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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乐器世界，吉他家族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使用群体而占据着牢固的重要地位。21世纪以来，吉

他在中国迅速发展，是如今国内最流行的，拥有正规学术体系的乐器，成为当下中外音乐交流桥梁的重

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翻译方面问题与不足，如术语的乱译和误译泛滥。本文在翻

译的规范原则和忠实原则下，分析典型的吉他术语翻译问题，并尝试给出一些可资借鉴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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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world of musical instruments, the guitar family occupies a solid and important position with 
its long history and countless user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guitar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China. It is the most popular musical instrument with a formal academic system in China, and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ridge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music exchanges. How-
ever, some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have emerged in this process, such as the indi-
scriminate translation and the mistranslation of ter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of typ-
ical guitar terms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norms and faithfulness, and tries to give some suggestion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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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吉他是一种久负盛名的乐器，有着三四千年的演变和发展史，在如今庞大繁荣的现代吉他家族中，

古典吉他与小提琴、钢琴并列为世界著名三大乐器。电吉他(electric guitar)是现代电声乐队必不可少的核

心角色，还有新兴逐渐自成一派的“指弹吉他”(finger style guitar)，结合了多种传统风格的吉他演奏法

与打板技巧并不断的融合创新。近年来在网络的助推下，吉他在中国的普及度以及大众了解程度都显著

提高，主要受众群体也向低龄化转变，国内各大音乐院校也都开设有其古典吉他及电吉他等专业，吉他

成为了当下中国最与世界接轨的乐器之一，每年不乏众多外国著名演奏家来中国进行巡演以及执裁国内

的吉他大赛，国内吉他界也人才辈出，故产生了对吉他领域专业翻译的庞大需求。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

看，国际术语翻译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集中在医学、法律、经济等领域，而吉他相关的翻译研究极为缺乏，

部分术语翻译由非专业译者完成，乱译和误译现象泛滥，这容易阻碍吉他教育及演艺的国际交流。因此，

吉他术语的研究对于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选择吉他的构造、技巧、乐理等方面常见

常用的术语，讨论目前存在的翻译问题，探究翻译的方法和原则。 

2. 吉他术语的特点及翻译原则 

术语的目的是用以确切表达和定义各学科领域内的概念的专用词语，要反映所描写事物的本质特征，

如科学术语，具有单义性和简洁性等鲜明特点。吉他术语虽属人文艺术领域，却不乏科学术语的特点。 
单义性：对于在不同科技领域表达不同事物和概念，但在某一特定的专业及概念体系中获得确定的

含义和相对单义性的多义术语，应当按副科从主科的原则，根据国家标准，坚持一词一译[1]。如“saddle”
一词，在医药科学领域意为“鞍基”，物理学中意为“凹谷”，而在吉他术语中被定义为“下弦枕”。

“click”在语言学中意为“吸气音”，交通运输工程中意为“喀呖声”，而作为吉他术语仅为演奏技巧

“拍弦”之意。 
简洁性：用词简洁、见词明义是汉语的特点和用词习惯。复杂的长术语和全称意译太长的缩写术语，

可按汉语的构词法，利用汉语构词材料，根据长术语和全称的整个词义创造简洁的新术语。如“拍弹”，

由“slap”译来，原意为“穿插右手勾弦的左右手交替琴弦拍击奏法”，为实现术语的简洁性，根据构词

法取其主要特性译为“击勾”，又因与“Hammer and pull-off”(击勾弦)重复，有违术语的单义性，改译

为“拍弹”。 
术语是理论的浓缩，有丰富且固定的专业含义，意义相对集中，是学科规律的高度概括和重要组成

部分。因此，专业术语词典应该起到规范术语理解和使用的作用，术语翻译遵守翻译规范具有理论和实

践意义[2]。因此以规范原则来追求吉他术语翻译的单义性和简洁性，术语的意义和概念范围具体而确定，

表述一个唯一的规律或现象，其他任何词语都不能代替术语的正确译名。 
忠实于原文始终应该是翻译活动中的最基本的标准，但忠实性不等于要求逐字翻译，反过来说，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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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翻译不等于忠实于原文，而很可能严重歪曲原文的内涵和精神。因此选择忠实原则来指导吉他术语翻

译[3]。刘宓庆提出了“准”、“美”、“精”的翻译美学标准。其中，“准”主要指用词准确，具体包

含两层意思：1) 准确表达原意，2) 准确适应语境、语法、逻辑上的合理性和用词习惯上的切合妥帖。“准”

明确表示对原作意义的忠实[4]。 

3. 规范原则和忠实原则指导下的吉他术语翻译 

3.1. 规范原则在吉他术语翻译的应用 

1) “acoustic guitar”(原声吉他)官方含义为“不插电的、区别于电声吉他的吉他”，包括古典吉他

与民谣吉他。但实际上，由于古典吉他自成一派且有其既定的名称“classical guitar”，英语国家约定俗

成“acoustic guitar”单指国内所称的“民谣吉他”，即钢弦吉他“steel string guitar”，而所谓“民谣吉

他”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误区：国外对原声吉他的称谓从来只有“classical guitar”和“acoustic guitar”，

并不会将“钢弦吉他”称为“folk guitar”或“steel string guitar”。“民谣吉他”名称的出现是由于吉他

在国内早期发展的严重非专业化，致使多数人一直以来对其的印象都是“专门为民谣歌曲伴奏的乐器”，

故得“民谣吉他”大名，此现象根深蒂固，直到今天仍屡见不鲜。 
因此，规范的翻译应为英文词“acoustic guitar”在不同语境对应且只对应中文词“原声吉他”和“钢

弦吉他”。不少人长久习惯保留的“民谣吉他”叫法，从术语翻译的专业角度看，是不恰当的。 
2) “12-fret”，直译为“第 12 品”，是吉他制琴术语，其正确译法为“12 品插接(的)”，即这把吉

他的琴颈接柄方式为指板(finger board/fret board)的第十二品处与琴体交接。古典吉他固定为 12 品插接方

式，所以此概念仅见于钢弦吉他，而因在钢弦吉他中 14 品插接是默认方式，较少的 12 和极少的 13 品插

接为少数新琴型，故只有“12-fret”和“13-fret”而并无“14-fret”一词。 
3) “tempo”和“rhythm”二词常被混淆，都被称为“节奏”，其实严格来讲，“rhythm”是“tempo”

的上义词，“rhythm”(节奏)是指音乐的律动，即音的长短和强弱。而“tempo”是其一个组成要素——

节拍速度，即“每分钟节拍数”。“tempo”常出现于乐理语境，如“请注意你演奏时的节奏/节拍速度”，

而“rhythm”常出现于较为笼统的语境，如“那首歌的节奏/律动我非常喜欢”。 
4) “上弦枕”(upper nut)、“下弦枕”(lower nut)，以及“上弦枕”(nut)、“下弦枕”(saddle)是同一

组术语的两组易混淆的不同译法，均为正确译法，但两种译法中后者“上弦枕”(nut)和“下弦枕”(saddle)
更为常见，并呈完全取代前者之势。而另一组术语“琴枕”(nut)/“琴桥”(bridge)中，“琴枕”(nut)完全

等同于上一组概念中的“上弦枕”(upper nut)，但“琴桥”(bridge)却不同于“下弦枕”(lower nut/saddle)，
“下弦枕”是安装于“琴桥”上的一个部件。琴桥是吉他上的一个分界点。它把琴弦的震动传到面板上

所以它必须大到可以把均匀的震动传送到整个面板上但是重量又要轻，不致减低面板的震动[5]。 
5) “overtone”和“harmonics”，两词均有“泛音”含义，而在实际的吉他演奏中，“overtone”用

来指那些属于噪音范畴的，在演奏过程中因乐器物理属性而难免产生的多余泛音；而“harmonics”指属

于乐音的泛音，是乐曲旋律的组成部分，也指演奏“泛音”的技巧，相关术语有“自然泛音”(natural 
harmonics)、“人工泛音”(artificial harmonics)、“点/拍泛音”(tap harmonics)等。在翻译中，语境显得尤

为重要，因此需根据语境判断具体含义。 
6) “click”(拍弦)和“slap”(拍弹)两种技巧的区别在于，“slap”是由右手完成的多个“click”拍

弦/打弦和勾弦(右手指强力迅速的拨弦)连续组合而成的。“click”技巧制造单独的敲击音，而“slap”技

巧制造一串拍击声和旋律音组合的声音。 
7) “strum”(扫弦)和“sweep”(扫拨)的区别，由于“sweep”一词原本具有“扫过、横扫、扫除”

等含义，故很多初学者容易将其误认为“扫弦”，其实“sweep”在吉他领域是特指电吉他的演奏技巧“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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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是电吉他最体现基本功的技巧之一，最主要最根本的要求是双手的协调，左手按住弦的瞬间，拨

片拨弦，左手释放，依次弹响各弦，达到快如扫弦的拨弦效果，常用于电吉他速弹。而“strum”则是指

原声吉他中更常见的“扫弦”技巧，广泛使用于吉他伴奏中，其动作舒展、潇洒，声音效果热烈奔放，

适于表现欢快、激昂的音乐情绪，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8) “kick drum”(底鼓)、“snare drum”(军鼓)和“tom”(通鼓)是吉他表演涉及琴弦和琴体的敲击技

巧，广泛应用于现代指弹吉他演奏中，用手的不同部位敲打吉他的不同部位而发出模仿打击乐器中底鼓、

军鼓和通鼓的不同音色。它们的区别在于，底鼓是用右手鱼际敲击吉他面板发出的敲击声，较为低沉浑

厚；而军鼓则是用右手指拍击吉他侧板，由于木板的形态不同，会发出不同于底鼓的模仿军鼓的声音；

通鼓则指用手指拍打面板或者数根琴弦发出的声音。三者中，军鼓和通鼓更容易混淆。 
9) “tuning”一般译为“调音、定音”，但在吉他中，“tuning”还有名词“调弦”之义，当六根弦

的定弦音由标准调弦(standard tuning)的 1~6 弦为 EBGDAE 发生一根或多根定弦音改变时，会产生多种无

固定名称的特殊调弦(special tuning)。 
在特定的语境下，翻译要做到规范和标准，方能准确传达讲述和传达事物本质。 

3.2. 忠实原则在吉他术语翻译中的应用 

1) “pick-up”采用了英语中的构词法如“make-up”(化妆/化妆品)，是根据其功能来命名物品，“拾

取声音之器”为“拾音器”，是简洁又准确的翻译，否则需要称为“the device for picking up sound”。增

加“器”字帮助理解该物品为吉他部件。 
2) “nut”(琴枕)原译为“上码”，但“琴枕”无疑是更加贴切的译法，指该部件犹如枕头一般，承

托在琴的头部和颈部中间。而常与其伴随出现的“bridge”(琴桥)则是更多在描绘形态，借助安装其上带

有弧度的下弦枕，将琴弦拱起，仿佛一座桥，故译为“琴桥”。“head”译为“琴头”和“body”译为

“琴体”，朴实又巧妙，将吉他看作有头部和身体的物件，是直译和意译的高度统一。 
3) “vibrato bar”直译是“颤音杆”，是电吉他独有的部件，通过右手摇晃而带动琴桥摇晃来制造揉

弦(vibrato)所不能达到的强烈颤音(tremolo)，译为“摇把”颇为巧妙，“摇”既表示了手的动作，又表示

了其作用是让声音也“摇”起来，而“bar”译为“把”属于音译和意译的高度统一。另外，“bar”在吉

他术语中取决于语境还会有“小节”和“横按”之义，“横按”是引申了“bar”原义的动词“拦住、封

堵”之义。 
4) “bend”原意为“(使)弯曲”，在吉他演奏中表示通过左手指向上推(也有向下拉)琴弦使琴弦弯曲，

从而改变音高。在汉译时选择译为其动作“推弦”，简洁易懂，而非译为“弯弦”，容易使人不明其意。 
推弦技巧是一种可以迅速将一个音推到另一个音的技巧，电吉他的演奏也正是需要推弦才能够展现

出独特的声调，演奏过程当中也正是由于手指的推力而使得琴弦张力改变而调整了音高，在这一过程当

中音程也会不断的改变，改变的过程所发出的音符也正能够满足不同音乐风格的需要，音乐也就能够体

现出特有的风格感染力。电吉他演奏技巧应用的探究[6]。 
5) “pick guard”(护板)，“pick”一词出现在吉他术语中，一种可能是表示“拾取”声音的拾音器，

另一种含义是拨片/用拨片拨。而“pick guard”直译则是“拨片防范”，此处译为“护板”，既表明了“护”

的功能，又描绘了其也是一块特殊的“板”的形状。 
6) “buzz/buzzing”原意为“嗡鸣声”，巧妙地用来形容吉他“打品”时的声音，这是一种常在有品

柱的弦乐器上出现的现象，由于琴弦离指板过近，在弹拨时会“打”在品柱上造成噪音，故译为“打品”，

此汉译虽与原文“buzz”本意无关，却十分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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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面对迅速增长和发展的吉他市场，吉他领域翻译的进步则十分缓慢，甚至存在不少误译，很多翻译

误区已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急需加以规范和纠正。吉他相关的翻译语境种类繁多，如国外演奏家的

纸质教材和教学视频字幕，来自不同国家的演奏家有其各不相同的语言习惯，这让初入吉他领域的翻译

工作者们束手无策。前面所述的问题仅大体揭示了吉他领域翻译多方面的不足，仍难以囊括吉他术语翻

译面对的全部问题。吉他术语工作始终要以术语的实际概念为中心，无论制琴方面、演奏方面亦或乐理

方面的翻译，虑及日益低龄化的读者的可读性，确定吉他术语规范和忠实的翻译原则，正确选择翻译策

略和方法，才可保证吉他术语的翻译质量。此外，还要对译文仔细斟酌，力求简洁明了，做到术语意义

的凝练还原。本文探讨了吉他术语翻译需加强规范、力求忠实，希望翻译的进步与完善助力中外吉他音

乐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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