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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崔学新老师是我在学术上长期交往的朋友 ，虽然他在湖州 ，我在杭

州 ，但借助 E‐mail ，我们平时在学术问题上切磋颇多 。近年来 ，他非常

关注公共场所汉语公示语的英文译写问题 ，发表了一些论文 。最近 ，他

又完成了枟公共场所英文译写规范研究枠一书 ，嘱我为之作序 。其实 ，我

本人对公示语没有太多研究 ，只是偶尔涉足 ，且范围狭窄（街道路牌的

书写问题） 。虽然犹豫再三 ，但朋友盛情难却 。

在 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和今年上海世博会之前的几年 ，公共场所汉

语公示语的英文译写问题 ，就引起了公众 、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

视 。群众自发的公示语纠错活动 、学者们的研讨会 ，以及政府组织专家

制定有关规范的工作 ，都取得了相当可贵的成绩 。尤其是北京 、上海等

地出台了有关的规范 ，公共场所汉语公示语的英文译写工作 ，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 。当前 ，公共场所汉语公示语英文译写的研究和表识工作 ，进

入了“后奥运”与“后世博”时期 ，地方性的有关规范 ，已不适应当前形势

发展的要求 ，需要有全国统一的规范 。仅仅大城市做好公共场所的英

文译写工作 ，也已不能适应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需要 ，全国的中 、小

城市 ，乃至旅游热点的名镇等 ，也必须紧紧跟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 ，崔

学新老师的枟公共场所英文译写规范研究枠 ，尤其针对公共场所英文译

写向中 、小城市渗透 ，而这些城市又缺少译者的实际情况 ，探讨了一些

个性问题 ，提供了公共场所汉语公示语英文译写的模式 。因为书中“所

选择的例子全部来自浙江省湖州市及所辖三县二区的公共场所 ，突出

了“地方特点”和“土气”使小地方公共场所英文译写模式 、译写标准 、书

写要求与大城市同步进行 ，规范统一 。因此 ，此书的出版 ，改变了以往

公共场所英文译写研究工作把重点只放在大城市的倾向 ，填补了公共

场所英文译写研究工作中的一个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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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学新老师指出 ，目前公共场所的英文译写仍存在不统一 、不规

范 ，原因之一在于缺少行业规范和参照标准 。据作者了解 ，全国各地公

共场所路名的英文译写至少有 ３个部门管理 ：①民政局下属地名管理

委员会或地名办公室 ；②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③交通局所属路政科 。

这 ３个部门往往又互不通气 ，各自遵循不同的规范 。因此 ，各部门尚需

通力协作 ，制定出统一的规范 ，以统一公共场所英文译写的标识 。

我本人以前也曾在多个场合讲过 ，关于公共场所汉语公示语的英

文译写工作 ，一直存在着“两头热 ，中间冷”的现象 。所谓“两头热” ，就

是群众和专家学者两头热 ，所谓“中间冷” ，就是政府职能部门中间冷 。

这“中间冷”的情况在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推动下 ，已经热了很多了 。但

还是跟不上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 。实际看 ，公共场所英文译写的工作 ，

“两头”再热也没有用 ，最终还是得由政府职能部门去落实 。因此 ，国家

有关部门有必要尽快制定全国适用的 、统一的规范 ，才能适应当前改革

开放深入发展的要求 。

我认为 ，公共场所英文译写混乱的另一个原因 ，是对有些重要概念

的混淆 。例如 ，路名的译写 、路牌的书写和交通标志的译写这 ３个概念

是不同的 ，所遵循的标准也不尽相同 。路名译写使用的范围较为广泛 ：

个人书信 、文学作品等不同场合都可能用到 。有人用汉语拼音并遵循

单一罗马化的原则 ，有人专名用汉语拼音 ，通名用意译 。这两种方法应

该都是可以的 。路牌则是一种特殊的 、单一的表识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第二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１９７２）作出的“单一罗马化”的地名书

写国际标准等 ，都有明文规定 ，应该使用汉语拼音并遵循单一罗马化的

原则 。这一规范是由国家语委 、民政部等多个国家部委制定的 。但目

前我国的城镇街道路牌的书写 ，存在两种书写方法 。有的城镇遵循了

用汉语拼音和单一罗马化的原则 ，但不少大城市 ，因为对“与国际接轨”

的误解 ，通名用 St ．，Rd ．和 Lane等英文书写 ，违反了单一罗马化的原

则 。这就引起了群众认识上的混乱 。问题是 ，凡是存在的 ，不一定都是

正确的 。至于交通标志 ，又与路牌不是一个概念 ，其英文译写标准目前

大概是由交通部门负责制定的 。国家只规定街道路牌要使用汉语拼音

和遵循单一罗马化原则 ，并没有规定交通标志一定要使用拼音和遵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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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罗马化原则 。

本书作者用系统功能语法作为公共场所英文译写语篇分析的理论

指导 ，主张“形式对应”和“功能等效”两原则 ，强调“标示性”和“注释性”

两模式 ，研究适用于公共场所实体名称 、公共设施名称及信息用语的英

文译写 ，提出了公共场所汉语公示语英文译写的原则 、方法 、要求和限

制 。作者不主张多“改错” ，而提倡少译 、不译和确立行业标准与规范 ；

同时 ，指出广告业和视觉听觉媒体中的“异码借用”与公共场所英文译

写要有区别 。所有这些研究和建议 ，无疑对当前公共场所汉语公示语

的英文译写研究能起到推动和规范的作用 。

郭建中
于美国费城郊区

２０１０年 ５月 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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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元化 、社会和谐发展的加快 ，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 ８月奥运会在北京举办 、２０１０年 ５月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办以及国

务院枟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枠正式批准实施 ，长江三角洲地区公共

场所英文译写需求量增大 ，质量面临严格检验 ，效果面临实际考验 。但

由于各地区翻译人员水平参差不齐 ，以及缺乏统一参照标准 ，英文译写

在各地存在不规范 、不统一的问题 ，给在华境外人员的工作 、生活 、学

习 、科研 、讲学 、旅游 、经商带来影响 ，也会影响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城

市英文译写质量 、标准和形象 。为提升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大 、中 、小城

市国际化程度 ，加快当地对外贸易 、经济文化全球化进程 、促进城市公

共场所国际语言环境建设 ，江苏 、上海 、浙江两省一市的语言文字管理

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译者 、专家根据三地公共场所英文译写的实

际使用要求 ，确定并共同制定了沪 、苏 、浙枟公共场所英文译写规范枠地

方标准 ，目的是要对公共场所英文译写实行统一规范 ，使各地方 、各部

门 、各相关专家在公共场所英文译写过程中有科学性 、实用性及可操作

性的参照依据 。此举旨在适应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的发展需要 ，展现

文明城市的和谐氛围 ，树立长江三角洲地区良好的国际形象 。

我国专家 、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公共场所英文译写 ，最主要的方

法是通过汉语公示语和英文公示语的对比研究 ，探讨公共场所英文译

写 ，就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语言形式的对应 ，没有在功能和意义的探索

上有所突破 。当前 ，区别对待汉语公示语和英文译写是研究方向的突

破 ，如果译者束缚于传统的汉语公示语研究的观念和方式探讨英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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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我们就会无休止地陷入“改错运动” 。公共场所英文译写是汉英语

码转换的结果 ，转换的关键是文化 、观念 、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语

言的意义与民族精神 、人文特性密切相关 ，任何人用语言进行人际思想

交流时 ，即使是生活经验相同的群体 ，对同一客观事物也会有个性的理

解和差异的反映 。要真正认识语言的本质 ，必须从复杂多变的个性化

理解扩大到民族性 、历史性 、人文性和社会性的解释 。 M ．A ．K ．

Halliday 认为他所构建的功能语法的目的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理论
框架 ，本研究用系统功能语法作为公共场所英文译写语篇分析的理论

指导 ，因为它是一种可操作性强 、实用性强的语篇分析理论 ，一种“选择

就是意义”的广泛应用的原则 ，同时也是一条“形式是意义的体现”的告

诫 。一定的形式表达了一定意义 ，而有些则表达完全不同的意义 ，公共

场所英文译写过分强调形式 ，必然会忽视它们之间存在的意义 、观念和

文化上的差异 ，会犯经验主义错误 ，造成跨文化交际障碍 。因此 ，形式

的选择更要考虑选择的“合适性” ，就是充分考虑形式所处的文化语境 、

情景语景和文本语境 。本研究突破英文译写形式视域 ，通过标示性和

注释性两个认知维度探讨了公共场所英文的一些共性问题 、提出了自

己的观点 。同时结合公共英文向中小城市渗透 ，这些城镇又缺少译者

的实际 ，探讨了一些个性问题 、提供了译写模式 。本研究所选择的译例

全部来自浙江省湖州市及所辖三县二区的公共场所 ，突出了“地方特

点”和“土气” ，使小地方公共场所英文译写模式 、译写标准 、书写要求和

大城市同步进行 、规范统一 。

本研究适用于公共场所的实体名称 、公共设施名称及信息用语的

英文译写 ，提出了公共场所汉语公示语英文译写的原则 、方法 、要求和

限制 。设施名称和信息用语等属于公共信息的 ，应当首先按照国家 、行

业规范 、地方标准 ，使用统一的公共信息 、图形和标志 。英文译写应当

与 GB／T １０００１系列所列条目相同 ，坚持“形式对应”和“功能等效”两

原则 ，以及“标示性”和“注释性”两模式 。汉语名称在英语中没有直接

对应的词语 ，应对该名称所指事物或概念进行分析 ，尽量参照英语国家

对同类事物或概念的指称用语和表达习惯 ，根据国际通用译法 ，选择使

用相应的英语词语和规范书写 。本研究所指的规范是语言形式可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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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多样 ，但是意义和功能必须一致 。本研究所选用的公共场所英文译

写仅一个地方 ，虽然努力照顾全面 ，但是难免挂一漏万 ，敬请原谅 。

我要感谢我的导师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黄国文教授 ，

他在功能语言学 、语篇分析方面给我的教诲使我获益匪浅 。他关心我

在中山大学的学习和生活 ，每次与他交谈都受到鼓舞和启发 ，他的勉励

和指导使我对功能语言学 、语篇分析理论有一定的感悟 ，学术研究能力

随之提高 ；我还要感谢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王东风教授 、浙

江大学郭建中教授 ，他们独特的思维和研究视角给我的学术研究以很

大的启迪 。王东风教授“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郭建中教授“小问题（路

名）可以做大 、做好”的观点一直是我写作的基调 ，研究的切入点 ，使我

能够对“路名”作功能语篇分析 ，并结合公共场所英文译写的普遍性和

特殊性 ，“小题大作”写成了此书 。

公共场所英文译写一直是译学界在探索的问题 ，由于个人认识 、翻

译方式以及对异域文化的体验和差异客观存在 。本研究的观点和译写

并非完美 ，仅供参考 。敬请大家多提意见 ，为规范 、统一我国公共场所

英文译写共同努力 。

作者

２０１０年 ５月 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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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汉语拼音字母在公共场所英文译写中的使用

１⋯⋯⋯⋯⋯⋯⋯⋯⋯⋯⋯⋯⋯⋯⋯⋯⋯⋯⋯⋯⋯⋯⋯⋯

　一 、拼音 ：标准汉字注音识读形式 ２⋯⋯⋯⋯⋯⋯⋯⋯⋯⋯⋯⋯⋯

　二 、拼写 ：统一罗马字母书写形式 ２⋯⋯⋯⋯⋯⋯⋯⋯⋯⋯⋯⋯⋯

　三 、音译 ：两种语言的语音转写形式 ４⋯⋯⋯⋯⋯⋯⋯⋯⋯⋯⋯⋯

１ ．“不可译” 、“不好译”和“不译”的音译 ５⋯⋯⋯⋯⋯⋯⋯⋯⋯⋯

２ ．人名 、地名等音译 ５⋯⋯⋯⋯⋯⋯⋯⋯⋯⋯⋯⋯⋯⋯⋯⋯⋯⋯

３ ．“汉语”词语的“外文”音译创造 ６⋯⋯⋯⋯⋯⋯⋯⋯⋯⋯⋯⋯

４ ．音译存在的问题 ８⋯⋯⋯⋯⋯⋯⋯⋯⋯⋯⋯⋯⋯⋯⋯⋯⋯⋯

５ ．结论 ：区别对待公共场所“汉语拼音拼写” １０⋯⋯⋯⋯⋯⋯⋯

　参考文献 １１⋯⋯⋯⋯⋯⋯⋯⋯⋯⋯⋯⋯⋯⋯⋯⋯⋯⋯⋯⋯⋯⋯⋯

第二章 　公共场所英文译写的“标示性解释”与“注释性解释”

１３⋯⋯⋯⋯⋯⋯⋯⋯⋯⋯⋯⋯⋯⋯⋯⋯⋯⋯⋯⋯⋯⋯⋯

　一 、什么是“标示性解释” １３⋯⋯⋯⋯⋯⋯⋯⋯⋯⋯⋯⋯⋯⋯⋯⋯

　二 、什么是“注释性解释” １５⋯⋯⋯⋯⋯⋯⋯⋯⋯⋯⋯⋯⋯⋯⋯⋯

　三 、“标示性”与“注释性”的适用性 １７⋯⋯⋯⋯⋯⋯⋯⋯⋯⋯⋯⋯

　参考文献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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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共场所“地点专有名称”英文译写

１９⋯⋯⋯⋯⋯⋯⋯⋯⋯⋯⋯⋯⋯⋯⋯⋯⋯⋯⋯⋯⋯⋯⋯

　一 、什么是“地点专有名称” １９⋯⋯⋯⋯⋯⋯⋯⋯⋯⋯⋯⋯⋯⋯⋯

　二 、专有名称的“专名组合”和“通名组合” ２０⋯⋯⋯⋯⋯⋯⋯⋯⋯

　三 、地点专有名称的分类译写规范 ２１⋯⋯⋯⋯⋯⋯⋯⋯⋯⋯⋯⋯

　参考文献 ３１⋯⋯⋯⋯⋯⋯⋯⋯⋯⋯⋯⋯⋯⋯⋯⋯⋯⋯⋯⋯⋯⋯⋯

第四章 　公共场所道路交通路名的英文译写

３３⋯⋯⋯⋯⋯⋯⋯⋯⋯⋯⋯⋯⋯⋯⋯⋯⋯⋯⋯⋯⋯⋯⋯

　一 、问题 ：全国路名译写不统一 ３７⋯⋯⋯⋯⋯⋯⋯⋯⋯⋯⋯⋯⋯⋯

　二 、原因 ：拼写和译写认识不一致 ３９⋯⋯⋯⋯⋯⋯⋯⋯⋯⋯⋯⋯⋯

　三 、路名语篇分析 ：标示 、意义与功能 ４１⋯⋯⋯⋯⋯⋯⋯⋯⋯⋯⋯

　四 、路名译写 ：标示性与注释性 ４２⋯⋯⋯⋯⋯⋯⋯⋯⋯⋯⋯⋯⋯⋯

　五 、路名管理 ４４⋯⋯⋯⋯⋯⋯⋯⋯⋯⋯⋯⋯⋯⋯⋯⋯⋯⋯⋯⋯⋯

　参考文献 ４６⋯⋯⋯⋯⋯⋯⋯⋯⋯⋯⋯⋯⋯⋯⋯⋯⋯⋯⋯⋯⋯⋯⋯

第五章 　公共场所名 、特 、优 、新产品名称的英文译写

４７⋯⋯⋯⋯⋯⋯⋯⋯⋯⋯⋯⋯⋯⋯⋯⋯⋯⋯⋯⋯⋯⋯⋯

　一 、产品名称英文译写的意义 ４８⋯⋯⋯⋯⋯⋯⋯⋯⋯⋯⋯⋯⋯⋯

　二 、产品名称的标示性 ４９⋯⋯⋯⋯⋯⋯⋯⋯⋯⋯⋯⋯⋯⋯⋯⋯⋯

　三 、产品名称的注释性 ５１⋯⋯⋯⋯⋯⋯⋯⋯⋯⋯⋯⋯⋯⋯⋯⋯⋯

　四 、餐饮 、菜肴的英文译写 ５２⋯⋯⋯⋯⋯⋯⋯⋯⋯⋯⋯⋯⋯⋯⋯⋯

１ ．烹饪方法 ５３⋯⋯⋯⋯⋯⋯⋯⋯⋯⋯⋯⋯⋯⋯⋯⋯⋯⋯⋯⋯⋯

２ ．知名餐饮标示性 ５４⋯⋯⋯⋯⋯⋯⋯⋯⋯⋯⋯⋯⋯⋯⋯⋯⋯⋯

３ ．名菜的英文译写 ５４⋯⋯⋯⋯⋯⋯⋯⋯⋯⋯⋯⋯⋯⋯⋯⋯⋯⋯

　五 、茶食的英文译写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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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土特产品的英文译写 ５６⋯⋯⋯⋯⋯⋯⋯⋯⋯⋯⋯⋯⋯⋯⋯⋯

　参考文献 ５８⋯⋯⋯⋯⋯⋯⋯⋯⋯⋯⋯⋯⋯⋯⋯⋯⋯⋯⋯⋯⋯⋯⋯

第六章 　公共场所英文译写“异码交际”现象分析与对策

５９⋯⋯⋯⋯⋯⋯⋯⋯⋯⋯⋯⋯⋯⋯⋯⋯⋯⋯⋯⋯⋯⋯⋯

　一 、什么是公共场所“异码交际” ５９⋯⋯⋯⋯⋯⋯⋯⋯⋯⋯⋯⋯⋯

　二 、公共场所“异码交际”的语义构建 ６３⋯⋯⋯⋯⋯⋯⋯⋯⋯⋯⋯

　三 、公共场所“异码”的意义“标示”和“解释” ６４⋯⋯⋯⋯⋯⋯⋯⋯

１ ．等值译义 ６５⋯⋯⋯⋯⋯⋯⋯⋯⋯⋯⋯⋯⋯⋯⋯⋯⋯⋯⋯⋯⋯

２ ．非对应解释 ６５⋯⋯⋯⋯⋯⋯⋯⋯⋯⋯⋯⋯⋯⋯⋯⋯⋯⋯⋯⋯

３ ．语境化释义 ６６⋯⋯⋯⋯⋯⋯⋯⋯⋯⋯⋯⋯⋯⋯⋯⋯⋯⋯⋯⋯

　四 、公共场所“异码交际”的协调功能 ６６⋯⋯⋯⋯⋯⋯⋯⋯⋯⋯⋯

１ ．交际场合的协调 ６７⋯⋯⋯⋯⋯⋯⋯⋯⋯⋯⋯⋯⋯⋯⋯⋯⋯⋯

２ ．角色的协调 ６７⋯⋯⋯⋯⋯⋯⋯⋯⋯⋯⋯⋯⋯⋯⋯⋯⋯⋯⋯⋯

３ ．话题或语篇的协调 ６８⋯⋯⋯⋯⋯⋯⋯⋯⋯⋯⋯⋯⋯⋯⋯⋯⋯

　五 、公共场所“异码交际”的策略 ６８⋯⋯⋯⋯⋯⋯⋯⋯⋯⋯⋯⋯⋯

１ ．CBS 策略 ———简约与精确 ６９⋯⋯⋯⋯⋯⋯⋯⋯⋯⋯⋯⋯⋯⋯

２ ．AIDA 策略 ———时尚与洋效 ７０⋯⋯⋯⋯⋯⋯⋯⋯⋯⋯⋯⋯⋯

　六 、公共场所“异码交际”存在的客观性 ７１⋯⋯⋯⋯⋯⋯⋯⋯⋯⋯

　参考文献 ７３⋯⋯⋯⋯⋯⋯⋯⋯⋯⋯⋯⋯⋯⋯⋯⋯⋯⋯⋯⋯⋯⋯⋯

第七章 　公共场所英文公示语的分析与译写

７５⋯⋯⋯⋯⋯⋯⋯⋯⋯⋯⋯⋯⋯⋯⋯⋯⋯⋯⋯⋯⋯⋯⋯

　一 、公共场所英文译写的构建 ７５⋯⋯⋯⋯⋯⋯⋯⋯⋯⋯⋯⋯⋯⋯

　二 、公共场所英文译写的功能体现 ７６⋯⋯⋯⋯⋯⋯⋯⋯⋯⋯⋯⋯

　三 、公共场所英文译写的读者群体 ８０⋯⋯⋯⋯⋯⋯⋯⋯⋯⋯⋯⋯

　四 、公共场所英文译写的社会语境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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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公共场所英文译写的语言形式与意义体现 ８３⋯⋯⋯⋯⋯⋯⋯

　六 、公共场所英文译写的研究和限制 ８５⋯⋯⋯⋯⋯⋯⋯⋯⋯⋯⋯

　参考文献 ８９⋯⋯⋯⋯⋯⋯⋯⋯⋯⋯⋯⋯⋯⋯⋯⋯⋯⋯⋯⋯⋯⋯⋯

第八章 　公共场所英文译写的书写规范

９０⋯⋯⋯⋯⋯⋯⋯⋯⋯⋯⋯⋯⋯⋯⋯⋯⋯⋯⋯⋯⋯⋯⋯

　一 、地点专有名称的书写 ９０⋯⋯⋯⋯⋯⋯⋯⋯⋯⋯⋯⋯⋯⋯⋯⋯

　二 、英文书写规范 ９２⋯⋯⋯⋯⋯⋯⋯⋯⋯⋯⋯⋯⋯⋯⋯⋯⋯⋯⋯

　三 、汉语拼音拼写规范 ９３⋯⋯⋯⋯⋯⋯⋯⋯⋯⋯⋯⋯⋯⋯⋯⋯⋯

　参考文献 ９４⋯⋯⋯⋯⋯⋯⋯⋯⋯⋯⋯⋯⋯⋯⋯⋯⋯⋯⋯⋯⋯⋯⋯

第九章 　公共场所英文译写分类选择

９５⋯⋯⋯⋯⋯⋯⋯⋯⋯⋯⋯⋯⋯⋯⋯⋯⋯⋯⋯⋯⋯⋯⋯

　一 、酒店 、饭店英文译写选择 ９５⋯⋯⋯⋯⋯⋯⋯⋯⋯⋯⋯⋯⋯⋯⋯

　二 、商场 、超市英文译写选择 ９７⋯⋯⋯⋯⋯⋯⋯⋯⋯⋯⋯⋯⋯⋯⋯

　三 、道路交通英文译写选择 ９９⋯⋯⋯⋯⋯⋯⋯⋯⋯⋯⋯⋯⋯⋯⋯

　四 、医院卫生英文译写选择 １０１⋯⋯⋯⋯⋯⋯⋯⋯⋯⋯⋯⋯⋯⋯⋯

　五 、药品产品说明书英文译写选择 １０３⋯⋯⋯⋯⋯⋯⋯⋯⋯⋯⋯⋯

　六 、学校英文译写选择 １０６⋯⋯⋯⋯⋯⋯⋯⋯⋯⋯⋯⋯⋯⋯⋯⋯⋯

　七 、公共场所 、景点英文译写选择 １０７⋯⋯⋯⋯⋯⋯⋯⋯⋯⋯⋯⋯

　参考文献 １０９⋯⋯⋯⋯⋯⋯⋯⋯⋯⋯⋯⋯⋯⋯⋯⋯⋯⋯⋯⋯⋯⋯⋯

后 　记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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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汉语拼音字母在公共场所

　 　 　 　 英文译写中的使用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枠第十八条规定 ：“枟汉语拼

音方案枠是中国人名 、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 ，并

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根据这套规范写出的符号称为汉语

拼音（H苯nyǔpī nyīn）或拼音（Pīnyīn） 。汉语拼音同时也是国际普遍认
同的汉语普通话拉丁转写标准 。国际标准 ISO ７０９８（中文罗马字母拼

写法）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１９５８ 年 ２ 月 １１

日）正式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 ，被用来拼写中文 。转写者按中文字的普

通话读法记录其读音 。”无论中国自己的规范还是国际标准 ，都明确指

出了汉语拼音的性质和地位 ，即它是汉语普通话的拉丁拼写法或转写

系统 ，而非汉语正字法或汉语的文字系统 。汉语拼音字母只是对方案

所用拉丁字母个体的称谓 ，并不意味着汉语拼音是像英语那样是一种

全音素拼音文字 。汉语拼音使用有三个方向 ，一是拼音 ，这在中国大

陆 、海外华人地区 ，特别是华语地区如菲律宾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使

用范围十分广泛 ，在学校以及对外汉语教育中进行汉语拼音教学 ；二是

转写 ，主要用途是统一字母书写 ，便于文献检索 ；三是译写 ，是作为翻译

手段之一的音译 ，本研究称三者为“汉语拼音拼写” 。

公共服务行业推行规范汉字和外文同时使用是社会转型时出现的

语言现象 ，城市公共场所英文译写的探索离不开“汉语拼音拼写” 。汉

语拼音字母在公共场所外文译写中使用范围很广 ，然而对汉语拼音的

“拼音” 、“转写”和“译写”区别和使用存在着争议 。本章节拟从语言学

和翻译学视角探讨汉语拼音 、转写和译写的使用原则和使用限制 ，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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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认识上端正对“汉语拼音拼写”的主观态度 ，为城市公共场所外文

译写中汉语拼音字母的广泛使用寻求共识 。

一 、拼音 ：标准汉字注音识读形式

　 　汉语拼音是国际普遍承认的汉语普通话拉丁转写标准 。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以枟汉语拼音方案枠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 ，因为汉字有难读 、难

写和难记的局限 ，增加汉语拼音就有听觉的语音 ，识读的便利 ，国家因

此制定了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原则作为国内标准指导人们参照执行 。每

个汉字发音有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四种声调 ，注音必须用相应的符号

标调 ，否则人们就读不准汉字的音 ，还原成汉字也不一定就是想要的

字 ，如 Lu还原成汉字不一定是“路”枟新华字典枠就有 ６３ 字发音 Lu 。
“汉语拼音拼写”的特殊用途决定了它“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

话” ，对内帮助学生 、公民识读汉字 ，对外用作汉语教学的注音工具 ，一

般出现在语文课本或对外汉语教材 ，不单独当作一种正式的书写方式

出现在城市公共场所以及大众视觉媒介 。例如 ：

１ ．北京东路 Beijing Donglu
２ ．天气晴朗 ，晒的衣服一会儿就干了 。 Tiānqì qínglǎng ，sh苯i de

yīfu yīhuì er jiù gān le 。

二 、拼写 ：统一罗马字母书写形式

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枠规定了“枟汉语拼音方案枠是中国人名 、地名

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 ，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汉字罗

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则 ，是由国际汉字标准化的进程决定的 。汉语

拼音用的是罗马字母 ，“语音转写法”就成了转换非完全拼音系统以及

所有表意音书写系统的行之有效方法 ，不仅适用于国内汉语和其他少

数民族语的人名 、地名转写 ，同时还适用于日本 、韩国 、印度等东南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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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人名 、地名罗马字母转写 。所以 ，罗马字母拼写人名 、地名这个国

内标准实质上也是国际标准 ，又称“单一罗马化” 。全球非罗马字母文

字国家的人名 、地名转写为罗马字母拼写形式是“全球化” 、“一体化”的

重要一步 ，“单一罗马化”突出的是书写形式的“国际化” 。由于罗马字

母及其组合在不同语言中的读音或多或少地有差异 ，汉字国际标准化

只能是书写形式的标准化 ，读音上的出入往往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 ，单

一罗马化只要求拼写形式相同 ，并不要求注音一致 ，通常公共场所是不

必用汉语拼音的 。

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枠同时规定了汉语拼音拼写用于“汉字不便

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是指“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 。如

国家规定了国内出版的中文书刊在封面 ，或扉页 ，或封底 ，或版权页上

加注汉语拼音书名 、刊名 ，同时路名 、地名 、药名 、商标 、产品名称 、文章

名 、人名等等也用汉语拼音 ，目的是方便检索书刊名 、目录（馆藏） 、索

引 、书写实现统一字母化 。但是它们只限用于一些特殊的外宣文本 、网

络通信 、国际会议 、体育比赛等汉字不流通的领域 ，如果出现赵 w 、

Beijing 市 、王晓 wangxiao２００１＠ １６３ ．com 混码或单纯汉语语码时 ，标

准化工作以及文献检索就通不过 。然而 ，我国目前视觉媒体 、公共场所

等领域汉语名称与“汉语拼音拼写”同时使用的现象增多 ，超出了汉语

拼音作为注音的使用范围 。许多机关 、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 、公共文

化和地名 、体育场所 、旅游景区 、建筑物和其他具有实体性质的机构 、部

门 ，其专有名称普遍存在“汉语拼音拼写”和标准汉字并置形象 。但是 ，

汉语拼音非汉语正字法或汉语的文字系统 ，汉语拼音字母只是对方案

所用拉丁字母个体的称谓 ，因此“汉语拼音拼写”只在文献工作中起着

“通行”作用 ，在视觉和心理上使人产生“异化” 、“西方化”效应 ，从某种

程度上体现出中国文化元素与国际接轨“意图” ，而非传递信息或意义 ，

不具备跨文化交际的功能 。因为 ，“汉语拼音不是一种拼音文字”（周有

光 ，２００４） ，更不是英文 。例如 ：

湖州市行政中心 Huzhoushi Xingzheng Zhongxin
新华书店 Xin Hua Shu Dian（不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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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药店 XIN HUA YAO DIAN （不规范使用）

湖州师范学院 Huzhou Shifan Xueyuan
湖州日报报业集团 Huzhou Ribao Baoye Jituan
安吉中南百草园 Anji Zhongnan Baicaoyuan
苕溪南路 Tiaoxi Nanlu
统战月刊 Tongzhan Yuekan
南浔时讯 Nanxun Shixun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Huzhou Shifan Xueyuan Xuebao
湖州晚报 Huzhou Wanbao
骨通贴膏 Gutong Tiegao

三 、音译 ：两种语言的语音转写形式

翻译（to change spoken or w ritten words into another language ）
是译者用一种语言的语篇材料来代替另一种语言中与其对等的语篇材

料的过程 ，对等的两种语言的语篇都可以作为同一整体语境中的组成

部分而相互替换（胡壮麟等 ，２００５） 。翻译的过程是翻译研究的重要内

容之一 ，译者对所译的汉语词语进行功能切分与分析 ，然后运用某种策

略从事翻译 。翻译策略具体表现为直译 、意译 、全译 、变译 、音译等 。音

译 （ to w rite a word from one language using the alphabet of a
different language）是用汉语拼音转写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即将源语的

发音形式转换成目的语的发音形式 ，是用一种文字符号（如拉丁字母）

来表示另一种文字系统的文字符号的过程或结果 。 “汉语拼音拼写”是

翻译过程中构建汉语音译词的最佳材料 ，汉语替换英文是汉译英 ，汉语

拼音替换汉语不能说是英译汉 ，还是“汉语拼音拼写” ，这与汉语拼音注

音 、拼写有本质的区别 。因为 ，汉语拼音不是一种语言体系 ，不可能替

换罗马字母拼写的任何语言 ，而是给译者提供一种有利于汉语“国际

化”的音译原则 。语音转写系统必须以转换文字及其字母表的正字法

规范为依据 ，汉语拼音用法应符合 GB ／T １６１５９的要求 。因此 ，语音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