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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緒論:翻譯的新甘兆戰

 無庸置疑，過去二十年來通訊科技、國際金融

 和全球經濟造成人類溝通方式和需求的改變，這些

 改變對翻譯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翻譯的形

 式、做法、媒體和管道愈來愈多。例如翻譯的媒介

 從紙本轉到螢幕;翻譯的表達加入新的符號形式，

 不再受限於文字，聲音和影像也成為翻譯處理的對

 象;翻譯竹管道增加，從傳統的郵寄擴展到透過網

 際網路和傳播媒體;翻譯客戶也因管道的增加而有

 新要求，例如，壓縮翻譯交稿時間，這些變叫

 馴譯範疇持續擋展。

 -科技大學口筆譯研究所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 81^高雄市楠梓區卓越路?號，高雄第--科

 技大學口筆譯研究所。E-^﹁]ai^: y^chuan^(^^cc^l]s.^kfu，st.edu.^tw

 翻譯範疇擴張帶來新的挑戰，主要有兩個特

 徵:一方面，出現資訊一致化的傾向，主要是科技

 和商業翻譯方面，目的在於有效管理和流通資訊。

 另一方面，出現有資訊多元化的傾向，主要是在

 社會和文化翻譯方面，目的在於結合資訊和地方特

 質。

 伴隨新挑戰的出現還有新名詞，但這些

 名詞一開始並不是從翻譯領域衍生出來的，

 例如「全球化」( gtobalizat^on)、「國際化」

 (^^]ternatio^]a^^zat^on)   ^「專門4E」(^pec^a^^zatio^)

 「多語化」( mu^tilin^^^a^^s^n )、「在地化」

 (^ocat^zat^o^)等。全球化在經濟、政治、文化等

 方面都有出現(Marcus, 2004)，在現今的資本主

 義或後資本主義社會，全球化更是常被當做是社曾

 經濟術語，和企業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pon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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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et^刊^，2004)。在地化則和電腦相關產業比蛟有

 關，就是把一項產品或服務以特定的語言和文化呈

 現。就本質而言，全球化和在地化都是商業或市場

 導向。就其影響力而言，這兩個名詞從經濟領域進入

 其他很多的領域，而翻譯學即為其中之一。

 武、全球化和在地化在翻譯學的定義

 本研究將以Ja^nes Holmns (1988)對翻譯學的概

 念來檢視全球化和在地化的定義。Ho^ms提出翻譯學

 包含純翻譯學研究和應用翻譯學研究，純翻譯學研究

 可分為兩個領域，一是理論性研究(^heoret^calj   1

 一是描述性研究(Descript^ve)，前者從翻譯資料中

 歸納出原則、理論和模式，再從這些原則或理論去解

 釋翻譯的現象和問題，後者則描述翻譯的現象和過

 程。合起來看，純翻譯學研究比較注重翻譯活動的整

 體現象。至於應用翻譯學研究是指譯者的訓綵、各種

 翻譯輔助工具和翻譯政策、評論。

 在翻譯學和翻譯活動的領域中，電訊翻譯

 (^e^etrans^at^on，包括透過網路所執行的翻譯，

 或是網路相關領域的翻譯)和機器翻譯( machine

 tra^]s^at^on )，這兩個區塊因為和電腦及網路的關係

 密切，所以最早使用全球化和在地化這兩個名詞

(^'Haga^], [996; O'Hagan & Ashwo^nh, 2002; Hutc^]^^]s

 & So^]ers^ 1992; Sprung, 2000)。在電訊翻譯和機器翻

 譯的領域，或者說是翻譯輔助工具的區域申，全球化

 是指一種產品「透過技術層面在地化後即可使用」

 (L^SA, 2000)，在地化是指「處理語言和文化障礙

 來促進全球化的一種過程」(O'Hagan, 2002: 66)。上

 述的定義看來似乎有些淺商，只能看出這兩種概念息

 息相關。在地化可視為幫忙達成全球化的^具。這樣

 的定義，反應應用翻譯研究的領域只針對特定翻譯的

 活動引用這兩個名詞原本在商業方面的定義，沒有延

 仲討論它們的定義。

 但是在應用翻譯領域引起注意後，這兩個名詞也

 在純翻譯研究引發討論。到目前為止以西班牙學者

 Antho^]y py^的研究蛟為深入。他針對這兩種概念目

 前在軟體、產品文件、網路科技、和一些國際新聞翻

 譯的實際應用上，做以下的定義(Py爪，200^) :在地

 化是把產品的語言和文化部分轉換成適合當地(國家

 或地區)使用和銷售;全球化是商業方面的議題，主

 要是把產品銷售到全球的市場;國際化是把產品概擴

 化，讓產品能符合多種語言和文化的習慣，所以國際

 化是處理產品設計和文件的階段。根據這三個定義，

 可以說全球化是最終的目的，而在地化和國際化都是

 達到全球化的手段和過程。

 P^^選擇務實的方法，也選擇採用原來全球化

 和在地化在商業上的觀點，而不是從翻譯的觀點看全

 球化和在地化，所以在他的定義中刻意避免翻譯兩個

 字出現，因為Py^n指出，在地化的業界和理論裡，

 翻譯不是討論的議題，例如Bert Esselink ( 200^)為

 在地化所列的專有名詞中，找不到翻譯這個詞，也就

 是從全球化的觀點，在地化並非翻譯的同義辭，所以

 不能將翻譯和在地化畫上等號。此外，全球化和在地

 化在他的定義中還是侷限在特定的討論範圍，也就是

 前面提到的電訊和機器翻譯，還沒有遍及所有的翻譯

 活動。

 因此，就定義而言，到目前為止翻譯學者還是小

 心翼翼地處理這兩個名詞，維持它們原來商業取向竹

 定義，與翻譯整體活動保持切割。換句話說，在目前

 翻譯學這兩個名詞的定義，是由全球化的角度看翻

 譯，而不是從翻譯的角度看全球化。

 參、從全球化的角度看翻譯

 由全球化的角度看翻譯，而不是從翻譯的角度

 看全球化會產生什麼問題?首先，根據以上全球化

 和在地化的定義，首先可以看出商業的影響力和

 「產品」這個概念的重要性。不管是在地化還是全

 球化，最終的目的就是推銷產品，因此推銷產品所

 要處理的所有元素都是在地化要處理的內容。從這

 個角度來看，翻譯活動以速度為基本的考量，以免

 延誤產品的行銷，至於「句法結構和用語的合宜性

 則被視為次要考量」(Shih & Tang, 2006: 49)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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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翻譯觀念和純翻譯研究對翻譯的了解相去甚

 遠。翻譯學的理論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皆重視作

 者、譯者、和讀者在翻譯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重視

 原文語境和譯文語境對翻譯的影響，也重視文本因

 素、文化因素、社會因素、符號因素等等在翻譯過

 程中的相互作用。但是，從全球化和在地化的角

 度，以上種種的因素都不是很重要，商業的利益才

 重要，馴譯的概念回歸到兩種語言的交換，傾向翻

 譯單一開始對翻譯的定義。

 其次，在地化的過程中，因為商業利益的考

 量，節省成本和資訊管理也是重點，強調對特定文

 本(如使用手冊、產品說明書等)的資料建構和術

 語一致性，而翻譯科技或翻譯脯助工具變成訓練譯

 者最重要的項目，因此語言的磚換作業單位偏向短

 語或用語(phrase leve^)，以配合語料庫和用詞方

 面的統一管理(Py^, 2004)，以方便全球化的運

 作。然而，純翻譯研究對翻譯的作業單位從一開始

 以字詞、短語或用語為基礎，演變到奈達(N^da,

 ̂964)和卡特福德(Catford, 1965)等學者以句'于．

 (^e^]te^lce le、，e^)為研究的基礎，在九^年代已經發

 展到以文本(^ext leve^)為主(Trosbol-g, 1997)   l

 甚至文本以?  ( beyond  text )  Frg議題，如篇章

 (^iScou^^s^)   ^文類(^enr^)等(Baker, 1998)   1

 作為研究翻譯和翻譯活動的單位。這顯示，全球化

 的角度注重翻譯的管理和語料庫的建立，講究翻譯

 的準確性和效益，所以翻譯耍以/^、單位為主。

 另外，全球化的定義顯示，產品經由翻譯，透

 過在地化的包裝﹁最後銷售到世界各地，這是層層

 分工的過程，好像工廠的作業線一樣。在這個生

 產過程中，翻譯是在第一層的作業，接著在地化

 在第二層，最後是全球化在最頂層，它是屬於商業

 行為。其實全球化本來就是從商業的利益和效率老

 眼，這樣層層分工就是^^種管理和控制的表現，以

 求達到最高的效率和最大的利益。但在翻譯學的研

 究中(純翻譯和應用翻譯研究)，效率和商業利益

 不在研究的範圍內，換句話說，翻譯學不討論如何

 賣譯作、也不討論如何以最快速度完成翻譯，即使

 在機器翻譯和電訊翻譯的領域，也只討論如何利用

 脯助工具提高翻譯的效率。但是，這並不表示翻譯

 研究排除商業因素對翻譯的影響，有些翻譯理論對

 商業因素在翻譯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多有著墨，例如

 目的理論(Skopos t^leor^)   o

 總括說來，從全球化的角度(經濟或商業的角

 度)看翻譯(翻譯學中的翻譯概念)，有四項主要

 的差別。第一，全球化的角度將翻譯狹義化，將翻

 譯焦點放在語言信息的轉換，其他文化、修辭、符

 號等因素變為次要。第二，翩譯單位傾向短語，不

 是句于，也不是文本。第三，全球化和在地化的

 目標是產品，所以全球化和在地化過程中的翻譯，

 也是為最終的產品做準備，但翻譯學討論的終點是

 翻譯出來的作品，這個作品不一定是產品。第四，

 全球化的過程有階級，在地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翻譯則是在地化的一部分。這四點在翻譯學界引起

 爭論，追根究底，這四點都是翻譯的狹義化所致，

 尤其是第四點，因為翻譯學者如果從廣義的角度解

 釋翻譯，可以把在地化納入翻譯的一部分，以下將

比較翻譯的狹義化和廣義化看全球化和在地化的差

 別。

 蛇、從翻籬學石全球化和在地化

上述四點反應科技的進步和世界的潮流對翻譯

 研究造成的衝擊。翻譯學從一九七。年代發展成一

 門獨立的學科(Baker, 1998)，專注於研究各種翻

 譯理論和實務，對翻譯的概念逐漸擴展，從文學翻

 譯、非文學翻譯、廣告翻譯、網頁翻譯等等，早已

 將愈來愈多的因素納入翻譯的一環，對於全球化把

 翻譯概念狹義化，對某些翻譯研究的學者來說很難

 接受，就如同Py^n在(在地化模式可以從翻譯理論學

 習到什^ ? )   (^hat Loca^^zat^o^) Mode^s Can Lear^)

 斤o^a Translat^on Theory?) ^文中(2003)提出的五

 個反問一樣，包括翻譯真的只是在地化的一部分?

 翻譯其的只是語言的磚換?翻譯其的只是應用語言

 學的一部分?翻譯的原文和譯文一樣?翻譯在全世

 界都一樣? Pym對這些反問的答案很明顯，都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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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這透露目前一些翻譯學者的立場是傾向擴展

 翻譯的概念，認為在地化只是翻譯的一種。

 要定位全球化在翻譯研究的地位，首先要了

 解全球化的運作。全球化是從資訊一開始的削造

 (Create)，到資訊的取f# (Acqu^^re)、資訊的

 管理和儲存( Storage & Manag^)，然後把資訊在

 地fE ( Localize j，包括翻譯和選擇合適本上的內

 容翻譯，以及建立翻譯名詞資料庫等，最後是把

 在地化的資訊送給所有需要的部門、公司或客戶

 (^rovts^on)，再公布(Publish)到網? (web)或

 印成紙本(^an, 200^)，這個過程也可說是全球資

 訊循環管理，如圖^所示。所以全球化是資訊從無到

 有、從有到不同版本、從不同版本到市場的一個過

 程。壬

 """土

 G^Oba^^nfOr柵hO^^L沌CyC比Mana呂e^nen^信^^迫匕Cr。牠)口

 取^旱(Acquire) —^管理和^諸存( S^orage & Manage ) —^在士也
 "，，"，，"‥--' 化(LOCa^^ZG)~y于^垂(PrOV山。U+公布(Pub^^Sh

 洲^上刊口洲^^^衍;"笛;::

 徒^;^^:W^(:^作=芷埋白Fan(2005)^

 翻譯學並非從原文的創作開始考量，也不考慮

 譯文的分配及發表，因此翻譯研究只專住於原文，

 盡量將原文整體呈現。若是將一般翻譯的過程，從

 原文的創造開始探究，也可能和上述全球化的過程

 一樣。從這個過程看來，全球化的定位相當淤資訊

 流動的過程，不只是電訊翻譯或機器翻譯適用，一

 般翻譯在未來數位化後也適用。

 此外，全球化這種商業導向的過程，反應當前

 的社會環境，也就是所謂的語境(^o^ltex^)，很多

 mm學^ (Hat^^]] & Wason, 1990, 1997; Hatim, 1999,

 200^; Toury，^995)對語境和翻譯過程的關係做過深

 入的研究。如果把全球化當成是翻譯過程的語境，

 那麼全球化一方面影響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選擇，

一方面有受到翻譯過程的影響而加強全球化或在地

 化。所以本文作者認為，從全球化看翻譯過程，可

 說是一條線行的資訊流動(圖一)，翻譯是資訊流

 動的一部分;但如果從翻譯看全球化，則全球化不

 只是資訊的流動，而是一個環境或語境，和翻譯過

 程做另一個面向的交流，如圖2。

TJ. Source Text-

U

Globalize

Translation Process

Localize

 Ta^召et Tex^

 刷^ ^^"j西^:d吵4至球仙:^^^夜;流

 西料來源:作者自行整明。

 當翻譯成為全球化或在地化的一個推力，成就

 全球化或在地化的一個環境，如此一來，全球化

 和在地化的定義就和前面提過的大不相同。紐馬

 克(^eter New^nar^)在"No G^oba^ Co^n^nu^^]^cat^on

 W^thout Tra^]s^at^onw ( 2003 )報告中指出，所有種

 類的翻譯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促使經濟、科

 技、文化、商業全球化，這些全球文化和全球認同

 與主流語言和文化有密切關係。這種關係推動英語

 自二十世紀下半紀以來，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語言

 (Do^^eru^p l 1997 ^ 89)。因此，翻譯造成的全球

 化幾乎與英文的全球化同步並進，創造出英語文化

 的全球化需求。另一方面，由於翻譯竹目的是為了

 讓本土的讀者瞭解原文，以達到溝通目酌，因此翻

 譯必須融入本土市場，運用本土的文化和語言特

 色，根據不同的文本、題材設定特定範圍的讀者。

 所以，翻譯對本土的定位和文化有穩固的效果，以

 抵抗英語化、主流文化和全球化的影響。這就是從

 廣義的角度看看全球化和在地化。和前面的定義比

 較，透過翻譯活動造成的全球化和在地化似乎方向

 並不一致，全球化和在地化似乎也沒有階級的分

 別，而是兩個對等的力量相抗衡。

 但是，廣義翻譯概念下的全球化和在地化真的

 互相牴觸嗎?我們可以用維努地(^awrence Vcnuti)

 的異^fb (fore^gn^za^t^^)和^^TE (do^nest^cat^on)

 的觀念來檢視和推測在地化和全球化未來的變化，

因為歸化和異化是維努地用來區分譯者在面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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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文化和次要文化時所採取的翻譯策略(^enut^ '

 1998)。異化指的是透過翻譯以保留和強化且前主

 流語言、主流文化的翻譯策略，歸化則是以提升次

 要語言、次要文化的地位，與主流語言及文化相互

 兢爭、抗衡。顯然地，維努地是把英美文化語言"肖"

 成主流，而其他非英美文語言文化當成次要。就此

 觀點來看，異化與歸化的翻譯策略相互衝突。也就

 是說，如果翻譯是形成文化認同來重新呈現外國文

 化，這個外國文化同時也建立了本國主觀性，那麼

異化就是選擇和重現翻譯作品來建立外國文化和外

 國認同，不可避免地和歸化所追求的本上效果和認

 同相互牴觸。但是，採取歸化或異化的策略後，效

 果是否也相互衝突?

 以下先就中國翻譯史中的異化和歸化的運用，

 檢視這兩者的效果，依照翻譯策略分四個階段討"

 論，包括佛經翻譯階段、基督教傳教著作階段、

 五四運動階段，以及與歐洲接觸的階段。

 佛經翻譯是將梵語譯成漢語。這兩種語言的權

 力關係是由宗教因素所主導，因此，原文所要傳達

 之訊息是神聖且不可擅自竄改的，結果就造成了譯

 文讀者理解上的困難。原文文化的優越地位決定了

 翻譯策略，此策略異化了譯文，並建立了新的思想一

 佛教。而當時佛教是不存在於譯文文化酌。但是，

 現在佛教思想已經融入到中國文化，並成為了中國

 思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顯示雖然異化是最初翻

 譯的策略，但隨著時間和譯文社會的變化、融合外

 來文化的種種因素，使得翻譯達到歸化佛教文化到

 中國文化及語言的效果。

 第二階段的基督教傳教著作也與宗教相關，但

 其影嚮力卻不如第一階段，因為基督教著作只占這

 個階段的一小部分，例如，聖經。主要的翻譯資料

 還是與科學相關的領域，像是數學、天文學、地

 埋，以及物理等。這些資料都來自於西方的語言，

 翻成漢語，再經過政府官員的整理後，成為了譯文

 文化的一部分。當時的譯文文化強盛，因此以中國

 為中心的態度成為主流，讓譯者傾向使用了歸化竹

 翻譯策略，顯示原文語言與譯文語言的層級關係。

翻譯論聰

 這個情況下，反而是譯文語言被塑造成丁霸權、主

 導的語言。然而，基督教著作在後來卻膊變成為一

 種獨特的外國觀點及認同，不如佛教文化的中國化

 程度，這也顯示了譯者使用的歸化策略得到的效果

 並不平行。

 五四運動指的是在二^^-^紀初的許多政冶和文

 化改革。提到五四運動的原因是，這個運動是中國

 思想與語言上的一個明顯轉變。在思想方面，中國

 主要的社會思想已從帝國主義轉變為國家主義，傳

 統主義轉變成了現代主義，保守主義轉變成了自由

 主義。五四通動之前，翻譯著作皆採取歸化策略，

 只選擇可以同化到申國傳統價值的資料來翻譯，林

 紓即為這時期的代表譯者。然而，維努地(^e^lut^,

 1998)指出，翻譯歸化的過程中，國內文化與政治

 議題並未完全將外國元素排除在外，而是開敢了中

 國想要與國際競爭的^鬥過程，於是造成了原文文

 化與譯文文化兩者的磚變。也就是說，原文文化並

 沒有歸化成譯文文化，反倒是原文文化比譯文文化

 強勢，受到譯文社會的認同，因而在譯文社會裡顯

 出異化的效果。

 最後，與歐洲國家接觸的階段是在二+^-世紀的

 後半段。當時，中國語言與文化正在尋求一個平衡

 點;為了要藉由語言與文學的異質性，促進文化膊

 變，翻譯有時是採取異化策略，有時則採歸化策

 略。因為申文文化及話言處在一個貿驗性的階段，

 測試現代化的程度和進展。可以說，歸化和異化都

 是想藉由翻譯達到現代化的手段。既然這個階段並

 沒有主要的翻譯策略，所以比較無法釐清翻譯策略

 的選擇所造成的效果。

 以上的討論顯示以歸化或異化做為翻譯策略，

 其結果不一定如預期，因此這兩個方向也許一開始

 的出發點不同，但結果卻不一定相違背。在地化

 和全球化也是如此，如同道勒拉昔的看法，他認

為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的衝突在未來會漸漸化解

 (Do^^erup,^^97)。他表示全世界翻譯工作呈現前所

 未見成長的原因有二:第一，主要的語言，特別是

 英語，成為了國際上用來溝通的主要語言。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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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要語舀的社群為了埋懈上的刀便，偏奸以自己的

 語言溝通。也就是說，道肋拉昔認為英語成為國際

 上最主耍的溝通語言的過棍，可以與發展次要語言

 並存。因此，他的結論是，全球化與在地化趨勢看

 起來可能會相互矛盾，但在現買巾，這兩個趨勢其

 實可以並存。因為在主要語言與次耍語言不平等山^^

 地位中，比起主要語言，次要語言與文化史酋因為

 全球化和在地化而受益以及豐富。而且，金球化與

 在地化也會將主要文化同化，使其成為次要文化的

 一部分。

 此外，從上面的討論得知，全球化和在地化與

 興化和歸化並不柵同。全球化和性地化是二"^"批紀

 末期的產物，配合國際整體的大環境而產生竹，因

 此，全球化和在地化與興化和歸化所處理的問題屆

 次不同。全球化和庄地化是國際級的層次，興化和

 歸化足國家級的層次，所以凡是以國際概念柑關的

 翻譯，如網頁、文學作品、技術文本、線上報紙及

 雜誌、廣告，以及字幕酬繹等，所考量的不只足翻

 譯策略，而是翻譯的效果與功能。糟由電腦與網路

 的脯助，在各種文本的翻譯過憚巾，都同時牽涉到

 丁全球化與在地化。

 純"余球化矽姥口吐化判";，^4;"遐于簿溯念^7勺7酌螺

 以上的討論，主要足懂清全球化與在地化在特

 定的翻譯活動(歐體、產品文件、網路科技、利一

 些國際新聞翻譯)，和目前翻譯學對這兩個名詞的

 用法。現貿中，因為網際網路和電腦的普及，煎來

愈多竹翻譯活動也受到以商業為本質的全球化所影

 響。所以我們必須考慮，如果--般翻譯不再以原文

 為依歸，改由以產品做考量，那翻譯竹對等觀念又

 該如何處埋?

 以全球化對翻譯產業所造成的衝擊來說，^^^含

 利波特》( Harry potte^)的翻譯足一個典型的例

 于。英文的語高和文化藉著此書吋翻譯席捲各地，

 由此可如，全球化對泛英文化的正面效果。對中文

 來說，哈利波特的翻譯並沒有矮化或削弱中文的語

 言和文化，反而刺激中文語言及文化往一個新約而

 向發展，而中文語言及文化X因為地域性及政治性

 酌因素，使中文譯本的在地化產生許多版本，例如

 大陸版、臺灣版等。

 為了比蛟兩個譯本如何反應在地化和全球化，

本文作者選擇比蛟兩個譯本對書名和書申咒語的翻

 譯，討論產品的襯念以哪種方式進入翻譯的過程

 中。

 從表^看來，就格式上大陸譯本和原文書名形

 式上比蛟對稱，因為原文和大陸譯本都有對等連接

 元可「a^八d」 斥何丘  每一本書都有不同的書名，阻

 都以哈利波特為主題。臺灣的譯本則用哈利波特為

 每一本書吋書名，另外加上副標題，並且在副傑題

 上多出原書名沒有的字，如「神秘」、「消失」、

 「逃」、「考驗」、「密，。就翻譯的對等觀念而 「考驗」、「密，。

 言，臺灣譯本顯然表面上對等的程度蛟低，不僅形

 式不對等，意義也不對等。但是為什麼要選擇放棄

 形式和意義的不對等，而選擇強調每本書的書名都

 有哈利波特這四個字。就是受到產品觀念的影響。

 想把哈利波特變成商標，使臺灣的讀者很快的接受

 人^   1^，卡^^汲斗"刀^W^"l:^^:^「，文i，眾名．^．"匕蛟

 ":文浴．尚

 Harry Po^^er a^d the S^^rce^．0^"S^one

 ̂^arry po^^^r a^d t^^^ cham^^be^． of Sec^e^s

 Harr．y Po^^cr a^d the p^．^so^^e^． Of Azkaban

 Ha^．ry ro^^e^． a^^d lhe Gob^e^ OF F，^^．c

 Harry Po^^e^． a^^d the O^．de^． Of^lhe P^^oe^^ix

 ;i吋．^叫^^^帛^^'斤，^寸□行肚川‥

 大懶諜本消‧^乙

 哈利．波特與班法石

 怡利．坡忖與茁宇

 咕刊．波特與阿茲卡班的囚徙

 哈刊．波特與火焰仟

 哈利．波特與楓凰祉

盤懶雛本絆名

怡刊波特神秘血慨法石

 """"""血""

哈利波特阿茲卡班的逃犯

 '。'"""""""

 哈刊波特趴風酋仙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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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2    1哈糾波^i-l-. l^'品閂翻^i^^;^^^絃

 ．腺文L．-;""大隙籬本

 Acc^o Avis Co^^opor-飛來飛去^飛焜併辟^

 a^us Cruc^o Dc^etr而伙伙採鯛^蹤心酬．汙^

 Dcnsa^geo D^^^^ndo消隘無蹤^門什姓大

 DlSsend^u^n Enervate榨^凹分咒裂^坐右掩

 Engorglo Evanesco蠅^炔快倪穌^速速璉

 F^agrate F^^r^^^^n-大^消籽拙蹤^傑記瞰沸^哨哨陣^噩噩兮

 cLIlus Impe^^^^^^enta現^火烤熱辣^陣蹶曳．止止，不渣^繩繩禁^

 仙pe^^o [mper．v^^^s弗^瑰棚出妓^防水防^fL^^^^;它^咄咄失^疾

 ̂n^arcerous lncend^o濕^迎速焚絀^火焰熊疾，肋……^路摸思^

 Leg^^mnenS L^co^no-熊^撇神取念^……移

 ̂or L^^nos助^螢比閃爍^

 溺泌離琳;．

 速速前^飛飛冉^密密

 膠^咒咒侶^吹吹除^

 涎涎牙^吩吩綻^ Ww;^^^水

 肺^萎萎起^暴暴吞^

 消消臟^那辣燃^熔熔

 "六^…"．""

 負．^，^%^^原．^^^^^^:^^^V^V叱C．^v^n^^g．cO而廿Po^^e^^^^^^^cx．山^^^^

 和這四個字相關的產品，例如電影、玩具等。另

 列、，在臺灣譯本書名多出來竹字是從哪來的?顯然

 足從書的內容中擷取酌。臺灣的譯者不以原書名為

 翻譯的對象，而將整合書名和書的整體內容為翻譯

 的對象，目的是為了讓整本書成為產品。

 因為這本書是描寫--御少年上魔法學校的故

 事，所以魔法咒語酌算是這本書的特色之一。表2

 列出哈利波特咒語的翻譯節錄。原文的咒語大多是

 從拉丁文轉變的，在英文的原文中顯得突出而古

 老。比較大陸的譯本，咒語的翻譯多採意譯，少

 數音譯，形式上以四字格為主(表2中42個咒語

 中，有37個翻譯成四字格)，還有一些套用成語，

 如「障礙重重」、「魂魄出竅」、「左右為難」、

 「無聲無息」等。臺灣的譯本柑較之下，形式上人

 多採取第一和第二個字重複，柑對突出咒語表達形

 式的統一(表2中42佣咒語中，有37個第一和

 第二字相同)，這種形式有時造成意義瞭解的困

 難，例如「吼吼燒，、「破破心」、「噴噴障」、

 「咄咄失」等，從字面上很雛判斷咒語的作用。這

 種形式的選擇並非來自原文的影響，而是譯者對這

 次^碑i離本‥．"．"．"．俞濺繹水．
．

 ．-^…．-．-‥‥-‥

 移形幼衫^移形幻呼呼杉^"浮，瑚屍

 影^屍骨冉現^諾克JT !魔蹦雌^吶剋

 斯^ —忘皆空^磁花斯^空唯週忘^畔

 盛開^收拾^閃回前僕喲^打包^呼呼，

 咒^盔甲誣身^悄蟬研咒現^破心誕^噓

 細語^速速締/卜^粉嘛梆^嗽嗽統^雌囉

 身碎骨^力牴勁泄^消^嘶嘶泄^ ^彼

 恢供如初^例嘴呼啦修^哩吐二卜咄^叱

 啦^滑稽滑稽^ if埋叱，荒恃^滅滅淨^

 一新^烏龍出洞^ il^蛇蛇政^默臥梆^哄

 韓無息^盤昔洪亮^哄辮^ Wu^:nl^:尖^

 昏昏到地^

Mobil iarbus

Mobilicorpus

Morsmordrc

Nox Obliviate

Orchideus Pack

Prior Incantalo

Protcgo Quietus

Rcducio Rcduclo

Relashio Reparo

Rictusonipra Rid-

dilulus Scourgify

Serpensorlia

Silencio Sonorus

Stupefy

 些咒語酌包裝，讓它們成為這個颱法冒險故事的一

 項產品特色。此外，大陸譯本和臺灣譯本都不傾向

 音譯，而偏向讓譯人語的讀者能很快接受咒語酌翻

 "睪一
 ，"。
 口-

以上兩個例千透露出產品的觀念不只已經進入

 一般翻譯，而且還把產品的概念推向全球化。翻

 譯學近年來的理論，如目的理論、功能理論、和

 以譯文為導向(^arget-or^ente^)的翻譯理論，也有

 討論產品的概念影響翻譯的對等，但是在那些理論

 中，產品的概念也是以譯文的社會環境為主，也就

 是說，翻譯出來的作品只檢驗曾不會受到譯文的社

 會和讀者的接受。在全球化觀念進入後，翻譯出來

 的作品必需能和其他的譯文社會做成串連的效果，

 才能達到全球化的目的。以哈利波特的書名翻譯為

 例，臺灣和大陸的翻譯都有產品的概念在翻譯的對

 等上，但是臺灣的翻譯比較強調商標、品牌的概

 念，如此才能與其他語言的翻譯產品一起發揮影響

 力，不同語言的版本形成一個全球都能分享且認同

 的哈利波特的文化，使哈利波特成為全球化的商

 品，換言之，哈利波特的中文翻譯要和其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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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翻譯一起發揮作用，才能讓任何一種哈利波特的

 商品出現，就都能夠被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消費者接

 受。

 因為全球化產品觀念的影響，所以翻譯的對等

 概念從傳統的原文對譯文的對等(一對一)，磚成

 原文產品對全球譯文產品的關係(-對多)。這種

 關係並不一定是對等關係，因為原文產品中不一定

 每個元素都會被轉成譯文產品的一部分，而且譯文

 產品中也會新加入了一些和原文不相關的元素。原

 文產品中元素的選擇和譯文產品中元素的添加，是

 受到翻譯環境(^o^]tex^)的影響，也就是和全球化

 與在地化相關。Py^n (2004)也注意到這個現象，

 他甚至說翻譯以前的對等概念已死，取而代之的是

 他所謂的「人工對等」(art^^nc^a^ equ^va^ence)，不

 再是動態對等(dy^]amic equiva^e^]ce)或功能對等

 (funct^ona^ equ^va^enc^)。這種新的對等觀念將是

 未來研究全球化和在地化的重要課題之一。

 控、紳諭:全球化對翻"^^何;彭縛

 全球化與在地化是新時代的產物，它們對部分

 翻譯區塊的影響遲早會擴及到翻譯整體產業，它們

 所代表的是未來的趨勢，由於科技的廣泛使用與快

 速發展，整個翻譯活動都將與電腦、網路相關，而

 且電腦和網路遲早會成為翻譯過程的一部分，因此

電訊或機器翻譯對全球化和在地化的觀念有指標性

 的價值，未來可能將資訊流動的過程和翻譯過程相

 結合，成為翻譯研究的課題。全球化和在地化也會

 因為翻譯定義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定位。

 就狹義的角度，全球化是整合資訊的流程，在

 地化是根據不同的社曾需求作調整，而翻譯則是根

 據不同的語言作調整。就廣義的角度，兩者皆是翻

 譯活動對外在環境的交互作用，一方面影響翻譯的

 過程，一方面也因為翻譯的過程而加強。換句話

 說，狹義的翻譯和廣義竹翻譯，影響全球化和在地

 化在翻譯學的定位。狹義上，翻譯是在地化的一部

 分，而在地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兩者之間的層次

 不同。廣義的翻譯則把全球化和在地化當成文化的

 議題，沒有層次的差別。

 最後，翻譯的對等觀念(^qu^va^enc^)原本是以

 語言為主，以原文和譯文的相互作用為對等觀念的

 根本。但隨著外在環境的變化，對等觀念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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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效果。如此一來，翻譯不再受限於原文，翻譯也

 不再是語言的轉換，而是實實在在的創作一個產

 品，一個能夠行銷全球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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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ification

 T肘^ ^附偽研C丑Ce Of GGlOb忿HZ忿仍0丑0貼可Y色且^^缸仿0「

Ying-Ting Ch^ang
．．．．．．

 Nat^On引KaO怕^L^埤F叮StU八^VerS^[yO仁SC^enCeandTCC^N]O^O呂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rough th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finance and culture, the social context is changing and reshaping, making impact on translation

practice, translation industry, not to men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thus explores how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ranslation industry is changed by the

social context and how translation studies reflect the change. This paper begins with exploring

internet-related translation, due to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echnology, to analyze the features

produced by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this area. Then, these features are used to

demonstrate whether general translation is under the same or similar influence by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Thirdl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ranslation studies should be modified by the

features and change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issues: to approach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to clarify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o discuss the

concept to equival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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