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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度 

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課程前期２年の課程入学試験 

（秋期・一般選抜）問題 

外国語（ 中国語 ） 

問：次の文を読み、全文を現代日本語に訳しなさい。問題文は全部で4ページある。解答は問題文の下に 

記入すること。過度な意訳は避け、できるだけ原文の文法構造に沿った訳文にすること。 

言语是文艺的工具。一个文人须会运用言语，正如一个木匠须会运用斧锯。 

    言语，虽然人人口中会讲，可不见得照样写下来便能成为文章。能出口成章的人是不多见的。一般地说， 

在日常讲话的时候，我们往往并不把一句话说完全，而用手势与眼神等将它补足；往往用字遣词都并不恰当， 

只要听者能听明白大意，就无须再去用力的找合适的字眼儿，往往我们绕着圈子说了许多废话，才把事情说 

清楚，只要听者不讨厌我们的絮絮叨叨，我们便乐得信口开河；往往我们赞美一个人或一朵花，我们并没有 

费力去找出最恰当的最生动的，像诗一样的词句，而只顺口搭音的说几个：“真好看！”“真漂亮！”—— 

这样的词句其实一点也没道出那个人或那朵花到底是怎样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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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到我们一拿起笔来写文章，我们立刻发现了，我们的手势与眼神不再帮忙了，我们须把每一句话都写 

完全。句子不完整的，永远成不了好文章。一句便是一段里的一思想单位——它自己既须是个独立的整体， 

同时又与它的前面的和后面的句子有逻辑上的关联。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必须用句子慢慢的一句一句的说出， 

如歌唱那样有板有眼似的。我们不能只说出半句，而把下半句咽在肚子里。人家是从纸上读我们的话，我们 

不能要求人家到咱们肚子里来找那“尽在不言中”的下半截儿。 

    每句都要成句，每句必是个清楚的思想的单位。 

 

 

 

 

 

 

 

 

 

 

 

 

 

 

 

 

 

 

 

 



 

 受験記号番号    3/4  

 

 

 

 

 

    谈话的时候可以马马虎虎，不必字字恰当。作文章可就必求字字恰当，我们要想，想，想了再想，怎样 

设法找到恰当的字，好使读者感到“读你一段文，胜谈十日话”！文艺中的言语，是言语的精华。文艺的可 

贵，就是因为它不单报告了宝贵的人生经验，而且是用了言语的精华报告出来的——它的语言像一个一个发 

亮的铜釘似的，钉入人们心里。 

    废话，在文艺里，是绝对要不得的。在茶馆里摆龙门阵＊，废话也许是必需的；但是，没人愿意从文艺中 

去看废话。文艺的价值就是在乎能以最经济的言语道出真理来。我们要想，想了再想，想怎样能够把语言制 

成小的钥匙，只须一动，便打开人们的心锁。世界上好的诗，和好的散文，不都是这样么？请不要说：“文 

字有什么关系呢，我所关心的是真理呀？”哼，请问，你从哪里听到过有真理的废话与糊涂话？ 

＊摆龙门阵：世間話をする 

 

 

 

 

 

 

 

 

 

 

 

 

 

 

 

 

 



 

 受験記号番号    4/4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用“真好看”或“真漂亮”一类不确切的形容去敷衍；在作文章的时候若仍用此法， 

我们便是自认无能。一般的人，活了一世，并不一定会看会听，辨不出哪是美哪是丑。他们来在世上，只是 

作了几十年的“走马观花”。幸而有些人，会看，会听，会看出一朵花的美，听出一只啼鸟或一股流泉的音乐。 

不但会听会看，他们还有用言语把它们写出来的本事。他能使世人，因为他们的精辟独到的形容，睁开了眼，  

打开了耳。同样的，他们使世人知道了是非曲直。你看，文人的责任有多么重呀！是的，我们要认真的看，  

去听，去思想，好把世上那最善，最真，最美的，告诉给那些走马看花的人们。我们的形容与描写是对人对 

事对物的详尽观察与苦心描绘的结果，而并不是“天气很好”的顺口敷衍！ 

    我们创造人物，故事，我们也创造言语！         （老舍《文艺的工具——言语》に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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