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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关注

理发店译成间接税，烟酒行译成茶馆

一些韩文招牌纯属卖弄
文/片 本报记者 朱锦绣 实习生 李潘潘

威海满街的韩文，确实让人感觉
韩味十足，可不正确的韩文翻译，让韩
国人李经熙觉得“大煞风景”。李经熙
在威海工作近一年，街头不少店名的
韩语翻译让他有点看不下去。他说，
很多韩语按汉语发音生硬地翻译过
来，如果不看汉语，还真无法了解所
表达的意思。“这很影响威海的形
象。”李经熙希望威海商铺能注意到这
些细处。

韩国留学生金文举来中国两年
了，目前在山大威海分校读书。他回忆

说，2008年刚到中国时，被街边的韩语
招牌弄得晕头转向，光看韩语名，很难
知道店里卖的是什么。随着汉语水平
的提高，金文举才通过汉语勉强了解
店名的意思，让他感到很无奈。

满街蹩脚的韩语翻译，让75岁的
副教授朴仁淑“较了真”。朴仁淑是朝
鲜族人，精通汉语和韩语的她每每看
到街上离谱的翻译，总会很认真地提
醒店老板改过来，但是下次去看依然
没改。“可能改过来既费事又费时还费
钱，所以没改过来。”朴仁淑推测说。

在威海居住的韩国人比较多，一些商家瞅准商机，纷纷在店铺招牌上添

加韩文名称来吸引韩国客人。15日，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商家的韩文招牌都

是由一些广告公司代办的，店家本身也不懂韩文，所以容易出现一些低级错

误，出现中文、韩文对不起来的情况。一些在威海生活的韩国人表示，希望有

关部门介入，规范门头翻译。

韩国人看不懂韩文招牌

韩文招牌被译得“五花八门”

不少韩语门头漏洞百出，有的是
字母拼错，有的是顺序颠倒，更有甚者造
“新词”，谁都看不懂。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韩语学院老师黄永哲就曾多次碰到过这
种情况。黄老师回忆说，当时看见某家店
铺名翻译对了，可施工的人粘贴时出了
错，本来是横，结果弄成了竖，店老板也
不懂韩语，就这么“将错就错”了。

统一路一家店中文名为“海洲宾
馆”，黄永哲老师说，对应翻译过来的
韩语名成了“洲宾海馆”，顺序颠倒了。
海洲宾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牌匾
是今年二月份做的，广告公司的人贴

错了顺序，“好几位韩国客人都提过，
打算过段时间就改”。海洲宾馆的工作
人员表示。

统一路附近的居民楼里散落着一
些小店，大部分小店都带点“韩味
儿”。一家小小的打字复印室被错译
成韩语的印刷厂，理发店译成间接
税，烟酒行译成茶馆，十字绣翻译成
的韩语名字少一横。韩国留学生韩旻
珠和金智勳说，每次看到这样的牌
匾，都觉得这家店不专业、不正规，
“希望商家快点改正，否则影响店的形
象。”韩旻珠说。

在威韩国人呼吁规范门头翻译

记者采访了解到，威海商铺店名
翻译渠道多，有的是韩国人翻译，有的
由既懂汉语又懂韩语的朝鲜族翻译制
作，还有的直接找广告公司代劳。
“海洲宾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牌匾从翻译到制作，都由广告公司一
手操办，“虽然翻译得对，但是制作时
出现错误”。制作牌匾时，“海洲宾馆”
已经意识到顺序错误，但因为字符都
粘着胶水，担心换来换去会弄脏牌
匾，所以“将错就错”。

海港附近一名为“宝儿韩式快餐”
的韩国料理店门口写着“各种溜炒”，
对应的韩语翻译是模仿汉语发音的山

寨韩语。店内一刘姓服务员告诉记者，
门牌是老板自己翻译的。老板是朝鲜
族人，目前在韩国。黄永哲老师说，如
果不看中文仅看“各种溜炒”翻译成的
韩语，很难理解其真实意思。

75岁的朴仁淑副教授退休后开了
一家翻译所，来找她翻译店名的人很
多，“简单的店名翻译免费，难一点的
就收点钱，最多也就5块”。

黄永哲认为，威海店铺的韩语翻
译不规范，没有统一的翻译机构，翻
译水准参差不齐。看到错误翻译，黄
永哲直言别扭，他希望有相关部门介
入，规范门头翻译。

▲韩语翻译字
母颠倒，“海洲宾馆”
成了“洲宾海馆”。

“烟酒行”被
翻译成“茶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