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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修养》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趣味盎然的人文修养读物，语言浅显，见识广博，具有深远阔大的时空跨度，且在层次、角
度上各有不同，从多方面表述了作者在世纪交替之际的遐想与沉思，广征博引的论道令读者获益匪浅
。虽然张信刚教授说自己在做节目时“往往事前准备不足到播音时才随想随讲。”但在这本书中处处
体现了他的广博见识以及他广泛的阅读兴趣。张信刚教授对历史变迁和各类文化艺术的深刻体会通过
浅显生动的文字和丰富多彩的事例呈现备受广大年轻读者尤其是高校学生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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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修养》

作者简介

张信刚：现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香港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及创新科技委员会成员。1940年生于
辽宁沈阳，196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赴美，获斯坦福大学结构工程硕士及西北大学生物
医学工程博士。在美国、加拿大著名大学任教20余年。曾任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长及匹兹堡大学
工学院院长。
张信刚教授不仅在科技领域著作甚丰，卓有成就，是英国皇家工程学院外籍院士，同时他还兼擅中、
英、法文，拥有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对东西方历史及东西文化交流亦有精湛的见解。他因此而获得
法国政府颁授的荣誉兵团骑士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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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修养》

书籍目录

自 序
1.音乐随想
2.历史随想
3.科技随想
4.艺文随想
5.人生随想
6.寰宇随想
7.语文随想
——与许美德教授对谈
8.广播随想
——与史湄女士对谈
9.翻译随想
——与金圣华教授对谈
10.九八随想
——与王士元教授对谈
11.词语随想
——与郑锦全教授对谈
12.乐团随想
——与叶咏诗女士对谈
13.钢琴随想
——与李名强教授对谈
14.话剧随想
——与杨世彭教授对谈
15.戏曲随想
——与杨世彭教授对谈
16.杂志随想
——与潘耀明先生对谈
17.环保随想
——与黄玉山教授对谈
18.纽约随想
——与郑培凯教授对谈
19.文学随想
——与李欧梵教授对谈
20.建筑随想
——与何博士对谈
21.教学随想
——与徐碧美教授对谈
22.节目随想
23.教育随想
24.博物馆随想
25.北京交流随想
26.文化交流随想
27.法国随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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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修养》

章节摘录

　　张：那么，好，等一下请你讲一些得意的事情。在你讲的时候，我自己倒是想起一件很窘的事，
就是我在念初三的时候，我的英文学得还不错。有一次学校举行英文演讲比赛，老师给我一篇演讲词
，其实是老师写的，我只是上台去背诵一下。我记得我站在一张桌子后面讲，桌上没有铺桌布，桌面
上是我的上半身，桌子下面是我的两条腿，我一路背诵的时候，一直紧张害怕，下来后同学告诉我，
你的两条腿一直在发抖。那是我十五岁的事，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好，现在请你告诉我们，你的得
意的事情是什么呢? 　　许：得意的事情我常常想起有两件：两年前我在日本做访问教授，那时经常
到处去访问，用日语会话我不太流畅，只能说些客气话，所以常常说英文，那时经常有一个同事陪着
我，她是日本人，她的英语不太好，但是她的中文很好，所以她知道我会普通话后就经常请我用普通
话，让她翻译成日语。我发现别人看见我这个外国人竟然用中国的普通话让别人翻译成日语，好像是
很奇怪的样子，这可以说是得意的一种情况。另一次是在加拿大多伦多，有一天我和两个朋友——他
们两位都是中国人，一个是南京人，一个是上海人，他们暂时住我家里。那天，我们到一家超级市场
去买菜，那里有一个年老的女人，是中国人，她有问题想问他们两个，她说的是广东话，他们两个都
听不懂，因为他们只会说普通话和上海话。那时我在后面听到了，便立刻走过来，用广东话回答她，
价格怎么样，情况怎么样，她非常吃惊。　　张：尤其是看到你是一个外国人，想不到会由你来做两
个中国人的翻译。这让我也想到我也有类似经验，我在法国的时候，常看到美国或英国的游客，他们
不认识路或者有个什么事情想问，法国人跟他们讲不通，那时我就上去用英文、用法文跟他们翻译了
。看到一个东方人替他们翻译，他们也感到很吃惊。另外，我还记得一件比较窘的事情。那是三十多
年前，我在斯坦福大学念书的时候。那时会说中文的白种北美人不太多，我们几个中国同学就肆无忌
惮地随便说中文，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听不懂。有一次我们去野餐，看见一个女孩子，长得蛮漂亮的，
还戴了一顶帽子，可能是遮太阳的。有一个男同学就在背后说她的裙子很漂亮、帽子也配得很好⋯⋯
想不到那个女孩子忽然回过头来用中文对我们说：“你们喜欢我的帽子吗?”原来我们一路上指指点点
、品头论足说的话，她都听懂了。我相信那个不是你吧? 　　许：不是我。现在的北美人都很愿意学
东方语言，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趋向。我们两个都可以说是世界公民，会说东方的、西方的语言，到
世界各处旅行都很方便，而且很有意义。　　张：你说得非常正确，学了其他语言之后，你就敢于、
并且乐于去别的地方旅行。有了旅行，就会增加知识，就更有动机去学别的语言，学了第一种、第二
种，又学第三种、第四种。现在我们来听一下音乐，是肖邦作曲的“Mazurka”(《玛祖卡》)——很短
的，是有名的鲁宾斯坦(Rubinstein)演奏的。　　张：我们今天作的是“翻译随想”，今天的特别来宾
是金圣华教授。刚才提到“福尔摩斯”的中文译名，现在大家已经认同了，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
道福尔摩斯这个大侦探。在中文、英文或其他外文里，人名、地名的翻译到底有什么准则和有些什么
特点，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呢?金：关于这个，大概有两个原则，第一就是名从主人，比如说“Paris
”，我们的发音是从法文，所以翻出来就是“巴黎”而不是“巴黎斯”。第二就是约定俗成，这个例
子很多，你刚才说的“福尔摩斯”，大家都认同了，所以我们就不改了。其实有的翻译很奇怪的，你
想一个国家的名字叫“葡萄牙”，不是很有趣吗?“西班牙”、“葡萄牙”⋯⋯当然，现在翻译的话，
可以用别的字眼。那么在香港来说，香港翻译的人名、地名，当初也是没有什么准则的，所以有些地
名翻译得很滑稽、很糟糕。我觉得最糟糕的是“Waterloo Roed”，叫做“窝打老道”。(张：就是广播
道附近的窝打老道。)我常跟我先生说，香港人不是都很敬老的吗?怎么一窝蜂去打老人家呢?另外，香
港也喜欢用“打”字，什么“Char-ter”⋯⋯　　张：说到这里，我也常有疑问，比如就拿“渣打银行
”来说吧，当初他们请来的师爷，难道不知道在中文、在汉字里这两个字：“渣”是“渣滓”的“渣
”，“打”是打人的“打”，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不但字形不太好，意思也不好，这家银行为什么这么
多年都容忍这两个字，不见有人替它纠正呢?　　金：我想他们没有接受过翻译的训练吧!　　张：那
是不是因为洋老板(大班)都不懂中文，所以那些师爷就这样随便开开玩笑。讲到“渣”字，我想起英
国驻香港第一任总督叫“Portinger”，在中国历史书上翻译成“朴鼎查”，这听起来还是挺像样的。
在香港上环有一条小街叫“钵甸乍街”，这个钵就是沿门托钵、讨饭的钵，乍——也不是个好听的字
眼，为什么一个总督的名字和一条街，会用这样的名字呢?　　金：香港的街名可是一绝，仔细一看，
有翻错的，还有翻得很特别的，用稀奇古怪的字去翻的。　　张：哪些呢?　　金：太多了，⋯⋯中环
有“毕打街”，都喜欢用打字，还有很多其他的古古怪怪的字，比如说翻错的有“般咸道”，其实英
文应念成“般南”，那个“h”是不发音的，所以那是翻错的。　　张：目前这些街名可能是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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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修养》

几十年或一百年了，日前在报上，我也发现另外一个现象。当然中文的翻译在内地最多了，台湾及其
他华语的地方用法也各有不同，就是香港有的时候用约定俗成的办法，但是电台的新闻播音员都用广
东话发音。如“伊拉克”，用广东话发音，“克”字就变成“黑”，“伊拉克”就变成“伊拉黑”，
与原名发音就大有区别了。另外，比如说也是海湾小．国家，前一阵打仗的，叫做Kuvvait，一般中文
翻译成科威特，广东话发音就念成“Fo威得”，所以Kuwait和“Fo威得”就差很多了。这个问题在你
们翻译界有没有讨论过怎样解决呢? 　　金：这个我们讨论得非常多，到现在为止，是非常复杂的问
题，在中、港、台三个地方所用的翻译准则都不同，我们新出的一本《翻译学报》就讨论到这些问题
，当中讨论到在两岸三地的译名要不要统一？我相信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　　说到我
对博物馆的爱好，是有来由的。　　我是在台湾长大的，我生平第一次进博物馆是在台北市，大约是
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台湾省立博物馆”参观。那是日本时代建立起来的，中国收复台
湾后，改名为“台湾省立博物馆”。我现在对它的印象已经不很清晰了，因为你可以想像到，一个小
学生去博物馆，除了走马看花地看看陈列吕以外，还会跟同学嬉戏一下，或者心不在焉，也不够知识
去真正了解那些东西。我就记得当时看到一只恐龙的骨骼，这只恐龙和我后来看到的恐龙比起来，好
像小很多。还看过一些化石，看过一些标本，鸟兽鱼虫之类。当然也看过一点其他的雕刻等等。总之
，我小时候真正接触到的博物馆就是那一个。也就是说，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对博物馆的知识是非
常贫乏的，对这方面的知识的输入是比较少的。到我快要去美国念研究院的时候，我比较幸运，在入
学之前，有机会先游了一趟欧洲，主要是苏黎世、罗马及巴黎，然后才去美国。　　作为一个穷学生
，能够有机会先去巴黎逛一趟，才去美国念书，那是当时多数留学生做不到的。我有那样的机会已经
是很幸运的了，但是钱仍然非常紧。那是1963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到了巴黎之后，兑换了一些法郎
。当时我住在塞纳河左岸的一个小小的旅舍里，也不是正式的旅舍，是租了一个二人同房的房间，三
个法郎一天。跟我同住一房的是一个印度人，他比我大几岁，也是一个学生。我是人生地不熟，在那
几天里，这个印度青年成了我的游伴。我对法国还是知道一点的，因为我学过两年半法文。但是，这
个印度人比我经验多些，他带我坐地下铁，东转西转，去了不少地方，包括世界有名的卢浮宫博物馆
。一进去之后，我就感觉到真正开了眼界了。卢浮宫真是包罗万象，美不胜收。当然啦，所有去卢浮
宫的人，都挤着去看《蒙娜·丽莎》，我也不能免俗。我还记得，那时候还准照相。我拿了我那个古
老笨重的照相机，挤呀挤到蒙娜·丽莎面前，照了一张相。好了，就算到此一游了。那次，1963年，
是我生平看过的第二个博物馆，就是世界有名的卢浮宫博物馆。虽然印象深刻，觉得它很高深、很雄
伟，但真正理解程度还是很差的。有句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当时就是看热闹。　
　由博物馆讲到我这个印度室友，我们相处了两三天，好像变成好朋友了。但是最后一天他做了一件
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事情。那天我们约好了一起去机场，这样可以省点车费，我是要飞　　去纽约去，
他要去哪里，我忘记了。早上临离开旅舍的时候，时间还允许，我想洗个澡，他跟我约好在楼下等我
，一块儿走，可是我到楼下去跟他会合的时候，就不见这个人了。我老实，以为他在街上买纪念品等
，就在楼下等他，等着等着他也不来，我又上房间去看，他当然不在了。等呀等呀他还是不来，最后
我看看表，呀，再不走的话就赶不上飞机了，于是一个人狠着心，拿着最后剩的钱，坐上出租车，去
了飞机场。到了飞机场大厅，那么巧，居然让我看见了他。他见了我之后，满面羞愧，说：“哎呀，
对不起，我要赶飞机。”我说：“你现在不是还没上飞机吗?”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件事。当时心中的紧
张、懊恼，看博物馆得到的那一点修养，全被他对我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化为乌有。当时，我几乎赶不
上飞机了，他还在大厅里悠哉悠哉，竟又居然被我碰到!所以人不能做坏事、做亏心事。　　言归正传
，我从小学一直到念研究院之前就只看过两个博物馆。到了美国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后，大学里面也有
一个小小的博物馆，我到校后没几天就去看了。斯坦福大学是个有钱人兴建的。Leland Starford是个铁
路大王，也是开矿的，他儿子十六岁不幸去世，他为了纪念儿子没有机会念大学，于是捐出一块地和
一笔钱兴建了一所大学。属于斯坦福大学的那个博物馆是很精致的，主要以介绍美国印第安人的生活
文化为主，有很多他们的生活用品及饰物。我这个“博物馆随想”还要继续往下讲，不过我们先纾缓
一下，听一听　　Maurice Ravel音乐的另外一小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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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修养》

编辑推荐

　　大学是最高等的教育机构。一个国家大学生使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建设者。而大学生的素质则关系
到国家的发展。我们近些年来总是提到要全面发展，大学生的修养也需全面发展。本书的内容相信会
对当代大学生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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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修养》

精彩短评

1、这算是一本文科的通识读本。前半本书的内容比后半本有系统，有可读性。
2、大学之修养
3、我用的至少半年读
4、只知识很渊博，尤其是音乐方面，作为一个理工科的科学家，很了不起。
5、一个电台节目的文字版，说的东西当然不能深刻到哪里，对人的塑造也不多，但是还是能扩展一
点视野，因为张校长的知识的确很丰富。
6、中学之修养
7、说的挺好，可惜受体裁限制，没有系统和深入。
8、很不错的书，颇受启发。
9、功课
10、认识了一位谦虚博学的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看到了香港人的一面。
11、能丰富内心。
12、何谓通识？是不是说什么都略知皮毛就算通识？如今大学教育都在强调通识，可是对于所有领域
都如蜻蜓点水一般，浮掠而去，这算不算得上是大学教育的成功？通识只应该成为进入大学前的基础
，这个任务应该是中级教育系统去实践的。大学则是应该专业、专注和深刻。这本书的内容本来就是
广播稿，而且作者还特意说明是无准备的随性而为，所以不建议阅读。
13、思修老师推荐的，本想着又是无聊的论述，不过意外发现真的不错，一个大学校长的节目记录，
涉及各方面，不长，但是学到很多知识，赞
14、电台文章的题材 所谓通识 以科普为主
15、果然是随想啊
16、是本随想书
17、毕竟不是正儿八经的文章，仅仅是电台节目的讲稿，感觉杂乱有余，深度不够。
18、有点失望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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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修养》

精彩书评

1、这算是一本大学文科的通识读本。作者在香港城市大学担任校长期间，在香港普通话电台所做的
一期节目《张信刚随想》，这期节目先是一周一期一个小时，后来变为两周一小时。节目延续了一年
。这本是这个节目讲稿的合集。作者秉承天马行空的思维风格，有时候是独白，有时候会请到某个领
域的专家，就：音乐、历史、科技、艺文、人生、寰宇、语文、广播、翻译、九八、词语、乐团、钢
琴、话剧、戏曲、杂志、环保、纽约、文学、建筑、教学、节目、教育、博物馆、北京、文化交流、
法国、生活节奏、美国、度假、科举、人才、自由、印刷、民族融合这些话题，做了个入门的介绍和
发散与随想。节目的地点是香港，节目的时间是97年下半年至98年下半年。正好是中国收复香港主权
后的时间。相信这档充满格调的普通话节目，以中国文化为抓手，穿插西方古典和中国传统音乐，对
香港人的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会有一定的帮助。作者出生在大陆，成长在台湾，学术结果于北美，
办学贡献于香港。看他的文章，我觉得他有颗拳拳的爱中华之心。同时，若说左中右的话，依我的浅
识，当属海外华人中的“左”一点的。一些摘抄：声音不是音乐，声音里的感情才是音乐。法国塞纳
河左岸有一片是大学密集的地方，也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人们把那个地方叫做拉丁区，因为以前
的学者都是说拉丁文的。Leland Stanford是个铁路大王，也是开矿的，它儿子十六岁不幸去世，为了纪
念儿子没有机会上大学，于是捐出一块地和一笔钱兴建了一所大学。属于斯坦福大学的那个博物馆是
很精致的，主要以介绍美国印第安人的文化生活为主。我觉得美国有一个在社会里他们自己还不能解
决的，反而假如是从东方的哲学获取一些养分的话，可能会得到解决的问题。即，美国在本质上强调
个人自由，个性解放，强调个人能力的发挥。因此，美国两百年来所发挥的创造力是惊人的。然而，
发挥创造力，真正对社会对人类有贡献的，毕竟是少数，而在美国，即使是小学生，都感到一个压力
，就是要与众不同，要能够有创造力，要能够表现个性。其实，在全人口中哪有那么多人都能那么杰
出呢？所以就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自己妄自菲薄起来，或者自我意识低落，破罐子破摔。在利用社会所
容许的自由，自甘堕落。王安石自己说，他什么书都读，无所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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