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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三思」、「三友」
談翻譯在古代漢語理解土的用處

劉毆爵

(一)

我們平常提到翻譯總以為翻譯是把用一個語言寫的作品譯成另一個語言，以便不

懂原來文字的人可以看懂內容。其實翻譯的範圍並不局限於此。第一，翻譯不必牽涉

兩種不同的語言。同一個語言中的方言之間，也可以翻譯，古語和今語之間也可以翻

譯，甚至在完全相同的一個語言，用兩種不同的方法說同一句話也是翻譯。第二，翻

譯不一定是全篇的翻譯。為了詮釋，將一個詞翻成另一個詞也是翻譯。譬如說古代的

「層」可以翻譯成今目的「鞋」。但翻譯更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這就是用來分析一

句說話的語法結構，尤其是一句話可能有兩個不同分析的時慎，我們可以用兩個不同

的翻譯分化不同的結構，從而把歧義顯示出來。〈呂氏春秋﹒察傳篇〉有一個很有趣

的故事:

魯衷公間於孔子曰. í樂正變一足，信乎 ?J 孔子曰: í昔者舜欲以樂傳教

於天下，乃令重黎舉要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聽於是正六律、和

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

「重黎文欲益求人。舞曰. r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

人為能和樂之本也。要能和之，以平天下。若要者、一而足矣。』故曰. Ir聽

一足，非一足也。 .!J

魯哀公提出的問題璟繞著「要一足」的歧義。「要一足」旺可以解作「要只有一條腿」

也可以解作「聽這樣的人才，一個就足夠了。」一句話能作兩解，是因為結構有兩個

不同分析的可能。一是把「一足」連讀。「一」是「足」的修飾語，所以「足」只能

看作名詞. í一足」便成為「一降腿」的意思。一是「一」與「足」之間作一頓，把

「足」看成形容詞，解作「足夠」。在故事中歧義問題通過翻譯解決了。「要一足」

翻成「若費者一而足矣J 0 í一」與「足」之間加上一個「而」字，使讀者知道「一」

不是「足」的悔飾語。再在「足」後加「矣J .使讀者知道「足」不可能是名詢，一

定是一個形容詞(或動詞)。這樣通過「要一足」結構的分化，歧義就顯示出來。

(二)

〈論語﹒公冶長〉

季女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 í再，斯RJ矣。」

這襄「三」字修飾「思」字，全暈可以用自話譯作:

季女子要考慮三次才付諸行動。孔子聽見這件事說: í兩次就已經足夠了。」

中國語文通訊 1989年7月 第3期



譯文有一點值得注意，這就是「三」字在白話不能像古文，拿來略飾「思」。因為「思」

是動詞，而「三」在白話是不能修飾動詞的，所以只能把「三」翻成「三次」才能和

「考盧」結合起來。這樣雖然可以對付過去，但譯文加了「吹」字，作為副詞的是「三

次」而不是「三_j .與原文不無出入。

〈論語﹒季氏〉有以下兩章:

孔于曰. I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閉，益矣。友便辟，友

善柔，友便債，損矣。」

孔子曰. I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

矣。樂驕樂，樂快遲，樂宴樂，損矣。」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從來都解作「於人有益

的有三種朋友」、「於人有害的有三種朋友」、「於人有益的有三種樂趣」、「於人

有害的有三種樂趣」。這是把「友_j I樂」看作名詞，指「朋友」與「樂趣」。如果

細細想一下，這解釋不無困難，因為這樣講，第一，上半句「益者三友_j CD的主題是

「三友_j (三種朋友) .而下半句「友直，友諒，友多聞，盆矣」的主題則是結交朋

友的人，由上旬到下旬，主題突然轉變了，倒乎不合理。第二. I益者三友」並未列

出是哪三種朋友。下半句「友直，友諒，友多聞_j .結交的沒錯恰好是三種朋友，但

是要說這三種就是上半旬的三種，中間似乎應該有所交代。因為這些疑問，我懷提

「三友」與「三思」結構上相同. I友」是動詞. I三」是修飾「友」字的副詞。「三

友」的「友」旺然是動詞，就總領下面「友直，友諒，友多聞」的三個「友」字，這

樣一來. I三友」和「友直，友諒，友多聞」之間便助合無間。同時，四個「友」字

都是動詞，全句的主題都是結交朋友的人，半途轉換主題的問題便不會出現。第一暈

可作如下翻譯:

孔于說. I獲益的人三方面結交朋友。受害的人三方面結交朋友。結交正直

的人，結交有信用的人，結交博學多聞的人，這樣做肯定是獲益了。結交諂

媚奉承的人，結交顏色恭順的人，結交甘言美語的人，這樣做肯定是受害

了。」

這一個新解法是否正確不是本丈所要討論的問題。要討論的是為什麼這個解法從來沒

有人提出過@。照我看原因主要是因為「三」字在任何時代的白話都不能用作副詞髒

飾動詞。我們對古代漢語的理解有賴於白話的翻譯，翻譯不出的解法就不容易想到。

「三思」和下文的「再」字相對學，不難感覺到「三」字典「再」字詞性相同，因此

把「三思」看作副詞值飾動詞的結構。此外「再」可翻作「再次_j • I三」字自然可

以譯作「三次_j 0 I三友」情形有所不同。「友」原來是一個名詞，用作動詞有點詞

性活用的意味。加以「三友」的「三」譯作自話很難想到一個合適的辦法，就是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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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什癱字呢? (一位文把「豆」譯作「三方商」龍去是無可奈何的事。〉翻譯的閥難錯續

了我們新解的標絮， (論語〉還織學文字給我們總供了一個伊j子。

位為了避免然簣 ， 1午1 ØlJ其喜奈。

F三思」的 ，因為看作鸝誦，所以傳絨線云變 [sam3) ，但 f三友」

來沒有人讀去聾，可見沒有人但 字看作起作憫。

譯界訊息

香港翻揖學會與市政府闢書館合辦之「翻譯研討會J '將於1989年9月 9 日(

六)假大會業蠣能舉行，數總會知，詳情搬向市鼓搗闡發館查諦。

克拉履懿譯研討會三主題為「翻釋及傳譯在醬濤的髓展J '內容簡介如下:

議總傳譯筆記;鸝術家的工具

道:鄭仰先從〈蓋北輔仁大學觀講研究所副教搜〉

:丁紹源先生(香港鸝擇權會執行番風)

三乏{盟主要關隙會議中心的比較一一如何令智港成為一個關際會議中，心

講 者:布蘇珈鸝女士(輯聽會議傳釋錢協會會負)

拼音念員:驕林淑蓮女士( ~發楷政婿總部將{導彈主任)

商業寶勝翻譯概論

講 者:播定齣梵?也(中外語言玄翻輝有限公主可樂務推廣薰學〉

卻從

評論真:黃邦傑先生(朝文集團(通東)有限公可辭書/觀禪制版總綠輯)

體措立法在香諧的接展

者:歐戚戚先生(香梅政層高級助現缺律草擬專典)

:了紹灘先使〈香港翻禪曜會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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