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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黄帝内经"素问(英语译文中括号的使用探讨

卢"琰"侯"茜"董"娜"曲倩倩

""在目前国内外出版的
#"

多个'黄帝内经"素问(

英译版本中!李照国博士的译文相对质量较高) 这得

益于他丰富的中医学知识!扎实的英文基础和深厚的

国学积淀) 李博士在他翻译的'黄帝内经"素问(译

文中!大量使用了括号) 译文中的有些括号的使用是

必要的!有些括号的使用值得商榷) 现将李博士翻译

的'黄帝内经"素问(前十篇译文中的括号使用情况!

归纳分析如下)

#

"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的语言特征在翻译

中的体现

英语与汉语两种语言最显著的差别之一体现在形

合$

GHI/.@JAK

%与意合$

I@2@.@JAK

%上) 汉语重意合!

语言表达主要通过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和上下文结构关

系!强调语意的连贯性) 英语重形合!尤其是语句之间

连接通常通过关联词连接!以显示句子之间的逻辑

关系)

形合与意合是语言学涉及句法的两个基本概念)

所谓的英语重形合主要有两点含义#一是英语句子一

般不能省略主语*谓语*宾语等成分!而汉语句子只要

上下文语义明确!不引起歧义!常常可以省略主语*谓

语*宾语等成分) 二是英语句子以及句子间的逻辑关

系是以连接词加以+明示,的句法!一般不能省略这些

连词-

#

.

) 汉语句子将逻辑关系+隐含,于上下文之中!

常常省略揭示句子及句子间这种逻辑关系的连词) 应

当将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种句法差异应用在翻

译中) 特别是汉译英时!一定要把汉语因重意合而省

略的句子成分和表示句子及句子间逻辑关系的关联词

补译出来!使译文符合英语重形合的句法特征) 笔者

通过具体译例加以说明)

#

!

#

"汉语重意合语境下句子成分的省略"在

'黄帝内经"素问(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汉语重意合的

句子) 一般来讲!在重意合语境下句子的许多成分都

可能省略!例如!主语*谓语*宾语等)

例
#

!欲知其始!先建其母)

译例"

)/ LM/N /MK1. /O @ PAK1@K1

! -

/M1

?QK.

.

P1-AP1 A.K +Q

$

I@.G/R1MA- O@-./2K

%

OA2K.5

-

!

.

译文中补充了原文中省略主语的译词+

/M1

,)

例
!

!//甚则入肾)

译例"-

(O A. AK

.

K1S121

!-

.G1 PAK1@K1

.

NA44 01

.2@MK?A..1P ./ .G1 LAPM1H5

-

!

.

译文中补充了原文中省略主句的主语的译词+

.G1

PAK1@K1

,以及从句中主语的译词+

A.

,)

例
%

!结阳者!肿四肢//

译例"

K.@RM@.A/M /O 8@MR

-

41@P ./

.

KN144AMR /O

.G1 O/Q2 4A?0K5

-

!

.

译文中补充了原文中省略谓语的译词+

41@P ./

,)

例
7

!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其主心也)

译例"

)G1 4QMR -//2PAM@.1K NA.G .G1 KLAM @MP

A.K KI41MP/2

-

AK 21O41-.1P

.

/M .G1 0/PH G@A2 5 )G1

4QMR AK 21K.2A-.1P 0H .G1 G1@2.5

-

!

.

译文中补充了原文中省略谓语的译词+

AK 21O41-

#

.1P

,)

例
T

!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

译例"

)G1 L1H O@-./2 /O 8AM @MP 8@MR AK .G@.

/M4H NG1M 8@MR AK -/?I@-. A. -@M K.21MR.G1M

-

8AM

#

>KK1M-1

.

5

-

!

.

译文中补充了原文中省略宾语的译词+

8AM

#

>K

#

K1M-1

,)

例
;

!阳予之正!阴为之主)

译例"

8@MR 1M@041K

-

@44 .G1 .GAMRK AM .G1 M@.Q

#

2@4 N/24P

.

./ R2/N @MP 8AM 1M@041K .G1? ./ G@S1

O/2?K5

-

!

.

译文中补充了原文中省略宾语的译词 +

@44 .G1

.GAMRK AM .G1 M@.Q2@4 N/24P

,)

例
$

!故阳气者!一日主外//

译例"

8@MRCA

-

AM .G1 GQ?@M 0/PH

.

I2/.1-.K

.G1 1J.12M@4

-

/O .G1 0/PH

.

AM .G1 P@H.A?15

-

!

.

译文中补充了原文中省略状语的译词+

AM .G1 GQ

#

?@M 0/PH

,和省略定语的译词+

/O .G1 0/PH

,)

例
=

!//故病在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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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例"

)G1 PAK1@K1

-

/O .G1 KI411M

.

/O.1M AM

#

S/4S1K .G1 2//. /O .G1 ./MRQ15

-

!

.

译文中补充了原文中省略定语的译词 +

/O .G1

KI411M

,)

以上译例中!译者译出了汉语句子因重意合而省

略的句子成分) 这样译文就符合了英文重形合的句子

特点) 因此!补译的译文没有必要加上括号) 加上括

号反而造成阅读障碍!使得译文显得不连贯)

#

!

!

"汉语重意合语境下表示句子前后逻辑关系

的关联词的省略"汉语重意合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只要

上下句子语义明确!表示句子和句子间逻辑关系的关

联词也可以省略) 译成英文时!要补译汉语句子因重

意合而省略的关联词!以满足英文句子重形合的要求)

请看以下译例)

例
:

!从阴阳者生!逆之则死//

译例"

U/44/NAMR

-

.G1 2Q41 /O

.

8AM @MP 8@MR

1MKQ21K 4AO1

-

NGA41

.

SA/4@.AMR .G1? 41@PK ./

P1@.G5

-

!

.

译句中补译了因汉语重意合而省略了表示句中前

后逻辑关系的关联词的译词 +

NGA41

,!该句中前后为

并列之中有转折的逻辑关系)

例
#"

!//面黄目黑者!皆不死也) //面赤目

青!皆死也)

译例"/

H144/NAKG -/QM.1M@M-1 @MP 04@-LAKG

1H1K @21 @44 M/. .G1 O@.@4 KARMK5

-

V/N1S12

!. /

21PPAKG -/QM.1M@M-1 @MP 04QAKG 1H1K @21 @44 .G1

O@.@4 KARMK5

$

I #7T

%

译句中补译了因汉语重意合而省略了表示句子间

逻辑关系的关联词的译词 +

V/N1S12

,) 前后两句之

间为转折的逻辑关系)

例
##

!阳加于阴谓之汗 //

译例" -

(O

.

.G1 8@MR IQ4K1 P/?AM@.1K /S12

.G1 8AM IQ4K1

!

KN1@.AMR NA44 01 AMPQ-1P5

-

!

.

译句中补译了因汉语重意合而省略了表示句中前

后逻辑关系的关联词的译词+

(O

,) 该译例中!句子前

后之间为条件关系)

例
#!

!壮火食气!气食少火//

译例"-

W1-@QK1

.

K.2/MR OA21 -/MKQ?1K XA

NGA41 ?A4P UA21 N@2?K XA5

-

!

.

译句中补译了因汉语重意合而省略了表示从句中

前后逻辑关系的关联词的译词+

W1-@QK1

,!句子前后

之间为因果关系) 同时省略了主句中表示前后并列的

逻辑关系的关联词的译词+

NGA41

,)

例
#%

!//未至而至!此为太过//

译例"-

(O

.

@ K/4@2 .12? I21-1P1K @ K1@K/M

!

A. AK -@441P )@ARQ/

$

1J-1KK

%

5

-

!

.

译句中补译了因汉语重意合而省略了表示句子前

后逻辑关系的关联词的译词+

(O

,!句子前后之间为假

设关系)

以上译例都是典型的汉语重意合而省略了表示句

中前后及句子间逻辑关系的关联词) 与本文第一部分

汉语重意合语境下句子成分的省略一样!省略句子内

和句子间的逻辑关联词都是汉语语法句法的要求!这

方面古汉语显得更为突出) 这是汉语句法结构典型的

特征) 同样!英语重形合要求必需补译汉语句子省略

的关联词) 这样的译文才符合英语语法句法的规范!

没有必要在译文中补译部分加用中括号) 译文中频繁

出现括号会造成阅读障碍!使译文显得不连贯)

!

"对前言中有关翻译说明的探讨

在前言中!译者指出!+在文章翻译上!我们原则

上保留原文的结构形式和表达方式!译文中尽量不增

加词语//像这样一些为了句法结构的需要或为语义

表达的需要而增加的词语!译文均置于- .内,) 事实

上!任何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都很难做到保

留原文的结构和表达形式) 语言之所以有差异在很大

程度上就体现在语言结构和表达形式上) 英汉语言分

属两个不同语言体系!本身在句法!表达方式等方面就

存在很大差异) 好的译文应该摆脱原文的语言结构和

表达方式!转换成符合译入语的语言结构和表达方式)

这种试图以译文加中括号的方式!来保留原文结构形

式和表达方式的做法!不可行也不应提倡)

另外!译文中对于中医学基本概念的翻译以音译

为主!释译为辅) 对基本概念音译后小括号内加释译!

例如!+精,译成+

'AMR

$

1KK1M-1

%,) 音译加释译本

身没错) 但是!书中过多的音译是不科学的) 音译只

适用于少数特有的中医学名词术语) 过多的音译行不

通!况且!读者是通过音译后括号内的释译理解原文

的) 即使采用音译后括号内加释译的译法!也应该是

一个概念首次出现这样做!以后出现就可以省略括号

和释译) 纵观译本!许多地方可以看到!同一个概念的

音译后括号内加释译!再次出现在一个章节!一个段

落!甚至一个句子时!都重复出现音译后括号内加释

译) 例如!在'黄帝内经"素问(第一篇从+女子七岁!

肾气盛,到+而天地精气皆竭矣,

-

!

.

!共计
7

段!约
!%"

字!+肾气,的译名+

YG1MCA

$

<APM1H

#

XA

%,重复出现

了
=

次) 这种做法实在不妥)

其次!前言中指出! +由于年代久远辗转传抄!

'黄帝内经"素问(里时有衍文出现) 对于这些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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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时虽然也按文翻译!但却将其置于01 23之中!

使读者明白何为原文!何为衍文,) 这种严谨的翻译

态度值得称道) 既然用大括号标记衍文的译文!就应

该弄清楚英语中大括号有无此种用法) 英语中!大括

号主要用于数学*物理*计算机*音乐等学科中的运算*

公式*编程*谱曲等方面!并未有上述的用法) 如果要

区分衍文译文!可以用英语中的下划线等方法加以标

记!这才符合英语规范)

再者!前言中指出!'黄帝内经"素问(各篇章名

称的翻译则采用音译加意译的办法予以翻译!例如

+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译为 +

&G@I.12 # YG@MRRQ

)A@MZG1M [QMIA@M

#

9M-A1M. (P1@K /M V/N ./ \21

#

K12S1 6@.Q2@4 V1@4.GH >M12RH

,) 这种音译加意译

的学术态度十分严谨) 音译能保持章节名的回译

性!即读者可以根据拼音!查知到原章节名!不至于

造成混乱!回译不到原章节名上) 意译揭示了原章

节名的语义含义!便于读者理解!可谓是两全其美)

但是连接前后音译和意译章节名的标点符号为冒

号!这似乎不妥) 英语标题中出现冒号!一般是连接

主标题和副标题的标志) 主标题说明主题!副标题

揭示实质内容!是标题的核心) 出现在上述的

+

&G@I.12 # YG@MRRQ )A@MZG1M [QMIA@M

#

9M-A1M.

(P1@K /M V/N ./ \21K12S1 6@.Q2@4 V1@4.GH >M12

#

RH

,章节译名中!冒号前后并非主标题和副标题之

分!而是两种译法!实为并列关系) 按照英语规范!

应该把冒号改成小括号!即 +

&G@I.12 # YG@MRRQ

)A@MZG1M [QMIA@M

$

9M-A1M. (P1@K /M V/N ./ \21

#

K12S1 6@.Q2@4 V1@4.GH >M12RH

%,) 这里使用小括

号连接前后两部分的音译和意译标题!再恰当不过!

完全符合英语规范)

最后!前言中指出翻译'黄帝内经"素问(时!译

者确定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 +译古如古!文不加饰

// 以此法翻译之译文!读起来虽不十分流畅!但却

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原作的写作风格*思维方式和主

旨,) 这似乎也站不住脚) 翻译内经的目的是向当代

西方读者介绍中医和中国文化!不是介绍原作的写作

风格!不是教西方读者学习古汉语写作) 如果要真正

做到+译古如古!文不加饰,!恐怕不能把内经译成现

代英语!而应该译成古英语才行)

%

"结语

由于译者遵循了前言中以上这些翻译原则和方

法!整个译本中频频出现小括号*中括号和大括号等)

这其中有些括号的使用是必要的!有些括号的使用完

全没必要!甚至是错误的) 大量频繁使用括号会造成

严重的阅读障碍!不断打破译文的连贯性!严重影响读

者的阅读兴趣) 译文中不该使用括号的地方不要出现

括号!需要使用括号的地方必须正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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