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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 》 作为古文中
的名篇

，

历来被作为教材

使用
。

然而
，

也正因此 人

们往往忽视了它存在着某

些小小的瑕疵
，

笔者以为

授课时应向学生指明
。

一
、

文中有些论述不

尽符合科学道理
。

例 如
“
积 土 成 山

，

风 雨 兴

焉
” ，

译成现代汉语是
“
积土成 山

，

就能在那里

产生风雨
” 。

诚如王力先

生在 《古代汉语 》 一书中
所批评的

， “
这是不科学

的说法
” ，

因为现代气象

学对风雨的成因解说并非

如此
。

又如
， “

蟹六跪而

二赘
” ，

也显 然是
“
八

跪
”
之误

，

这同样是前人

卢文弘早已指出过的
。

再

下语境的意念上看
， “

虽有搞暴
，

不复挺者
”

两句
，

完全是多余的
。

因为
“
搞暴

”
所产生的

物性变化
，

只能加强弯曲的弧度
，

而不是相

反
，

故不能成为挺直的因素
。

又何必赞庆呢�

其二
、

叙述不清
。

姑且说
，

也许我们对原文的

翻译与理解不完全符合原文的意思
，

不妨暂作

另一种理解
，

但也至少可以认为原文在叙述上

存在着不清楚的地方
。

因为按一般常理说
，

火

熨使木头弯曲
，

其过程得一边用火烤一边用水

浸
，

使其潮湿方可慢慢成曲形
，

这样木头经过

水浸潮湿后
，

再用上后一句
“
虽有搞暴 �晒干

了�
”
方能言之成理

。

其三
，

也可能是原文的

叙述 �省略�对当时的读者来说
，

是不成问题

的
，

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
，
已成问题

。

那

么责任在我们研究注释翻译过程中尚有缺点

—未尽古人之意
。

总之
，

三者必居其一
。

以上两点
，

决不是吹毛求疵
，

苛求古人
。

如果不作教材
，

也不必如此认真
。

否则感觉敏

锐的后生们是要提出来
“
将我们的军

”
的

，

届

时
，

我们将如何解其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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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蛇缮之穴无可寄托

，

用心躁也
” ，

显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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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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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夕拼簇井燕井 不符合实际情况

。

因为动

﹃忍卧﹄注释疑质

代尸�上节众�
口刁，币刁分︸

勿学家已证明蟹是能打洞的 �海滩上的蟹更是

丁洞的能手�
，

何况将人类的心理特征强加给

节足动物也是不伦不类的
。

值得再提出的是节

选课文第二段的首句
“
吾尝终 日而思矣

，

不如

须臾之所学也
” ，

这种为了强调学习的作用而

完全否定了求思的作用也显然是片面的
。

应当

说思与行同样都是重要的
。

孔子强调
� “

学而

不思则阁
。 ”

荀子否定了思之作用
，

显然是不

对的
。

二
、

一处文字上的质疑
。

节选课文头段

�也是原文头段 � 中间一句说
� “

木直中绳
，

犊以为轮
，

其曲中规
。

虽有搞暴
，

不复挺者
，

揉使之然也
。 ”

遵照 《教参 》 上的翻译
，

它

是
� “

一块木材
，

直的程度符合木匠的墨线
，

如果用火把它弯曲成车轮
，

它的弧度就可以符

合圆规
，

即使又经风吹 日晒枯干了
，

也不会再

挺直
，

这是 由于 用 人力使它 弯 曲这样 的缘

故
。 ”

这一句 �指原文�平时我们不觉得有间

题
�

仔细推敲
，

则发现问题很多
。

何以 见得�

至少有两 点毛病
�

其一
、

有语病
。

因为从上
·
��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年第二版和现行 �” �年第

一版高六册 《茅屋为秋风所

破歌 》 中
，

对
“
布袅多年冷

似铁
，

娇儿恶卧踏里裂
”
的

“
恶卧

”
均释为

“
睡相不

好
” 。

我觉得这样解释并不

完全正确
，

并且有损全诗的

主题
。

一
、

从语法结构看
，

“
娇儿恶卧踏里裂

”
是一个

由连动短语充当谓语的主谓

句
，

动词
“
恶

”
�音 �。 ，

憎恶�和
“
踏

”
的共同主语

是
“
娇儿

” 。

整个诗句可译

为
“
娇儿讨厌睡觉把被里子

蹬破了
” ，

理解起来也显得

顺理成章
，

完全没有理由把
“
恶卧

”
理解成动宾倒置

，

译作
“
睡相不好

”
而去责备

“
娇儿

” 。

二
、

从逻辑关系看
，

上

句
“
布袅多年冷似铁

”
和下

如者

�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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