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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韵 》系书而言 , 就引了十三家 陆法言 、王

仁煦 、 释弘演 、 麻呆 、孙腼 、 长孙呐言 、 祝尚

丘 、裴务齐 、沙门清彻 、蒋鱿 、郭知玄 、韩知

十 。有些书引用相当集中 , 如平安时期 公元

年一公元 年 日本汉学家营原是善的

《东宫切韵 》就引了 次 , 引用源顺 《楼名类

聚抄 》 次 。因此 , 此书不 只是在语 言研 究方

面 , 在考订校补现存古籍上同样也具有较大的

价值 。

如果可能 , 把佛经音义和注疏材料汇集起

来 , 编成一部像 《故训汇纂 》之类的工具书 ,

必将有助于推进大家的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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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分嗯产苏决经必右飞尸疙》州声、 尹̀、 产荟飞必二,州舀东斌 舟佗卢二咬岁俗吧洲白随产 嘴少日吧产 贻 而知卿分够 闷喇 疙办, 声冶声 、剔 朴锣 ` 唱了 吧必俞吧必不飞尹疮补叹三尸分、吕后 侧 痔场产曰电州曰、罗 身̀侧吧曰、去尹笼场 届叨尸飞声令唱产侣含么 而场 砂云卜吩代吕

观 点 选 萃

中华老字号翻译当首推汉语拼音译法

胡晓妓

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 硕士胡晓妓认为 年天津中华老字号 “狗不理 ” 包子推出了英文品牌名

, 这个英文译名引发了业界关于老字号品牌翻译的热烈讨论— 老字号翻译当用汉语拼音还是纯英文

译名 中华老字号究竟有没有必要像 “狗不理 ” 一样为中文名字取一个洋名呢 天津社科院王来华教授认为 , 狗

不理起洋名应当成为标志 , 即我们的工商企业开始融人到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

才则表示 , 以 与 “狗不理 ” 虽然外在形似 , 但内涵却相去甚远 。天津科协办公室副主任赵洪韵认为 ,

百年老字号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 , 往往需要一个洋名字 , 但没有必要另起一个 , 最好的办法是以汉语拼音将老字

号拼一下即可 。

中华老字号历史悠久 , 具有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 这些老品牌在全球化的今天要想焕发

生机 , 打开海外市场 , 就必须在保持特色的同时进行一定程度的革新 , 赋予老字号英译名就是一个有益尝试 。天津

老字号英译名当前处于一种不规范的局面 , 巫需进行规范 。采用汉语拼音翻译老字号是合理的思路 , 因此建议相关

部门和老字号企业对这些中华老字号的英译名翻译给出一个相对统一的模式 , 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

促进老字号的更大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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