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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向维度凝视下城市公示语英译规范的中和观

熊 力 游
(长沙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3)

摘   要:以凝视理论为基础,论述了作为城市公共服务主要手段之一的标示语是一种静态的、被动式的

自导解说结构;英汉双语乃至多语的标示在发挥对外宣传和服务的同时,也处在多向维度的凝视之下;对公

示语的英译从追求双语标示在公共场所内的整体效果,到平衡多向凝视方之间的需要而采用的翻译方法,再
到各方之间微妙关系的协调,都需要译者多维的思考。认为中和观强调不同事物、因素之间协调、平衡和有

序的关系,可为城市公示语翻译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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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将进一步拓展对外交流

的新平台,而公共场所的双语标示无疑是展示城市

文化和形象的无声语言。作为一种静态的、被动式

的自导解说结构,公共场所标示在于通过图形和文

字与人们交流信息,发挥着介绍、标记、引导或警告

等作用,在功能类型上体现为表达功能和指令功

能,而双语标示内容的表达方式、标示的选用手段

等则展现了其呼唤功能和美学功能。更不用说,语
言文字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发挥着宣传形象、交
流文化、倡导文明的传播功能。作为城市公共服务

系统中最基本、应用最广的认识、了解和运用相关

设施的重要工具,公示语的英译规范一直是学界热

议的话题。正如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田世

宏所说,推动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工作的规范

化、标准化,是提升我国公共服务和治理能力的重

要体现。公共场所的英语标示从设计到落地涉及

到诸多群体,标示上展示的双语文字信息也处在多

向维度的凝视之下。如何在多维凝视下协调翻译

手段,规范标示,发挥标示在城市公共场所的作用,
值得翻译工作者探讨。

一、 多向维度凝视下的中和观

凝视理论最初由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提出。
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中,福柯将“规

训”描写为一种特殊的权力。既是权力干预、训练

和监视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在全景敞

式监狱系统里,监视者对囚犯的凝视(监视)是一

种带有权力意志的观看方式 。不仅能监控囚犯

的身体,更规训着囚犯的灵魂。“凝视”体现的是

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权力话语[1]。然而,一些理论

家不满足于这种向下看的控制性凝视,开始寻求

一种新的话语。他们试图用平等的愉悦的多边凝

视取代极权的沉重的单向凝视。1990年,英国社

会学家厄里借用福柯的“凝视”概念,提出了“游客

凝视”(touristgaze)。这是一种旅游者与东道主

之间的凝视与被凝视关系,厄里将凝视定为旅游

者愉悦的体验,它使旅游文化“自我异国情调化”。
旅游者对目的地的视觉和摄影行为规定了凝视的

对象,即东道主及文化。而以色列学者达亚·毛

茨提出的“东道主凝视”(localgaze)和“双向凝

视”(themutualgaze)概念,着重考察了东道主凝

视和游客凝视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以及产生何种

影响,提高了“凝视”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
不管是游客凝视,还是东道主凝视、双向凝视

等,都是将一方置于另一方的权力的场景中。就

公共场所标示而言,一方面,它由城市规划者专业

化建构,是一种被规划的凝视;另一方面,它时刻

都在政府主管部门、外来客人、城市主人等凝视



下,又是一种“被凝视的凝视”。处于多向维度凝

视下的标示翻译过程,涉及到了规划者、编译者、
阅读者,甚至包括牌示始作者和代理商等诸多的

一方被多方凝视,或相互凝视的多位状态,在这种

也许连其自身也未意识到的多维凝视下,知识、权
力、话语等现代性特征发挥着各自作用。就译者

而言,需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情感对所译内容负责,
在翻译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大脑“凝视”读
者,揣摩读者的心理而实施相应的翻译行为。同

时,译者对文本的操纵也得顾忌占主导地位的意

识形态或更强大的话语权。虽然一些译者往往出

于自负故意忽略来自各方的注视,但是各方的凝

视仍然会介入其翻译行为,译者会在不知不觉中

按照相关方的期望和想象行事,在此状态下的伦

理思维和行为,直接动态影响着静置标示的翻译

质量和效果。
“中和”是中国古代素朴的辩证思维观,贯穿于

事物发展始终。首先,它是一种方法,是处理事物、
解决矛盾的最佳方案。它强调的是不偏不倚。其

次,它是一个关系概念,是不同事物、因素之间协

调、平衡、有序的关系[2]。牌示的制作使英译的过

程处在多维凝视之下,面对具有差异性的需求和观

念,翻译方法的执两用中,能更好满足不同需求。

二、 多维凝视下公共场所标示的 “中
和”翻译观

1.翻译认识的整体观

中国古代哲学一向从整体观出发认识事物。
无论是 “物无孤立之理”或是“孤阴不生,孤阳不

长”以及“天人合一”“阴阳和合”,皆强调事物只有

处于和谐的统一关系中才是最佳的发展状态。受

这种整体性思维的影响,中华文化一向以和谐为

美。城市公共场所牌示也不例外。在传递知识信

息、发挥服务功能的同时,牌示也是城市不可或缺

的一道风景。从外部看,各类牌示在公共场所中

得体、适宜的静态表征不仅能带给人们美感,还能

增加城市的整体和谐感。从牌示内部看,各类标

示的表征所包含的文字视觉设计,保证了其传达

的有效性、识别性和美观性。随着我国国际化程

度的提升,与外来沟通的不断加强,许多城市将牌

示设置为双语甚至多种语言,为外国客人提供了

便利并彰显着城市的友好。由于中英文分属不同

语系,有着不同的语言结构,公共牌示的英文翻译

显然不是“一对一”的死译,也不是自由散漫的胡

译,而是根据牌示的功能和特征进行的恰当翻译。
中和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表征事物存在状

态的适中与合适。“中”指恰如其分,不走极端;
“和”则是从整体观出发,谋求行动体系和谐共

处[3]。公共牌示文字视觉设计强调文字内容在符

合标准前提下的简要性,字体、字号、间距等的有

效性和识别度,以及双语文字与主题、风格、环境

等的有效融合,从而实现无论在哪方的凝视下都

体现其合理且和谐得体。
首先,标示牌上双语文字的数量结构应该处

于无过无不及的状态。由于牌示的空间有限,文
字表达应简明扼要,直观通达。比如提示牌“闲人

免入”,四个字既简单又明了,按照翻译的对等原

则,译为“StaffOnly”比“AccessForbiddentoAll
UnauthorizedPersons”更符合双语牌示的译写风

格。同理,“车位已满”译为“ParkingSpaceIsNot
Available”就不如 “Full”或“Occupied”。因此,对
于警示、提示、告示类牌示的英文翻译,既不宜大

篇幅的文字介绍,也不宜草草而行,要突出重点,
恰到好处。其次,中和观的“执两用中”强调实践

中采取适宜的方法,“适宜”则包含着一定的尺度

与规范。标示语广见于城市各公共区域,不可避

免会存在相同内容,尤其是通名。翻译的规范性

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标准,
其中“忠实性”是最基本的原则:忠实于原文,忠实

于读者,忠实于译文。比如对于城市路牌上的通

名“路”的翻译,笔者经过调 研,发 现 了“RD.,

Rd.,rd.,LU,Road,ROAD”等多种,这是对译

文的不负责;而“汽车西站”在不同方位或路段上

则出 现 “Automobileweststation”“WestBus
station”“The WesternStationofAutomobile
Transport”和“WESTERNBUSSTATION”等
不同译法,则是对受众的不忠实。这样缺乏统一

性和规范性的译文增添了外来者的困惑,反而起

误导作用,也违背了翻译的基本原则。采用官方

的译写指南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途径。此外,
牌示的识别度宜适中。图形的识别性以符合人们

的理解习惯和审美习惯为尺度,色彩的运用以不

产生视觉疲劳为宜,而文字的字体、字号、间距等

显现也应适度得体,比如汉语采用简洁概括的无

衬线字体,英语使用TimesNewRoman这种过

渡型衬线,均能突出文字平稳、规范的风格。公共

场所标示的翻译除外部表象在数量、形象上要与

环境及人们审美等切合外,文字更应注意内外兼

容的整体观。这涉及到翻译的方法问题。

2.翻译方法的中庸观

从城市规划层面看,采用双语标示是城市公

共领域整体的一部分 。从翻译行为角度看,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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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换。翻译目的论关注

的重点是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的翻

译策略。由于中西游客在文化背景、认知心理、受
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他们对牌示内容、形式

等的理解和接受也存在着认知和情感上的不同,
因此,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经常处于怎样平衡

对原文忠实和对读者期待忠实的两难境地。“不
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

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强调人们在处理矛盾

对立的事物时,要把握一个“度”,既不要“过”,也
不能“不及”。这种思想为翻译实践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方法论。
例1 友谊关楼两侧均修建有城墙,始建于

明朝永乐年间,已有600多年历史,为单边直立式

城垛,内侧为不规则石块砌就的步阶。
译 文  Ramparts on both sides of

FriendshipPasswereinitiallybuiltduringthe
regimeofYongleEmperorin MingDynasty,

thusboastingahistoryaslongas600years.
Theyaresingle-sidedbattlements,theinterior
sidebeingstairs madeofstonesofirregular
shapes.

例1是友谊关一则古城墙的介绍牌示。友谊

关作为我国九大名关之一,是中国南疆边防要隘

和战略要地。牌示原文给读者传递的信息有:友
谊关古城墙的历史;基本形状和结构。从译文看,
在忠实传递原文信息的同时,满足了英语读者的

语言和思维习惯。首先,在处理“古城墙”一词上,
译者并没有照葫芦画瓢译成“thecitywall”,而采

用rampart,既展现了友谊关作为一个关隘的防

御功能,也为外来参观者提供了准确的功能信息。
其次,译者较好把握了原文的信息重点,将原文中

5个小句通过采用分词结构(boasting…,being
…)辅助SV结构分别表达了两层意义,主次分

明,逻辑关联严谨,同样满足了英文读者“重形”的
语言表达和思维习惯。显然,译者在原文和译文

之间所进行的调和到位,既识别了原文的意义层

次,又符合了目的语的习惯和规范。
许多城市公共场所牌示一味固守中文形式而

忽略了译文规范,采用一些华而不实,或者虚且空

的表述,也许能满足权力凝视下的要求,而在主要

凝视者 享受牌示带来服务的外来客人 看

来,往往形同虚设,这显然不符合中庸之道。虽然

中庸观强调的是允执中道,但也不是盲目地折中,
而是翻译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零翻译是翻

译的一种形式或称为变通性翻译,是译者在遵循

原文主要信息的前提下,以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

读习惯与文化、心理期待为目的,对原文本进行的

编辑整理。这种灵活性变通体现的正是不偏不倚

的中庸方法。
例2 这块位置,我们已经帮您踩过了!
译文1 Thisareawe’vealreadydoneit

foryou!
译文2 We’vealreadysteppedonthearea!
译文3 Thispositionwehavealreadydone

itforyou!
译文 4 Thisareahasbeentested.It’s

safe.
自各地发生多起公共场所电梯事故,尤其是

某商场自动扶梯踩踏事故后,管理者出于让顾客

安心考虑,在众多公共场所自动扶梯出入口设立

了双语提示牌。但多种译本的出现则反映双语标

示的欠规范。例2的译文1~3虽译出了原文的

意义却易引起目的语读者的困惑,增加对电梯安

全度的不信任感。中文的表意性对于国内顾客来

说完全可以理解,无论是商场还是超市都是想说

服顾客放心使用电梯,因为电梯检测过了,是安全

的。如果非要体现对国外顾客的关怀,则译文4
没有 拘 泥 原 文,或 者“Thisescalatorhasbeen
safelyapproved”,都通过变通表达了这层意义。
而这种选择性地对文本格式、相关内容等进行调

整,以迎合读者的凝视折射出来的偏好,也反映出

目光凝视下对权力的调和,即掌握翻译大权的译者

不可能忽视来自其他各方的凝视而独断行事,用福

柯的话说,其权力通过严格的监视来实施,“任何一

个目光都将成为权力运作的一部分”。其实,笔者

认为,在这种语境下与其引起疑惑和不解甚至潜在

的不信任或危机感,倒不如不采用英文翻译。毕

竟,电梯事件是内部应该重视之事,公共场所标示

的英文翻译具有对外引导、宣传等功能,这种不翻

译之处理也适合外宣翻译的内外有别原则。“增加

中文里没有的背景,(或)删去可能引起误会的表

述,是当今对外翻译需要特别注意考虑的问题。”[4]

3.多维凝视下译者的调和观

目前对公示语翻译不规范的学术质疑或批

评,主要包括译文质量和译者行为。笔者认为,对
译者的指责有些牵强,因为城市双语公示语的完

成是多方协作的结果。译者通过与相关者的沟通

和共同合作进行翻译活动,后者的活动对译者的

行为势必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他们

的活动控制着译者的行为并影响译本效果。一种

影响来自于原文本的操纵者或委托者,他们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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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内容,并提出翻译的要求。他们除操控内

容外,还控制着语言形式、整体布局及翻译工作进

程。译者与委托人之间需要一种调和。从牌示的

格式编排,诸如样式、体例、字体、行间距到内容的

增减、厚薄、虚实等要求,再到译文的核实和翻译

质量的监管,双方都应达成共识。尤其在网络时

代,译者要利用网络与委托人沟通,通过网络了解

委托人的翻译要求,接受原文,传递译文[5]。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译者要考虑受话

者,考虑受众或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目的语读者,
以及他们的期待与交际需求。因此,另一个对译

者行为影响较大的相关群体是文本接受者。尽管

译者在编译中不能与接受者直接沟通,也稀有来

自于他们的信息反馈,但他们却是不可忽视的一

个群体,译者不能不顾及他们的感受和期待。切

斯特曼[6]认为,翻译的伦理要求构建译者和委托

人或其他任何参与此项目者之间的信任,减少相

互间可能产生的误解。他提出了五种伦理形式,
其中“交际伦理”强调了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

沟通,追求平等的良性互动。
例3 老弱病残孕专座/席

译文1 ForThoseWhoAreOld,Weak,

Sick,HandicappedorPregnant
译 文 2  Seats Reserved for Senior,

Children,PregnantWomen,theSickandthe
Disabled.

译文3 ReservedSeatforElderly,Weak,

Sick,DisabledandPregnant
译文4 SeatforPassengerinNeed
译文5 CourtesySeats
在享有“礼仪之邦”的中国,类似例3人文关

怀的话语到处可见,在国人看来,备感温馨。但是

受个人主义文化影响的外国人强调个人身份、个
人作用、个人的独立性;在社会行为方面,“以个人

取向”的社会结构着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及成就。
而“老弱病残”在他们眼里意味着对相关权利的丧

失,是他们较为忌讳的词汇。由此看来,译文1~
3没有顾及到读者的文化和心理,难以为其所接

受;译文4基本符合西方偏重实用性信息[7]的思

维。而译文5不仅简练,符合标示语的翻译风格,
也考虑了读者的感受,同时更体现了中国文化的

精髓,可谓一举多得。
当双语标示规范化翻译的过程中存在争执、

纠纷乃至冲突时,“中和”是处理各种矛盾和平衡

或协调多种关系的基本原则。老子“挫其锐,解其

纷,和其光,同其尘”教化了多种矛盾中的“以和为

贵”,通过相互间的对话、协商和调和而达成和睦

一致。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首先是调和者,在原

语和目的语之间调和,在原文化和目的语文化间

调和,在原文读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调和,还需要

与相关职能和管理部门协商公示语的整体效果,
等等。因此,译者工作中除了需要中庸翻译方法

外,还需要有一种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态度和原

则,以“中和”的思想坚守翻译的规范与伦理。《中
庸》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

为贵”,所强调的就是“至诚”的人生态度。“至诚”
才能“致中”。而“致中”“至诚”的修养之道,即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

次,译者在遵循中和理念时,应秉承“和而不同”。
既不盲从委托人或管理者的指令而与翻译之基本

原则背道而驰,也不刻意迎合目的语读者之喜好

而置公共标示功能于不顾,而应在尊重不同意见

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既然翻译是一种

跨文化交际活动,译者必须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

就是保证翻译交易中所有方之间的合作,以获取

共同的利益。可见,标示语翻译过程包含了各利

益主体间的凝视,在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相互的

目光投射乃至监视下的译者活动,不再是译者的

一枝独秀,而是与原作者、读者、委托人、经销商等

之间的合作与协商沟通。

三、 结  语

城市公示语的翻译作为一种对外服务的手段

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话题,研究多针对翻译中的语

言和文化等现象探讨翻译的功能与策略。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双语标示在施展多种功能的同时

也处在多方的凝视下,对双语标示不同的心理、目
的和态度需要译者采取一种朴素的认识观和方法

论。除了在翻译方法上把握分寸、恰到好处外,也
得顾及双语标示表征存在状态的适中、合适与合

理。此外,标示的制作和翻译过程涉及多种人际

关系,需要译者有“中和”的理念和手段协调。

2017年6月20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教育

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京联合召开新闻

发布会,发布《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系列

国家标准。旨在通过制定实施语言文字标准,提
高对外开放服务水平,增强“一带一路”软联通实

效,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形象。《公共服务

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系列国家标准包括10个部

分,规定了交通、旅游、文化、娱乐、体育、教育、医
疗卫生、邮政、电信、餐饮、住宿、商业、金融共13
个服务领域的英文译写原则、方法和要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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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日实施,将对城市公示语双语乃

至多语翻译工作起到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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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ragmaticanddiscursivefunctionsofna,nameandnagewerestudiedbasedonthe
writtenandspokencorpus.Thedifferencesinsyntacticlocationsandpragmaticanddiscursive
functionswerecompared.Atthediscursivelevel,nahasthefunctionofmarkingtheconcessive
relationacrossconversationalturns.Thethreediscoursemarkershavedistinctivelydifferentfunctions
intopicorganization.Atthepragmaticlevel,nagehasthefunctionofremindingandallofthemhave
face-saving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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