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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文献英译的文化对等

梁俊雄

翻译是两种语言沟通的桥梁，译者在翻译时必然

会介绍与传播源语所体现的文化。但是由于不同民族

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意蕴的传达必然会成为

翻译中的难点和障碍。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7.
8&5&91:0就说过：“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

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

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所以他又指出：

“;058708&05:<7’67=&<055>6&31?6@16A>76&0<A>6A.
&=”〔$〕。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份，是文化的载体，各民

族的语言必然反映出该民族所处社会的特定文化，使

用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必然存在文化差异，而这种文

化差异就构成了翻译的障碍。从这个意义来说，翻译

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源语（?>7=<&’058708&）和 的 语

（60=8&6’058708&）之间建立文化对等（<7’67=0’&B71C0.
’&5<&）。在构成翻译对等的诸多方面，文化对等是个不

可或缺的重要对等。文化对等的原则要求译者积极介

绍源语的文化意蕴，努力传达原作的文化特色，忠实地

再现原作的整体文化氛围。

文化因素在中国典籍（当然也包括中医文献）翻译

中都可能遇到，与此相关的一些词语也是翻译中最难

处理的，其一，涉及到对此类词的理解问题，其二，涉及

到如何使其译文既能为外国读者所理解，又能与原文

的意思“对等”。严格地说，医学属于文化范畴，医学

的发展实系于其文化母体，与文化母体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中医学与中国的人文地理条件及主导的传统

文化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中医文献中，许多术语

言简意丰，经历了历史文化的积淀，反映了汉民族的

社会状况、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涵义，往往难以在英语中找到同等的表达法。作为

“文化使者”的译者，应遵循文化对等的原则，使用各种

翻译方法最大限度地传递原语中的文化意蕴。因此，

进行翻译方法的研究就有着很大意义。下面我们试图

从最基本的翻译方法音译、直译和意译来探讨如何在

中医文献英译过程中保持文化对等。

就文化对等而言，能够最忠实地传递原文的文化意

蕴的翻译方法就是音译（6=05?’16&=061>5）。现代英语词汇

的一个特点就是，来源广，外来词多，它已向世界各国语

言借用了!#多万个外来词，差不多是英语总词汇量的

一半。在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对外来文化中的独

特的现象、概念，如在本民族语言中难以找到对应的词

汇翻译，采用音译的方法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因

此，笔者提出，对一些最基本的中医术语，应采用音译的

方法〔*〕，但这种方法有一个缺点，英语和汉语是不同体

系，没有专门知识的人看了这种音译术语，根本不知所

云。但随着中医影响的扩大，这些术语是能够逐渐为

英语学术界所接受，当然要一个过程。目前，运用这种

方法应该有所限制，数量由少而多，随着中医影响的扩

大，可以逐渐地增加音译的数量。

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下，可以用直译法，例如中医

的“提壶揭盖”，这是一种治疗方法，意即通过宣通上

焦的气机而使下焦腑气畅通，进而达到排出大小便的

目的。这个术语非常形象生动，有着很浓厚的中国文

化特色。显然，在西医中是没有类似的疗法，如果直译

为“’1D61586A&’1:6>E>7=>DD@06&=156A&E>6”，未尚不

是一种好方法。这样好处很多，保留了原语文化的情

调，使读者感到新鲜生动，还传播了原语文化，更加有

效地促进文化交流，扩大读者的知识视野。当然，如果

在该术语首次出现的时候用括号加上解释（>E&5158
6A&’758B16>6=&06<>5?61E061>5>=:F?7=10），这样读者

就容易明白了。在中医术语英译时，能采用直译方法

处理的例子很多，例如，“热结旁流”可译为“D&<0’1/.
E0<61>5:7&6>A&06@16A@06&=F:1?<A0=8&”，“风寒束肺”

译为“@15:.<>’:618A6&51586A&’758”，“风热犯肺”译为

“15C0?1>5>D6A&’758GF@15:.A&06”，“热胜则肿”处理

为“&3<&??1C&A&06G=1581580G>76?@&’’158”，“炅则气泄”

处理为“A&06/0F<>5?7/&C160’&5&=8F”等就是很好的

例子。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对等是相对的，而

不是绝对的。在很多情况下，译文与原文能达到的只

是一种动态或功能上的对等。例如，中医有脉应四时

（?&0?>50’C0=1061>5?>D6A&E7’?&）的现象，如春应中规

（5>=/0’6076E7’?&15?E=158），夏 应 中 矩（5>=/0’D7’’
E7’?&15?7//&=），秋应中衡（5>=/0’D’>06158E7’?&15
0767/5）和冬应中权（5>=/0’:&&EE7’?&15@156&=）。何

为“规”、“矩”、“衡”、“权”，英语中完全没有相应的概

念，如果硬译，势必令人如堕五里雾。所以，我们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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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直译加上某些词素解释性转换的方法是可取

的。翻译的时候，同时应该注意到英语民族的文化背

景、思维习惯，采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以减轻读者

的阅读负担。译者可以在译文读者思维能力所能接受

的情况下，适当地把原作中特有的由异域文化、环境、

形象等因素铸成的思维方式再现出来〔!〕。

在音译法和直译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要

求助意译法了。意译要求译文表达原文的意思，但可

以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例如，中医的“转筋”（俗称抽

筋）译成"#$"%；“转胞”（它的一种含义为孕妇的胎儿

压迫膀胱所致的小便不通）处理为&’"()*$&(+,-,.+
#)+""()+-/,.+/+,("。语言反映文化，并受着文化的制

约。采用意译方法时，同样也应考虑到文化等同。在

不同的文化里，相同的词语可有不同的文化涵义。最

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龙的概念，在东西方文化里，龙和

&)$0-1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词语也可以

有相同的含义。例如英语2*33,4-5*)&"4*,.-1+",-1+
和汉语的一箭双雕，还有,+$6.-1+’"0)$1&%-,.+),-
"(6.+00"和班门弄斧等。这就有了替代的翻译方法，

这就是用的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取代源语中带有

文化色彩的词语（)+#3$6+,.+6(3,()$3+7#)+""*-1"-/,.+
"-()6+,+7,4*,.,.-"+-/,.+,$)0+,3$10($0+），这种翻

译方法有利于使的文读起来像原作一样。英语和汉语

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语言是民族的，但思维是全人类

的。对同样的事物，不同的民族可以有同样的认识，而

采用各自带有鲜明民族文化色彩的表达形式，如在中

医文献英译的时候，能够恰当地运用这种文化转换的

替代译法，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谚语是语言的

食盐，它是人们在自身的实践中锤炼出来的最生动、精

炼的语言。英语中的谚语更是琳琅满目，其中有些与

中医文化中的一些术语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英语

的“86)$69+&5+336$11+:+)"-(1&4+33”与中医的“金破

不鸣”，“80)+$,".*#$"9"&++#4$,+)"”与“增水行舟”就

是很好的例子。在翻译这些术语时，恰如其分地运用

这些英语民族非常熟悉的谚语，可以加深读者的理解。

我们所说的文化等同，用于中医英语翻译，就是要

着眼于译文读者的感受，强调译文对译文读者所起的

作用，应与原文对原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大体对等。

这不能要求译者限于某种固定的译法，而应从各种可

能的译法中挑选最接近原文信息、效果和功能的译法。

总之，成功的译者应该有强烈的文化意识，认识到

翻译是跨越语言文字、跨越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

的差异和语言的差异一样，可以成为交流障碍。在实

现语言的转换的同时，还要克服文化差异的障碍，以保

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因此，我们不仅要精通语言，

还要了解研究语言背后的文化，在正确的翻译的前提

下，考虑如何处理文化差异、文化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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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研究院第十二期西医学习中医班招生

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中国中医研究院第十二期西医学习中医班（西苑医院班）近日开始招生（HVV!年F
月开学，学制两年）。该院系国家科研、医疗、教学基地，每年招收研究生、进修生、本科实习生等国内外各类学员

几百名。该班系统讲授;S门中医课程，在本院进行临床实习，培养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骨干人才。课程考

试和毕业实习合格者颁发中国中医研究院西医学习中医班毕业证书。凡西医院校毕业的医务人员均可报名参

加。欲报名者请向西苑医院教育处函索招生简章。通讯处：北京海淀区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教育处，邮政编

码：;VVVF;。电话：（V;V）WHGGXFXL或WHGXSSFFMWVVG，联系人：薛庆山。网址：444?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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