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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本草歌赋英译初探

王#娜

##中医是中国五千年文化之瑰宝& 随着中西方文化

交流的加深!西方读者对中医兴趣日益浓厚!中医翻译

也随之兴起& 作为中医的一部分!中草药的翻译也是

热点之一& 然而译者选择的翻译材料多是中医药经典

巨著!如'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或是一些现代中

药翻译!如中药说明书等!这些文章大体都是以古文或

是现代文的形式介绍了中草药的制法)性状)药效等!

就文体而言!属于说明文的范畴& 对一般西方读者来

说!这样枯燥的内容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 因此!怎样

以简洁生动的形式将中草药介绍给读者呢* 一种被译

者忽视的文体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目的!那就是本草

歌赋&

+歌赋,一词最早是指诗词歌赋这些传统文学形

式中的后两种---+歌,和+赋,!常被运用于中医领

域!常见有针灸歌赋)中医歌赋)本草歌赋等!中国中医

研究院博士生纪征瀚所写的'古本草歌赋的文献研

究(一文中将这类歌赋定义为以韵文或对语的形式编

写的作品!包括诗)赋)歌诀等& 歌赋类作品音韵和谐

明快!语句简洁精炼!内容通俗易懂!是中医知识一个

重要的传承表现形式& 明代的'药性赋(和清代的'汤

头歌诀()'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被称为中医启蒙

四小经典!而这四本著作无一例外都是采用的歌赋形

式& 而所有中医歌赋中!又以本草歌赋的数量最多&

早在秦代!方士韩终就曾经写过一首'咏桂(#开河之

桂! 实大如栗& 得而食之! 后天而老& 这可称之是最

早的本草诗& 本草歌赋朗朗上口!利于记忆!在中药知

识的传播和应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无论是古代还

是现代!本草歌赋都不断涌现!这证明了人们对这种文

体的认可和喜爱& 试想如若将这种文体翻译成英文!

一方面可以介绍外国友人更多的了解中医历史文化.

另一方面!如若翻译得体!势必能增加西方读者了解中

草药的积极性&

那么应该以何种原则和何种方法来翻译本草歌赋

呢*

!"

世纪
$"

年代德国学者汉斯 " 弗米尔

$

G-?= /6H:66H

%提出了目的论!该理论认为翻译中

的最高法则应该是+目的法则,

/

#

0

& 也就是说!翻译的

目的不同!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方法也不同& 目的论

给本草歌赋的翻译指引了方向& 林语堂曾经说过#

+诗歌是不可译的!尤其是抒情诗&,然而本草歌赋却

不同于一般的诗歌!它处于诗歌领域的边缘!目的不在

于抒发感情!表明志向或是批判社会!而在于向人们介

绍中草药知识& 本草歌赋更像是诗歌中的科技文!只

不过它比科技文更优美!更有趣& 本草歌赋的写作目

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译者对中药诗歌的翻译目

的& 正如目的论中的忠诚原则认为译者要对原文作者

忠诚!译者应尊重原作者!协调译文目的语与作者意

图/

!

0

!中草药诗歌的翻译目的也应侧重于以歌赋这一

独特形式来向西方读者传播中草药文化& 除了忠诚原

则!目的论还包括忠实性原则$忠实于原文% 和连贯性

原则 $即译文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就本草歌赋

而言!其内容不同于抒情诗歌中的写景!它的内容更加

具体!常常包含中草药的产地)药性)药效!所以其翻译

目的就不再是传达意境之美!而应该是对中草药知识

的忠实转述!这使其更容易遵从忠实性原则& 而另一

方面!本草歌赋因为其朗朗上口的特点而容易被记忆&

心理语言学研究表明#词汇表象是以声音进行编码的!

韵化的材料易与人的记忆过程合拍!产生共振或共鸣!

提高记忆力/

&

0

& 所以在翻译中译者也要保持其韵律!

令其顺口)好听& 此外本草歌赋在翻译中还应保持其

文体!使其简洁流畅& 在这个过程中!要使译文在译入

文化中具有可接受性!就要把中国歌赋形式进行归化

处理!符合连贯性原则&

在确定本草歌赋可译性的同时!不得不承认其翻

译也存在很大难度& 首先!歌赋一般都要求语言的简

洁和韵律的和谐!而歌赋的载体是语言!由于中西方的

语言系统的差异!在汉译英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作

品长胖,的现象& 主要是因为中文简洁独立!而英文

完整具体& 例如在'医学三字经(中有一句+火气痰!

三人备&,指的是刘河间)李东桓)朱丹溪分别认为火

盛)气虚)痰多是中风的原因/

4

0

& 如果将这两句译为

英文!要保持简洁性几乎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

时候意译加注释可能就是个更好的选择& 而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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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语言发音的差异也常常造成难以押韵的情况!这些

就需要译者的努力!对翻译进行必要的重建& 由于中

英文语言的差异!歌赋翻译要达到形式上的对等!基本

是不可能的& 那么怎样在忠实内容的基础上达成对歌

赋的重建* 这需要很多技巧!比如诗歌翻译名家许渊

冲就提出了+深化,)+浅化,)+等化,的三化翻译技巧!

由于中文含蓄!讲究意境而英文坦率直白!英诗汉译常

常使用深化的手法!而汉诗英译就会选择浅化& 这些

技巧为本草歌赋英译也提供了借鉴&

除此以外!本草歌赋翻译也存在自身的一些特点&

首先!这类作品中往往包含比较专业的中药知识!对这

些知识的准确理解是本草歌赋翻译的一个必要前提!

所以这就对中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中药术

语的翻译对本草歌赋的翻译也是一大障碍& 比如中草

药名称往往有
&

种翻译方法---音译)英译和拉丁译

法!在日常翻译中有些译者常常不顾自己的翻译目的!

对这
&

种译法信手拈来!这样的做法显然欠妥& 除此

以外!有些本草歌赋善于用典!注释甚长& 以清朝赵瑾

叔所写的'中华本草(

/

%

0中的'黄精(一诗为例#

黄精久曝更须蒸"一服堪充米数升#

戊己培来芝茂盛"太阳发出草精英#

可知悦色颜堪驻"却喜延年力倍增#

闻说临川逃一婢"食根义义怏飞腾#

注释#黄精味苦平无毒& 时珍曰#黄精为服食要

药!故'别录(列于草部之首!仙家以为芝草之类!以其

得坤土之精粹!故谓之黄精& 洗净九蒸九曝代粮!可过

凶年& 因味甘甜!又名米脯& '五符经(云#黄精获天

地之淳精!故名为戊己芝!是此义也& '博物志(曰#太

阳之草名黄精!饵之可以长生& 纯得土之冲气!而禀乎

季春之令!故味甘气和性无毒& 其色正黄!味厚气薄&

受戊己之淳气!故为补黄宫之胜品& 补五劳七伤!助筋

骨!耐寒暑!益脾胃!润心肺& 单服九蒸九曝食之!驻颜

断谷& 同漆叶)桑椹)何首乌)茅山术!作丸饵!可以变

白!久之杀三虫!能使足温而不寒& 同术久服!可轻身!

涉险不饥& 同地黄)天门冬酿酒!可去风益血气& '本

经(注中载古一婢!逃入深山!得黄精饵之!日间不饥!

久渐轻身!飞越山顶!莫有能追之者!此亦非虚诬也&

对如此长篇大论的注释该如何翻译* 是该将注释

不加删减的翻译成英文!尽量多的向西方读者传播中

医学文化* 还是该以减译的方法减少读者负担!让其

轻松愉快的接受中草药知识* 这都取决于译者的翻译

目的& 就笔者而言!笔者认为'本草诗(作者的写作目

的就是以轻松愉快的方式将中草药知识记录下来& 那

么将其翻译过来传播给西方读者时!就应该给他们带

来相同的感受& 而这种长篇累牍的注释只能给读者带

来沉重感&

下面笔者将以自己试译的'黄精(为例!来讨论一

下上述几个问题#

GI-?@(;?@

)J GI-?@(;?@ ;= =K6-:6L -?L =I?M-N6L J0H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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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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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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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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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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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6HM-1 '1-==;B

,

2 )K K01L 0J - :-;L=6HQ-?K

<>0 J6L 0? GI-?@(;?@ <>6? =>6 6=B-R6L ;?K0 K>6

:0I?K-;?= -?L M6B-:6 :IB> =KH0?@6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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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M0L. <-= J-=K 6?0I@> K0 B-KB> IR <;K> >6H 2

许渊冲三化论中的+浅化,指把本身形象具体的

语言!用抽象)一般性语言翻译/

5

0

& 如在对杜牧'赤

壁(的英译中!许渊冲对+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

锁二乔&,中的+铜雀台,并没有详加解释!而是将其浅

化为+

?0HK>6H? =>0H6

,

/

$

0

!暗指盘踞北方的曹操& 对

'三国(有所了解的西方读者都可以明白这一点!但对

曹操建铜雀台一事!却不是大家所熟悉的!所以这种浅

化可以让读者更容易明白原诗意思!避免长篇大论的

注释& 本诗的翻译也采用了+浅化,的手段& 这取决

于译者的翻译目的!即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将中草药介

绍给西方读者!因此译者并没有将+戊己芝,及其来源

详加解释& 戊己属于十大天干!属土& 因此可以这样

理解#+黄精,之所以被称为+戊己芝,!是因为古人认

为它吸收了土地之精华!那么既然在'博物志(中可以

称之为+太阳之草,!那么是否在这里可以把+戊己芝,

变通的称之为+大地之草,& 对于对中国文化没有什

么了解的西方读者而言!以这种方式翻译!可以方便其

理解!也节省了大量的翻译篇幅& 而对于典籍引用的

问题!笔者认为对于一些著名典籍!译者不妨注明&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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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一般典籍!为了保持简洁!译本无需累述& 因

此在翻译中!译者并未提到'五符经(和'博物志(!因

为这两本古籍在西方知名度不高!也无法引起读者共

鸣& 而'神农本草经(作为本草之鼻祖!早在
#8

世纪

就被'中华帝国全志(法语版和英译本介绍给西方/

8

0

&

因此!对于西方人!+

T>6? 30?@

$

= G6HM-1 '1-==;B

,

这个名字不但不陌生!还会让对中医学有了解的西方

人有种亲切的感觉&

对于中草药名称的翻译!笔者认为就中药诗歌而

言!一方面为了保持其韵律和诗歌文体的简洁!应该摒

弃冗长的英译或拉丁译法而采取音译.另一方面!中草

药名称本身就是中药文化的一部分!很多中草药名称

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如+知母,讲的就是一个

樵夫无偿照看一位没有亲人的老人!把她当母亲看待!

而这位老人就把一种中草药的识别方法教给了他!知

母因此得名& 如果选择英译或拉丁译法!无异于抛弃

了这些传统文化!那将是一种极大的缺憾& 因此就传

播正统的中医药文化的目的而言!选择拼音译法也是

个很好的选择&

就诗歌的形式和韵律而言!英诗以五步扬抑格最

为著名& 许渊冲翻译七言律诗时也多采用此形式!其

运用的韵律多是
-M-M BLBL

或是
--MM BBLL

!即隔句

押韵!或是相邻两句押韵& 本译本也选择了西方人熟

悉的五步抑扬格的形式和第二种押韵方式进行了中药

诗歌翻译初探& 就目的论而言!该译本达到了以简单

生动的形式向西方读者传播中草药知识的目的!并遵

从了连贯性原则!忠实性原则和忠诚原则!但在优美度

上还需要进一步的琢磨&

本草歌赋翻译是个全新的领域!笔者对此也只是

进行笨拙的尝试和简要的探讨!目的是引起中医翻译

领域同仁对其的重视!相信在以后会有更多译者踏足

这一领域!给出更为忠实!顺口的译作& 辜正坤曾经在

'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中指出+筛选沉淀重译

论,!认为对于文学作品要不断重译!不断借鉴过去译

作的优点和批判修改其缺点!才能使翻译无限趋近完

美/

7

0

& 对于中本草歌赋英译!希望在将来也能出现越

来越好的译本!使其得到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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