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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道路名称音译导则》 出
台，细心的网友发现，同样是“东”字，

“东宝兴路”译为“Dongbaoxing Road ”，
而 “ 南 京 东 路 ” 译 为 ” EastNanjing
Road ”。之所以有不同的翻译，是因为前
一个地名是专有词汇，后一个地名属于非
专有词汇，《导则》 中规定，专有词汇需用
拼音表示，非专有词汇则可以用英语直
译。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与世界
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到中国工作、游览、
交流、学习和居住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
地名翻译的标准化越发重要。而目前各地
的地名翻译中却存在着翻译标准不够统

一，专有词汇划分不明等
问题，有些地名翻译莫名
其妙，不光闹了笑话，也
给不懂中文的外国人造成
困惑，带来不便。

标准与执行之间
的错位

地 名 翻 译 看 似 简 单 ，
实则不然，因为其中隐含
着 文 化 、 习 俗 等 多 重 因
素。早在 1967 年联合国就
作出决议，要求各国、各
地区在国际交往中，地名
翻 译 都 使 用 罗 马 字 母 拼
写，做到每个地名只有一
种罗马字母拼写形式，即
单一罗马化。而我国地名
罗马化的国际标准，实际
上 就 是 汉 语 拼 音 拼 写 方

案，这是 1977 年第三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
会议上通过的。1999 年我国又颁布了 《地
名标志牌城乡标准》，汉语拼音方案拼写地
名被规定为必须执行的强制性条款。国务
院 《地名管理条例》、民政部 《地名管理实
施细则》 也规定了路名牌的规范设置只能
是汉字和汉语拼音书写，“中国地名的罗马
字母拼写，以国家公布的‘汉语拼音方
案’作为统一规范”。

但实际上，由于多种原因，这个标准
并没有被严格执行。曾有一对丹麦夫妇到
上海旅游，在热闹的人民广场迷了路。他
们看到眼前有一块“西藏中路”的路牌，
遂掏出地图来对照，可在地图上怎么也找
不到路牌上的路名。原来他们手里拿的是

一张英文地图，西藏中路在这张地图上被
翻译成“XIZANGZHONGLU”，完全用汉
语拼音音译；而西藏中路的路牌上标注的
对应英文却是“CENTRAL TIBET RD”，
直接意译成英文；不远处的灯箱上还有一
张“上海旅游图”，那上面的“西藏中路”
又被翻译成“CENTRAL XIZANG RD”，
一半意译一半音译。结果这对夫妇被弄得
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其实按照标准，
西藏中路的正确译法只有一种：XIZANG-
ZHONGLU，其余两种翻译都是错的。

积累的问题需逐步清理

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弓秀英老师介
绍说，目前我国地名翻译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
3种方法：一是汉语拼音法，即用汉语拼音方
案来处理中文地名的翻译。例如，北京“东直
门外大街”被直接翻译为“Dongzhimenwai
Dajie”。二是音意结合法，即将专名部分作音
译处理，通名部分作意译处理。例如广东省
被译为“Guangdong Province”，华中路被译为

“Huazhong Road”。三是全盘意译法，即彻
底的意译法。例如上海浦东的“世纪大道”被
译 为“Central Avenue”，西 湖 被 译 为“the
West Lake”。

地名翻译究竟用哪种方法，社会各界
一直存有争论，也就导致了各种译法并存
的现状。有的专家不赞成一刀切地完全用
汉语拼音翻译地名，陕西省翻译协会主席
安危说：“西安的有些地名是著名的文物古
迹，应该沿用约定俗成的译名，如钟楼
Bell Tower，大明宫 Daming Palace，而像
航天城等显示西安的重要性和建设性的地
点，翻译成英文专属名肯定比汉语拼音更
能让外国人接受。”

由于中英文的字面、词面意思差异，
采用意译容易产生歧义，闹出笑话。比如
把蚌埠意译为 pearl harbour （珍珠港），把
青岛意译为 Greenland （格陵兰） 等。

浙师大外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唐艳芳
认为，从包括路牌在内的城乡标志牌的翻
译水平能看出一个地方的国际化程度。大
街小巷里这么多地名标志牌的翻译，有的
是商家在做，有的是不同的政府部门在
做，翻译标准不同，翻译水平参差，结果
当然是五花八门。如果这些翻译工作由政
府牵头，依照统一标准组织人员翻译，水
平将会大大提升。

弓秀英认为，我们也应该借鉴外国
做法，出版类似的中国地名译名词典或
手册，由国家和社会一起推动，加大推
广力度，进行全国的统一和规范，确定
在这些地名、道路名的翻译上有何具体
规则。

地名是历史的产物，从大处说它是国
家领土主权的象征，在国际政治、经济、
外交、文化交流等方面作用无法替代；从
小处说，地名是日常生活的向导，社会交
往的媒介，在人民日常生活和交往中有的
重要作用。尤其当今信息时代，地名翻译
的统一对于人们利用互联网查找搜索相关
资料，避免社会资源浪费，提高效率将提
供更大便利。虽然广东、陕西、浙江、上
海等各地相继出台了地名翻译准则，但地
名翻译的全国统一还远未达到。就拿各地
地铁站名翻译为例，有的地方译成“XX
Station”，而有的地方则是“XX Zhan”。
展现国家形象，方便外国客人，从统一规
范地名翻译开始吧！

一个路名两种译法 比邻而居公开“打架”

中文地名英译的困惑中文地名英译的困惑
本报记者 刘 菲

小时候的许多事情让我印象深刻，有些
事情至今回想起来还是那么有趣。其中有这
么一个地方烙在我的记忆深处，它是我童年
时的美好回忆，是我当年放学后最大的盼
头，也是我心中不可磨灭的神圣之地。它就
是我小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一个陪伴我度
过6年时光的地方。

时光回到7年前的一个下午，那是我刚刚
踏入小学校门的第一个星期。那天放学，我
跟着一个同学走出校门，顿时被校门口的热
闹景象吸引住了。走近一看，是一间间狭小
的商铺，里面摆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有玩
具、零食、好看的笔、带着香味的橡皮……
我霎时对这些新鲜的玩意儿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我在一家家店铺里徘徊，欣赏着喜欢的
小玩意儿。从那之后，我每天放学都要背着
书包来这里逛一逛。但我身上一分钱也没
有，所以只能是看看热闹。

又过了些日子，一次放学后，我终于与这些
有趣的商品有了真正接触。我的一个同学好像
中了头彩似的手里有一张 10元大钞。放学以
后，大家跟着他一起去了小卖部，随行的人都得
到了一包价格为一角钱的“骨头”，其实就是一
种骨头状的小薯片，运气好的话，一包里有十几
片。因价格实惠，“骨头”成为小卖部里的抢手
货。小卖部里五角钱一袋的零食种类很多，既
便宜又好吃。从此，我对校门口小卖部的贡献
开始了：以上体育课为理由，向奶奶要钱买一瓶
饮料；一有零钱就飞奔过去买零食。在小卖部
买东西的花费成了当时我最大的开销。

时光飞逝，一转眼我上了四年级，开始
拥有零用钱，我一如既往地往小卖部跑。有一
次，我在一家店里发现了新出的一种卡和一种
叫“米米币”的玩具，我花一元钱买了两包，打
开一看，里面有两枚印着怪兽的铁皮。收集

“米米币”活动以烽火燎原之势在校内风行起
来，在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每天放学买包“米
米币”成了我一天中很享受的事情。

今天，远离故乡的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
时候，无数回忆泛起。我希望能早日回中
国，回到那个充满了童年美好回忆的地方。
小学校门口的小卖部还在吗？（寄自加拿大）

校门口的校门口的
小卖部小卖部
陈重瑜陈重瑜（（1515岁岁））

16 岁 那
年 ， 赛 娜 做
出 了 一 个 重
要 的 决 定 。
带 着 几 分 对
未 知 的 好 奇
与 憧 憬 ， 这
个 俄 罗 斯 姑
娘 踏 上 了 中
国 这 片 土
地 ， 想 亲 自

探寻父亲口中
那个飞速发展的

奇妙国度。
“刚来中国的时候，我除了‘你好’、

‘再见’和‘多少钱’，其他的中文都不
会。”语言，是赛娜来到中国后遇到的第一
个困难。她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一年
后，顺利考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行政管理
专业。回忆起初到中国的日子，赛娜坦言
吃了不少苦，好在一切都在慢慢进步，她
也逐渐融入到中国的校园生活中。

大二那年，赛娜参加了学校举办的汉
字英雄大赛。提起这次经历，赛娜仍有几
分激动：“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有关汉语的比
赛。”当时对自己汉语水平仍不自信的她，

在中国伙伴的鼓励下鼓起勇
气，“参与之后才发现，学
中文其实没那么难。”赛娜
和搭档挑选了印有“得瑟”
一词的参赛服装，这与她们在比赛中自信
活泼的表现完美呼应。让赛娜印象最深的
是最后一道写多音字的题，“我结束后突然
想起多音字还有‘会计’的‘会’，那学期
还上过这门课，挺可惜的。”这次比赛为赛
娜的中文学习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她不
仅从中发现了汉语学习的乐趣，更收获了
最亲密的中国朋友。

体会到了参加汉语比赛的意义，赛娜
想让更多中外学生有机会参与到这样的活
动中来。今年 5 月，作为留学生学生会生
活部部长，她与学校中国学生社团联合
会合作，组织了“汉唐余韵·印象中国”
贸大汉语桥比赛，消息一出就吸引了 100
多名学生报名。比赛不仅有知识问答、
才艺比拼等台前异彩纷呈的环节，还特
地设计了场外中国文化体验活动，使原
本互不相识的中外学生因此结下情谊。
从当初的汉语比赛参赛选手到如今的比
赛组织者，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赛娜
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那份责任——不仅要
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更应该帮助更多的

留学生发现汉语学习的
快乐，使他们更好地融
入中国文化。

一 次 偶 然 的 机 会 ，
赛 娜 报 名 参 加 了 央 视

《快乐汉语》 节目组的面
试，从此她走出校园，

在更大的舞台上与汉语“亲密接触”。这个
节目有来自 6 个国家的留学生参加，每期
有不同的主题，选手们根据主题学习组
词、造句、成语，还互相分享有趣的故
事。比如，最近一次 《快乐汉语》 的主
题是“吃”，赛娜由此意识到“吃”在中
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也了解到汉语中
与吃有关的有趣用法——花积蓄叫“吃
老本”、工作叫“饭碗”、谋生活叫“糊
口”……汉语的神奇魅力越来越令她着
迷 。 由 于 参 加 汉 语 比 赛 和 汉 语 节 目 录
制，赛娜也发现了自己在汉语语调方面
的差距。为此，她私下里下功夫，收听
新闻广播，模仿中国电视剧、电影中人
物的对话，点点滴滴的进步让她乐在其
中。

如今，这个阳光、自信的俄罗斯美女
已经真正爱上了在中国的生活，她从心底
里感谢汉语给了她如此美妙的享受。

“ 嗨 ， 你
好，叫我乐山
就好了。”站在

笔者眼前的这名
男生就是乐山，阳光帅气，
笑容满面。乐山原名查克·

约翰逊，来自美国肯塔基州。他从小就喜欢和爸爸一块儿去
山中远足露营，19岁那年他还登上了非洲之巅——乞力马扎
罗。“孔子有句话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我喜欢爬山，也
希望像那些仁厚的人一样如同山川一般稳重，所以给自己取
名为‘乐山’。”乐山用一口流利的汉语解释了自己中文名字
的来历。

乐山的汉语说得流利，他读过 《论语》，也喜欢中文歌
曲，但其实他学习中文的时间并不算长。两年前，乐山还在
美国读大学时喜欢上了一个中国女孩，为了拉近和那个女孩
间的距离，便决定开始学习中文，也正是这个浪漫的举动改
变了他的生活。乐山似乎天生就有学习中文的禀赋，再加上
他的努力，不到8个月，他就能用中文进行日常对话了。乐山
的汉字也写得颇为工整，一开始学汉语时，他就要求自己尽
量掌握繁简两种字体。他说：“世界上或许再没有像汉字一样
生动、有意思的文字了。”

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乐山到台湾参加了一个月的学
术交流活动。站在九份的山顶俯视着颇为热闹的九份老街，
乐山暗下决心，有机会一定要到中国大陆去看看。于是一年

前，他从美国来到北京外
国语大学，开始了全新的学
习生活。

来到北京后，乐山并没
有忘记他的远足露营。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北京郊区的海坨
山徒步，去密云水库攀岩。因为热爱户外运动，他结识了不
少志同道合的中国朋友。乐山说，他不仅得
到了朋友在学习生活中给予的帮助，更收获
了真切的友谊。

乐山喜欢爬山，也喜欢中国美食。他
坦言，在美国的时候他就喜欢吃中国菜，
等真正踏上这片东方土地时，他才发现
中华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舌尖上的
中国》他看了又看。他最喜欢川菜，
麻辣焦香妙不可言。乐山最近正
在学做麻婆豆腐，看他拍的做菜
照片，还真有那么几分专业。

乐山坦言，之前并没有想到
学中文这个决定能带给他这么多
意 料 之 外 的 收 获 。“ 中 国 那 么
大，东南西北的山各有风格，东
南西北的美食也各有特色”，“在
今后的日子里，我希望能走遍中
国的山川！”乐山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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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与汉语的美妙情缘
陈笑雪

近日，上海同济大学举办了第
八届“缤纷地球村”文化交流系列
活动。展台前、舞台上，身着本民
族服装的来华留学生以歌舞、音
乐、美食、游戏等形式，尽情展示
各国民俗文化。伴随着强劲的异国
音乐，不时有观众忘情地融入舞蹈
行列，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不
论是中国师生还是外国留学生，前
来参加活动的每个人脸上都绽放着
笑容。

“缤纷地球村”是由同济大学中
外学生自主开展的以展示各国多元
文化为核心的活动，深受来华留学
生的欢迎。一位来自非洲的留学生
用流利的汉语告诉笔者：“通过这样
的文化交流活动，不仅能展示我们
自己国家的文化，让中国的老师和
同学不出国门就领略到正宗的异国
风情，还能让我结识更多的朋友。
经常和中国朋友交流，提高了我的
汉语水平，也促使我想更多地去了
解中国的文化。” （林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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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路路口，指示同一道路的两个
路牌标注竟然不同。 张力为摄

欢迎

重逢

别致

欢聚

载歌载舞载歌载舞

也门留学生也门留学生““全家福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