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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学视角下茶名英译的规范化研究 

王建辉，蔡　银

（湖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２８）

［摘　要］茶名英译的规范化对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发展与国际间的相互交流起着重要作用。茶名英译规范化工作的主要目
的在于实现茶名译名的统一。通过分析影响茶名英译的因素———茶名命名方式、术语英译原则、译名的接受情况，以期加快

茶名译名的统一和规范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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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际交流日渐增多、国际贸易日益频繁，
茶在中外建交、国际贸易以及茶文化输出方面都起

着重要作用。我国茶产业面临着“种植面积第一、

产量第二、出口第三、创汇第四”的尴尬局面和“有

名茶而无名牌”［１］的原因与茶名英译不统一现象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　茶名英译规范化的重要性

术语可以被定义为社会生活中专门领域内表

示概念或关系的用语，指用以表达专业领域关键思

想或知识的核心词语。术语不同于普通词汇的最

典型的特征是词义的单义性，为避免因歧义而产生

误解，一个术语只能指称一个概念或事物，同一概

念或事物也只能由一个术语来表达，且一个概念或

事物的语言名称（术语）一旦确定则不宜变更。

茶学术语是指茶文化学框架下反映茶学内涵

的专业术语，［２］是科技术语的一个组成部分。茶名

是为了明确茶学学科内各不同种类的茶而创制和

使用的具有辨别性的专有名词。例如，铁观音，汉

族传统名茶，属于清茶类，相传由于其乌润结实，沉

重似铁，味香形美，犹如“观音”，而被乾隆赐名。［３］

又如，普洱茶，又名滇青茶，因原运销集散地在普洱

县，故名普洱茶。［４］

茶名作为茶学术语的一部分，相当于该学科的

“脸面”，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大都从事物的名称入

手，对于茶学这一学科来说也不例外。专门从事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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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贸易的企业家或者其他爱好品茶的西方人士对

茶叶的了解最先都始于对茶名的感知度。如此，茶

名英译及译名规范化在茶知识和文化的传播、茶学

科建设、茶叶贸易发展等各方面的重要性便不言而

喻。同时，为保证知识、科技亦或是文化的正确传

播，指称特定概念或事物的术语必须全面而确切地

再现所指称的概念或事物的本质特征。除此之外，

简明扼要、便于识记也是术语的特征之一，术语的

这一特征是其能广泛传播并得以推广的主要原因。

一个译名只有能准确传递原文的意思，才是好

译名。［５］因此，如果茶名译名不准确或者同一物品

出现两个不同的英译名，会造成译名所指不明而造

成误解或文化内涵的流失。例如，雀舌茶，形状小

巧似雀舌而得名，［６］取“ＳｐａｒｒｏｗＴｏｎｇｕｅ”［７］为其译
名，让人很难将茶叶与 “麻雀舌头”联想到一起。

再如，南京雨花茶，是一种绿茶，主要产自南京中山

陵及雨花台一代，而被命名为“雨花茶”，［８］其名称

与“雨”“花”并无关系，译成“ｒａｉｎ－ｆｌｏｗｅｒｔｅａ”［９］很
显然不恰当。

然而，如上述实例所示，茶叶译名问题存在见

仁见智的现象，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的译名，茶叶

译名混乱的局面一直存在。茶名英译不规范现象

抑制着茶知识的传播、茶学学科的发展、茶产业的

推广及茶文化的输出，茶叶译名的统一工作也因此

而变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二　茶名英译现状及译名规范化应考虑的
因素

　　（一）茶名英译现状
笔者阅读了有关茶叶的文献资料并走访了湖

南和深圳多个大型茶叶市场，对茶名本身及茶名的

英译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对考察的结果做了如

下总结：

１．茶叶命名方式多种多样。中国茶叶种类丰
富，每个品种下还包含多个品系，如六大茶类绿茶、

乌龙茶、红茶、黑茶、黄茶和白茶，而绿茶类又包含

洞庭碧螺春、信阳毛尖、云雾毛尖、黄山毛峰等近百

种品系。除茶类丰富外，茶名命名方式也多种

多样。

（１）以“产地 ＋产地”形式命名的茶有西湖龙
井茶、云南普洱茶、福建水仙、龙岩斜背茶、碣滩

茶等；

（２）以“产地 ＋茶叶形状”形式命名的有六安
瓜片、君山银针、黄山毛峰、信阳毛尖、浙江珍眉、宁

强雀舌、绍兴珠茶、无锡毫茶等；

（３）以“产地＋茶色”形式命名的有井冈翠绿、
祁门红茶、安化黑茶、蒙顶甘露等、平阳黄汤、滇红、

婺绿；

（４）以“产地 ＋茶色 ＋茶形（及采摘时间）”形
式命名的有洞庭碧螺春、安溪铁观音、蒙顶黄牙、白

毫银针、顾渚紫笋、峨眉竹叶青等；

（５）以“产地 ＋环境”的形式命名的有庐山云
雾、武夷岩茶、龟山岩绿等；

（６）以“产地 ＋动／植物”的形式命名的有太平
猴魁、永春佛手、安化松针；

（７）以“采摘时间”的形式命名的有明前茶、明
后茶、雨前茶、雨后茶等；

（８）以“茶树品种”形式命名的有大红袍、肉
桂等。

２．音译法在茶名英译中占主导地位。在茶名英
译问题上，不少学者发表过看法，综观各类文献资

料，大多数学者在茶名英译的方法上倡导音译。如

“西湖龙井”的英译，有人将其直译为“ＤｒａｇｏｎＷｅｌｌ
Ｔｅａ”或者“ＷｅｓｔＬａｋｅＤｒａｇｏｎＷｅｌｌＴｅａ”，而有学者则
认为“ＤｒａｇｏｎＷｅｌｌ”曲解了“龙井”的含义，若无法准
确用目的语传达该茶名及其典故中的文化内涵，不

如采用音译法保留读音加 Ｔｅａ、避免误译；［１０］又如
“大红袍”茶有人将其直译为“ＢｉｇＲｅｄＲｏｂｅ”，而有
人则认为在西方Ｒｅｄ具有贬义不宜采用，建议音译
为“ＤａｈｏｎｇｐａｏＴｅａ”更为准确，［１１］再如“洞庭碧螺春”
的英译，有人认为应根据茶的特征将其直译为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ＶｉｒｉｄＳｐｉｒａｌＴｅａ或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ＧｒｅｅｎＳｐｉｒａｌ
Ｔｅａ，［１２］对于这个译名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该译
名太长不符合事物名称特点、不易为西方读者接受

并建议改译为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ＢｉｌｕｏｃｈｕｎＴｅａ。［１３］正因为大
家在茶名英译的方法方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

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同一茶名便出现了不同译

名，即同名异译现象。同名异译（或一名多译），指同

一个术语名词有多个译名，因译者对术语的理解不

同，导致术语翻译不一致的现象。［１４］

３．茶名译名采用不一致。茶名译名采用不一
致直观地体现在茶产品和茶著作两方面及两个层

面上。宏观层面上，同一茶品种产品包装上的英文

名称与茶著作使用的英文名不一致；微观层面上，

不同生产商生产的同一茶品种茶名采用不一致，同

时同一著作内同一茶品种出现两个英文名。如

“ＪｕｎｓｈａｎＹｉｎｚｈｅｎｇ”与“ＪｕｎｓｈａｎＳｉｌｖｅｒＮｅｅｄｌｅ”出现
在同一书中，“ＴｉｅｇｕａｎｙｉｎＴｅａ”与“ＴｅａＢｕｄｄｈａ”出现
在不同产品包装上。

从以上现象来看，茶名英译并非易事，茶名英

译与译名使用也并没有达到术语“简练、一致、明

确”三个基本要求，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一种思

想或概念术语的不同翻译势必影响接受者的思维

方式，甚至会使得该思想、概念沿着不同的方向发

展。［１５］茶名英译这一不规范现象必然会使茶名涵

义的准确传达出现偏差，造成理解上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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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茶名英译规范化应考虑的影响因素

作为国际茶业贸易的实体、中西沟通交流的特色

桥梁和中国茶文化的载体，茶理应发挥其自身特色为

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但茶名英译

的统一和规范化工作一直未取得重大进展。处理茶

名英译问题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茶名英译应考虑术语英译的要求和原

则。术语翻译和术语标准化是术语学研究的重要

内容，前者应用术语学的理论指导翻译，后者旨在

消除术语混乱现象以促进知识传播和学科发展。

知识的跨文化成功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术语的

正确翻译，因而术语学和翻译学之间存在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以术语学理论为指导，准确把握术语的

本质和特性能使术语的翻译更省时、更精准，同时

也可为术语的规范化工作奠定牢固的基础。作为

茶学术语的一部分，茶名英译时应力争做到科学性

与创新性相统一、简洁与准确相统一，坚持“一名一

译”。准确、规范、单义的茶名译名更能促进茶学科

的发展和茶产业的繁荣及茶文化的传播，一名一译

能避免接受者理解上出现偏差。

其次，茶名英译时也应考虑文化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由于中西方茶文化不对等，英译茶名时中

西无一致概念，译名无法相互对照，以致无法准确、

清楚、简洁的译出令人满意的译名；另一方面，文化

不对等因素亦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在英译茶名时

是该采取归化策略迎合西方人的言语表达方式还

是应采取异化策略更加凸显茶的东方特色，这也是

建立茶叶译名规范标准应着重考虑的问题。

最后，茶叶译名的规范化工作还应考虑接受者

对译名的接受情况。接受者是对术语译名进行选

择的主体，一个译名只有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才会

有实用价值。［１６］有些茶名译名虽不准确，但这些译

名经过长期使用已被大众所接受，在进行茶名译名

规范时，需酌情保留早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译

名。而另外一些不准确而又未大众化的译名则需

尽早规范其准确译名以便推广。

综而观之，做好茶名英译工作既要牢记茶名单

义性、稳定性、准确性、简明性及系统性等特征，又

要考虑茶名所代表的文化底蕴，保证译名能够准确

再现我国的文化传统，还要考虑译名的接受问题，

译名须尽可能符合译语的语言规范，保证目标读者

能够准确理解术语的正确涵义。［１７］

　　三　茶名英译规范化的方法和策略

茶名英译规范化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规

范茶名译名时我们不仅需要考虑茶名自身的命名

特点，还需考虑其他各种影响因素并采取有效的方

法和策略。

（一）根据茶名的命名特征，灵活选用不同的翻

译方法

如，以“产地＋产地”形式命名的茶名可采取音
译法，云南普洱茶译为“ＹｕｎｎａｎＰｕ＇ｅｒＴｅａ”，福建水
仙茶则译为“ＦｕｊｉａｎＳｈｕｉｘｉａｎＴｅａ”；以其他方式命名
的茶名均可采取直译或意译的方式，如六安瓜片因

其形似瓜子叶呈片状而得名，因此译为“Ｌｕ’ａｎ
Ｍｅｌｏｎ－ｓｅｅｄ－ｓｈａｐｅｄＴｅａ”比“Ｌｕ’ａｎＭｅｌｏｎＳｅｅｄ
Ｔｅａ”要更为合适，君山银针译为“ＪｕｎｓｈａｎＳｉｌｖｅｒ
Ｎｅｅｄｌｅ－ｓｈａｐｅｄＴｅａ”比“ＪｕｎｓｈａｎＳｉｌｖｅｒＮｅｅｄｌｅＴｅａ”
更为恰当。除此之外，巧妙借助汉语拼音英译茶名

不失为一种创新手法，“乌龙茶”的译名“Ｏｏｌｏｎｇ”源
自汉语拼音借用，“乌龙”来自厦门方言“ｏōｌｉóｎｇ”，
通过借用汉语拼音并巧妙的将其西化，既具新意又

具创意，“Ｏｏｌｏｎｇ”的译法已得到广泛的认可，也更
容易被西方人接受。

（二）准确了解茶名的内涵，合理采用“归化”

策略

准确了解茶名的内涵和背景一方面可以在翻

译时避免主观臆想、望文生义而造成误译，另一方

面能更好的帮助译者抉择将译名“归化”处理还是

“异化”处理。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了解是

文化得以推广和传播的主要途径，单方面迎合对方

的文化而规避西方国家所谓的“禁忌”并不见得能

使中国茶走得更远。以“西湖龙井”为例，该茶是以

“产地＋产地”的形式命名，但由于龙井背后有特殊
的典故不宜采取音译的方法。“龙井”原指中国杭

州翁家山龙井村圆形泉池，该池位于西湖之西翁家

山的西北麓，因大旱不涸，古人认为此泉与海相通，

其中有龙，故称龙井。龙在中国历史上颇具传奇色

彩，是皇室的象征，有出类拔萃、不同凡俗的含义。

若将“龙井”直接音译为“Ｌｏｎｇｊｉｎｇ”就失去了“龙
井”原本所具有的神秘之感，反而将其译为“Ｄｒａｇｏｎ
Ｗｅｌｌ”会更加具有内涵和吸引力。因此笔者认为
“西湖龙井”译为“ＷｅｓｔＬａｋｅＤｒａｇｏｎＷｅｌｌＴｅａ”更为
恰当。再如明前茶与明后茶、雨前茶与雨后茶的英

译，“明”和“雨”分别指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与

“谷雨”———中国独有的用来记录时节和气候的方

式，极具中国文化特色。关于雨前茶和雨后茶的英

译，《外交部中国文化系列———饮食》的英译本中是

如此翻译的：“Ｔｅａｌｅａｖｅ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Ｑｉｎｇｍｉｎｇ
ｂｕｔｂｅｆｏｒｅＧｕｙｕａｒｅｃａｌｌｅｄ“ｐｒｅ－ｒａｉｎｔｅａ，”ａｎｄ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ｔｅａｐｉｃｋ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ａｔａｒｅｃａｌｌｅｄ“ｐｏｓｔ－ｒａｉｎ
ｔｅａ．”。［１８］“ｐｒｅ－ｒａｉｎｔｅａ”与“ｐｏｓｔ－ｒａｉｎｔｅａ”中的
“ｒａｉｎ”并不单指“谷雨”，根本无法准确表达原名的
含义，译为“Ｐｒｅ－ＧｕｙｕＴｅａ”和“Ｐｏｓｔ－ＧｕｙｕＴｅａ”更
直截了当，“Ｐｒｅ－ＱｉｎｇｍｉｎｇＴｅａ”和“Ｐｏｓｔ－Ｑｉｎｇ
ｍｉｎｇＴｅａ”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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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适当保留“约定俗成”的茶名译名

荀子在《正名篇》中曾说“名无故宜，约之以

命，约定俗成谓之宜，易于约则谓之不宜。名固无

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茶名译名正名

亦是如此，需遵守“约定俗成”的原则。如“铁观

音”的英译有十余种，但 ＩｒｏｎＧｏｄｄｅｓｓ、ＩｒｏｎＢｕｄｄｈａ、
ＴｅａｏｆｔｈｅＩｒｏｎ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等这一类的译名在使用
中已被逐步淘汰，目前人们更习惯直接用“Ｔｉｅｇｕａ
ｎｙｉｎＴｅａ”来作为“铁观音”的译名。“东方美人”产
自台湾，原称“白毫乌龙茶”，是一种半发酵的青茶，

曾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赐名“东方美人”，尔后“Ｏ
ｒｉｅｎｔａｌＢｅａｕｔｙ”就成了该茶的专用译名，若再争论是
否应该在“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Ｂｅａｕｔｙ”后加“Ｔｅａ”就毫无意义
了。因此，已被广泛接受的译名不宜轻易变动，否

则会增加译名的正名工作的难度。

（四）发挥权威机构的作用，重视茶叶译名的定

名和审定工作

解决术语混乱状况的最终方法是由权威机构

提出建议性的规则，让译者在翻译时参照规则解

决新术语翻译的问题。［１９］只有权威机构建立统一

的翻译标准、对术语译名的质量进行审定、并对核

定的译名进行推广，译名的混乱状况才能得到真正

改善。针对茶名英译不规范现象，专业术语审定委

员会首先必须在茶名英译方面制定相应的翻译标

准或译名评判标准，然后再采取有效的定名方式。

如，对现有译名进行评判和审定，对不准确的译名

应予以更正或向社会征名。确定茶名译名后，专业

术语审定委员会还需及时公布正确的译名并予以

推广和宣传，尽早使准确的译名进入社会生活中。

（五）依靠社会各界的力量加快茶名译名的规

范化进程

茶名译名的规范化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相互协

助。茶学科专业人士是茶名译名定名的最重要的

因素，应准确提供茶名的命名背景、命名方式及茶

名内涵；译者是确定茶名译名的主要力量，应加强

个人在特定领域的专业素养，将翻译理论知识与实

际应用相结合，力争在术语译名的统一和规范化方

面做到“准确、单一、规范”；社会各界的其他力量

（如爱茶人士、商界、媒体等）是茶名得以推广和宣

传的主要途径，应及时宣传和采用专业术语审定委

员会审定的译名。

茶名译名应是一个数量有限、逻辑统一、界定

清晰且所指明确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或是一个

有机的整体。规范化的茶名译名有利于知识查找

和共享；有利于完善学科或领域的建设，提升其竞

争力；有利于产品的对外推广和销售，甚至提高企

业或国家的经济地位。翻译工作者、术语委员会、

茶叶贸易相关方及茶叶爱好者应齐心协力，根据茶

叶名称本身的内涵，结合翻译的相关方法和策略，

致力于茶名译名的规范和统一，为中国茶树立品牌

形象，为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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