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新闻界 201 3. 01 新闻学研究

论新闻传播学译著的人名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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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名字 (符号) 特别是一些特定人物的名字不仅代表了一个生物体的人 , 还代表了一种理论 !

一种体系 ! 一种文化 , 可以传达意义 ! 增进理解 ! 建立思考框架 , 但这一切的功能和效果都要建

立在读者对名字 (符号) 拥有 /共识 0 (一种规范性) 的基础之上 "现在我国的新闻传播学译著

中涉及到的人名充分发挥了名字的功能了吗? 新闻传播学译著中名字翻译的 /共识 0 (规范) 现

状如何? 本文选择一些我国新闻传播学译著中的人名翻译作为研究对象 , 研究显示目前人名翻译

混乱, 人名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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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十年来, 国外新闻传播学的一些经典之作不断被国内学者引进国门并做了翻译, 然

而译著中涉及到的外国人名翻译实在不尽如人意 "比如, 崔保国和李艰翻译的 5麦奎尔的大众

传播理论 (第四版) 6和李彬翻译的 5关键概念一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6都存在同样的一个问

题:人名的翻译缺乏规范性 , 没有达成 /共识0一一同一英文名 (能指)对应不同的中文名 (能

指) , 虽然这些中文名都指向同一概念或者观念 (所指) , 但不规范或者没有 /共识0的译名会

给没有深厚背景知识的读者带来困难, 不能发挥符号应有的功能 "这里的 /规范 0不仅指人名

翻译的淮确性更涉及到不同译著中人名的同一性"例如同一个人名Dal las Sm yt he 的译名就有

好几个, 郭镇之翻译的 /斯麦兹 0(郭镇之, 2001 :58 一63 )!赵月枝翻译的 /史麦兹0(赵月枝, 邢国

欣, 2007 :511一538)和崔保国翻译的 /史密勒0(麦奎尔, 2006:309)等等, 且不论谁翻译得更加合

理更符合外文翻译规范, 单看这三个翻译名, 如果没有很深厚背景知识和广泛的阅读体验 (读

过这三位作者的关于D al las Sm yt he 的文献) , 恐怕无论如何是不会把他们归为一人的, 那么

这三个译名能发挥名字的应有功能效果吗?这种答案当然不能一概而论, 也不可能有确切的

是与否的回答, 但有一点却是一定的一一那就是如果有这样的功能, 效果也一定是有折扣的"

Capel la 和Ja m le so n曾论述过 /在线 0与 /记忆基础 0两种不同的信息处理模式 (麦奎尔, 2006 :

377) "在线途径假定当观看或阅读信息时 (如新闻报道或者专著) , 信息已经提供了全部的意

义 "在很多译著中所提及的人名, 这种模式大多是不适用的, 因为大多译著所提到的人名之后

的理论是知识 /点 0式的, 如果需要 /面 0的系统的了解那得通过 /记忆基础 0的阅读, 也就是将

信息将联通到既有的信息!印象!信念等储藏中"如果对上面的三个阅读到的或者听到的名字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么就会导致受众无法将一个不熟悉的名字联通到既有的储存中, 就如下文

提到的 /摩利 0一样不能达到应有的传播效果 "

一 !名字的功能与效果
在展开论述前, 我们先看看下面这句摘自权威传播学译著 ( 5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 6第

四版)的话" /,,摩利 (M oriey )(1986) ,他在家庭收视的民族学中强调 ,,0(麦奎尔, 2006:

33 8)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名字的功能:

1.读者能够在这句话中获知 /摩利 0是个人或者学者, 或者说是从事 /民族学 0研究的学

者, 由此可以看出名字具有表述和理解功能, 即表述一种认识 ( /摩利 0是个传播学学者)从而

到达一种理解 (他有或者可能有一套关于传播学的理论);2.如果有一定的共识 (背景知识) ,

我们还可以知道 /摩利 0曾经在 5 /举国上下 0的观众 6 (陆扬, 王毅, 2000:73 一74) 中提出让受

众得到 /解放 0的理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名字具有传达功能 (传达了摩利的理论) ;3.用 /摩

利 0去思考传播中受众的 /主动 0与 /被动 0问题, 这代表了名字的思考功能 "4.通过 /摩利 0我

们可以建立一套思路或者框架 , 围绕着这个人名 , 把他所有的理论进行组织记忆 "

上面所论述的中文译名的四项功能特别是后三项功能的发挥有赖于一个基本点一一对摩

利的认识的同一性 (单就中文译名而言) , 即读者在这之前所作的相关阅读或者与他人的交流

中获得的关于M or le y的译名与这本译著中译名具有同一性才能进行有效的理解 "退一步说,

如果读者之前根本没有接触过摩利的任何理论, 那么他或许可以向别人请教 /摩利的理论有哪

些 , 是关于什么的? 0或者可以通过 /学术文献总库 0查询相关的信息"对于第一种方法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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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请教的人首先必须和咨询人处于同样的 /共识 0中, 也就是知道中文译名 /摩利 0而不是 /莫

利 0, 否则交流就无法进行或者会增加难度;就第二种方法而言, 我们可以在 /学术文献总库 0

中输人 /摩利 0进行 /主题 0搜索, 可以发现82 篇文献和 /摩利 0有关的文献 ,但问题随之而来,

这82 篇文献没有一篇和 /传播研究 0有关, 更别说和 /受众研究 0有关系, 那对于 /摩利 0的理解

又该如何进行下去呢?或许我们可以在搜索引擎中搜索-下M or le y的中文译名 "这时, 你会发

现M or le y的另一个译名 /莫利 0, 再从 /学术文献总库 0中进行 /主题 0为 /莫利 0的搜索, 可以

得到600篇相关文献, 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到 /受众研究 0 "附带地, 我们还会发现名字的一个附

加功能 ) 纠错功能:通过这些文献 , 我们知道 /莫利 0使用的是一种 /民族志 0的方法进行受

众研究 (陆扬, 王毅, 2000 :73 一74 ) , 而不是 /民族学 0 (一个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从整

本书得翻译水平及译者的权威来看 , 显然这里是一个误笔) "

要取得发挥名字的功能达到获取理想的传播效果 , 那么对名字一一符号怎么发挥功能应

该有所了解"

二 !符号的功能发挥前提

/符号是语言学中意义的最基本物质载体 , 这里的语言是指我们所能看到或听到的任何

-声音一形象 ., 它通常 -指示 .在现实中我们希望与人沟通的某一物体或是某一方面 "在人类

的交流中, 我们常用符号来向他人传达我们所知道的事物的意义 "0 (麦奎尔, 2006:263) "语

言学家索绪尔认为, 一个符号包括了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 能指 (即语言的一套表述语音

或一套印刷, 书写记号)和所指 (即作为符号含义的概念或观念) "而符号是 /任意性 0的, 除了

拟声法构词之外, 符号的能指和它的所指之间没有固定的天然联系, 比如说 /莫利 0这个词和它

所指代的真正事物 , 在形象上可能是毫不相关的 "那么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

呢? 关键在于对我们所使用的符号系统有着一定的 /共识 0或者同样的文化规范 "符号就是通

过这个共识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联系而具有了认识事物的表义功用 "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

这种 /共识 0怎么获取?索绪尔认为 , 某个特定的能指和某个特定的所指的联系不是必然的 , 而

是约定俗成的 , 比如说M oriey 可以翻译为 /摩利 0或者 /莫利 0甚至 /马利 0 (当然这里不涉及到

翻译的规则问题) , 在这里三个中文译名 (能指)都可以指向英文M or le y (能指)所涉及的概念

或观念 (所指) , 但在实际运用中应该有一个前题:大家都在用这些译名并形成了共识 , 也就是

说通过大量的共同的使用逐渐有 了一套大家都所熟知的 /文化共识 0或者可以说成是一套 /规

范 0 "如果没有这种 /文化共识 0或 /规范 0交流便是无效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困难的有折扣

的 "如上文提到的 /摩利 0, 当受众读到或者听到这个词时, 必须要处于共同的 /文化共识 0或者

/规范 0体系之中, 否则传播效果便无从谈起 "

三 !名字翻译的规范判断

规范性通过两种方式加以界定: (一) 外国人名翻译规则 ) 这涉及到翻译规则规范;

(二) /学术文献总库 0 /主题 0查询来进行评定 ) 这是考虑到符号共识的约定俗成性 , 如果

/大多数厂 都这样用就表示大家都认可了这个翻译 , 也就是在知网中能查询到中文名且与新

闻传播学有相关性视为有 /共识 0与 /规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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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闻传播学译著中人名翻译的规范现状

在这里笔者选择 5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 (第四版) 6中文翻译版中随机挑选一些名字的

翻译来调查现在我国新闻传播学译著中人名翻译现状 "选这本译著做样本首先是因为这本译

著中涉及的英文名多, 同时整本书的理论翻译得到读者的好评 !读者面广而且译者在学界具有

权威性和代表性 "

笔者挑选了336 页到338 页作为样本统计得出其中涉及到英文名30 个, 其中有中文翻译的九

个, 分别是:M urdoek/梅铎 !Phelps/费尔波斯 !Pierre Bourdieu/布什亚!Johansson/约翰

生 !M le gel /麦乔尔 !雷威德 (书中没见英文名) !H er m es /赫密士 !安德森 (书中没见英文名) !

M oriey/ 摩利"根据 /翻译规则 0或者 /共识 0原则, 这些译名规范吗?

首先 , 根据外交学院翻译研究中心, 英文名翻译成中文名有两条基本原则:一 !科技图

书中的外国人名, 按照译名手册翻译成中文, 并在第一个中文译文后面加上该名字的英文名

字;二 !译名手册查不到的外文姓氏, 可以结合译名手册按照音译, 慎用意译原则 ".在新华

通讯社译名资料组编 (1989) 的 5英语姓名译名手册 6中, 九个英文名中可以找到其中七个,

分别是:M urdoek/默多克 (1989:296) !Phelps/ 费尔普斯 !Bourdieu (法文名, 手册无对应

名) !Joh an sson /约翰逊(1989:208)!M iegel(手册无对应名) !H erm es/赫米斯 (1989:185) !

M ori ey (19 89 :29 1)/莫利 "其中Bourd le u如根据英文读音可以意为 /布尔迪厄 0或者法文读音

/布迪厄 0!M ie gel 根据英文读音可以意为 /米格尔 0"到此我们可以看出, 这几个翻译没有一

个和上面的 /译本 0中的翻译相符合"以上是根据翻译 /译名规则 0来做的比较, 如果根据音

译又会是怎样的呢?恐怕 /译本 0中的发音也是站不住脚的, 在这里, 可以找个 /极端 0的例子

做说明一一Bou rdle u/布什亚, 无论是英文还是法文发音, Bou rd le u都是无法读作 /布什亚 0

的 "

接下来 , 进行第二项 ) /共识检测 0:通过 /学术文献总库 0进行 /主题 0查询 "如下表:

译译本名名 学术文献总库文献数量量 /规则译名00 学术文献总库文献数量量
(((((单位:篇))))) (单位:篇)))

MMM urd oek/梅铎铎 l555 默多克克 232555

PPPh el ps/ 费尔波斯斯 000 费尔波斯斯 lll

BBBourd ieu/布什亚亚 222 布尔迪厄/布迪厄厄 18151116555

JJJohansso可约翰生生 8777 约翰逊逊 1062111

MMM iege一z麦乔尔尔 lll 米格尔尔 12888

HHHerm es/赫密士士 OOO 赫米斯斯 51444

MMM orley/摩力力 10333 莫利利 60000

在这里需要说明:笔者阅读了根据上述两类不同译名搜索到的文献摘要 , 发现 /译本 0中

的译名对应的文献基本都与新闻传播学或者新闻传播学理论涉及到的社会学无关, /规则译

名 0则大多与新闻传播或者社会学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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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当前很多译著在理论的翻译上体现了译者广博精深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优秀的外文水平, 但

很多译著涉及人名翻译则 /无规则可言 0"有些失误是不可思议的, 同一本书会有不同的翻译版

本甚至同一本书中同一段话会出现同一人译为两个不同的中文名字, 如 /卡茨 (1960) ,,"凯

兹发现 ,,0 (麦奎尔, 2006 :367 )"这样的前后矛盾必然造成读者理解的障碍 "

名字特别是一些特定人物的名字不仅代表 了一个作为生物体的人, 还代表了一种理论 !一

种体系 !一种文化, 可以传达意义 !增进理解 !建立思考框架, 但这一切的功能和效果都要建立

在对名字 (符号) 达成 /共识 0的基础之上 , 当涉及到外文翻译名字的时候更是如此 , 因为对于

外国人名大家都很陌生, 如果同一个人翻译为不同的名字会导致符号功能的 /失灵0或者 /打

折 0或者说没有 /完整 0的传达原著者的意思 "正如在上面的两项检查发现的, 无论是从英文

/译名规则 0的角度还是从符号的共识角度, 这些英文 /译本 0名都无法达成 /共识背景 0"现

在应该是建立一套新闻传播学英文学者中文译名规范的时候了, 当然不一定把 /外国人名翻译

规则 0中的翻译作为标准, 但学界至少应该达成 /翻译名 0的 /共识 0, 以便让将来的译著中的

/译名 0更为统一更为 /标准 0, 发挥更好的功能, 达到更好的效果, 或许在 /学术权威 0及翻译

资源还掌握在少数高校手中的现在, 这种努力并不是难以达到 "规范外国人名翻译势在必行,

只要国家规范 !学界重视, 外国人名翻译失范的局面就一定会有根本性的扭转, 而名字特有的

功能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

(责任编辑: 薛辉 !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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