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中医学院人文学院英语学科（郑州!"###$）

%&’：#()*+",-.!))；/0123’：456---!7789&:89;<

·中医英译·

关于“风、寒、暑、湿、燥、火”中医术语英译的商榷

刘 伟

在从事中医英译工作所必备的工具书《汉英医学

大辞典》中，“风、寒、暑、湿、燥、火”这-个中医术语的

英译 分 别 为“43<:，;=’:，>811&?@&2A，:21B，:?50
<&>>，C3?&”。笔者在从事中医英译工作的过程中，对中

医专业知识的了解逐渐增多，对中医专业术语的内涵

加深了理解。为此，感到《汉英医学大辞典》对这-个

中医术语的英译有不妥之处，在此提出自己的看法，与

同行们商榷。

在中医基础理论中，这-个中医术语指的是外感

病因中的“六淫”。早在宋代，名医陈无择就明确指出：

“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

为外所因。”《中医基础理论》把“风、寒、暑、湿、燥、火”

区分为“六气”和“六淫”。“六气”指的是自然界中的

风、寒、暑、湿、燥、火正常的气候现象；而“六淫”则是指

正常的风、寒、暑、湿、燥、火自然现象超过了一定限度，

或气候变化过于急骤，机体不能与之相适应而导致疾

病发生的现象；并详细地阐明“六淫是超限度的六气”，

“能否确定六淫与机体是否发病有关”，“气候的异常致

人发病固然应该称其为六淫，但是气候变化基本正常，

也会有人因其适应能力低下而得病，此时，对患病机体

来说也只能将正常的六气变化称为六淫了”。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中医学中六淫

中风、寒、暑、湿、燥、火-个专业术语指的不是自然界中正

常的风、寒、暑、湿、燥、火-种自然现象。因为这-种正常

气候现象是万物生长的条件，对人体是无害的。《素问·

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依靠

自然界的大气、水谷之气而生存，并循着四时气候变化、

生长收藏规律而生长发育。但是，如果气候变化反常，使

机体不能与之相适应导致疾病发生时，自然界中的风、

寒、暑、湿、燥、火现象则由中医所指的“六气”转化为中医

的“风、寒、暑、湿、燥、火”的“六淫”。

著名翻译家张树柏先生在《谈谈科技论文的翻译》

一文中说：“科技论文上所用的普通字，常有特殊的解

释，如果没有科技方面的知识，只凭查字典或只知这些

字的普通字意就会闹出笑话来。”《汉英医学大辞典》也

只是把中医术语“风、寒、暑、湿、燥、火”英译成了其普

通字意，用在中医英译中是不妥的。*$世纪英国翻译

理论家DE泰特勒（D’&F2<:&?E?2>A&?%5A’&）曾讲过：

“好的翻译是把原作的长处完全移注到另一种语言里，

使得译文语言所属国家的人们能清晰地领悟、强烈地

感受正像使用原作语言的人们所领悟、所感受的一

样。”我们把中医进行英译，目的是让独特的我国中医

学走出国门，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医，接受中医，让千百

年来为炎黄子孙治病解疾的中医学为世界人民的健康

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也为中西医的结合进行学

术交流做出贡献。正因为如此，中医术语的准确英译

就显得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汉英医学大辞典》对“风、寒、暑、湿、

燥、火”中医术语的英译，只是译成了自然界中的气候

现象，仅符合中医里所指的“六气”，而未能译出“风、

寒、暑、湿、燥、火”中医术语的真实内涵“六淫”之意。

《汉英医学大辞典》对“风、寒、暑、湿、燥、火”中医术语

的英译显然是不合适的，也容易让母语为英语的人们

对中医术语产生误解。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

自然界中的“43<:”与中医术语的“43<:”的区别。即使

是国内中医界的人士见到“风”这个中医术语被英译为

“43<:”时，也不禁哑然失笑。为此，笔者从下列(个方

面提出“风、寒、暑、湿、燥、火”中医术语的英译：（*）从

“风、寒、暑、湿、燥、火”中医术语在中医里指“六淫”的

角度讲，应把这-个中医术语英译为“8<8>82’43<:，

8<8>82’;=’:，8<8>82’>811&?@&2A，8<8>82’:21B，8<0
8>82’:?5<&>>，8<8>82’C3?&”。（.）从“风、寒、暑、湿、燥、

火六淫”导致机体发病的角度来讲，还可把这-个中医

术! 语 英 译 为“B2A@=G&<3;43<:，B2A@=G&<3;;=’:，

B2A@=G&<3;>811&?@&2A，B2A@=G&<3;:21B，B2A@=G&<3;
:?5<&>>，B2A@=G&<3;C3?&”。（(）张树柏先生讲：“一个译

名只要大家通用，就能成立。”中医源于中国，有着几千

年的发展史，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中医理论，跻身于世界医学之林，为全人类的医学事

业做出了贡献。在中医走向世界并逐渐被国外对中医

感兴趣并对中医有所研究的学者所接受的今天，也可

把“风、寒、暑、湿、燥、火”中 医 术 语 按 音 译 而 译 为

“E&<G，H2<，I@8，I@3，J2=，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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