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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与二十多年前音译词 欧佩克 一出现就受到一些人的指责一样, 移译词 PK 的出现也同样遭到

了一些人的批评。尽管如此, 欧佩克 依然生存下来, PK 也逐渐被人们接受。外来语的引进从一个层面反

映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表现出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特征,是一种社会语言现象。音译外来语 欧佩克

和移译外来语 PK 的例子证实, 一个外来语的出现是那个时代人们交际需求的反映, 其命运并不取决于行政

立法、语言学家或翻译家的意志, 而是取决于语言的社会环境。通过统计分析 2006 2008年间中国重要报纸

移植外来语的文章篇数,指出新一轮的外来语移植潮正在悄然兴起。外来语的移植现象标志着社会语言环境

的变化。外来语的移植有利于科技专业领域的对外交流,有利于汉语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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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一种语言中,外来语成分从一个层面反映

社会发展的历史,表现出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

化等特征。中国大规模引进外来语可以分为三

个时期: 一是汉唐时期 (公元前 206 907年 ) ,

主要是通西域,求佛经,引进了佛学、动物、植物、

食品、乐器等名称的外来语;二是晚清至五四运

动期间,主要吸收了来自英、法、德、意、西班牙等

语言的新概念词汇、科技词汇、新产品名、币制

名、药品名、度量衡单位名等;三是中国开始改革

开放的 80年代到现在, 主要是引进了当代科技

词汇、商业词汇以及与新思想、新概念、新潮流相

关的词汇。这三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受到外来

影响最多、吸收外来文化最多的时期,也是中国

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大冲突的时期。

纵观历史,可以看出外来语的引进与社会发

展息息相关,是一种社会语言现象。经济全球化

毕竟带来 文化全球化 , 而所谓的保持 语言纯

洁 将导致文化落后。外来语在任何语言中都

存在,重要的是我们怎样使外来语来丰富本土语

言、促进对外交流、振兴本土文化和科技。一个

外来语的引进到生存要经过时间的洗刷和历史

的磨合。20世纪 80年代音译词 欧佩克 的出

现直到现在被人们接受,经历了反对与赞成的反

复争论。2000年移译词 PK 也经历了 欧佩克

同样的历程,有反对的, 有赞成的,逐渐被人们接

受。不管这个历程多么曲折,该生存的外来语就

生存下来,该淘汰的就被淘汰掉。这是不以某些

人的意志或几声呼吁而能改变的语言发展规律。

进入 2000年之后, 有一种现象:不少人在汉

语的语篇中不经过翻译直接使用外来语。我们称

之为外来语的移植 ( transplant)现象。我们所说的

移植有别于移译 ( transfer)。移译是指在零翻译

概念中不使用目的语来翻译源语,而是把源语直

接移入到目的语中的翻译方法
[ 1 ]
。移植是指在翻

译过程中直接移入源语,而且指在汉语语篇中直

接使用外来语词、短语或句子的现象。移植属于

翻译法范畴的同时,也属于一种社会语言现象。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英语教育的普及, 文化

与科学技术对外交流活跃, 出国留学人员增加,

尤其是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外来语像潮水



一样涌入汉语之中。现在很多外来语的引进并

不是翻译家的独家 进出口权 。从主流媒体到

互联网上的博客,从 B2B到手机短信,无不传播

外来语,无不充当 翻译家 ,甚至 翻译软件 也

开始代替翻译家, 批量 生产 译文。如果在目

的语数据库中没有相应的词汇,设计的程序就可

以 移植 源语。尽管国家实施语言标准化立法

和一些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呼吁,但是对一些人来

说非常荒唐和 低水平 的音译词和移植词仍然

在一些汉语语篇中流行,并逐渐成为汉语词汇的

一部分。这种现象的背后有一个社会、文化和价

值观的基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渴望与世界现

代文明同步, 使用外来语在年轻人当中显得时

髦。正统的主流媒体对这种趋势也力不从心, 无

能为力, 只能迟钝地随大流,逐步接受和使用新

的社会上流行的外来语。引进和使用外来语是

一个开放的民族语言发展的规律和总趋势。本

文试图从分析音译词 欧佩克 和移译词 PK

的发展历史来探讨当前盛行的外来语移植现象。

二、欧佩克 和 PK 的身世

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之后, OPEC这

个外来词很快进入各种语言的词汇中。 1981年

OPEC的日语音译词进入了日本的 国语大辞

典 (新装版 )。1985年版韩国 国语辞典 把音

译的 OPEC词条收入进去。那么, 我们可以推

测, OPEC的音译词在日本和韩国社会上流通的

时间要早于被收入到词典的时间。 1986年 11

月 2日,中国 解放日报 首次把 OPEC音译为

欧佩克 。音译 欧佩克 一出现, 就像出现了

什么怪物一样引起翻译界的争论, 有反对的
[ 2]
,

有赞同的
[ 3]
, 有反驳赞同的

[ 4]
, 又有 赞同

的
[ 5] 97- 100

。这个词经历了风风雨雨二十多年,逐

渐被人们接受, 被主流媒体频频使用, 最终被

2001年修订版 新华字典 收入。 欧佩克 音

译词的引进速度与日语和韩国语相比较, 汉语整

整落后二十多年。不管怎么样, 这个音译的 欧

佩克 总算被多数人接受了。

移译词 PK 的历程也同样不顺利。随着

2005年湖南卫视的 超级女声 风靡全国, PK

成为年轻人中间和媒体中经常出现的词。 PK

被用做名词, 而且还被赋予动词词义, 比如 甲

PK乙 ,就是 甲与乙对决 (比高低 ) 。从 2000

年到 2007年底八年间, 在中国重要报纸的标题

或主题中使用 PK 的文章有 858篇, 高于历史

较长的大家都熟悉的 MBA和 VCD (见表 1)。

2008年 8月 14日实况转播 2008北京奥运会男

子羽毛球比赛的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就顺口说出

PK掉 对手的词句。现在 PK 已加入到 Y es、

No、Bye- bye、OK等中国人最熟悉的英语热门

单词的行列。但是 PK 的使用被说成是 不伦

不类 , 赞同使用 PK 和主张 吸收新的语言元

素 的人被说成: 如果不是一时犯糊涂, 信口开

河,哗众取宠,就是对汉语的基本理论知识一无

所知。
[ 6 ]
有趣的是, 对 PK 持反对意见的人还

担心在汉语词典中怎么去查 PK 的部首。同样

有人把使用 VCD、DVD、SVD之类的移译词看成

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尊严问

题
[ 7]
。有人还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法 第 11条的规定, 呼吁在汉语出版

物中不要单独使用 WTO , 如果仅用 WTO 来

表述 世界贸易组织 则不妥
[ 8]
。笔者撰写此文

并不是反驳他们反对外来语音译或移译的意见,

而是想提醒语言工作者应该理性地面对引进外

来语的现象, 让社会和历史来判定它们的命运。

2000 2007年中国重要报纸标题或

表 1 主题中使用移译词的文章篇数统计

移译词 文章数 移译词 文章数

IT 9946 CPU 1136

GDP 6426 PK 858

WTO 4249 VCD 854

PC 3610 MBA 826

IBM 2668 B2B 767

IP 2630 APEC 648

LCD 2431 D IY 600

DVD 2412 CD 593

CEO 2290 BOT 535

INTERNET 1584 IMF 500

GPS 1513 HP 500

PK 能够从一个地方台的电视节目中走出

来,进入年轻人和网民的口头语, 然后逐渐被主

流媒体接受, 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一个重要

原因就在于 PK 满足了语言使用者的语用需求

和心理需求。使用像 PK 这样的移译词的人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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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也正是由于移译词有省时、简便、省空间

的特点
[ 5] 97- 100

。翻译 PK 有现成的汉语词, 如

打擂 、单挑 、决战 等。这些词可以满足

使用者的语用需求, 但满足不了他们喜欢 新

颖 、时尚 、与众不同 的心理需求。 PK 正

迎合了当代青年人推陈出新的心理需求。一位

26岁的硕士研究生张译方发表论文说, PK 简

短响亮,给沉闷的听觉带来 一阵硝烟
[ 9]
。她

对 PK 的观点颇有时代的代表性。 PK 是见

证中国社会发展、人们价值观变化和新文化思潮

的语言符号。 2000年中国通过并实施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规定, 汉语文

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

准,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 应当用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作必要的注释。何谓 语言文字的规

范和标准 ? 我们应该说, 被多数受过教育的人

接受、被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语言规则就是

规范和标准。那么,被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接受和

使用的外来语就符合规范和标准。由此可见, 立

法和行政干预或个别人的呼吁,很难阻止或规范

外来语的使用, 除非国家不对外交流,除非社会

不发展。 PK 的出现充分证明了语言的社会基

础。如今中国,活跃的对外交流和人们思想的空

前开放, 为引进外来语滋润了肥沃的社会土壤。

PK 能够传播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土壤。

从 欧佩克 和 PK 这两个例子, 可以证

实:一个外来语的引进并不取决于语言学家或翻

译家的意志,而是取决于语言使用者的需求, 取

决于语言的社会环境。音译词和移植词的好与

坏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它们的功能也不取决

于它们的表征意义,因为外来语的基因也是由语

言的任意性 ( arbitrariness)决定的,也就是说, 一

旦一个语言符号 (音译也好, 意译也好, 或者是

胡乱编造也好 )与源语词义建立起联系, 它就具

备了语言的属性, 就可以在目的语系统中流通。

我们都熟悉莎士比亚对玫瑰命名的一段话: 我

们叫玫瑰的一种花, 要是换了个名字,它的香味

还是同样的芬芳。如果当时人们不把这种花命

名为 玫瑰 而是命名为 欧佩克 , 那么如今的

欧佩克 是一种芬芳的花草。如果一个新外来

语能够弥补目的语中空缺的概念或替代某一概

念,可以完成交际功能, 而且满足使用者的语用

需求和心理需求, 同时被多数人使用和接受, 那

么这个新外来语就能生存下来。

从 欧佩克 和 PK 进入汉语词汇的例子

中,我们可以看出汉语的排他性和封闭性。汉语

的这一特性使汉语引进外来语的速度变得非常

缓慢。1889年日语 言海 收入的外来语的比率

是 1. 4%。1963年 岩波国语辞典 收入的外来

语的比率上升到 5. 1%。到了 1985年, 按 角川

外来语辞典 (第二版 )收入的外来语词条与当

时日语的一般词汇量 22万 ~ 25万条进行计算,

其比率是 10% ~ 11. 4%。这些数据表明, 日语

吸收外来语的比率逐年增加,与日本的经济和科

技发展成正比。据 20世纪 90年代初的统计,在

个别专业日语中, 比如百货店服饰、化妆品广告

等用语中,外来语占 40%左右。相比之下, 据保

守的估计,目前汉语中外来语的比率大约在 1%

~ 1. 5%之间,是日语 80年代水平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相当于日语 1889年的水平。通过这个比

较,可以充分地认识到汉语的排他性和封闭性。

随着全球化的加快、社会和科技的发展, 社会语

言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寻找更简便有效的

方法来吸收外来语。

三、外来语的移植现象

目前在汉语中司空见惯的外来语移植现象

已形成新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语言思潮。移译

是局限在一些缩略语和专有名词的翻译。而现

在的移植现象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移植不

仅仅出现在翻译的文章,而且也出现在汉语书面

语和口头语的语篇之中,具有双语使用者的 转

码 ( code sw itch ing )特征; 二是移植外来语的单

位超出单词范围, 扩展到短语和句子。实际上

转码 是指第二语言习得者在使用第二语言时

插入母语词或句子的现象, 而在本文笔者指的

是,使用母语时直接插入 (移植 )外来语的现象。

目前很多外来语并不是出于翻译家之手,而

是所有的媒体和所有的网民都在 生产 外来

语。近几年, 人们在媒体中频频发现这种不是出

于翻译家之手的移植外来语。不少人在写文章

或进行口头表达的时候直接使用英语词、短语或

句子,其形式是 汉语 + 英语 的混合语篇, 比

如, 如何 ta lk to 80后 等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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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重要报刊移植外来语的典型例子 ( 2006. 1 2008. 7)

文 章 标 题 例 句 报 纸 名 称 日 期 记 者

Tax i in北京 人民日报 (海外版 ) 2006. 03. 17 浩洋、子墨

超女连锁店 show个性 中国现代企业报 2006. 06. 27 宗边

爱代购 不是 B2B,是 B for C 民营经济报 2006. 06. 29 婉君

H appy Show教你快乐赚钱 中国经营报 2006. 07. 03 赵正

如何 talk to 80后 中国经营报 2006. 09. 04 郑香霖

Work to live还是 L ive to w ork 上海证券报 2006. 12. 22 刘贤方

呼叫中心迎接 One- to- One市场的挑战 通讯产业报 2006. 12. 25 池上晶子

职能式 "ou t",事业式 " in " 中国经营报 2006. 12. 11 董娟

M ade by hand正加速渗透中国 中国经营报 2007. 01. 15 姜蓉

"H to A "杀熟几时休 中国经济时报 2007. 01. 17 皮海洲

M ade in Italy的复兴推手 中国服饰报 2007. 03. 09 徐玮

One Face To Cu stom er柯达打造一站式快捷服务新理念 中国包装报 2007. 05. 28 王昕

Go for it! 教材中对学生学业评价的初探 绍兴日报 2007. 05. 29 张开雅

客厅 in时代,从冰吧 m in i- hom e开始 消费日报 2007. 06. 12 张华

数据库的未来不是 al l- in- on e 中国计算机报 2007. 06. 18 李永胜

中国形象 M ade in O lym p ic 中国经营报 2007. 08. 06 谢扬林

JUST YOU 客户最佳的合作伙伴 中国包装报 2007. 08. 09 张海青

"mm "为何惹人爱? 威盛的 A ll in One梦想 科学时报 2007. 09. 22 汪洋

INTEL新命名计划戛然而止 T o B e Or Not To Be 中国联合商报 2007. 09. 24 张莉

欢迎体验感受江淮轿车的 " on ly for you" 经理日报 2007. 10. 14 本报综合

"O lym pic Gam es"与十二生肖的机缘巧合 工人日报 2008. 01. 11 张楠

" I k ill you later"与专业投资者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8. 07. 09 何戟

表 2收集的例子不过是一些较典型的例子,

未在表 2列出的例子还有很多。从这些例子中

可以看出, 移植内容有单词、短语和句子。单词

有名词、介词和动词, 短语有介词短语、名词短语

和动词短语,而句子只局限于简单的警句或祈使

句,如 Go for it 、To BeO rNo tTo B e 、 Just do

it等。我们没有必要担心移植现象泛滥会使汉

语被外来语侵蚀、最终被外来语取代。移植成分

只能起到汉语中的某一成分,如主语、宾语、状语

或插入语, 受到汉语语法的约束, 不影响汉语的

语言系统。尽管有一些警句或祈使句被移植过

来,但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修辞, 并不影响汉语的

尊严。目前中国的外语教育得到长足发展, 接受

九年义务教育的人数逐年增加, 当代年轻人辨认

几个英文字母并不是难事,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

担心移植过来的外来语没有人认识。其实, 在外

来语的引进和使用中, 媒体起主要作用。某一外

来语在媒体中使用的多了,人们就自然会熟悉它,

就会在交际中使用它。但是,如果在一种语言中

外来语的移植成分多起来,随之可能出现接受教

育水平低的人的不满和反对。从日语和韩国语的

情况看,事情并不那么严重,音译或移植外来语已

成为自然的现象,没有人为此而大惊小怪。

目前这种移植现象有汉语语言本身的原因。

汉字是表意象形文字,非常不适合做标记音译词

的字符。比如, 日语和韩国语具有表音文字系

统,非常方便地音译外来语, 而且非常容易进行

音译的规范化。相比之下,因为汉语拼音采用了

英文字母标记语音, 如果采用拼音来音译外来语

的话,如把 OPEC音译成 oupe ike , 把 laser 音

译成 leize , 就等于我们重新编造了一个外来

语,造成汉语语言系统的混乱。很显然, 用汉语

拼音音译外来语的方法不可取。反过来, 汉字直

接充当音译的表音字符实在笨拙、不方便, 也不

利于规范化。因此, 移译和移植手段显得非常顺

手,非常经济,又满足了当代人的心理需求。

人们对外来语的移植现象要有一个观念上

的转变, 不应该对它横加指责,随便呐喊 STOP。

我们有理由为历史悠久的汉语而感到骄傲, 但没

有理由厌恶外来语。在宏观文化系统的多元视

野里,正是文化的多样化、多元性使人类的文化

系统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相辅相生 相争

相长
[ 10 ]
。翻译工作者更应该摒弃以华夏文化为

中心的观念 更多地以音译形式直接吸收外

来词,甚至直接用字母转写, 这样才有利于中国

同世界在科技上的交流, 有利于华夏文化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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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接轨
[ 11]
。谢屏所说的 直接用字母转写 就

是外来语的移植。外来语的移植在科技领域、尤

其在医学方面,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实用价

值。移植外来语,可以保证科技交流准确无误和

方便。目前中国的外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首

先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消化与汉语对等的

外来语专业术语,因为现行的很多汉语专业术语

是意译或归化的外来语,没有与外来语相同或近

似的表征。把新外来语专业术语移植到汉语之

中,将有利于对外交流,会加速汉语国际化。

四、结 语

外来语的引进与社会发展有紧密的联系,是

一种社会语言现象。音译外来语 欧佩克 和移

译外来语 PK 的例子证实, 一个外来语的出现

是那个时代人们交际需求的反映,其命运并不取

决于行政立法、语言学家或翻译家的意志, 而是

取决于语言的社会环境。目前在汉语中移植外

来语的现象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语言现象。

移植外来语在很多科技专业领域非常实用,便于

国际交流。翻译工作者要以积极的客观的包容

他文化的态度去应对外来语的移植现象。我们

应该敞开汉语语言的门户, 欣然接受外来语,丰

富汉语内涵,促进对外交流,加速汉语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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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ociolinguistic Environm ent and Importation of ForeignW ords:

A Case Study of "OPEC" and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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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NG Xue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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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choo l o f Fo re ign Languages; b. Departm ent o f Fundam enta l Educa tion, H a rbin Institute

o f Techno logy (W eiha i) , W e iha i 264209, Ch ina)

Abstrac t: A s the transliterated Chinesew ord "OPEC " w as critic ized when it came into be ing 20 years ago, the trans-

ferred "PK" in Chinese was a lso faced w ith sever objection. H ow eve r "OPEC " has surv ived in theCh inese lex is and "PK" is

be ing accepted by them ajority. The importation of fore ign wo rds, wh ich is of soc io lingu istic phenomenon, reflects the footprin ts

o f soc ial deve lopm ent histo ry and ca rr ies the po litica ,l econom ica l and cultural tra its of tha t tim e. The exam ple o f "OPEC "

and "PK" proves that the birth o f a foreign wo rd in a language resu lts from the need o f comm un ica tion and the fate of it is de-

term ined by its soc io lingu istic env ironm ent, but ne ither by the governm ent leg islation, nor by the w ill o f lingu ists or transla-

tors. By analyzing the sta tistics o f numbers of Ch inesem a jor new spape r articles con taining transplanted foreign words, th is pa-

per ind ica tes that a new w ave o f fo re ign word transp lantation is ga in ing m om entum, wh ich m arks the change in soc io linguistic

env ironm ent. The transplan t of foreign w ords into Chinese is beneficia l to both the technica l comm un ica tion w ith the outside

w orld and the in ternationalization of Ch inese language itse l.f

K ey words: socio linguistic env ironm ent; transp lant; transliteration;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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