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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文本外增译在'黄帝内经(英译中的应用

王#娜#刘#娜

##增译法是一种重要的翻译方法"'英汉互译实用

教程(中定义为)为了使译文忠实的表达原文的意思

和风格并使译文合乎表达习惯"必须增加一些词语"就

叫做增译法*

+

#

,

- 这种增译法是文本内增译"其目的

在于补足原文中虽无其形.但有其意的语言单位"使译

文完整"是一种语法意义上的增补&相比较而言"文本

外增译"作为译者们经常使用的另一种增译法"是一种

语义意义上的增补"其目的在于补偿由于翻译过程而

造成的原文中的文化缺失"使原文和译文达到意义上

的平衡- 而文本外增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注释*"

只不过前者出现在译文正文中"后者出现在译文正文

后罢了-

文本内增译在'黄帝内经( $'内经(%英译中的

使用具有其必然性"一方面由于英汉语言的差异"另

一方面更是因为中医古籍语言的特殊性- 而对于

'内经(英译中文本外增译的使用"不同的译者有着

不同的态度- 从
#=!K

年至今"已有
#!

部'黄帝内

经(英译本在国内外正式出版"在阅读这些译本时"

不难发现文本外增译在每个译本中的使用频率不

一"这主要是因为其不同的翻译目的和翻译风格决

定的- 适度使用文本外增译可帮助读者理解"笔者

根据吴氏译本分析文本外增译在'内经(英译中的

应用-

#

#在'内经(英译中必要的文本外增译#文本

外增译在'黄帝内经(英译中的必要性并不能一概而

论"一方面"译者不应该对读者的阅读困难视而不

见"一味规避文本外增译的使用- 如果西方读者无

法理解译文"那么翻译的意义又何在呢/ 中医知识

博大精深"翻译中进行一定的)文化补偿*是必要的-

而另一方面"根据阐释学翻译理论"一切的)补偿*行

为"包括文本外增译"目的是达到原文和译文之间的

理解)平衡*"如果文本外增译的目的不在于解决读

者的阅读问题"而是为了增加一些额外的知识"或是

文本外增译的内容并不能帮助读者对于阅读难点更

好的理解"甚至连增译的内容都是不准确的"那么这

些增译行为就打破了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平衡*"都

是不必要的或是不成功的-

例
#4

故曰"病在阴之阴者"刺阴之荥输&病在阳

之阳者"刺阳之合$'灵枢!寿夭刚柔第六(

+

!

,

%-

李照国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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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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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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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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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30DL 13G@L<N 3D

,

LC< P@DE 'C@DD<1

+

&

,

4

李教授虽然也使用了增译法"从语法角度增加

了)区域*.)穴位*等词语来保持句子的完整性"但从

语义角度而言"译文仍有缺失"原文中所谓的)阴之

阴*.)阳之阳*对于不懂中医学的中国人来说都属天

文"更不要说西方读者了"因此"就要用文本外增译

法对这一缺失进行补偿- 中医学认为"内为阴"外为

阳"在内"五脏为阴"六腑为阳"在外"筋骨为阴"皮肤

为阳"因此"五脏本身为阴"又处于内"所以病在五脏

被称为病在阴之阴者"而这样的病就应刺阴经的荥

腧穴- 同样"皮肤在外"本身又为阳"所以病在皮肤

被称为病在阳之阳者"而这样的病就应刺阳经的合

穴- 只有通过文本外增译法让读者了解这些背景知

识"才有可能让其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也只有

让读者能够理解译本"翻译才有意义- 因此建议改

译为# $

)D LC< 'C0D<B< ?<N0G0D<

"

LC< 0DL</D@1 0B

P0D AC01< LC< <UL</D@1 0B P@DE4 ,<@DAC01<

"

@B

?<DL03D<N @Q3V<

"

0D LC< 0DL</D@1 3O LC< Q3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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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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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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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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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 Q< G@11<N LC< N0B<@B<B 13G@L<N 0D LC< /<E0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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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DE LC< P0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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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DE -GR.30DL 13G@L<N 3D LC< P0D

'C@DD<14 -GG3/N0DE1M

"

0D LC< <UL</D@1

"

LC< B70D

0B P@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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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1<N LC< N0B<@B<B 13G@L<N 0D LC< /<E03D 3O P@DE

A0LC0D P@DE @DN 0L G@D Q< L/<@L<N QM D<<N10DE LC<

S<

"

T<@ -GR.30DL 13G@L<N 3D LC< P@DE 'C@DD<14

李照国教授的翻译版本简洁忠实"除了通过语

法意义上的增译来维持英文句子的完整"很少再对

内容进行进一步的阐释"进行语义意义上的增译"但

这样也不免造成一些翻译缺失"由于中西方文化的

差异以及中医知识的特殊性"西方读者必然在理解

'黄帝内经(的部分内容时存在困难"因此一定范围

内的阐释补偿是必要的- 相比之下"吴氏父子作为

长期行医的海外华人"其翻译目的着重于介绍中医

知识"因此他们的翻译版本就在语义意义上进行了

很多增译"更易于西方读者的理解-

例
!

# 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

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

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素问!生气通天论篇

第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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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照国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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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父子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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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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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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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 O0V< <1<?<DLB 3D <@/LC G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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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两个译本"不难发现吴氏父子的译本更易

于理解"因为其不但对)其生五"其气三*进行了直

译"还对其进行了阐释"运用了文本外增译"说明了

)五*和)三*的具体所指"使读者可以轻松理解原文

的意思&而李照国教授的译本虽然更简洁"更忠实"

可是对读者来说"却显得更加晦涩难懂- 所以在读

者对原文意思有理解困难的时候"文本外增译将是

译者一个很好的选择-

!

#在'内经(英译中不必要的文本外增译#如

上例中的文本外增译"在吴氏父子的译本中比比皆

是"这种翻译方式让晦涩难懂的中医学知识更易为

西方读者所接受"对中西文化差异进行了补偿"然而

从辩证的角度来讲"并不是所有的增译都能带来好

的效果- 毕竟翻译是需要建立在对原文忠实的基础

上的"如果不讲原则的进行增译"只会让原作面目全

非"失去了翻译的意义- 吴氏父子的'内经(译本在

帮助读者理解中医学知识的同时"也人为的添加了

很多不必要的增译内容"使'内经(简洁凝练的语言

风格消失殆尽"不免也是种遗憾-

例
&

#岐伯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素

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

!

,

%-

吴氏 父 子 译 本#

Y0Q3 @DBA</<N

# )

W3/ @

A3?@D

"

C</ 70ND<M <D</EM Q<G3?<B ./3B.</

"

3RB AC<D BC< 0B B<V<D

"

@B 70ND<M N<L</?0D<B

LC< G3DN0L03D 3O LC< Q3D<

"

@DN LC< L<<LC @/<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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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0B ./3B.</3RB

&

@B C@0/ 0B LC< <UL<DB03D 3O

Q133N @DN LC< Q133N 0B L/@DBO3/?<N O/3? LC< 70N

"

D<M <BB<DG<

"

C</ C@0/ A011 E/3A AC<D LC< 70N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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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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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并不难理解"然而吴氏父子的译本进行

了大量的增译"解释了牙齿更替和头发生长的原因"

如)

@B 70ND<M N<L</?0D<B LC< G3DN0L03D 3O LC<

Q3D<

"

@DN LC< L<<LC @/< LC< BR/.1RB 3O Q3D<

"

C</

?017 L<<LC O@11 3OO @DN LC< .</?@D<DL L<<LC <

"

?</E< AC<D C</ 70ND<M <D</EM 0B ./3B.</3RB

&*

$因为肾主骨"齿为骨之余"所以当肾气盛时"乳牙就

会脱落"恒牙出现%和)

@B C@0/ 0B LC< <UL<DB03D 3O

Q133N @DN LC< Q133N 0B L/@DBO3/?<N O/3? LC< 70N

"

D<M <BB<DG<

"

C</ C@0/ A011 E/3A AC<D LC< 70ND<M

0B ./3B.</3RB4

* $因为发乃血之余"血为肾精所化

生"所以当肾气盛时"头发就会生长%这样的阐释"不

可否认"给西方读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医学知识"然

而"原文已经交代了肾气盛是导致齿更发长的原因"

读者并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

增译显然不是必须的"吴氏父子的)过度补偿*导致

了原文与译文信息的不对称"打破了斯坦纳所支持

的)平衡*"使)翻译*变成了)知识普及*"违背了翻

译最基本的忠实原则"因此建议将其改译为#

Y0Q3

@DBA</<N

# )

AC<D @ E0/ 1 Q<G3?<B B<V<D

"

C</

70ND<M <D</EM Q<G3?<B ./3B.</3RB4 -GG3/N0DE

"

1M

"

C</ ?017 L<<LC @/< /<.1@G<N QM .</?@D<DL

3D<B @DN C</ C@0/ A011 E/3A4

*

&

#如何确定文本外增译在'内经(英译中的必

要性#取决于文本外增译内容的选择- 文本外增译

的内容必须是对原文中读者存在理解困难的内容进

行进一步的解释"增译的内容实际是和原文重合的"

而不是增加原文不存在的内容- 虽然阐释翻译理论

强调了文本开放性和译者主体性"但译者的阐释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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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从原作和原作者的意图出发"所以文本外增译的

第一步应是选择文本外增译的内容-

例
%

#故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

左"以左治右$'素问!阴阳印象大论篇第五(

+

!

,

%-

李照国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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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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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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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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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父子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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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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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0L@1 <D</EM

@DN Q133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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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 3L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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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D P0D @B A<11

"

B3 0D @GR.RDGLR/< L/<@L?<DL

"

LC<

<V01 0D P@DE G@D Q< N/@AD LC/3REC P0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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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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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 <V01 0D P0D G@D Q<

N/@AD LC/3REC P@DE @1B34 ZM LC< B@?< /<@B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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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B<@B< 3D LC< 1<OL B0N< G@D Q< L/<@L<N O/3? LC<

/0EC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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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4

上述的两个译本中"李照国教授只进行了文本内

增译"并没有对何谓)从阴引阳"从阳引阴*采取进一

步的阐释"进行语义上的补偿"这不免让读者产生困

惑- )

N/@A P@DE O/3? P0D

"

N/@A P0D O/3? P@DE

*

这样的翻译不免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实际

上")从阴引阳"从阳引阴* 的针刺法则"是阴阳学说在

针刺中的应用- 所谓)引*"是指引经络之气来调节虚

实& 所谓)阴*"指内脏.五脏.阴经.胸腹部.下部等&

所谓)阳*"指体表.六腑.阳经.背部"上部等- )从阴

引阳*"是针刺阴的部位的穴位"治阳的部位病变"如

取下部的穴位"治疗上部的疾病&取阴经的穴位治疗阳

经病等- )从阳引阴*"是针刺阳的部位的穴位"治疗

阴的部位的疾病"如取背部穴治五脏的病&取阳经的穴

位"治疗阴经的病&取上部的穴位"治疗下部的疾病等-

这是因为人体的阴阳气血"是内外上下相互贯通的"所

以针刺阴或阳的部位腧穴"能调节相对一方经脉的虚

实"使阴阳气血恢复为平衡协调"达到治愈疾病的目

的- 由上面的解释再看吴氏父子的译本"该译本进行

了文本外增译"阐释了阴阳.气血.经脉之间的关系"还

进一步指出)从阴引阳"从阳引阴*的原因000侵袭阳

的病邪也有可能出现在阴"侵袭阴的病邪也有可能出

现在阳"然而"笔者认为这些增译内容是原文不存在

的"是译者主观的添加"是对原文忠实性的一种违背-

原文是想利用)从阴引阳"从阳引阴*的现象引导读者

理解阴阳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不需要把原文作者的意

图明晰化- 另一方面"读者之所以产生阅读困难"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不理解)阴*.)阳*在文中的具体所指

是什么"如到底发生在哪里的病可以称之为)阴病*"

而哪里的穴位又称为)阳穴*呢"因此"文本外增译应

包括对于)阴*.)阳*的进一步阐释"试改译为#

P0D

/<O</B L3 LC< 0DL</D@1 3/E@DB

&

LC< O0V< X@DE

"

3/

"

E@DB

&

M0D GC@DD<1

&

GC<BL @DN @QN3?<D

&

LC< 13A</

.@/L 3O LC< Q3NM AC01< P@DE /<O</B L3 LC< Q3NM

BR/O@G<

&

LC< B0U WR

"

3/E@DB

&

M@DE GC@DD<1

&

Q@G7

&

LC< R..</ .@/L 3O LC< Q3NM4 *C3B< <UG<11<DL 0D @G

"

R.RDGLR/< @1A@MB D<<N1< LC< -GR.30DLB 13G@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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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译文只有切实地帮助读者理解原

文含义"增译的内容才是有效的"而不是冗余的-

目前"文本外增译法的使用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

视"它被看成是对翻译忠实性原则的一种挑战"事实

上"两者并不矛盾"如上文所示"通过合理使用"文本外

增译可以为目的语读者的理解扫除障碍"使其更准确

的理解原作- 但是"如果译者过于放大自己的主体性"

随意增加一些与帮助读者理解原文无关的内容"那就

违反了翻译的初衷"因此"在文本外增译的使用中"一

定要提倡)阐释有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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