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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互文性视域下中医学翻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李红莉"姚"欣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学逐渐受到重视"引发国内外

中西医领域工作者的共同关注& 作为祖国传统文化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医学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也被逐渐

提上日程"所以相关中医学典籍和术语的翻译也曾经

并正在引发翻译界学者的共同关注& 在互文性理论看

来"中医学典籍和其前后译作为互文本关系& 前者为

前文本"后者为生成文本"译者对前文本的正确把握和

解读关乎读者"尤其攸关目的语读者对生成文本的理

解及未来在临床中的实践& 虽然中医学著作"尤其是

经典医籍的翻译层出不穷"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从而也

给中医学在国外的传播增加诸多困难& 本文旨在从互

文性这一视角探讨中医学译者在其翻译实践中主体性

和创造性的发挥&

#

"互文性理论

'互文(一词源于拉丁文'

>A18F18G13

(& 互文性

$

>A18F18G1.=4>1?

%理论是一种发端于符号学)诞生于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文本理论"又被称为

'跨文本性()'文本间性()'文本互涉(等& 究其起源"

法国符号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4>= HF>018I=

%

借助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在译介巴赫金著作过

程中受其诗学思想中的复调理论和文学狂欢精神的启

发"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术语*

#

+

& 并在其第二个文本

,封闭的文本-将其明确定义为'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

的其他文本的表述.已有和现有表述的易位.(

*

!

+

&

需要指出的是"在克里斯蒂娃提出'互文性(这一

术语之前"俄国学者巴赫金 $

JK=1>A

% 就已经道出互

文性的基本内涵& 他把文本的互文性与语境联系起

来#我们的谚语"即我们的全部表达$包括创作的作

品%"充斥着他人的话语/只是这些他人话语的他性程

度深浅有所不同& 这些他人的话语还带来了自己的情

态)自己的语言评价语调"我们对这一语调要加以把

握)改造)转换& 每一个单一的表述都是言语交际链条

中的一个环节*

&

+

&

""祝朝伟*

#

+认为'互文(意味着欲望)历史)文本等

语言学或非语言学)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相互指

涉& 朱光潜先生谈到翻译时说过#'文字还有另外一

层意义"每一个字在一国语言中都有很长久的历史"在

历史过程中"它和许多事物情境发生联想"和那一国的

人民生活状态打成一片"它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氛围&

各国各地的事物情境和人民生活状态不同"同指一事

物的字所引起的联想和所打动的情趣也就不相

同(

*

7

+

"从语言角度分析了文字的互文性"其实这也正

与互文的寓意相映成趣&

!

"译者主体性

主体性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

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是客体为主体

服务的特性*

9

+

& 就翻译活动而言"译者便是主体& 译

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

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

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

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9

+

& 总的来说"译者的主

体性应涵括目的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特点&

这些特点中"目的性是翻译活动的基础"自主性和能动

性是灵魂"而创造性是亮点&

虽然文本和原作者的研究占据了翻译学领域研究

的大半壁江山"译者的作用稍显薄弱& 但是"翻译界对

译者的关注却是自古有之"且随着翻译理论的持续推

陈出新"尤其是凸显译者主体的互文性等理论的诞生"

中外译家关于译者要求)主体性等的论述更盛& 学者

胡庚申*

$

+敏锐地发现
!"

世纪
:"

年代以后"西方翻译

研究出现了重要转折"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了译者"译

者的'显身(也随之成为翻译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相关

著述便层出不穷& 仅上个世纪
L"

年代以来"国外就有

,语篇与译者-

*

:

+

),译者登场-

*

%

+

),译者的隐身-

*

L

+

)

,从翻译过程分析看译者-

*

#"

+

) ,作为交流者的译

者-

*

##

+等& 而国内关于译者的研究也不甘后人"逐渐

蔚然成风"或单独讨论)或与翻译理论或文本结合探讨

译者的角色)作用)主体性等等"尤以译者主体性为多"

诞生了不少优秀的文章"如,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

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

*

#!

+

),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

释-

*

#&

+

),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

*

$

+

),译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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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与底线000试论译者主体性与译者的天职-

*

#7

+

等等&

&

"互文性理论规约下的译者主体角色

互文性理论否定了文本意义的确定性"这为作为

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发挥空间"也

分别从读者)阐释者和作家三个不同的角色角度对译

者提出了相应的规约& 该理论框架下"译者在前文本

和生成文本之间起到了桥梁性作用& 在前文本到生成

文本的转换过程中"译者同时扮演了三重身份#前文本

的读者)阐释者和生成文本的作者& 由此也衍生出了

译者的三种任务#阅读)阐释和改写& 翻译本身是一种

互文性的理解和创造活动"它组成了一个包括前文本)

前文本作者)译者)生成文本读者$受众)译语读者或

目的语读者%及其相互关系的一个错综复杂的互文性

知识网络"在彼此相互吸收和转化的过程中"译者的三

重身份和三重任务为其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但并不意味着译者的主体性可以无限度地发

挥*

#9

+

& 而且"过分强调译者的目的或译者主体性的认

识"便可能使译者自我放任"形成主观主义的倾向"结

果造成与原作的严重偏离*

#$

+

&

因此"译者需适当正确地发挥社科)文化和语言等

多方面的能力及理解力实现对原文本的融通诠释"使

前文本和生成文本的互文性关系真正体现出来"从而

提高生成文本的质量& 就像瓦尔特!本雅明$

+=418F

J8AM=<>A

%所说#'译作应该忠实于原作"译作要把原

作中属于纯粹语言的符码忠实地再现出来&(作家余

华也曾做过一个比喻#'在文学翻译作品中做一些内

科式的治疗是应该的"打打针"吃吃药"但不赞成动外

科手术*

#:

+

("其实"这一点在中医学的译介上更是体现

得淋漓尽致&

7

"互文性视野下的中医学译者主体性

中医学典籍初创了诸多术语)医理"这些术语)医

理也充盈于后世众多医著中"使两者成为密切关联的

互文本& 因此"对前文本术语)医理的正确解读)翻译

对受众中医学概念的理解和塑造至关重要& 如'百病

皆由痰作祟(这句话& '痰(是中医学中一个很重要的

概念"中医学理论认为"'痰(不仅是一种病理产物"亦

是诸多疾病的症结所在& 历史上对'痰(的明确记载

始于张仲景的'痰饮(之说"后世很多医家都曾提出与

痰饮相关的理论&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先生

对这一观点有较详细的阐释& 作为滋阴派的代表人

物"朱丹溪特别重视'气)郁)痰)火(在人体发病中的

作用"尤以痰饮为甚"其在,丹溪心法!痰-有云#'为

咳为嗽"为吐为利"为眩为晕"为嘈杂惊悸"为寒热痛

肿"为痞膈"为雍塞"或胸胁间辘辘有声"或背心一片冰

冷"或四肢麻痹不仁"皆为痰饮所致&

*

#%

+

(由此奠定了

百病多有兼痰的理论基础"后世医家也在此基础上提

出'百病皆由痰作祟()'百病兼痰(等学说& 这里的

'百(和汉语中很多虚数词三)六)九)千)万一样"在特

定的语境中表达不确定的多数& 在对这句话进行解读

时"译者需要结合中国古代汉语知识与相关典籍"进行

正确阐释与文本转换& 还有另外一句话#'痰之为病"

上至巅顶"下迄涌泉"无所不至(& 此句出自清代医家

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

到.上至巅顶"下至涌泉"周身内外皆到"五脏六腑俱

有(& 这里沈氏意在强调痰这一病理产物对人体作用

之广"'颠顶(以部分指代整体"代指头部"而涌泉本是

足趾跖屈时位于足底前
#E&

凹陷处的足少阴肾经穴

位"在这里则摆脱穴位之局限"指代了人体的最下部

分000足部& 两词联用"足证痰为病之广& 纵览古代

中医学尤其是针灸方面相关典籍"不难发现书中常常

会以穴位名称来代替其所在的部位名称& 这里就形成

了一个互文关系& 将此处的 '涌泉( 直接翻译为

'

N3A/O.=A

(或'

N3A/O.=A P3>A1

(会忽略文本的互

文指义"有失妥帖&

此外"'气(是中医学中的一个独特而基本概念"

核心概念上的'气(是指人体内活力很强运行不息的

极精微物质"构成人体以及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

物质之一*

#L

+

& 中医学翻译史上关于 '气( 曾出现

'

BK>

"

=>F

"

F8Q>A8R 0.S01=AB8

"

I>1=4 8A8F/?

"

<=18F>=4

Q3FB8

"

81K8F

(等翻译形式"而其音译
O>

则最为广大读

者接受*

!"

+

& 但是在很多典籍中"气的指义因语境而

异"可以指哲学意义上的气)某种疾病症象)药性及人

体脏腑功能的某个方面等等& 所以其翻译要因语境而

异"不可一概音译& 例如#罗希文将,本草纲目-中'疗

小儿无辜疳气(译为'

>1 1F8=10 >AQ=A1>48 <=4A.1F>1>3A

Q3F =A .ATA3UA F8=03A

(& '疳气(指小儿脾系疾病

中疳证中的早期阶段"表现为轻度的营养不良"译者在

这里采取了意译"避免了音译造成的误读"也契合了原

文的旨意& 但是译者朱明将,灵枢!天年-中'五十

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 六十

岁"心气始衰"苦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 七十岁"脾

气虚"皮肤枯& 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 九十

岁"肾气焦"四藏经脉空虚& 百岁"五藏皆虚"神气皆

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

!#

+中的'肝气)心气)脾气)肺气

和肾气(分别译为'

4>I8F O>

)

K8=F1 O>

)

0P488A O>

)

4.A/

O>

和
T>RA8? O>

(

*

!!

+

& '气(在这里指五脏总体的功能

而言"而非仅仅指脏气一方& 直译虽然简单明了"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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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错误把握会给译语读者导致概念的狭隘化"进

而给其他互文本理解的带来障碍&

9

"结语

译文并不仅仅是译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也

是一种'原著(

*

!&

+

& 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

6>R=

%

在给翻译下定义时说#'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

体在译语中用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

的信息&(翻译活动永远不可能逃脱意义的指涉"翻

译的转换是以意义的在场为根基的& 他也提出#'翻

译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人(& 因此"译者

需要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互文知识"尽量的透彻理

解前文本"使前文本和生成文本的互文性关系真正

体现出来"从而提高生成文本的质量和译语受众的

接受度&

中医学文化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学翻译尤其是典籍的翻译对中医学以及中华文化

的对外传播产生重要的影响& 典籍中很多经典理论和

一些术语是中医学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也是其独特

的所在"承载着丰富的医学信息& 中医学翻译过程中

的互文性与译者的文化修养休戚相关"在翻译实践中

译者不仅仅要深入解读这些经典理论和术语的语言意

义"而且要紧紧追寻其中的渊源"准确实现阐释与改

写& 从很大程度上讲"中医学走向世界的步伐取决于

中医学翻译的质量*

!7

+

& 有人认为"中医学的翻译应该

由了解相关文化的中国学者来完成"也有另外一些观

点赞成由相应译语环境的外国学者来实现& 其实"无

论是哪一方来执行翻译"都需要不断提升自己"正确适

度地进行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翻译实践中充分

保持中医学本身特色"最大程度地消除读者和作者由

于语言的隔阂带来的障碍"使得中医学翻译早日标准

化和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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