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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口譯：不只靠熱情支撐！隨時充實自己並把握時機 

 

金婉婷 

剛接到編輯邀稿時，心中忐忑了好一陣

子，總覺得自己沒有資格高談闊論口譯工作，

畢竟學歷比我高、經歷比我豐富的同路人比

比皆是。想了很久，思考到底這篇文章能夠帶

給讀者什麼呢？我能提供什麼呢？後來決定

下筆，一方面想到或許能提供給未來接到口

譯工作的朋友們當作參考，一方面希望透過

描述接案過程中的波瀾起伏，向大家分享我

對口譯這份工作最誠摯的熱情。 

一份超越想像的工作 

第一次接觸口譯工作時，是在 2011 年暑

假宜蘭國際童玩節。起初只當作一份暑期工

讀，但報到後了解詳細工作內容，才發現這份

「法文隨隊」工作內容包羅萬象：從外賓抵達

後適應台灣生活起居及飲食開始，安排表演、

接受採訪、翻譯傳統文化意涵、協助採買並製

作外賓家鄉料理、與其他國家團隊交流等。 

然而，不只是中法口譯，這份工作帶給我

的訓練與收穫遠超出我原本的想像。宜蘭國

際童玩節每年都會邀請超過 20 個國家的團隊

來台演出，工作團隊規模也十分龐大，所有工

作人員謹守本分使一切順利運作。印象最深

的是，同時和幾百個外國人住在同樣的宿舍

裡、和多才多藝的表演者們交流、同時與 30

名外語隨隊及上百個其他部門的同事奮力工

作，看著每個人嘴上說著各式各樣的語言，也

感受著不同文化背景磨擦出的火花。 

我負責的布吉納法索舞團共 20 人，最小

的 5 歲，最年長的 60 歲。在台灣待了兩個月

的時間，他們在外希望呈現他們傳統又富含

意義的舞蹈，然而於心境上有思鄉情緒也有

文化衝擊。於公於私，我與另一名法文隨隊都

盡力協助，希望他們感受到台灣人民的熱情

接納與親切的態度。這也讓我注意到，若主動

和外賓打招呼、用法文聊天、開玩笑、一起吃

飯、試著學習他們的方言，就能產生交心的感

覺，讓人感受到友誼與被接受的重要性。 

而身為法文隨隊，從食衣住行、工作表演

到參觀體驗，工作上有很多機會進行中法口

譯。而在使用中文及法文為台灣和布吉納法

索團隊溝通協調的過程中，漸漸感受到自己

過去在學業上付出的努力，居然有一天可以

成為原本無法溝通的雙方互相理解的橋樑，

既實際又令人欣慰。這不僅是對自己口中說

出的一字一句感到無形的力量，更是對幫助

他人感到活力充沛且不可思議。 

於是，口譯工作成為我的熱情所在，只要

有任何口譯工作機會，我都想嘗試。然而真正

的口譯之路，並沒有想像中的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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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以口譯身分與法國精品合作 

在這之後抱著滿腔熱血，幸運地接到了愛

馬仕舉辦的工藝節口譯工作。這是我第一份

因為喜歡口譯而應徵的工作，與另外還有 5 位

法文口譯一同面試、訓練、共事。但是在光鮮

亮麗的「法國精品」外表下，基於公關公司預

算考量，此次口譯時薪並不高。反觀工作期間

愛馬仕讓我們每天配戴的絲巾，卻標示著我

們工作一整個檔期都還買不起的價格，想來

頗有趣。 

愛馬仕工藝節的主要內容，在於展示各產

品的製作過程，例如絲巾刺繡、皮包車縫、鐘

錶調校等，而我所負責協助口譯的法國工匠，

則是以畫筆沾取純金金粉來繪製水晶杯。口

譯們主要的任務：將參展民眾提出的問題翻

譯成法文給工匠，再將工匠的回覆翻譯成中

文給參展民眾。最令人緊張的，是第一天的開

幕記者會，為數眾多的鎂光燈不斷閃爍，一個

個問題接踵而來，雖然一切順利，但仍感受到

整個團隊腎上腺素提高、祈禱不要有任何差

錯。 

工作期間，除了認識了愛馬仕最知名的幾

項商品的專業製作過程，口譯們和工匠們亦

成了朋友。雖然工作時需要不斷講話、長時間

站立很累，但大家相處愉快、工作氣氛佳，因

此整體而言，是非常好的經驗。 

在愛馬仕之後，還陸續接了法國聖米歇爾

山知名餐廳的主廚培訓口譯，以及法國索邦

大學文學教授訪台接待口譯等工作。儘管對

口譯工作充滿熱情，基於學業考量，沒辦法當

全職口譯。當然，那時候的我也還沒發現，全

職口譯並不是一份可以說做就做的職業、也

並非一段能夠輕鬆規劃的職涯。 

全職自由接案 

學業結束後，在各式各樣與法文相關的工

作領域繞了一圈，累積各種酸甜苦辣的經驗

後，決定成為全職法文口譯，開始了一段自由

接案的歷險。 

2017 年是台灣法文口譯市場相當蓬勃發

展的一年，我接到的其中一個案子是龐畢度

中心公眾推廣部門副執行長來台行程之口

譯。參考資料既然提供不多，那麼就是考驗資

料蒐集能力的時候了！於是，一遍遍看著官

方網站的文字敘述、過去相關活動照片、

YouTube 採訪影片等等，我刷遍每個 Google

搜尋結果，能夠做的功課都要做，以備不時之

需。 

貴賓抵台後，第一場是在北教大舉辦的教

師研習，主題為兒童藝術教育推廣與方針。幸

好事前準備派上用場，幾個特殊專有名詞也

順利譯出。但是最後 Q&A 時間，雖然已經請

提問者講中文，但仍有人想嘗試著用英文溝

通；因此貴賓聽完微笑看著我，我也還是依照

提問者的意思翻成法文，再將貴賓的回答翻

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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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則是協同貴賓參加餐會，與法國在

台協會主任及聯合數位文創董事長等共進晚

餐。面對滿桌高階主管及重要貴賓，除了口譯

內容須準確，還須顧及用餐禮儀，而用餐過程

中若口譯人員同時負責中譯法及法譯中，最

大的困難莫非是一邊用餐、一邊聆聽發言，還

要抓準時機放下碗筷，趕緊口譯！幸好一切

順利，很榮幸獲得多方肯定與鼓勵。最後起身

準備離開時，才發現我沒抓緊機會享用美食，

趕緊塞了兩顆小籠包進嘴裡，逗得眾人呵呵

笑。 

台灣法文口譯需求 

然而一般來說，由於地理位置、交通可達

性及政治外交因素，台灣的法文口譯市場很

小，需求量不大，幾乎沒有長期配合的案子，

也未必每個月都有機會能夠接到案。就薪水

而言，或許一個大案子短期內能賺進 10 萬元，

但說不定接下來的兩個月都沒有案子，那麼

薪水就是 0 元；這不僅僅考驗著我對這份工

作的熱情，也屢屢讓我在沒有案子的期間不

斷懷疑自己是否能力很差？做人很失敗？哪

一步走錯了？甚至覺得自己沒工作很窩囊等

等，自信心無止盡地往下墜。 

-就算好不容易接到了案子，還是可能遇到這

些口譯工作開始前的狀況： 

1. 案主從未與口譯合作過，不知道該從何開

始。 

2. 參考資料非常晚才寄過來。 

3. 講稿只有講者有，活動開始前 10 鐘才與講

者第一次接觸。 

4. 案主有預算，但一直溝通希望口譯費用可

以打折。 

5. 活動前兩天臨時要口譯人員配合特殊服裝

穿搭還要寄照片審核。 

-口譯工作進行時可能發生的狀況： 

1. 請法文口譯偶爾幫忙翻譯一下英文，結果

忙到沒辦法準時吃飯休息。 

2. 臨時請法文口譯登台協助貴賓翻譯感謝

詞，台下有三千名觀眾。 

3. 講者講得太盡興於是脫稿演出。 

4. 高階主管對貴賓熱情親切，卻避免和法文

口譯相視握手。 

5. 貴賓指定要吃漢堡王的華堡套餐搭配

Nespresso 膠囊咖啡，否則不開工。 

-口譯工作結束後可能發生的狀況： 

1. 剛口譯結束腦筋一片空白，完全忘記要請

領薪資。 

2. 案主在活動結束兩到三個月後才匯薪資給

口譯人員。 

3. 匯薪資時無論是否同間銀行、無論款項多

少，皆扣除 30 元轉帳手續費。 

4. 貴賓熱烈邀請去夜店或酒吧，但口譯人員

已精疲力盡心有餘而力不足。 

5. 希望口譯人員可以免費友情協助送機。 

在這之中我發現：把握機會經驗累積很重

要。因為儘管遇到困難，但是尋找解決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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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吸取到的經驗都能為下一個案子作

準備，同時也增強心理素質及抗壓性。工作中

專業有禮、處變不驚、親切自然、認真負責又

懂得適時為自己及他人著想的態度，全都是

學習來的，是一次次溝通、協調、教訓中獲得

的寶物。 

懷抱信心繼續前進 

前述狀況琳瑯滿目，不過大多都是心境上

的挑戰。有一些則是技術加心理層面的挑戰，

例如：案子是自己不熟悉的領域、詞彙艱難而

預算較低、案主臨時起意找口譯因此準備時

間非常短等等。因此，除了平時不斷接觸不同

領域以吸收知識，這時候最需要的就是勇氣，

勇於挑戰自己的勇氣。 

在台灣，至今我還沒有遇過同樣將法文口

譯當作全職工作的夥伴，但這不減我對法文

口譯這項職業的熱情，因為我透過工作過程

中，感受到自己在社會上的功用與生存意義。

現在，就算我斜槓做口譯，也想把握每次機會

做自己最喜歡的工作。 

從一開始連報價都不知道要怎麼報，到現

在能夠分享一些經驗供大家參考，除了自己

累積的心得外，也要感謝許多不厭其煩、保持

開放態度與我分享的朋友們。幸運地，在工作

中能認識許多厲害的自由工作者，以及過去

曾經接過法文口譯、筆譯的前輩們，耐心與我

分享他們的經驗。 

也要感謝所有相信我能力能勝任各項活

動的工作夥伴及朋友們，和每位與我合作過

的貴賓。因為口譯這項工作，讓我可以有這麼

多機會和全台灣、甚至全世界頂尖的各領域

專家們相遇，每次都大開眼界、見賢思齊。敬

佩之餘，更要求自己不斷精進，為未來有一天

能把握機會站上世界的舞台，做充足的準備。 

 

(本文作者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研究

所，現為自由接案工作者，斜槓法語教學、接

法文口譯、也當法文導遊接待外國遊客一起

發現台灣的美好。曾任淡江大學法文系講師、

國立戲曲學院法文通識課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