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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从辅文本角度探索)黄帝内经*英译的语境化
!

白合慧子"张"淼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可以说

就是一个语境化 $

E0?D9KDC-1<=-D<0?

% 或再语境化

$

L9E0?D9KDC-1<=-D<0?

%的过程+ 根据人类学家霍尔提

出的'高低语境(概念,

#

-

!相对来说!中国文化属于高

语境文化!美国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而)黄帝内经*

$以下简称)内经*%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学古籍!

是典型的高语境文化经典!译成现代英语!是从高语境

一方译入低语境一方!会遭遇更大程度的语境流失!而

这就需要文本来补足流失的语境+ 笔者可以发现不论

是)内经*的中文版本还是译文版本!几乎每一本都附

有序.跋.注释等大量辅文本!为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

新视角+ 但目前从辅文本角度进行的翻译研究不是很

多!笔者尝试从这一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对典籍的翻译

研究带来新思考+

#

"翻译与语境化

斯坦纳$

M90L@9 6D9<?9L

%曾说'任何语法书和词

典对译者都没有多大帮助!只有最完整的语言/文化

意义上的语境!才能确定含义(

,

!

-

+ 人类学家马林诺

夫斯基$

7L0?<N1-O ,-1<?0ONP<

%在
#Q!&

年提出了情

境语境的概念,

&

-

+ 之后'语境(的研究扩展到外在的

语言语境.文化语境等!接着又向内发展到对心理认知

的关注!提出了认知语境的观点,

5

-

+ 除此之外!语境

的建构是一个在交际中不断地形成假设.验证假设.动

态的过程&同时!交际参与者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通

过自身认知主动利用语境来创造条件达成交际目的+

而'语境化(一词最早在语言学界使用!随着语言

学对语境和语境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翻译界的学者也

开展了语境化的研究+ 翻译中的语境化!意味着译者

一方面要在原作的语境中解读意义!另一方面在译入

语的语境中建构意义+

""在笔译中!译者先和原作文本对话!为第一轮交

际+ 此时译者是接受方!带着自身的认知语境和文本

进行交流!主动提取和建构语境信息!在阅读中不断地

假设.验证或修正假设来逐步更新自身的认知语境!加

强对文本的理解和融合+ 此即语境化阐释阶段+ 第一

轮交际完成之后!译者进入第二轮交际!与译文读者的

对话+ 在这场交际中!译者是发话方!但读者无法在过

程中做出回应!无法及时反馈交际效果如何!因此!译者

只能凭着自己对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的假设推测!采用

一些语境化策略来辅助实现交际效果+ 译者是这两场

交际的中间人!他要把从文本中获得的信息如实传递给

读者!建立原文文本和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 读者在听

见作者声音的同时也能听见译者的声音!所以!译者在

传递文本信息的同时也可以有自己的交际目的!并且可

以为实现交际目的而实施某些语言或非语言行为+ 此

为语境化表达阶段的语境选择和决策过程+

在操作语境化翻译的过程中!原文文本一旦与其

原来的语境相分离!就会造成语境的流失!为了保持信

息的平衡!需要用文本来补足语境!补足语境在宏观上

有 两 种 取 向! 译 语 取 向 的 适 境 语 境 化

$

-EE0;;0R-D<S9 E0?D9KDC-1<=-D<0?

%及源语取向的

造境语境化$

L9E0?NDLCED<S9 E0?D9KDC-1<=-D<0?

%

,

&

-

&

在微观上则体现为对语境变量的认知.选择.利用和改

造+ 而辅文本中的注释.标题.篇首语等都是可供译者

选用的语境化手段!因此!本文选择辅文本作为切入点

来探索)内经*英译的语境化+

!

"辅文本

'辅文本($

T-L-D9KDN

%的概念由热拉尔"热内特

提出!指的是与文本相伴的一些阈限$

1<;<?-1

%元素!

如标题.题词.插图.序言.注释等,

&

-

+ 现在!研究者们

已然发现!辅文本其实'构成了另一个研究对象!是考

察翻译的另一种不同的途径(

,

&

-

+ 辅文本相当于译者

的自我说明!传达了译者的声音!纵观各种文献!近年

来不少国内学者也逐渐将目光投向了辅文本来进行翻

译研究+

本文之所以选择辅文本作为切入点!是因为$

#

%

读者们在选择和阅读书籍时!是把译文文本和辅文本

作为一个整体和共同的考虑因素来进行文本的接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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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文本能够提供译者语境化过程的丰富

信息!它不仅是译者语境化过程的说明!同时也是语境

化的策略和手段+ 译文辅文本中的序.跋.注释等为我

们了解译者的决策提供了说明的材料!在研究中有着

不低于正文本的重要性+

&

")黄帝内经*英译本的辅文本及其语境化手段

从
!"

世纪初到现在! )黄帝内经* 的译本有

#!

种!本文选取美国华裔中医师倪毛信$

,-0N><?@

3<

% 译 本
*>9 49110O :;T9L0L

$

N '1-NN<E 0U

,9R<E<?9

$

#QQ%

%

,

%

- 和中国学者李照国译本
*>9

49110O :;T9L0L

$

N '-?0? 0U ,9R<E<?9

$

!""%

%

,

G

-

$以下简称倪本和李本%!对两种译本中的辅文本进行

分析研究以探索其中体现的翻译中的语境化+

倪本的辅文本主要包括题名和篇名.前言.翻译说

明$

V 30D9 I? *>9 *L-?N1-D<0?

%.致谢.发音说明

$

WL0?C?E<-D<0? MC<R9

%.参考书目和索引.注释&李本

的辅文本包括题名和篇名.前言.括号使用说明.注释+

本文将主要分析题名和篇名.前言.翻译说明及注释的

辅文本内容并探讨其中所体现出的译者使用的语境化

策略!其他的辅文本内容因代表性不甚突出!故不做具

体分析+

&

!

#

"题名和篇名"倪毛信译本的)黄帝内经*翻

译为
*>9 49110O :;T9L0L

$

N '1-NN<E 0U ,9R<E<?9

!

将'黄帝(译为'

.9110O 9;T9L0L

(!'经(理解为'经

典(!选择了'

E1-NN<E

(一词+ 另在扉页上标题下面又

有一行副标题
V 39O *L-?N1-D<0? 0U D>9 39<B<?@

6CO9? O<D> '0;;9?D-L.

$对)内经"素问*的一种

带有说明的新翻译%!由此可以看出!比起单纯的翻译!

倪本更像是对)内经*的解释翻译!或者说是英文版的注

解本+ 在篇名的翻译上!倪本主要以意译为主!如#'宝

命全形论///

*>9 WL9N9LS-D<0? 0U X9-1D>

(&有些采

取了直译法!如'金匮真言论///

*>9 *LCD> UL0; D>9

M01R '>-;Y9L

(!以及病证名篇!如'痹论///

*>9 7<

6.?RL0;9

(&除此之外还使用了增译减译法,

$

-

!如增

译'咳论///

:D<010@.

!

H<-@?0N<N

!

-?R *L9-D;9?D

0U '0C@>

(&减译'平人气象论///

WC1N9 V?-1.N<N

(+

李照国译本的 )黄帝内经*译名为
*>9 49110O

:;T9L0L

$

N '-?0? 0U ,9R<E<?9

!除去'经(一词李本

选择了'

E-?0?

(其余皆和倪本一样!由此可见!虽有争

议但)内经*的题名翻译大致上已有了约定俗成.广为

普及的说法+ 在篇名的翻译上!李本的翻译方法是音译

加意译!还是以上段倪本举的例子为例'宝命全形论

篇///

7-0;<?@ ZC-?K<?@ [C?T<-?

#

H<NECNN<0? 0?

WL9N9LS<?@ X9-1D> -?R WL0D9ED<?@ [<U9

(! '咳 论

篇///

\9[C?W<-?

#

H<NECNN<0? 0? '0C@>

(!'平人气

象论篇///

W<?@L9? Z<K<-?@ [C?T<-?@

#

H<NECNN<0?

0? D>9 WC1N9 '0?R<D<0? 0U X9-1D>. W90T19

(+

&

!

!

"前言"倪本的)内经*前言里着重介绍了中

医历史的悠久.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内经*的重要性+

他提到自己早期并未意识到)内经*的魅力!为了更好

地研究中医学特意去学习了西医和心理学!然后在中

医临床实践中深深被)内经*所折服!希望通过他的翻

译向大家介绍这一中医文化经典!帮助人们生活地更

健康.平衡.和谐+

李本的)黄帝内经*全译本属于)大中华文库*丛

书系列!他在前言中主要介绍了)内经*的传承过程和

组成!其次是一些翻译说明+ 首先在原文文本的选取

上!李本没有采取)内经*白话译本作为原文文本!而

是参考了目前国内出版几种)内经*原文版本和历代

注家注本!直接按照原文的语言结构和表述方式来进

行翻译+ 然后!翻译的基本原则是'译古如古!文不加

饰(!概念的翻译方法基本为音译为主.释译为辅!篇

章的翻译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这样为了最大限度

地保持原作的写作风格.思维方式和主旨!难免使文章

读起来并不十分流畅+ 如李本对概念词.病证名等的

翻译皆是采用音译 $或%加注的方法!如 '精(译作

'

(<?@

$

9NN9?E9

%(!'神(译作'

6>9?

$

NT<L<D

%(!'五

行(译作'

+CK<?@

$

U<S9 919;9?DN

%(+

&

!

&

"对译本的翻译说明"倪毛信在翻译说明里

提到他参考了
!"

多本注释本!并寻求父亲和其他中医

师及中国学者的解释.帮助!先将)内经*译成现代语

言再译成英语+ '这一译本!绝非是任何意义上的学

术版本+ 鉴于此!我确信汉学专家可以推出更完美的

译本+ 而我是从一名临床医生的角度!从中医学和哲

学学生的标准以及对中医感兴趣的外行人的角度来译

释这一经典的+(

,

8

-这再一次表明了倪本相当于英文

版的释译本!他期望将)内经*介绍给现代读者+

李本无专门的翻译说明!而是在前言里对翻译

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说明$见上%+ 但因为李本注重呈

现原文文本的原始性和完整性!译本里使用了很多

括号!所以在前言之后有一章'译文括号使用说明(!

笔者将之与倪本的翻译说明归于一类+ 总体来说!

李本括号的作用都是为了区分译文$原文%与解释!使

译本在结构上接近原文本!但再次使译本看起来有点

复杂难懂+

&

!

5

"注释"在译本的正文部分!倪本没有任何注

释!而是在翻译时直接将详细的注解融入原文中组编成

一个新句子或新段落+ 比如)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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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五!其气三( 的直接翻译是 '

X9-S9? @<S9N

Y<LD> D0 D>9 U<S9 T>-N9N -?R D>9 D>L99 ]<

(!倪本将

其扩 展 增 译 为 '

*>9 C?<S9LN-1 .<? -?R .-?@

DL-?NU0L; <?D0 D>9 U<S9 9-LD>1. DL-?NU0L;-D<S9

9?9L@<9N

!

-1N0 P?0O? -N D>9 U<S9 919;9?D-1

T>-N9N

!

O><E> E0?N<ND 0U O00R

!

U<L9

!

9-LD>

!

;9D-1

!

-?R O-D9L 2 *>9N9 U<S9 919;9?D-1 T>-N9N

-1N0 E0LL9NT0?R D0 D>9 D>L99 .<? -?R D>9 D>L99

.-?@ 0U D>9 C?<S9LN92 *>9N9 -L9 D>9 N<K

-D;0NT>9L<E <?U1C9?E9N D>-D @0S9L? D>9 O9-D>9L

T-DD9L?N D>-D -L9 L9U19ED9R <? E>-?@9N <? 0CL

T1-?9D-L. 9E010@.2

(这种译法破坏了原文的结构!但

是增加了译本的流畅度和可读性!让读者在阅读的同

时既能明白其含义而不用前后翻阅注释!同时!其详细

易懂的解释适合没有任何中医背景的读者+

与之相反!李本的注释位于每一篇章的结尾+ 如

)金匮真言论篇第四*中的'天有八风(!李本译为'

)?

D>9 >9-S9?N D>9L9 -L9 9<@>D P<?RN 0U O<?R

$

UL0;

R<UU9L9?D R<L9ED<0?N

%

,

#

-

(!然后文后注释'

*>9 9<@>D

P<?RN 0U O<?R L9U9L D0 O<?R UL0; D>9 9-ND

!

D>9

N0CD>

!

D>9 O9ND

!

D>9 ?0LD>

!

D>9 N0CD>9-ND

!

D>9

N0CD>O9ND

!

D>9 ?0LD>O9ND -?R D>9 ?0LD>9-ND2

(另

外!李本在注释中除了解释概念词和术语之外!还会提

到各位不同注家对此不同的看法!从某些方面来看起

到了类似校勘的作用!更加专业+ 如同是)金匮真言

论篇第四*中的'西风生于秋!并在肺!俞在肩背(!李

本的翻译为 '

*>9 O9ND O<?R -TT9-LN <? -CDC;?2

*>9 R<N9-N9N

$

0EECLL<?@ <? -CDC;? D9?R D0

%

<?S01S9 D>9 1C?@ -?R D>9 -ECT0<?DN -L9 0? D>9

N>0C1R9LN -?R Y-EP

,

8

-

2

(文后的注释详细列出了王

冰.张介宾和郭霭春的解释! '

VEE0LR<?@ D0 +-?@

7<?@

0

N 9KT1-?-D<0?

! 1

D>9 6>C <N 0? D>9

N>0C1R9LN -?R Y-EP

0

;9-?N D>-D 1C?@ R<N9-N9N

E-? Y9 DL9-D9R Y. ?99R1<?@ D>9 -ECT0<?DN 10E-D9R

0? D>9 N>0C1R9LN -?R Y-EP2 VEE0LR<?@ D0 ^>-?@

(<9Y<?

0

N 9KT1-?-D<0?

! 1

D>9 6>C <N 0? D>9

N>0C1R9LN -?R Y-EP

0

;9-?N D>-D D>9 _9<]<

$

[C?@

#

Z<

%

<?UCN9N <?D0 D>9 N>0C1R9LN -?R Y-EP2 MC0

V<E>C? 9KT1-<?9R D>-D

1

D>9 6>C <N 0? D>9

N>0C1R9LN -?R Y-EP

0

;9-?N D>-D _9<B<?@

$

[C?@

#

'>-??91

%

R<N9-N9N -L9 L9U19ED9R 0S9L D>9

N>0C1R9LN -?R Y-EP2

(因此!李本这种遵循原文模式.

稍显复杂的译法更专业!因此也更适合有中医背景的

读者+

&

!

%

"其他"两种译本的辅文本相比!倪本比李

本多出了致谢.发音说明.参考书目和索引几个部分!

这体现了由于两种译本的译者所处的文化环境的不同

以及中西方出版物的习惯不同所造成的差异!同时!也

体现出倪本和李本所推测的译本接受者不同+

5

")黄帝内经*英译本的语境化

由以上两种译本的辅文本分析中可以看出!倪毛

信和李照国在翻译中的语境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手

段+ 从语境化的宏观策略来说!倪本倾向于适境语境

化!李本倾向于造境语境化+

在第一轮与原文文本的交际///语境化的阐释阶

段中!虽然两位译者皆具有中医学专业和英语语言知

识!但具体的文化语境.历史语境等认知语境不同!因

此在接受信息时倪本倾向于中医临床实践方面的信

息!而李本则是倾向于中医学术方面的信息+ 从两译

本辅文本中的'翻译说明(中体现了这一点+

在第二轮与译文读者的交际///语境化的表达阶

段中!倪本推测的读者的认知语境为未接受过中医知

识的非汉语读者或英语读者!因此倪本先是在'前言(

中用浓墨重彩强调了中医学和)内经*的丰富内涵和

重要性!以期引起读者的兴趣并对中医和)内经*在正

式阅读前有个前期认识!然后做出了详细的'发音说

明(和'索引(以引导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同时!在翻

译时!倪本的翻译方法更通俗精炼!行文流畅!如故事

般叙事性强!相对来说读起来更容易!更能够被接受+

因此可以推测!倪本的目的是向普通大众介绍中医学

知识!其译本定位是普及性健康类读本!对)内经*的

翻译更像是科技型翻译!倪本中的题名和篇名翻译及

翻译说明皆体现了这一点+ 由此可以看出!倪本翻译

中的语境化是趋向于译入语语境的+

而李本推测的读者的认知语境则是有一定中医学

专业知识背景的中国读者或汉语读者!因此李本在

'前言(中无过多介绍)内经*而主要是说明翻译方法

和译文的结构说明+ 为了保持译本与原文本的符合度

和准确度!译文基本是按照原文的风格和模式来翻译

$文中大量使用
&

种括号来保持与原文本结构的一致

性%!同时!为了保持中医学概念和术语的原汁原味!

其翻译也大多是音译为主!意译为辅+ 这样就使译本

难免行文晦涩难懂!对普通读者来说不如倪本的可读

性强!但是比倪本更加专业+ 由此可见!李本的目的是

对外宣传中医文化$中国古典文化%!其译本定位为适

用于中医学生或中医实践者的专业书籍!对)内经*的

翻译趋向于学术型翻译+ 由此看出!李本翻译的语境

化是趋向于译出语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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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在翻译中医典籍的时候!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

果!应该'三因制宜(!根据接受者语境的不同.翻译的

目的不同以及原文本不同的特殊性来采取不同的语境

化策略和手段!而辅文本中的注释.标题.前言等等都

是可供译者选用的语境化手段+

对于无相关专业.语言背景知识的读者!或是初次

对外宣传的典籍!为了使之更好地被接受!在翻译的时

候可以尽量地靠近译入语的语境!采用适境语境化策

略!以使其更通俗易懂+ 语境化手段上!在选择辅文本

时!'前言(部分可以大笔量描写被译内容的重要性或其

与译入语文化的关联性以引起不太了解这些源文化的

译入语读者的兴趣!然后做出详细的阅读指导以帮助理

解!在注释的时候尽量使用译入语的语境来解释!最后

在译文翻译上使行文流畅!更注重可读性和可懂性+

而对于有相关专业知识.语言背景的读者!典籍翻

译可以尽量保留原文的风格和源语文化的特色!选择造

境语境化策略!采用音译.直译为主!释译.意译为辅的

翻译方法以达到宣传本国文化的效果+ 在语境化手段

上!'前言(部分比起对被译内容的介绍可以更注重原文

本的选择和校勘!注释的方法可以采用源语文化专业的

注解来进行解释!在译文的翻译上整体都靠近译出语的

语境和原文本的结构风格!以注重专业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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