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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施薪若一，火鼓噪也.愁苦一，水就撥攏。( <筍于黨解) ，真7 ) 

〈犬盟各篇〉艾云:

[2] 均薪磁火，火就燥;zp.總注水，水j寄:澀。(

這兩節食字，看起來相當聽鐘，但現代作注釋語蟬的人，在理解上做乎尚有

倒有峙，所以特別提出來討論一下，現在先將實料包括唐代機碌的注釋，給畫筆於下:

楊{京殼 [1] 作如下注釋:

[1為]布薪於楠，均苦捕，火就慷話費之矣。(同霄，

[2] 頁IJ無法。

機做推對[1] 的注釋是:

[lb] 此言:老賠無薪一一有能有種一一磁波在一樣的位檻上，火只往朔:犧乾

聽發燒過去;平地一一有戰有溼一一一樣平，水只能移居墉溼潤地就攝

去。( <苟子嚮釋) .頁4 ) 

[2] 梁融機亦無注。

北京大舉〈筍于〉注釋臘的〈茍子軒在〉對叫

[lc] 這句意思是:權般的發萃看來一樣，火總是先從事全樣的柴草，墉甜。〈頁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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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2] 的注釋是:

[2a] 這旬章思是:在一堆鋪平的木柴上點火，乾燥的柴先起火;在平地上注

水，溼的地方水先流。(同書，頁468 ) 

以上是注釋。至於語譯，翻譯〈苟子〉全書的有好幾家。王思林〈萄子讀本〉的

翻譯如下:

[ld] 所加薪柴是同樣的，而火燒向乾燥的地方;平坦的地勢是同樣的，而水

流向溼的地方。(頁63 ) 

[2b] 一樣的薪柴來引火，火一定向乾燥的地方燒;同樣平的地來注水，水一

定向溼的地方流。(頁404 ) 

熊公哲〈茍子今註今譯〉的翻譯如下:

[le] 同一薪也﹒火必向乾燥處延燒;同一平地，水必就溼潤處流。(頁5 ) 

[2c] 均等之薪火，火必就燥，均平立地，水必就溼。(頁568 ) 

楊柳橋〈茍子詰譯〉的翻譯如下:

[1月柴草施放得一樣，火總是嚮著乾燥的一邊延伸;地面平整得一樣，水總

是朝著潮溼的一邊流去。(頁9 ) 

[2d] 均開柴草點火，火總是向乾燥的一方延伸;在平地下倒水，水總是向潮

溼的一方流去。(頁797 ) 

除《萄子〉全書的翻譯，還有一些選集選取了〈勸學篇〉。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

所中國哲學里組編的《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先秦立部〉就選了〈勸學篇〉並附有譯

丈如下:

[lg] 比方把木柴平整地放在一起，火燄必然、向著那乾柴燒去;同是一塊平整

的士地，水流過去，必然向著那潮溼的地方流去。(頁734 ) 

于在春的〈丈言散文的普通話翻譯〉也收了〈勸學篇〉的上半，譯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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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 錦憐的柴草椅上去…J般無二，火塘、先燒肉那乾蠍館分;地面看上對一輯

平趟，水聽先流往那潮潛處辨。(頁29 ) 

〈聲子〉額卸的文字艾昆〈搞民春秋}及其他聽種古蟻。〈的時春秋﹒羊寄給覽〉

的第ζ:二篇文字互間《大藍各鱗〉相同:

[3] 平均純水，水流瀝;均薪施火，火就燥。

革措之〈品民春耕灘注〉注釋如下:

[3a] 卒擋，同樣諧的地齒。性，疇。均薪，開一樣的木柴。(真107 ) 

張雙機等〈呂泛著手軟譯誼〉驛譯如下:

[3b] 在悶樣平的總樹上遲遲水，水先向潮溼的總方流;在鑼鼓均勻的柴草上點

火，火先向乾燥的地方燃燒。(竄353 ) 

〈尸子﹒仁:意〉女竿也與〈大略篇ì) 相近:

[4] 2F端茄注水，水流避;均薪間蹦火，火從釀。( {豪書始聽} , 

六，質二十二三上〉

〈鬼谷子，重慶讀〉女字貝草卸下:

[5] 抱讓每爐火，機器先聽;地注水，溼者先禱。( ，真八千)

上引〈茍子〉 、〈品成春軟〉 、〈尸子〉 、〈鬼谷子〉的女字，其中有罵王三攏很

易誤解，現在提船來討論一下。

第一，地」隔三字憊該怎機解釋呢? {茍乎〉和〈島主是春秋〉的譯益，雖然、文字

上有所不同;

[lb] 平地一樣卒， [ld] 平坦的地騁， [le] 同一梅， [lf] 地關聽

得…樣， [lg] 向是一塊平暫的土地， [lh] 地區惹上去一般平線， [2a] 

在幟上注水， [2b] 間樣平的地來注水， [2c] 均亭的地， [2d] 在等

地下餾水， [3b] 在同樣平的地臨之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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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都認為「平」字是修飾「地」字，所以把「平地」看作偏正結構。這是值得商榷的。

[1] í平地若一」與「施薪若一」對女。因為「施」字只能作動詞用，所以「施薪」只能

看作動賓結構。「平地」與「施薪」對文，所以也只能是動賓結構。 [2] í平地注水」與「均

薪施火」相對成女，結構更為嚴塹，不但「平地」與「均薪」是對文， í均薪」與「施火」、

「平地」與「注水」也是對艾。四個結構中「施火」與「注水」只能是動賓結構。「均薪」看起

來{以乎可能是偏正結構。 [3a] 把「均薪」解作「同一樣的木齊缸， [3b] 把「均薪」翻譯為

「鋪放均勻的柴草J '都把「均」字看作「薪」的修飾語。其實這是不對的。「均薪」這樣的

結構在古漢語中幾乎沒可能是偏正結構，就算退一步說，假設是可能，也只能看作

「勢均力敵」的「均J '把「均薪」解作「數量相等」的薪， í均」字絕不能解作「同樣的」或

「均勻自9J 。但「薪」卻不是可以用「數量」計算的東西，而且這一節文字所講的「均」也不

是數量上的「均」。旺然「均薪」不是偏正結構，那就只能是動賓結構了。四個結構有三

個是動賓結構， í平地」一面與「均薪」相對，另一面又與「注水」相對，那也只能是動賓

結構了。 [4] 的〈尸于〉作「平地而注水J '多了一個「而」字，於我們理解句子的結構

也有幫助。「而」字在旬中，多用來聯繫兩個動詞，例如「學而時習之J ' í而」字就用來

聯槃「學」和「習」兩個動詞。這樣「平地」和「注水」之間多了一個「而」字，便顯示「平」和

「注」都是動詞。這樣〈尸子〉的異文，可以作為「平地」應是動賓結構的又一證據。

第二， í若一」也是容易誤解的:

[1b] 若把聲薪施放在一樣的位置上......平地一樣平....

[1c] 堆放的紫草看來一樣，火總是先從乾燥的樂章，燒起。

[1d] 所加薪柴是同樣的，而火燒向乾燥的地方;平坦的地勢是同樣的，而水

流向溼的地方。

[1e] 同一薪也，火必向乾燥虛延燒;同一平地，水必就溼潤處流。

[lf] 紫草施放得一樣，火總是嚮著乾燥的一邊延伸;地面平整得一樣，水總

是朝著潮溼的一邊流去。

[1g] 比方把木柴平整地放在一起，火燄必然向著那乾柴燒去;同是一境平整

的土地，水流過去，必然向著那潮溼的地方流去。

[1h] 鋪排的柴草看上去一般無二，火總先燒向那乾燥部分 1 地面看上去一般

平坦，水總先流往那潮溼處所。

在以上譯文中「若」字、「一」字的翻譯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先說「一」。譯文大多數把

「一」理解為「一樣j 、「同樣」、「一般無三，只有 [1e] 譯成「同一J 0 [1g] 的「木柴平整

地放在一起......同是一塊平整的土地J it!乎譯得太隨便了。「一樣」、「同樣」的問題

是，有些譯文只泛說「同樣」、「一樣J '並未說出在哪一方面「一樣J '而〈茍子〉原文

的「若一」並不見得是泛指。有些譯文是指出了哪方面，但與原意有出入。例如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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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__檬J f位置尸好像主黨悅排開縈鶴，己總有可以形容為 的能纜。這不是〈萄

子〉說的是「薪」辨(範〉

[le] 似乎都說每每薪好像是一樣， (旦火先體向

「若 _...._J '並未提到j位置。 [lcJ 、 [ld] 、

。這樣?一樣」 「乾練J而言，

說的是「排得一樣y 顯然不是脫「乾嗓J ITlJ諧。

琨在再看「幸字。「章含XJ是「和X一樣」的意思。 [lcJ 自于看來一樣」和 [lh]

淑一般無都和原意;有很大的出入。「看來一際J 、「看上去一轍無二J言下都有「其實

的意思，都是說「機放的榮革看來好像是一樣就燥，其實不然，所以火總

是先從乾爆的嘴草，攝組J 0 i旦「辛苦一」並不離合「其實不然J的意思。「著一」是

樣J的憨態，攬著若要施皺的說「像那樣完全相間J 。這襄字可以看作「站全棺

向J自弓具體象擻，也可以解作f..__J箏。如果解你?一」竿，這句話纜可以至理解為可記錯鋪

﹒鋪霎時機『一』竿那樣均勻 .10...... ，把雌奔卒，押到不p U-…了字都練ZjS 0 J謹機翻譯不íl!

可以準確地把「若」字的意思譯出，罰且要支把f_J安全就甚體閑言一--均勻與平……一點輯

出來。

第三， f火教練也」的「就J竿，在古纜語雖常見，例如〈論語) : f就有擁而正藉。」

'是對方不動認日方去3ôIJ對方踩在的地方， f輝說」一制，是龍混一意義51

f學封信來的。「火就噪t!1J 、「水蛇擾我」也是黨示「火j和「水J彼「燥」龍「潭j去而不是「噱J

和可望J 向「火j 、「水」來。《尸子> f火 f趁機JS';J f{起J箏在這一點上和「就J字無旁IJ 0 [lc] 

S':J f火總是先從戰線的柴草燒起J和 [2a] 的「車在燥的漿先組火J用來聽諱 [5] (鬼谷

「燥者先然J 、 q主要發先講J~是可以的，但用來叡「火一說練啦」、?水就溼也J 疫站欠準籬，

因為「麓」寧和〈茍子〉這段話有密切關語。〈椅子〉繼總說「物各從其難t!1J ' fi缺

有首鋼也，持有招導也。 Jf火J f，從?聽」、 f 7]ç J 就「潛J就是f，鼎J招「火J 、「溼」招「才'\.J ' 

翻譯時如不挖「蛻J自智慧。:想翻出來，上下文就不能緊繳了。

從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容易忽略的總方。 ，我們對

譜法結權應該小心。 潘多IJ解釋兩可的結構是口「平士也J時，競賽利用匈中的對文去判斷是

囉一總結構。鶴立，古代溝語的用語譯成現代漢語時很容易忽略了銀文言下所驢舍的

請開'
,t..:_."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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