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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DA/T３０—２００２«满文档案著录名词与术语汉译规则»,与 DA/T３０—２００２相比,主要

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原“规范性引用文件”(见２００２年版的第２章);
———增加了参考文献;
———修改了“满文档案”的定义(见２．１);
———修改了“满文名词与术语汉译细则”所引用的资料性文件(见第３章);
———修改了“满汉对音字表”(见附录 A);
———修改了“满文字母与拉丁字母对照表”(见B．１).
本标准由国家档案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红、吴元丰、李保文、徐莉、李刚、常嘉林.
本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A/T３０—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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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DA/T３０—２００２«满文档案著录名词与术语汉译规则»作为档案行业标准,自２００３年４月１日实施

以来,经过１５年多的应用实践,在满文档案著录等工作中发挥了指导作用.随着满文档案工作不断推

进和发展,DA/T３０—２００２在应用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与满文档案工作发展现状已不相适

应,有必要进行修订.
本标准修订工作是根据DA/T１８—１９９９«档案著录规则»和DA/T８—１９９４«明清档案著录细则»的

规定,结合我国满文档案著录工作的实践经验和遇到的问题,在DA/T３０—２００２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本标准的参考文献,充分考虑权威性、时效性、便捷性原则,故选用满文档案著录工作中普遍认可、

版本较新、便于获取的«清代职官年表»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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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文档案著录名词与术语汉译规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满文档案著录时名词与术语的汉译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满文档案著录.其他满文文献著录,以及满文档案翻译,亦可参考使用.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２．１　
满文档案　Manchuarchives
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以满文记录的档案.

２．２　
满文名词　Manchuterm
在满文档案(２．１)内表示人名、地名以及民族、部落、机构、官职、爵位、建筑、公文、图书文献等名称

的专用词.

２．３　
满文术语　Manchuterminology
在满文档案(２．１)内表示政务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的专门用语.

３　满文名词与术语汉译细则

３．１　满文名词汉译

３．１．１　人名

a)　参照«清代职官年表»«清代各地将军都统等年表»«清史稿:表»«大清历朝实录»翻译著录;

b)　凡同一人名在上列各书中用字不统一时,应以列在最前的书为依据翻译著录;

c)　在上列规定的工具书中未查到的人名,应依据附录 A音译,并考虑汉译人名的用字习惯;同时

应在其后加(　)号,(　)号内依据附录B转写对应满文.

３．１．２　地名

a)　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明清档案工作标准文献汇编:清代行政区划名称表»«清代政

区沿革综表»«满汉大辞典»«大清历朝实录»翻译著录;

b)　凡同一地名在上列各书中用字不统一时,应以列在最前的书为依据翻译著录;

c)　在上列规定的工具书中未查到的地名,应依据附录 A音译,并考虑汉译地名的用字习惯;同时

应在其后加(　)号,(　)号内依据附录B转写对应满文.

３．１．３　民族部落名称

a)　参照«民族词典»«明清档案工作标准文献汇编:清代民族名称表»«清史稿:表»«大清历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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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著录;

b)　凡同一民族或部落名称在上列各书中用字不统一时,应以列在最前的书为依据翻译著录;

c)　在上列规定的工具书中未查到的民族部落名称,应依据附录 A 音译;并应在其后加(　)号,
(　)号内依据附录B转写对应满文.

３．１．４　机构名称

a)　参照«清语摘抄:衙署名目»«清文总汇»«满汉大辞典»«明清档案工作标准文献汇编:清代国家

机构名称表»翻译著录;

b)　凡同一机构名称在上列各书中用字不统一时,应以列在最前的书为依据翻译著录;

c)　在上列规定的工具书中未查到的机构名称,应依据附录 A音译;并应在其后加(　)号,(　)号
内依据附录B转写对应满文.

３．１．５　官职爵位名称

a)　参照«清语摘抄:官衔名目»«清文总汇»«满汉大辞典»«明清档案工作标准文献汇编:清代帝王

及内廷主位、爵位、官职、官衔、官阶、夫人品级名称表»翻译著录;

b)　凡同一官职爵位名称在上列各书中用字不统一时,应以列在最前的书为依据翻译著录;

c)　在上列规定的工具书中未查到的官职爵位名称,应依据附录 A 音译;并应在其后加(　)号,
(　)号内依据附录B转写对应满文.

３．１．６　建筑名称

a)　参照«清文总汇»«满汉大辞典»«故宫辞典»«中国名胜辞典»«中国宗教名胜»翻译著录;

b)　凡同一建筑名称在上列各书中用字不统一时,应以列在最前的书为依据翻译著录;

c)　在上列规定的工具书中未查到的建筑名称,应依据附录 A音译;并应在其后加(　)号,(　)号
内依据附录B转写对应满文.

３．１．７　公文图书名称

a)　参照«清语摘抄:公文成语»«清文总汇»«明清档案工作标准文献汇编:清代文书档案名称表»
«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翻译著录;

b)　凡同一公文图书名称在上列各书中用字不统一时,应以列在最前的书为依据翻译著录;

c)　在上列规定的工具书中未查到的公文图书名称,应依据附录 A 音译;并应在其后加(　)号,
(　)号内依据附录B转写对应满文.

３．２　满文术语汉译

a)　参照«六部成语»«清语摘抄:公文成语»«清语摘抄:折奏成语»«满汉大辞典»翻译著录;

b)　在上列规定的工具书中未查到的术语,应根据档案原文意译;并应在其后加(　)号,(　)号内

依据附录B转写对应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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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满汉对音字表

　　表 A．１~表 A．４给出了依据清乾隆朝所编«清汉对音字式»,结合满文档案著录工作实践编制的普

通音节对音字、七种辅音对音字和鼻化音对音字的满汉对音字表.对音字表依据满文字母音序排列,所
列满文音节应尽可能用读音相同的汉字对译,若无读音相同的汉字,则用读音相近的字替代.

表A．１　普通音节对音字检表

字母 页码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８

２８

２８

２８

２８

２８

２９

字母 页码

２９

２９

２９

２９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１

３１

３１

３１

３１

字母 页码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３

３３

３３

３３

３３

表A．２　普通音节对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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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２(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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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２(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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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２(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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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２(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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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２(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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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２(续)

表A．３　七种辅音对音字

表A．４　鼻化音对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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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满文字母与拉丁字母对照表

　　满文属于拼音文字,通常用拉丁字母转写符号表示.为了解决满文字母与拉丁字母转写的规范化

和标准化问题,适应满文档案数字化和信息化的需要,特修订满文字母与拉丁字母对照表,见表B．１.

表B．１　满文字母与拉丁字母对照表

满文字母 拉丁字母

a
e
i
o
u
v
n
k

g
h
b

p

满文字母 拉丁字母

s
x
t
d
l
m
c

j
y
r
f
w

满文字母 拉丁字母

ng
ck
cg
ch
ts
tsi
dz
z
sy
cy
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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