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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符号学在英译
“
人民

”

时的应用

口 赵心树 李 聪

自2 00 3 年以来
,

赵心树等 (赵心树
,

2 00 3 ; 2《X冈a ,

b
, c ; 2 00 ;5 赵心树等

,

2《X” ; 钟新
,

2《x拓 )

提出了一套关于细释冠名的理论
,

并运用这套理论分析一些常用概念及其符号
,

指出了多种名

实错位和混淆
,

也就是符号与概念严重分离或模糊的状况
,

并提出了正名的建议
。

例如
,

赵心树 ( 2 0( 只。 )指出
,

把
“

中国共产党
”

翻译成 C O

~ un ist aP 御 of C ih an 的习惯做法

是错误的
,

因为 l) 英语中 co ~ un ist 有强烈的贬义
,

而
“

中国共产党
”

中的
“

共产
”

是中性或褒

义的 ;2 )英语中 p ar yt 代表不拥有永久执政权的政治利益团体
,

而
“

中国共产党
”

中的
“

党
”

更接

近于一个政权机关
,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广义 )政府架构中的一个中心部门
。

这个误译不动

声色地
、

经常不断地
、

涓滴成海地妖魔化中国政府
、

中国领导人以及整个中国在英语世界的形

象
,

侵损着中国人民的利益
。

据此
,

赵心树提议为
“

中国共产党
”

寻找更为恰当的英译
,

并提出

C h i n e se C o u n e i l of 此
a d e 。 作为一个选项

。

又如
,

在接受钟新 ( 2 0( 巧 )采访时
,

赵心树提出
, “

新闻学
”

和
“

传播学
”

以两个符号交叉代表

三个不同的概念
,

造成许多本可避免的错误理解
、

模糊理解和矛盾冲突
。

据此
,

他建议为整个

学科和相关的子学科正名
’

,

用
“

传播学
” 、 “

新闻学
”

和
“

基础传播学
”

这三个不同的符号分别代

表三个不同的概念
,

让
“

传播学
”

代表整个学科
,

其中包括
“

基础传播学
”

和
“

应用传播学
” ,

而
“

应用传播学
”

中又包括
“

新闻学
” 、 “

广告学
” 、 “

公关学
”
以及其他应用子学科

。

本文将把上述理论和冠名实践统称为
“

应用符号学
” 。

我们将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
,

并运

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含有
“

人民
”

的中文词汇的英译
。

我们将指出
,

现在流行的
“

标准
”

翻译有许

多欠缺
,

需要改进
。

应用符号学中的
` .

词字译
”
与

“
传通译

”
概念

流行的观念认为
,

外文符号
、

中文符号
、

指称对象这三者之间存在一个
“

唯一正确
”

的组

合
,

这个组合可以也只能从词典里找到
。

背离词典的翻译都是错误的
,

有欺骗之嫌
。

按照这一

理解
,

由于在词典里 hC ian 就是
“

中国
” ,

co m m un ist 就是
“

共产
” ,

p art y 就是
“

党
” ,

把中国共产

党翻译成 C h i n e s e C o

unn
u n i s t p州 y 或 C o

unn
u n is t p ar yt o f Ch i n a

似乎是唯一正确的
,

其他翻译都

属欺骗
。

赵心树 ( 2 X( 科 a) 称这种观念为
“

词字翻译
” ,

本文将简称其为
“

词字译
” 。

与词字译相

对
,

赵心树 ( 2仪岭 a
)主张

“

信息翻译
” 。

鉴于翻译界有时用
“

信息翻译
”

表达另外的概念
,

本文将

赵心树的概念改称为
“

传通翻译
” ,

简称
“

传通译
” 。

根据传通译的理念
,

信息的有效而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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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通是翻译的唯一目标
。

当这个 目标与词典
、

教科书或传统习惯译法相冲突时
,

应当搁里或修

改词典
、

教科书和传统习惯译法
,

而不应盲从
。

本节将进一步发展和说明这个理论
。

图 1描述了词字译与传通译的流程区别
。

其中甲 1、 甲 2、 甲 3 的流程显示
,

在单语传通

中
,

传者通过本族语言符号表达原意
,

受者从同一个语言符号中再创意义
。

如果受者脑中呈现

的意义百分之百再现了传者的原意
,

那就是完美的传通
。

而实际上
,

这样绝对完美的传通很难

实现
,

在信息比较复杂时尤其如此
。

这是因为
,

所谓意义的再创并不是受者大脑简单地接受语

言符号中的信息
,

而是新接受的语言符号激活部分脑中原有的一部分信息观念
,

与这些信息观

念结合
,

而构成新的信息观念组合
。

由于每个受者原有的信息观念构成多少有些不同
,

所以再

创的意义不仅很少百分之百重现传者的原意
,

而且不同受者所创造的意义相互之间也多少有

些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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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词字译与传通译

单语传通尚且难以做到完美无缺
,

跨语传通则更难
,

因为信息损耗更大
,

误传的机率也更

大
。

图 1 中
,

甲 l* 甲 2、 甲 4一甲 5 的流程显示跨语传通的一个重要特点
:
它的受者与单语言

传通的受者不是同一群人
,

与传者也不在同一个语言文化圈中
。

对方受众脑中原有的信息观

念构成与传者脑中以及本族受众脑中的信息观念构成很不一样
,

所以
,

对方受者再创的意义不

仅容易偏离传者的本意
,

而且往往与本族受者再创的意义很不一样
。

图 1 中
,

甲 1一甲 2一甲 4一甲 5 的流程凸显着跨语传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
对方受众所接

受的语言符号 ( 甲 4 )不同于传者使用的语言符号 (甲 2 )
。

流行的机械翻译把两种语言符号对

照词字进行转换
,

于是把单语传通中的三步流程变成了跨语传通中的四步流程
,

多出一步就多

一个信息损耗和误传的机会
,

于是就增加了对方受众误解传者原意的机率
。

图 1 中
,

乙 1一乙 4、 乙 5 的流程显示了传通译的理念
:
遇到关键的概念

,

翻译者应当努力

进行
“

抽名思维
” ,

也就是绕过传者原用语言符号 ( 乙 2) 的羁绊
,

努力用受众所用的语言符号

(乙 4 )去直接传递传者的原意 (乙 1 )
,

以尽可能减少信息损耗和误传
,

使得受众脑中再创的意

义 (乙 5 )尽可能接近传者的原意 (乙 1 )
。

从乙 2 到乙 4 之间的虚线箭头则表示
,

在进行传通

译的时候
,

翻译者仍然可以参考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
,

其中包括借助词典和其他工具书
,

但这只是辅助
。

图 1 的乙 3 与乙 5 显示
.

在跨语传通中
,

即便采用了传通译
.

其受众仍然不同于单语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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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众
,

所以
,

其信息损耗一般仍将大于单语传通的信息损耗
。

但是
,

传通译把信息损耗的两

个主要源泉减少为一个
,

于是就大大减少了损耗
。

如何英译
“
人民代表大会川

`

人民政府
”
和其他

“

人民
”
政权机构 ?

让我们把上述应用符号学理论运用到一个实例
:
如何翻译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和省区市

县各级
“

人民代表大会
”

? 权威词典中列 出的标准译法是 P e o p le 乞 C on 笋 ss
,

其中 C on ger ss 是世

界各国立法机构通用的名称
,

应无疑义
。

但此前有无必要加上 eoP p le 的

2以” 年 11 月
,

恰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参访团访美
,

我向为该团服务的两位英语翻译

提出这个问题
。

他们随手拿出汉英词典
,

找到
“

人民代表大会
”

条
,

指出词典的英译中包含了

P e o p le 、 。

在他们看来
,

这就足以证明加上 eP 叩l e 乞很有必要
。

这是上文谈到的词字译和词典

迷信的又一例
。

此前的 2 X( 抖 年夏天
,

我在北京向中国外交部的一位英语专家提出同样的问

题
。

他显得吃惊
: “ `

人民
’

译为 eP 叩 le 也有疑义吗 ? 总不能不译
`

人民
’

吧 ?
”

这是词字译的又

一例
。

现代英语中的 Con ger ss 源自拉丁语
,

原意是
“

会议
” 。

谁的会议呢 ? 现代英语中 hT
e

oC
n -

笋ss 普遍特指立法机构
,

而不再代表任何其他会议或机构
。

立法机构天然具有垄断性— 同

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

不能有两个相互竞争的立法机构① ,

于是这个唯一的立法机构就必须为全

体人民服务
,

于是现代西方各国的立法机构的决策者就都由民选产生
,

于是 T he C on ger ss 就

意味着
“

全体人民的立法机构
” 。

因此
,

在 C on ger ss 前加上定语 eP 叩 le 愁
,

给西方受众的第一印

象是画蛇添足
:
为什么要称

“

人民的全体人民的立法机构
”

呢? 难道还有
“

不属于人民的全体

人民的立法机构
”

吗 ? 在了解战后历史的人们看来
,

与其说是画蛇添足
,

不如说是冷战残余
:

当年各
“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

的政权机关在自己的英语名称前刻意加上 eP 叩le ,s
,

是要强调只

有我们的政权才真正属于人民
,

言下之意
,

你们 (西方国家 )的政权不属于人民
,

而属于压迫人

民的反动统治阶级
。

所以我们支持各国人民的武装斗争
,

农村包围城市
,

推翻反动政府
,

解放

全人类
。

对
“

社会主义阵营
”

国家的政治制度持批评态度的西方人
,

在 P e o p l e 、 这个定语中还常常

读出一丝讽刺
:
正因为你的政权机构不是民选的

,

不属于全体人民
,

你心虚了
,

所以要额外加上

P e o p le 乞来强调你的
“

人民性
” ,

就好比
“

此地无银三百两
” 。

一部分了解中国文革中
“

阶级斗争
”

的西方人
,

还会从这个 eP 叩 le 乞读出另一层意思
:
毛泽

东和四人帮所说的
“

人民
”

与西方人所说的
“

人民
”

不是一回事
。

在西方
,

凡公民都是人民
,

其

中甚至包括犯罪服刑人员
。

作为对犯罪行为的惩罚
,

服刑者的部分公民权如自由行动权被暂

时剥夺
,

但他仍然是人民的一员
,

仍然享有人权
,

一旦刑满
,

意味着罪与罚已经相抵
,

他就自动

恢复了几乎所有的公民权
,

而不会继续被看作是
“

另类
” 。

由于没有法定的
“

非人民
” ,

再加上

民选制度迫使领导机构为民
,

所以政权机构服务于全民是不言而喻的
。

因此
,

西方政权机构和

军警名称不冠以 ep 叩 l e 色 。

与此对照
,

在当时的中国
,

公民被分为
“

敌我友
” ,

即
“

人民
”

之外还

有
“

人民的敌人
”

和
“

人民的朋友
” 。

不但犯罪服刑人员自动成为敌人
,

刑满释放人员仍然是敌

人
,

连从未人狱的地富反坏右
、

资本家
、

走资派
、

黑线人物
、

保皇派
,

甚至
“

漏网右派
” 、 “

漏网反

革命
” 、 “

摘帽右派
”

等等
,

统统被看作是阶级敌人
,

斗争对象 ;只有工农兵和革命干部才有资格

享受人民的待遇 ;而知识分子
、

职员
、

技术人员和 民主党派成员等被看作是可 以教育改造的
“

朋友
” 。

当年
,

在政权机关的中文名称上冠以
“

人民
” ,

是要强调这是一个阶级性的机关
,

是用

以组织人民
、

团结朋友
、

镇压敌人的
,

而不是服务于
“

全 (体公 )民
”

的
。

今天
,

随着
“

三个代表
”

理论进人宪法和中共党章
,

中文
“

人民
”

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一层阶级斗争的含义
。

但是
,

在英

文中
,

政权机关的名称前所冠的 eP 叩l e 乞
,

给这部分西方人发出这样一个过时而错误的信息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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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政权只属于一部分中国人
,

而不属于全体中国人
,

中国还可能重拾阶级斗争的国策
,

还可能

重演文革
。

在 2 0 世纪 5 0 年代和 60 年代初
,

在代表大会
、

政府
、

法院
、

检察院
、

替察
、

军队等政府机关

或武装力量的中文名称前冠以
“

人民
” ,

主要是对着中国的受众发出这样的信息
:
上下数千年

,

旧中国的政权军警都不属于人民
,

而是压迫人民 ;而我们不一样
,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
、

子弟

兵
,

是为人民服务的
。

于是有人民代表大会
、

人民法院
、

人民警察
、

人民解放军等等
。

在当时的

中文语境中
,

这一信息被普遍接受了
,

因为民国政府虽然声称为民
,

却被普遍认为是代表着大

资本家
、

买办
、

地主和军阀利益
,

此前的历代皇朝更是明目张胆地宣称
“

君天下
” ,

与此相比
,

共

产党依靠贫苦农民和广大工人打江山
、

坐江山
,

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

50 多年后的今天
,

由于比照对象消亡已久
,

这个信息不再有现实的意义
:
在中国大陆上

,

并不存在另一个不属于

人民的政府
、

不属于人民的代表大会
、

不属于人民的法院
,

不属于人民的警察 ; 于是这个
“

人

民
”

就变成了一个传统遗留而基本不含信息的冗词
。

例如
, “

省人民政府
”

被普遍简称为
“

省政

府
” , “

人民法院
”

被普遍简称为
“

法院
” , “

中国人民解放军
”

被普遍简称为
“

中国军队
” ,

而不

会发生任何误解或歧义
。

但是
,

当
“

人民
”

被机械地翻译成 琳
。 p le 乞展现在今天的西方受众面前的时候

,

就完全走样

了
,

变成了以上说明的那种混杂着自卑
、

自傲和好斗的信息
。

这显然不是中文说话人意图发出

的信息
,

是明显的误译
。

因此
,

按照传通译的原则
, “

人民代表大会
”

的英语名中应去掉 Peo p l e 乞
,

成为 hT
e c o n g 陀 5 5 ,

在有些语境下可 以加上定语 C h i n e se ( 中国 )
、 n a it o n al (全国 )或 p , i n e ial

(省 )等等
。

从传通译的原则出发
,

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实际地位
,

把它翻译成

eS an et 更为合适
,

这一点我们将另文详谈
。

通常
,

eS an t e
是立法机关的

“

两院
”

之一
,

另一院常

被名为
“

h o u
se of er p er se n at it v e s ” ,

有时也称 ht e Asse m b ly 或 ht e

eG
n e

以 A s se m b ly
。

而 c o n

笋ss

通常兼指两院
。

通盘考虑
,

我们可以把人民代表大会译为 hT
e

sA se mb ly
,

把人大常委会译为

ht e Hou se of eR p er se n at ivt es
,

把政治局译为 ht e
eS an et

,

政治协商会议沿用原译
,

然后用 ht e

C on ger ss 来统指所有这些机构
。

类似地
,

在英译其他政权机关和武装力量的名称时
,

都不应该盲目照搬词字
,

机械地翻译
“

人民
” ,

生硬地把 p e o p l e乞塞进英文名中
。

例如
, “

人民政府
”

应译为 ht e 即ve m m en t
, “

人民法

院
”

应译为 ht e co u rt
, “

人民检察院
”

应译为 ht e p cor
u ar ot ar et

, “

人民警察
”

应译为 ht e
op il ce

,

等

等 ;然后根据其层级加上
s u p er m e

(最高 )
,

p or v i in e ial (省 )
, e iyt (市 )等修饰词

。

如何英译
“
人民解放军

”
?

传统上把
“

中国人民解放军
”

译为 Peo p le 愁u be ar it on A mr y
,

简称 PLA
。

除 eoP
p le 乞之外

,

-ar

my 也有问题
。

现代英语中的 胡 , y 单指陆军
。

例如今日美国陆军就叫 U
.

5
.

Amr y
。

包含陆

军
、

海军
、

空军
、

海军陆战队 . 和国民卫队在内的整个武装力量的总称不是 ~
y

,

而是 iM il aytr
或 Amr ed oF cr e 。。

1 94 9 年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乎只有陆军
,

当时英译 ~
y 虽缺乏预见

,

但

还不能说错
。

今日的解放军包括了海
、

陆
、

空
、

导弹和武警等多个军种
,

就不能译为 ~
y 了

。

U be iart on 也有间题
。

U be art ion 意为解放
。

19 49 年前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目标是把中国

人民从国民党统治
、

地主阶级盘剥和帝国主义侵略之下解放出来
。

1 949 年以后
,

全国大多数

地区都已经被解放了
,

香港澳门已经回归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已经从
“

解放
”

转移到
“

守卫
” 。

虽然台湾还没有被统一
,

但解放军的任务已经不是
“

解放台湾
” ,

而是在必要时用武

力防止分裂
。

尽管如此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称不变
,

却没有引起问题
。

为什么? 因为在中文

的语境中
,

由于经常接触
,

大家已经非常熟悉
“

中国人民解放军
”

这个词
,

已经习惯地把它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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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整体概念来理解
,

不会再去拆解它
,

去解读
“

人民
” 、 “

解放
”

这些部件词的意义
。

在今天的

日用汉语中
,

这个词中载有实质信息的是
“

中国
”

与
“

军
”

— 有了
“

中国
” ,

我们才知道说话者

不是在谈论美国
、

俄国或朝鲜的军队
,

有了
“

军
” ,

我们才知道说话者不是在谈论中国的体育系

统
、

司法系统
、

演艺界或医疗卫生系统 ;而
“

人民
”

与
“

解放
”

早已失去了它们的实用信息功能
,

成了冗词
,

因为中国并不存在另一支全国性的不为
“

人民
”

不叫
“

解放
”

的军队
。

但是
,

当人们按词照句把
“

中国人民解放军
”

机械翻译成 eP 叩 l e 乞 u be ar iot
n A mr y of hC ian

的时候
,

不经常接触这个概念的西方人就要从部件词的意义来猜度这支军队
:
他们要解放谁

呢 ? 解放台湾人民 ? 但是台湾已不是 1 949 年以前的台湾
,

虽然许多台湾人反对独立
,

但绝大

多数台湾人基本上满足于现在的生活
,

希望维持和平
,

反对战争
,

几乎没有人盼望被武力
“

解

放
” ;正因为此

,

中国大陆政府和解放军早就不谈
“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
了

。

既然如此
,

解放

军要解放谁呢 ? 是不是国境外历史上的失土 ? 是不是其他国家受苦受难的人民 ? 他们是不是

还想输出革命呢? 随着国力和军力的增长
,

他们是不是正在对别国构成威胁?

在中文的语境中
,

这样拆解难免遭到指责
: “

解放
”

是历史留下的名称
,

何苦于无意义处强

求意义
,

掘隐索微
,

发挥夸大
,

无限上纲 ! 但是
,

在英文的语境中
,

在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历史

和现状都不甚了了的情况下
,

这却是西方人初见 Peo lP
e ,s u be ar it on Amr y 时的第一反应

,

其中

包括我的美国学生
、

同学和朋友
。

对于美国人的这种反应
,

一些国内朋友的第一反应是
: “

美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
,

他们

都受了美国媒体的欺骗误导 !
”

我的问题是
,

在批评美国人民无知
、

媒体误导的同时
,

中国人能

不能多想想
,

自己该做点什么来减少无知和误导呢? 臂如说
,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文名称中

去掉 h be ar it on 和 eoP 讨
e乞

,

把它译为 C hi en se iM h at yr
,

既简单明了
,

又防止误解
,

何乐而不为?

如何英译
“
人民大学

” 、 “
人民日报

” 、 “
人民出版社

”
?

国内有一个单位已经从英文名称中去掉了 eP 叩 l e 、
,

而维持中文原名不变
。

这就是中国人

民大学
,

它对自己的英文名称采取了音意合译
,

也就是音译
“

人民
” ,

意译
“

中国
”
和

“

大学
” ,

成

为 R e

urn i n U n i
vesr

iyt of Ch ian
,

简称 R U C
。

其实
,

在冠名
“

人民
”

的单位中
,

有一些是可 以意译为 pe 叩 l e 乞而维持其褒义的
,

其中就包

括中国人民大学
、

中国人民银行
、

(人民日报 )
、

各地的人民出版社和人民医院
。

也就是说
,

《人

民日报) 现译为 R , p l e乞 D ial y
, “

中国人民银行
”

现译为 eP 叩 l e 乞B an k of C hi an
,

各地
“

人民出版

社
”

现译为 P即p l e乞 uP b ils hi gn H ou se
,

许多
“

人民医院
”

现译为 eP 叩 l e ,s Hos p ialt
,

都译得很好 ;

“

中国人民大学
”

曾经被全意译为 Peo p l e 乞 U in ve sr ivt of hC ian
,

其实也译得很好
,

没有必要改为

音意合译
。

这是为什么呢 ?

英语中的 Peo p le 乞本身不含贬义
。

它有时指某地某国的
“

全体人民
” ,

例如美国宪法一开

头的三个词 W e ht e ep o p le 就是指美国的全体人民
,

有时又指
“

平民百姓
” ,

与贵族富人相对
。

两者都有强烈的褒义
。

如以上解释的
,

垄断的政权机关必须为全体人民服务
,

这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在此类政权

机关名称上冠以意为
“

全体人民
”
的

“

人民
” ,

那是画蛇添足
,

反有此地无银的嫌疑
,

特别是当这

个政权的领导人的产生过程不尽民主时
,

这个
“

人民
”

就更成了讽刺 ;如果把这个
“

人民
”

解释

为排斥贵族富人的
“

平民百姓
” ,

那就更不对了
:
垄断的政权机关

,

包括军警
,

不能只为一部分

人服务
,

而必须尽可能平等地为所有人服务
。

但是
,

媒体
、

学校
、

银行
、

医院不是垄断性的政权机关
。

媒体与媒体竞争
,

学校与学校竞争
,

银行与银行竞争
,

医院与医院竞争 ;虽然竟争的结果是它们共同为全体人民服务
,

但是
,

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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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
、

大学
、

银行
、

医院可以为这一群人服务
,

另一家报纸
、

大学
、

银行
、

医院可以为另一群人服

务
。

于是
,

有的为富人贵族服务
,

有的为平民百姓服务
。

于是
,

在英语中 侧为p le 乞 im ive isr yt 是

一个常见的词组
,

不含讽刺
,

也与冷战无关
,

而是指
“

平民百姓的大学
” ,

与学费高昂
、

面向富人

子弟的私立大学相对照
。

例如
,

作为一个主张教育平等的州立大学
,

我所在的北卡大学 ( U苗
-

ve sr iyt of N o

hrt C a or l ian )的师生员工就常常以
“

p e o p le 、 Uin v

esr iyt
”

自诩
,

含沙射影地批评邻近

的竞争对手私立
`·

贵族大学
’ ,

( Duk
e u in ve isr yt )③

。

纽约市立图书馆藏书丰富而免费开放
,

为各

色人等提供了学习提高的机会
,

因而被赞誉为 侧泊p le 乞 un ive isr yt (平民的大学 )
。

这样
,

人民医院译为 eoP
p le 乞h os p i回

,

其中的 eoP lP
e
也可作

“

平民百姓
”

解
,

与收费较高的

其他医院和私人诊所相对照
。

人民出版社译为 P eo p le 、 uP ibl hs ign H on se
,

其中的 eoP
p le 既可

作
“

全体人民
”

解
,

也可作
“

平民百姓
”

解
,

以区别于为部分或特殊读者群服务的专业出版社
。

中国人民银行是唯一的国家中央银行
,

但它不是唯一的银行 ;其他银行可以为不同的顾客群服

务
,

而中国人民银行等一两家国家银行必须通过制定和执行国家的金融政策而为全体中国人

服务
,

称其为 eoP
p le 、 Ban k

,

其中的 eoP p le 作
“

全体人民
”

解
,

非常合适
。

《人民日报》作为国家

政权中心的党中央机关报
,

理论上面向全体人民
,

自称 Peo p l e 乞 D ial y
,

以
“

全体人民
”

与其他的

地方报
、

行业报
、

青年报
、

老年报
、

儿童报等等相区别
,

也顺理成章
。

打个比方
,

在
“

车辆
”

前冠以
“

机动
” ,

成为
“

机动车辆
” ,

传递了有用的信息
,

因为车辆可能

是机械推动
,

也可能是人力推动或畜力推动
。

但若在
“

汽车
”

前冠以
“

机动
” ,

成为
“

机动汽

车
” ,

就变得毫无意义
,

且使细心的读者生疑
:
既然所有的汽车都理应机动

,

为什么还要画蛇添

足地特别标明? 你是不是在指责我或别人的汽车其实并非机动? 或是你说的
“

汽车
”

与
“

机

动
”

含有与众不同的意义? 若
“

机动汽车
”

仅在日常谈话中偶尔脱口而出
,

人们未必深究
。

但

若出现在理应字字斟酌的公司名称
、

商店招牌或品牌 口号中
,

就难免被人看作是无知
、

好斗
、

尖

刻或没有文化
。

同理
,

中国各地有时见到
“

诊疗药房
”

的招牌
,

不会叫人觉得别扭
,

因为许多药房只卖药而

不提供诊疗服务
。

但是
,

从未见
“

诊疗医院
”

的招牌
,

因为大家知道
,

不诊不疗就不是医院了
。

“

饮食小铺
”

是合适的招牌
,

因为有的小铺不提供饮食 ; “

饮食餐馆
”

就叫人生疑— 你是否暗

指竞争者出售的不是饮食?
“

住宿小店
”

是合适的招牌
,

因为有的小店不提供住宿
,

但
“

住宿旅

馆
”

就荒唐— 难道还有不能住宿的旅馆 ?

总之
,

译名中用还是不用 伴
。 p l e急这个词

,

要看冠名对象的性质
,

如果它具有垄断性
,

在西

方受众看来不言而喻必须为全体人民服务
,

就不应冠以 侧泪p l e 朴如果它不具垄断性
,

在西方受

众看来可以为全体人民服务
,

也可以只为一部分人服务
,

可以为这部分人服务
,

也可以为那部

分人服务
,

就可 以冠以 琳
。
川

e 乞。

本节以上提到
, “

人民法院
”

不应该译为 Peo p le 乞C ou rt 。

其实
,

英语中 P e o p le 乞 C ou rt 是一个

家喻户晓的词组 ;但它并不是指中国的人民法院
,

也不是指任何国家的任何真正的法院
,

而是

一个自 19 81 年以来在美国播放了 20 多年的电视节目的名称
。

在这个节目中
,

由退休法官或

政客 (如前纽约市长 )充当
“

法官
”

判决小额民事
“

诉讼
” ;诉

、

辩双方都是一般民众
,

自愿与节

目制作公司签约
,

放弃上真法庭的权利
,

而根据这个
“

仿真
”

的
“

电视法庭
”

的判决解决他们的

纠纷
。

无论仿真
“

法官
”

怎样
“

判决
” ,

节目制作公司都向诉辩双方另外付款作为劳务工资
。

一

开始这个节目每天 30 分钟
,

播放一个或两个
“

诉案
” ,

后来延长到每天一小时
,

播放二到四个
“

诉案
” 。

这意味着
,

从陈述
、

洁问到辩论
、

判决的整个过程都是在 15 到 30 分钟的时间里
“

速

战速决
” 。

称其为 P e o p l e 乞 Cou rt 有两层意思
,

一是指
“

民间
” 、 “

非官方
” 、 “

非正式
” ,

强调这不是真

正的法院
,

而只是一个模仿法院的电视节目 ;二是指
“

平民
” 、 “

小民
” :
在这个仿真

“

法庭
”

上
,

诉方索赔额不得超过 巧oo 美元 ;于是
,

案由全是些琐碎小事
,

也只有市井小民才愿意把琐事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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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到全国甚至全球电视上去
。

这个事例再次说明
,

P e o p l。乞一般情况下不是一个贬义词
,

在许多情况下可 以用作组织机

构的名称
,

但不能把它用在政权机关如法庭的名称中
,

否则会造成错觉和误解
。

注释 :

① 在实行
“

两院制
”

的国家
,

两院 (上院与下院
,

参议院与众议院
,

联邦委员会与杜马等等 )不是相互平

行
、

相互竞争的两个机构
,

而是同一个立法机构中两个相互申联
、

相互监督的部门
。

也就是说
,

不可能出现上

院发布一个法律
,

而下院另外发布一个与之矛盾冲突的法律的情况
。

所有的法律都必须经过两院共同同意
。

② “

海军陆战队
”

也是个误译
,

更合适的译法是
“

海运陆军
” 、 “

海陆军
”

或
“

登陆军
” 。

③ 英语词 duk e 意为公爵
、

大公
、

君主
,

有时泛指贵族
。

但 Duk e Uin v

o iyt 中的 d uk e 源于该校创始人的

姓 D恤k e 。

此人虽是烟草巨商
、

巨富
,

但并役有公爵或大公的爵位
,

大学冠名也无惫自称
“

贵族
” 。

所以
,

中文中

通常音译该校为
“

杜克大学
”

是恰当的
。

但是
,

作为一所第一流的私立大学
,

该校收费昂贵
,

所以学生中多富

家子弟
。

当北卡师生自诩 P eO讨
。 仓

,

并以此与 d
uke 对照时

,

就是利用词意的巧合挪榆对方的贵族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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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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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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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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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文本的建构 :对
“

大陆向台湾蹭送大熊猫
”

报道的五要素分析

王 芳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运用
“

戏剧五要素分析法
” ,

对
“

大陆向台清赠送大熊猫
”

事件进行新闻文

本的分析和解读
。

比较了 (人民 日报 )
、

《中国时报 ) 以及 ( 自由时报》如何通过各 自的叙事策

略对该事件中的五要素以不同的处理
,

使报道呈现出不同的路径和方向
。

( 人民 日报 ) 更多地

展现了
“
目的

”

和
“
人物

”

要素
,

塑造出一种积极主动
、

和平团结的形象和愿望
。

《中国时报》则

通过淡化台清执政当局和相关部门对赠送
“

手段
”

上的
“

质疑
”

色彩
,

积极参与到赠送和接受

大熊猫的
“

行动
”

过程 中去
。

《自由时报》更突出
“

手段
”

上的
“

不合理
”

以及把主题转移到对方
“
人物

”

要素上的叙事策略
,

传达了对赠送大熊猫的
“

消极
”

和
“

反对
”

声音
。

不 同的叙事策略

反映了不同的意识形态
,

与其生产者的社会和政治态度密切相关
,

对受众的认知也可能产生相

应的影响
。

关扭词
:
戏剧五要素 叙事策略 意识形态 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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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符号学在英译
` ,

人民
”
时的应用

赵心树 李 聪

内容提要
:
本文简述 了

“

应用符号学
”

中的翻译理论
,

特别是这一理论中的
“

传通译
”

和
“

词字

译
”

概念
。

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含有
“
人民

”

的词汇的英译
,

本文发现
, “

人民代表大会
” 、 “

人民

政府
” 、 “

人 民法院
” 、 “

人民检察院
” 、 “

人 民誉察
” 、 “

人民解放军
”

等一系列常用词
、

关健词的

标准英译都是错误的
,

并讨论了改正方法
。

本文也发现
, “

人民 日报
” 、 “

人民出版社
” 、 “

人民银

行
” 、 “

人民医院
”

等另一些常用词的流行英译是恰当的
,

可以沿用
。

本文还讨论 了
“
人民大学

”

的英译
。

关健词 : 应用符号学 词字译 传通译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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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使用与生活质 t 之间的关系

金兼斌 谭晓 熊澄宇

内容提要
:
本文探讨 了媒介

、

特别是新媒介的拥有
、

接触和使用对人们的生活质 t 或生活满意

度的影响
。

分析数据墓于作者于 2 00 3 年 1 月在北京市所做的
“

信息时代新媒体应用情况
”

调

查
。

结果发现
,

拥有和使用互联网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具有负面影响
,

而拥有电话则有助于人

们的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使用计算机和上网时间越长
,

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越低 ;消遣性上网活

动与负面的媒介使用感受相联系
,

而建设性上网活动则与正面的媒介使用感受相联系
。

由于

媒介使用与人们的休闲方式密切相关
,

本研究还分析了不同的休闲方式与人们的生活满惫度

之间的关系
,

结果发现
,

群体活动型休闲活动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是正相关的
。

从本研究的结

果看
,

大部分传统媒介和诸多新媒介
,

包括电视机
、

录像机
、

传真机
、

数码相机
、

摄像机
、

V CD/
D V D / C D / M D / M玛

、

游戏机
、

有线电视
、

手机
、

B P 机等
,

人们对其拥有和使用情况
,

并不对人们

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

总的说来
,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使用对生活满意度的解释能

力是微弱的
。

对上述研究发现的社会意义
,

本文也做了相应的讨论
。

关键词
:
媒介使用 新媒介 生活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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