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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旨在探討日本現代文豪川端康成所著之《伊豆?踊?子》和其中英翻譯的比較。第一章為引言，揭示研究動機與方向

。第二章則是作者背景介紹並探究川端康成的創作動機。第三章著重於中文翻譯，比較余阿勳的《伊豆的舞娘》、劉華亭

的《伊豆的舞娘》和葉渭渠的《伊豆的舞孃》的優缺點。第四章則聚焦於Edward George Seidensticker的英文翻譯本和三本

中譯本之間的優缺點比較。第五章為結論，總結全文要旨，並論述如何經由研讀中英翻譯中之優譯、略譯、加譯和誤譯等

來提升中文、英文和日文的閱讀和翻譯能力。

關鍵詞 : 川端康成、伊豆舞孃、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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