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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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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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Ｎ．Ｙａｎｇ）、李政道 （Ｔ．Ｄ．
Ｌｅｅ）、丁肇中 （Ｃ．Ｃ．Ｔｉｎ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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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Ｄｕｍａｓ之名字的翻
译为例．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俩父子都是著名的小说家�法国
人以 Ｄｕｍａｓｐéｒｅ （父亲�1802—1870）�Ｄｕｍａｓｆｉｌｓ
（儿子�1824—1895）加以区分．Ｄｕｍａｓ中 Ｄｕ的发
音�写成汉语拼音�应为 ｄü�可中文没有这个音．注
意到法文二 （Ｄｅｕｘ）的发音与 ｄü相近�而二按中文
里兄弟排行 （伯仲叔季 ）对应‘仲’字�于是Ｄｕｍａ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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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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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ｉｌｉｎｇｕｉｓｔ�会三种语
言的人为 ｔｒｉｌｉｎｇｕｉｓｔ�只会一种语言的是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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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0—18）夜
读�见有人说‘薛定谔’是对Ｓｃｈｒöｄｉｎｇｅ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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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ｕｇｏ（法国作家
ＶｉｃｔｏｒＨｕｇ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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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7—1961）�奥地利物理学家�
因其1926年给出了量子力学的波动方程而于1933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原名全称为 Ｅｒｖｉｎ

Ｓｃｈｒöｄｉｎｇｅｒ（德语 ）．Ｓｃｈｒöｄｉｎｇｅｒ读法为 Ｓｃｈ-ｒö-ｄｉｎｇ-
ｅｒ�其中‘ｇ’并不和其后的‘ｅ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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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öｔｔｉｎｇｅ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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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2—1987）�法国物理学家�
因提出物质波的概念获得192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
奖．原名全称为 ＬｏｕｉｓＶｉｃｔｏｒＰｉｅｒｒｅＲａｙｍｏｎｄｄｕｃｄｅ
Ｂｒｏｇｌｉｅ�一般简写为Ｌｕｉｓ-Ｖｉｃｔｏｒ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或者Ｌｕｉｓ
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从全名看�ｄｕｃ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法文本义为
“Ｂｒｏｇｌｉｅ的大公 ”�是其家族世袭的爵位�到 Ｌｕｉｓｄｅ
Ｂｒｏｇｌｉｅ父亲那一辈还顶着这个爵位．据ＥｍｉｌｉｏＳｅｇｒｅ
所著ＦｒｏｍＸ-ｒａｙｔｏｑｕａｋｅｒ第八章所述�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家
族原居意大利�自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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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ｉｓｄｅＢｒｏ-
ｇｌｉｅ出生时�他家的封地应在法国北部上诺曼底地
区 （Ｈａｕｔｅ-Ｎｏｒｍａｎｄｉｅ）�该地现有Ｃｈâｔｅａｕｄｅｌａｄｕｃｓ
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布罗意大公城堡 ）�是当地的重要景点�
Ｌｕｉｓ就出生在此城堡里．Ｂｒｏｇｌｉｅ�其中的‘ｇｌ’按意大
利语发音为很硬的‘意’�音标为倒写的‘ｙ’．所以�
笔者以为中文‘德布罗意’是对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相当好的
翻译．另外�有些文献中会写成ｐｒｉｎｃｅＬｕｉｓｄｅＢ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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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ｉ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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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ｕｃ（Ｄｕｋ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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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ｉｎｃｅ�ｐｒｉｎ-
ｃｅｓ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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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ｕｉｓ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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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8—1813）�法国数学家�以

其名字命名的物理量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和相关的分析方法

是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其全名为Ｊｏｓｅｐｈ-ＬｕｉｓＬａ-
ｇｒａｎｇｅ．法文Ｌａｇｒａｎｇ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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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1976）�因对创立量子力
学的贡献 （其中包括1927年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 ）
获得193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原名全称为Ｗｅｒｎｅｒ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德语．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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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ｒｇ’和‘ｂｕｒｇ’
中文译法都用 ‘堡’字．德语‘Ｂｅｒｇ’是山的意思�如
曾经的世界科学中心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就是个小山城�中
文译名为海德堡．而著名物理学家 Ｓｔｅｖｅｎ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的姓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本义是‘种葡萄的山坡’的意思�汉
译温伯格意义全失．‘Ｂｕｒｇ’本身就是城堡的意思�
德语的Ｈａｂｓｂｕｒｇ（哈布斯堡王朝 ）�法语的Ｂｏｕｒｇｅｏｉ-
ｓｉｅｐｅｔｉｔｅ（小资�小市民 ）都是这个意思．可见把
‘ｂｅｒｇ’和‘ｂｕｒｇ’译成中文的 ‘堡’字 （中国的山西、
河北等地的发音为ｂ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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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ｏｉｓｓｏｎ�法语‘鱼’）分布�勒让德 （Ｌｅｇｅｎｄ-
ｒｅ�法语 ）函数�伽罗华 （Ｇａｌｏｉｓ）理论�洪德 （Ｈｕｎｄ�德
语‘狗’）定则�诺德 （ＥｍｍｙＮｏｅｔｈｅ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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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ａｌｏｉｓ读成
‘夹落一丝’�把Ｎｏｅｔｈｅ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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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ｄｅ-
ｅｖ译成法捷耶夫�Ｓｔｅｐａｎｏｖ译成斯捷潘诺夫 （和
Ｓｔｅｖｅ�Ｓｔｅｆａｎ�Ｓｔｅｆｅｎｎｉｅ等不同语言中的人名同
源 ）．只要不把Ｌｅ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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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Ｙｕ”�这对应的是俄
语里的单个字母 “Ю ”�发音 “Ｅ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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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ｕｋａｗ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的 Ｈｉｄｅｋｉ（名 ）Ｙｕｋａｗ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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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áｏ）�西文拼
法 Ｐａｒｋ；金�西文拼法 Ｋｉｍ；越南人常见的姓阮�西
文 （法文 ）拼法为Ｔｈａ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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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ｒａｎｋＹａｎｇ�ＳａｍｕｅｌＴｉｎ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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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Ｍｅｎｃｉｕ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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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ｚｘｃａｏ＠ａｐｈｙ．
ｉｐｈｙ．ａｃ．ｃ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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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ｕｋａｗａ的两个汉
字都是训读�故写成 “汤川 ”�Ａｒｉｍａ头一个汉字训读
第二个汉字音读�故其汉字为 “有马 ”�Ｋｙｏｔ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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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