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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理科学文献是科技类文本的一种,具有语篇结构紧凑,逻辑思维缜密的特点。对于物理科学文

献的英译汉要遵循一定的客观事实。本文从分析物理科学文献的文本特点开始,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提出

物理科学文献英译汉的重要性。作者选取原型-模型理论为指导理论,列举了矢量和标量模型、场模型

和牛顿运动定律模型,通过分析相关的英译汉案例,对物理科学文献的翻译策略进行讨论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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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作为一门已经发展了数百年的

自然科学,已经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诸多

变革。物理科学的翻译起到促进各国家科

学技术发展交流的作用。物理科学文献的

翻译也经历了悠久历史,结合当代研究现

状,结合原型模型理论,本文探究了物理

科学文献的翻译策略,相信可以为类似文

献的英译汉提供一定的参考。 

1 物理科学文献的特点 

由于大部分重要的物理成就都出自

西方物理学界,这些成就也是由诸多西方

物理学家协助发展起来的,如著名的物理

学家伽利略、普朗克、爱因斯坦等等。在

最开始,大量的物理概念和定律也都是由

英文阐述出来,为大众所知的。为了更准

确的翻译源语言是英语的物理科学文献,

我们必须对其特点做一定的了解。首先,

研究者发现自然规律后,会在此基础上建

立物理模型,进而总结出一般的物理规律,

因此物理科学文献会体现出极强的客观

性和准确性。第二点,和其他科技类文本

类似,在物理科学文献中,会出现大量结

构复杂的长句和复合句,从句中包含从句

的现象也是层出不穷。第三点,在物理科

学文献中,会出现很多仅在物理学领域使

用的专业术语。除了物理学领域的专业性

术语之外,还会出现一些意义灵活多变的

半专业性术语,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

些词汇在物理文献中就不能那么翻译,比

如说“force”一词,生活中通常被理解成

力量或者军队,而物理学中就是指施加在

某一点上的作用力。这三个方面已经表明

了我们在进行物理科学文献英译汉时会

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 

对于学习物理专业的学生或是物理

研究人员来说,他们需要大量的物理知识

来源,对物理文献的翻译可以减轻他们阅

读并提取重点的负担,最终也可以帮助引

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成果,加快国内科学发

展,同时也促进国际性的学术交流。 

2 物理科学翻译历程回顾 

物理科学文献的翻译实质上属于科

技类文本翻译,文章具有极强的说明性和,

通过准确的内容传递和语言表达实现科

技交流的目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很多优秀的英文物理文献被翻译成中文,

有的文章被用作教科书,有的被用作科普

文章。随着双语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在未

来,科技将成为诸多领域的主导因素,自

然科学文献的翻译显得更加重要。 

物理科学名词的翻译历经了三个主

要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明末清初至19世纪

中叶,来华传教士承担着物理学文献的翻

译工作,这个阶段的物理学名词翻译情况

较为混乱,缺乏系统性；第二阶段为19世

纪中叶到20世纪初,鸦片战争后,中国的

一部分人认识到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

重要性,开始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的物理学

书籍；第三阶段即20世纪初至今,我国的

物理学家开始走向物理学界的前端,国内

逐渐形成了物理学名词定名的规范,对物

理学名词的理解也不断深化。(许世军,任

小玲,朱中华,2015：345-350)。 

阅读物理学文献时遇到的难题其实

也可以进行分层次阐述,在能否把握文章

的逻辑关系之前,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

专业性词汇的理解。准确理解专业性词汇

并作出恰当的翻译是理解长难句的基础,

本来晦涩难懂的一句话在搞懂其中的专

业词汇后,可就会有柳暗花明的效果。王

松兰(2018)在其研究中指出,在遇到生僻

的物理词汇时,要结合单词的词根和词缀

来猜测单词的真实意义,在结合具体语境

的基础下分析单词的真实意义。 

3 原型模型理论 

提到“原型”和“模型”的概念,大

多数人想到的可能不是翻译领域,而是数

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方面。比如说数学建

模,就是以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基础,建

立数学模型,搞懂数学模型之后再反过来

运用到实际问题中去。物理实验也是如此,

都是取自生活中的事物与现象,加以总结

和建模,以方便研究的进行。那么首先就

来了解一下何为原型模型理论。 

顾名思义,原型模型理论中存在两

个对应的主提,分别是“原型”和“模型”,

将二者联系起来的过程就是模拟的过程,

在翻译领域,模拟就是指将原语文本译

成目标语文本的翻译过程。原型-模型翻

译理论中的原型所指的是客观物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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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语文本,原型的现实性、具体性、抽

象性、物质性是蕴含其中的属性,原型是

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作者为了真实地反

映和描述客观物质世界这一原型,附加了

自己的理解和创作水平,而创作了原语文

本这一模型。(赵联斌,2012:19)相对的,

该理论中的模型指的是原语文本和译语

文本。作者通过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模拟产

生了原语文本这一模型,随之发展、延伸

和推动了物质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赵

联斌,2012：20)文学作品固然具有创作性

和抽象性,但也是来源于日常生活和社会

自然的提取。形成原语文本这一模型,前

期准备就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发现、探索

和总结。俗话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就是在强调脱离书本的束

缚,寻找模型的来源,方可知晓真正的道

理。当原型模型理论落实到翻译过程中时,

原型就转化为原语文本,目标语文本即为

模拟过程之后得到的模型。原型模型理论

实际上可以将客观事物、原语文本、目标

语文本三者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我们

考虑一下,物理科学文献的形成即是大量

客观事实与规律的体现,再复杂的科学规

律都是自然界中某个看似平常的现象蕴

含的深刻意义。换句话说,物理科学其本

身就存在原型模型理论的运用,符合从客

观物质世界到原语文本的撰写这一模拟

过程,那么对于物理科学文献的翻译,选

择原型模型翻译理论就更合适不过了。 

4 原型模型理论视角下的物理

科学文献翻译策略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说一辆车行

驶的速度快或者慢,也会说一个人走了

多远的距离。在进行这些阐述的时候,

人们一般不会过多描述这辆车往哪个方

向行驶或者人行走的方向。然而在物理

科学中,一个物体发生位移时,其速度和

方向都是要进行探究的因素。也就是说,

进行物理科学文献翻译时,首先要把握

的还是原文的客观事实以及在特定语境

中的含义。文章的这部分,作者将列举一

些物理科学翻译实例,包括术语翻译和

语句翻译,来探究原型模型翻译理论在

翻译实践中的运用。 

例1： 

序列 源语 目标语

1 Vectors and scalars 矢量与标量

2 Displacement and distance 位移与距离

3 velocity and speed 速度与速率

4 Electric field 电场

5 Gravitational field 引力场

6 Magnetic field 磁场
 

物理专业术语中英对照 

图中的前三组例子,每组都是由两

个可互相对照的概念组成。随着物理研

究的发展与深入,必须对物理量的大小

和方向进行细致的划分,有的物理量既

有大小也有方向,而有的物理量只有大

小没有方向,基于该原型,物理学家们建

立了矢量与标量的模型。矢量通常用于

描述线性空间的物理量,如位移、速度、

加速度、力、动量、冲量等等；对于在

空间里不会指向任何方向的物理量来说,

只存在大小,如质量、密度、温度、距离、

速率、时间等,描述这些量,只需要传统

的代数方法。了解此模型后,例2与例3

的翻译则更好理解。比如说第三组例子,

“velocity”和“speed”在非物理学文

章中都可以表示速度的快慢,区分度也

不是很大。但是,当他们出现在物理科学

文章中时,都翻译成“速度”就是错误的,

结合具体的物理学语境后,“速度”和“速

率”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速度描

述一个物体运动的方向和快慢,而速率

仅代表物体运动的快慢。 

至于图1中后三个例子,第一印象告

诉我们是关于“场”模型。在物理学中,

场指的是一个空间区域,其中具有特定性

质的物质可以对另一个类似的物质施加

一定的力。可以用场来的描述的力包括电

场力、静电力、引力等。图2给出了正负

电荷之间存在的电场模型。为了模拟出场

的概念,通常在场中描绘出稠密的力线,

力线的方向表示力的方向,力线的稠密程

度表示力的大小。在场的物理模型基础上,

其他一些有关与场的定义,可以说含有

“field”的概念,都可以将“field”直

译为“场”,如重力场、磁场等都可以准

确的翻译出来。因为两个带电粒子,两个

有质量的物体以及两个磁体,都可以在场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描述。 

例2： 

Newton’s First Law(牛顿第一定律)： 

源语：If no force acts on a body, 

the body’s velocity cannot change; 

that is , the body cannot accelerate. 

目标语：如果没有外力作用在物体

上,则该物体的速度就不能改变,即物体

不能加速。 

Newton’s Second Law(牛顿第二定律)： 

源语：The net force on a body is 

equal to the product of the body’s 

mass and its acceleration. 

目标语: 作用于物体的合力等于物

体的质量与它的加速度的乘积。 

Newton’s Third Law(牛顿第三定律)： 

源语：When two bodies interact, 

the forces on the bodies from each 

other are always equal in magnitude 

and opposite in direction. 

目标语：两物体相互作用时,两物体

对各自对方的相互作用总是大小相等而

方向相反。 

牛顿运动定律是经典力学的重要内

容。在翻译牛顿第一运动定律时,我们需要

抓住的原型就是其本身,即物体在不受外

力的作用下会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

态。图2中给出的翻译最后一句话是“物体

不能加速”,通过对其物理原型的了解,即

物体在受力之后加速度才可能发生改变,

在此也可以采取意译的策略,翻译成“如果

没有外力作用在物体上,则该物体的加速

度就不会改变”。当我们了解原文的意思之

后,发现这其实就是惯性定律,也可以直接

进行改译：“一切物体都具有惯性”。牛顿

第二定律遵循的物理原型就是加速度与物

体的受力和物体的质量之间的关系,加速

度与物体的受力成正比,与其质量成反比。

原句中值得推敲的单词实际上只有

“product”,“product”有四组含义,分

别是“产品”、“结果”、“乘积”和“作品”。

“乘积”这个含义属于数学领域的专有名

词,在了解牛顿第二定律的原型之后,很容

易就可以对“product”的含义进行取舍,

翻译为“乘积”即为正确,这样就将物体的

受力、物体的质量和物体的加速度之间的

数量关系准确的再现出来。牛顿第三定律

解释的是力的相互作用,要搞清楚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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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力的大小与方向,图2中的翻译在

物理原型的基础上就可以进行逻辑关系上

的简化,采用意译的策略：相互作用的两个

物体之间存在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

小相等方向相反。 

例3： 

源语：If you tossed an object 

either up or down and could somehow 

eliminate the effect of air on its 

flight, you would find that the 

object accelerates downward at a 

certain constant rate. That rate is 

called the free-fall acceleration, 

and its magnitude is represented by 

g. The acceleration is independent 

of the object’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mass, density, or shape; it 

is the same for all objects. 

目标语：当你向上或向下抛出一个

物体时,如果能用某种方法消除空气对

其运动的影响,你会发现该物体在以一

个恒定的时率向下加速。这个时率称为

自由下落加速度,它的量值用g表示。它

与物体的特性,如质量、密度或形状无

关；它对所有物体都相同。 

这个例子阐释的是自由落体现象中

蕴含的物理原理,其物理原型即是所有

物体都具有相同的重力加速度。原文中

出现一个短语“be independent of ”,

这个短语的原意是“不依赖”或是“不

受支配”,如果抛弃原文的物理原型,这

个短语与后面几个名词连用之后,要通

顺的理解其意思就显得有点牵强。把握

原文的物理原型后,我们知道物体的重

力加速度是一个定值,就像所有物体都

具有惯性一样。当然,要准确的把握语句

中的物理原型,需要掌握一定的物理学

基础知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原型

是我们在翻过程中始终要参考的原型。 

例4： 

源语：A particle is in uniform 

circular motion if it travels around 

a circle or a circular arc at 

constant (uniform) speed. Although 

the speed does not vary, the particle 

is accelerating。 

目标语：如果质点以均匀的速度绕

圆周或圆弧运动,我们说该质点在作匀

速圆周运动。虽然质点的速率没变,但它

仍在加速。 

这个例子说明的物理现象是匀速圆

周运动。原句中的“uniform”较难理解,

我们熟悉的意思有“统一的”,“一致的”,

但放在物理科学文章的背景中,任何一

种意思都显得不够专业也不够科学,下

文中提到了质点的速率没有改变,此时

我们就该意识到这句话描述的是匀速圆

周运动,因此将“uniform”译为“匀速

的”。将匀速圆周运动与矢量标量原型相

结合,我们知道加速度既有大小也有方

向,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可以进行适当的

增译,将最后一句话译为：虽然质点的速

率没有改变,但质点运动的方向在不断

改变,所以质点的加速度一直在改变。 

5 结语 

综上所述,原型模型理论含有三要

素,分别是原型、模型和模拟过程。自然

科学方面,包括物理学,其文章形成的原

型即是客观物质世界；人文科学方面,

其作品大都来自精神世界,以精神世界

为原型。原型模型翻译理论所遵循的就

是把握原文本的原型,不同的译者都会

经过不同的模拟过程,也就是翻译过程,

得到不同的译文版本,即不同的模型。通

过以上的案例分析,物理科学文献翻译

过程中,很多词义的选择是影响翻译质

量的关键要素,准确选择词义才能把握

原文的逻辑关系,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了解文本中蕴含的物理原型或物理模型,

用科学事实说话,结合具体的翻译策略,

客观的传递出原文所表达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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