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5讲章

语言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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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群的接触是语言接触前提



1. 不成系统的词汇借用

2. 语言联盟与系统感染

3. 语言替换与底层残留

4. 通用书面语、民族共同语进入方言或民族语的层
次

5. 洋泾浜和混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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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 语言接触的5种类型



1502. 不成系统的词汇借用

一、借词

二、借词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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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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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出处 汉字 拟音/原词 来源语

88AD 后汉书•班彪

传
师，师子也 Š’i/si

88AD 后汉书•班超

传
月氏-供奉珍宝，符
拔师子---

Š’i/si Indo-
Scythians

133AD 后汉书•顺帝

纪
疏勒国献师子
注：似虎，正黄有
髯&，即今之峰牛

Kashgar

547年
-东魏

阳衒之撰《洛
阳伽蓝记》

狮子者，波斯国王
所献也。

Persian

śarɣ East-
Iranian

sisak Tokharian



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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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出处 汉字 拟音/原词 来源语

900? 《负喧杂录》 南唐李后主讳煜，
改鸜鹆为八哥

《尔雅翼》 [口别][口别] babghā 阿拉伯



璧流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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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出处 描述 汉字 原义为青色宝

汉 扬雄《羽猎赋》椎夜光之流离 流离 梵文俗语
velūriya

汉 说文 璧珋，石之有
光者也

璧[珋-桺]

汉 西域传 ***国出璧流离 璧流离

吴 禅国山 璧流离，梵书
言吠与璧音相
近

吠琉璃

毗头黎 梵文雅文
vaidūrya

鞸头利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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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出处 描述 汉字/原词 原语

西汉 史记•大宛列传 得苜蓿、蒲陶
于大宛

蒲陶

史记•西域传 扑桃/朴萄 乌戈山离

史记•大月氏传 [氺仆]达 都城Bactra的对
译

大夏
Bactria 

东汉 汉书 蒲陶

后汉书 蒲萄

北史 蒲桃

Budā+wa 依兰语



祖母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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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玩考 绿柱玉
祖母绿

辍耕录 助木剌

清秘藏 助水（木）绿

翠玉 Emerald

Zumunrud 阿拉伯语



苜蓿、槟榔、没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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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汉书 目宿/木粟/牧[屮宿] *Buksuk 大宛

Bugsug 藏文对译

汉 汉书 仁频，颜师古注：仁
频即宾桹也，频或作
宾

Jambi 爪哇语

Pinang 马来语

唐宋 味药/末药/没药
没药生波斯

murr 阿拉伯语

元史 站赤 jamči 蒙古语

站 jam 蒙古语



1503.泰国汉语VS中国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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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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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街头的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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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中文招贴、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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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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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y bandits（很多土匪）

• 天王盖地虎，宝塔震河妖！你对得上暗号，咱才给
你上菜呀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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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atoes kelp of burning 
flesh（土豆海带燃烧的肉
）

• 正确译法：Braised pork 
with potato and seaw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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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 汉语输出的词语举例

丝

茶

点心

豆腐

微博

微信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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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中国”怎么叫？

——从世界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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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那、脂那、支那

•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和我们发生接触、文化交流最频繁、

文献记载保留最多的国家，莫过于印度。我们现在所知道
的最早的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就是古梵文中的Cīna一词。
整个词在汉译佛经中很常见，音译作“至那”“脂那”或
者“支那”。

• 这些佛经的原文，当然多数是当时或更早时在印度写成的。

大致可以肯定是在公元前4至3世纪。
• 从梵文的Cīna一词，便衍生出今天世界上大多数语言中称

呼中国的专名：波斯文的Chīn，阿拉伯文的Sīn，拉丁文
的Sinae，英文的China，法文的Chine，德文的China，意
大利文的Cina，以及其他等等。日文因为能够借用汉字，
有时就直接使用“支那”这个译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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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至那

古代印度人，又常在Cīna一词前再加上mahā一词，
成为Mahācīna，音译“摩诃至那”，意思是“大
至那”或者“伟大的至那”，其中往往也有表示
对中国尊崇的意思。也有的在Cīna后面加上
sthāna一词，成为Cīnasthāna，佛经与中国史书
里译作“真旦”“振旦”“震旦”或者“摩诃震
旦”，意思是“支那国”或“伟大的支那国”。

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中国访问，梁启超为
他取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汉名“竺震旦”，就取义
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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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婆弗呾罗

• 据另一位也是在唐代去印度求法的中国和

尚义净的记载，当时在印度似乎还有把中国
或中国的首都称作Devaputra的，音译是“
提婆弗呾罗”，意思是“天子”（《大唐西
域求法高僧传》卷上）。但在印度方面，还
没有找到直接的对应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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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итай

• 中国陆上的边界主要在西方与北方，古代西方与

北方的邻国对中国的了解，往往最初通过当时活
动在中国西北边境地区的某些民族或部族或他们
所组织的国家。

• 俄罗斯民族形成的时间比较晚，俄语中称中国为
Китай，读音与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
”的古音十分相近。因此，俄罗斯人最早所说的
中国其实是指契丹，契丹在我国北方曾建立辽朝
，后来，契丹一部分西迁中亚地区，又建立西辽
。契丹一名因而从中亚传到俄罗斯及东欧一带，
于是“契丹”一名扩大而指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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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ghaj、Tomghaj、Tohgaj

中世纪时，拜占庭的历史学家曾把中国称作Taugas，伊斯兰
的文献著作则写作Tamghaj，Tomghaj或Tohgaj。

学者们考证这几个字的来源，也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
这是“唐家子”一词的对音，“唐家子”的“唐”，当然
是中国唐朝的“唐”。

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们的语源应该是公元4至6世纪时在中国北
方建立政权的鲜卑拓跋氏贵族的“拓跋”（构拟古音作
takh’uat）一名。这一名称在8世纪时鄂尔浑的突厥碑铭
中已经出现，后来又见于吐鲁番文书。突厥部落西迁，于
是传播到中亚，进而被阿拉伯伊斯兰作家采用，流传于西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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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汉人、唐人

• 最后，还可以提一下的是“秦人”“汉人

”“唐人”这几种称谓。

• 它们只是指中国人，但和中国这个概念有关
。

• 古代外国人也先后用他们来称中国人，它们
在中国自己的史籍中也很常见，其来源当然
就不用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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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6. 语言的替换和底层保留

一、语言替换

二、语言替换的社会原因

三、自愿替换和被迫替换

四、语言替换的过程

五、语言换用与底层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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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7.通用书面语、共同语进入方言或民族语的层次

一、通用书面语与地方话

二、文白异读与汉语方言中的通用语层次

三、外族书面语的层次

四、共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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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8. 语言接触的常见形式——混合语

一、洋泾浜

二、混合语

三、我国境内的土汉语和混合语

四、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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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9. 近代中国语借字的4种方式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

1.声音的替代
纯译音
音兼义
音加义
音译误作译义
2.新谐声字
3.借译
4.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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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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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五不翻

一、秘密故，“陀罗尼”。

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

三、无此故，“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

四、顺古故，如“阿[耒辱]菩提”，非不可翻，而

摩腾以来，常存梵音。

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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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明确提出翻译标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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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译例言》

译事三难，信、达、雅。

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笔下抒词，自然互
备。

前后引衬，以显其意。

“修辞立其诚”，“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三者乃文章正轨，亦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
尔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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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译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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