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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汉民族在吸收外来词的时候 � 创造了各种方式 � 并根据时代的变迁不断进行调整优化 � 对外来词进行吸收与 

融合 � 表现了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巨大的包容性 !创新精神和对外来文化的融汇能力 ∀现代汉语在吸收外来词的时 

候 � 由于语言 !文化 !社会的各方面原因 � 其吸收方式在各个时期也随之发生变化 � 表现在三方面 � 从纯音译�早期� 

到意泽 � 音译的表意化倾向 � 纯音译的回潮与字母词的涌现 ∀这些变化的出现是由现代汉语的特点 !文化心理和社 

会进步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决定的 � 而面对当代外来词的一词多译现象 �可以建立 / 柔性规范0 �采用 / 异形并存0和 

/ 异格并用0原则来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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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现代汉语外来词吸收方式的变化 

�一�  从纯音译�早期�到意泽 

晚清至/ 五四0运动前后 �中国的文化精英们为 

了寻求救国之道 � 纷纷向西方国家学习 � 大量反映西 

方新科学 !新文化 !新思想的语词被吸收进来 ∀近代 

西方文化科学气候性地大规模东移 �蕴含已久的爆 

发力给东方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 为了赶紧拿 

来 � 当时对外来词主要采用了音译的吸收方式 � 即选 

用同音汉字去标记外来词的语音 � 汉字只标示读音 � 

不表达任何意义 ∀ 这种方法只是初译时的捷径 �虽 

然简易直接 � 但许多音译词不能反映出外来词的概 

念或内涵 � 冗长拗口 �易产生歧义 �存在着明显缺陷 

与不足 ∀如 �斐洛苏菲�∠∪ ⊃ ⊂∉ ∉∠∪∧� !希卜梯西�∪∧2 

∠∉ ∪⊕  ⊃  � !布理的加门�∠ ⊕⊗ ⊃ ℘ ℑ⊆⊕∈  � !额悉思定斯 

�⊕¬ ⊃   ⊕∈℘ ⊕ �等 ∀ 

随着时代的进步 �意译词以符合于汉民族习惯 

和特点的要求及表意明白的功能 �逐渐取代了地位 

很不稳定的早期纯音译词 ∀如 �

   英文原文     音译     意译 

 ℘ ⊃ ⊕∈℘ ⊕ 塞因斯 科学 

 ⊕ ⊂⊕∠∪∉∈⊕ 德律风 电话 

⊗ ⊕⊆∉℘  ℑ℘ ∧ 德谟克拉西 民主 

⊕ ℘ ∉∈∉⊆∧ 爱康诺米 经济 

⊗ ⊃ ℘  ℑ  ∉  ∪ ⊃ ∠ 狄克维多 独裁 

从既不符合汉语双音节习惯又无联想义的音译 

到意译 � 这是外来词被吸收至逐渐融合的一个过程 ∀ 

汉语具有自己的语言规律 �要求进入汉语的外来词 

必须经过汉化才能被接受 �甚至常用一些外国地名 

也被汉化了 �如美国加州城市 ≥ℑ∈ ƒ ℑ∈℘ ⊃  ℘ ∉ �音译 

为/ 圣弗兰西斯科0 �后改称为/ 旧金山0 ∀ 其他有将 

火奴鲁鲁� ♦ ∉∈∉⊂∏ ⊂∏�改为 / 檀香山0 �将菲尼克斯 

�°∪∉⊕∈⊃ ¬�改为/ 凤凰城0这样富有中国民族风味的 

名字 ≈� ∀然而 � 并非所有的早期音译词都被意译词 

所取代 � 仍然有一些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音 

译词保持了音译形式 �至今仍被广泛使用 �如沙发 ! 

凡士林 !白兰地 !咖啡 !巧克力等 � 它们可以说是源于 

外来文化 � 又逾越了汉人心理屏障及文化堡垒而登 

堂入室的一部分幸运者 �是为汉文化所容纳与吸收 

的成员 ∀ 

�二�  音译的表意化倾向 

从语言学的一般原理看 � 词的声音和意义之间 

不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 ∀一种语言中表示事物名称 

概念的词音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同时 �彼此间只有声 

音的相似点 � 一般也不存在语音和语义联系的问题 ∀ 

尽管意译更符合汉语习惯 �但音译毕竟是外来词吸 

收的最基本方式 � 尤其是很大部分的外语词无法进 

行准确完整的意译 � 所以为了避免外来词纯表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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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 �在不违背音译原则的前提下尽量选出有某种 

意义关联的字来构成外来词 �使人能按照这些表意 

性汉字来把握外来词的大致意义 �这样不仅顾及译 

词与原词各音节大体对应 �还力求使各字字义按汉 

语意思组合后 � 形成一个新的意义和形象 � 达到形神 

兼备的效果 �极大地提高了外来词与本族语的融合 

程度 ∀这种音义兼备的方式可以分为下列几种情 

况 � 

� �谐音对译 

谐音对译是指为音译词寻找意义相当的音近 

字 � 根据各意化音节之间的关系分为几种情况 � 

��� 聚性关系 �各个音节之间的意义结合很紧 

密 � 在理性义上给人以明晰概念 � 在意义上呈现聚性 

关系 ∀如/ 俱乐部 !芒果 !绷带 !引得0 ∀ 

��� 散性关系 �各意化音节在意义上无法凝聚 

成一个意义 � 而保持一种散性关系 � 只能通过相应字 

眼的暗示 � 触摸到一点儿形象意义 �由此展开联想 � 

估测出该词的大概意义 �多表现在商品名称上 �如 

/ 雪碧 !露华浓 !的确良 !香波0 ∀ 

��� 介于聚性关系和散性关系之间 �多见于音 

译加注和半音译半意译类型中表音成分与表意成分 

的关系 ∀ 如 ⊆∉ ∉ ℘ ∧℘ ⊂⊕ �摩托车 !ℜℑ ∩⊕ �驳船 !⊃ ℘ ⊕ � 

℘  ⊕ ℑ⊆�冰淇淋 ! ℑ ⊂ℑ⊗ ∉ ⊃ ⊂�色拉油等 ∀ 

� �字形意化 

罗常培在5语言与文化6中称为/ 新谐声字0 �外 

国语词借到中国后 � 本国的文人想把它汉化 � 于是就 

着原来的译音再应用传统的/ 飞禽安鸟 �水族著鱼0 

的办法硬把他们写作谐声字 ≈� ∀ 这类外来词利用汉 

语形声字的特点在音义形上得到最佳组合 �见形生 

义 � 见形生音 � 通过字形展示原词的音义 ∀这种字形 

意化方法古已有之 � 如/ 柠檬0�⊂⊕⊆∉∈�以前音译为更 

接近原音的/ 黎蒙0 � 改成带来/ 木0旁的/ 柠檬0后 � 在 

字形上就能想到这是一种植物 ∀ 与此类似的还有 

/ 葡萄0/ 苜蓿0等 ∀ 除了用/ 艹0 / 木0表示植物外 �还 

有用/ 犬 !马0 表示动物 �如 / 狮子 !骆驼 !猛犸0 �用 

/ 衣 !纟0表示衣服 !织物 � 如/ 袈裟 !雪纺0 ∀清末江南 

制造局翻译馆的傅兰雅����� � �����为了翻译科技 

名词 � 曾提出类似的字形意化主张 � / 设立新名 � 若华 

果无此名 � 必须另设新者 � 则有三法 � 一 !以平常字外 

加偏旁而为新名 � 仍读其本音 � 如镁 !矽等 � 或以字典 

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而为新名 �如铂 !钴 !锌等是 

也0 ≈� ∀这也就是利用/ 六书0原理创造专职新字和 

确定新假借字 ∀于是出现了大量用/ 金 !石 !气0等表 

示化学元素名称的词语 � 如/ 锰 !硌 !氟0等 ∀ 

�三�  纯音译的回潮与字母词的涌现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前所未有地大敞自己的国 

门 � 而汉语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口大口吞咽着承 

载着外来文化的外来词 �仿佛来不及仔细推敲其意 

译形式而直接采用了音译形式甚至是字母词 ∀ 如 

⊗ ⊃ ∈⊄ �丁 克 ! ⊆∉  ∩ℑ∩⊕�按 揭 ! ℘ ⊂∉∈⊕�克 隆 ! ↑ × ∂ ! 

≤ ∞↓ !• × ↓ !卡拉 ↓ ↔等等 ∀ 尤其让我们无法漠视 

的是 � 在汉语意译词占优势的前提下 � 一部分原已被 

取代的音译词重新代替了意译词 � 如 ⊆⊃ ℘  ∉∠∪∉∈⊕最 

早音译为/ 麦克风0 � 后被意译词/ 扬声器0取代 � 而现 

在随着娱乐业的日趋活跃 �/ 麦克风0频频出现于人 

们口头上 !大众媒体中 � 在网上聊天时甚至被简称为 

/ 麦0 ∀此外还有/ 吐司0/ 荷尔蒙0/ 安琪儿0等音译词 

的重新激活 ∀ 

二 ! 现代汉语外来词吸收方式 

变化的原因 

外来词首先是语言词汇的一员 �它理所当然地 

是语言的符号 � 其次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 � 它必然是 

文化的一种符号 � 最后作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 � 它反 

映社会的变动和使用它的社会成员的层次类别 �所 

以它又是社会的一种符号 ∀外来词具有语言 !文化 ! 

社会三种符号身份 �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去探讨 

现代汉语外来词吸收方式变化的原因 ∀ 

�一�  从现代汉语的特点来看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当一种语言的 

词进入另一种语言时 �主方语言必然会对客方语言 

的词进行驯化 �使之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符合或 

尽可能符合主方语言的结构规律和发展变化规律 � 

直至最后成为主方语言词汇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 

汉语外来词的吸收方式从纯音译到意译的出现以及 

音译的表意化都说明了上述规律作用的发挥 ∀ 布龙 

菲尔德也曾说过 � / 历史学家将要把这种现象算作一 

种适应 �这种适应可以改变外国的语词来迁就自己 

语言的基本语言习惯 ∀ 0 汉语具有如双音节词占优 

势 � 有声调 � 汉字表意性强等特点 �如果外来词进入 

汉语时不符合这些汉语言规律 �中国人就会采取一 

种自然的排斥拒绝的态度 �尤其是一些地位很不稳 

定的音译词 � 如早期的纯音译词 � 如果不经过汉化改 

造是很难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的 ∀从上面音译词到意 

译词的变化可知这种改造可分为 � 

� �双音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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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意译词一般双或多音节的 �变为意译词 

后音节一般都相应缩为双音节的 ∀ 例如 ∠  ∉⊂⊕  ℑ ⊃ ℑ  

曾全音译为/ 普罗列塔利亚0 �这样长的音节组合一 

般民众无法接受 � 于是很快代之以音节简化后的/ 普 

罗0 ∀ 

� �表意化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 �每字一音 �且字字表 

意 � 令人可以望形生意 � 而这就是意译词最本质的优 

势 � 易于被理解接受 ∀例如/ 电话0一词 �即使是从未 

见过实物的人也能猜出这是一种与电和通讯有关的 

东西 ∀
外来词的吸收方式走向在历史和现实呈现出十 

分明显的一致性 � 音译往往在初期发达 �随着时间的 

推移 � 相当部分的音译词被意译词所取代 ∀ 汉语的 

翻译史表明 � 我国大批吸收外来音译词 �始自佛教的 

传入 � 然而从梵文来源的外来词看 � 在 ��� 个音译词 

中 � 现在只有/ 梵 !佛 !菩萨 !弥勒 !刹 !塔0等 �� 多个 

词还在使用 � 仅仅占原引进词的 �� 分之一 ∀其他梵 

文来源的词或者基本上改用意译形式或者仅留存于 

佛经和僧尼社群中 �对于全社会和语言系统已经基 

本不起作用 ≈� ∀即使在现存的音译词中 �也有不少 

经过双音节的改造 � 如/ 菩萨0是从原音译形式/ 菩提 

萨埵0分段简缩�菩提�萨埵�而成的 ∀ 而以意义形式 

产生的佛教词语 �如/ 有情 !世界 !法宝 !真理0等词 � 

其中一部分产生了引申义 � 成了汉语里的通用词 ∀ 

通过比较香港方言和普通话的外来词 �也可以 

发现从音译到意译的变化痕迹 ∀香港由于历史和地 

理的原因 �英语对香港方言的渗透和影响是极为深 

远的 � 香港方言采用的外来词绝大部分是音译的 � 在 

普通话里 � 这些音译词曾经使用过 � 但现在已变成了 

意译词 �如 / 派对 ) ) ) 聚会0 / 摩登 ) ) ) 时髦0 / 开麦 

拉 ) ) ) 摄影机0/ 菲林 ) ) ) 胶卷0 ≈� ∀ 

即使是无法意译的外语词在被吸收为外来词 

时 � 尽量使其意义上带有汉化倾向 � 使其适合汉语的 

特点 � 尽量淡化其外来特色 ∀众所周知 �汉字的构造 

方式中形声字居多 � 兼顾表意与表音 � 于是当汉语吸 

收音译外来词时选择音义融合于一体的形声字 �令 

人从形旁中得到该词义的启示 ∀最典型的例子是英 

语 ∠∉∏∈⊗� 它既可作重量单位 �也可作货币单位 �汉 

语在吸收时则用/ 石0旁的/ 磅0作重量单位 �用/ 钅0 

旁的/ 镑0作货币单位 �这样使在外语原词中完全表 

音的一词双义在汉语中通过形声字的意化作用得到 

了明确清晰的分辨与诠释 ∀ 

此外 � 音译加注类型和半音译半意译类型的词 

都是在表意化方面大做文章来迎合汉语 �以获得汉 

语内部规律的首肯 �成为汉语大家庭的一员 ≈� ∀ 如 

/ 达姆弹0源于英语 ⊗∏⊆⊗∏⊆ �词音译为/ 达姆达姆0 � 

后双音节化为/ 达姆0 � 但无法从表面上断其意义 �于 

是又增加了义标/ 弹0以符合汉语求类的习惯 �成为 

/ 达姆弹0 ∀ 

�二�  从文化心理来看 

� �传统文化心理 

外来词的存在和发展是语言融合的一种初级形 

式 � 它又是文化融合的一种初级形态 ∀ 汉语在吸收 

外来词的过程中同样在有意无意地按汉民族心理和 

习惯改造外来词 � 使之成为符合自己规范的外来词 ∀ 

就其历史文化心理原因来讲 �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 �在 

人类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化 �从而使汉民族 

产生了对传统文化孤芳自赏式的自豪感与满足感 � 

不善于接受外来文化 �加上对土地的依赖和古老遗 

风余俗的长期保存 !积累 � 使中国人在心理上具有一 

种排斥外来事物的封闭性 �对与汉语规律格格不入 

的纯音译词采取本能的排斥态度 �就好像美国著名 

华裔比较文学家许粮先在其5比较文明社会论6中说 

道 � / 就对语言关系而论 � 众所周知 � 中国人最抵触的 

是音译 � 他们有某种一致的倾向 � 即喜欢在祖语中去 

寻找适应新的需要的词汇和词根 ∀ 0中国历史上一直 

崇尚儒学 � 儒学所提倡的为人之根本是/ 中庸0 � 它渗 

透进中国人的骨髓 �演化成一种崇尚四平八稳模式 

的生活理想 ∀这种/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0的中庸思 

想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陌生的奇异东西首先采取一 

种排除拒绝的态度 � 并且他们在阅读审视语词时 �心 

理上形成了一个建立在汉语规律上的/ 完形0 �只有 

符合这种完形的词语才能使汉人的心理电力场维持 

平衡 � 形成一定审美意趣 ≈� ∀ 这便是音译外来词为 

什么会多多少少在汉语中处于劣势的原因 ∀ 

但是事物总有其复杂性 ∀中国人心理上一方面 

有排斥外物的封闭性 �另一方面又有吸收消化外物 

以丰富发展自己的宽容性和灵活性 ∀儒学造成了中 

国传统思想的 / 求同0 �/ 通而同之0 !/ 求大同存小 

异0 ∀中国人习惯用自己原有的一套来理解 !解释 ! 

融合外来的异己事物 �从中模糊对方本来面目将之 

同化 ≈� ∀当人们无法用意译方式吸收外来词时 �就 

会在音译时尽量使之表意化 ∀谐音对译就淋漓尽致 

地展现了中国的民族文化心理 �主要体现在下列几 

个方面 � 

���语言拜物与禁忌 

这是汉民族求安 !向善 !祈福的心理在实物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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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译上的体现 ∀ 如用/ 宁 !灵 !福 !安 !泰 !利0记录外 

来词中医药名称 �如 ℘ ⊂∉ ⊃ ⊗ ⊃ ∈⊕ �可乐宁�降压药� !⊆⊃ ⊂2 

 ∉∈�眠尔通�安定药� ! ⊕  ⊕  ∠ ⊃ ∈⊕ �利血平�抗高血压 

药� ∀再有用/ 毒 !杀 !灭 !敌0记录外来词中毒药名 

称 � 如 ⁄⁄∂ °�敌敌畏 !⊗ ⊃ ∠  ⊕  ⊕¬�敌百虫 ≈� ∀就连一年 

一度的美国 × ↓ ∞ƒ ←考试也被译为/ 托福0而含有祈 

求吉祥幸福的意味 ∀ 

��� 形象联想 

中国人善于形象联想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具有 

很强的审美意味 ∀如/ 雪碧0使人产生一饮即凉的感 

觉 � / 香波0飘荡着一种香气袭人的可感形象和诱人 

味道 �其他如 ⊗ ℑ⊕  ∉∈�的确良 !≤∉℘ ℑ � ≤∉⊂ℑ�可口可 

乐 !⊆⊃ ∈⊃  ⊄⊃   �迷你裙 !′ℑ∈ �奔驰 !ℜ ⊕ℑ⊄ � ⊗ ℑ∈℘ ⊃ ∈∩� 

霹雳舞等词都能让人浮想联翩 �在脑海中形成带上 

感情色彩的实物形象 ∀语言拜物与形象联想使外来 

词具备了汉族人所认同的文化亲切感 �相对于早期 

纯音译词 � 这种音译词更容易被人认可接受 ∀ 

� �开放的心态与求新心理 

这是纯音译的回潮与字母词的涌现也有其重要 

的文化心理原因 ∀由于纯音译外来词在使用汉字音 

译时一般遵循的是散性原则 �不让各个汉字之间发 

生字义上的聚性联系 �因此不能通过字面来了解其 

含义 � 于是使人感觉有点模糊 !深奥 ∀ 这样就在使用 

上获得一种特殊的心理效果 �让人感到高深 !神秘 ! 

新鲜 � 或者非同一般 ∀ 如/ 洋金花0与/ 曼陀罗0分别 

是同一种植物的意译形式与音译形式 �但风格迥 

异 ≈�� ∀追求新奇刺激是人们心理的共性 ∀如今经历 

了二十多年全方位改革的中国人 �已非昔日封闭时 

所能比 � 生活的丰富 � 思想的活跃 � 社会氛围的宽松 � 

多元化的选择 � 激发了人们的创新热情 �强化了人们 

对个性化生活追求 �尤其是年轻一代本没有丰厚的 

民族传统文化底蕴 � 中国既有的文化观念 !思维习惯 

一时还无法让他们形成稳固的心理定势 �他们的心 

理还处于一种活泼多变的状态之中 �表现在语言运 

用上 � 便是追求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风格 �陌生化的表 

达效果 � 突出表现在纯音译词与字母词的大量运用 ∀ 

随着国民文化心理的日趋开放 �国人一方面承认与 

欧美比较的相对落后 � 另一方面民族自信心大增 � 敢 

于以正常心态去直面异质文化 �努力学习并奋力赶 

超 � 于是国人更趋向于接受纯音译词和字母词 � 以便 

能直接接触外来文化 �尤其是字母词的涌现可以说 

是国人接纳异质文化之开放心态的表现 ∀ 

�三�  从社会进步的影响来看 

历史上每一次大的异文化输入浪潮都伴随着大 

量音译外来词的借入 �如早期的纯音译和现在的纯 

音译的回潮 �是因为音译作为吸收外来词方式之一 

是最迅速最简便的 ∀ 现代汉语外来词引入早期 �由 

于我国处在经济相对不发达时期 �缺乏甚至没有相 

对应的参照实物 � 更无对应词 � 所以中国人当初引进 

外来概念时 � 只能简单模拟语音 � 用汉字转写 ∀ 随着 

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 思想文化的相互渗透 �许 

多新词能在汉语中找到对等物或基本对应的词语 � 

而过去使用的一些音译词 �人们在逐渐了解其确切 

含义后 � 也通过意译词来取而代之 � 人们往往可以通 

过字面意义就能推测或判断其基本含义 ∀ 

在过去的岁月里 �我国的外语教育水平使得广 

大人民对纯音译外来词的接受能力很差 �纯音译外 

来词难以被吸收消化 ∀但是 � 随着外语教育的普及 � 

纯音译词也越来越容易被人们接受 �甚至使用纯音 

译词和字母词已成了受教育水平高的一种表现 ∀ 

汉民族在语言运用上主张/ 言贵于省文0 !/ 文约 

而事丰0的简约之美 ∀在现代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后 � 

信息交换的频繁对词语的运用提出了简省的要求 � 

于是大量使用字母词 ∀字母词一般是包含较大信息 

量的缩略词 � 原词多是一个词组 � 成分多 � 词形长 �称 

说不便 ∀如 ⁄∂ ⁄的全称是 ⊗ ⊃ ∩ ⊃  ℑ ⊂ √⊃ ⊗ ⊕∉ ⊗ ⊃  ⊄ ∉√⊕  2 

 ℑ  ⊃ ⊄ ⊗ ⊃  ⊄ � 中文为数学视盘 �• × ↓ 的全称是 ⋅∉ ⊂⊗ 

  ℑ⊗ ⊕ ∉ ∩ℑ∈⊃ ∨ℑ  ⊃ ∉∈ � 使用字母词显然符合语言的经济 

原则 ∀缩略语的简捷灵活的优点得到了广泛利用 ∀ 

字母词多见于科技文章里 �如/ 采用 ↑ ↑ ÷ � ⊆�技术 

之 × ∪ ⊕ ⊂ 奔腾处理器 � ��� ↑ ♦∨ �� ↑ ′ ∞⁄↓ 记忆体 � 

� � � ♣′ 硬盘 �↑ °∞♣ 解码软件0 � 科技文献的国际化 

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 

总之 � 现代汉语吸收外来词时 � 由于语言 !文化 ! 

社会的各方面原因 �其吸收方式在各个时期也随之 

发生变化 ∀评判哪种吸收方式引进的外来词更有生 

命力 � 不在于数量的多少 � 而在于人们的接受程度与 

使用频率 � 实用 !经济的吸收方式才是人们的首选 ∀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上述一种或几种吸收方式的优 

势总会格外突显 �用其引进的外来词会更快更好地 

为人们所接受 ∀ 

三 ! 由吸收方式的多样化引起的 

一词多译现象及其规范化 

汉民族在吸收外来词时采取和创造了各种方 

式 � 并根据时代变迁不断进行调整与优化 � 对外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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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主动选择 !吸收 !融合 �不断丰富汉语的容量与 

表现力 � 以满足当前交际需要 �表现了中华民族 !中 

华文化巨大的包容性 !创新精神和对外来文化的融 

汇能力 ∀但一个外来词由于使用多种吸收方式而出 

现了几种不同语言形式 � 产生了一词多译现象 � 使得 

语言形式冗余 ∀关于这个问题 � 五十年代高名凯 !刘 

正琰就曾提出了二并原则 � 

�一�  / 异形并存0原则 

同一外语词因语义分化而造成的词形不同的外 

来词 � 如 ⊆∉ ∉曾译为/ 马达0/ 摩托0两个形式 � 同指 

发动机 � 而现在/ 马达0指电动机 � / 摩托0 指内燃机 � 

后逐渐成为摩托车的简称 �二者由于分指不同事物 

而双双得以保留 ∀ 

�二�  / 异格并用0原则 

语言词汇除了表明概念之外 �还有表达风格的 

差异 ∀这是同义词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 ∀从逻辑的 

角度来看 � 词所表达的概念可以是相同的 � 但从风格 

的角度来看 �词所表达的风格可以不同 ∀ 从音译到 

意译再到音译的回潮 � 形成了不少异形词 � 如天使与 

安琪儿 � 电子邮件与伊妹儿 �出租车与的士 !癔病与 

歇斯底里等 ∀这种异形词不能被简单视作语言的累 

赘 � 它们反映了某种文化差异和语体色彩 � 往往因使 

用者所属群体 !使用的对象 !场合以及期望达到的效 

果的不同而决定采取何种形式 ∀意译词常用于科技 

文体和正式场合 � 而音译词因具有异国情调 � 与使用 

者希望营造的意境 !气氛更为相适 � 有时则因意译词 

所无法替代而并行不悖 ∀如/ 的士0就因简洁多用于 

口语 � / 出租汽车0书卷色彩浓 �多用于正式场合 �一 

般说/ ¬¬出租汽车公司0而不说/ ¬¬ 的士公司0 ∀ 再 

如/ 镭射0与/ 激光0 � / 镭射0多用于商业娱乐领域 �如 
/ 镭射电影0/ 镭射影碟0 � 而/ 激光0多用于科技 !医药 

领域 � 如/ 激光打印0 !/ 激光手术0 ≈� ∀ 

面对当代外来词的一词多译现象 �我们应该把 

词汇系统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 �采取宽 

容态度 �给外来词一个发展生存空间 �允许几种方 

式 !几种变体并存 �即史有为所说的/ 柔性规范0 �承 

认规范问题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承认影响规范的 

是多个因素 �并在此认识上建立多因素参与的规范 

模式 �按不同类型采取不同方案和力度去指导现实 

的规范工作 ≈� ∀因为语言使用的多元化决定了为社 

会服务的语言形式的多元化 �只有在兼容并包的同 

时不断优胜劣汰 � 吐故纳新 � 才能保持汉语词汇系统 

旺盛的生命力 ∀ 

参考文献 � 

≈�  胡晓清 � 外来语≈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 ���� � 

≈�  罗常培 � 语言与文化≈ ↑  � 北京 � 语文出版社 � ���� � 

≈�  史有为 � 异文化的使者 ) ) ) 外来词≈ ↑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 

社 � ���� � 

≈�  史有为 � 汉语外来词≈ ↑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 � 

≈�  邵敬敏 � 香港方言外来词比较研究≈♠ �语言文字应用 ����� � 

��� � � �� � 

≈�  柳星 � 外来词汉化的文化心理原因 ≈♠ �湖南教育学院学报 � 

���� � ��� � �� �� � 

≈�  王珏 � 汉文化对外来词的驯化≈♠  �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 ���� � 

����� � �� �� � 

≈�  姜明磊 � 汉语外来词多译并存问题初探≈♠  �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 � ���� � ���� � �� �� � 

ϒ  ⊕∈ ℑ  ⊃ √⊕ ⊗ ⊃  ℘ ∏   ⊃ ∉∈ ∉∈ ∪∉⋅ ℑ∈⊗ ⋅∪ ∧  ∪⊕ ⋅ℑ∧ ∉ ∅ ℑ⊄ ⊃ ∈∩ 

⊃ ∈ ⊂∉ℑ∈ ⋅∉ ⊗ ⊃ ∈ ⊆∉⊗ ⊕  ∈ ≤∪ ⊃ ∈⊕ ⊕ ℘ ∪ℑ∈∩⊕ 

× ϒ →♣ ÷⊃ ℑ∈2�⊃ ∈∩� • ϒ →♣ ≡∪⊕ 

�≤ ∪ ⊃ ∈⊕  ⊕ ⁄⊕∠ℑ   ⊆⊕∈ � ≤⊕∈  ℑ ⊂ ≥∉∏  ∪ ∝∈⊃ √⊕   ⊃  ∧ � ≤∪ℑ∈∩  ∪ℑ ������ � ≤ ∪ ⊃ ∈ℑ � 

ϒℜ   ℑ℘  �× ∪⊕  ⊕ ℑ ⊕ ℑ ⊂ ⊂ ⊄⊃ ∈⊗ ∉∅ ⋅ℑ∧ ∪ℑ ≤ ∪ ⊃ ∈⊕  ⊕ ∪ℑ√⊕ ℘  ⊕ ℑ  ⊕⊗  ∉  ℑ⊄⊕⊃ ∈ ℑ ∩ ⊕ℑ ∈∏⊆ℜ⊕ ∉∅ ⊂∉ℑ∈ ⋅∉ ⊗ � 

× ∪⊕∧ ∪ℑ√⊕ ℜ⊕⊕∈ ∠⊕  ∅⊕ ℘  ⊃ ∈∩ ∪⊕  ⊕ ⋅ℑ∧ ⋅⊃  ∪ ∪⊕℘ ∪ℑ∈∩ ⊃ ∈∩ ∉∅ ∪⊕ ⊃⊆⊕ ⊃ ∈ ∉ ⊗ ⊕  ∉ ℘ ∪∉∉ ⊕� ℑ⊄⊕⊃ ∈ ℑ∈⊗ℑ℘ ℘ ⊕∠  

⊂∉ℑ∈ ⋅∉ ⊗ ℜ⊕   ⊕ �♥ ∪∉⋅∩ ⊕ ℑ ℘ ℑ∠ℑ℘ ⊃  ∧ ℑ∈⊗ ℘  ⊕ ℑ  ⊃ √⊃  ∧ ∉∅ ≤ ∪ ⊃ ∈⊕  ⊕ ∠⊕∉∠ ⊂⊕ ℑ∈⊗ ≤∪ ⊃ ∈⊕ ⊕℘ ∏ ⊂ ∏  ⊕�⊃ ∈℘ ⊂∏⊗ ⊃ ∈∩ 

 ∪⊕ ℑℜ ⊃ ⊂ ⊃  ∧ ∉∅ ℑ℘ ℘ ⊕∠ ⊃ ∈∩∅∉ ⊕ ⊃ ∩∈ ℘ ∏ ⊂ ∏  ⊕� ƒ∉ ∪⊕ ⊕ ℑ ∉∈ ∉∅⊂ℑ∈∩∏ℑ∩⊕�℘ ∏ ⊂ ∏  ⊕ℑ∈⊗ ∉℘ ⊃ ⊕  ∧ � ∪⊕ ⋅ℑ∧ ∉∅ ℑ⊄ ⊃ ∈∩ 

⊃ ∈ ⊂∉ℑ∈ ⋅∉ ⊗ ⊃ ∈ ⊆∉⊗ ⊕  ∈ ≤ ∪ ⊃ ∈⊕  ⊕ ℘ ∪ℑ∈∩⊕  ⋅⊃  ∪  ∪⊕  ⊃⊆⊕� ∪ℑ ⊃ �∅  ∉⊆ ℘ ∉⊆∠ ⊂⊕  ⊕   ℑ∈ ⊂ ⊃  ⊕  ℑ  ⊃ ∉∈ �⊃ ∈ ⊕ℑ  ⊂∧ 

  ℑ∩⊕�  ∉ ∅ ⊕⊕   ℑ∈ ⊂ℑ  ⊃ ∉∈ �  ∪⊕   ⊕∈⊗ ∉∅ ℜ⊕ ⊃ ∈∩ ⊃ ⊗ ⊕∉∩ ℑ∠∪ ⊃ ℘⊃ ∈   ℑ∈ ⊂ ⊃  ⊕  ℑ  ⊃ ∉∈ �  ∪⊕  ⊕  ∏  ∩⊕∈℘ ⊕ ∉∅ ℘ ∉⊆∠ ⊂⊕  ⊕ 

  ℑ∈ ⊂ ⊃  ⊕  ℑ  ⊃ ∉∈ ℑ∈⊗ ∪⊕⊕⊆⊕  ∩⊕∈℘ ⊕∉∅⊂⊕   ⊕ ⋅∉ ⊗ ⊃ ∈ ⊂ℑ ∩⊕ ∈∏⊆ℜ⊕  �♥∈ ∉ ⊗ ⊕  ∉ ⊆ℑ⊄⊕ℑ ⊗ ⊕⊕∠ ⊕ ⊕ ℑ ℘ ∪ ∉∅ ∪⊕ 

 ⊕ ℑ ∉∈ ⋅∪∧ ⊃ ℘ ∪ℑ∈∩⊕ � ∪⊕ ℑ  ⊃ ℘ ⊂⊕   ∏⊗ ⊃ ⊕  ∪⊕∅⊕ ℑ  ∏  ⊕ ∉∅ ⊆∉⊗⊕  ∈ ≤ ∪ ⊃ ∈⊕  ⊕� ∪⊕ ⊕ ⊂ℑ  ⊕⊗ ℘ ∏ ⊂ ∏  ℑ ⊂ ∠ ∧℘ ∪∉⊂∉∩∧ 

ℑ∈⊗ ∪⊕ ⊗ ⊕√⊕ ⊂∉∠⊆⊕∈∉∅  ∉℘ ⊃ ⊕  ∧ � × ∉ ⊗ ⊕ℑ ⊂ ⋅⊃  ∪  ∪⊕ ∠ ∉ℜ ⊂⊕⊆ ∉∅ ⊆∏ ⊂ ⊃ 2  ℑ∈ ⊂ℑ  ⊃ ∉∈ ∉∅ ⊂∉ℑ∈ ⋅∉ ⊗ ⊃ ∈ ⊆∉⊗ ⊕  ∈ 

≤ ∪ ⊃ ∈⊕  ⊕� ⋅⊕  ∪∉∏ ⊂⊗  ⊕ ∏∠ ∅ ⊂⊕¬⊃ ℜ ⊂⊕   ℑ∈⊗ ℑ ⊗ ℑ∈⊗ ℑ⊗∉∠  ∪⊕ ∠  ⊃ ∈℘ ⊃ ∠ ⊂⊕ ⋅∪ ⊃ ℘ ∪ ∠⊕ ⊆⊃   ⊗ ⊃ ∅ ∅⊕  ⊕∈∅∉⊆ ℑ∈⊗ 

  ∧⊂⊕  ∉ ℘ ∉⊕¬ ⊃  ℑ∈⊗ ∉ ℜ⊕ ∏  ⊕⊗� 

↔ ⊕∧ ⋅∉ ⊗ �⊆∉⊗ ⊕  ∈ ≤ ∪ ⊃ ∈⊕  ⊕�⊂∉ℑ∈ ⋅∉ ⊗ �⊂ℑ∈∩∏ℑ∩⊕ ℘ ∉∈ ℑ℘  ≈编辑 � 汪晓 

# � � � #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