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

西植 物 G o i h a i a 1 0 ( 1 )
:

8 7一9 1
.

19 9 0

护的的
~

,

名学术小议 苏
` 心。必 , 心。 。 。 j

从中国人的姓名如何翻译成西文名谈起

广州市中山 大学生物 系 许兆然

梁畴芬
“ 谈谈中国人的姓名如何翻译成西文名

” ( 广西植物 8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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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e )

提出了一个普遍的和值得
,

不但是植物学家而且是语言学家和有关国家主管部门
,

认真研究

的问题
。

我在近两年来访问了美国
、

英国
、

德国
、

法国
、

荷兰和奥地利等欧美国家和与国际

同行的学术交流中也体会到中国人的姓名如何翻译成西文名 ( 以下略为中国人姓名的西译 )

和缩写极需一个科学的标准和法规以供天家共同遵守
。

西方人 ( 这里泛指欧洲白人 及 其 后

裔
,

以下同 ) 对 中国人的姓名西译和缩写也颇感棘手
。

英国邱皇家植物园 ( K e w ) 1 9 8。年刊

行的 a
作者缩写索引草稿

,,
( D

r a f t I n d e x o f A u t h o r A b b r o v i a t i o n s
)一书前言中 谈$lJ a

在

缩写西班牙
、

印度和中国人的姓名时遇到了不 同程度的大量困难
” 。

目前的国际文 化 交 流

中
,

中国人的姓名西译很不统一而存在很多混乱
,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的姓名在文化特点上

和西方人的姓名存在很大差异
,

中西文化习惯不 同
,

而译成汉语拼音的中国人姓名 很 难 辨

识
,

因为中国文字一音多字
,

同音现象很严重
,

从一个拼音很难确定它原来表达的 相 应 文

字
,

而导致西译后的中国人姓名失去科学的准确性
。

本文提出我对中国人姓名西译的具休意

见 ( 包括译法
,

缩写法
,

和读法 ) 以供大家讨论
。

一
、

中国人姓名如何西译

中国人姓名西译的目的主要是方便国际交流
,

因此应该既照顾到中国人的姓名在文化习

惯上的特点
,

又考虑西方人的姓名特点
,

力求西译之后的姓名既使中国人看起来顺眼
,

又不

致使西方人误会
,

以免张冠李戴
。

梁畴芬一文提出的译法
, “ 姓在前

,

姓后加逗点
,

名在后
,

双名者的两个汉字拼音分开

写
,

并分别大写开头字母
,

如梁畴芬译成 L ia n g
,

C h
o u F e n ” ,

有值得商榷之处
,

它虽 然

考虑到了中国人姓名的书写和称呼习惯
,

但并不符合中国人姓名本来的文化特点
,

当西方人

按他们自己的习惯来看这样西译的中国人姓名时
,

就会引致不必要的误会
。

首先
,

我赞成中国人的姓名西译时直译
,

姓在前
,

名在后
。

为了区别出姓和名的两个部

分
,

通常有两种做法
:

一是按梁畴芬提出的方法
,

在姓后面加上逗号
,

和名隔开
,

如 梁 畴

芬
: L i a n g ,

C h
o u f e n , 李树刚

:
L i

,

S h
u g a n g , 韦发南

:

W
e i

,

F a n a 。 等
。

第二种办法 是

姓的部分全用大写
,

姓后不加逗号
,

名的部分开头字母大写
:

L I A N G C h
o
uf

e n ,

L l S h u -

, gn
,

W A N G W
e

cn ia ( 王文采 )
,

W E I F a n a n
等

。

第一种译写方法常用于文 献 编 排

中
,

排成一个纵行
,

相互之间清楚了然
,

没有误会
:

L i
,

5 il u g a n g 1 9 8 6
· , ·

…

L i a n g
,

C h o u f e n 1 9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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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 n g ,

W
e n e a i 1 9 8 5

. , .

…

W e i
,

F
a n a n 1 9 8 7

. ,

一
但在一篇西文中

,

如英文
,

按上述办法横排上几个名字
,

就不那么清 楚了
。

试 着 T h e s e

b o t a n i s t s
,

L i
,

S il u g a n g
,

L i a n g
,

C五o u f e n ,

W
a n g

,

W
e n e a i

, a n d W
e 三

,

P a n a n , a r e

fa m o
us C iil n es e b ot a in s st

.

西方人会把上述 4 个姓名当成八个人名
,

中国人自己也不 会

认为这种书写是清楚无误的
,

因为其 中若放上几个单名的姓名就的确姓和名难以分辨了
。

若

在上述每个人名字加上分号 ( , )来区别各个不同的姓名
、

则整个句子就变得洋不洋土不土
。

避免这种误会的办法是写成下述的形式
:

T h
e s e b o t a n i s t s

,

L I A N G C h o o f e n ,

L I S h u -

g a n g
,

W A N G W e n e a i a n d W E I F a n a n , a r e f a m o u s C h i n e s e
b

o t a n i s t s 即使在文章

标题下署名这种书写方法也比用逗点隔开的办法更清楚一些
,

不会被人误认为是两个姓名
。

按梁畴芬提 出的双名者两个字的拼音分开写
,

开头字母分别大写
,

如梁畴芬写成 iL a n g ,

C h o u F e n ,

这种书写办法违反了中国人姓名的文化特点
,

很容易引致西方人的误会
。

前面

已经分析过
,

中国人的姓名中只有两个组成部分 (姓和名 )
,

尽管畴芬是两个字
,

但两个字合

起来组成一个有机整体
,

表示一个词的意义
,

这个词才是梁先生的本名
,

其中两个字中的任

一个都不能单独代表梁先生的本名
,

两个字的双名和单个字的单名都是同样意义
,

从结构上

都是一个整体
,

而不具有西方人的居间名结构
。

L l a n g C h
o u F e n

这个名字按西方人 的 习

惯即会写成
:

C h o u F e n iL
a n g

,

于是他们马上就按他们自己的习惯来理解 C五。 u 是本名
,

F
e n
是居间名

,

而 L i a n g 是姓
,

按他们的习惯 他 们 会 略成 C h
o u F

.

iL
a n g ,

或 C h o u

iL an g
.

总之
,

人家绝不会认为 C h o u 和 F
e n 合起来才是梁先生的本名

,

这样写法误会 是

难免的
。

中国人的双名中的两个字
,

通常我们都是合起来用
,

单称其一的情况只见于家庭内

部
,

有时在书信来往中
,

情人之间也会这样做
,

但无论如何
,

名中的两个字从来就没有规定

只有中间那一个 ( 或按西方人的习惯叫第一个 )
,

如梁畴芬中的
“
畴

”
字

,

是必须用来作亲

热称呼用的
,

选择其 中哪个字作为常用称呼只在各人喜欢
,

但是对西方人来看
,

写成 iL an g
,

C h ou F e n 这样形 式的中国人姓名都会毫无疑问地被理解成 C h ou F en iL an g 而
几

使 F
o n

变成了居间名
,

从而违反了中国人姓名本来的文化特点
,

而导致误会
。

西 方 人 的 本 名 如

T
o n y

,

M as ia
,

T
o m so

n ,

D a vi d 等为他们所熟悉和常用
,

读起来朗朗上 口
,

叫起来又亲切

又自然 , 但是中国人的姓名中居中的那个字 ( 排成西方姓名就变成了第一个字 ) 权少为亲戚

朋友单独称呼
,

如邓小平译成 X ia o
iP

n g D
e n g

,

西方人可能会亲热地称呼
“
D e ar X i a 。 ” ,

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
,

但让中国人看来就不稚了
。

中国人的姓名西译
,

过去 习惯于用连字符把名的两个字拼音连起来
,

目的也在于既表示

两个汉字的结构
,

又表示两个汉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

中国政府颁布统一的中国人名和地名

标准拼音西译之后
,

普遍为西方国家所接受
,

在西方文献中已经普遍采用
,

如 19 88 年版的美

国韦氏辞海中
,

以前的
“
e 五o u E n 一

x
a i

”
( 周恩来 ) 改成 T `

z h o u E n l a i
” , “ M a o T ; e 一 t u ” g ”

改成了
“ M a o

Z
e d o n g ”

(毛泽东 )
。

但是这种标准化西译确如梁畴芬一文所指出的
,

双名的中国人姓名一经这样西译后在缩

写时就遇到了另一个问题
: L ia n g

,

C h o
uf

e n
缩写成 C

.

iL a n g
,

这个缩写 使得本来的中 文

姓名面 目全非
,

连中国人自己遇到这样的缩写时也无法确定它表示谁
,

而且它和中国人的单

名者姓名缩写失去了区别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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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上述的各种因素
,

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新的译写方案供学术界讨论
:
把中文双名的

两个汉字拼音连起来写
,

但每个字的拼音的开头字母都大写
,

例如
,

梁畴芬
: L I A N G C h

-

o u F
e n ,

李树刚
: L l S h

u
G

a n g 韦发南
:

W E I F a N a n
等

。

这个方 案 有 下 述 8 点 好 处
.

1 ) 西译之后的中国人姓名有了自己的特点
。

西方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
,

今天多数的西方语

言来源于拉丁语 ( 或多少受其影响 )
,

但有一定的独立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特征
,

这种特征在

他们的姓名书写上往往也反映出来
。

例如 M a r i j k
e v a n

d
e r M a a r e

l
一 v e r s l u y s

是荷兰人

的姓名
,

其中的
` ,i j

”
音素组合是荷兰文的特征音素组合

,

而 “ v a n d er
”
则是荷兰人 姓 名

中姓的特征
,

表示出身贵族 , S c h w e it ez r
是典型的德语系的人的姓

, “ S c
h

,

和
“ t z ”

都是德

语的特征因素组合
,

遇上一个姓 S c h w ie t z e r 的美国人
,

你可以认为他是德语系的 人 的 后

裔 , M c N ie ll 源于苏格兰人的姓
,

M c ( = M ac
,

M a k ) 在苏格兰北部和 西 部 的 盖 尔 语

(G a e l i e ) 中表示
a
儿子

”
的意 思

,

M e N e i l l 表示 N e i l l 的儿子
,

苏格兰人的姓中很多 以

M e 开头的
,

如在爱 T 堡皇家植物园里有 M e N e i l l
,

M c A l l
e n ,

M c B e a t h
,

M c K e a n …

… 等 , 其他如法国
、

西班牙
、

葡萄牙等的姓氏也有其特点
。

按照上述新方案西译的中国人姓

名避免了和西方人姓名在书写上的雷同
,

同时它又确实体现出中国人姓名本来的文 化 特 点

( 两个汉字为名
,

一个汉字为姓 )
,

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中国人的姓名
, 2 ) 这个新方案

使两个汉字之间的界限清楚
,

如韦发南的名写成
“ F a n a n ”

会被人误为
“ F a n A n ” ,

而 写

成
“
F a N a n ”

则一 目了然
。

3 ) 按这个新方案书写的中国人姓名不容易被缩写成单名双名

不分都取开头一个字母
,

如 W E I F a N a n
这个姓名让人看了就觉得不好随便缩写成 F

.

W
e i

.

下面再讨论中国人姓名的缩写
。

二
、

中国人的姓名如何西译缩写

缩写的 目的是去繁变简
,

但又保 留特色
。

由于西方人的姓名中
“
姓表其人

” ,

姓具有区

别功能
, “

名不表其人
” ,

极为雷同
,

所 以他们的姓名缩写一般是去掉雷同的部分
,

即本名

( 教名 )
,

和附加的部分 ( 居间名 )
,

而保留了具有特征姓的
“ 姓 ”

这一部分
,

或者只取其

本名的第一个开头字母
,

有时为了增加区别作用也同时取居间名的开首字母
,

如 L a ur
e n ce

E S k o g 常写成 L
.

S k o g 或 L
.

E
.

S k o g
,

I a n C h o w l
e s o n H e d g e 常缩写成 I

.

H
e d g e

或 1 C H
e d g e

.

这样既简化了书写
,

又仍然保留了
“
姓名表其人

” 的功能
。

我们中国人学 习西方人的做法
,

缩写 自己的西译姓名时也去掉了自己的名那部分
,

或保

留名的开首字母
,

而完全保留了姓这一部分
,

如梁畴芬 L I A N G C h o u F e n 被缩 写成 .C

L i a n g 或 C
.

F
.

L i a n g 等等
。

这样做的结果
,

使缩写之后的姓名完全失去了 表 征 作 用
,

因为这样做恰好是把我们的姓名中具有表征意义那部分去掉
,

而 留下了极度雷同的无法准确

地表征一个人的这部分—
姓

。

试想让一个不认识梁畴芬的人来通过
“
C

.

F
.

L i a n g ”

这个

姓名缩写 找回
“
梁畴芬

”
这个它本来想表达的人名

,

大概谁也做不到
。

汉字的特点是同音字多
,

所以汉语是靠汉字的不同书写来表达不同的意义
,

即 “ 字形表

义
” .

由于发音和字没有准确的对应关系
,

故而单独的字音很难表达某个特定意义
,

也即
“

音

不表字意
” ,

这和西方语言的
“ 形音统一 ”

有巨大差别
。

《 辞海 》 ( 1 9 7 9 ) 记载汉字 14
,
8 7李

个
,

这14
,
872 个不同的汉字只有 1

,
3 66 个不同的发音

,

也即是说平均每一个不同的音代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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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向音不同意义 (不同书写 )的汉字 , 中国人的姓名西译只 取拼音的字母书写
,

而省掉了声

调区别符
,

这样算来每一个不带音符的拼音平均可以代表55 个汉字 ( 上面的统计中弱读音算

一个音 )
`

,

在 W
a n g ( 含 W孟 n g

,

W ` n g W o n g
,

W么n g 和 W a n 么
一

弱读 ) 这个拼音 下 列

出3 4个不同的汉字 ( 不包括繁休字
,

下同 )
,

其中作为姓来用的有常见的
“ 王” 和 ` 汪

” 两

个 ; 在 iL 下则列有 1 5 0个不 同汉字
,

作为姓用的有黎
、

李
、

栗
、

礼等
。

以 t’ 王文采
” ( 中

国科学院北京植物所研究员 ) 为例
,

在数千万个王 只 又
中

,

怕也有完全同姓同名的
,

但在植

物学领域中
,

以此三个汉字为姓名的 目前只有一个
,

所以从汉字的角度来看
,

王文采这个姓

名能使人准确地找出它表示的特定的个人
,

但是译成 W A N G W
e n C ia 之后

,

让中国人着

起来
,

就可以译回很多个汉字姓名
,

按 (( 辞海 》 ( 1 9 7 9 ) 里列出的同音汉字来组合可以译成

70 。个姓
“ 王 ” 的或姓

“ 汪 ” 的名字
,

也郎是说
,

W A N G W
e n C a i 这个汉语拼音句以代表

至少1 4 0 0个中国人姓名
,

幸好在 《 中国植物学文献 目录
一

》 ( 1 9 8 3) 中好象未见第二个 W A N G

W
e n C a i ( 习惯写法是 W A N G W

e n 一 t s ia )
。

如果缩写成 W
.

W
a n g

,

则由于以 W 为拼

音开头字母的汉字约有 5 00 个
,

和 1 4
,

00 0多其他汉字组合可以 构成七百多万个 姓
“ 王 ”

或 姓

“ 汪 ” 的中国人名
,

也即是说一千四百万个可能的织合姓名
,

是北京市区人口 的两语多 ! 即

使写成 W
.

T
.

W
a n g

,

它可以代表的中国人姓名组合也达到8 0万以上 (
“

T
”

开头的拼音下

面有80 0多个不同汉字 )
。

从这里可 以看出
,

汉语拼音并没有反映出汉语的本来面目
,

目 前

的这种中国人姓名西译缩写办法是不科学的
,

这 也许也是西方人编篡中国人姓名缩写时感到

头痛的原因
。

中国人的姓名译成拼音之后本来是相当简 练的
,

并没有必要一定要缩 写 不 可
,

W E I

F a N a n
( 韦发南 ) 这个姓名只有 8 个字 母

,

L U Y a n g ( 陆阳 ) 这个姓名仅 6 个字母
,

超

过 15 个字母以上的很少
,

因为汉语拼音一般每个音是 4 个字母以下
。

但是西方人的姓名一般

来说是相当繁锁的
,

如 H
e i n r i e h v o n H a n d e l

一

M a z z e t t i
,

A u g u s t i o P y r a m u s d e C a n -

d o l l
e ,

或 A l p h o n s e L o u i s P i e r r e P v r a m u s d e C a n d o
l l

e
等

,

仅仅他们的姓那部分 就

足够长 T
,

如上面的 d
e C a n d o

l l
e
有 1 0个字母

, v o n H a n d e
l
一

M a z z e t t i 有 1 8个字母 ( 加

上连字符 )
。

综上所述
,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中国人的姓名西译后一般不宜缩写

,

更不能按西方人

的 习惯把我们的名这部分具有特征意义的组成成分缩写掉
,

而 留下 了极度雷同的姓这部分
,

在一般的国际交流中都应尽可能地保留全名全姓
,

以利于中外人士辨其姓名而识其人
,

更重

要的是在文献资料中保持了
“ 姓名表其人 ( 及其工作 )

” 的作用
,

不致给后来人或同行带来

麻烦和混乱
。

但是在植物学领域中
,

中国人的姓名西译缩写 已经有了一段历史
,

不 少知名的植物学家

们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西译名缩写
,

如 陈焕铺 , C h u n ,

吴征锰 C
.

Y
.

W
u ,

王文采 W
.

T
.

W
a n g 等等

。

缩写名的部分而保留姓的全部这样一个不科学的作法也巳约定俗成
,

并由此而

导致了仅三百个左右的常见分类学工作者 ( 中国种子植物科属辞典
,

修订版 1 9 8 4 ) 就有15 个

C ila gn
,

16 个 w
a 。 g

,

一大堆的 iL
,

一大堆的 c h
e n ,

w
u … …

。

以 c h
a n g 为例

,

若在 文

献中见到 2
.

w
.

c h a n g
,

c
.

E
.

c h
a n g

,

M c
.

c h a n g 等等谁能知道他们是谁
,

又如何

能准确地查出他们究竟代表哪个中国人
。

而且这些缩写同样给西方同行带来了误会
,

把我们

的姓名当成三元结构来处理
。

《 中国植物学文献 目 录 》 ( 1 一 3 册
,

1 9 8 3 ) 收 载 124 年 来



1期 许兆然
:

从中国人的姓名如何翻译成西文名谈起

8 2
,

00 0篇文章
,

若 以平均每人有 4 篇文章来算
,

则其中人名有 7。。。个
。

我约略抽样数一下
,

W
a n g ( 包括 “ 王 ” 和 “ 汪 ”

) 有 1 0 0 0多人
,

可以想见其中的 W
.

T
.

W
a n g 有多 少 个 ,

但是象 W
e n 一 t s a i ( 王文采 )

,

C h e n g 一 y ih ( 吴征槛 )
,

H o n g t a ( 张宏达 ) 这样 的 名 字

无疑比 W
.

T
.

Wan g
,

C Y
.

W
u 、

H
.

T
.

C h a n g 等更容易互相区别
,

也更容易使人联想

到它所代表的人
。

不过
,

恐怕哪一个中国人也不愿接受把自己的姓缩 写 掉 仅 留下 名 的 做

法
,

因为中国人是崇尚祖先的
,

要是我们的前人在把西方文化介绍进来时把
`
fa m i行

n a m e

这个词译成中文的
“ 名 ” ,

而把 与
e
sr

o n ln n a m ef, 这个词译成中文的
“
姓

” ,

那 么 今 天

我们学习西方人的习惯来缩写我们的姓名时可能就可以照搬西方人的办法而不致导致今夭的

混乱了
。

目前只好将错就错了
: 1

.

) 把已有的没有相互混淆的缩写名整理起来
,

双名者两个汉字

的缩写字母合并
,

去掉其中间的圆点
,

即如 W .T W
a n g

,

C Y
.

W
u ,

H T
,

C h
a n g 或按中

国人的顺读习惯写成 W
a n g W T

,

W
u C Y

,

C h a n g H T 等
。

这样做法恢复了汉语的本来

面目 : 两个汉字既是独立的又是有机的整体
。

著名的瑞士植物学家 D C
.

的缩写就是其姓的

两个部分中的开头字母合并而成 ( A
o g 。 。 t i n e P y r a !n 。 5 d e C a n d o l l e

中 d e
C a n d o l l

e
是

姓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 )
,

他的做法有值得借鉴之处
。

2
.

) 编篡 “ 中国植物学工作者姓名及

缩写索引
” ,

把每一位植物学工作者的姓名的汉语拼音准确地和他的汉字原名对应起来
,

使

人们能够通过拼音 ( 和它的缩写 ) 查回相应的汉字原名
,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汉语拼音姓名

( 及其缩写 ) 都标准化和科学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