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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谈谈中医学中“虚实”的翻译

兰凤利

　 　 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统称“八纲”，是辨证论治的
理论基础之一。八纲辨证就是通过四诊，掌握辨证资料之后，
根据病位的深浅、病邪的性质及盛衰，人体正气的强弱等，加以
综合分析，归纳为八类证候的过程。疾病的表现尽管极其复
杂，但基本上都可用八纲加以归纳。如疾病的类别，可分阴证
与阳证；病位的深浅，可分表证与里证；疾病的性质，可分寒证
与热证；邪正的盛衰，邪盛为实证，正虚为虚证。

“八纲”，可直译为ｅｉｇｈ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或根据其具体内容和所
指，采用释义法译为ｅｉｇｈ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阴、阳、表、里、寒、
热”一般译为ｙｉｎ、ｙａｎｇ、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ｃｏｌｄ、ｈｅａｔ，基本没有任
何异议。

“虚实”的翻译却颇为混乱，主要有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
ｅｍｐｔ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ｕｌｌｎｅｓｓ， ｖａｃ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ａｓｔｈｅｎｉａ ａｎｄ
ｓｔｈｅｎｉａ，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ｌｅｔｉｏｎ，等。让我们看看中医经典文献
平行语料库中“虚实”的翻译情况（表１）。

由于该语料库所收录的译者、文本较为有限，只能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虚实”的翻译情况。下面基于“虚实”的本义———
“虚”指正气不足，“实”指邪气盛实，分析一下这几组译语。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的意思是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ｌａｃｋｉｎｇ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Ｅｘｃｅｓｓ的意思是ｇｏ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ｌｉｍ
ｉｔｓ，二者都表示的是异常状态，又没有走向极端〔１〕。而且，这对
译语已为大多数作者所接受。从表１来看，语料库中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的出现频率亦最高，反映着这对译语的流行程度。
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传统医学术语国际标准化方案》（２００７）
亦选用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作为“虚实”的标准化译语〔２〕。

Ｖａｃ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ｌｅｔｉｏｎ〔３〕：Ｖａｃｕｉｔｙ有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ｒ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ｏｍｅ
ｔｈ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ｒ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等含义，这个意
义与“虚”的本义没有任何关系；Ｖａｃｕｉｔｙ的另外一个含义是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ｖａｃｕｏｕｓ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ｖａｃａｎｃｙ；ｅｍｐｔｉｎｅｓｓ 〔４〕，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正气“虚”到这个程度，即正气完全失去，
生命也就不复存在了。Ｒｅｐｌｅｔｉｏｎ的意思是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ｆｕｌ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ｏｒ ｆｉｌｌｅｄ，ｅｓｐ ｗｉｔｈ ｆｏｏｄ〔５〕，也不恰当。

Ｅｍｐｔ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ｕｌｌｎｅｓｓ：其含义与Ｖａｃ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ｌｅｔｉｏｎ基
本相同，不再赘述。

Ａｓｔｈｅｎｉａ ａｎｄ Ｓｔｈｅｎｉａ：Ａｓｔｈｅｎｉａ的意思是ｂｅｉｎｇ ｗｅａｋ，ｎｏ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ａｎ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６〕，从词义来看，仅适于描述“气虚”的情况，
却不适于描述“阴虚”、“血虚”、“精虚”及其他虚证；而Ｓｔｈｅｎｉａ，
词义与Ａｓｔｈｅｎｉａ相反，指“强壮、健康”的状态，不符合“实”的本
义———邪气盛。

表１ 中医经典文献平行语料库中“虚实”英译情况简表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ＲＰＵ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ＭＡＩＮ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Ｓ
（Ｒ１）＆ ＣＯＲＰＵ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５３１ Ｐｕｌｓｅ１３；ｙａｎｇ ９；ｓｔａｔｅ ２８；ｙｉｎ ４；ｎａｔｕｒｅ ３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１２；ｓｐｌｅｅｎ １２；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２；ｃｏｌｄ ２；
ｂｌｏｏｄ ２；ｌｉｖｅｒ ２；ｋｉｄｎｅｙ ４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３８１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２；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２；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１；ｙｉｎ １；
ｙａｎｇ １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５２１ Ｅｎｅｒｇｙ ５１；ｈｅａｔ ２０；ｙａｎｇ ６；ｙｉｎ ８；ｎａｔｕｒｅ
２６；ｐｕｌｓｅ ８；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１３；ｆｉｒｅ ６；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４；ｗｉｎｄ ４；ｃｏｌｄ １０；ｄｒｙｎｅｓｓ ３；ｓｗｅａｔｉｎｇ ５；
ｓｔａｔｅ ８；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３；ｓｅｘｕａｌ ４；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ｙ ４；
ａｎｇｅｒ ３；ａｎｘｉｅｔｙ ３；ｗｏｒｒｙ ３；ｔｅｒｒｏｒ ４

ＥＸＣＥＳＳ ３９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１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１５；ｓｔａｔｅ ８；ｈｅａｔ ８；
ｓｗｅａｔｉｎｇ ５；ｐｕｌｓｅ ４；ｑｉ ３；ｙｉｎ ３；ｍｅｔａｌ ３；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３；ｗｏｏｄ ３；ｆｉｒｅ ２；ｋｉｄｎｅｙ ２；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 １；ｎａｔｕｒｅ ２；ｃｏｌｄ １；ｅｎｅｒｇｙ １

ＥＭＰＴＹ ５９ Ｔａｌｋ ７；ｐｕｌｓｅ １
ＥＭＰＴＩＮＥＳＳ ９ ／
ＦＵＬＬ ２６５ Ｐｕｌｓｅ ５；ａｂｄｏｍｅｎ ９；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１９；ｍｏｏｎ １０；

ｐｌａｙ ７；ｐｕｌｓｅｓ １；ｙａｎｇ １
ＦＵＬＬＮＥＳＳ ２７８ Ｆｅｅｌｉｎｇ １；ｅｄｅｍａ １；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ｒｅｓｔ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２；ｈｅａｖｉｎｅｓｓ ２；ａｎｏｒｅｘｉａ １；ｂｏｒｂｏｒｙｇｍｕｓ １
ＡＳＴＨＥＮＩＣ １５５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１８；ｅｎｅｒｇｙ ５；ｙｉｎ ２；ｙａｎｇ ４；ｃｏｌｄ

５；ｅｖｉｌ 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２；ｐｕｌｓｅ １；ｄｉｓｅａｓｅ １
ＡＳＴＨＥＮＩＡ １２９ Ｗｉｎｄ ６；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４；ｃｏｌｄ ４；ｋｉｄｎｅｙ １
ＳＴＨＥＮＩＣ １２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１７；ｅｎｅｒｇｙ ６；ｅｖｉｌ ５；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３；

ｃｈａｎｎｅｌ １；ｄｉｓｅａｓｅ １；ｐｕｌｓｅ １
ＳＴＨＥＮＩＡ ７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４；ｅｖｉｌ １
ＶＡＣＵＯＵＳ ０ ／
ＶＡＣＵＩＴＹ ０ ／
ＲＥＰＬＥＴＥ １５９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１；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７；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Ｒ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２６８ Ｅｖｉｌ ２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２；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２；ｃｏｌｄ ２
ＤＥＰＬＥＴＥ １３ ／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３４３ Ｅｖｉｌ ２５；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ｙｉｎ ２；ｆｉｌｌ ５
　 　 注：ＭＡＩＮ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Ｓ （Ｒ１）＆ ＣＯＲＰＵＳ ＦＲＥＱＥＮＣＹ指该词右侧
第一位的主要搭配词及其在语料库中的出现频率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ｌｅｔｉｏｎ：Ｄｅｐｌｅｔｅ的意思是ｔｏ ｌｅｓｓｅｎ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ｎ
ａｍｏｕ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ｅｔｃ 〔５〕，因而用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表达“虚”，有点趋
向极端了———即大部分“虚证”没有“虚”到这个程度。由此可
见，无论是从“虚实”的本义出发，还是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
的出现频率来看，还是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虚实”均宜
译为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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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神明”的英语翻译
李　 展

　 　 “神明”（或“神”）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哲学概念，中
医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故而潜移默化地借用一些传统文化
的概念来诠释生命的现象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医学的经典
之著《黄帝内经》在先秦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在探索生命本质的
过程中，借用这个“神明”的概念，并将它重新包装，赋予新的元
素，将其内涵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从《内经》至今，在中医学领
域里对神明的理解至少有三个方面是达到共识的。一是指自
然界的运动规律；二是指生命原动力，是人的一切生命活动规
律及其外在表现；三是指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这就是中医
学“神明”概念的基本内涵。且神明这几个方面的内涵具有相
互相关性，并非独立、断然分开。虽然在某个场合有所特指，但
更多时候是以整体状态出现。

综合目前相关期刊、工具书和专著等文献，中医“神明”一
词的相关英语翻译有以下几种。

１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ｕｌｔｙ ｏｆ ａ ｐｅｒｓｏｎ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ｓｔａｔａ Ｉｎ ａ ｂｒｏａｄ ｓｅｎｓｅ，ｉｔ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ｌｉｆｅ，
ｂｕｔ ｉｎ ａ ｎａｒｒｏｗ ｓｅｎｓｅ，ｉｔ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ｒ ｓｐｉｒｉｔ 神有广
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神，是指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可以
说就是生命；狭义的神，乃指人体的精神活动，可以说神就是精
神〔１〕。

２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ｃａｎ′ ｔ ｌｉｖ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ｉｎｄ 无神则形不可
活〔１〕。

３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ｎｅ 心神
合一〔１〕。

４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ｈｏ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ｓｔ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ｔ 心
藏神〔１〕。

５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形神合一〔１〕。

６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元神之府〔２〕。
７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ｒｉｇｈｔ ｓｐｉｒｉｔ，神明〔２〕。
８　 《ＷＨＯ西太区与“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名词术

语国际标准比较研究：精、神、气、血、津、液部分》一文则总结
“神”根据不同的意境可译作ｓｐｉｒｉｔ、ｍｉｎｄ、ｖｉｔａｌｉｔｙ等。作为ｓｐｉｒｉｔ
的“神”，指人的精神活动，在“精、气、神”中“神”就可译作ｓｐｉｒ
ｉｔ；作为ｍｉｎｄ的“神”是指人思维活动，如在“安神”中“神”则可

译作ｍｉｎｄ，所以“安神”译为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ｄ；如指人的精
神状态，也可译作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３〕。

综上所述，目前对神明的英语翻译主要有：ｓｐｉｒｉｔ、ｍｉｎｄ、ｖｉ
ｔａｌｉｔｙ、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我们再来看看这几个词汇的原意。

Ｓｐｉｒｉｔ：（１）精神；心灵；灵魂。（２）幽灵；鬼怪；妖精。（３）活
力；锐气；气魄。（４）具有某种精神、性情的人。（５）体质；精神
实质；中心力量；本旨。（６）心情；情绪；兴致；态度；气度；胸
怀〔４〕。

Ｍｉｎｄ：（１）思想；精神；头脑；思路；心情；心境。（２）记忆。
（３）注意力。（４）意向；意愿。（５）看法。（６）有才智的人。
（７）反对；介意。（８）注意；小心；当心。（９）照料；照顾；关
心〔４〕。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活力；生命力；生机；元气〔４〕。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１）智力；脑力。（２）心态；思想习惯〔４〕。
将ｓｐｉｒｉｔ、ｍｉｎｄ、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这４个词的原意与中医学

“神明”的内涵逐一对比，显而易见，这４个英文单词没有一个
能完全表达“神明”的涵义。而将“神明”译作ｂｒｉｇｈｔ ｓｐｉｒｉｔ更是
望文生义。何谓神明之明？“神”有名而无形，看不见，摸不着，
但客观存在，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各种征象去认识、理解它，神明
具有客观性与可知性，此谓明。

除此之外，还有ｌｉｆ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ａｇｉｃ，ｃｅｒｅａｌｎｕｔｒｉｅｎｔ等译法。
在某个角度来说，根据不同的语境进行对应翻译，这无可非议。
但对中医“神明”这概念来说，上述的翻译总有一种几乎没有尽
得其意之感。首先神明是一个概念，对神明的理解要从整体观
出发；其次神明一词除上述的意义外，还有一种只能意会，不可
语传的内涵。

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随着我国加入ＷＴＯ，
中医药科学逐渐为国际医药界认同、接受与重视，对国际医药
学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把中医药科学翻译成英语推向世
界是当务之急，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如何恰如其分准确
体现中医药内涵的原意，又为国外学者易于理解和接受，这是
中医英语翻译的基本要求。但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要做到
这一点确非易事。

信息的时代让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不同国家、民族之间
的文化、信息的交流日新月异，而文化、信息的交流必需以语言
作为桥梁、媒介。所以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工作甚为重要，翻
译并非两种文字之间简单的转换，而是信息的传递，是一种跨
文化的沟通交流活动。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语言能完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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