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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网络电子词典为桥梁确立中医术语英译标准的构想

廖结英#

$贾德贤!

$$中医走向国际化"展现其独特的技术和疗效'丰

富传统医学文化的内涵和服务全人类的健康事业"

离不开中医翻译这一桥梁( 国家)中医药国际科技

合作规划纲要*$

!""7

+

!"!"

年%

,

#

-在论述.推进中

医药国际传播/主题中指出#.中医药国际化是中国

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 要依据世界各国的特点"建

立多渠道'多层次'多模式的中医药国际传播体系"

展示中医药发展成就和成果/( 因此"作为中医药国

际化传播的桥梁+++中医翻译工作需要进一步推进

和完善"而中医翻译的基础工作是中医术语英译标

准的确立(

在中医翻译方面"前辈已经做出很多努力和贡献"

目前有关中医翻译的研究内容及成果主要有#世界卫

生组织$

*A?

%和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下称世中

联%在
!""$

年颁布的两套中医基本名词对照国家标

准的比较研究'中药说明书的翻译探究'不同翻译理论

下的中医术语的翻译比较'中医四大经典等中医古籍

翻译的对比'文化层面的中医翻译'国内外学者提出的

多种翻译原则和策略以及对以往翻译错误的批评和指

正等( 然而这些研究对中医翻译标准的确立是点状

的"而非系统性的(

!""%

年闻永毅和樊新荣,

!

-首先提出.建设中医

英语语料库/这一新的研究命题( 检索中国知网

$

&4B(

%文献数据库发现"

!""%

+

!"#C

年的十余

年"有关中医术语语料库的研究呈上升趋势$图
#

%(

但迄今尚未发现通过语料库生成中医网络电子词典

或关于中医术语在线词典的研究( 目前我们正处在

移动互联网知识大爆炸时代"将互联网技术运用于

中医术语语料库及中医网络词典的构建"通过在线

词典这一网络媒介推动中医术语英译标准的建立"

将提高中医英译的质量(

图
#

$

!""%

+

!"#C

年中医术语语料库研究

文献数量$篇%

#

$中医术语英译标准确立的构想

#

!

#

$中医术语英译的现状

目前关于中医术语英译标准的研究内容散乱'范

围狭窄"缺少国家层面上的系统性的宏观研究( 即便

有国家层面的课题开展"亦未总领到整个中医术语标

准的工作开展上( 因此"在行业标准未确定前"同一中

医术语的英译形式五花八门'错误百出( 很多成书词

典中漏洞百出"很多学者.尽信书/"对词典中的译文

采用.拿来主义/"缺乏思索直接使用"导致语言表达

错误"成为行业笑柄( 如.中药学/这一关键术语的英

译")汉英英汉中医大辞典*

,

%

-将其错误译为
D.<6E.6

1F &/<E6G6 +,H6-<, +6I<.,

$

+6I<.,

中已经暗含了

.药学/的含义"

G.<6E.6

是多余累赘%"类似错误会给

很多不懂英语语言用法的读者带来认识上的错误( 行

业标准是行业规范和科学性的象征"为避免错误的反

复流传"实现中医术语英译的标准化"急需进行全面性

的战略规划(

#

!

!

$中医术语英译标准构想的诠释

*A?

和世中联出台的两套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

准是目前认可度相对较高的标准"但是两套标准中很

多术语英译不统一'不规范"涵盖的术语也不全面( 因

此"我们建议建立一个公共语料库系统"在公共语料库

的基础上"将中医学科划分为多个子学科"如中医基础

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和方剂学'针灸推拿学'中医古

籍等"每个子学科分给课题科研单位"这些单位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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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所中医院校也可以是
#"

多所中医研究所"各单

位独立提取自己学科的中医术语并创建二级语料库"

在规定的时间如
C

年完成"然后各子学科单位设置专

家委员会将所有二级语料库融合成一级语料库"这样

一级语料库基本收录到了全部中医中英术语( 术语收

录完成后"在计算机技术的辅助下通过语料库系统自

动生成中医网络词典( 网络词典如同一个开放的公众

平台"错误信息可以由专业人员随时更改编辑"避免了

纸质版辞书修订周期长"错误难以及时修正的局限(

这一宏观构想框架如图
!

所示(

图
!

$中医术语英译标准构想框架图

#

!

%

$网络电子词典+++标准确立的桥梁

在中医翻译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

汉英中医辞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汉英中医辞书

更如雨后春笋般问世,

8

-

"编纂中医辞典的学者和专

家开拓了中医辞书从无到有的疆界"为中医走向国

际化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但是众多汉英中医辞书译

文都是各家学说'一家之言"缺乏规范化和普遍性(

鉴于此"一级语料库依托计算机技术生成的网络电

子词典是纳入多家学说'全面涵盖中医术语的庞大

语料库系统"不但提供同一中医术语的多个译文"而

且还将最常用的术语译文放在首位"方便读者根据

不同语境选用不同译文(

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医翻译标准"目的在于推动

中医在国际上的发展"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线下工

作已经不能满足中医文化传播'技术交流等需要(

就目前现状而言"中医翻译标准的确立时间将会漫

长而久远"但利用网络互联网的手段"可以加快中医

翻译标准的确立"而这一手段的实现可运用语料库

创建在线电子词典"通过移动互联网的线上工作与

读者进行互动和交流"发挥网络媒介的桥梁作用(

!

$构想框架中主要存在的难题和解决策略

!

!

#

$如何制定统一的语料库系统

许多词典的编纂都以语料库的构建为基础"在语

料库和词典的构建过程中"要对词典中的单词或术语

的属性进行特殊专业的标注,

C

-

"才能利用计算机技

术"运用相应的软件自动生成词典( 目前存在的语料

库形式多样"单词或术语属性的标注方式也不尽相同"

因此"为达到最后一级语料库的统一性"各部门在进行

中医术语二级语料库的构建之前"要确保统一使用相

同的语料库系统"并采用统一专业的术语属性标注方

式( 此外"应借鉴或参考常用在线词典如金山词霸'有

道词典'

J<EK16G

等语料库系统"为未来中医术语融入

到这些在线词典中做好前期铺垫( 中医术语的语料库

建设如同楼房的地基建设"将决定中医网络电子词典

模式的定位"因此建立恰当的语料库系统尤为关键(

!

!

!

$中医中英文术语的收录来源

术语的收录来源直接影响语料库构建的质量"因

此"还要根据中医所分设的子学科选取该子学科下影响

力较高的著作或文献作为术语来源的依据"尽量避免选

用不规范的网络中医术语( 如中医学的子学科中医诊

断学的中文术语来源可选择国家标准中的)中医临床诊

疗术语疾病部分*

,

7

-

')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

,

$

-

及)中医临床诊疗术语治法部分*

,

9

-

( 而英文术语来源

可以是
*A?

和世中联两套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也

可以是国内外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杂志和权威性高的

主题词表"如
+6G/

主题词表和)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

表*等( 总之"可结合正规文本资源和网络文献资源等(

!

!

%

$网络电子词典的存在形式

网络电子词典的存在形式是依托现有在线词典

如金山词霸'有道词典生成综合性网络词典"还是自

立门户生成独立的中医专科在线词典"是一个值得

深思的问题( 若依托现有在线词典"即将中医术语

一级语料库融入到现有在线词典的语料库中生成的

即是综合性词典"可检索到的词不仅包括中医词汇"

还包括其他各行各业的词汇&若一级中医术语语料

库独立存在"生成的词典即是专科网络词典"可检索

到的只有中医词汇(

就中医专业来讲"虽然专科词典较综合词典更具

有针对性( 但综合考虑分析"综合性词典较专业词典

更具优势#首先"人们会选择最便捷的信息检索方式"

一个渠道能获取的信息不会通过多个渠道获取&其次"

若在线词典以软件的形式存在"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功

能性强的软件而淘汰功能单一的软件&最后"人们普遍

接纳大众认可的词典"专科词典如果推广不够"只有中

医专业人员使用"就会无人问津"也不利于中医翻译标

准的确立( 综上所述"选择依托现有在线词典比独立

生成专科词典更有优势(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还会出现更多问题"如参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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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员的专业知识问题'研究人员的英文水平问题'与

计算机技术人员的交流和合作问题'与在线词典企业

的合作和沟通问题'对整个工作的质量监管问题'术语

选择与翻译标准问题等"都将是完成这项工作的重大

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语料库的建设和网络电子词典的构建

是一项耗时'耗资'费力的巨大工程"并不是简单的人

员分工和简单的词汇堆积"它需要科学的设计思路和

方法'专业的计算机技术处理'多个专业领域人才的共

同努力"才能编纂出科学实用的中医网络电子词典(

网络词典将汇集所有规范的中医中英术语"通过互联

网的传播"将会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与讨论( 在不断

的学术争鸣与信息更新中"得到进一步完善"最终实现

中医术语英译标准的建立"为未来研讨中医术语英译

标准的委员会专家提供庞大的语料库资源(

全面战略性的规划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出台政策"

制定国家级项目课题"总领工作( 我们应审时度势"在

前辈工作的基础上"寻找'总结和创新出科学'规范和

普遍的中医术语英译标准"这一标准的确立将是一条

漫长而曲折的学术探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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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名单$

根据遴选结果!

&/<E6G6 '1L-E,2 1F (EH6K-,H<M6 +6I<.<E6

再次获得"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其中国际

影响力指数
&(

为
#!#

!

%9%

!较
!"#C

年的
#"#

!

$#"

明显提高%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
# "77

次!相比去年的
$"8

次增加

%"N

%国际他引影响因子
#

!

#"7

!较
!"#C

年的
#

!

"!$

也有所提高$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再次获得"中国最具国际

影响力学术期刊#!其中国际影响力指数
&(

为
$7

!

99C

!国际他引总引频次
##!5

次!国际他引影响因子
"

!

#8#

!与

!"#C

年指标基本持平$

&/<E6G6 '1L-E,2 1F (EH6K-,H<M6 +6I<.<E6

创办于
#55C

年创刊!主编为陈可冀院士!是我国第一本被
D&(

收录

的中医(替代医学及结合医学领域的杂志$

!"#7

年
7

月公布本刊最新
D&(

影响因子为
#

!

!%8

!继续稳定的保持在
#

以上$ 期刊
!"#!

)

!"#C

年接受中国科协英文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资助%也是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
&1;;<HH66

1E OLP2<.,H<1E :H/<.G

*

&?O:

+ 成员%采用
D./12,-?E6

系统实现所有来稿网上投稿$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创办于
#59#

年!主编为陈可冀院士$ 创刊以来获得诸多荣誉!自
!""%

年起!在共计
#8

次"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评选中!获奖
#%

次%自
!""7

年起!多次获得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资助!

!"#C

年起获得

中国科协
)?OC"

项目资助%

!""9

年(

!"##

年(

!"#8

年连续三次被评选为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并成为"中国精品科技期

刊顶尖学术论文*

QC"""

+#项目来源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