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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公示语翻译的文质之性与文案市场化要素

李志凌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ꎬ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１)

摘　 要:公示语的英汉翻译过程中ꎬ文体类型和语言特色决定了译者再现源文本的

品质追求和价值取向ꎮ 在分析了汉英公示语的基本特点后ꎬ指出了汉英公示语分

别具有语文突出性和指示突出性ꎮ 翻译公示语的理想原则是以内容为本ꎬ并尽量

兼顾形式上的文采风格ꎬ做到文质彬彬ꎮ 这个标准同样适用于公示语的市场化进

程ꎬ实现公示语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市场软着陆ꎮ

关键词:语性ꎻ叙事风格ꎻ文质彬彬ꎻ公示语文案ꎻ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 ９　 　 　 文献标志码:Ａ

　 　 中国的公示语翻译研究历经 ２０ 余年的

发展ꎬ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ꎬ一是对本领域

研究的专业性增强ꎬ理论视野的宽度和深度

不断拓展ꎬ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多维视角的

复合性特点ꎻ二是研究成果丰硕ꎬ尤其是近

１５ 年以来ꎬ学术论著和文章大量涌现ꎬ反映

出社会对公示语翻译的关注以及研究者们极

大的兴趣与热情ꎮ 但总体来看ꎬ目前取得的

成就中ꎬ多数是行业内人士(翻译界)看本行

业ꎬ视角多是向内的、文本型的ꎬ没有充分地

参与公示语的市场化生产与消化过程ꎬ因而

不具备足够的超文本视野和生态视野ꎮ 即使

是从公示语翻译的本体研究角度看ꎬ学者们

也过多地专注于案例纠错、问题分类及属性

分析、功能与应用目标的区分及实现情况、标
准化、受众满意度调查等ꎬ表面上十分热闹ꎬ
但对于公示语的文体特性ꎬ尤其是汉语公示

语的语文突出性和英语公示语的指示突出

性ꎬ仍然没有准确的把握ꎮ 此外ꎬ因为研究者

对于客户需求不够了解ꎬ忽视了公示语背后

的文创意义ꎬ或者想当然地进行意义评判ꎬ使

得相当一部分研究评论和建议偏于主观ꎮ 要

么过于微观ꎬ只看文字表面的语义准确度、实
用功能如何等ꎻ要么过于宏观ꎬ指望标准化下

的译名形式与勘校原则能够将存在社会性的

公示语一刀切成标准模样ꎬ从而实现社会形

象、文化形象的政治性正确ꎬ在语言的景观效

益上达到最大化释放与最小化受损ꎮ
综上所述ꎬ在公示语翻译研究上还比较

欠缺的是语言文化对比视野下ꎬ对汉语公示

语原创本色的观照以及翻译介入社会语言生

活时所面对的超文本视域ꎮ

一、汉语语性特征在公示语中的叙事表

现与翻译要求

　 　 把握汉语公示语的原创本色ꎬ首先要对

公示语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ꎮ 在很多相关的

解释中ꎬ公示语通常被描述为:公开和面对公

众ꎬ告示、指示、提示、显示、警示、标示、解释

与其生活、生产、生命、生态、生业休戚相关的

语言及非语言信息[１]ꎻ是专门给公众提示性

意图信息的一种应用文体[２]ꎬ告知公众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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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做ꎬ通常语言比较客气ꎬ语气比较温和ꎬ
主要表现为各种提示语[３]ꎻ面对的受众不仅

仅限于某一特定的人群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

成为潜在的受众ꎬ一般都有某种特定的交际

目的[４]ꎻ其文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信息功能和

感染(感召、呼唤)功能ꎬ表情功能次之[５]ꎮ
可见ꎬ具有提示性、应用性、交际性、信息与呼

唤功能等ꎬ是人们对公示语本质最基本的认

识ꎬ适用于普遍语境和语种下的公示语ꎮ 但

是ꎬ汉语自身有着独特的语言特征ꎬ这些独特

性构成了汉语的个性的语言风格和气质ꎬ称
之为语性[６]ꎮ 每种语言都有它独具的性格、
脾气、癖好、气质ꎬ都有它特殊的倾向、性能、
潜力、可能性、局限性以及优势和不足等ꎬ即
每种语言都可能具有不同于其他或相较之下

更为突出的质性特征ꎬ构成它与众不同的风

格、色彩和味道ꎮ
汉语是一种语性特征鲜明的语言ꎮ 主要

特征表现为:①讲究韵味(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ｓｅｎｓｅ)和
格律(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ꎮ ②同时具有发达的单

字表意功能(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和灵活组词

(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ｉｎｇ ) 的 特 点ꎮ ③ 虚 词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ｄｓ)、助词(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ｗｏｒｄ)、语
气词(ｍｏｄ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数量多ꎬ在结构和语义

上都有重要作用ꎬ语序不同ꎬ结构关系不同ꎬ
表意重点也有所不同ꎮ ④汉语在表意结构上

属于分析型(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的语言ꎬ缺乏字形、词
形的屈折变化(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ꎬ多借助词序、搭配

和意境关联来表达意思ꎬ意合特征明显ꎻ语序

安排对结构和意义都有很大影响ꎻ为了保证

语言的简洁和格律效果ꎬ关联词、被动句使用

较少ꎬ将语义关系和语境关联置于词句成分

的内在逻辑之中ꎮ ⑤现代汉语的词汇因袭了

古汉语中同词异类(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ｗｏｒｄｓ)的特

点ꎬ普遍存在着一个词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词

性的特殊性ꎬ即词语的兼类现象[７]ꎮ
抓住汉语的语性特点ꎬ能在公示语的汉

英转换上挖掘出更多的语篇内涵和文采特

色ꎮ 具体说ꎬ就是汉译英时ꎬ在可能的前提下

和有效的维度上增加英语公示语的意义负

荷ꎬ以匹配汉语公示语原有的文本价值ꎻ在英

译汉时ꎬ应该创制出更具汉语风格、符合汉语

语境要求的文本形式ꎮ

二、素以为绚的公示语翻译风格论

«论语八佾»里记载了子夏与孔子的

一番对话ꎬ子夏问:“巧笑倩兮ꎬ美目盼兮ꎬ素
以为绚兮ꎮ 何谓也?” 孔子回答: “绘事后

素ꎮ”意思大概是说美丽的笑容ꎬ总是来自面

容上轻巧的酒涡微动ꎻ美丽的眼睛ꎬ总是在黑

白分明的眼眸中淡淡地传神ꎻ平淡素雅的画

布上ꎬ可以画出最为绚丽的图案ꎮ 子夏问孔

子这是为什么? 孔子回答:就像绘画需要先

有素白的画布一样ꎮ 隐喻一切美好的形容和

表达都必须依附在朴素的本质上ꎬ最好的东

西往往是文质彬彬、素以为绚的ꎮ 既有扎实

的内容和内涵ꎬ又有恰切而美好的外在形式ꎬ
达到表里如一、内外兼修ꎮ 这正符合汉语公

示语及其翻译风格在认识论上的一个理想标

准ꎮ
在对公示语的翻译认知普遍标准化、规

范化的今天ꎬ必须同时重视公示语可能承载

的多元复合功能ꎮ 单一指示性信息的传达ꎬ
也许不能完全概括公示语作为一种综合性语

篇文本的复杂本质ꎮ 既然汉语传统中凸显语

文性风格ꎬ那么无论是在汉英翻译中解读汉

语公示语ꎬ还是在英汉翻译中表达为汉语公

示语ꎬ都不能忽视汉语公示语里“本性使然”
的那种“文采”和“文气”ꎬ使之成为译事上的

一种关怀ꎮ 同时ꎬ在追求素以为绚的前提下ꎬ
要注意以下 ３ 个问题:①文采之事虽有一定

的客观性ꎬ但多为主观领悟ꎬ解读空间与效果

可能因人而异ꎬ不可作过度解读ꎬ不可以过分

渲染ꎻ②虽然汉语公示语有重文的传统ꎬ但翻

译中依然应以原文的文本特色为主ꎬ“把握

好外语信息供给的适切性” [８]ꎬ目标文本的

文质关系应与源语文本的文质关系相一致或

匹配ꎻ③就公示语的汉英互译而言ꎬ“文 －
质”思维应用的领域在汉英翻译上更值得重

视ꎬ因为汉语源文本的文艺性创作手法容易

因译者外语知识和创意语篇技能的薄弱而被

忽略ꎬ导致简化或缺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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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示语翻译文案的市场化要素

公示语的研究ꎬ包括翻译ꎬ不能纸上谈

兵ꎬ关起门来在书案上翻来炒去ꎬ应该多从市

场上学习ꎬ在社会公众的视野中作出价值衡

量和品质评判ꎬ译者必须真正是公示语市场

运作链上的一份子ꎬ而且主要是在前期的制

作、发行、推广中ꎬ而不只是在发行使用后的

舆论空间里评头论足ꎮ 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是

否真正参与了公示语的市场化过程ꎮ
１.公示语翻译的市场化运作链

公示语翻译的市场化进程在主要程序上

有 ３ 个核心环节:①产生公示语需求ꎻ②完成

产品制作ꎻ③投放市场ꎬ接受市场化ꎮ 需求环

节是公示语产生的原因ꎬ可能是因为公共服

务中需要提供指示而产生ꎬ也可能是因为产

品广告的需要ꎬ或是由于文化宣传的需要ꎬ或
是出于经济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多方合作服务

的需求等ꎮ 在此基础上ꎬ受到发起方的委托

或赞助ꎬ公示语制作启动ꎬ由专门的文案制作

团队或个人进行设计、编辑ꎬ做出原始的单语

文案ꎮ 经由译者加工ꎬ完成文字符号转换ꎬ并
与原始文案制作者协商、勘校ꎬ评价公示目的

的达成度ꎮ 这是整个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ꎬ
目的在于将产品主权人的公示意向充分文本

化和符号化ꎮ 接下来ꎬ便是寻找预期读者、用
户进行调研ꎬ掌握公示语环境的动态信息ꎬ也
可利用这种方式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客户市场

培育ꎬ为后期加工提供必要的数据ꎮ 再下一

轮的文案工作就是由译者和其他文案制作者

一起商讨、评价公示语产品质量是否达到了

基本要求ꎬ做好投放市场的准备ꎮ 在投放市

场环节ꎬ好的公示语发布往往不是单次单向

完成的一锤子买卖ꎬ而是有着长期持续效应、
将产生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的市场动作ꎮ 因

此ꎬ将一种作为传播产品的双语公示语发布

出去ꎬ要从多方面进行市场设计ꎬ例如ꎬ在哪

里用(ｃｈａｎｎｅｌ)、以什么形式发布( ｆｏｒｍ)、对
象设定(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等ꎮ 经过一定时期的产品

投放后ꎬ需要对市场反应ꎬ重点是产品的应用

功能效果作出评估ꎬ效果好的进行维护ꎬ不佳

的及时替换、完善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只要是涉

及文字符号在音、形、义上需要调整的ꎬ译者

就不能置身事外ꎬ同样的ꎬ发行方也不能无视

译语的质量跟进ꎬ需要与译者保持沟通和协

作ꎬ直至新产品重新出炉ꎬ再次投放市场ꎮ

图 １　 公示语翻译的市场化运作流程

２.市场化背景下的公示语类型及翻译

关于公示语的类型和概念ꎬ前人谈了不

少ꎬ笔者也做了部分说明ꎬ但多数是从文体性

和语用性的角度出发的ꎮ 当引入市场化的背

景因素后ꎬ公示语的本质属性和表现形式才

更为丰富地呈现在人们面前ꎮ
(１)标准化公示语与特殊化公示语ꎮ 近

年来ꎬ在国内公示语翻译界的推动下ꎬ学术界

联合政府及社会力量一直致力于推出各种标

准ꎬ力争实现公示语、标志语的规范化ꎮ 例

如ꎬ吕和发、单丽平编撰的 «汉英公示语词

典»(２００４)以及王颖、吕和发合编的«公示语

汉英翻译»(２００７)ꎬ对公示语的规范式研究

与使用进行了标准化建设ꎮ 再如ꎬ北京市政

府于 ２００６ 年推出的«北京市公共场所双语标

识英文译法通则»、苏浙沪三地联合制定的

«公共场所英文译写规范»(２００９)、广东省推

出的«公共标志英文译法规范»(２００９)、陕西

省的«公共场所公示语译写规范» (２０１１)以

及武汉市的«武汉市公共场所标识英文译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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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９]等ꎬ以官方形式将一个语言文化问

题变成了社会问题ꎮ 也有学者引入国外公示

语的常规形式ꎬ编写出了«国际标准标志规

范»ꎮ ２０１７ 年«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
的出台ꎬ更是以最高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境内

公示语进行了严格规定ꎮ 尽管追求标准化是

公示语存续的主流ꎬ有利于保障公示语的质

量ꎬ维护国家和社会的文化形象ꎬ减少文化效

益与经济利益的损失ꎬ但不可否认ꎬ标准化的

公示语只占了公示语总量中很小的一部分ꎬ
绝大多数公示语属于个性化和特殊化的语言

产品ꎬ随市场需求而产生ꎬ有着鲜明的时代

性ꎮ 有的公示语随社会生产生活项目的产生

而产生ꎬ也随其终结而离场ꎮ 所以ꎬ一味标准

化的认知不能包含个性化公示语的生存需

求ꎮ
(２)国际性公示语的对译与中国特色公

示语的特殊翻译ꎮ 多数标准化公示语的制定

就是在国际通行的语言形式中确定中国国内

公示语的对外信息符号ꎮ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让国际人士便捷有效地对公示语进行识别ꎬ
从而达到交际畅通的目的ꎮ 如“我的胃口特

别大ꎬ果皮纸屑全吞下”ꎬ使用通行的国际公

示文本来表达就是“Ｎｏ Ｌｉｔｔｅｒｉｎｇ”或者“Ｌｉｔｔｅ￣
ｒｉｎｇ Ｈｅｒｅ”ꎮ 不难看出ꎬ汉语中幽默的文采创

意在英语中不见了踪迹ꎮ 作为一种语言景

观ꎬ公示语除了指示性特征外ꎬ还承载着标志

社会面貌、反映人文状况、展现民众态度性情

等功能ꎮ 如能将其在外语译文中加以存真式

的保留ꎬ必然会更大程度地彰显源语的文本

价值ꎮ
(３) 公示语的功能单一性与功能复合

性ꎮ 实用性强的公示语多数情况下功能单

一ꎬ无论是指示、说明、劝告ꎬ还是命令、呼唤ꎬ
都只服务于具体的目的ꎮ 但是ꎬ有时公示语

又承载着文化传播的功能ꎬ除了示意之用以

外ꎬ还会被当成一个含蕴丰富、形神兼备的作

品ꎬ可能代表了公示语作者(包括个人和集

体)的兴趣爱好、价值追求、沟通方式、学识

素养等ꎬ并通过公示语的形式符号表达出来ꎬ
流传开去ꎮ

(４)翻译的应用之实(务实之译)与翻译

的文采之虚(务虚之译)ꎮ 鉴于以上分析ꎬ公
示语的翻译活动有以实用目的为主的符号转

换类型ꎬ以能公开传递信息和作出示意为本ꎬ
属于务实之译ꎮ 这类公示语以场地提示语和

行动指示语居多ꎬ如“可用电梯”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Ｅｌｅｖａｔｏｒ)、 “ 机动车车道” ( Ｍｏｔ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Ｌａｎｅ)、“送货上门” (Ｄｏｏｒ － ｔｏ － Ｄｏｏｒ Ｄｅｌｉｖ￣
ｅｒｙ)ꎮ 除了实用目的之外ꎬ对附着在语言符

号上的情感、艺感的美学式翻译ꎬ以修辞最佳

为目的ꎬ属于务虚之译ꎮ 如“向上向善ꎬ同学

同行”(某饭店专供同学聚会的饭厅标牌)ꎬ
译文不能仅仅传译出基本意思ꎬ而不顾句子

长度、文本空间和对原文对称格式的照应ꎬ不
妨译作“Ｇｏｉｎｇ Ｕｐ ａｎｄ Ｆｉｎｅ / Ｗｉｔｈ Ｐｅｅｒｓ ｉｎ
Ｌｉｎｅ”ꎮ

公示语在市场上的存在形式非常丰富ꎬ
对翻译的要求也不能一概而论ꎮ 单纯的标准

化、规范化追求ꎬ以及用针对单一群体(如来

华的外国受众)所做的常规市场问卷和访谈

来评价译文质量[１０]ꎬ是无法满足公示语多样

化转换要求的ꎮ 也不能以简单趋同于国外通

行公示语的做法谋求双语公示语在基本应用

功能上的“统一”或“对等”ꎮ 唯一可行的翻译

准则就是从内容与功能出发ꎬ充分兼顾形式上

的风格特色ꎬ使译文成为既有质地ꎬ也有纹

(文)路的融合佳作ꎬ文质彬彬ꎬ表里相宜ꎮ
３.公示语既要“公”也要“工”

在当今科技日益发达、翻译工具得到广

泛应用的背景下ꎬ谈公示语翻译就不得不涉

及机器翻译的问题ꎬ这是公示语市场化中最

常见的现象之一ꎬ也是公示语市场介入相对

容易的一个渠道ꎮ 机器翻译最本质的贡献在

于将公示语“公示”出去ꎬ操作自动化ꎬ超级

简便、速度快、见效也快ꎮ 但也正因为它的自

动化运作方式ꎬ使得文本翻译更多地变成了

词典式的直译、死译ꎬ造成了很多令人啼笑皆

非又无可奈何的案例ꎮ
其实ꎬ机器翻译的毛病不只是电脑和软

件的问题ꎬ人工翻译有时候也与它一样ꎮ 一

旦人工翻译也作机械式处理ꎬ字对字、词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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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行翻译、不顾语序、不顾语义重心、不讲

究文采效果ꎬ也只是做到了类似机器那样的

表层信息处理ꎬ而且多处理为死板的对等式

结构ꎮ 看似译出了内容ꎬ实则为错乱的形式ꎮ
从本质上说ꎬ机器翻译与粗心的人工翻译一

样ꎬ基本都做不到对译文的深加工ꎬ尤其是拙

于情感的需求、艺术的表征、修辞的取舍、意
蕴的收放等细腻的考虑ꎮ

因而ꎬ公示语的翻译除了实现双语化ꎬ达
到“公示”的存在性以外ꎬ无论是机器的翻

译ꎬ还是人工译者ꎬ都需要在语言的“精工”
处理上下大功夫ꎬ而这份功力最应该放在以

下几个方面:①是否符合逻辑ꎻ②前后是否连

贯ꎻ③是否显出应有的文采ꎻ④是否传递了准

确的意思ꎻ⑤是否传达了贴切的风格ꎻ⑥是否

达到了准确的目的ꎮ
４.根据市场要求调整公示语形式

现实中ꎬ实用型的公示语并非一旦文字

成型就可以付诸市场进行使用和推广的ꎬ还
会受到来自真实市场的各方要求的影响ꎬ从
而作出调整ꎮ 这里所谓的市场要求包括对公

示语媒介的要求、载体的要求、场所的要求、
功能的要求、客户的需求、受众的要求等ꎮ

就媒介而言ꎬ公示语的常见载体是平面

媒体ꎬ告示、标牌、招贴、海报、报纸、杂志等是

最基本的信息平台ꎮ 但有时候ꎬ除了这些依

赖视觉效应的媒体以外ꎬ市场还可能需要多

种形式的公示方式ꎬ如将文字加以音频化播

送ꎮ 此时ꎬ公示语的内容可能不变ꎬ但考虑到

文字的语音效果ꎬ就可能需要作特殊的加工ꎮ
例如ꎬ为了听觉上的舒适和易解ꎬ音节多、专
业性强的大词或许需要调整为更为常用的小

词ꎬ繁杂的复合句式可能需要转化为多个简

单句等ꎮ 同时ꎬ文案转语音后ꎬ由于部分人群

可能有听觉先行的接收习惯ꎬ更容易对词语

的搭配效果产生敏锐判断ꎬ这就更需要译者

细心应对ꎮ 试举一例ꎬ“Ｔｈｉｓ ｔｒａｉｎ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ｓ
ａｔ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ｏｗｎ Ｓｏｕｔｈꎬ
ｐｌｅａ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ｔ Ｃｈｕｎｒｏ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是一句地

铁广播语ꎬ也伴随着字幕在提示屏上滚动出

现ꎮ 笔者曾经做过问卷调查ꎬ询问受访者是

否能发现文中问题ꎮ 有 ７３％ 的受访者无法

在一分钟内通过阅读发现问题ꎬ而 ４６％ 的人

在一分钟内察觉到了“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的不

妥当ꎮ 可见ꎬ同一文本在不同感官方式上的

接受效果是不尽相同的ꎮ
此外ꎬ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公示语“Ｐｕｂｌｉｃ

Ｓｉｇｎｓ”之外ꎬ国外还有一种“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ｉｇｎｓ”ꎮ
它实际是一种不完全市场化的公示语变体ꎮ
它不同于公共单位、团体、组织、机构所设的

公开昭示ꎬ而是由个人或私人单位出于个人

利益和私人安全等目的而对外做出的一些示

意标牌ꎬ其私属性强ꎬ更突出私人的利益与财

产ꎬ可理解为“私人告示语”ꎮ 从本质上讲ꎬ
二者的区分在于作者ꎮ 若作者身份为公ꎬ或
自视为公ꎬ又面向公众发布信息ꎬ则为公示

语ꎻ若作者身份为私ꎬ或自视为私者ꎬ且面向

外界发布信息ꎬ则为私人告示语ꎮ 但二者都

以公众为对象ꎬ实际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区别ꎮ
在翻译的处理上ꎬ虽无明显区别ꎬ但表达的细

微处也是可以做细致考究的ꎮ 举例而言ꎬ在
私人住宅前的告示上ꎬ就可以考虑用第一人

称ꎬ以显示私有性ꎬ并且语气应该更加客气婉

转ꎬ达到良好的人际沟通效果ꎮ 如 “ Ｓｔｏｐ!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ｎｌｙ. Ｄｏ ｎｏｔ ｅｎ￣
ｔｅｒ. ”就可以译作:“请君留步! 私家住宅ꎬ请
勿擅入ꎮ”关于私人告示语的翻译ꎬ它的个性

化需求更加明显ꎬ译者与文案制作者(多数

情况下就是私有者)更需要密切合作ꎬ以保

证个性化文案风格的彰显ꎮ
客户是上帝ꎬ这个理念在公示语的市场

化路径中是实实在在的准则ꎮ 译者必须根据

客户的需要ꎬ包括来自原创作者、赞助人、公
示语使用者、公示信息受众等的意见、建议和

指令等ꎬ对译文作出相应的调整ꎬ从而保证公

示语作品的市场利用度ꎮ 例如ꎬ笔者在翻译

某企业的文化精神———“接受已发生的ꎬ改
变能改变的” 时ꎬ给出的译文是 “Ｌ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ꎬ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委托人反馈

提议ꎬ希望译文能更简洁ꎬ更有趣味ꎮ 于是ꎬ
笔者最终提供了两段译文: “Ｌ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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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ｎｇｅｄꎬａｎｄ ｌ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ꎻ “ Ｂｅ
ｗｉｔｈ ｗｈａｔ ｉｔ ｗａｓꎬｂｕｔ ｆｏｒ ｗｈａｔ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ｂｅ”ꎬ均
被客户欣然采纳ꎮ

四、结　 语

对公示语的认识离不开对其文体特色的

辨识和对其语言风格的认知ꎮ 除了公示语的

规定性与非规定性特征ꎬ还要关注公示语的

介质类型以及促成这种介质在市场运作中成

型、推广的诸多要素ꎮ 笔者从汉语的语性特

征出发ꎬ对汉语公示语的文质关系作了分析ꎮ
诸多事实表明ꎬ汉英公示语的互译中不能缺

少对汉语特有的重文性、语文突出性的关注ꎬ
同时ꎬ与英语公示语的指示突出性相区别ꎮ
在市场化的公示语推广运作中ꎬ译者应当主

动成为公示语创制及传播的一份子ꎬ充分了

解市场特点ꎬ把握公示语应用的背景和前提ꎬ
才能更好地抓住公示语的核心价值ꎬ并作有

意义的重构和再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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