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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论举隅英译的认知理论依据#以'内经(英译为例

张"洁"罗海燕

""'黄帝内经(是中医典籍的始祖)))其内容包罗

万象"医史天地无一不具&其思想理论传古透今"天人

合一"为中医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用辞手法"精

妙绝异"几达至善"几近至美*

#

+

, 近几十年来"'黄帝

内经(的英译研究日趋火热"但由于其专业性很强的

内容"翻译界虽然对其中的修辞进行了解读"但大多以

较为广泛使用的修辞为目标"如比喻-对偶-省略等"而

对其中的举隅修辞英译研究可谓凤毛麟角"且缺乏理

论支撑, 时至
!"#"

年"杜福荣和张斌简单分析了互

文和举隅的英译*

!

+

, 而转喻的认知模型理论在某些

方面与举隅思维不谋而合"因而有必要将两者予以结

合分析"一方面为举隅的英译研究施以理论结合实际

的指导"另一方面也为认知理论的发展提供更多实例

性探索,

#

"转喻及其认知模式理论研究概况

讨论转喻的认知模式不得不从心理学和语义学的

一些相关研究成果谈起, 心理学界曾经就语义的组织

形式和语义的提取过程"即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过程提

出了两种模型*

%

+

"其中一种就是
&0--@CK L+

和
M0ND,K

=O

提出的 .扩散激活模型 $

KBP:?Q@CR ?FD@S?D@0C

>0Q:-

"

4L+

% /"认为人类的概念通过语义联系或语

义相似性组织成概念网络"一个概念就是一个网络节

点"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它们的联系, 两个节点之间连

线的长短表示相对应的这两个概念相联系的紧密程度"

连线愈短"表明联系愈紧密"两个概念有愈多的共同特

征"或者两个节点之间通过其共同特征有愈多的连线"

则两个概念的联系愈紧密, 该模型假定"当一个概念被

加工或受到刺激"在该概念节点就产生激活"然后激活

沿该节点的各个连线"同时向四周扩散"先扩散到与之

直接相连的节点"再扩散到其他节点*

3

+

,

""转喻是一种语言的修辞手法"同时它也是人类的

一种认知模式"遵循语义的组织形式和提取过程"即遵

循一定的心理认知机制, 在
&0--@CK L+

和
M0ND,K

=O

之后一些国内外学者也陆续针对转喻提出了不同

的定义及其认知机制"如
M?T0NN U

和
'0ACK0C +

指

出转喻是用突显-易感知-易记忆-易辨认的部分代替

整体或其他部分"或用具有完型感知的整体代替部分

的认知过程*

;

+

&

M?T0NN U

*

9

+还首次提出理想化认知模

式$

(&+

%"转喻是
(&+

中的一种认知模式&

V?QQ:C

U

和
8

$

S:FK:K W

认为转喻是.同一认知域或同一

(&+

内的一个概念实体为另一个概念实体提供心理可

及的认知过程/

*

$

+

&

M?CR?FT:P V0C?-Q *

将转喻当

做一个凸显的参照点现象"同一概念域中高度凸显的

实体作为认知参照点唤醒其他不怎么凸显的实体"为

要涉及的目标提供心理可及*

6

+

&国内学者李文浩-齐

沪扬认为转喻以概念实体间的.邻近性/为基础"以激

活扩散的方式实现原域到目标域的心理可及"而这种

激活是单一的*

<

+

&程琪龙*

#"

+则提出原域到目标域的激

活是有选择性的"是多域转喻的双向激活,

上述学说有的还尚在进一步的讨论发展之中"但

是综合以上各家观点"本文把转喻的认知机制简单概

括为#转喻的产生体现了人类的一种认知过程"这一过

程有一定的模式特征#即在认识并且描述事物或者概

念时"人们往往会选择一个凸显的概念实体指代与之

相关的事物或者概念实体"从而刺激听者心理关联与

此凸显概念实体相关或相邻近的概念或者整体概念"

即转喻的认知是从部分)部分"或者部分)整体)部

分的一个认知过程,

!

"举隅的定义及分类

因为本文研究汉英翻译"所以.举隅/指的是汉语

语言中的修辞, 而汉语所讲的举隅"又称举备"它是举

一义或偏于局部之义而代表-概括与它相关的其他义

或整体义的修辞格式".举一反三/者正是此意*

##

+

,

举隅最早见于儒家教育思想方法, 孔子'论语!述

而(中有.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举/是举

例".隅/指事物的部分或某一片面, 由此关于举隅的

定义也可见"举隅的认知过程是从部分)部分"或者部

分)整体)部分的一个认知过程, 此外"举隅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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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主要有三类#举此赅彼-举此见彼-举偏盖全,

%

"'内经(举隅修辞分类举例

%

!

#

"举此赅彼"即举一种人-事-物去概括与它

相关的其他人-事-物的格式,

例如#.凡十一藏"取决于胆也,/)))'素问!六

节藏象论篇第九("意思是#十一脏腑作用的发挥"都

取决于胆气的升发*

#!

+

, 句中.十一藏/即举.藏/而概

括了.腑/,

%

!

!

"举此见彼"即从举出的人-事-物中联想推

断出与它们相对应的人-事-物的格式,

例如#.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

气通天论篇第三("意思是#大凡阴阳的要领"阳气安

定"阴气才能固守于内*

#!

+

, 句中.阴/-.阳/是两个相

关-相对应的概念"从.阳/可联想到.阴/,

%

!

%

"举偏盖全"即举出某些人-事-物的局部或

个体去概括它们的全部或整体的格式,

例如#.能合脉色"可以万全,/)))'素问!五脏生

成篇第十("意思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方能万无一

失*

#!

+

, 本句是用切诊-望诊概括了四诊"属举偏盖全,

3

"结果与讨论

3

!

#

"举隅与转喻在认知模式机制上的相似性

转喻和举隅是具有相似性的修辞方式"相似点在

于#前者以喻体来间接指称所谈的事物或者概念实体"

后者以.相关的事物/来间接指称所谈的事物或者概

念实体&两者的认知过程模式也遵循相似的机制#转喻

以.相似性/为产生基础"通过.相似点/去关联所指代

的事物或者概念实体"举隅以.相关性/为产生基础"

通过.表面凸显的部分/去关联所指代的事物或者概

念实体"从而使整体被认知,

3

!

!

"举隅英译的认知过程探讨

根据举隅和转喻的相似性"上文提及的三类举隅

和例证可以试着运用转喻的认知模式和机制来解释,

可以将它们看成是部分)部分或部分)整体的单一举

隅"也可以看成是部分)部分)整体或部分)整体)

部分的多域举隅"个人的思维模式不同"其理解过程会

稍有差异"但结果是一致的, 文本作者的选择性保留

和删除虽然受限于上下文或一些逻辑思维"但其行为

同样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他可以选择凸出某

一概念或事物"又能选择对其他一些概念或事物轻描

淡写"甚至删除, 而这些形式上未表现"即被删除的部

分"需要读者从中发现空隙和漏洞"在认知和思维上将

其填补"形成完整的概念, '内经(以古文的形式呈

现"在被译成白话文的时候"不同的译者根据自身的不

同理解也会做出不同的取舍"他们可能会在译文本中

将原文删减的概念或内容加上"而有些可能会完全追

随原文的删减&同样"这些举动不仅白话文译者的选

择"更是白话文读者的选择"因为他们有些对中医知识

认识深刻"可以在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中自动添加那些

删减的信息而将其完整化"但有些可能因为初学或知

识上的浅薄欠缺"就需要完整概念的信息在白话文中

表现出来, 同样"在英译活动中"不管是直接将古文译

为英文"还是将白话文译为英文"译者大概都会有两种

选择"要么直译出原文不做任何添加"要么进行删减信

息的添加"这也同时满足了两个不同知识层面的中医

学习者的需求,

例如".凡十一藏"取决于胆/这句".藏/和.腑/均

属于藏腑这一整体概念中的一部分".藏/的概念激活

了其邻近的相关概念.腑/"继而$并%激活整体概念

.五脏六腑/"从认知过程看是典型的.举此赅彼/, 英

译时"可以选择喻体$原域%)本体$目标域%的对等激

活"像
(-X? /:@DA

女士的英译#

(C R:C:P?- 0C: F?C

K?. DA?D DA: :-:S:C S@KF:P? :@DA:P P:F:@S: NP0>

DA: R?-- Y-?QQ:P 0P :ZB:- @CD0 @D1

*

#%

+同样"也可以选

择喻体)本体的对等激活加注"可在
/:@DA

的译文
:

#

-:S:C S@KF:P?

后加注 .$

N@S: W?CR 0PR?CK ?CQ K@Z

O, 0PR?CK

%/ 或直接将
:-:S:C S@KF:P?

替换为.

N@S:

W?CR 0PR?CK ?CQ K@Z O, 0PR?CK

/,

又如".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意思是维持人体

阴阳平衡-阴阳相互制约的要领不仅阳气的安定"还有

阴气的内守, 根据中医基础理论中关于阴和阳的关系

论述"生理情况下阴阳是难以分离的"否则就会生病"

已病的会加重"所以考虑维护健康和治疗疾病都要从

阴阳两方面来思考"因此这句话是用.阳/引出阴阳整

体中的另一部分.阴/"虽然.阴阳/不能相互概括"但

是两者是.相对应的事物/"即该句运用了.举此见彼/

的举隅修辞"是从.相关性/来联系和认知事物和概

念, 英译同样有两种选择"如吴连胜和吴奇父子进行

了喻体)本体的扩展激活"对原文删减信息进行了添

加#

)A: :KK:CD@?-K 0N DA: F0>>,C@F?D@0C 0N [@C

?CQ [?CR P:KD @C DA: Q:CK:C:KK 0N DA: [@C :C:PR.

?CQ DA: N@P>C:KK 0N DA: [?CR :C:PR.1

*

#3

+

" 而
(-X?

/:@DA

选择了喻体)本体的对等激活#

)A: :KK:CD@?-

BP@CF@B-: 0N [@C ?CQ [?CR @K D0 BP:K:PS: DA: :-:

#

>:CD 0N [?CR ?CQ D0 >?T: @D KDP0CR1

*

#%

+

.能合脉

色"可以万全/者通过上下文的理解可知光靠脉诊和

色诊是不够的"需要四诊合参".脉色/激活了其相关

的另外两种诊查方法或者说整体的四诊,

2@ +4

将这

句话译为#

(N \: F?C F0>Y@C: DA: F0-0PK

"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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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CQK

"

?CQ DA: B,-K:K D0R:DA:P D0 Q@NN:P:CD@?D:

"

DA: B@FD,P: Y:F0>:K F0>B-:D:

*

#;

+

"这是采取了喻

体)本体的扩散激活,

(-X? /:@DA

则将其译为#

@N 0C:

A?K DA: ?Y@-@D. 0N F0>Y@C@CR DA: K@RC@N@F?CF: 0N

DA: B,-K:K \@DA DA: K@RC@N@F?CF: 0N DA: F0-0PK ?

F0>B-:D: Q@?RC0K@K F?C Y: >?Q:1

*

#%

+

"选择喻体)

本体的对等激活,

因此"以转喻的认知模式理论为指导"'内经(举

隅的英译方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喻体)本体的对

等激活"即追随原文的缩减形式&另一种是喻体)本体

的扩散激活$包括对等注解和加注%"即将原文缩减的

内容在译文中添加表现出来,

;

"结语

举隅"作为'内经(文本修辞不可或缺的一种方

法"既是一种修辞方法"也体现了人类一种认知思维方

式, 国内外已有的有关转喻的认知模式和认知机制理

论也能够很好地诠释举隅的认知运作过程"从而为其

英译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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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微信公共账号已开通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已经开通微信公共账

号"可通过扫描右方二维码或者搜索微信订阅号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加关注% 本杂志社将

通过微信不定期发送&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A@C:K: '0,PC?- 0N (CD:RP?D@S: +:Q@F@C:

的热

点文章信息"同时可查看两本期刊的全文信息"欢

迎广大读者订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