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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椇我国有关地名的英译多基于规定论视角有着固定要求棳但特定的地名英译则更关注其在非遗保护中的

价值暎祁门的英译旊斿斿旐旛旑由于受到祁门红茶的影响棳其词条较早进入英语世界且认可度较高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翻译应该重视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棳翻译策略的使用要灵活不可拘泥于已有的规则暎
暋暋关键词椇翻译椈非物质文化遗产椈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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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在通常意义上棳地名的功能就是用来指称某个地
区的名称暎不过棳对于那些历史悠久棳文化资源丰富的
地区棳地名的功能却不限于此棳其背后蕴藏了特殊的文
化价值暎地名英译不仅是地名翻译的一个组成部分棳
也是我们在外宣翻译中经常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暎以
往有关地名英译的研究棳多是基于规定论的立场棳以上
级部门制定的地名翻译规则为标准棳对已有的地名翻
译做出评判并提出符合相关标准的翻译策略暎椲棻棴棽椵笔者
尝试从描写论的角度出发棳以暟祁门暠的英译为例棳对现
实中人们违背规则的译法做出解释棳揭示了地名翻译
在非遗保护中的价值暎
暋暋一暍地名英译的相关规则
暋暋我国地名英译在汉语拼音方案制定之前棳主要遵
循的是西方国家对我国地名一些约定俗成的译法棳这
些译法有的源自于国际新闻机构的有关中国的报道棳
有的源自西方学者的著作棳其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种拼
写法是英国汉学家 斣旇旓旐斸旙斊旘斸旑斻旈旙斪斸斾斿于棻椄椄椄年所
创制的拼写法棳即所谓的暟威妥玛拼写法暠暎这种状况
一直延续到棻椆椀椄年我国政府颁布了暥汉语拼音方案暦才
有所改变暎暥汉语拼音方案暦不仅为汉字提供了最权威
的注音方式棳同时也为地名英译的统一创造了前提条
件暎自此之后棳我国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陆续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来规范地名的英译工作棳与此同
时相关国际组织也依据暥汉语拼音方案暦提出了一些中
国地名的英译规则暎这些国内国际的规则构成了一个
中国地名英译的规则体系棳也成为我们在各种场合进
行地名英译时需要遵守的标准暎这些规则主要包括椇
棻椆椃椂年棳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测绘总局制订的暥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音写法暦椈

棻椆椃椄年椆月棽椂日棳国务院批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
外交部暍测绘总局暍地名委员会共同制订的暥关于改用
汉语拼音方案拼写中国人名地名作为罗马字母拼写法
的实施说明暦椈棻椆椃椆年椂月棻椀日联合国秘书处发布暥关
于采用暟汉语拼音暠的通知暦棳自通知日起棳联合国秘书处
采用暟汉语拼音暠的新拼法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文字中
转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地名的标准椈棻椆椄棻年国际标
准化组织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第棻椆次会议又将暥汉语
拼音方案暦作为拼写中国专有词语的标准椈棻椆椄棿年棻棽
月棳中国地名委员会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国家测绘
局又联合制定了暥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棬汉
语部分棭暦椈棻椆椄椄年椃月棻日暎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并实施暥汉语拼音正词法基
本规则暦椈棻椆椆椂年棻月棽棽日棳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棳暥汉
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暦作为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
准暠棬斍斅棷斣棻椂棻椀椆暘暘暘棻椆椆椂棭正式发布棳自棻椆椆椂年椃月棻
日正式实施暎
暋暋二暍暟祁门暠的英译现状
暋暋必须承认棳上述规则为我国地名的英译设置了较
为统一的标准棳对于规范地名英译工作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暎与此同时棳我们也应该看到棳上述规则在地
名的英译实践中并非总是被不折不扣地遵循棳同一个
地方使用两种英译地名的现象依然存在暎以安徽省祁
门县的地名英译为例棳目前棳祁门的英译有两种棳一种
是严格依据汉语拼音的翻译 斞旈旐斿旑棳另一种则是沿用
暥汉语 拼 音 方 案暦公 布 之 前 的 威 妥 玛 拼 法棳译 作
斔斿斿旐旛旑暎虽然棳这两种译法都有人使用棳但如果我们考
察译文的使用场合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棳那就是
斞旈旐斿旑是行政区划上棳官方对于祁门的英译的正式说法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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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很强的官方性暎例如祁门县政府的官方网站的网
址就是旇旚旚旔椇棷棷旝旝旝棶斸旇旕旈旐斿旑棶旂旓旜棶斻旑棷棳各政府机关在
对外交往中棳多以 斞旈旐斿旑来作为祁门的英译地名暎而
斔斿斿旐旛旑的使用场合则主要是在历史文化和商业贸易
领域棳且常常与祁门特产暘暘暘红茶密切相关暎地名英
译的目标读者是使用英语进行阅读的外国人棳从读者
对英译的接受程度来看棳斔斿斿旐旛旑的影响力远远超过
斞旈旐斿旑棳如果我们分别用 斔斿斿旐旛旑和 斞旈旐斿旑做搜索词棳
在微软的必应搜索中检索英文网站棳可以得到如下数
目的搜索结果椇斔斿斿旐旛旑棬棻椃椀棳棸棸棸条棭棳斞旈旐斿旑棬棾椂棳棽棸棸
条棭棳前者是后者的棿棶椄倍棳换言之棳斔斿斿旐旛旑在英语世
界中的认可度远高于 斞旈旐斿旑暎这也可以解释在文化商
贸领域棳人们为什么故意要违背地名英译的官方规定棳
选用了祁门的旧的译法斔斿斿旐旛旑暎
暋暋三暍描写论对暟祁门暠的英译现状的解释
暋暋地名是用来指称个别概念的棳在术语学理论中通
常被称为暟名称暠或者暟系列名称暠暎严格地讲棳名称与术
语虽然都是用来描述概念的棳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别棳
名称描述的是个别概念棳而术语则是用来描述一般概
念的暎因此棳我们可以认为棳术语的主要功能是概念功
能棳而名称则更具称名的性质棳称名功能系其主要功
能暎椲棾椵棿棽然而棳名称与术语之间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棳
名称具有一系列与术语相同的属性棳包括椇属于某一专
业知识领域棳不依赖于上下文棳属于中立词汇层棳出现
具有目的性棳在言语中的稳定性与再现性等暎椲棾椵棿椀有鉴
于此棳术语学的相关理论同样适用于名称的研究暎术
语学的主导理论通常区分为暟规定论暠与暟描写论暠暎暟规
定论暠对术语及其标准化棳有各种可以说是硬性的要
求暎暟描写论暠则不然棳它更关注术语的实际使用情况棳
注重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特别是违反规定的使用状况的
深层原因棳尤其是其中合理的理由暎椲棿椵倘若我们将这个
理论引入到地名英译的研究之中棳就不难发现棳多数情
况下棳人们在地名英译中是愿意遵守规则的棳即符合暟规定论暠的要求暎但在特定场合下棳规则被违反也是
不可否认的事实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违反呢椏 我
们需要从地名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功能来探究原因暎
暋暋棬一棭祁门红茶与 斔斿斿旐旛旑的对外传播
暋暋安徽省皖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茶叶产区棳素以暟祁
红屯绿暠闻名于世暎暟祁红暠指的就是祁门地区生产的
红茶暎祁门产茶可远溯至唐代棳那时休宁暍祁门暍歙县
所产茶叶皆以浮梁为集散地棳诗人白居易曾写过这样
的诗句椇暟商人重利亲别离棳前月浮梁买茶去暠棳敦煌文献
暥茶酒论暦中也有暟浮梁歙州棳万国来求暠的记载棳可见当
时的茶叶生产与贸易的规模可谓盛况空前暎
暋暋祁门地区的红茶生产始自于近代暎棻椄椃椀年前后棳
祁门人胡元龙请宁州师傅舒基立按照宁红经验试制红
茶棳经过不断改进棳终于在光绪椄年研制出色暍香暍味暍形
俱佳的红茶棳胡因此被称为红茶鼻祖棳祁门红茶也日渐
被人们喜爱棳常常被冠以暟宝光暠暍暟祁门香暠暍暟王子香暠等
美誉暎客观地说棳红茶的制茶技术并非发端于祁门棳但
历代祁门的制茶工匠却以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棳结合祁
门本地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棳开发出了独具特色的红
茶制茶技艺棳并世代相传棳成为了一项弥足珍贵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暎棻椆棻椀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棳祁门红茶
更是荣获金奖棳从此蜚声海外暎作为原产地的祁门的
英译名词斔斿斿旐旛旑也不断出现在国际媒体上棳美国韦氏
大辞典将祁门红茶作为独立词条予以收录棳上面指明
的原产地为祁门棬斔斿斿旐旛旑棭棳斔斿斿旐旛旑一词正式进入了
英语世界暎
暋暋棬二棭斔斿斿旐旛旑在非遗保护中的特殊价值
暋暋棻棶如何理解非遗中的保护暎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

无形文化遗产棳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棳并以活态形式
传承至今的棳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暍艺术价值暍文化价值暍
科学价值与社会价值棳足以代表一方文化棳并为当地社
会认可的棳具有普世价值的知识类暍技术类与技能类传
统文化事项暎椲椀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形性特点决定了
暟保护暠一语在非遗的语境中具有有别于有形文化遗产
的概念内涵暎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暦专门对于非
遗的保护做了如下定义椇暟保护暠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
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棳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暍
立档暍研究暍保存暍保护暍宣传暍弘扬暍传承棬特别是通过正
规和 非 正 规 教 育棭和 振 兴暎棬暟斢斸旀斿旂旛斸旘斾旈旑旂暠旐斿斸旑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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旚斸旚旈旓旑棳旘斿旙斿斸旘斻旇棳旔旘斿旙斿旘旜斸旚旈旓旑棳旔旘旓旚斿斻旚旈旓旑棳旔旘旓旐旓旚旈旓旑棳
斿旑旇斸旑斻斿旐斿旑旚棳旚旘斸旑旙旐旈旙旙旈旓旑棳旔斸旘旚旈斻旛旍斸旘旍旟旚旇旘旓旛旂旇旀旓旘旐斸旍
斸旑斾旑旓旑旀旓旘旐斸旍斿斾旛斻斸旚旈旓旑棳斸旙旝斿旍旍斸旙旚旇斿旘斿旜旈旚斸旍旈旡斸旚旈旓旑旓旀
旚旇斿旜斸旘旈旓旛旙斸旙旔斿斻旚旙旓旀旙旛斻旇旇斿旘旈旚斸旂斿棶棭从暥公约暦有关暟保
护暠的定义分析棳显然棳非遗的外宣翻译也是属于保护
的措施之一棳可以归为宣传棬旔旘旓旐旓旚旈旓旑棭和弘扬棬斿旑灢
旇斸旑斻斿旐斿旑旚棭暎故此棳非遗外宣翻译的质量将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到非遗保护的成效暎
暋暋棽棶祁门英译 斔斿斿旐旛旑的晕轮效应暎祁门的英译
斔斿斿旐旛旑之所以在英语世界有着很高的认可度棳与祁门
红茶在西方上流社会被接受和认可存在着密切的联
系暎我们可以用暟晕轮效应暠来解释这种联系暎晕轮效
应又称为光环效应暎该理论认为棳当消费者对一个国
家的产品不熟悉或知之甚少时棳原产地作为一个总括
性的指数或是外在线索棳能减少消费者做出决策所需
要的信息处理量并降低认知难度暎椲椂椵我们知道作为英
语文化诞生地的英国是世界上饮红茶最多的国家之
一棳而饮下午茶更是一种高雅的社交活动暎英国王室
与贵族尤其偏爱产自于安徽祁门的红茶棳人们在谈论
红茶时不断用斔斿斿旐旛旑来指称这种优质茶叶的产地棳自
然而然棳人们对于 斔斿斿旐旛旑斺旍斸斻旊旚斿斸的喜爱也会渐渐已
转到 对 于 斔斿斿旐旛旑 这 个 词 语 的 喜 爱棳从 而 提 升 了
斔斿斿旐旛旑在世界中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暎在一个不熟悉
汉语的语言社区棳一个已经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词语
斔斿斿旐旛旑棳相较于一个陌生的汉语拼音 斞旈旐斿旑来讲棳其
传播的有效性是不言而喻的暎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在经贸领域棳人们更愿意将祁门译为 斔斿斿旐旛旑而
非 斞旈旐斿旑暎
暋暋四暍结语
暋暋从祁门英译的例子中棳我们发现棳地名外宣翻译事
实上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环节暎因
为对外宣传和弘扬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棳对于本
地区非遗的申报工作至关重要暎我们在地名外宣翻译
时棳不可僵化地使用翻译规则和策略棳要充分考虑译文
读者对于非遗翻译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棳从信息接受者
的角度灵活运用翻译策略棳以求得最佳的翻译效果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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