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 译

张 伯 龄

在中学诰文教学中,常要求学生进行翮洚文言文的练习,这对学生文言阋读能力和

玑祗汊语表达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都是有枳极作用的。如某是ˉ篇元标点的文言文,要

学挂先给它加上标点而后再翻择成琬代汊语,还可以锻炼学生的分析、判渐能力。那

么,该怎梓指导学生翻泽文言攴呢?下面谈些粗浅的体会。
∶
文言文的翻译,也和聋镱其它知谀、Ⅱ技能

一
样,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试以 《战国

∶策 ·魏策》上的 巛南辕北辙》为例,搡索一下翻译的规律。

魏主狡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遘而庋衣焦不申头尘不去往见王白今者臣来瓦人

于大行方牝面而拧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日吾马良臣日马

|  虽艮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闯虽̀乡 此非莛之路也曰̌吾御者菩此数者念善而

离楚愈远耳今置劫欲戒霸王举欲信于夭下恃置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

尊启玉之动愈数而离主愈远耳犹至楚而牝行也

首先通观全文1把握大意。看了全文后,我 们通过 “欲攻” “闻之” “反” “往

见
'“

臣来” “持其驾” “马良” “用多” “御者善” “离楚愈远” “广地尊名” “犹

至楚而北行”等词语和句子,可初步了解原文的大意,它写的是季粱进谏的故事。进谏

的原囟是″魏芏欲玫邯郸”。进谏的方法是用闲谈的方式,讲途中见闯。进谏的回的在

于说明 “王之动愈数,而离主愈远耳”,使魏置不要去玫邯郸。

接着根溏对原文大薏的娌解来渐句。浙句的第一步是读出停顿,第二步是根据停顿

的长短、语气的强弱和意忠完整与否,确定应加的标点符号。这段文章,一开始交代了故

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却季梁进谏的原因。之后,着重写季梁对魏置讲的一段话。这段话

首先描绘ˉ个 “北面而持其驾”的人同季梁关于 “马良” “用多” “御者善”的几次对

笞,然后是季梁从中得出的结论一— “数者愈善” “离楚愈远”;最后指出魏置 “欲成

霸王” “犹至楚而北行”。根据这几个层次,断句如下:

魄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南反
^衣

焦不申,头 尘不去,往 见王曰g

“
今 者 臣来,见人 于 大行 ,方北 面而持 其 笃,告 臣曰:‘ 我欲之楚。

9臣 曰 8

‘君之楚,将美为北南?’ 曰:‘ 吾马良!’ 豆曰|‘ 马虫良,此非楚之路也。’

曰:‘ 吾踽多:’ 臣曰:‘ 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日 :‘ 吾御者善9’ 此

数者愈善,而 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主;举欲信子天下;恃王国之大,兵

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愈数,而 离王愈远耳9犹至楚而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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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篇无标点的义肓义来说,如果熊王碉搀加△标虑”可:以说就已纾翠.本 上瀵
·
撑

ˉ

了;因为只常正馋妁理解了,才能有≡确的标点o

下一步是用现代汉语来译述。如何译述呢?· 担握住古汉滑在字、词、句方面的窍出

特虑?是羽泽夂言义的科学依姆P也是翻译夂言文的∵把钥匙。

古汉语昀特点,慨话起米彝宋出睁是:通假多、词悖滑Ⅱ词X舞,省略绎、倒寒多。

通假多。这是古汉语在用字方面的特点。通假,就是通用狙彼借Ⅱ妍 《鸿门宴》中
“张良出,要项饽'昀 f∥霉″?同

“
邀″; -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材的

∶̄华倍珐;同
钐背”

ρ在翻译时,就饔矛清这ˉ类词的通假关不,才能正确译出它们的茸思-   ∷

了解了谇∵特点,再育看 巛南臻扎辙》,对其中表面唇埤难于埤解昀词就豁然开:泔

了。如 “中道而尿
”
的 仟反″,周∴￠返″,即涿回。 “衣焦不申〃的 竹焦〃,同 ζ憔〃,

即憔悴,这里是 f皱缩〃昀蓐尽; f申”9同 彳伸”,即 彳伸展
”

`~“
平展〃昀意思P

知道这些宇是通假字,∶ 就不会姆
“
屎
”珲解为 “反对〃 f相反″,担 “

焦〃理解为 f烧 :

焦
”,把 “'申?理解为 ζ申明”或

“
申请″了p    ∷     ∶ j  ∶ Ⅱ

附带悦明,这里既说通假宇,X说 “这∵类词的通假关系∷∶|暴因为:当 甲字是乙字

的通假时,甲在声音、意义上郡同乙,和乙的词惟
`词

义完全∷楫同9我们从形体不同的

角:度,称作宇,'从声音、'意
义、类另刂柙同的角度,称作词。当字与字有通假关系时,也

就成为词了。                        |  ∷    ∷

词性活。这是古汉语在词法△的显蓍特点。所谓词惟活,就是词性不定。虚词是这

样,实词也是这样,有的还跨虚词与实词两类。例如 “之″是个文言虚词,谭用:在不同

的语言环境里,它就有不同的词性。在 “欲诛有功之人” (《 鸿门宴λ 下勖 中,它 是助

诃;在 邸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中,它是代词,在 ￠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申1它是动

词l;在 “则吾恐豢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六国论》)中 ,它是连词。再如 “目?是 个实

词;在 “嗔目视项置″(《 鸿汀宴》)中 ,它是名词;在 〃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巛 张衡

传》)中 ,它是动词。古汉语就是这样,名诃可以作动词,形容词
ˉ
也可以作动讯,动词可

以作名词,形容词也可以作名词,甚至名词用作副词等等,都是词j性活的表现。翻译之

前,根据语法规律,揣摩一些诃的词性,有助于理解它们的意思。

∶ 了解了词性活的特点,再看 《南辕北辙》。先看 “之
’’字,在 “

季梁闻之”中。它

是代词”指魏王攻赵这件事;在 〃我欲之楚”中,它是动词, “往″、 “去”的意思o

在 f此非楚之路也”和 吖国之太,兵之精锐″中,它是结构助词,相当于 “的饣字ρ再

看 “数”字,在 “此数者愈善”中,它是数词,念 s幻氵,是 “几?∶ 的意思广在 狩王之动

愈数”中,它是副词,念 shuo,是 “屡次”的意思,这里引申为 “频繁
'的

意思。还

有 “王”字,在 仟往见王曰”中,它是名词丿 阝国王”的意思∷在 阝离王愈远耳″中,

是名词用为动词,要念甲ang,是
“
建立王业″的意思。此外” “广地尊名”中的 “广饣

和
“
尊
’
本是两个形容词,这里鄱用为动词,是 彳使土地宽广”、阝使名声尊太”氵的意思。∶

诃义多。这是古汊语在词法上的又∵个显著特点。词义多,即一词多义。这不仅是

由词性活带来的,而且即使属于同ˉ词性,也有多种意思。如 “负”字,在 巛廉颇蔺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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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列传》中都用为动词,但词义在不同的句子里却各不相同。在 “均之二策,宁许以负

秦曲”申,∷ 它是 ″春担’的意葸,在 “柏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嘁″中

'它

嶷 “违

背”的意思;在 “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中,t它是 “对不起”的意思·在 “秦贪,负

真强,以空言求壁″中,它是 饣倚仗”的意思,在 “肉袒负荆”中,它是 “背着”的意

思。另一种是多音多义词,由手同一个孛,读普不同;词义也就不同,这也是古汉语词

义多的二个康囟j对这△类多义痢:在翻译的莳候,就妻稂据上卞文酌意忠,∷ 从若干个

痢义中选角̄ 个最造当的。  ∷

∴ 据此苒着看巛南辕北辙》。 “王”,月是名词,在 “魏主欲攻邯郸”中9它是 “国

王”的意忠,在 “动欲成霸王”中,它是 “王业”的意思 (霸-王 ,指霸业和王业,这是

儒家学派两个常用的政治术谙)∶ “而丿,文中岗是莲词,∶ 也宥不向的词义和用法:在

〃方北面而持其驾”中,它表偏芷关系,I把修饰性的词语:“北商”莲
∷
接 到 动词 “持”

上,可不译;在 “犹至楚而北行”中,它表转折关系,柏莲接的 “空楚”和 “北行″两:

著在意思上相反,相 当于现代汉语里的 “却”的意总。再如 “吾用多”的 “用”,不是

动词、介词,而是名词,当 “资用”、 “路费”j诀。此外∵读音不同的多义词,除了在:

彳词性活”中谈到的 “数”字外,还有 “行”孛,在 “见人于大 行”中,-它念 hang,

“大行″即 “大路”的意∷总;在 “犹至楚而北行”中-它念虹h± ,是 〃走〃的意 思 j Ⅱ

△ 词性既活,j词义又多,怎么判断?最根本的原则是 “词不离旬,随文解词”。就是

说,要根据全句的语法结构来判断一个词的词性,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判断一个词的词

义j¨△个词究竟是什么词,当什么讲,离开了句子,离开宁上下文,∶ 就无法讲清楚。

、 省略多。这是古汉语在句法上的显著特点。文言文的省略成分,比起现代汉语的省

略成分来,要突出得多。在文言文中,主语、谓语、宾语的省略,介词的省略,量词的.

省略,介词所介的宾语省略,都是最常见的。由于省略多,自 然就形成了意思上的跳跃

大,乍看起来,∷ 连接不上,难于理解,译不成句。其实,只要我们把省略的成分补充出

来,不连贯的地方就连贯起来了,意思也就好理解了。翻译出来的文章,在行文上9补

充的成分,一般要加上括号 (方括号或圆括号均可)。

∷ 下面看
:看

《南辕北辙》的省略成分:

一、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而持其驾,告臣日:⋯⋯       ∶

这是四个分句。第一句是完全句9 “臣”是主语, “来”是谓语。第=句 是 简 略

句,∷ 主语 “臣”承前省略, “见”是谓语,“人”是宾语,-于大行”是补语。第三句也

是简略句,省略了主语,它的主语是第=句
中 “

,m〃 的宾语 “人
”。

∷
第四句也省略了主

语 〃人肛
,’ 即另阝个 “北面持其驾”的 “入〃。∶这些省略9在翻译时按现代汉语的语法习

惯,有的也可以省略,有的则必须补充出来。这四个分句,第二句的主语可
∷
以承 前 省

略,第三句的主语:必须补充出来,第四句的主语又可以承第三旬的主语而省略。因为前

两句主语相同,后两句主语也相同。翻译出来应该为:f刚才我来时,在大路上看见 匚-

个⒈人, E他〕正面对北方拿着缰绳驾他的车,告诉我说:⋯ ⋯”

】∴二、写季梁和 “北面而持其驾”的人对话, “臣曰〃∶是完全句,三个 “曰”是简略

句,省略了主语 “他” (或 “那个人”),译文要补充出来。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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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犹至楚而北行也。 “北”后省略了介词 “向”
或 “面”,即 “犹至楚而北向行

也”。 “北向行”,即 “向北行”9也就是向北走的意思。

四、季梁的对话中,两次用 “·⋯ 虽̈⋯⋯,此非楚之路也”的旬式。这个转折复句

的后一个分句,省略了关联词语
“然而”之类的词,翻译时要补充出来,译作: “·⋯⋯

虽然⋯¨, E但是)这不是 匚通向〕楚国的路啊:”

倒装多。这是古汉语在旬法上的又一显著特点。文言文的倒装,常见的有疑问代词

作宾语的倒装,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的倒装,介词结构后置的倒装 ,· 以及其他词序的倒

装,在翻译时,应按现代汉语的习惯,把倒装的成分顺置。

根据这个特点再看看 《南辕北辙》,文中也有倒装。 “方北面而持其驾”中的 “北

面
”j,是“

面北″的倒装,即面朝北方的意思1译为现代汉语要改变词序: “面朝北方拿

着缰绳驾他的车”
。

“
将奚为北面

”
中,“奚

”
是疑问代词,作介词

“
为

”
的宾语,这个宾语

倒置在介词前面,译为现代汉语也要改变词序为 :“为什么要朝北呢”
。另外 ,“见人于

大行”和 “举欲信于天下”中, “于大行”和 “于天下”两个介词结构,后置在动词之

后,译为现代汉语也应改变词序为: “在大路上看见 E一个人〕”和 “
做的事情要在天

下取得信任
”。

·

根据文言句法的特点,把省略的成分补出,把倒装的成分顺置,译文就能做到前后

连贯,文从句顺。∶

除了以上谈的要根据文言文在字、词、句方面的特点掌握翻译规律之外,译文还必

须注意两点 :

-是忠于原意。译文要符合原文精神,不走样,不曲解,不拔高。如把 “
今王动欲

成霸王”译为 “
现在国王的行动是想当霸王”,就失了原意,就是走样。如把 “方北面

而持其驾
”中的 “方北面”,解释为

“
面北方”的倒装,就是曲解 (因为

“方”是时间

副词, “正在
”的意思)。 至于拔高,指的是用今天的思想认识去理解古人的论述,添

枝加叶,无限提高,这更是不应该的J

二是尽量直译。翻译有意译和直译两种。转述大意或言外之意,统摄原意,另铸新

辞,是意译。古今对照,文白对照,对号入座,字字落实,是直译。意译
∵
只 求 传 神 达

意,直译要尽量保持原文的语序、句式和风格。如 “
头尘不去

”
一句,译为

“灰尘满头

顾不得洗去
”,是意译,译为

“头上的尘土 E也)不 E洗 )去”,是直译。直译可以看

出译者对原文词句的理解是否准确,所以考试时一般都要求直译。但有时,完全直译会

影响原意的表达和语句的畅达,为了不以词害意,就要以直译为主 ,∷对一些句子或句子

中的一些词语作适当的意译。

此外,译文还要力求明白流畅,∴ 合乎普通话的规范。

综上所述的方法和原则,得出 《南辕北辙》的完整译文如下 :

魏王想要攻打邯郸,季 梁听到这个消息,中途返 回 〔魏国),衣 服 皱 了
∷ 匚也〕不弄仲展,头上的尘土 E乜)不洗干净, E就 )去 见魏王说: “刚才我

∷∷来 E时),在 大路上看几 E一 个)人 ,正 面对北方, 〔手里〕拿着缰莼笃他的
:车

,告诉我说:‘ 我想奖到楚国去。
’   (下文转入

"页
)

·79·



点都是分论点,也是第四个论点的论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篇文章的分论点,有时也很重要,需要充分论证。但它只是

-个重要论点,并不是中心论点。在教学实践中,把一篇文章的重要论点误认为中心论

点是常有的事。如毛泽东同志的 巛介绍一个合作社》这篇仅有六百余字的文章,由于短

小精悍,博大精深,∵气呵成,∷ 结构严密,如果不认真分析文章众多论点的相互关系,

就难以把握其中心论点。有不少人认为该文的中心论点是: “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

人口是一个决定因素。”这是不准确的。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一方面是过去宣传 “人

多好办事”这种片面性已在一部分同志中根深蒂固,因而一看见这个重要的论点就认为

是中心论点,另一方面是从逻辑上搞不清中心论点与分论点之间的关系。

《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中心论点与分论点之间的关系怎样?

我们认为,全文的中心论点是从概括形势入手引出的:i“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

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在这∵旬中心论点

之前的三句话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 “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艹

各项革命:“正在向前奋进?,是证明、确定中心论点的事实论据。以下的都是 分论 点
(或证明分论点的论据),是从道理上分析和证明我国在短时间内可能赶上资本主义大

国的原因。这些分论点主要是: “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个决定的因素
”, “除

了别的犄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
“
木字报是∵种汲其有用的

新式武器。”很显然,这些论点是论证、说明中心论点的∷概括起来就是:因为人民群

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出米了;思想解放了,所以我国在ェ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

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如果按照有的教学参考资料上的分析,认
为 “除了党的领导外,六亿人口是个决定的因素

”
,那 么所谓 “决定的因素〃是决定什么

呢?总之。复杂的论说文的论点之间灼相互关系,我们必须仔细地剖析,才能辨明清楚。

(上文紧接79页)我说:‘ 您往楚国去,沟什么巽朝牝 E走)呢 ?’ 匚他)其 |

‘我的马好!’ 我说:‘ 马虽然好, ∈但〕这不是匚通向)楚 国的路啊!’ 匚他〕

说:f我的路费多:’ 我悦:‘ 路费虽然多,(但 )这不是 E通 向〕楚:国 的路

啊!’ 匚他〕说:‘ 我的车夫熊干!’ 这凡个条什越好,离开楚国就越远。今天

( 大王的行动 (是 )想建革霸业和王业,做的事情 E是 )要在天下取得信任, (

您〕却依仗国家的强大,军 队的精锐,去攻打邯郸9来扩大疆
·
域。抬高声望。

您用兵越频繁,距 离建立王业 E的 目的就)越远,正象 E要〕到楚国却往北走

一样的啊!”

至此,整个翻译过程才算完成。上面所说的翻译的依据、原则、方法和过程,可以

归纳为这样几句话 :

文畜
·
翻译 ,

字有通假 ,

判明词性 ,

忠于原意 ,

有规可循:通观全文,

留心辨认;词性很活 ,

选定词义9倒装顺置 ,

尽量直译。

把握大意,逐层推敲,句读分明,

词义不定,词不离句,随文解词,

省略补清,语气连贯,文从句顺;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