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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咬文嚼字

物理学咬文嚼字之七

那些物理学家的姓名

曹 则 贤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311121）

———子曰：“必也正乎名& ”

- - 物理学中同概念一样需要细加关注的还有物理

学家的名字，毕竟物理学是和物理学家相联系的& 可

惜的是，除了杨振宁（4& 5& 6*,7）、李政道（ 8& 9&
:;;）、丁肇中（4& 4& 8),7）等少数几个中文名字外，

其他响亮的名字都来自别的国家，于是在中文语境

下的物理学（实际上，别的学科也一样）就不免遇到

人名翻译的问题& 如何将物理学文献涉及的重要人

名忠实优雅地翻译成中文名，便成了问题& 我个人的

观点是不译（ 省心呀！），但依然有如何尽可能忠实

地把人名的音发对的问题& 后一点，在我国物理学界

同世界物理大家庭交流不断加强的今天，显得尤为

重要&
上世纪早期西风渐进，我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如

傅雷、林纾等为我们遗留下许多经典的美妙翻译案

例& 现举对法国小说家 <(;=*,>?; 9’@*A 之名字的翻

译为例& <(;=*,>?; 俩父子都是著名的小说家，法国

人以 9’@*A #B?;（ 父亲，3210—32/1），9’@*A C)(A
（儿子，320D—32EF）加以区分& 9’@*A 中 9’ 的发

音，写成汉语拼音，应为 >G，可中文没有这个音& 注

意到法文二（9;’=）的发音与 >G 相近，而二按中文

里兄弟排行（伯仲叔季）对应‘仲’字，于是 9’@*A 被

翻译成仲马& 这里采用的是半转译半音译的做法& 另

一个有名的例子是 4*@H?)>7; 被翻译成剑桥& 这样

的翻译如何就是好，怕是没有确切的标准来支持；但

是，翻译者的用心良苦以及译文的美感却是跃然纸

上的&
而今的天下处于英语霸权的时代& 联合国里有

个笑话，说会两种语言的人为 H)(),7’)A"，会三种语

言的人为 "?)(),7’)A"，只会一种语言的是 <@;?)+*,&
这种以一门美国化的英语来对付所有文化对象的现

象在中国恐怕也是有的& 昨日（011/ I 31 I 32）夜

读，见有人说‘薛定谔’是对 J+!?K>),7;? 这个名字很

差的翻译，中文读起来也拗口，正确的翻译应是‘ 许

丁格’，不禁骇然& 联想起有人将 L’7M（ 法国作家

N)+"M? L’7M 的中译姓为大家所熟知的雨果）念成

‘胡狗’，觉得有必要就著名学者的名字翻译罗嗦几

句&
在稍早些的文献中，我们的前辈学者对人名的

翻译，音也罢，意也罢，都是非常严谨的，是经得起推

敲的& 至少，他们知道不是所有西文写出来的都是英

语& 现举几例&
其一、薛定谔（322/—3EO3），奥地利物理学家，

因其 3E0O 年给出了量子力学的波动方程而于 3E..
年 获 得 诺 贝 尔 物 理 学 奖& 原 名 全 称 为 P?Q),
J+!?K>),7;?（德语）& J+!?K>),7;? 读法为 J+!R?KR>),7R
;?，其中‘7’并不和其后的‘;?’连读，薛定谔是非常

贴近其德语发音的中文译法& 类似的词有德国城市

名 SK""),7;,（发音近似‘ 哥廷恩’），汉译‘ 哥廷根’

就是一个错误翻译&
其二、德布罗意（32E0—3E2/），法国物理学家，

因提出物质波的概念获得 3E0E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

奖& 原名全称为 :M’)A N)+"M? T);??; U*V@M,> >’+ >;
W?M7();，一般简写为 :’)ARN)+"M? >; W?M7();，或者 :’)A
>; W?M7(); & 从全名看，>’+ >; W?M7();，法文本义为

“W?M7(); 的大公”，是其家族世袭的爵位，到 :’)A >;
W?M7(); 父亲那一辈还顶着这个爵位& 据 P@)()M J;7?;
所著 X?M@ YR?*V "M Z’*[;? 第八章所述，>; W?M7(); 家

族原居意大利，自 32 世纪后，在法国历史上地位显

赫，出过元帅、大臣、大使之类的大人物& :’)A >; W?MR
7(); 出生时，他家的封地应在法国北部上诺曼底地

区（L*’";R5M?@*,>);），该地现有 4!\";*’ >; (* >’+A
>; W?M7();（布罗意大公城堡），是当地的重要景点，

:’)A 就出生在此城堡里& W?M7();，其中的‘7(’按意大

利语发音为很硬的‘ 意’，音标为倒写的‘ V’& 所以，

笔者以为中文‘德布罗意’是对 >; W?M7(); 相当好的

翻译& 另外，有些文献中会写成 #?),+; :’)A >; W?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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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强调其是大公儿子的贵族身份- 但笔者以为随

便译成德布罗意王子的做法似乎不妥- 欧洲的所谓

6.2（7.85）和中国的公爵是无法对等的- 有些所谓

的大公国，其面积基本上是中国原先一个生产大队

的面积，其城堡也就是日本侵华期间在华北占领区

修建的那种炮楼- 他们的儿子女儿就是 *90325，*903:
25;;，但中文不分青红皂白地就翻译成王子、公主，

以至于《格林童话》中译本给人的印象是莱茵河畔

发生的尽是王子与公主的爱情- 其实，那里的王子、

公主实际上未必有今天中国乡长之儿女的派头-
<.0; 65 =9>4/05 本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征入伍参

战，可资见证-
其三、拉格朗日（’#"&—’&’"），法国数学家，以

其名字命名的物理量 <149134013 和相关的分析方法

是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 其全名为 ?>;5*(:<.0; <1:
491345- 法文 <1491345 的发音近似为‘ 拉格昂热’，

‘拉格朗日’应算是不错的翻译- 不过，中文物理和

数学文献中仍时常能见到‘拉格朗奇’的写法，算是

‘用英文解读一切’的一个例子-
其四、海森堡（’@%’—’@#A），因对创立量子力

学的贡献（其中包括 ’@$# 年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

获得 ’@"$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原名全称为 B59359
C50;53D594，德语- C50;53D594，汉译海森堡，我以为

较妥，但有所谓的出版标准译法规定必须写成‘ 海

森伯’，笔者很难接受- 一般地，对‘D594’和‘D.94’

中文译法都用‘堡’字- 德语‘=594’是山的意思，如

曾经的世界科学中心 C5065/D594 就是个小山城，中

文译名为海德堡- 而著名物理学家 E)5F53 B503D594
的姓 B503D594，本义是‘ 种葡萄的山坡’的意思，汉

译温伯格意义全失-‘=.94’本身就是城堡的意思，

德语的 C1D;D.94（哈布斯堡王朝），法语的 =>.945>0:
;05 *5)0)5（ 小 资，小 市 民）都 是 这 个 意 思- 可 见 把

‘D594’和‘D.94’译成中文的‘ 堡’字（ 中国的山西、

河北等地的发音为 DG）较好-
上述的例子所涉及的人名皆为德语或法语人

名，因为英语和它们的亲缘关系，所以就算用‘ 用英

文解读一切’的心态来翻译、发音应该不会太离谱-
像泊松（H>0;;>3，法语‘鱼’）分布，勒让德（<54536:
95，法语）函数，伽罗华（I1/>0;）理论，洪德（C.36，德

语‘狗’）定则，诺德（JKKL M>5)(59）定理等短语中

的人名，都是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法语、德语的发音特

点的翻译- 只要不是坚持用英语发音把 I1/>0; 读成

‘夹落一丝’，把 M>5)(59 读成‘诺色’，就不会在交流

和传播上造成困难-

易于造成偏离较远、甚至面目全非翻译（ 假如

仅依赖英文文献的话）之人名来自同英语相差较远

的其他语言，如俄语、阿拉伯语、印度语以及中国附

近的汉藏语系的语言等- 俄语人名在科学文献中出

现较多，但俄语同日耳曼语系和拉丁语系的语言较

近，只是西里尔字母的另类外形使得其显得疏远点

而已- 遇到写成英文字母的俄文名称翻译，应照顾到

俄文的发音特点或参照直接的俄文翻译，如将 N165:
5F 译 成 法 捷 耶 夫，E)5*13>F 译 成 斯 捷 潘 诺 夫（ 和

E)5F5，E)5O13，E)5O53305 等 不 同 语 言 中 的 人 名 同

源）- 只要不把 <5F（列夫，朗道的名）译成“莱芜”就

行- 让未学过俄语的朋友困惑的是俄国人英文姓名

之名的简写经常出现双字母的“P.”，这对应的是俄

语里的单个字母“!”，发音“J.”，为俄语男子名尤

里、尤金的第一个字母- 更麻烦的是来自中国周边国

家的人名- 日、韩、越南等中国周边国家，由于受中华

文化浸淫日久，其姓名一般有对应的汉字写法- 如果

我们把他们姓名的西文拼写硬音译过来，就会造成

混乱，甚至闹出笑话- 日本的科学技术较发达，对近

代物理的进展有较大的贡献，日本人名在西文科学

文献中常见，且是按照其读音的罗马拼音给出的，而

在日文文献中则用日文汉字写出- 像给出强相互作

用的 P.81,1 *>)53)01/ 的 C06580（ 名）P.81,1（ 姓），

他的姓名的日文汉字是“汤川秀树”，如按读音音译

成中文汉字，无论如何不太妥当- 遇到这种情况，最

好就是找出他的日文姓名的汉字写法- 如果找不到，

千万保留其姓名的罗马字拼音，不要音译成中文汉

字- 而朝鲜人常见的姓名如朴（发音 *0Q>），西文拼

法 H198；金，西文拼法 R0K；越南人常见的姓阮，西

文（法文）拼法为 S(13，我个人以为实际上可能是按

中国方言的发音来拼写的，大家不妨也了解一点-
实际上，翻译学术文献中人名的最大陷阱怕是

来自 中 文 本 身- 倘 若 在 物 理 学 英 文 文 献 中 遇 到

N9138 P134，E1K.5/ S034 之类的可能与华人有关的

名字，最好的办法是多找些旁证的材料来确认他们

到底是谁- 千万别将之随便翻译成弗兰克·杨或萨

谬尔·丁什么的，他们就是杨振宁和丁肇中- 几年

前，国内某著名文化学者有把孔孟两位老夫子的拉

丁文译名 R>3O.20.;（T>3O.20.;）、U5320.; 音译回中

文的笑话，无它，不认真而已-
把物理学家们的姓名正确地翻译成中文，尽可

能忠于其本来的发音说出来，也算是对物理学以及

那些物理学家们的一点尊重吧- 此外，在面对面交流

时，这样做会无形中拉近交谈者之间的距离- 设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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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人头涌动的国际会议上，一个外国同行用你母

语的标准发音喊出您的名字，那该是多么亲切的感

觉& 当然，如今越来越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入了物

理学领域，而我们的外文知识却非常有限& 这种时

候，保持一点不用英文发音呼叫一切的警惕，稍作一

些背景调查或向当事人请教一下，总是可以做到的&

题外话

我儿子出生在德国一个飘雪的早晨& 在把他们

母子都安顿好以后，我疲惫地坐在产房外的走廊里，

努力想回过神来& 这时，一个高大的白人（ 后来知道

是英国人）向我走过来，老远就来了一句：‘嘿，生了

吗？’标准的京腔京韵啊，好不亲切！

另：上述文中出现的许多优雅译名，其始作者谁

我却不知& 有识者，盼见告（ 发送至 45+*67 *#!8&
)#!8& *+& +,），我这里先谢了&

又：本文审稿人刘寄星老师指出了稿件中一些

不恰当的地方& 关于日文名字翻译问题，他特撰写一

小节的说明，我觉得直接附上最佳& 原文是：“ 这是

因为日文名字的困难之处在于日文汉字有音读和训

读两种读法，一般人难以区分& 如 9’:*%* 的两个汉

字都是训读，故写成“汤川”，;<)=* 头一个汉字训读

第二个汉字音读，故其汉字为“ 有马”，>86"6 两个汉

字都音读，故其汉字为“ 京都”& 日本人极为忌讳把

他们的姓名用其他汉字写出，而按罗马拼音音译，一

定会写成其他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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