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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的本质看音译和借词

张峻峰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语言是制约信息传达及意义推测的工具，是一套俗例化的社会性惯例，反映了语言使 

用者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这是语言的共性。各种语言用不同的手段和方式强制性地制约语义的 

不同领域，形成了不同语言的特性。语言本质上是一套由认知驱动的社会性惯例和信息推测制 

约工具。对照语言本质观，音译和借词是用音形代文意的方式为输入语提供认知符号，是通过移 

植能指而让人探究所指的意义投射。音译词和借词的生命力由输入语对具有''不可通约性”事物 

和概念的信息传递制约需求决定，也由音译词和借词在音、形两方面与输入语信息传递制约规则 

的协调兼容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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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助推器％在跨文化交流 

日益频繁的今天，语言间的接触交流与相互影响也 

与日俱增。随着翻译的介入,音译和借词现象在各 

种语言发展历程中屡见不鲜，方兴未艾％本文首先 

讨论语言的本质以及翻译中的“不可通约”性，接着 

分析音译和借词产生的原因，然后考察英、汉语中 

的借词特点并归纳出影响音译词与借词在输入语 

中生命力强弱的两个因素。我们认为，关于音译词 

与借词生命力影响因素的讨论对于新时代背景下 

中华文化的外译传播及国家形象的国际构建具有 

参考价值％

-、语言的本质与翻译中的“不可通约”
语言本质上是一套由认知驱动的社会性惯例 

和信息推测制约工具％这种语言本质观为我们探 

讨翻译中的“不可通约性”提供了新的思路,可用来 

解释音译及借词现象产生的原因％

（―）语言的本质

罗仁地和潘露莉①认为语言是对所传达信息 

的推测进行制约的工具，和文化习俗等一样，是一 

套社会性惯例。不同语言强制性地制约语义的不 

同领域，其手段和方式也不同。如英文中使用“时 

态”和“体”来表示动作进行的状态，而汉语中则需 

依靠上下文来判断动作是已发生、正发生或者将发 

生％虽然人类语言间具有共性，但由于语言是社会 

性演化的惯例，而各社会与其他社会相较又有独特 

性，这就形成了某一语言的社会文化独特性②％

作为社会性惯例的语言反映的是该语言依存 

的社会文化面貌以及使用该语言的人们的生活状 

态。处在不同自然生存环境中的人类社会，生产、 

生活条件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因此，在差异较大的 

两个社会中，语言对生存状态和周遭环境的描述可 

以是千差万别的。爱斯基摩人的词汇中有几十种 

关于雪的词汇，比如“泡沫雪”和“粗粒雪”③，而世 

代居于热带和亚热带的各民族语言中就没有（或者 

至少是没有那么多）关于雪的词汇。道理很简单, 

这些社会中生活的人们在其生存环境中没有必要 

将雪的各种形态如爱斯基摩人般细分。处于某种 

社会形态的人类社会也可能在与其他文明接触时 

发现自身的某些社会习俗在其他社会中并不存在。 

“去洗手”是现今大多数文明社会中人们都能理解 

的一个委婉语。但是，假设你会说澳大利亚塔斯马 

尼亚岛上某原住民部落的语言，而且用正确的语 

音、语法形式说了这个委婉语，该部落的人却不会 

带你去洗手间，因为该部落居民还没有厕所的概
， 会 “ ”， 是“ 洗 ”%

作为社会 例的 言 是 言 

部世界（包括与他人）关系的认知体现。某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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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要对某个功能域进行制约、以何种方式制约， 

取决于该语言使用者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情况％在 

该认知基础上，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不同方面采用 

不同的方式进行制约以顺畅交流和精确表达，其实 

质也就是关联理论$中谈到的讲者为了制约听者 

的推测过程(inferential process)，让听者能通过最 

少的努力(minimal efforts)达到信息传递的目的 

(出于某种交际目的而故意为之的模棱两可除外)。 

爱斯基摩人对不同种类雪粒的精细划分是因为他 

们在交流中需要此类准确划分的信息以方便狩猎 

和生活的需要。塔斯马尼亚的土著部落，囿于其社 

会形态及其对环境的认识，在日常交流时似乎并无 

必要指明去树林的具体目的％如果爱斯基摩人和 

塔斯马尼亚土著部落间要进行跨语言的信息传递， 

即使是在这两个族群中生活过的双语者要向对方 

族群中的单语者介绍各种雪粒形态和名称或“去树 

林”的多义性，估计也会感到困难％

(二)翻译中的“不可通约性”

以上两例论及的其实是贾影©所说的在翻译 

活动中存在的语言文化上的“不可通约”。按照她 

的说法，美国物理学家、哲学家库恩在对物理学相 

关理论历时观察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在自然科学研 

究的新旧范式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incommen

surability) %在此基础上，库恩指出"语言体系 

……以自己的隐喻和词语内涵执掌世界……世界 

观和思维方式变化的深层实质还是语义变迁，语言 

是包括思维方式在内的生活方式，它规范了人们的 

思想，从而也塑造了人们生活其中的世界”& %如 

果语言确实是一种将思维方式也涵盖在内的生活 

方式的话，语言间的不可通约性就应是一种常态％ 

但这个常态并不影响各文化间跨语言传递关于人 

类根本生存状态和人类共性的信息。从这个意义 

上说，翻译所凸现的差异，代表的不是文化间在人 

之为人的共性上存在什么差异，而是在表达这种共 

性以及对这种共性的表象所做的判断上的差异% 

如上文中提到的爱斯基摩人关于“雪”的几十种称 

谓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对“去洗手”的表达，假以时 

日，一个外族人也是能理解并学会使用的％

同样的道理，语际翻译中遇到由“文化不可通 

约性”造成的困难时，译者可以通过加注和解释的 

方法来克服。但是，这类翻译方法在目的语文本中 

经常使用会不可避免地形成累赘的译文，其阅读过 

程也常常会因不期然出现的注解和解释而被打断% 

语际翻译中，这些注解和解释的对象，诚如上文中 

库恩所说，多为词语所承载的语言体系自身的隐喻

和内涵％对于蕴含于源语之中，但在目的语中不存 
在或 的 #或 # 在 中

些由词语承载的、具有不可通约性质的语言特质信 

息，在翻译实践中采用音译是常见的一种处理

%

面对社会惯例和认知间的差异，音译的任务就 

成了用另一套工具来强制性地制约对所要传达信 

息的推测％当译者在译入语中找不到制约语义所 

需要的强制手段或者是能表达某个承载异域信息 

的字或词时，可能会放弃寻找，直接从原语借用，不 

让译文读者依循译入语中某个相近单词所承载的 

的社会 例 要 的 进行

同时又要读者花更多时间和心思借助“正常”翻译 

所提供的上下文阅读语境，考量该借用的、因而是 

陌生的语言形式背后的意义％以这种形式进入到 

译入语中的词汇大抵有两个命运，要么随着时间的 

推移在译入语中湮没无闻，要么在译入语中扎根下 

来，成为该语言社会性惯例的一部分，也称为借词 

(loan words)%语言接触史上，各语言间互相“借 

词”的情况经常发生％下文中，我们考察中、英文词 

汇互相借用的情况，以进一步厘清音译的理据和原 

则，以期为音译实践提供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参考％

二、语言中的借词：以英、汉语中的借词为例

英、汉语中存在相互“借”词的现象。两种语言 

间相互借词的历史和现状表明，借词多生发于跨文 

化交流中输入方的实际需要％输入的形式可能是 
音译# 能是 接 来 的“ 译”

言的历 过程中# 借词 化#

则还保留着外来词的特征％

(-)英文中汉语词源的借词

陶岳炼和顾明华回顾了英语中汉语词源“借 

词”的历史,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1. 秦朝至明朝中期。此阶段中国历史上 

虽然出现了几个经济繁荣的朝代，但无便利的 

交通手段，中英无直接接触。出现在英语中的 

汉语''借词”有限，主要为与中国国名有关的 

“China” , “Chinese”“Sino”等。

2. 明朝末期至辛亥革命。随着海上霸权 

的确立和海外航线的开辟，英中(以及随后的 

美中)贸易开始频繁起来。地处沿海的粤、闽 

的很多方言词成为英文“借词”。这些词多为 

与贸易相关的茶叶、瓷器、丝绸、食品、动植物 

以及文化习俗类词汇。

3. 辛亥革命至现在。与前两个阶段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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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中国和英语国家的交往程度和规模迅 

猛发展。随着中国的发展，中文语境中关于中 

国传统习俗和政治文化的词汇大量进入 

英文浮

据陶岳炼和顾明华考证，英文中“很多描述中 

国的事物和概念”采用了音译的方法，中文词源的 

“借词”共有一千多个，很多词已经“归化”得很好, 

若不究其词源，很难看出它们同中文的渊源（%王 

祥兵®从1996年起连续五年对美国《时代》周刊词 

汇使用的调查也证明该刊大量使用了中文词源的 

音译词，如：yuan （缘），wushu （武术），aizi（矮子）, 

hukou（户口）, renmin（人民）等。

（二）汉语中英文词源的借词

中文中从英语转化而来的外来词涵盖了英语 

文化中很大的一部分。从“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 

子津津乐道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 

（science） ”，到坐的"沙发（sofa） ”，喝的"咖啡（cof

fee）”， 吃的"巧克力（chocolate）”，从鲁迅先生论战 

而借用的“费厄泼赖（fairplay）”，到旧上海工人痛 

恨的“拿摩温（Number One，工头）”，再到中国军 

民抗日战争使用的“坦克（tank）”，无一不是带有英 

文文化标记的汉语借词％

当下中文中使用的英语借词也越来越多％与 

技术发展相关的有：VCR，VCD，DVD，CPU， 

Email, IE，克隆；与娱乐文化相关的有：粉丝， 

MTV,派对，脱口秀；与交通工具使用相关的有：巴 

士，的士，雪弗莱,福特;与饮食文化相关的有：比萨 

饼，麦当劳，可口可乐；与个人卫生用品和化妆品相 

关的有：可伶可俐，高露洁，维达沙宣；与运动产品 

相关的有：阿迪达斯，耐克，纽巴伦；与医疗器械和 

疾病相关的有：CT,艾滋病，帕金森综合征，美尼尔 

氏综合征等％

以上例证表明，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语言间 

（起码在中文和英文之间是这样）互相借用对方词 

汇的情况也在增多％这种借用直接导致了（音译） 

借词的增多，亦即“不翻译现象”的增多。需要注意 

的是，因为英文课程在中国的各级教育中都已普 

及，很多英文词源（特别是与技术发展相关的）的借 

词在中文中的使用直接照搬英文，连音译的过程也 

省去了，是更为彻底的“不翻译”％

三、音译与借词的生命力：交流、认知领域的 

拓展与输入语的俗例化规则

音译为输入语带来新的语言表达手段,满足实 

际交流需要的同时，也拓展了输入语的认知领域％ 

音译词能否成为生命力强的输入语借词，取决于两 

个因素：由输入语对具有“不可通约性”事物和概念 

的信息传递制约需求决定，也由音译词和借词在 

音、形两方面与输入语信息传递制约规则的协调兼 

容性决定％

（一）音译的特点

行文至此，似有必要对音译的概念做个回顾, 

并在语言本质观 即语言是认知驱动的一套社 

会性惯例和信息推测制约工具一一的基础上来探 

讨音译的特点。方梦之认为“音译也称转写，即用 

一种文字符号（如拉丁字母）来表示另一文字系统 

的文字符号（如汉字）的过程或结果。”*这个定义 

似乎是谈到了音译词的可能结局，如音译之后在译 

入语中消失无踪，则只有过程，另外一些音译词则 

进入了译入语的词语系统，成为译入语中新的信息 

传递制约手段（即借词），则为结果”

也有学者站在译入语的角度对音译现象做出 

解释”以汉语为输入语的音译研究中，有学者认为 

音译是“通过记录外语词的语音形式借用词语的方 

式”+ ,其记录的手段是“利用汉语的语音仿拟来源 

语词的语音，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当的汉字来记录 

该语音”+ ”项东和王蒙+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文 

本英译时采用音译的规范问题时指出，以英语为输 

入语，汉语为输出语的音译概念包括两个方面，既 

包括使用汉语拼音来翻译无对应英文的词汇，也包 

括根据词汇本来发音（如汉语方言发音和少数民族 

语言发音）进行英文转写”比如Chow mein（炒面） 

是根据广东话发音所做的英文转写，Jokhang 
Temple（大昭寺）的Jokhang是根据其藏语发音进 

行的英文转写”

在《翻译研究词典》中，Shuttleworth和Cowie 
也认为音译是以“注音”的方式实现“源语向目标语 

形式的转换”+，其目的是“保留形式而不是意义, 

所以它一般不适用于整个文本”，但它可“用作翻译 

源文本名称、独有特征［Realia］或其他没有确切目 

标语对等形式的项目”，是一种“技巧”1 ”
回顾以汉、英为输入语的音译研究，我们可梳 

理出音译的如下特点：第一，音译作为翻译技巧，其 

适用范围局限于具有不可通约性的输出语语言形 

式，多为词汇;第二，音译其实是译音。用输入语音 

系中相近的发音书写形式来移植输出语特定语言 

形式（信息传递制约方式）承载的意义，是以音形代 

文 ， ， 文化 的 度来 ， 为

“零翻译”或“不翻译”；第三，排除掉译者翻译能力 

不足或态度不认真的极端情况，音译的本质是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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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语词汇，根据新的认知和表达需求，在输入语 

中创造出新的信息传递制约手段。该制约手段在 

输入语中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是形似而实不至％比 

如pizza!比萨饼）如果用“（意大利）葱油饼”来翻译 

贝U不仅累赘也会抹杀pizza的独特风味%

（二）音译词的“归化”与生命力

某一语言（或方言）中通过音译的方式输入的 

新的制约手段的生命力取决于它的“归化”程度％ 

换句话说，音译词能否融入输入语的社会性惯例系 

统要看它是否适应输入语的俗例化（conventional- 
ization）规则，是否具有在输入语俗例化规则下进 

一步参与制约信息传递的功能％虽然无法判定译 

者在以形代意时是否有意识地考虑到输入语语言 

规则的惯例，但音译时选用输入语音系相近的读音 

对输出语的转写是译者试图“归化”外来信息传递 

制约手段的第一步％汉语中英文来源借词相关研 

究表明，决定音译词在输入语中（作为信息传递制 

约手段）生存和发展命运的是该词与输入语语言规 

则惯例的协调,性。

据厚雯⑯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外来词的 

考察,“胡同”一词来自于蒙古语的音译。有了相对 

权威的词源考证，现代汉语使用者对“胡同”一词的 

词义及使用特点在网络平台上的看法，虽说稍欠学 

术权威性，但似乎更有群体代表性，可与词典释义 

互为印证％百度百科采用开放交流、自由贡献的网 

络模式，旨在建立以中文为载体，百科全书性质的 

知识交流平台，为我们考察“胡同”一词在现代汉语 

中的使用提供了例证及思路％百度百科“胡同”词 

条给出的解释如下：

1. 胡同是中国北方特别是北京的小街道。 

这样的街道在苏州一带称为“巷弄”；

2. 该词源于蒙古语的“gudum”，意为“水 

井”，在元代首次进入汉语的书写系统；

3. 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原为荒野 

之地，院落、居民区等多依水井而建，故而形成 

的街道也因此而命名。按照蒙古语的发音，北 

京的“屎壳郎胡同”和“菊儿胡同”其实是“甜水 

井”和“双井”的意思。⑭

如无考证,现代的中国人怎会想到耳熟能详的 

北京话“胡同”竟然是源自蒙古语呢？现代汉语中 

大量存在的“死胡同”和“小胡同”等说法表明，该词 

除了是北方中国人对小街小巷的指称词，也已成为 

现代汉语的信息传递制约工具的一部分并可以进 

一步隐喻式地制约信息推测，如“中华网”2016年 

10月5日的某新闻标题“教授：中日关系进入死胡 

同，能正常交往就已不错”⑩％

“胡 ”能 进入汉 在 汉 中作为

成词的中心成分大量使用有两个原因％ —是“胡 

同”进入汉语时是用来指称元朝新建的、具有“独有 

特征”的街巷和居民区。语言服务于人对外部世界 

的认知，为表达人的认知提供信息传递的制约工 

具％北京和苏州的建筑风格迥然不同，中国北方的 

“胡同”和南方的“巷弄”给人的联想也大不一样，试 

想，如果将戴望舒的《雨巷》，写成“雨胡同”,会带给 

读者怎样的认知效果？现代汉语中“胡同”和“巷 

弄”同时使用也正是体现了表达这种特质差异的需 

要％第二个原因是该词的双音节特性。“胡同”随 

着元大都的建成而开始使用，随后进入汉语的书写 

系统，这为“胡同”在汉语中的归化奠定了基础。 

“胡同”的双音节特征，为其在汉语中的进一步归化 

提供了便利条件，因为“现代汉语中的词是以单音 

节词（素）为基础的”，而且“双音节的合成词占优 

势”⑩％厚雯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音译词的考 

察也表明，如果按音节划分，在汉语中生命力最强 

的音译词前三位分别为双音节词（48 47%）、三音 

节词（37. 12%）和四音节词（8. 3%），原因是，“无论 

这 词来 言， 音译 如 ， 进入汉

后都服从了汉语简洁、紧凑的构词特点”7 %

换个角度来看，音译词在输入语中是否有生命 

力，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是输入语在当时当地需要的 

某种信息传递和制约手段，其次取决于它是否符合 

输入 言规 ， 或 ， 是否 输入 俗例化

信息制约和推测手段的规则％英语是拼音文字，汉 

字具表意功能6 %音译的英文词进入汉语书写系 

统 ， 如 译 了 言在 音规 的

同，在顾及音似的同时，以符合中文发音方式的中 

文词进行转写，则该词扎根于汉语的可能性就大大 

增加⑲%在这个过程中，据刘宓庆6的观察，汉语在 

新的 和 段 ， “ 洁

功能％如音译词"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因其 

音节过长且转写使用的汉字几乎没有表达该词词 

义的功能，现代汉语中已经摒弃了该词的音译而采 

用意译的“民主”％这种“自洁”其实就是汉语对外 

来词的 化， 是在中文这个社会 例的 言

系统中 “ 汉 的构词特 ， 汉

社群对词的认知心理”⑭的信息制约手段（语言规 

则）让音译词融入本族语％例如，音译pound 一词 

时，根据不同的语义，中文中相对应的有“磅（重量 

单位）”和“镑（钱币单位）”，就是利用中文字的表意 

特点，从认知上更精细化地制约对“pound”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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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推测1 %

本节讨论的几个例子说明，音译生发于对异域 

语言文化中具有独有特征的概念和信息拓展认知 

的需要，在本质上是以音形彳文意的方式移入非本 

族文化中具不可通约性质的概念和信息％音译词 

的生命力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它是否是输入语中 

需要的信息传递制约手段，二要看它是否与输入语 

制约信息传递的语言规则相容％

四、结语

音译的使用会有“陌生化”的效果2，因音形的 

陌生而引发的对背后文意的考量，从跨文化交流的 

角度来说，是促使人类认识、理解新事物的方式％ 

我们对“胡同”和“德谟克拉西”等音译词的讨论说 

明，输入语的信息制约规则对于音译词有极强的规 

约作用。无论音译词最终是否成为新的输入语信 

息传递和推测的制约工具，音译可看做人类社会中 

不同语言社区间在交流时为更全面、更细致地理解 

具有“不可通约性”或独有特征的概念和信息而进 

行的认知拓展活动。从历时的角度看，音译的对象 

所具有的“不可通约性”受时空限制% 一时一地的 

“不可通约”随着交流的进行，并不能保持多久，还有 

可能为输入语文化提供更精细化的信息推测制约手 

段％比如上文中我们分析过的“胡同”一词，虽来自 

于蒙古语，但现在它却是老北京文化的标志之一。

具异域特质的事物通过音译进入输入语文化 

的认知领域无疑是言语社团间交流增多的结果% 

我们对中英两种语言互相借词的讨论表明，这种交 

流的产生可能是被迫的，如被侵略，也可能是自愿 

的，如贸易％无论产生这种交流的驱动力是什么， 

音译只是以输入语的音系为基础，以音似的方式， 

通过移植特定异域信息制约手段的发音形式导致 

的陌生化来引起本族人理解自己族群在当时当地 
的 或概 的 #为 个族 在认知

上的拓展提供了条件％这种拓展结果有两个可能， 

一是音译词成为输入语中新的信息传递制约工具， 

即借词，如“胡同”；二是音译词经过时间的沉淀后 

被表意功能更强的新词所代替，如“民主”％文化交 

流和语言接触将异域的新事物带入特定语言社团 

的认知域中，而音译正是利用语言是制约信息传递 

的一套特定社会化惯例的本质，通过输入语的意义 

传递制约规则对外来意义符号进行规约和改造，从 

而为人类通过自己的语言来认识、反映和改造世界 

服务％

当下，互联网和电脑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语

言接触和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扩展% 

言作为 特 规 的本质在新技术

条件下使得借词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正如我们 

在讨论当今汉语中的英文借词时注意到的，中文日 

常交流中存在很多直接借用英文缩略词，而非采用 

传统意义上的音译的情形％比如，“我家里没有 

WiFi,手机上不了网”这句话中使用了双音节的 

WiFi —词，从交流手段上来说，就比把WiFi说成 

“无线高保真网络连接”要言简意赅得多％ WiFi的 

流行也说明了在中文语言惯例的规约下，WiFi的 

使用已经俗例化，可以制约听者对信息的推测，在 

顾及讲者、听者省力原则的同时，也保证了信息在 

中文中的 化 %

这类直接使用的缩略词是否应当归为音译的 

一类，尚待探讨，但它们肯定是借词。根据交流和 

认知的需要，音译和借词为作为社会性惯例存在的 

特定语言提供了未知且陌生的认知符号，是通过移 

植能指而让人探究所指的意义投射％音译词和借 

词的生命力取决于输入语语言社团对异域新信息 

引入和进行传递制约的需求，还取决于新的制约方 

式能否按照输入语信息传递制约规则融入，是否有 

利 、 化地进行 和 输% 如果是

出于文化推广目的而进行的音译，要考虑的是如何 

通过语言转换手段使其符合输入语的俗例化规则， 

易于被对方信息制约规则归化，以保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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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iteration and Loan Words:
A Perspective from the Nature of Language

Zhang Jun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 Wuhan 430074)

Abstract: Language is a particular set of social and conventionalized constraints on 

inference of conveyed information, reflecting language speakers ! perceptions and 

conceptions of the external world. This is the commonality of all languages. Different 

languagesarbitrarilyconstraindiferentfunctionaldomainsindiferentmannersandto 

diferentdegrees.Thisis what makeslanguagedifer.Languageinnatureisasetof 

cognition-drivensocialconventionandconstraintsoninferenceofreceivedinformation. 
In the light of this view on the nature of language, transliteration and loan words are 

two means of overcoming incommensurability through borrowing the phonetic form of 
another language, i. e. the cognitive signifier, for a projec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signified.The viability oftransliterated wordsandloan wordsis dependentontwo 

factors,theneedforconstraininginferenceofthenewlytransplantedinformation,and  

thecompatibilityofthe words withtheconstrainingrulesofthereceptorlanguagein 

termsofphonologyand morphology.

Key words: nature of language; transliteration； loan words; information conveyance; con

str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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