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英译·

中医英译的多元文化系统视角探微
张玉红

多元文化系统理论阐述了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化

系统中的不同地位会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本文

拟从多元文化系统视角来探讨中医文化(中医英译文

本)在西方医学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对译者选择翻译策

略的影响。

1 多元文化系统翻译理论

多元文化系统翻译理论是由以色列著名学者

Even-Zohar⋯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他认为，任

何一种文化都是由不同等级而又相互转化的子文化系

统所构成的一个动态发展的集合。从历史的角度来

看，翻译文学可能会作为弱势文化在某个特定的译入

语文化系统之中占据次要地位，也可能会作为强势文

化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化系统中

的不同地位不仅会影响到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而且

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译入语文化，使其语言、文学范式

等也随之发生变化。

当翻译文学在译人语文化系统中处于弱势时，它

位于译入语文化系统的边缘¨。。这时，它不会对译入

语文化的主流范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译者在翻译

过程中会自觉遵循译入语文化原有的文化结构和文学

范式，沿用译入语文化中现有的语言表达形式，而不会

把源语文化中的异质性成分和语言表达方式输入到译

入语来。

当翻译文学从译入语文化系统的边缘逐渐转入中

心，它就由原来的弱势文化上升为强势。此时，它积极

参与建构译入语文化的新的文学范式，为译入语输入

一些异质性文化成分和新的表达方式，进而丰富译入

语文化的内容。

2从多元文化系统视角看中医英译

中医的英译文本最初在西方医学文化中是作为一

种弱势文化而存在的。当时西方还不太了解中医的价

值，看中医无非就是想找“替代疗法”。要想让中医在

西医强势文化中找到生存空间，让外国人了解并接受

中医，译者只得向译入语文化妥协，遵循西医文化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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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采用“尽可能使原作接近读者”¨1的“归化”译

法，以迎合英语读者固有的接收水平，中医的推广和传

承也因此受到西医主流文化的冲击和排斥，许多中医

术语的英译只能借用英语或西医文化中现成的词汇和

表达方式。例如，在开始研究中医药名词术语英译时，

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其中也不乏主张直译或异

化的，但经过反复讨论，还是把中医英译的标准统一为

“与世界接轨”上，这无疑就是“中医西医化”。李照

国H。曾在《中医英语翻译技巧》中指出，“中医英译不

能为了保持中医的民族特色而与全人类的文化发展对

立起来，或者割裂开来。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将中医

孤立起来，使之裹足不前。”他因此把中医英译的原则

总结为“薄文重医、依实出华，比照西医、求同存异，尊

重国情、保持特色”。虽然他也主张“尊重国情，保持

(中医)特色”，但这是建立在“薄文重医、比照西医”的

基础之上的，是针对那些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词的中

医术语“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试以“气”和“五脏”

等中医术语最初的英译为例。起初，译者借用英语词

汇把“气”译成air，energy，后来改为vital energy。“心、

肺、肝、脾、肾”等也均采用与西医解剖部位相关的词

语heart、lung、liver、spleen、kidney来翻译p。o Nigel

Wiseman¨。在《汉英英汉中医词典》总论中提出，译者

偏好使用西医对应词，是由于他们认为西医学已然在

整个世界建立了医学的标准，西医的概念具有较高的

“可信度”。诚然，“借用西医固有的词汇翻译，能消

除外国人对中医的陌生感和隔膜感，中医能够走出国

门，这种归化的译法功不可没。”¨。但其缺点也是显而

易见的，当时译文总体上倾向于西方读者原有的接受

水平，不但中医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没有在译入语文化

中体现出来，而且造成中医文化缺省的现象，出现了许

多诸如“带下医”被译成doctor underneath skia、五脏六

腑被译成“五个仓库六个宫殿”之类的笑话。

Even．Zohar⋯认为多元文化系统是一个动态的系

统，其中各个子系统也会因时间的推移相互转化。随

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政治力

量逐渐壮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得以提升，中国文

化，尤其是中医文化也备受瞩目。中医的辨证论治及

针灸、推拿等独特疗效以及其在养生、保健等方面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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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使中医得以与西医分庭抗礼，虽不能说中医文化已

在西方医学文化中处于强势，但足以说明国际社会对

中医文化更加认同、更加热衷。许多译者也已经意识

到现阶段中医译介的新局面，他们多采用“保持原作

不动，让读者接近原作”的异化法，向译入语文化输入

异质性的中医文化，将中医独特的文化价值真正介绍

给世界。正如麦考尔-雅蒲¨1所言，“现在中医西传

的程度开始超过其初期的状态，如果坚持用西医化的

译法则会抹杀中医本身的优点，应该用非西医化的翻

译法保留中医自身的特点和优势，这样更容易让中医

在西方落地生根。”Nigel Wiseman¨。也建议“应该在翻

译过程中保留中医概念系统的完整意象”。李照国

等p’更主张用“名从主人”的“语言国情学”来解决富

有中医文化内涵的词语在英语里找不到对应语的问

题，让中医英译真正做到名符其实。“气”和五脏等中

医术语英译的变化就是最好的例证。众所周知，“气”

作为中医所独有的概念，它不仅是生命活力，又是脏腑

等组织的活动，air，energy或vital energy这些英语对应

词已经不能传达出中医“气”的这种本质，英国翻译家

李约瑟借用汉语拼音，把“气”直译为“qi”，使“气”的

文化内涵得以完整地传达，这种译法已为译界普遍接

受。中医五脏不仅代表人体五个系统的生理功能、病

理变化，还包括其相互关系，只是大体与西医实体解剖

器官近似。因此，许多专家建议采用直译再在其后加

注汉语拼音，如Heart(Xin)、Lung(Fei)、Liver(Gan)、

Spleen(Pi)、Kidney(Shen)，这样，就能完整地传达出

它们的中医文化内涵了。类似这类富有中医文化内涵

的词如“阴阳”、“三焦”、“脏腑”、“刮疹”等均采用了

这种音译的异化法，目前这些词的音译已被普遍接受

并已成为鲜活的英语，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英语文

化，为英语输入了新的异质性成分。

3结语

在当今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的全球化语境之下，

中医文化将以其独特的疗效和优势在国际上受到更多

人的欢迎和青睐。从多元文化系统的视角来研究中医

英译，对于我们了解和把握中医文化在西方医学文化

之中的地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

传承弘扬中医文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医文化会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在国际文化这个大系统中绽

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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