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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黄帝内经'英译格式塔诠释

曹柏川"姚"欣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语言凝练"内涵丰富"

英译难度高(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翻

译过程和译者的翻译心理"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视角(

鉴于此"笔者将格式塔理论引入&内经'英译研究"以

期为&内经'英译提供新的思路(

#

"格式塔理论溯源"格式塔心理学是西方现代

心理学重要流派之一"于
#%#!

年由德国心理学家韦

特海默)科勒和考夫卡建立并发展起来( 格式塔是德

文
:.C0?60

的音译"意为*完形+)*整体+( 该理论对

元素说加以否定"提出整体的意义大于各部分相加之

和"对部分的分析不能解释整体的特性( 整体是由部

分生成又超越部分的独立新质"即格式塔质,

#

-

(

!

"格式塔整体论与&内经'英译"以目前的研究

来看"格式塔理论已经显示出对翻译研究的强大阐释

力( 斯内尔!霍恩比倡导以格式塔整体理论为基础的

翻译研究方法"肯定了格式塔理论对翻译研究的指导

作用,

!

-

( 姜秋霞等,

&

-在国内首次将格式塔理论用于

文学翻译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格式塔意象再造模式"

指出翻译不是语言结构形式的机械对应"而是一项涉

及文本客体)译者主体以及文本与译者动态作用的综

合性活动( 此外"也有学者用格式塔理论阐释诗歌)小

说)戏剧等文本的翻译"丰富了相应领域的理论研究"

但目前来看"这一理论在中医典籍英译研究中鲜有涉

及( 笔者认为"由于格式塔理论强调经验和行为的整

体性"同时"&内经'原文具有整体)和谐)简约的特点"

是由相关联的各个部分有机组合而构成的格式塔( 故

将其引入&内经'的英译研究"有利于在英译过程中保

持&内经'的完形整体性"提高中医典籍英译质量"促

进我国传统医学向世界传播(

译者作为读者需要在认知上将原文视为有机整

体"*自上而下+地在头脑中形成对&内经'的全面认

识"深刻理解&内经'作为格式塔所具有的整体完形性

及其语言特点和文化精髓"照顾到译文读者的格式塔

心理(

&

"格式塔法则指导下的&内经'英译"格式塔整

体论为译者提供了宏观方面的启示( 与此同时"格式

塔法则"即凸显性)闭合性)简约性)连续性等"能够为

&内经'的翻译提供相对具体的指导( 笔者将在下文

部分以&内经'第一个英译本威斯,

;

-译本和收录于大

中华文库的李照国,

9

-译本为分析文本"以具体译例探

讨格式塔法则在两个译本中的运用情况(

&

!

#

"凸显性"人们会本能地将一事物的某一方

面凸显视为图形"而将其他方面视为背景( 另外"图形

部分和背景部分相互依赖"不可分割( 只有在整体中"

图形才会在背景中得以凸显,

#

-

( 同样"在一个完整语

篇中"主旨句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属于图形部分"对

主旨的阐释说明则属于背景部分( 汉语语篇常常先出

现背景部分"后出现图形部分"即先进行解释)陈述"后

进行总结)归纳( 而英语语篇正好相反"即先指出主

旨"再进行推演( &内经'的英译也同样需要对图形与

背景部分进行一定的区分(

例
#

!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

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

腑(

,

=

-

$&素问!五藏别论篇第十一'%

威本!

*J. 23?@D

"

0J. 1?335K

"

0J. 25D.C

"

0J.

/L6C.

"

0J. M?66

"

?DN 0J. K512 5O 0J. K51?D

"

0J.C. C@P 53M?DC

"

J?Q. 2..D /35NLE.N 2R 0J. ?0

$

15C/J.3. 5O 0J. .?30J7 *J.R ?66 ?3. Q@CE.3? 2.

$

65DM@DM 05 A@D ?DN 0J.R ?3. 0J. D?0L3?6 CR1256C

5O 0J. .?30J

.

0J.3.O53. 0J.R C053. ?DN N5 D50 N@C

$

/.6

"

?DN 0J.@3 D?1. @C S LDO?@6@DM ?DN /3.C.3Q@DM

@D0.C0@D.C7S

,

;

-

李本!

*J. 23?@D

"

1?335K

"

25D.C

"

Q.CC.6C

"

M?6626?NN.3 ?DN L0.3LC ?3. ?66 /35NLE.N

,

LDN.3

0J. @DO6L.DE. 5O

-

F@T@

$

>?30J U@

%

7

,

*J.C. C@P 53

$

M?DC

-

C053. A@D

,

CL2C0?DE.

-"

ILC0 6@V. 0J. .?30J

,

0J?0 E5D0?@DC .Q.3R0J@DM

-

7 *J?0 @C KJR

,

0J.C.

C@P 53M?DC

-

C053. L/

,

0J. >CC.DE.

-

K@0J5L0 N@C

$

EJ?3M.7 -5 0J.R ?3. E?66.N U@J.DM

$

.P03?53N@D?

$

3R

%

WL

$

G3M?DC7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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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此例描述的*奇恒之腑+是中医基础理论中

的一个重要概念( 该语篇内"*奇恒之腑+这一概念是

图形部分"*脑)髓)骨)脉)胆)女子胞+及其后内容是

对*奇恒之腑+的具体解释"是背景部分( 李本和威本

均未将主旨部分进行凸显"仅仅按照原文的顺序进行

翻译( 根据凸显性法则"应该将语篇视为整体"对图形

部分和背景部分进行区分"并照顾到译文读者的语言

习惯"可以将图形部分*奇恒之腑+调整到句首"使译

文读者更为迅速地抓住该语篇的主旨"故改译为#

-5

$

E?66.N U@J.DM

$

.P03?53N@D?3R

%

WL

$

G3M?DC

"

@DE6L

$

N@DM 0J. 23?@D

"

1?335K

"

25D.C

"

Q.CC.6C

"

M?66

$

26?NN.3 ?DN L0.3LC

"

?3. ?66 /35NLE.N 2R >?30J U@7

,

*J.C. C@P 53M?DC

-

C053. A@D

"

ILC0 6@V. 0J. .?30J7

*J?0 @C KJR 0J.R C053. L/

,

0J. >CC.DE.

-

K@0J5L0

N@CEJ?3M.7

&

!

!

"闭合性"人的心理存在着一种*完形压强+"

当不完满)有空缺的形状呈现在眼前时"会不由自主产

生一种内在张力"迫使大脑皮层激烈运动"极力填补和

完善那些空白和缺陷"构建完形整体,

#

-

( 同理"&内经'

言简而意深"省略部分很多( 如何在翻译过程中恰当处

理&内经'原文中的*留白+"很值得译者推敲(

例
!

!//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

,

=

-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

威本!

FL3@DM 0J@C /.3@5N

$

5D.

%

C 25NR

%

CJ5L6N

2. .DE5L3?M.N 05 6@Q. ?DN D50 2. V@66.N

.

5D.

CJ5L6N M@Q.

$

05 @0

%

O3..6R ?DN D50 0?V. ?K?R

$

O351 @0

%.

5D. CJ5L6N 3.K?3N

$

@0

%

?DN D50 /LD@CJ

$

@0

%

7

,

;

-

李本!,

-LEJ ? D?0L3?6 3.CLCE@0?0@DM /35E.CC

CJ5L6N 2.

-

?E0@Q?0.N @DC0.?N 5O 2.@DM @DJ@2@0.N

"

/35150.N @DC0.?N 5O 2.@DM N./3@Q.N ?DN .DE5L3

$

?M.N @DC0.?N 5O 2.@DM N.C035R.N7

,

9

-

分析!此段&内经'原文用简练的四字词语阐述了

为顺应春阳生发之气而采取的养生方式( 对比两个译

本可以看出"威斯虽然意识到原文有省略需要填补的部

分"但对原文的理解不够到位"将缺省部分填充为*

5D.

%

C 25NR

+"有失偏颇( 另外"使用主动语态"表达上稍显

累赘( 相对而言"李本对原文中缺省的部分进行了准

确)合理的补充"较好地保留了原文的格式塔质"使用被

动语态"结构上与原文更为一致"将*生)杀)予)夺)赏)

罚+这几个词进行了简洁)准确的翻译"使译文读者不仅

对该段语篇的内容有所了解"而且对语篇所蕴含的文化

意蕴有所体会( 因此"处理*留白+时较为合适的做法是

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缺省的部分做适当的补充

和完善"使语言缺口在译文读者的大脑中得到闭合( 此

过程并非机械补充"而是在保留原文格式塔质的同时"

使译文完整)流畅"容易为读者所理解(

&

!

&

"简约性"在一个格式塔内"眼只能接受少

数的几个不相关联的整体单位"以便呈现最简单)最稳

定的结构,

#

-

( 诚如在&内经'英译过程中"译文不应冗

长繁杂"而是要用尽可能简短的句子承载尽可能丰富

的信息"否则读者容易失去阅读的兴趣( 另外"不可一

味追求简化而使语篇的含义有所残缺和破坏"简约性

法则的前提是保证语篇的整体完形性(

例
&

!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其色白"

绝汗乃出"出则死矣(

,

=

-

$&素问!诊要经终论篇第十

六'%

威本!

+J.D 0J. /L6C. 5O 0J. M3.?0 A?DM E?L

$

C.C 0J. .DN

"

0J. /L/@6 5O 0J. .R. E?DD50 3.Q56Q.

?DN @0 @C 0L3D.N L/K?3NC 2L0 @D 0J. K35DM N@3.E

$

0@5D

"

?DN E5DQL6C@5DC 5EEL3

.

0J. E5653 5O 0J.

.R.C @C KJ@0.7 X@O. @C @D0.33L/0.N

"

CK.?0 ?//.?3C

?DN KJ.D @0 @C ?66 C/.D0 N.?0J O5665KC7

,

;

-

李本!

*J. .PJ?LC0@5D 5O *?@R?DM 'J?DD.6

,

@C

1?3V.N 2R

-

F?@R?D

$

?D55/C@?

%"

5/@C0J505DLC

"

/?6. E51/6.P@5D ?DN /35OLC. CK.?0@DM7

,

Y35OLC.

CK.?0@DM

-

@C ? C@MD 5O @1/.DN@DM N.?0J7

,

9

-

分析!原文中的*戴眼+一词是指眼睛上视不能转

动"威本采用意译"译为
0J. /L/@6 5O 0J. .R. E?DD50

3.Q56Q.

"李本对*戴眼+的翻译采用了音译并文内加

注的方法"译为
F?@R?D

$

?D55/C@?

%( 两个译本相比"

李本的表达更为清晰)简洁"具有一定医学背景的译文

读者容易接收到原文信息( 此外"威本译者对*反折

"其色白+的理解有误"此处省略不表(

&

!

;

"连续性"一条直线在特定方向上保持一

致"而不致突然中断或拐弯,

#

-

( 文本之所以构成一个

有意义的整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原文信息之间的相

互连续"这种连续在译文当中也须得以保持( &内经'

译文不可以杂乱无章"在表达原文内容的同时兼顾译

文的连续性"有利于在读者与译文之间收到更好的交

际效果(

例
;

!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

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

阳者"万物之能始也(

,

=

-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

五'%

威本!

Z.?Q.D ?DN >?30J ?3. 0J. J@MJ.C0 ?DN

65K.C0 5O ?66 E3.?0@5D7 A@D ?DN A?DM

,

0J. 0K5 .6.

$

1.D0C @D D?0L3.

-

E3.?0. N.C@3.C ?DN Q@M53 @D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2.3 !"#$

"

4567 &$

"

85

!

%

1.D ?DN K51.D7 *J. K?RC 5O A@D ?DN A?DM ?3.

05 0J. 6.O0 ?DN 05 0J. 3@MJ07 +?0.3 ?DN O@3. ?3. 0J.

.Q@N.DE.C ?DN CR1256C 5O A@D ?DN A?DM7 A@D ?DN

A?DM ?3. 0J. C5L3E. 5O /5K.3 ?DN 0J. 2.M@DD@DM

5O .Q.3R0J@DM @D E3.?0@5D7

,

;

-

李本!

*J. J.?Q.DC ?DN 0J. .?30J .P@C0 @D 0J.

L//.3 ?DN 65K.3 5O ?66 0J. 0J@DMC

,

@D 0J. D?0L3?6

K536N

-"

A@D ?DN A?DM CR1256@[.

,

0J. 5//5C@0.

/35/.30@.C

-

5O 2655N ?DN U@

"

0J. 6.O0 ?DN 0J. 3@MJ0

C0?DN O53 0J. 35L0.C 5O A@D ?DN A?DM

,

?65DM

KJ@EJ 0J.R ?3. ?CE.DN@DM ?DN N.CE.DN@DM

-"

K?

$

0.3 ?DN O@3. ?3. 0J. CR1256C 5O A@D ?DN A?DM7 A@D

?DN A?DM ?3. 0J. C5L3E. 5O .Q.3R0J@DM7

,

9

-

分析!此例阐述了阴阳的重要作用( 对比两个译

文可以发现"威本将*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 译为

*

*J. K?RC 5O A@D ?DN A?DM ?3. 05 0J. 6.O0 ?DN 05

0J. 3@MJ0

+"与其他并列部分构成了差异"造成译文读

者认知过程中的阻滞"拉长了读者与译文之间的心理

距离"忽视了文本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是不可取的( 与

之相比"李本的行文结构具有较好的统一性)连续性"

符合格式塔连续性法则的要求(

;

"结语"格式塔整体论和格式塔法则分别从宏观

和微观方面为&内经'英译提供了理论指导( 刘绍龙,

$

-指

出"翻译过程的实质是心理的而非物质的.译品是由过

程实现的"译者只有理解过程才有望改进翻译技巧"提

高译作水平( 因此"为了提高&内经'英译质量"使译

文读者对其有更加完整而准确的认识"译者在理解和

翻译&内经'的过程中"须牢牢把握原文的格式塔整体

性"遵循凸显性)闭合性)简约性和连续性法则"将原文

的格式塔质忠实)自然地再现于译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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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传染病学术会议在杭州召开

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传染病专业委员会主办"杭州市西溪医院#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承办的第八次中国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术

会议暨首届杭州西溪感染!胃肠肝病高峰论坛于
!"#$

年
=

月
<

%

#!

日在浙江杭州召开"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学术交流论文
<=

篇"内容

涵盖中西医结合传染病&感染性疾病&肝病&胃肠病&肝胆外科的诊断&治疗和前沿研究成果"来自全国各地的
=""

多位代表参加了本次大

会' 在本次会议中"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和宝岛台湾的
#"

余位国际专家"国内著名院校&医疗

机构&研究单位的
;"

余位专家学者教授分别作了专题演讲'

新发突发传染病方面"李兰娟院士作了(从
Z$8%

等新发突发感染病看传染病防控过去现在和未来)报告"卢洪洲教授作了(人流感

与禽流感)报告' 中西医结合传染病方面"聂广教授作了关于(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分期辩证推进意见)报告"吕文良教授作了(中医药在肝

病诊治领域优势与不足)报告"李秀惠教授作了(

Z\4

相关慢加急肝衰竭中西结合诊疗共识)报告' 病毒性肝炎与终末期肝病方面*郑树

森院士作了(肝移植治疗终末期肝病)报告"澳大利亚乔梁教授作了(

X@Q.3 E?DE.3 C0.1 E.66C

*

O351 2?C@E 3.C.?3EJ 05 0J.3?/.L0@E

@1/6@E?0@5DC

)报告"英国
,?3M?3.0 W@5D? \?CC.DN@D.

教授作了(

Z'4 @DO.E0@5D ?DN CRC0.1@E @1/?E0

)报告"刘寿荣教授作了(感染

性疾病的母婴阻断与新生儿缺陷防治)报告' 其他感染性疾病与消化病诊疗等方面*李太生教授作了(中国艾滋病诊防治研究进展)报

告"胡必杰教授作了(懂感染"保安全%%%人人都是科学感控实践者)报告"俞云松教授作了(细菌耐药及应对策略)报告"刘福全教授作了

(

*@/C

治疗门静脉高压症技术难点及长期临床疗效分析)报告"张发明教授作了(菌群移植平台的体系建设与临床应用)报告'

此外"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传染病专业委员会举行了工作会议"讨论了传染病诊疗共识的编写进展&遇到的问题"以及加速工作进度

的措施' 会议确定第九次中国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术会议将于
!"#<

年在深圳举行'

#刘寿荣"骆"欣"马文骏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