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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从国际传播视角看词素翻译法在中医翻译中的局限性

钱敏娟$张宗明

$$词素是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它可以分为词

根和词缀' 在中医翻译中运用词素翻译法"是指将中

医术语拆分成若干部分"各部分或者至少有的部分在

西医词汇中找到对应的词素"将这些词素结合起来仿

造出一些新词' 早在
#?

世纪荷兰人就成功运用词素

翻译创造了(

BILMLFINL2/

) $针%和(

0-OC1LPNC-F

)

$灸%这两个沿用至今的中医术语'

!"

世纪
9"

年代

出版的*中医翻译导论+

,

#

-中专门提出了词素翻译法'

在此后的
!"

年里"如何把词素翻译应用到中医翻译

中"这一问题得到了持续的关注与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

词素翻译法借鉴西医语言的构词法来翻译一些中医术

语"将译语和源语在词素水平上实现了对等"(为中医创

造了一套外国人看得懂但又属于中医学特有的英语词

汇)' 这样的翻译方法优越性在于#$

#

%简洁...采用

词素翻译能大大提高译语的信息密度并有效地保证译

语的简洁性"避免了冗长&$

!

%专业性...使用西医语

言的构词法"避免了中医术语的模糊性"更符合科技名

词术语的形式要求"消除了中医术语与科学用语格格不

入的缺陷"有利于中医翻译的规范化& $

%

%交际性

强...所选词素是西方读者所接受与认同的"便于掌

握"也能消除外国人对中医产生的隔膜感' 由此产生的

中医词汇语义准确/词形简明"似乎有望成为建立英文

版中医药主题词表的主要手段之一"而词素翻译法似乎

应是中医名词术语翻译标准化的最佳方法之一,

#

"

?

-

'

中医翻译是伴随着中医国际传播的需要和变化而

兴起与发展' 历史悠久的中医学"很早就传播到东南

亚各国"并且于公元
?

世纪传播到欧洲诸国' 从
#?

世纪到
#9

世纪的
!""

多年里"亚欧各国先后翻译出

版百余部有关中医方面的书籍'

!"

世纪以来"更多有

关中医的外文书籍或杂志不断问世"国内学者开始直

接参与翻译工作"基本的中医术语被译成英/法/德等

多种语言,

>

-

' 而今"伴随着针灸在世界各国的传播/

中药进入国际市场"中医孔子学院的创立和国际中医

教育的蓬勃发展"中医国际传播有了进一步的需求'

关于传播模式"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曾提

出著名的(

:*

)"即谁说/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

道/取得什么效果这五个基本构成要素' 在分析词素

翻译法在中医翻译中的使用时"(取得什么效果)和

(对谁说)应该是重点考虑的内容'

#

$译介效果分析

考虑(取得什么效果)"即了解读者对信息的接受

情况"信息到达受众后在其认知情感/行为各层面所引

起的反应' 例如有译者在选用词素翻译法翻译中医术

语时"就是从效果考虑"认为它能使译语符合医学英语

词语的构成机制"能使中医学与现代医学更有效地衔

接"促进其顺利地进入医学英语的词汇系统,

9

-

' 那么

在国际传播中这些词能否被接受从而产生预期效果"

笔者做了进一步的查证'

在多篇论及词素翻译法在中医术语翻译中应用的

文章中"都提到(得气)一词的对应词(

BIL/PNE/PCB

)'

得气"近称(针感)"指的是针灸进针时或医者或患者

本身所觉察被治机体的有效反应' 在中医英语中"

BIL

#已经专门用以表达(针刺(这一概念"而在英语

中)感)也有一个固定的词素"即
/PNE/PCB

&将两者组

合"也就得到了词素层的对应词(

BIL/PNE/PCB

)' 笔

者在
G--G4/ 1--QP

中以 (

BIL/PNE/PCB

) 和 (

BIL

#

MLFINL2/

)作为共同检索词"仅得到
$>

条结果' 在为

数偏少的检索结果中"通过进一步查看"发现(

BIL/P

#

NE/PCB

)的英文含义另有所指' 如在
RFN-F 'BSBPL2

#

CSB

所著的
&4CFCIB4 RILMLFINL2/ R N- 7

一书中提到

(

+-T/2F CFF-.BNC-FP

"

PLIE BP NE/ LP/ -U BIL

#

MLFINL2/ VCNE 0-T/2F BFB/PNE/NCIP

$

RIL/PNE/

#

PCB

%

U-2 BFB/PNE/PCB CF PL2G/2S555

) 这样看来"文中

的(

BIL/PNE/PCB

) 指的不是(得气)"而是(针麻)'

(得气)的概念"更多的英语出版物中是用普通词

汇来表达"如(

B22C.B4 -U WC

)/ (

-1NBCF WC

)&也有采用

意译加拼音和汉字标注的方法"如
+B2FB/ A2GC4

所著

的
X-IQ/N RN4BP -U &ECF/P/ +/TCICF/

一书中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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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 (

-1NBCF WC

$

T/ WC

得气%)' 再次通过
G--G4/

1--QP

把(

B22C.B4 -U WC

)/(

-1NBCF WC

)/(

T/ WC

)分别

和(

BILMLFINL2/

)共同作为检索词得到的结果依次是

>""

条/

?>!

条/

! :@"

多条"均多于(

BIL/PNE/PCB

)

的检索结果'

虽然只是就进行了粗略的比较"但不难看出(得

气)词素层对应词实际应用的状况并不理想' 对于词

素翻译是否在中医英语翻译上有广泛的适用性"李照

国从
!""%

年起就分别撰文"对其早期提出的词素翻

译法进行了反思,

#"

"

#!

-

' 他指出该方法(生搬硬套地

翻译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中医术语)"所拼缀的术语

多数未被接受"也违背了中医翻译的目的"但对词素翻

译未能广泛应用的个中缘由并没有进一步探究'

!

$译介受众分析

考虑(对谁说)"即明确目标读者"读者是谁常常

会使译者做出不同的判断和决定"从而影响译文的遣

词造句' 在翻译中同样的内容可采用不同的翻译方

法"哪种做法更适合或可依目标读者而定' 例如
(3Y

"

既可以直接译为(试管婴儿)"也可以保留英文&后者

只适用于部分受众群体' 考虑中医译本的目标读者"

有的是知识界/学术界的群体"想深入了解中医"甚至

拿来做研究&有的是普通受众"只是想了解一些普及型

知识"或借机了解中国文化的概貌' 针对这样不同的

需求"需要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身为英籍人士的魏?杰先生从事中医翻译工作多

年"编写多部中医词典在国外出版' 他指出中医学现在

西方社会受欢迎的原因"(是由于西方社会相当大部分

的人对于现代医学及现代科技失去了信心"而日益重视

天然和整体之概念)

,

#%

-

' 随着中医学的整体观和重视

天然的概念日益受到西方社会的重视以及西方对中医

了解的不断深入"西方关注中医的人更加期待了解中医

概念及其精髓的传统内涵"读到原汁原味的中医文献"

弥补西方人在健康观/疾病观/治疗观上的不足' 在这

样的时代背景下借用西医词素的翻译法就有了更多的

局限性' 此外"医学词汇作为一门专业性高的语言"其

源自希腊语/拉丁语的词根/词缀并不被所有西方人士

熟知' 如果非西医族群的中医爱好者"都要先借助西医

的词素来建立对中医学的概念"那无异于(嚼饭与人)"

中医学的精华尽失"他们体会到更多的可能不是(柳暗

花明又一村)的顿悟"而是如坠云雾般的迷茫'

%

$文化基因差异

中西方医学形成发展于东西方两种异质的文化土

壤和社会背景中' 通过比较中西医学及中西方文化的

差异"笔者认为中西文化基因的差异是造成了词素翻

译未能广泛应用的根本原因'

张岱年先生曾对中西自然观作过这样的比较#

(西洋哲学之原子论"谓一切气皆由微小固体而成&中

国哲学中元气论"则谓一切固体皆是气之凝结)' 指

出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观是原子论"而中

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观是元气论' 原子论认为

万物本原是原子"原子作为一种最小的/不可见的/不

能再分的物质微粒"以不同的秩序和位置相互结合而

形成各种事物&原子论倾向于(把变化理解为具有一

定质的微粒子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增加$或减少/结合

和分离%)' 而元气论则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是构成

万物的基石' 作为无形的/连续的物质"气其内部没有

空隙"外部没有边界"各种有形的具体事物都是气的聚

合而成的' 不同的自然观"也使中西医形成了不同的

生命观' 西医侧重构成论"构成论的基本思想认为

(宇宙及其间万物的运动/变化/发展都是宇宙中基本

构成要素的分离与结合)

,

#@

-

"强调分析与还原&中医在

生命观上侧重生成论"认为人体(从天生从地成"循

0生生之道1整体地生长壮大)

,

#:

-

"强调整体与综合'

这些差异"使得西方文化表现出偏重于结构还原/

个别分析和宏观机械运动形式的研究等传统倾向&而

东方文化表现为偏重于功能研究/整体综合和自然感

应现象的思辨性探讨等特长' 两种不同的自然观/生

命观是造成中西医两种不同医学体系差异的内在(基

因)"因而在西方发展了以实验和计量来把握解剖形

态"重视精微结构和器质性病变"强调特异性病因对抗

治疗的西医学&在中国形成了借助望/闻/问/切来把握

生命整体之象"注重整体分析和功能性病变的中医学"

顺应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而进行调治,

#$

-

'

伴随着诊疗技术的革新/新型疾病的出现和医药

产品的更新"借助派生法为主的构词法"现代医学形成

了数量庞大的医学词汇' 在派生法构词中"构词成分

如同用于组装机器的零件&而理解医学词汇的关键就

在于识别/拆解构词成分' 这种构词法切合了西方把

整体分解为部分的分析性思维"反映了西方思维的精

确性"也体现了西医构成论的生命观' 按照相似的构

词法"即以西医学词素来构成中医的术语"乍看似乎只

是词汇处理方式的不同"但其实译者处理的是两大片

文化' 把以模糊/笼统/歧义性为特点的中医语言处理

成以客观性强/准确度高/结构形式严密的西医术语"

中医原有概念的实际内涵不能完全表达"(一般读者

很难辨析这些似是而非的词语是代表着新发展的理论

和方法还是表达着古老文化的理念和思想)

,

#"

-

"中医

术语本身的文化基因与目的语中西医词素代表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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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相冲突"仿造西医所构造的中医新词也就很难在

异域文化中立足了'

另一方面"仿造西医构词翻译法所能实现的简洁

性/专业性或规范性实际上抹杀了中医术语的特点'

因为中医的专业术语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源于日常生

活用语"其概念常为原语词的本义或引申义/比喻义'

西医概念不因语境的不同而改变"而中医术语/概念常

因语境不同或上下文搭配不同而有变化' 在美国

Z&[R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西方医学中心认为只

有西医术语和中医术语完全对应时"才能在标准化词

条中把西医术语和由直译法翻译的中医名词并行列

举' 该中心的医学博士
[BV2/FI/ )BV

认同使用普

通词汇来翻译中医"因为在语境中这些普通词汇也能

完成专业内容的交流,

#?

-

' 在该中心开展的一项为期

!

年的观察中发现认真对待中医的学习者都乐意学习

代表了传统中医内涵的中医术语"而这些学习者在临

床观察与实践中也能逐步理解到中医术语的真实含

义,

#>

-

' 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反馈"扫除了我们在中医

翻译中应用普通词汇会显得(俗不可耐)的担心"也不

会简单地因词素层翻译法仿造的词(符合科技术语的

形式要求)"而放弃对术语本身文化内涵的传播'

@

$小结

从译介效果/译介受众和文化差异不同角度进行

分析"借助西医词素所仿造的新词"无法帮助英文读者

了解传统中医概念"对中医学国际传播少有帮助"更难

承担推广中医文化"(向世界说明中国"实现中国文化

与世界文化的汇通和融合"完成中国文化0走出去1的

时代使命)

,

#9

-

' 面对人类疾病谱的改变/化学药物的

毒副作用和医疗保障体系所面临的日益突出的医疗负

荷"西方把目光投向东方"主动吸收中医学知识"期待

强调人与自然共存的中医学能作为现代西方生物医学

或对抗医学的替代和补充"我们在中医药的国际传播

中应相应采取更为主动的角色' 鉴于中西医学在观念

形态上/器用特征/致知方法/医家行为规范以及审美

情趣等方面的差异"它们的结合注定会是一个长期的

历史过程&两种医学描述正常人体/疾病和治疗法则的

语言若要统一"也必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过早/过多

地借助西医词素把多义/歧义的中医语言转化为单义/

精确的科学语言"悄然中放弃了中医传播的主动权'

笔者期待通过进一步的呼吁"说明词素翻译法在中医

翻译中应用的局限性"帮助中医以本来面目走向世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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