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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深度翻译'与中医方剂的文化意象传递

张林熹

##中医方剂名称言简意赅(内涵丰富"汇集了我国历

史文化之精粹) 方剂名称中隐含的各种文化意象的保

留与传递意义深远) 为便于西方文化群体快速了解中

医方剂"现行的翻译策略以突出方剂功效的意译为主"

辅以音译和简单直译) 然而"以上
%

种翻译方法虽能

满足西方文化群体的部分需求"却磨灭了历史文化留

下的印记) 作为深入理解方剂的重要渠道"方剂名称

背后蕴含的文化背景同方剂功效一样"需要译者以清

晰(准确的方式进行传达) 笔者拟从&深度翻译'出

发"以方剂名中的神话意象与修辞意象为例"通过构建

深度文化语境与认知图式为中医方剂文化意象的传递

与传播另辟蹊径)

#

#何为深度翻译*

&深度翻译'$

.C>-D .2=EF4=.>/E

%是美国著名文化

学者阿皮亚在其同名文章中提出的概念) 这一概念以

一种马赛克的拼接方式形成"它起源于美国人类学家

格尔兹的&深度描写'理论"随后被阿皮亚赋予了浓厚

的人文关怀) &深度描写'理论认为人类文化是一个

符号系统"或者说是一个意义之网$

= G10 /H F>IE>H>

"

-=E-1

%"因此文化分析是一种寻求意义的阐释科

学+

#

,

) 换而言之"文化的阐释和意义离不开语境"正

是语境构成了这一复杂纷繁的符号系统) 阿皮亚同样

强调翻译中语境的重要性"&深度语境化'$

.C>-D -/E

"

.1J.K=4>L=.>/E

%也是&深度翻译'一文中的关键词) 阿

皮亚认为言语是行动的产物"而所有行动均有其原因)

要了解他者文化背后的典型原因特征就必须将翻译"

更准确来说是&学术翻译' $

=-=?1<>- .2=EF4=.>/E

%

及翻译教学置身于&深度语境'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

阿皮亚在提到&他者文化'时"同几乎所有文化学者一

样"指的即是非英语为主流的小众文化) &深度翻译'

被定义为在翻译文本的过程中采用添加脚注(注释(评

注等方法"以将文本置于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和语言

语境中"进而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和译者的意图相互

融合+

!

,

) 作为一个有着双重文化背景的文化学者"阿

皮亚将解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的二元对立视为己

任"希望通过&深度翻译'挑战自我"让小众文化走得

更远"通过深度语境化的策略让英语读者对他者文化

形成更为准确(完整的概念"和油然而生的尊重和敬

仰) &深度翻译'对脚注(注释(评注等方法的广泛运

用和对深度语境的执着追求都在某种程度上将翻译等

同于阐释"翻译即是一种意义的解释) 而这与斯坦纳

的解释学翻译观不谋而合) 斯坦纳在其代表作-通天

塔之后.第一章中就提出并详细论述了&理解即是翻

译' $

KE?12F.=E?>EI =F .2=EF4=.>/E

%的观点+

%

,

) 他

指出翻译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可以是文本视域与译

者视域的融合"也可以是文本视域与读者视域的融合)

&深度翻译'的目的就是促进两种视域"两种文化在平

等的前提下积极融合) 在&深度翻译'概念出现之前"

早已存在大量的&深度翻译'实践) 从伊拉斯谟的圣

经翻译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但凡有着深厚文化指

涉的作品在翻译时"译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展开&深度

翻译'"这也证明了其可操作性) 任何文本的翻译都

存在意义缺失"文化意象传递欠妥的情况"这一点在文

化底蕴丰厚的作品中更为凸显) &深度翻译'则是通

过提供丰富甚至身临其境的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

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流失) 正如谈宏慧+

7

,所说&深度

翻译既为文化翻译找到了文本表达空间和表现方式"

也为一本多译提供了多维视角')

!

#中医方剂的文化意象

&方剂是由药物组成的"是在辨证审因(确定治法

之后"选择适宜的药物"酌定用量"按照组方原则配伍

而成"是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主要工具'

+

8

,

) 方剂的

起源历史悠久)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就开始发现一

些食材的药物作用"并从最初的单方发展到复方)

-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古老的一部方书) 而后出现

了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以及东汉张仲

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 这两部著作对我国方剂学

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仍是理论研究及行医

治病的基点) 随着经验的不断累积"此后几乎历朝历

代都有各类方书问世)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唐代孙

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明代的-普济方.等) 从以上

简要的历史回顾中"我们不难看出方剂背后的深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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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学的发展与古代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许多

方剂都是在长期生活(行医实践中逐步总结而成"它承

载着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华民间文化的风俗(理念和价

值观) 这一点在方剂的命名上尤为突出) 方剂的命名

方法灵活多变"最常见的有以方中所含药名组成"以方

中君药命名"以功效命名及君药加功效组合命名等)

而还有一类常用命名方式则更加隐晦"如方剂名称中

包含中国古代哲学意象#&大青龙汤'(&白虎汤'等即

属此类/或包含神话意象如&龟鹿二仙胶'(&天王补心

丹'等/或包含修辞意象如&玉屏风散'(&舟车丸'等/

亦或包含情感意象如&逍遥散'(&失笑散'等) 此类命

名方式集中华文化意象精髓为一体"为传承古老而璀

璨的中华文化开辟了一条大道) 但也正由于其命名的

独特"给从事中医翻译的学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曾

有人感慨&

M/1.2N >F GC=. I1.F 4/F. >E .2=EF4=.>/E

'"

方剂名称的翻译又何尝不是如此* 如此浩瀚如烟的文

化意象在翻译中自然会因各方利益的权衡而失落"尤

为令人惋惜)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翻译才能将这种&失

落'降到最低呢* 笔者认为文化意象的失落很大程度

上归因于文化语境的缺失) 现行的音译即零翻译"意

译即仅重视方剂功效而忽略其文化内涵或简单直译"

都不能有效传递方剂名中的文化意象) 其中音译和直

译看似对文化意象有所保留但对其传递和传播鲜有作

用"意译则几乎更是对文化意象的零保留) 对于文化

意象"我们应该首先考虑保留"在保留的基础上促进其

传递和传播) 音译和直译之所以只能做到保留不能做

到传递"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营造一个真实合理的文

化语境) 因此"我们不妨试用&深度翻译'的方法"在

音译和直译的基础上通过添加注释构筑文化语境"准

确并完整地将方剂中的文化意象展现出来)

%

#中医方剂的深度翻译

%

!

#

#深度翻译与神话意象

神话故事和神仙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自古历代皇室都有祭天的习俗"而平民百姓更

是祭拜各路神仙祈福) 这种民族特色也延续至今"在

方剂的命名中也有所彰显) 如 &龟鹿二仙胶'中的

&仙'和天王补心丹中的&天王') 由于中西文化的差

异"神话意象对读者的知识储备要求较高"需要读者先

前就已建立起较好的神话意象认知图式"否则很难理

解其中深意+

$

,

) 因此"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读

者来说"译者必须帮助他们构建所需的认知图式"以更

全面地认识(理解方剂文化) 而认知图式的构建则可

通过深度翻译完成) 由于深度翻译中提到的文化语境

构建其实等同于认知图式的构建) 对于方剂翻译"这

种语境或图式的构建依赖于方剂功效的释义和有关方

剂背后文化的进一步阐释) 如此一来"一个方剂名称

的翻译应由
%

部分构成#方名的直译或音译加功效最

后加文化背景注释)

以&龟鹿二仙胶'为例"其中&龟'(&鹿'各指龟板

和鹿角"可采取直译) 那么&仙'字在这里究竟为何意

呢* 其实"在方剂命名中常用&仙'(&妙'这样的字眼

形容方剂的显著功效"如&水陆二仙丹'(& 四妙勇安

汤'等) 有译者将&仙'与西方文化中的&神'等同起

来"译为&

O/?F

'"看似合理"但却有损方剂中深藏的

神话意象) 中国文化中的&仙'"即&神仙'更强调永

生"正如东汉刘熙+

:

,在-释名! 释长幼.中所言#&老

而不死曰仙') 因此"&仙'在这里译为&

><</2.=4F

'

更为贴切) 方剂名称的完整直译即为 &

><</2.=4F

$

I14=.>E /H ./2./>F1

"

M4=F.2/E =E? ?112

"

C/2E

'

5

第二

步"方剂的功效#填阴补精"益气壮阳"译为&

21M41E>F

"

C>EI N>E =E? P>.=4 1FF1E-1

"

FKMM41<1E.>EI Q> =E?

>EP>I/2=.>EI N=EI5

'

+

9

,最后"文化注释) -本草纲目.

记载"李时珍曰#龟鹿皆灵而有寿"龟首常藏于腹"能通

任脉故取其甲"以补心(补肾(补血"皆以养阴也) 鹿鼻

常返向尾"能通督脉故取其角"以补命(补精(补气"皆

以养阳也) 乃物理之玄微"神工之能事也0 再加上人

参(枸杞"益气生精) 四者合一"可达精生而气旺"气旺

而神昌的境界) 久服可以延年益寿"故有&二仙'之

美称+

R

,

)

S--/2?>EI ./ &/<M1E?>K< /H +=.12>=

+1?>-=

"

0/.C ./2./>F1 =E? ?112 =21 <=I>-=4 =E?

4/EI

"

4>P1? -21=.K21F5 )/2./>F1

"

M4=F.2/E >F KF1?

H/2 >EP>I/2=.>EI .C1 C1=2.

"

D>?E1N =E? 04//?

/

?112

"

C/2E >F KF1? H/2 21M41E>FC Q> =E? P>.=4 1F

"

F1E-15 S??1? G>.C O>EF1EI =E? G/4H0122N H2K>.

"

.C>F M21F-2>M.>/E -/K4? M2/4/EI 4>H1 >H 4/EI

"

.12<

=?<>E>F.121?

"

.C121H/21

"

1E.>.41?

&

(<</2.=4

'

5

%

!

!

#深度翻译与修辞意象

修辞意象同神话意象一样也常见于方剂的命名

中) 修辞意象使方剂名称更为含蓄委婉"似乎更符合

中国文化温婉(内敛的特质) 包含修辞意象的方剂名

称往往难以理解"因为乍看起来似乎与药理毫无联系)

不仅西方读者"就连缺少充分文化背景的本国读者都

无法理解其内涵) 如&华盖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国古代文化中称帝王或贵官车上的伞盖为&华盖')

因华盖处于马车的最高处"将整车盖住"而中医学认为

五脏六腑中肺的位置最高"便用&华盖'来比喻肺) 在

这一文化语境下再来理解&华盖散'就十分容易)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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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泰山磐石散'"&泰山磐石'在中国文化中比喻安定

稳固"因此方剂中泰山磐石散有益气健脾"养血安胎的

功效) 对以上两例方剂的释义其实就是构建文化语境

和认知图式的过程) 修辞意象的方剂名称翻译若要既

保留修辞意象的完整"又利于其传递只有通过深度翻

译来实现) 下文以&玉女煎'为例具体分析深度翻译

在此类方剂翻译中的运用)

按照上文所提供的三步翻译法"&玉女煎'应首先

直译为&

'=?1 +=>?1E A1-/-.>/E

'

5

但仅提供如此单

薄的直译"显然无法让读者了解其蕴意) 加上其功效#

清胃滋阴&

-41=2>EI =G=N F./<=-C

"

C1=. =E? E/K2

"

>FC>EI N>E

'

+

8

,

5

最后的文化注释颇为关键"因为困扰

读者的最大问题便是&玉女'二字究竟何指* 其实"这

里的&玉女'有三重所指#一指古代道家称肾为玉女"

本方可滋补肾水"故名) 二指观音菩萨左有金童"手持

净瓶"右有玉女"手持柳枝"观音用柳枝醮净瓶之水"洒

于大地则清凉滋润"喻本方有滋阴降火之功) 三指石

膏其色白无暇"性阴寒"象征玉女+

#"

,

) 那么综合起来

&玉女煎'的完整翻译即为#

'=?1 +=>?1E A1-/-

"

.>/E

#

.C1 ?1-/-.>/E H/2 -41=2>EI =G=N F./<=-C

"

C1=. =E? E/K2>FC>EI N>E5 T>?E1N >F -=441? '=?1

+=>?1E >E &C>E1F1 )=/>F<5 )C>F M21F-2>M.>/E

-/K4? 21M41E>FC D>?E1N

"

G=.12

"

C1E-1 1E.>.41? =F

FK-C5 U1F>?1F

"

V=?1 <=>?1E >F =4F/ 21H1221? ./

=F .C1 I>24 /E .C1 2>IC. F>?1 /H OK=EN>E

"

GC/

C14MF 02>EI 21H21FC<1E. =E? -//4E1FF

"

.C1 F=<1

=F .C1 =-.>/EF /H .C1 M21F-2>M.>/E5 WK2.C12</21

"

INMFK<

"

/E1 <=V/2 >EI21?>1E. /H .C1 M21F-2>M.>/E

>F GC>.1 =E? FM/.41FF

"

-=22N>EI .C1 -C=2=-.12>F

"

.>-F /H = '=?1 +=>?1E5

7

#结语

中医方剂犹如夜空中的繁星点点"每颗星都有着

自己特殊的名字和意义) 繁星或明或暗"如同有些方

剂名称浅显易懂"有些则深奥神秘) 对于富有深刻文

化意象的方剂"译者必须通过深度翻译在直译或音译

的基础上为读者构建深度文化语境与认知图式) 正如

英国中医翻译家
6>I14 *>F1<=E

+

##

,对译者提出的要

求#只有遵循中医原来被接受的传统方式去看待中医

学并将中医忠实地翻译出来才能为西方真正想学习中

医的人士开启一条迈入中医的大道) 但必须指出的

是"深度翻译并非毫无瑕疵) 深度翻译的译文往往较

长"这是其信息量大不可避免的弊端) 因此深度翻译

的使用范围必须加以注意"如方剂名出现在文章标题"

则应遵循简洁性原则"一般直译或音译即可) 总之"深

度翻译的运用要应时应地"合理考量"仔细斟酌"若运

用得当"则能更好地促进我国中医药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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