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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文化负载词对中医方剂名英译的影响

''' 从 (锭子药)的译文谈起

程"玲"秦国丽

""中医药西传不仅有疗法西传"亦有方剂西传* 方

剂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及医疗实践中的产

物"因其治未病+养生功能有效及其成分不易散失+不

良反应小而日益受到西方人的关注和推崇* 在方剂西

传的跨文化交际中"翻译成为了媒介*

由于名称的翻译是方剂翻译的第一步"因此其翻

译尤为重要* 方剂名称的翻译不仅涉及简单的语言对

应"而且涉及对中医药文化负载词的理解和诠释*

(文化负载词)是民族文化的标志"胡文仲认为其是

(特定文化范围内的词汇"它是民族文化在语言词汇

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

,

#

-

* 尤金!奈达将文化负载分

为生态学+物质+社会+概念+语言等五大类,

!

-

* 中医

方剂名称包括生物+颜色+数字+形状+宗教+药剂等各

领域的文化"其中还不乏有隐喻等修辞现象"其所负载

的文化应与生态+物质+社会+概念以及语言紧密相关*

如(白虎汤)一方中用(白虎)来命名"是因为服药后的

解暑之力犹如白虎金神一般迅速"是对药效的一个生

动的隐喻* 可见小小一个方名就内涵丰富"要做好翻

译更为不易*

笔者将.红楼梦/及其他资料中 (锭子药)和 (紫

金锭)译文进行比较"重点分析其翻译得失"力图以小

见大"发掘分析方剂名称的文化负载对其英译的影响"

并提出中医方剂名称翻译的策略*

#

"(锭子药)的文化负载及英译

(锭子药)是所有剂型为(锭剂)药物的总称"这个

统称概念的翻译蕴涵了大量的文化符号* 从其英译可

对中医方剂名称的英译管窥一斑*

#

!

#

"(锭子药)的定义

据.红楼梦辞典/

,

%

-

"(锭子药)是把药制成坚硬小

块"状似(锭子)"也称(药锭子)"常做成各种花样*

.红楼梦鉴赏辞典/

,

=

-解释为#把药物碾成细末"单独

或与赋形剂混合制成大小+形状一定的固体药剂"也称

(药锭子)* 关雪玲在(关于清宫锭子药的几个问题)

中指出#(锭子药为清宫药品中极为特殊的一种)"(是

以防暑避疫为主治功能的多种药品的统称)

,

$

-

*

#

!

!

"(锭子药)的译文对比分析

.现代汉语辞典/$汉英双语%中(锭)的词条下有

锭剂解释#(药物粉末制成的硬块"供患者吞服+研汁

内服或外用"如万应锭+紫金锭+蟾酥锭等)* 英译解

释#

43G-HI-

"

J@KLA44-

&

L13.M-

&

K/@44 L@04-L /@N-

3O /-NA.AH@4 J3<N-1 L3 0- L@P-H 31@44Q 31 RK-N

-SL-1H@44Q

"

-5 I5

"

J@H@.-@ J@KLA44-

"

L3@N .@P-

"

-L.

,

>

-

* 李照国对(锭剂)的翻译也为(

43G-HI-

"

J@K

#

LA44-

"

L13.M-

)三词,

:

-

*

由此"锭子药首先可译为(

43G-HI-

)".朗文当代

高级英语辞典/ $简称 .朗文/%中 (

43G-HI-

)是 (

@

K/@44 O4@L K<--L

"

-KJ-.A@44Q 3H- LM@L .3HL@AHK

/-NA.AH-

)" 中文为(糖锭$尤指含药的糖%)

,

;

-

&.新

牛津英语词典/ $简称 .新牛津/%解释为 (

@ K/@44

/-NA.AH@4 L@04-L

"

31AIAH@44Q LMAK KM@J-

"

L@P- O31

K31- LM13@LK @HN NAKK34T-N AH LM- /3RLM

)

,

B

-

*

(

43G-HI-

)迎合了 (锭子药)形状的特点"但是无论

.朗文/还是.新牛津/的解释都负载了外国文化(含药

的糖)+(治疗咽喉痛)+(含服)等*

其次"(

J@KLA44-

)在.朗文/释义为(

-KJ-.A@44Q @

K/@44 13RHN K<--L

"

K3/-LA/-K .3HL@AHAHI /-NA

#

.AH- O31 @ K31- LM13@L

)" 中文为 ($含治喉疾药物%

的锭剂"润喉糖)&.新牛津/#(

@ K/@44 K<--L 31 43G

#

-HI-

)"含义基本与 (

43G-HI-

)无异"指(糖锭)和(喉

药)*

另外"(

L13.M-

)在.朗文/及.新牛津/中均未见收

录* 根据.精选医学词典/

,

#"

-

"(

L13.M-

)是(

@ /-NA.

#

AH@4 43G-HI-

"

L@P-H 0Q /3RLM

"

RK-N L3 L1-@L .3H

#

NALA3HK 3O LM- /3RLM 31 LM13@L @HN @4K3 3O LM- @4A

#

/-HL@1Q .@H@4

)" 中文为(药用糖锭"含化以治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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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咽喉及消化道疾病)*

总之"以上
%

种表述无论哪一种均基本停留在

(糖锭)和(喉药)的基本概念上"虽是最与中医 (锭子

药) 相近的英文表达"但由于文化认知的差异造成了

(锭剂)与(

43G-HI-

+

J@KLA44-

+

L13.M-

)无法完全对等"

造成了中医文化负载的词义空缺*

另据.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

##

-的检索结果"

杨宪益和霍克斯两译本存在明显不同* 从某种程度上

来讲"译者对中医文化的认知影响翻译结果* 杨宪益

的(锭子药)译文为(

JA44K O13/ LM- J@4@.-

)& 霍克斯

的译文为(

/3R4N-N /-NA.AH-

#

.@P-K

)*

首先"杨译本剂型译文是 (

JA44

)"霍译本则是

(

.@P-

)* 锭子药的外形不属于丸剂* 而(

JA44

)根据

.新牛津/ 解释为 (

@ K/@44 13RHN /@KK 3O K34AN

/-NA.AH- O31 K<@443<AHI <M34-

)&.朗文/中(

JA44

)是

(

@ K/@44 K34AN JA-.- 3O /-NA.AH-

"

LM@L Q3R K<@4

#

43< <M34-

)"均指吞服的药丸* (锭子药)是总称"负

载的中医药文化不仅限于口服药"更可外敷* 虽然杨

译本的
JA44K

采用了(归化)的译法"尽量去适应目的语

的文化习惯"也从读者角度出发"有效地传递(锭子

药)负载的药的特点"但仍以偏概全"让人深感翻译过

程中文化传递的缺失* 霍译本的(

.@P-

)可回译为(蛋

糕+饼以及块状物*)从锭子的外形看"的确可以媲美

日常生活的美味 (

.@P-

)* 霍克斯在使用 (归化)方

法的同时"加上了(

/-NA.AH-

)这一修饰语"巧妙地避

免了(锭子药)负载的中医文化在传递中缺失的困境*

其次"杨译本增译了来源为宫廷$

O13/ LM- J@4

#

@.-

%* 关雪玲也提到了曹雪芹讲述的端午节宫廷要

赏锭子药之事并非虚构"而是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的

真实反映* .红楼梦/中(锭子药)所负载的(宫廷赏

赐)之意的确可以通过(

O13/ LM- J@4@.-

)表达出来*

但借用此翻译时需谨慎"因为(锭子药)并非清朝皇宫

的专利"它是各年代常见的一种剂型* 如若均译成

(

JA44K O13/ LM- J@4@.-

)则会贻笑大方* 杨译本中增

译的内容仅定位于其文学作品所负载的清史宫廷文化

而并非所负载的中医药剂文化* 此译文不能成为中医

方剂(锭子药)的普适译文*

再次"霍译本以负载的药锭做法文化为入口"增译

了(

/3R4N-N

)* 译者的汉学功底可谓深厚* 因为锭

子药制作一般需要糯米粉等赋形剂"然后用模具成形*

关雪玲也指出(式样繁多的锭子药要借助药模子来完

成)* 霍译本的精炼表达传递了最大的文化负载*

翻译中"源语文本通常不变"但对其认知常会因

人+因时+因地而异"从而有不同目的语译文* 无论是

杨译本中的)

O13/ LM- J@4@.-

) 还是霍译本中的

(

/3R4N-N

)都是文内释义"旨在提供更多背景信息"

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 杨译本和霍译本都用(异

化)的方法将 (锭子药)用英语中既有的词语来表达*

虽以(

O13/ LM- J@4@.-

)增译来补充强调(锭子药)的

御赐特征"杨译本忽略其他的特点* 由此"霍译本可成

为普适译文在中医方剂英译中予以借用*

!

"(紫金锭)的文化负载及英译

(锭子药)分成不同种类"如#万应锭+蟾酥锭+锭

子疮药+锭子眼药+紫金锭等* 在.现代汉语辞典/$汉

英双语%的(锭剂)词条中英文对中文的解释对应并不

工整"独缺 (紫金锭)的英文解释* 只有 (

J@H@.-@

J@KLA44-

"

L3@N .@P-

)"即(万应锭)和(蟾酥锭)* 是

编者有意为之亦或是无心之失"值得深思*

!

!

#

"(紫金锭)的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指出(紫金锭)为暗棕色

至褐色的长方形或棍状的块体"气特异"味辛而苦* 功

能主治#辟瘟解毒"消肿止痛* 用于中暑"脘腹胀痛"恶

心呕吐"痢疾泄泻"小儿痰厥&外治疔疮疖肿"痄腮"丹

毒"喉风,

#!

-

*

!

!

!

"(紫金锭)的译文对比分析

.红楼梦/中有(紫金锭)"通过语料库,

##

-的检索

发现"杨宪益对其的译文为(

JR1J4-

#

I34N JA44K

)&霍克

斯的译文则为(

LM- E4N U34N 9HLA

#

V-T-1 W@KLA44-K

)*

首先"杨译本继续沿用了 (

JA44K

)一词"保证了翻

译的连贯性和衔接性&霍译本弃 (

.@P-

)用 (

J@K

#

LA44-

)* 英文中的(

J@KLA44-

)指的是(锭"锭剂"糖锭#将

有效成分混合在树胶+甘油及明胶基质中制成的甜

块)*

J@KLA44-

的赋形剂为树胶+甘油+明胶基质"锭子

药却为纯天然的环保的糯米粉等"这种由目的语带来

的联想意义反而使中医文化缺失了*

其次"颜色翻译杨译本直译为(

JR1J4-

#

I34N

)"字

对字的翻译"求其信"已大难矣&霍译本意译为(

34N

I34N

)* (紫金锭)的命名抓住了两个性征#颜色+剂

型* 紫金色遵循美学特点"使人有一种富丽堂皇+吉祥

美好的感觉* 如称吉瑞之气为(紫气)"皇宫称为 (紫

禁城)等* (紫金)正是(皇权)+(富贵)的象征* 由此

可见"(紫金)并非就是真正的(

JR1J4- I34N

)"而是一

种文化的负载"反而译文(

34N

#

I34N

)更符合(紫金锭)

的本色#暗棕色* 可以说"不论是杨译本的(

JR1J4-

#

I34N

)的直译亦或是霍译本的(

34N I34N

)意译似乎都

无法将紫金色在东方文化中的符号象征表现得淋漓

尽致*

此外"霍译本通过增译传递了药效(清热)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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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不难看出"霍克斯试图传递该名称所负载中医文

化核心的(医理)部分* 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差异和专

业知识的约束"霍译本的翻译也只能传递负载文化的

一部分"而导致传递过程中药剂文化的缺失*

霍译本通过(意译)$

34N I34N

%+(增译) $

@HLA

#

O-

#

T-1

%和(借译)$

J@KLA44-

%等相结合的方法从(归化)的

角度翻译(紫金锭)"一方面直接介绍了药品的性状和

功效"另一方面部分传递了中医文化* 相对而言"杨译

本只用了(直译)$

JR1J4-

#

I34N

%和(意译)$

JA44K

%两种

方法"从(归化)与(异化)结合的角度"并未将药名的

文化隐喻表达出来"还有可能造成读者误解"实在有些

可惜*

%

"中医方剂名称英译

从以上可看出"如(紫金锭)一般的方剂名称不仅

疗效肯定"而且寓意很美* 中医方剂名称的翻译是一

个复杂的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它与一般的科技翻译不

同"负载的文化因素不可忽视*

%

!

#

"中医方剂名称的文化负载

由于生活经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对世界认知

的差异"英汉语之间总会出现词义空缺情况"总有一些

负载本民族文化的完全属于自己国情的词语和表达*

方剂名称属于中国的传统医药文化"自然带有很强的

民族文化色彩* 如#(保和丸)+(和解散)体现了中医

儒家的中和思想&(太乙膏)+(太一丹)体现了道教归

真返朴思想&(观音露)+(救苦丹)又体现了佛教的救

苦救难的精神* 这样的方剂名称所负载的不仅是中医

学文化"更多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境界和宗教情

怀* 若译"实不易*

%

!

!

"中医方剂名称的英译策略

方剂名称的英译目的是传播中医方剂文化"让更

多人接受和理解它* 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可以达到这

样的目的* 本文着重提到的(锭子药)和(紫金锭)在

不同资料中的翻译主要从(归化)的角度采用了不同

的翻译策略#直译+意译+借译+增译等* 其中尤其值得

我们关注的是(借译)与(增译)*

直译或意译已不能满足方剂中强大的文化负载所

带来的词义空缺"这时不妨选择借译* 这可以让目的

语读者有一种(在家感)$

@L M3/-H-KK

%"从而促进源

语文化的传播* 如(

43G-HI-

"

J@KLA44-

)虽不完全对应

中文意义"但却能让读者有清晰的概念*

此外"汉语属于强信息语境文化$

MAIM

#

.3HL-SL

.R4LR1-

%系统"英语属于弱信息语境文化$

43<

#

.3H

#

L-SL .R4LR1-

%系统* 这样的强信息语境文化中"再负

载上中医文化"中医英译就更加复杂* 上文中提到的

译文增加了内容来阐述非语言环境之外的文化符号"

这样的增译是值得的* 美国哈佛大学的亚皮亚

$

8<@/- 9HLM3HQ 9JJA@M

%称之为(

LMA.P L1@HK4@

#

LA3H

$厚翻译%#

9 L1@HK4@LA3H LM@L K--PK <ALM ALK

@HH3L@LA3HK @HN ALK @..3/J@HQAHI I43KK-K L3 43

#

.@L- LM- L-SL AH @ 1A.M .R4LR1@4 @HN 4AHIRAKLA. .3H

#

L-SL

)

,

#%

-

* 当然若有必要还应当加上一些注解更好*

=

"结语

语言文化的差异+文化取向的不同都造成了中医方

剂名称翻译的困难* 中医文化是西方人眼中东方主义

的代表之一"具有神秘感* 译者需要从文化身份的定位

和中医文化认知等方面来提高自身的翻译素质,

#=

-

"让

(锭子药)+(紫金锭)这一类的药剂名称的翻译有着丰

富的中医文化内涵"也让更多人真正地了解中医+学习

中医+应用中医+传播中医"促进中医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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