 中
,

译成英语
却需要考虑到原语中

“

提出
”

一词
,

因此必须将
所

“

提出
”

的某项
“

目标
”

显化
。

另外译员并非

直译
“

提出
”

为 P r o p o s e d 或
s u g g e s t e d

,

既然名词

为
“

目标
” ,

英译时需注意动词搭配
,

所 以译员

选用
s e t t h e t a r g e t o f 此词组

,

一方面配合英语语

法
,

同时也能恰如其分配合 原语的修辞手法
。

2 :5 我们将高度重视并且 为 气候 变化贡献 自

己 的 力 量
Z T : w e at k e ht e i s s u e o f c lim

a t e e h an g e v e ly s e ir o u s ly
,

a n d w e w i l l c o n t in u e t o e o n t r i b u t e o u r s h ar
e i n m

e e t ign
ht

e c h a l l e n g e o f c l im at e e h a n g e

在 2 5 中虽然
“

贡献力量
”

前述的 目标为
“

气

候变化
” ,

但讲者并非要表达
“

贡献力量使气候

变 化得 以 实 现
” ,

所 以 不 可 贴 近 原 文 译 为
“ c o n itr b

uet
o u r s h

aer
t o c lim at e c h an g e ” ,

因为此译法
代表中国将继续使气候变化恶化

,

完全违背讲者

所表达的原意
。

原语 中隐含了贡献力量以应付气

候变化
“

所带来的 问题或挑战
” ,

英译时译员使
用摆脱原文束缚的方式显化括号里讲者没有明说
的内容

。

若译员忠实的按照字面翻译
,

译文则可

能 与原语
J

哈恰相反
,

引起误解
。

2
、

语境补充

另外一种显化并非为 了配合译文语法规范
,

而是因为语种
、

文化不同
,

某些事物一方是耳熟
能详

,

但另一方却可能前所未闻
。

为体贴必须依

靠译员的听众
,

译文中加入解释
,

显化语境内容
。

3 5 : 中 国是国 际 气候 变化公 约和京都议定 书

的参加者

3:T C h i n a 15 a P颐 y ot ht e U n it e d N iat
o l l s F r a r o

ew
o kr

C o

vn
e n t ion

o f C lim a t e C h a ll g e/ an d ist K y o ot P or ot c ol

译员若直译
“

国际气候变化公约
”

为 I nt er an
-

t ion al C

oVn
e n t i o n o f C l im aet C h a n g e ,

则容易引起听

众误会 中国 签署 了 另外一项气候变化公 约
,

译
员因此把该公约全名译出

,

同时加上 i st 以显化
京都意向 书 与公约间 的关系

。

4 :5 大家知道 / 在制 定十一五规划的 时候 / 我

们 已经 才巴节 能减翻卜作 为 约束性指 标
4 T : A s y o u

kn
o w i n fo mr

u l at i n g o ur e l e v e n
ht if v e

界 ar p l ’o g r a l l l Ib r n a it 皿
a l e e

on
o
m i e an d s o e ia l d e v e lop

-

m e n t / w e h va
e a ir e a d y s e t m an d a t o yr t a r g e t s fo r o u -r

s e l v e s i n t e

mr
s o f s

va i n g e n e r

gy an d er du
e in g P o l lut i o n

同样
,

译员也显化
“

十一五规划
” ,

使听众
了解此规划是每五年为一期

,

现行的 已经是第

十一个
,

内容是关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

所

补充的语境 内容对汉语听众而言只要提到
“

十

一五规划
”

就能直接联想
,

但对大部分非汉语
听众或对 中 国不甚 了解的听众却无法做此直接

联想
,

显化后有 助于听众理解
。

3
、

可有可无

最后一种显化是可有可无型
,

顾名 思义
,

缺
乏此类显化对译文听众理解影响不大

,

增加后

可能更清晰表达讲者意义
,

但也可能使译文听

上累赘
,

然而累 赘却是 口语交际 中的一项特点
。

口译性质短暂
,

听众无法像 阅读译本般逐字推

敲
,

也无法 「过耳不忘 」牢记前文句意
。

3
.

1
.

显化
“

中国
”

及与 中国相关
5 :5 坦率的说 /今年经 济要实现百分之八的 目

标 是异 常 困 难 的

S T : ot b e 11o n e s灯 i t 、 v o u l d be
a 扭11 〔〕“ l er t o a c ll i e v e a

g or w t h r at e o f s% o f t h e C h i n e s e e e o n o
m y o f 2 0 0 9

6 5 : 中国有 巨大的储蓄 / 大约有 4 6 万亿 / 其 中

居 民储蓄就在 2 0 万亿 以 上
6 T : C h i n a h a s m a s s i v e s a v i n g s / w e h a v e a b o u t a

s
va in g s o f 4 6 饭ll ion R M B Y t l a l岁 a n l `〕

gn w ih ch 2 0 itr l l
lon

R M I3 Y u
an b e lon g t o h o us he

o Id or i n d i v i d u a 1 s
va

u 1g s

作为 中国总理
,

温家宝回应问题时以中 国国

情为重心
,

语段 5 5 中不使用
“

中国
”

或
“

我国
”

等词无碍理解
,

然而 S T 英语 口译中却明晰化
,

使

不懂汉语者清楚明了所指为中国之事
。

同样
,

语

段 6 5 中隐含存款之货币种类
。

美元为国际流通货
币

,

发言场合在中国境外
,

与会者来 自世界各地
,

若不显化所述存款的货币种类
,

可能容易 引起误



C h i n e s e T r a n s lat o r s J o u rn a l

会
,

因此 6 T 使用
“ R M B Y u a n , ’

显化后能减少误解
。

3
.

2
.

显化国际
7 :5 众所周 知这场金融危机给 中 国实体经 济

造成 了冲 击

7 T :
as w e al l k n e八邢 山e in te m at i o n al if n an ic al e ir s is h a s

in ill e et d a ar tll e r b i g l t l l P ac t
on Ul e C h il l e s e er al e e o n o ll l y

8 :5 在 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 时候我们 需要加

强合作
S T : in m

e e t ing ht e

int
e m at i o n a l if n an

e i a l e ir s i s/ i t 15

im P e r a t iv e fo r th e

wt
o e o u n t ir e s

ot
e

hn anc
e e o o P e r at i o n

中文语料部分 出现三次
“

金融危机
” ,

此危

机源于西方但波及全球
,

中国 也无法独善其身
,

交传 中所有 金 融 危机都如 S T 和 7 T 般加人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一词以显化此影响全球的危机

。

3
.

3
.

显化语气
9 :5 中国政府知道 自 己的责任
g T : ht e C ll i n e s e g vo

e

nmr
e n t kn ow

s i t s r e sP on
s ib i l i

-

t i e s fu l l w e l l

10 :5 但是 / 我们经过努力还是可 以达到的 / 其

理 由是
10 T : B llt 1 s t i l l h o l d ht e e o n v i e t i o n ht a t w i t h h a r d

w o r k/ w e w i ll b e
ab l e ot att

a in ht i s g o

al/
t h e r e a s o n s o f

m y e o n if d e n e e

aer
t h e

fo l l o w in g

温总理的身份加上当时说话的语气
,

使懂汉

语的听众清楚了解 中 国政府 的决心与信心
。

译
员 若只做字面处理

,

其效果必大打折扣
,

因此
g T 句子最后增补

“

fu H w el l ”

以显化中国政府对
自己责任的认知程度

。

而 l o T 则加人
“ h o l d t h e

c o n v i c it on ht at
”

和
“
m y c o

inf d e n e e ”

以显化中国政

府坚信不移的信心
。

以上两例句所增补之处都

能锦上添花显化语气
。

3
.

4
.

显化形容词
1 1 :5 一些工 业品 的价格开始 回升 / 企业库存

和港 口 积压 的货物开始 减 少

1 I T : t h e P r i e e s o f m aj o r i n du
s t r i a l P r o d u e t s h a v e

s tart
e d t o P i e k u P / t h e i n v e n t o ir e s o f 七u s in e s s e s a s w e l l

a s t h e e o
m m

o d i t i e s
an d g o o d s h e l d u P at v a r i o u s P o rt s

h va
e b e e n er d u e i n g

工业品若非主要
,

其价格 回升则对规模庞大

的中国经济而言意义甚低
,

译员显化
“

m aj or
”

这

一形容词 以突显工业品价格回 升的意义
。

同句
“ P o rt s ”

为复数
,

但字前显化
“ v a r i o u s ”

一词却能

突显所述乃普遍现象
,

非零星个案
。

12 :5 在奥 巴 马 当选总统 以后
12 T : s h o rt 1y a

fet
r B a r a k O b am

a w as e l e c et d ht
e n e 、 V

P r e s i d e nt o f ht e U n i t e d S t at e s

译文 12 T 中译员选择显化奥 巴马当选为
“

美

国新任
”

总统
,

形容词
“ n e w

”

与动词
“ e l e e t e d ”

的配搭可再斟酌
,

一般使用
“

fo r t y fo rt h
”

比较常

见
。

而 1 2 T 中的
“ o f t h e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

则属
“

显

化美国
” ,

其效果与
“

显化中国
”

和
“

显化国际
”

一致
,

能让听众清楚 了解句 中名 词归属
,

但若

不显化也无伤大雅
。

3
.

5
.

显化数字
135

: 12 月份是 7 千亿元 /今年前 2o 天达到 9 千

亿 元
1 3 T : T h e if g u l℃ fo r l a s t D e e e

m b er w a s 7 O 0 b i l li o 可
a n d i n t h e if r s t 2 0 d a y s o f t h e n e w y e a r o f 2 0 0 9 / t h e

if g t l r e s s ot o d at 9 0 0 b i l l io n

听众要理解一连 串 数字可能会增加认知 负

荷
,

译员在
“ Z o d盯

s , ’

和
“ 2 0 0 9

, ’

间加上
“
ht e n e w

y e
ar

o r
, ,

紧接
“ 2 0 0 9 ”

后也加上
“

ht
e if g

uer
s s t o o d

at
” ,

虽有画蛇添足之虞
,

但却形成缓冲 或能帮

助听众更理解数字所代表 的意义
。

三
、

研究限制与缺失

本文以个案为研究方法
,

但客观因素造成以

下缺失
:

1
.

既然为个案研究
,

本应采访译员 以求证分

析是否正确
,

但本文无法联络译 员
;

2
.

本研究并无利用 平行语料库作译文检验
;

3
.

语料中
“

隐化
”

现象不多
,

难以深入讨论
。

四
、

结论及未来方向

口译场合
、

语境和服务对象变化多端
,

因此

口译 员必须随机应变
,

采取合宜的译法
,

所 以
“

显化
”

程度的深浅
、

次数的 多寡
、

种类的区别

等无法一成 不变
,

因此本文结论纯粹针对单一

个案
,

不能 以偏概全
。

本文在分析中 归纳 出三

种 比较明 显的显化现象
。

不可或缺的 显化是为

符合译文语法所增 补部 分
,

若 缺乏则 语法 不

通
,

语意不详
。

语境补充的显化补充发言方耳

熟能详
,

但听众可能感觉陌生 的资料
,

若缺乏

则可能使听众不知所指
;

可有可无型则 属锦上

添花
,

若缺乏 既不构成语法错误
,

也不妨碍听

众理解
。

本文发现译文语料 中凡是有关 中国
、

他 国

的事项都呈现显 化倾 向
,

译文听来清晰
。

此现

象可能与译 员个人习惯或职前培训 所建立的 专

业认知有关
,

认为既然所翻译的对象为一国总

理
,

而听众又来 自世界各 国
,

一言一语 影响 很

大
,

因此可能认为需要 明确译文 中所指事项的

归属
,

以减低被误会或断章取义的风险 ( P y m
,

2 0 0 8 )
。

本文认为译员所处的会议性质
,

以及讲

者和译 员悬殊地位及权力都能对译员 是否做类

似显化产生影响
,

未来若能利用 相似研究工具

分析 同 类语料则 可厘清此 现象属于 偶然 或 必

然
。

语料 内隐化部分极少 可能涉及语料规模
、

翻译语言方向
、

语境特性等方面
,

但须待更多

研究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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