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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碧秀

創造象徵符號是人類主要活動之一，它是人創造象徵符號是人類主要活動之一，它是人

類心智的基礎運行步驟，且隨時運行不輟。類心智的基礎運行步驟，且隨時運行不輟。

—蘇珊．朗格（Susanne K.Langer, 1895-1982）蘇珊．朗格（Susanne K.Langer, 1895-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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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年九歌出版的《尤利西斯》版本，2022 年《尤利西斯》出版百年紀念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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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年（2022）適逢艾略特作品百年紀念，國內九歌出版社出版了艾略特詩選套書，由黃國彬著名譯者註解為最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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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熱銷的三個版本，分別是吳妍儀譯（野人文化）、徐立妍譯（遠流）、楊煉（時報），志文出
版的新潮文庫《我們》也有其它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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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書雖非主流文化，但也開始受到關注，韓國搭影視熱潮也大大提升書市外譯。

注釋

1. 萬倍琳撰文。〈肄業生打下版權代理一片天〉，《今周刊》，頁 76。
2. 〈與故事去更遠的地方 I》臺灣出版外譯現況報導 ft. Books 

From Taiwan，2021-01-28，產業專題研究及調查報告〉，https:
//taicca.tw/article/f169edc7，檢索日期：202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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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黃寶澟著；簡郁璇譯。《歡迎光臨休南洞書店》（臺北市：采實文
化，2023）。

10. 薩米爾欽著；吳憶帆譯。《反烏托邦與自由（原著：我們）》（臺北
市：志文出版，1997）。

11. 西雅圖酋長演說；劉泗翰譯。《西雅圖酋長宣言》（臺北市：果力
出版，2021）。

12. 約翰．內哈特著；賓靜蓀譯。《黑麋鹿如是說》（新北市：立緒文化，
2003）。

13. 維吉尼亞．吳爾芙著；宋偉航譯。《自己的房間》（臺北市：漫遊者，
2017）。

14. 黃國彬著。《世紀詩人艾略特》（臺北市：九歌，2022）。
15. T．S．艾略特著；黃國彬譯。《艾略特詩選 1（1909-1922）：《荒

原》及其他詩作》（臺北市：九歌，2022）。
16. T．S．艾略特著；黃國彬譯。《艾略特詩選 2（1925-1962）：《四

重奏四首》及其他詩作》（臺北市：九歌，2022）。
17. 金息著；胡椒筒譯。《女人與她們進化的天敵：女人的敵人是女

人？！是生物本能，還是弱弱相殘？》（臺北市：時報，2023）。
18. 妮塔．普洛斯著；李麗珉譯。《房間裡的陌生人》（臺北市：春天，

2023）。
19. 法蘭克．赫伯特著；顧備、蘇益群、老光、劉未央、魏晉、甄春雨

譯。《沙丘六部曲》，（新北市：大家出版，2021）。

3. 「臺北市立圖書館—好書推薦—各級學校閱讀書單（2009-
2022）」，https://tpml.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139F
7F7A2487563D&s=17A7C8FE4F1EA00C，檢索日期：2023/11/07。

參考書目

1. S．I．早川和艾倫．R．早川著；林佩熹譯。《語言與人生》（臺北
市：麥田出版，2014）。

2. 史考特．克里斯汀生、科林．薩爾特爾著；林凱雄譯。《改變世界
的 100 本書：這些書，徹底翻轉了歷史的方向，就此形塑我們的
未來》（臺北市：創意市集，2020）。

3. 詹姆斯．喬伊斯著；金隄譯。《尤利西斯》（臺北市：九歌出版，
1993）。

4. 賴慈芸主編。《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臺北市：聯
經出版，2019）。

5. 比爾．戈斯坦著；張綺容譯。《世界一分為二》（新北市：木馬文
化，2022）。

6. 喬治．歐威爾著；徐立妍譯。《一九八四》（臺北市：遠流，2012）。
7. 喬治．歐威爾著；吳妍儀譯。《一九八四》（新北市：野人文化，

2015）。
8. 喬治．歐威爾著；楊煉譯。《一九八四》（臺北市：時報文化，

2020）。



065

臺灣書市有近半數是從國外引進的翻譯書，與此大相逕庭的是，美國只有 3% 是翻譯書，英國也只有 4%，然而倫敦和紐
約卻幾乎主宰了全球翻譯書的市場，譬如德國有 80% 的翻譯作品譯自英文，越南譯自英文的出版品也占翻譯書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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