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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译句新探 

孟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中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的至 

理名言，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 

学子．让多少人受到启迪和激励。 

我作为执教者，在教学的过程中， 
一 方面享受着圣人思想带来的滋 

养．另一方面也一直为如何解读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 

于虑，而后作 ：征于色，发于声， 

而后喻”这一句所困扰。在此不揣 

浅陋，提出来与同行们商榷，意在 

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下面是我们常用教材中对 “人 

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 

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这—句几种较有代表『生的翻译： 

语文版 《教师用书》的翻译 

是：一个人，常常出错，然后才能 

改正；心意困苦，思虑阻塞，然后 

才能奋发创造； (别人愤怒)表现 

在脸上， (怨恨)吐发在言语中， 

然后你就会知道。 

人教版 《教师教学用书》的翻 

译是 ：一个人常犯错误，然后才能 

改正；内心忧困，思虑阻塞，然后 

才能有所作为； (一个人的想法 ， 

只有)从脸色上显露出来 ，在吟咏 

叹息声中表现出来，然后才能为人 

们所了解。 

高 中生语 文新课标必读—— 

《孟子》一书中的翻译是 ：一个人 

常有过失 才能改正 ：心志遭 困 

苦，思虑被阻塞，然后才能发奋有 

为 ；表露在脸色上 ，抒发在言语 

中，才能使人们了解。 

上述三种翻译 ，对于前两个分 

句 “人恒过，然后能改 ：困于心 ． 

衡于虑，而后作”的翻译基本一 

致，以语文版 《教师用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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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这些翻译作如下理解： “一 

个人。老犯错误，就能促使他改正 

错误：思路阻塞不通 ，就能激发他 

苦思冥想，振奋精神”；对于后一 

分句 “征于色 ，发于声 ，而后喻” 

的翻译则不相同，那是因为对这个 

句子陈述对象的理解不同而致，前 
一 种翻译按语文版 《教师用书》的 

解释理解如下： “别人老对他怒形 

于色，口出怨言，就能促使他猛然 

醒悟 ．知道 自己的不足。”即 “别 

人” “征于色 ，发于声”， “他” 

才 “而后喻”：后两种翻译按译句 

的意思可作如下理解：别人不了解 

他，就能促使他通过 “征于色，发 

于声”的办法让别人了解 自己。即 

“他” “征于色。发于声”． “别 

人”才 “而后喻”。 

总之．这句话是在论证人 “接 

受磨练的必要性”或是 “论证经受 

磨练的好处”。 

应该说，这样的解读也有道理。 

但细细咀嚼，又让 人产生疑问。 

首先．这些译句有令人 “困于 

心 ，衡于虑 ”的感觉 ，难以得 出 

“生于忧患”的结论。 

如：在这句话当中的前两个分 

句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 ， 

衡于虑，而后喻”三种翻译基本上 

是同一个意思 ：一个人 ．常常犯错 

误，然后才能改正 ；内心忧困，思 

路阻塞，然后才能有所作为。我们 

注意到：这些翻译加入了 “只有 

⋯ ⋯ 才⋯⋯”的句式。 

“只有⋯⋯才⋯⋯”是个条件复 

句，它在形式逻辑中称必要条件．即 

缺少了前面分句这个条件就不能产生 

后面分句指出的结果。但有了所说的 

条件，也不一定就能产生所说的结 

果．还要看是否具备其他条件。 

也就是说 ，有了 “常犯错 ” 

“内心忧困，思路阻塞”这些前提 

条件之后 ，人就一定会 “改正错 

误” “有所作为”了吗?不一定。 

还必须具备另外的条件 ，那就 

是——这个人必须愿意改错 、愿意 

奋起行动。 

又如：语文版 《教师用书》把 

“征于色 ，发于声，而后喻”翻译 

成 ： “(别人愤怒)表现在脸上， 

(怨恨)吐发在言语中，然后你就 

会知道。” 

“知道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有 

学生问， “他就会改变自己、磨练 

自己吗?”当我把 《教师用书》中 

的解释告诉学生： “别人老对他怒 

形于色，口出怨言，就能促使他猛 

然醒悟 。知道 自己的不足呀。”学 

生随即撇着嘴摇着头说 ： “不一 

定!有的人会，有的人不会。” 

我们知道，在同样的环境条件 

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表现：有 

的沉沦，有的平庸，有的奋起。换 

而言之 ．忧患有可能使人 “生”． 

也有可能使人 “死”，因人而异 ， 

因为 “环境条件”这个外因一定要 

通过 “人”这个内因才能起作用。 

在艰苦的环境条件下．人的主观能 

动性对人才造就起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只有把内外两方面的因素都考 

虑到，论述才更充分全面、才更具 

有说服力。所以，这样的翻译解读 
一 味地强调 “环境条件”这个外 

因，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个 

内因，学生很难理解：怎么这样就 

得出了 “生于陇患”这个结论。 

其次，课文第一段列举历史上 

取得成就的六位圣君贤臣起于微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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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第二段又在此基础上得出 

“受大任、成大业者，必先经受磨 

练”的观点，说明经受种种磨砺之 

后可以 “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 

能”，已充分证明了人才经受磨练 

的必要性或好处了，为什么还要在 

第三段再次论述人 “经受磨练的必 

要性”或 “好处”呢?这又是令人 

费解的地方。 

那么．该怎样翻潲  子才不 

至于出现上述问题呢?我们试试不用 

那个加上去的 “只有⋯⋯才⋯⋯”的 

句式，采用它原有的承接句式，翻译 

如下：—个人，常常犯错误，然后能 

够改正；内 [)亡困，思虑阳塞，然后 

能够奋起行动； (—个人的想法)在 

脸色上显露出来，在语言中表达出 

来，然后被人仃撕 了解。 

由此 ．我们得到原句表达的意 

思是：一个人，常常犯错误 ，然后 

能够改正， (他的思想、能力就得 

到了提高)； (遇到困难，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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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感到困惑，思虑受到阻塞 ，然后 

能够奋起行动， (困难就得到了 

解决)； (一个人有了自己的想法、 

主张 ，在不被人 了解 的情况下 ， 

他)在脸色上显露出来。在语言中 

表达出来 ，然后被人们所 了解 ， 

(理想和抱负就有可能得到实现。) 

— — 这样之后．人们就会明白 “忧 

患可以使人生存发展”的道理了。 

这种不加 “条件”的直译．表 

明原句是既强调 “恒过 ” “困于 

心。衡于虑”等外因，又强调 “人 

的主观能动性”——“能够改正” 

“能够奋起行动” “能够 ‘征于色。 

发于声 ”’这些 内因，并没有重复 
一 二段论述的内容，而是在此基础 

上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归结起来，课文第二段用 “故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作起 

句．强调了 “天”的意志，说明这 

是从客观环境对人才造就的影响这 
一 方面去论述的。第三段用 “人恒 

过⋯⋯”作起句来进一步阐发，说 

明这是从 “在艰苦的环境条件下人 

的主观能动性对人才造就所起的作 

用”这个方面去论述。这样，就把 

造就人才的主、客观因素都说到 

了，论述严密而全面．充分证明了 

“生于忧患”这一道理。 

这样的翻译解读．使课文论述 

全面、层次清晰，学生既不会出现 

“困于心，衡于虑”的感觉，也更 

容易得出 “生于忧患”的结论 ，明 

白其中的道理 

有人说：读孟子的文章，既要 

有敬仰之心，也要有独立思考精神。 

按教材上的解释，单句顺畅，置之 

全文则梗塞 ，很多同行都能感到 ， 

就是不敢质疑。作为教者，我们当 

然要参看权威的说法．但我们也可 

以有自己的思考，所以我提出了上 

述疑问。如果浅见成立，就可免除 

学生晦涩之苦，有利于教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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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困生认知策略的调查研究及反思 

0’Malley和 Chamot的研究发 

现，在外语(第二语言)学习中，学生 

使用认知策略 占53％，元认知策略 

占 30％，社会，隋感策略占据 17％。 

在三大策略中，学生使用较多的是 

认知策略．其次是元认知策略，社 

交／情感策略使用较低。 

一

、 认知策略的定义及其作用 

《标准》指出，认知策略是指学 

生为了完成具体学习任务而采取的 

步骤和方法，认知策略既是学习策 

略的核心部分，也是有效运用学习 

策略的基础。认知策略包含具体的 

语言学习和使用策略：模仿、翻译 、 

作笔记、语义猜测、分析、推理 、 

归类等．另一角度也包括阅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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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策略、词汇记 策略等。 

认知策略对学习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掌握学习认知策略，不仅 

可以促进英语学习，而且可以增强 

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 

二、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英语学 

习认知策略的运用现状 

为了了解本阶段学生运用认知 

策略的情况 ，笔者展开学生英语认 

知策略调查 。希望通过问卷调查和 

访谈．了解我校英语学困生运用认 

知策略的情况，了解造成学生英语 

学习困难的原因，总结出一些英语 

学习的好策略 ，帮助学生提高成 

绩。笔者对我校八年级学生 (共 

168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试图找 

出他们在英语学习中运用认知策略 

的差异性和总体情况。调查问卷是 

根据 《标准》中的认知策略内容 ， 

结合本阶段学生心理、生理特点设 

计的，共分 16个小项 (见附录)， 

问题卷由单项选择组成，采用 5分 

等级制计分 ，5分表示 “完全符 

合”，4分表示 “通常符合”，3分 

表示 “有时符合”，2分表示 “通 

常不符合”，1分表示 “完全不符 

合”。回收有效问卷共计 162份。 

现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和评 

估如下： 

根据 Oxford提出的方法 。策 

略平均值的大小表示该策略被使用 

的频率。它们的对应关系如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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