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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公示语英译研究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其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

果。但纵观全局，公示语英译研究中还存在诸如缺乏理论指导、译者跨文化意识不够强、其定量研究不完善及

对国外公示语英译研究成果借鉴的空白等问题。本文基于对搜集到的相关学术论文的分析与探讨，综述各家之

言，提出公示语英译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期为今后公示语英译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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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语概述

１、公示语别称

“公示语是一个新的通用流行语词，然而，译

界和外语界普及应用这个新的通用流行语词还不

够，不少人对它还不够熟悉。”①

因此，一些研究者采用了诸如“公共场所标识

语”、“公共牌示语言”等来表达“公示语”的意

思。这些词的意思与“公示语”都很相近，但“除

了公示语能够包容以上术语的内涵和外延外，目前

尚难以选择其他词汇广而括之。”②因此，公示语就

成为了一个集合名词。搜索政府机构标准概念、文

字使用及相关研究，“标志语”、“标识语”、“标示

语”等词大多已被公示语替代，成为新的通用流行

语汇。

２、公示语的定义

定义一：“公示语———公开和面对公众、告示、

指示、提示、显示、警示、标示与其生活、生产、

生命、生态、生业休戚相关的文字及图形信息……

凡公示给公众、旅游者、海外宾客、驻华外籍人

士、在外旅游经商中国公民等，涉及食、宿、行、

游、娱、购行为与需求的基本公示文字信息内容都

在公示语研究范围范畴之内。”③

定义二：“公示语是指在公共场所展示的文字，

具有特殊的交际功能，以及提供信息和完成指令的

作用。”④

定义三：“公示语是一种给特定人群观看的特

殊文体……它用寥寥文字、简明易解的图标或文字

与图标相结合等方式把必要的、有用的信息传达给

大众，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帮手。”⑤

３、公示语的分类

第一，按公示语研究对象进行分类。

“具体而言，路标、广告、商品说明书、旅游

指南、告示等都是公示语。”⑥

“街头路牌、商店招牌、宣传语、警示语、旅

游简介等都是公共场所标识用语。”⑦

“如街头的路牌、广告牌、路标、商店招牌、

警示语、宣传语、旅游简介等等。”⑧

第二，按公示语应用功能进行分类。

“可包括指示性公示语、提示性公示语、限制

性公示语、强制性公示语等。”⑨

“公示语的种类很多，其中有一部分是具有规

范、调节、制约、信息等功能的公共场所公示用

语。”⑩

二、公示语英译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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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经济蓬勃发展，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

交流日益增多，全国各地也随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汉英双语公示语，而公示语英译也成了翻译界关注

的热点。但这一现象背后却存在很大的隐患———公

示语英译错误比比皆是，许多译文简直令人匪夷所

思，这将严重地损害一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对外

形象。

针对这一问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于２００２

年对“汉英公示语翻译研究”课题进行立项赞助，

并成立了公示语翻译研究中心；２００５年９月，召

开了“首届全国公示语翻译研讨会”，众多与会专

家纷纷发言并参与研讨。

而关于公示语英译的学术论文也层出不穷。据

袁良平、汤建民（２００７）的统计结果，近三年来对

公示语翻译问题的关注明显增多。

笔者对从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上搜索到的２１世

纪初以来关于公示语英译的论文进行了分析，着重

从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和指导理论两个方面进行探

讨。

１、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第一，对公示语英译实例进行调查，找出问

题，分析原因并提出修改建议。

王银泉、陈新仁（２００４）对公示语英译实例按

照错误类型进行划分，如交际信息失真、实为用意

错位、语言礼貌蜕变、译文刻板不够贴切等，并提

出修改建议。

万正方等（２００４）对上海市商店和单位名称英

译错误进行分析，提出存在的问题有：拼音问题、

文化误解和语义堆砌等，并给出相应的修改建议。

作为对万正方等人此文的回应，傅志爱等

（２００５）从商店招牌、标示语和宣传语、提示语和

警告语、旅游景点标示用语等四个方面分别进行分

析并提供了修改建议。

罗选民和黎土旺（２００６）将公示语英译的错误

分为五大类：１）指令不清楚；２）意图被歪曲；３）

语气不和谐；４）术语不匹配；５）文化不兼容等。

第二，从文本类型的角度探讨公示语英译。

如张美芳（２００６）将莱斯（犚犲犻狊狊）的“文本类

型学”（犜犲狓狋犜狔狆狅犾狅犵狔）理论用于分析澳门的公示

语英译。

而贺学耘（２００６）在纽马克（犖犲狑犿犪狉犽）“文

本功能分类说”（１９８１）的基础上对公示语英译进

行探讨。

第三，从公示语功能特点及语言风格角度探论

公示语英译。

吕和发（２００４，２００５）指出英语公示语具有指

示性、提示性、限制性、强制性四种突出的应用功

能；所展示的信息状态既有“静态”也有“动态”，

并提供了具体事例。

罗选民和黎土旺（２００６）从功能、风格和目的

三个方面来分析公示语英译的主要特点。

第四，从语用学角度探讨公示语英译。

罗选民和黎土旺（２００６）用奥斯丁（犃狌狊狋犻狀）

的“言语行为理论”来指导公示语英译。王银泉，

陈新仁（２００４）则在语用学理论指导下对公示语翻

译实例进行探讨分析。而李怀奎、李怀宏（２００４）

提出用实证方法探讨旅游景观标识名称汉译英的语

用等效问题。

第五，从社会符号学角度探讨公示语英译。

在近年的硕士毕业论文中，也有人从社会符号

学角度探讨公示语英译，如合肥工业大学的张苇

（２００７）从社会符号学角度探讨汉语公示语的英译。

第六，从文化角度阐释公示语英译。

万正方等（２００４）强调了公示语翻译中跨文化

意识的重要性。

第七，从翻译原则、策略、方法等角度探讨公

示语英译。

如王银泉，陈新仁（２００４）提出“约定俗成”

是不容忽视的翻译原则。

张美芳（２００６）提出：译者在处理单一功能的

信息性牌示文本时，传达信息内容是主要任务，语

义翻译是可取的翻译策略，而在翻译复合型功能的

牌示文本时，超语言的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影响翻译

策略的因素。

吕和发（２００４）指出应使用英语中规范和标准

语汇进行一对一的汉英置换；在无对应译法情况下

参照英语公示语的功能要求确定语言风格进行试

译。吕和发（２００５）还提出了公示语翻译的“省力

原则”，即语言使用者要尽量选取简洁、省力的表

达方式。

李怀奎、李怀宏（２００４）在谈及景观标识名称

的翻译时指出，除了用音译的手段外，用直译的方

法翻译景观标识名称时应充分考虑语用等效的问

题。

贺学耘（２００６）则在探讨公示语文本类型的基

础上，提出了公示语的交际翻译策略。

２、研究涉及的指导理论

笔者就２１世纪初以来发表在 《中国翻译》、

《上海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科技翻译》、

《外语与外语教学》、《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等

外语类刊物中关于公示语英译的论文做了一个随机

抽样，共搜集文章１１篇，并对这些论文的理论依

据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有关公示语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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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篇文章中，无理论依据的有 ８ 篇，约占

７２．７％；使用功能翻译理论及其文本类型学理论

的有１篇，占９．１％；使用纽马克“文本类型说”

的有１篇，占９．１％；使用雅各布森“功能划分”

理论和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为１篇，占

９．１％。由此可见：

第一，大部分关于公示语英译的文章并无理论

依据；

第二，有部分论文以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为依据

（“文本类型说”）；

第三，语用学理论也被广泛用于公示语英译研

究。

三、公示语英译研究新趋势

１、学术界和译界开始运用相关理论来研究公

示语英译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２００５年前发表的此类

论文大多没有相关理论依据，大多为纯实证性研

究，而并无相关理论的指导。而在２００６年发表的

论文中，大多开始采用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方法，

如张美芳以功能翻译理论和莱斯的“文本类型学”

为指导对澳门公示语英译实例进行分析；贺学耘采

用纽马克的“文本功能分类说”和“交际翻译策

略”来分析公示语英译。

２、语用学理论也被用于公示语英译研究

如罗选民、黎土旺（２００６）采用奥斯丁的“言

语行为理论”；王银泉、陈新仁也从语用学的角度

来进行实例分析；而李怀奎、李怀宏探讨了旅游景

观标识名称汉译英的语用等效问题。

３、采用实证研究并对取得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近年来，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并对取得数据进行

定量分析也成为公示语翻译中一个新趋势。如林克

难（２００７）对改革开放以来发表在中国大陆学术期

刊上关于实用翻译的论文做了一个量化统计，并对

取得数据进行了分析；再如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公示语翻译研究中心撰写的“全国公示语翻译现状

的调查与分析”一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全国公示

语翻译现状进行了调查，并做了详细的数据分析。

４、对公示语的功能及其翻译又有新的补充与

扩展

如吕和发（２００５）提出了公示语的生态效用、

法律权限、公示语的译与不译进行了新的规定。他

提出生态环保公示语不仅是 “一种宣传”，还是

“一种升华的道德”。

５、公示语英译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渗透

根据上文的统计结果，从语用角度阐释公示语

翻译也成了一个新趋势。而近年来，对公示语翻译

的功能、范围等也有了新发展，比如说，公示语翻

译可与生态环保、法律、美学等学科结合起来。

四、结语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看出：

１、公示语英译应有相关理论的指导

根据上文统计结果，公示语英译实践缺乏相关

理论的指导。因此，探索能指导公示语英译的理论

基础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只有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公示语英译研究才能有理有

据。

２、公示语英译工作者应有跨文化意识

除了必备的语言能力之外，公示语英译工作者

还须具备跨文化意识。译者应意识到汉英双语在语

言文化上的差异，以及英语国家读者的文化心理和

审美情趣。应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示语原语言转化

为符合英语国家表达习惯及审美方式的目的语，这

样才能有效地发挥各类公示语的预期功能。

３、应加强对公示语译文质量的检验

由于公示语英译主要是给英语国家人士看的，

有必要时，公示语英译译文在投放公共场所之前可

先经由英语国家人士审阅，以免造成文化误解，小

则遭人讥笑，大则有失大国风范。如可征求英语国

家人士对当前国内各种公示语英译的意见，包括对

其满意度、准确度等的调查，并根据反馈意见对译

文进行修改，尽可能清除其中的错误，将一个语言

环境整洁的面貌展现给国际友人。

４、应加强对国外公示语翻译研究的借鉴

现有的大部分公示语英译研究都在国内进行，

大多研究者所参考的资料也仅限于国内。所以，应

加强对国外公示语翻译研究现状的研究，借鉴其成

果，以便帮助我们提高公示语英译质量。

公示语是一个城市形象的直接体现，其英译更

是直接关系到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

规范公示语英译问题不仅是摈除英文垃圾和翻译谬

误以净化语言环境的问题，更关系到一个城市的长

足发展问题。因此我们对公示语英译的认识更需要

进一步拓展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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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犉狅狉犲犻犵狀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犘狉犲狊狊，２００１．

［３］张美芳，王克非主译．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

论阐释［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公示语翻译研究中心．全国

公示语翻译现状的调查与分析［犑］．中国翻译，２００７，

（５）．

［５］戴宗显，吕和发．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以

２０１２年奥运会主办城市伦敦为例［犑］．中国翻译，２００５，

（６）．

［６］方梦之，毛忠明 ．英汉－汉英应用翻译教程

［犕］．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犕］．上海：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８］李怀奎，李怀宏．景观标识名称汉译英的语用等

效研究．［犑］．上海翻译，２００４（１）

［９］王银泉．公共场所的英语翻译错误拾零［犑］．上海

翻译，２０００，（３）．

［１０］王银泉，陈新仁．城市标识用语英译失误及其实

例剖析［犑］．中国翻译，２００４，（２）．

［１１］万正方，单谊，陈婷，谢泽畅，沈月红．必须重

视城市街道商店和单位名称的翻译 ：对上海部分著名路段

商店和单位牌名等翻译错误的调查［犑］．中国翻译，２００４，

（２）．

［１２］袁良平，汤建民．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国内翻译研究

的计量分析———基于３种翻译研究核心期刊的词频统计

［犑］．上海翻译，２００７，（３）．

［１３］张美芳．澳门公共牌示语言及其翻译研究［犑］．

上海翻译，２０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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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正是由于各种传媒，包括网络和博客等新

媒体在信息传递方式的公开、及时、透明，使得这

场危机得以化解，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抗压力

与民族凝聚力。

简言之，对于博客这一社会现象及其功能问题

的认知理解，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不同视角可以有不同解读。这里，笔者对于这样一

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现实课题，仅仅是从功能这一

新的视角进行了首次考察与初步思考，恳望得到专

家学者指正。

参考文献：

［１］从总书记上网看互联网政治 ［犈犅／犗犔］．人民网，

２００８－０６－２３．

［２］王文祥．建立底层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 ［犑］．社

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５，（６）．

［３］网络意见领袖显性化 ［犈犅／犗犔］．中国记协网，

２００８－０６－２３．

［４］拓宽民心通道让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 ［犈犅／

犗犔］．新华网，２００７－１１－１４．

该文获第四届吉林省公共关系协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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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者应以自己掌握的知识，适时地在有限时间内

介绍自己事业目标、兴趣、专长以及自己对所选单

位的了解和态度，让用人单位接纳你。其二，面试

中恰当地评价自己。其三，讲究语言艺术。交谈中

应试者要善于介绍，善于理解，善于概括。最后，

对面试中可能涉及到的问题要有针对性地做好准

备。

参考文献：

［１］周济．用发展的眼光看大学生就业问题 ［犑］．

２００７，（３）．

［２］王君．当代大学生心理特点［犑］．２００６，（４）．

［３］孙成武．高等学校应如何面对扩招后的毕业生就

业［犑］．２００３，（８）

［４］桂世权．关于大学生主要心理特点的分析与把握

［犑］．２０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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