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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名词术语词素层翻译所引出的
中医英语词汇记忆问题

张 焱

摘要 简要论述了词素层翻译在中医名词术语翻译规范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词素层

翻译所生成的新造词的记忆方法问题，旨在提高中医英语学习者的词汇记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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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of morpheme一1evel translation i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En91ish translation of

TCM terms was discussed，and in order to seek out an effective way for remembering them，a further probe was

given to the mnemonics of the new words produced from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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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传统医学逐渐走向世界，中医翻译越来

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可谓百家争鸣。争论的目的

很明显是为了更好地将中医译成英语，介绍给国外的

医学专家。但中医翻译的对象不应仅局限于外国人，

国内的中医学者以及近几年各中医院校中医英语专业

的本科生，都需要了解中医英语和中医翻译。因而很

有必要对中医英语词汇的记忆问题进行研究。笔者以

为，中医英语词汇中最难记忆的部分应是词素层翻译

所生成的新造词。近年来，词素层翻译以其可找到英

语对应成分，译语科学，符合科技英语构词法和易于规

范，越来越受到中医翻译界的关注u。。

1 中医名词术语词素层翻译对中医名词术语翻

译规范化的意义 随着中医的国际化，中医名词术语

翻译的标准化、规范化问题越来越成为专家学者关注

的问题。李照国心1认为，中医名词术语翻译的标准化

应遵循民族性、客观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原则。杨伊

凡∞“3认为，中医名词术语词翻译的标准化包括保持中

医特色、词能达意、简洁明了、习惯用语、专业化、形象

化和约定俗成等。侯灿b’认为，英译中医术语规范化

包括中医术语理解规范化和英译词表达规范化。所谓

英译词表达规范化，即用词的准确性、合理性和可接

受性。

关于英译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的方法，李照国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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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应将中医翻译单位确立在“词素”层上比较恰当。

词素翻译法借鉴了西医语言的构词法来翻译一些中医

名词术语，将译语和源语在词素水平上实现了对等，既

有中医特色，又能为外国人所理解。使“民族性、客观

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原则得到了完美体现。又据李照

国等‘卜州的研究，采用词素层翻译法翻译中医名词术

语不但简洁规范、科学性强、交际能力强，而且信息密

度高。如：“里虚”译为endopenia(其中endo一里；一penia

虚)要比internal deficiency更为简洁。因而可以说，该

法基本上符合英译中医术语规范化原则。

侯灿b’引用Porket观点，认为中医名词术语的翻

译方法应包括：直译(1iteraltranslation)、根据上下文灵

活翻译(flexible translation adaDted to the context)和规

范化翻译(normative translation)。与直译相比较，Po卜

ket更主张采用规范化翻译法，强调用拉丁语创造新

词，并希望大家都加以使用从而使其规范化。所谓用

拉丁语创造新词，与词素层英译中医名词术语的说法

应该是相符合的。余文海¨叫提出中医英译标准的具

体方法，其中涉及按照英语构词法将英语拉丁语、希腊

语或意大利语的词根、词缀合成一个新词，认为该译法

用来翻译没有英文对应的中医术语具有广阔的前景。

吕刚u¨认为，造词法是利用已有的词素按构词原则生

成新词的方法，包括：词缀法、合词法和拼缀法。该法

使英译中医术语更精确。据王朝辉等¨“，中医病名的

翻译可以仿照相应的西医病名的译法来表达。不但语

义上能清楚地表达病名的意义，而且结构也十分简便。

这种译法与同类西医病名的译法相符，为中医病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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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规范化建立了可遵循的标准。可见，采用词素层

翻译应该是中医名词术语翻译规范化的一条有效

途径。

2中医名词术语词素层翻译所引出的中医英语

词汇记忆问题普遍认为，中医英语翻译的主要对象

应是外国人。但近几年，随着社会对中医英语人才的

需求，和各中医院校中医英语专业的开设，中医英语和

中医英语翻译越来越成为中医英语学习者需要掌握的

理论和技能。其中，如何记忆中医英语词汇(即英译中

医名词术语)应该是难点之一。

李照国旧3在中医“辨证分型”和“辨证论治”理论的

启发下，经长期探索，将中医名词术语分为5类。其

中，第1类术语主要用于描述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

变化；第5类术语主要用于阐述中医的辨证思维和推

理过程。他认为，第1类术语在中医语言中所占比例

比较大，译好这类词语成为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

的关键所在。而词素翻译法恰好可以很好地解决第l

类和第5类术语的翻译问题。可见，用词素层翻译处

理第l类和第5类术语将会产生相当数量的中医英语

词汇，对于中医英语学习者来说无疑将是一项较为艰

巨的任务。

笔者根据多年在中医院校从事英语教学的经验以

及对中医英语的研究，认为词素层翻译所产生的中医

英语词汇的记忆过程应分为两步：(1)将这类中医英语

词汇按词素层翻译原则进行拆分：李照国¨’2’曾对中医

名词术语词素层翻译原则进行了论证和举例。中医英

语学习者可根据词素层翻译原则对中医英语词汇进行

拆分。如：nephropenia(肾虚)可拆分为nephro一和一pe—

nia；cholesthenia(胆实)可拆分为chole一和一sthenia等。

其中，nephro．意为：kidney肾；chole一意为：bile胆汁；

一penia意为：deficiency虚、缺乏、不足；一sthenia意为：

strength实、强壮。(2)想方设法对各构成成分进行记

忆：记忆根据词素层翻译而形成的中医英语词汇的构

成成分的过程也就是记忆医学词根的过程，这些词根

多为希腊、拉丁语词根，其特点是拼写较为繁琐艰深。

对于一般的中医英语学习者而言，只能采用机械记忆

法来记忆，即一遍一遍的重复记忆，其结果是费时低

效。因为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医英语学习者来说，

这些希腊、拉丁语词根仍是外语，难于理解，所以也就

难于记忆，如：为什么nephro一意为“肾”；一penia意为

“虚”等。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语言符号的形式和其含

义的联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因而很难进一步

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机械记忆在心理学上属机械识记，与之相对的是

意义识记，大量心理学实验证明，意义识记优于机械识

记u4'15 3。要想提高中医英语词汇的记忆效果就应尽可

能多用意义识记，少用机械识记。笔者以为，使用第二

语言学习策略中的关键词法(the keyword method)进

行记忆是变机械识记为意义识记的有效途径。据陈士

法u“，关键词法由AtkinSonu7’最早提出，专门为学习

外语单词而设计。它以想象为基础，包括两部分：先把

外语单词根据读音相似的原则与某个熟悉的具体的母

语单词联系起来，后者被称为关键词；第二步是将外语

词和关键词放在一起记忆。学习者在记住关键词的同

时也记住了目的词。近几年来，关键词法逐渐成为第

二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热点问题。Cohen¨驯进一步总

结，认为关键词法涉及两个过程：声音联系(acoustic

link)和形象联系(imagery link)。声音联系指将目的

语单词通过谐音联想成母语单词或短语；形象联系指

将本族语的这些关键词与单词含义结合联想成形象。

例如：要想记住nephro一意为“肾”，可先联想出一个谐

音关键词：“内腹腰”，接下来再联想形象，即将关键词

与单词的含义相结合：“肾位于体内腹部腰处”。于是

就很容易的将nephro，与“肾”联系了起来。又如：

chole一胆汁，谐音关键词：“颗粒”；联想形象：“胆汁析

出颗粒形成结石”。一penia虚，谐音关键词：“拍泥压”；

联想形象：“拍上去的泥压上去很虚。”_Sthenia实，谐音

关键词：“塞泥压”；联想形象：“塞进去的泥压上去很

实。”需要注意的是，有时这些词根的发音与其谐音关

键词之间会有细微差异，Cohen¨引建议第二语言学习

者可在词义回想过程中进行调整。

词素层翻译对于中医名词术语翻译规范化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另外，词素层翻译所生成的新造词数

量庞大，其中涉及大量希腊、拉丁语词根，对中医英语

学习者造成一定的记忆负担。使用第二语言学习策略

中的关键词法进行记忆符合心理学关于意义识记的理

论，可有效提高中医英语词汇记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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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的首届全国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术会议拟于2005年12月在广东省深圳市召开，现将有关征文事项

通知如下。

1征文内容 (1)各种传染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和实验研究。(2)中西药和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的经验总结。(3)中西医

结合防治传染病的研究方法、思路和发展战略。(4)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染病的进展和评价。(5)运用多种疗法(如针灸、气

功等)、多种给药途径(栓剂、保留灌肠、皮肤给药、器官给药、腧穴给药等)治疗各种传染病的应用和配合研究。(6)各种肝病动物模

型、病理机制、检测技术、诊断标准的最新进展及动态。

2征文要求稿件要求5 000字以内未发表过的论文及500字摘要各1份，注明作者姓名、单位、地址及邮编或E—mail。稿件

可邮寄，地址：深圳市布新路2019号深圳市东湖医院(邮编：518020)聂广收。亦可通过E—mail发来。E—mail：dhyy@21cn．com，并注

明“会议征文”。截稿日期：2005年9月30日。联系人：蒋小玲、张瑛；电话：0755～2560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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