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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人文社會科學的跨學科合作與融合
發展，已經成為一種趨勢。生態翻譯，是新興
的一個跨學科研究領域，把生態學與翻譯學結

合在了一起。那麼，翻譯與生態學之間是如何發生聯繫的呢？
Michael Cronin 在其著作《Eco-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d

Ecology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2017)》中，把生態翻譯定
義為︰「與人類引發的環境變化所帶來的種種挑戰相關的一切翻譯
思想和翻譯實踐」（all forms of translation thinking and practice
that knowingly engag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此概念結合翻譯與生態環境，討論人類的翻譯行為對生態
環境所有可能產生的影響。
一般當我們提到「引發環境變化」的人類活動時，腦中浮現的，或
許是人類由於缺乏環保意識，亂丟垃圾、砍伐森林、增加工業碳排放
等，而這些行為都會導致環境的污染和氣候的變化。而生態翻譯則
把關注點放在由人類主導的翻譯活動上。生態翻譯的其中一個關注
點，便是翻譯作為信息轉換手段，如何影響人類與自然生態的關
係。
舉個例子，當譯者在翻譯一篇以自然生態為主題的作品時，他
/ 她如何呈現作品的主題，呈現人與大自然的關係，這其實也在
傳遞着一種關於生態環境的態度。比如說，譯者把原文中的
「insect」，理解並譯為「昆蟲」、「害蟲」，抑或是「毒
蟲」；又比如說，在某一英文作品中出現的「bear」，在

中譯本中指稱為「熊」，或是「這動物」，又或「這畜
生」，這一切都透露着譯者生態意識的取向，也影響着讀者
如何理解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讀者生態意識的塑造，進而影
響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
說到這裏，大家有沒有想過，生態環境的保護與譯者從

事的翻譯活動也有緊密的聯繫？除了政府、環保組織、
大眾傳媒等宣揚環保的知識和概念之外，翻譯也在「悄無聲
息」地扮演着一個重要角色。
仁大開講下期將由中國語言文學系老師為大家解說陰陽五

行。

結合生態與翻譯結合生態與翻譯
影響人與自然關係影響人與自然關係

◆◆劉劍雯博士（簡介：香港樹仁大學英國語言及文學系助理教授，研
究興趣：翻譯研究，性別研究。）

◆ 單是「bear」一個字，譯者如何翻譯，都會影響讀
者如何理解人與自然的關係。 資料圖片

行善容易 中庸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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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在孔子為極高的修養境界的表現。就
字義言之，「中庸」一詞指寓於日用彝倫平和不
激的態度（何晏《論語集解》云：「庸，常也，
中和可常行之道。」朱子《中庸章句》云：「中
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

也」）。從先秦典籍考其實義，「中庸」當為道德意識之一種，
表現為影響道德行為的綜合判斷能力，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八
德之有其特殊對象（如父慈子孝）不同，是對自身所處環境所作
最恰切的反應，就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
．雍也》）一般人亦罕能表現中庸之德，因為「中庸」這種道德
意識不易培養。《禮記．中庸》有孔子言「中庸」的重要紀錄，
其中孔子說很多自以為有智慧的人行中庸之道，結果短短一個月
的時間也守不住（「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
也」）。孔子又說可以治理天下國家使其行均平之政，可以推辭
名利所在的爵祿，可以踏上毀身害性的刀刃，卻不能好好地踐行
「中庸」（「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不可能也」）。
「中庸」之德不但踐行十分困難，持守也絕對不易，此因能行
「中庸」之德者須具特高之道德水平，故孔子說：「回之為人
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說：「君子
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得一善而服膺不
失，遯世不見知亦無悔，此是聖賢人物中庸之德的表現。
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
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中庸之為德保障道德行
為恰如其分，無過不及。「時中」之義當有取於《易》理。易卦
有應時之爻，如《師卦》五陰一陽，九二陽爻為卦主，其餘群陰
趨而赴之。「時中」之中指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如此則須行權，
否則便成固執。行事不拘一格，因時順勢而不失其度，此固非有
深厚內修之功者實不易為，故小人行之即演為肆無忌憚，害人害
己。以此而知，能行「中庸」之道者非賢者不能，而媚俗圓滑之
徒不預焉。

年少勤學 老大無悔

施仲謀（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李敬邦（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項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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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

本詩用字淺易，曉暢如話，包含千古不易
之理，值得在學的青少年反思。
本詩以直白勸說和富有生活氣息見長。首

句所言，其實無非是指深夜、凌晨時分，然
而詩人以三更燈火、五更雞啼道出，令讀者
頓覺具體而親切。而「三更燈火」與「五更
雞」，具有句子內的對偶元素，可泛稱之為
「自對」。透過句中重複的旋律，加上
「更」字複疊的使用，加強了節奏感。
第三、四句，以「黑髮」借代年少、「白
首」借代年老，同樣以具象代替抽象，增強
了可感性。此外，第三、四句使用了對偶句
式，除「勤學」對「讀書」較寬鬆外，「黑
髮」對「白首」，「不知」對「方悔」，
「早」對「遲」，都十分工整。
本詩旨在告訴我們珍惜時光，如長輩對後

輩的勉勵。中國傳統儒家思想，認為男子應
以讀書登第，經世濟民，施展抱負，貢獻國
家為尚。作者明確指出，我們應善用時光，
珍惜讀書機會，好好學習，否則便如樂府詩
《長歌行》所言：「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
悲。」詩人的懇切叮嚀，對於今天的青少
年，不分男女，都是適用的。
中國古代有為數不少的勤學故事，發人深

省，如《三字經》便載有：「如囊螢，如映
雪。家雖貧，學不輟。」東晉時，車胤家境
貧寒，想於夏夜裏讀書，卻無法承擔燈油的
開銷，他便捕捉螢火蟲，放入紗布袋子內，
用螢光照明讀書，長大後終學有所成。孫康
因家貧缺燈油，冬夜時靠積雪反光來讀書，
後來官至御史大夫。
以上的古人都爭分奪秒地學習，即使家貧

仍無阻向學之心，終能藉着勤學而取得事業
上的成功，對我們真的很有啟發啊！

《勸學》

三更燈火五更雞②，正是男兒讀書時。
黑髮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

註釋
① 顏真卿，唐朝名臣、書法家。其楷書與歐陽詢、柳公
權、趙孟頫齊名，四人合稱「楷書四大家」。

② 三更：指子時，即晚上11時至凌晨1時。五更：指寅
時，即凌晨3時至5時。

鄧立光
（香港教育大學國學中心主任、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
國際易學聯合會副會長）

賞析由不同的專家、學者撰寫，教育局修訂；書法由陳用博士撰寫。

顏真卿①

星期一 ．公民與社會 /品德學堂
．趣學英文

．新聞透視眼星期二 星期三 ．STEM百科啟智
．中文星級學堂 星期四 ．趣學英文 星期五 ．知史知天下

古代有不少詩人曾因時光飛逝而有所感悟，並寫成傳誦
千古的名句，例如《長歌行》的「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
悲」、李白《將進酒》的「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
青絲暮成雪」、杜秋娘《金縷衣》的「勸君莫惜金縷衣，
勸君惜取少年時」。而錢福也曾以「明日」為題，寫成別
出心裁的《明日歌》，勸喻世人珍惜光陰，凡事坐言起
行，不要逃避和拖延事情。
這首詩簡單淺白，以「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開

首，直接指出人們常以「明日」作為藉口，把該做的事推
到「明日」，但明日之後又有明日，「明日」是那麼的多
啊！詩人感嘆世人往往被「明日」這藉口所拖累，把該做
的事情推說到「明日」才做，結果就讓光陰白白溜走，一
事無成。春去秋來，人很快便老去，那時已後悔莫及。接
着，詩人描寫早上看見江水東流，黃昏看到夕陽西墜，指
出時間在不知不覺中流逝，提示人們要努力當下。最後，
詩人直接提出問題，讓大家反思人生中能有多少個「明
日」，進而明白《明日歌》的要旨。
青春易老，要珍惜時光，否則將後悔莫及，這道理雖然

簡單，卻知易行難。錢福於是以淺白的語言，反覆告誡人
們要珍惜時間，在短短的十句詩中就運用了七次「明
日」，使作品易於記誦。詩中既有直抒胸臆，如「世人苦
被明日累」，直接道出感嘆；也有借物寄興，以江水東流
和夕陽西下，形象地托喻時間流逝。詩末以「請君聽我
《明日歌》」作結，讓人覺得詩人彷彿就在自己面前勸
說，增加了詩歌的感染力。

《明日歌》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

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
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

百年明日能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

錢福

◆ 詩人描寫江水東流，指出時間在
不知不覺中流逝。 資料圖片

細
經
典味

◆孔子認為君子要行中庸之道。圖為關於孔子的展覽。
資料圖片

品 德 學 堂A25

20222022年年66月月2020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2年6月20日（星期一）

2022年6月20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文 澄

語譯
點着燈的三更至雞鳴的五更天，正應該是男兒用功讀書

之時。
年輕時不懂得努力學習，到了年老白頭才後悔讀書太

遲。

本疊內容：教育新聞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