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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的国内公示语英译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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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二十余年来国内对公示语英译研究整体情况的调查与分析，从公示语名称的规约化、语言特点、功能 

分类、错误归类以及翻译原则和方法五个方面来总结公示语翻译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层次及视角、研究规模、研 

究视域和社会关注度四个方面来分析公示语研究的特点；从重复劳动、译与不译、语料库建设及成果应用四个方 

面来探讨公示语研究存在的问题；今后的研究发展趋向应更具宽泛性、实证性及交叉性。 

关键词：公示语；英译；翻译方法；翻译原则；语料库建设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237−06 

一、引言 

在我国学术界，对公示语英译研究的起点应从何 

时算起既没有一个鲜明的标志也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 

共识。相关文献检索结果显示，自上世纪 80年代起， 

国内就有学者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了，只不过当时还没 

有用“公示语”这个名称。已故地图学家曾世英先生 

于 1987 年和 1989年分别发表了《我国地名的罗马字 

母拼写》 [1] 和 《关于我国地名拼音的商榷》 [2] 两篇论文， 

以非常严谨的态度，论述了地名国际标准化问题，阐 

述了地名译写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可以称得上是国内 

涉及公示语英译的起始研究。由此算起，国内公示语 

英译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的研究历程。早期的雏形研究 

还有丁振祺的《企业名称的翻译问题》，以实例探讨 

了企业名称的英译问题 [3] ；段连城的《呼吁: 请译界 

同仁都来关心对外宣传》，指出一些景点、宾馆指示 

牌和旅客须知上的翻译错误 [4] ；向阳的《谈我国街道 

名称的英译》，提出在对我国街道名称英译时要注意 

两点：一是英译名是给不会汉语的外国人看的，二是 

译名要规范 [5] 。 “CNKI学术趋势”图显示，公示语英 

译研究的 “学术关注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2003 
年以前的关注度基本为零，为起始阶段；2003  年— 
2005年关注度低而平稳，为低速发展阶段；2006年— 
2007年关注度直线上升，为快速发展阶段；2007年之 

后，关注度进一步提高，为高速发展阶段。严格来说， 

我国公示语翻译有规模、有组织、比较正式的研究应 

该从  2005 年北京首届全国公示语翻译研讨会的召开 

算起 [6](104) 。以“公示语”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中 

检索 2005 年至 2012 年的全部期刊，8 年的数据分别 

是 9篇、33 篇、70篇、88 篇、139篇、140 篇和 185 
篇和 193 篇。这组数据说明，关于公示语翻译研究的 

论文数量在逐年增加，从一位数、两位数到目前的三 

位数。登载公示语英译研究文章的刊物越来越多，既 

有翻译类、外国语类权威核心，又有各种级别的高校 

学报及其他社科类刊物；关注和研究公示语翻译的专 

家学者也越来越多，既有资深教授又有青年才俊。本 

文旨在对二十多年来我国公示语翻译研究成果做一个 

较为系统的梳理，分析其研究特点，对存在的问题提 

出思考，预测研究发展走势，并为今后的公示语翻译 

研究向纵深、全面、实用发展提出一些思路。 

二、主要成果 

（一）名称的规约 

术语几乎是所有标准化活动得以和谐实施的必要 

组成部分。 自上世纪 80年代起到新世纪初， “公示语” 

这一术语仍未正式在学术界使用，其定义及相关词语 

的界定仍较模糊。检索 CNKI 全文期刊库，吕和发发 

表于《中国科技翻译》2004年第 1期上的《公示语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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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翻译》是第一篇在标题里正式使用“公示语”一词 

的文章。对于“公示语”的定义，杨永和的形容很形 

象：“一直以来，公示语的定义基本处于一种较游移 

的状态。” [6](104) “英文中有 public signs一语，汉语译 

名较为混乱，计有公示语、标记语、标示语、揭示语、 

警示语等等。它是一种常见于公共场所的特殊文体， 

或用寥寥文字，或用简明易解的图示，抑或文字与图 

示兼用，表示对受众的某个要求或引起人们的某种注 

意。” [7] 戴宗显、吕和发引用的定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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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 这一定义是依据国际旅游者 

和国际公民对信息服务需求并参照国家标准对“图形 

标志”的定义对 “公示语”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的界定， 

得到了大多数专家和学者的认可， 可以作为 “公示语” 

的权威性定义。 

由此看出，“公示语”一词曾一度与标识语、标 

示语、标志语、揭示语、牌示语、警示语等共生共用， 

目前这种现象仍然存在。近几年的《中国翻译》等翻 

译类核心期刊及社科类其他学术期刊的检索结果表 

明，“公示语”一词的使用已经趋向统一，基本完成 

了其规约化过程，逐渐为大众接受并熟知，成为一个 

集合名词和新的通用流行语汇。 

（二）语言特点的揭示 

公示语作为一种世界各民族语言生活中非常活跃 

的语言事实，对其语言特点的研究自然必不可少，因 

为具体明确的语言特点有利于翻译人员能够较为精 

准、有效地解决翻译中的相关问题。《现代实用英语 

例解》列出英语公示语最为突出的五大特点，即往往 

全部用大写字母，不加句号；字数通常很少，最少的 

只有一个词；语言精练，常用名词（动名词）或名词 

短语；有时使用祈使句；有时采用十分正式的文体 [9] 。 

北竹、单爱民通过对大量英语公示语材料进行分析和 

总结后指出，英语公示语广泛使用名词、动词、动名 

词、词组、短语、缩略语、文字与标志组合、现在时 

态、祈使句和规范性、标准性语汇，语汇简洁、措辞 

精确，部分公示语具有鲜明的本土意义，这些特征一 

起构成了英语公示语独特的语言风格 [10](77) 。丁衡祁指 

出，英语公示语的特点是语言比较简洁明了、正式规 

范， 用五个 C打头的英文单词来表示： Concise （简洁）、 
Conventional （规范）、 Consistent （统一）、 Conspicuous 
（醒目）、Convenient（方便） [11](42) ，并用大量汉、 

英两种公示语实例做了精辟的说明。汉语公示语也有 

其特点，综合各家之观点，笔者将其概括为结构经济、 

文字简约、字义浅显、文体恰切。 

（三）语用功能的分类 

公示语作为一种特殊的应用文体和特定功能的文 

字形式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当今社会，公示语尤其发 

挥着独特的功能特点，可以满足公众、旅游者对信息 

的需求，有效提高生存、消费质量。 

公示语的功能分类也不尽相同、各具风格。其中 

颇具影响力和普遍性的是三分法和四分法。三分法有 

国外学者 J.  Culler的指示、服务、禁止三种实用意义 

功能 [12] ，国内学者罗选民、黎土旺的指示、指令、参 

照三大功能 [13](66) 。四分法有国外的提示性、指示性、 

告示性、警告性 [6](105) ，国内的指示性、提示性、限制 

性、强制性四种突出的应用功能 [10](77) 。国内学者牛新 

生还在国外四分法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加入了劝导 

功能和宣传功能 [14] 。此外，戴宗显、吕和发还以商业 

城市伦敦为例专门提出城市公示语的特定功能，指出 

城市公示语的设置重点服务于城市商业和社会两大重 

要功能，为此，街道、商场内外设置的公示语依据消 

费者类别和消费需求、消费行为分为引发兴趣、提供 

信息、加深理解、促进行动、巩固形象、服务社会、 

防范犯罪等突出的应用功能 [8](39) 。 

（四）英译错误的区分 

在公示语英译研究中，研究者大都涉及对误译实 

例的分析和归类，由于分类标准不同， 种类也就不同， 

少则几种，多则几十种。如，丁衡祁将其分为硬性问 

题、软性问题、隐性问题 3大类 [11](46) ；王银泉、陈新 

仁列出了 4类错误类型：文际信息失真、施为用意错 

位、 语言礼貌蜕变、 译文刻板不够贴切和地道 [15](81−82) ； 

罗选民、黎土旺分为 5 类，分别是指令不清楚、意图 

被歪曲、语气不和谐、术语不匹配、文化不兼容 [13](68) ； 

万正方等通过对上海部分著名路段商店和单位牌名等 

翻译错误的调查，把问题归纳为单词拼写错误、用词 

不当、文化误解等  11 类 [16] ；《全国公示语翻译现状 

的调查与分析》一文中将世界各个角落的非规范英语 

公示语共分成了 25类并做了错误样本的统计， 其中排 

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胡译、 拼写错误和不清晰 [17] ； 此外， 

《公共场所英语标识语错译解析与规范》一书的使用 

说明中将错译分为三个方面共 32种类型 [18] 。 

综上所述，可以把公示语翻译的错误归为语言失 

误和语用失误两大类。语言失误包括拼音、拼写、大 

小写、标点及语法方面的错误，还有用词不当、中英 

文不符、译名不统一等问题；语用失误包括中式英语、 

文化误解、场合不当、文体错误、语意模糊、交际信 

息失真、公示效果不佳、生硬粗俗等问题。 

（五）翻译原则和方法的规范 

根据翻译规范论观点，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这 

种社会行为是要有一定的规范原则制约的 [19]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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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公示语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采取什 

么样的方法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意义。而翻 

译原则是第一性的，是译者实际翻译方法和策略选用 

的指针，只有先确定翻译原则，才能谈翻译的方法问 

题。 

首先，基于公示语语言风格、功能特点及不同的 

误译类型，国内专家学者对公示语英译进行了很多有 

益的探讨，并结合多种视角的翻译理论提出了许多需 

要遵循的原则。其中，倪传斌、刘治较早研究标记语 

的英译原则，提出“简洁、明了、语气得当、规范化 

和适度诙谐”五项原则 [20] ；黄友义认为，外宣翻译需 

要译者在熟知并运用“外宣三贴近”原则的基础上， 

具体汉译英时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是充分考虑文化 

差异，努力跨越文化鸿沟；二是熟知外国语言习惯， 

防止落入文字陷阱 [21] ；王银泉、陈新仁指出“约定俗 

成”是标识语英译中不可忽视的翻译原则 [15](82) ；张美 

芳以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代表人物 K. Reiss的文本类型 

理论为基础，提出以文本主要功能决定翻译策略的原 

则 [22] 。这些原则为公示语翻译的规范性和标准性起到 

了重要作用。 

其次，在翻译原则的指导下，译者可根据具体情 

况决定翻译的方法和策略。我们在查阅相关文献时发 

现，几乎所有的公示语英译研究都要涉及到翻译的方 

法和策略，且多数颇为清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丁 

衡祁的  ABC  模式，即“模仿借用创新”(Adapt 
BorrowCreate) [11](43) 。 这个模式可以被视为公示语翻译 

方法的经典或权威，因为这之后的很多方法就是以此 

为基础提出的， 如牛新生提出的借译、 仿译和创译 [23] ； 

薛红果采用的借用法和创译法 [24] ；还有李清源、魏晓 

红提出的模因论指导下的公示语英译三大策略 [25] 。依 

据邹彦群等所做的统计数据，在近十年来的公示语翻 

译研究论文中，学者们提及或建议采用的公示语翻译 

策略一共有 29种之多，其中“借用”最多，排首位， 

且提及的次数每年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排在二至十 

位的分别是：省译、意译法、交际翻译法、改译、创 

译、零翻译、直译法、增译、仿译 [26](29−30) 。 

总之，原则操控着方法，翻译原则的制定有利于 

人们在碰到相同或相似问题时有章可循，它不仅对公 

示语翻译起到了规范作用，而且对以后新出现的类似 

情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三、研究特点 

我国公示语翻译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最 

初单一的收集、分析错例到近几年多视角、大范围研 

究的过程，研究成果极为丰硕。总体看来，研究成果 

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研究层次不断深入、研究视角趋向多元 

早期的公示语翻译研究多以分析翻译错误为焦 

点， 把收集到的公示语错译实例做语义层面上的分析、 

归类并提出修改建议。随着研究的深化，尤其是近十 

年来，该项研究不断出现新的突破，从对公示语的定 

义、语言风格、功能特点等基本概念的多视角阐释和 

从相对单一的翻译理论角度探讨公示语的英译问题发 

展到依托多维度、多视角的翻译理论论述公示语翻译 

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具体的方法策略。最明显的特点是 

研究者们借鉴的翻译理论达 40余种之多，据统计， 理 

论依据的引述次数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功能翻译理 

论、跨文化视角和文本类型理论。其他的有翻译目的 

论、语用等效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接受美学理 

论、互文性理论、顺应理论、伪翻译论、模因论、生 

态翻译学“三维”论等，还有从语境角色认知、文本 

功能角度以及语用翻译的哲学视角下的研究。 

（二）研究规模从个人研究向集体研究发展 

在个人研究的同时，集体研究活动和项目不断启 

动。2002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了“汉英公示语 

研究中心”， 标志着我国公示语翻译集体研究的开端。 

中国翻译协会更是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组织举办 

了一系列有关公示语英译研究的重大集体活动。其中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于  2005 年在北京成功举办的首 

届全国公示语翻译研讨会，与会的翻译界领军人物和 

专家学者呼吁重视和完善公示语的翻译工作， 为深入、 

持续进行该项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并赋予了现实意义；2007年在上海举办了第二届公示 

语翻译研讨会，此届研讨会内容涉及公示语翻译研究 

的多个方面， 为优化公示语语言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可喜的是，全国各地翻译协会和高校的外语院系也积 

极牵头当地的公示语翻译研究。在全国范围内，不同 

级别的研究课题得以立项并由研究团队负责实施，为 

当地的公示语英译规范起到了不可多得的作用。 

（三） 研究视域从国内主要城市向其他城市铺开， 

从大陆向港、澳及国外延伸 

首先， 实例取证从国内主要城市向其他城市铺开。 

中国译协在首届全国公示语翻译研讨会上推出了“完 

善城市公示语翻译”的公益活动，首批选定北京、上 

海、广州等国内几个主要城市作为试点。如今，研究 

取例已经普及到诸如河北秦皇岛、安徽芜湖、青海西 

宁、四川泸州等中小城市，其覆盖率之广之快在学术 

界实属少见。其次，从在大陆研究向到港、澳地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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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实地考察研究发展。2004 年和 2005 年暑期，北 

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公示语翻译研究课题组成员曾两次 

赴欧洲 11 国的 17个城市进行了专项实地考察，拍摄 

了  3 千余幅公示语资料图片和长达  10 小时的录像资 

料，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张美芳曾承担由澳门 

大学资助的研究项目“澳门公共牌示语言研究”，针对 

澳门多语公共牌示语中的汉英翻译进行了研究并发表 

相关论文，为公示语翻译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视域。 

（四）研究的社会关注度不断提高，相关规范标 

准时有出台 

公示语翻译研究不仅仅是语言文字及翻译工作者 

的专门任务，它还是一个社会事务，得到了全社会的 

共同关注。《中国翻译》于 2005年开辟了“公示语翻 

译”栏目，八年来共刊载了十余篇有关公示语英译研 

究的经典上乘之作，这对促进公示语翻译研究起到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2005年 7月，中国日报网站会同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单位共同举办了“全国公共场所双 

语标识规范大行动”活动；同年 9 月，中国翻译协会 

下发 《关于开展 “完善城市公示语翻译”活动的通知》， 

要求各地翻译协会积极参与并大力支持该项活动。不 

少地方的政府、人大、文明办等部门越来越关注公示 

语翻译问题，电视、广播、新闻报刊以及主要门户网 

站等现代传媒也纷纷采取措施强力支持公示语的翻译 

研究或积极参与有关活动。此外，一些省、市的质量 

技术监督局也开始陆续编制或出台公示语翻译的地方 

标准，如 2006年北京市发布的 《北京公共场所双语标 

识英文译法地方标准》 [27] 和  2009 年沪苏浙三地联合 

颁布的《公共场所英文译写规范》 [28−30] 。 

四、问题思考 

（一）公示语研究的重复劳动问题 

综观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发表在各类学术 

期刊上的相关文章，笔者发现重复研究的现象比较普 

遍。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内容的重复。比如， 

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对公示语概念的界定、语用 

功能、语言文化特点、错误类型以及对公示语翻译策 

略等内容的描述，且其核心内容被反复引用，交叉重 

复较多。另一类是译例重复的现象较普遍。不少文章 

停留在一些公共场所司空见惯的公示语例证上，不断 

引用，差不多都变成了陈词滥调。这就要求研究者们 

具备开拓创新意识，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依托，不断 

探索，发掘出更新更好的公示语翻译实例，加强有地 

方特色或民族特色的公示语，尤其是独一无二、体现 

城市特色或精神的标语口号的汉英翻译探讨。 

（二）公示语的译与不译问题 

对于一些本土化公示语的译与不译问题，虽有学 

者提及，但探讨仍欠深入。金惠康指出，有些汉语公 

示语在英语国家是找不到任何踪迹的，如车站、码头 

上的 “小心扒手”， 商场中的 “商品售出， 不退不换”， 

以及随处可见的“违者罚款”等，这会对海外朋友和 

对外开放产生负面影响，应当谨慎处理 [31] 。一些具有 

中国本土意义的公示语经确认有必要保留，在暂时无 

法找到对应译法的情况下应当参照实际功能需要选择 

适宜的形式风格进行翻译，然后在部分海外旅游者中 

进行检验，在确认不会产生任何误解的情况下才可广 

泛应用。特别是一些“本土特产”太过粗野、低俗， 

就没有必要翻译成英文了。如，计划生育宣传牌“一 

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交通 

警示牌“朋友，开慢点，你爸不是李刚”等等。 

（三）公示语的语料库建设问题 

公示语的语料库建设工作尚欠完善，社会对此也 

不够重视。全国公示语研究的“领头羊”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成立公示语翻译研究中心后建设启动了“全 

国公示语翻译语料库”，对公示语语料库建设确实起 

到了先导作用，但这项工作在北京奥运会后实际上已 

处于停滞状态， 网站上的信息 2008年后基本没有更新 

过。因此，建设较大规模的公示语语料库和开通相关 

网站，探讨后奥运和后世博时代的公示语英译研究及 

创建符合国际旅游目的地人文与语言环境建设要求的 

平台势在必行。 其实，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国外的做法。 

例如，在新加坡这个多语社会里，中文媒体在日常的 

运作中常碰到需要将其他语言的特有名词、人名、地 

名等转译为中文的问题。为此，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 

员会就建立了名为“统一译名”(http://chineseterms. 
zaobao.com/chineseterms.html)的网站，把收集来的统 

一译名分门别类，供全社会免费使用，并不断增加和 

更新。

（四）公示语的成果应用问题 

尽管学术界对公示语的英译研究如火如荼，但在 

现实语言环境中，问题依然层出不穷，误译现象仍在 

重复。究其原因，主要是一直存在着“两头热，中间 

冷”的现象。所谓“两头热”，就是群众和专家学者 

两头热，所谓“中间冷”，就是政府职能部门中间 

冷 [32] 。也就是说，政府职能部门对公示语汉英翻译规 

范和标准建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相关的质量检测、 

评价体系和有关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政府、职能机 

构、翻译服务机构、标识制作机构之间的协调和体系 

化质量监管机制还很薄弱。因此，应该加强学术研究



历史·语言·教育 李增垠：二十年来的国内公示语英译研究综述  241 

和国家标准制定及地方标准规范之间的联系，通过政 

府行为积极有效地把研究成果应用到社会现实当中 

去，使其发挥应有的应用价值和社会功能。 

五、趋向预测 

我国公示语翻译研究至今方兴未艾，并取得了颇 

为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在局部不乏深邃观点和独到见 

解，但就整体而言，在深度和广度仍有研究空间，还 

有很多值得开垦之处。 

首先，拓展研究范围。目前学者们对中文路牌、 

路标、警示语等公示语翻译规范研究较多，但其他类 

型的，如社会宣传、广告口号、国际会议横幅、体育 

赛事宣传语等文本的翻译问题有待更近一步的拓宽和 

规范。此外，“诸如环境保护、危机管理、安检防恐、 

无障碍设施、规约制度、城市交通、景点解说、应急 

救助等方面的公示语是国内明显‘空缺’或‘急需’的， 系 

统引进是当务之急。” [26](30) 

其次，重视实证研究。这是公示语英译研究中的 

一个新趋势，尤其是接受者信息反馈工作在国内做得 

还很少，其实证研究更有空间。因此，应积极采用样 

本研究、问卷调查、海外考察、误译问题定性与定量 

评估等多种手段全面了解外籍人士对公示语翻译与使 

用的反馈意见， 以便取得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数据， 

实施更有价值的实证研究。同时，加强中外译者、国 

内外专家的有效合作，从而使公示语英译研究以更具 

规模、更具实证性、更利于问题解决的方式不断发展。 

最后，加强交叉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公示语 

英译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趋势明显，这就要求今后 

的公示语翻译与其它学科和领域的结合研究应朝多元 

化的方向发展。譬如，公示语翻译可与美学、语境学、 

语用学、认知科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以及 

生态环保、城市生态建设、城市形象建设、经济建设 

等项目或工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六、结语 

公示语的翻译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这是一项长 

期而艰苦的工作，它不仅关乎语言环境与人文环境， 

而且还与国家语言规范化建设和国家语言政策息息相 

关。无容置疑，我国公示语英译研究还有诸多不足之 

处，各地对公示语研究成果的应用问题尤为突出，主 

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缺乏统一的译写标准；二是 

缺乏合格的翻译人员；三是缺乏统一的管理部门；四 

是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因此，有必要对公示语翻译 

工作从译写标准、译员资质、管理体制、监控和修正 

机制等方面进行严格规范，力争做到有章可循、按章 

执行，其最终目的是有效治理公示语垃圾，净化语言 

环境，优化国际交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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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overall situation of study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since  the  late  of  1980s,  this  paper  firstly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from  such  five  aspects  as 
conventionalization of the term, language features,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error classification and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ranslation. Then,  it  analyzes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four  aspects —  research  level  and 
viewing  angle,  scale,  domain  and  the  degree  of  social  concern.  It  also  discusses  existing  problem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namely,  research  duplication,  the  necessity  of  translation,  corpus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results.  Additionally,  it  points  out  that  the  researches  in  the  future  should  be  broader,  more  empiric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Key Words: public signs;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methods; translation principles; corpus construction 

[编辑：汪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