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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翻译的形而上学#中医典籍译介之哲学问题思考

李#振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将哲学归为三大学问之

一!将所谓 '形而上学(与'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

统称为哲学* 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界定实际上说明了

哲学的泛学科性)兼容性及内涵的丰富性!也就是说

'形而上学(并不仅仅是孤立的或与应用科学截然对

立的学科体系* 相反! '看起来高居于一切知识学科

体系之+上,的+形而上学,!在其实际的意义上!恰恰

是承载着一切知识学科的基础!而哲学对知识学科的

意义!-在于形成一种智慧与知识)理论与现实以及超

验之关联!进而展开分析)评价与前瞻活动!反思知识

以及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引导知识进化以及

变革的可能方向(

.

#

/

* 翻译学是一门研究跨文化交际

活动的人文学科!哲学学科理论的内涵丰富性和包容

性决定了在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等领域对翻译学学

科构建)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分析和批评找到学术活

动的理据!从而在哲学的高度引领翻译研究转向的新

趋势* 纵观翻译学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近代以来!随

着译事活动的频繁及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发展!学术活

动经历了由最初的传统经验型转为以语言学为导向并

逐步向文化学过渡的几个阶段* 但翻译研究不仅仅是

探讨文本之间相互转化的语言问题!也不仅是涉及异

质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突)和谐问题* 从哲学思辨的

高度来探讨翻译活动将赋予文本研究和文化研究新的

思路和视角*

诚然!近年来!有关中医翻译的研究可谓汗牛充

栋!但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尚存在局限性和重复性!大

体可归结为三点#$

#

%通过构建术语翻译的标准化试

图实现中医学理论在目的语中的'等效(移植&$

!

% 从

现代语言学的某个支撑理论出发!通过直译和意译等

翻译方法及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研究给译者提供方

法论指导&$

%

% 尚有少数学者回顾了
#>

世纪以来中

医翻译在术语标准化和方法倾向性上的历史变化* 但

鲜有学者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医学外译的标准和'可译

性(的问题给予关注* 本文将分别从超验主义)接受

视域以及言与意的辩证统一这三个层面试图为中医学

译介找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哲学理据* 而具体术

语译法实例前人列举众多!本文不再赘述*

#

#中医翻译的超验主义思考

虽然怀疑主义代表人物休谟和康德一直质疑和否

定事物存在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将这种思潮置于中医

翻译中表现出对客观性的质疑和否定* 而且!解构主

义将文本$中医典籍%看成是社会的产物!并非一人行

为!从而否定文本意义的固定性和不变性* 但古往今

来!众多翻译学者还是为实现译本对原文的客观忠实

努力找出一套规律* 这种翻译研究和实践的范式!归

根结底!属于超验主义翻译范畴* 严复在翻译0天演

论1的序言中将'信(列为翻译三大标准之首!此后被

多位学者奉为检验译文之圭臬* 李约瑟博士在主编的

0中国科学技术史1中明确表示翻译中医时必须抓住

中医语言的实际内涵!要由表及里!只有揭示了深层本

质含义!才能算是忠实的翻译.

!

/

* 0汉英英汉中医辞

典1编者
6BF-4 *BG-/AE

认为中医翻译的目标就是要

在源于中医整体概念系统的译文中将中医的概念忠实

地反映出来.

%

/

* 虽然两位学者方法和角度各有不同!

但无一例外都强调了翻译的 '忠实和客观(的原则!正

如李照国教授在
#>>$

年出版的0中医英语翻译技巧1

确立的中医翻译三原则之首222依实出化.

7

/

*

中医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体现的不仅仅是中医

翻译的本质属性!更是一种对于原文意义和原作者的

尊敬与'忠诚(* 后者所隐含的即是 '原作意义一经诞

生!就固定为+思想化石,(

.

:

/

* 原作文字所承载的意

义是亘古不变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它不以时

间)空间和语言载体为转移* 正如超验主义翻译观所

相信的 '把原文意义看成是超越时空与超越语言的不

变实体!并因此把翻译任务看成是认识这一实体)将它

从原来语境中抽象出来)再+万分忠实,地用另一语言

来传达出来(

.

?

/

*

那么!怎样做到'万分忠实(呢3 不同学者方法不

一#李约瑟博士提出了 '由表入里( )'组合词素构建

新词( 和 '数法并举(等翻译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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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倡导'借词() '仿造(及 '根据定义造新词(等具体

翻译方法.

7

/

&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了 '异化加注(和 '归

化加注(的跨文化策略* 中医翻译策略虽有不同!但

都以忠实于原文意义为共同理想!都体现着超验主义

概念下对于永不改变的原文本的 '忠实(和对于原作

者的'忠诚(* 中医典籍翻译批评在这种哲学理念下

则分别从字)词)句)篇及文体风格等层面考察译文与

原作的对应关系!找出相同并挖掘缺憾!从而推动中医

翻译研究的进步*

!

#接受视域下中医译介策略厘定的哲学思考

然而!严复也说'译事三难& 信)达)雅* 求其信已

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译文不但要忠

实原文还要通顺!让读者明明白白* 要实现明白!并非

易事* 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漫长沉淀!具有顽固的民

族性)个性化和排他性* 中医学诸如'精气学说()'阴

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等哲学理论基础及语言载体)

诊断思维方法都深深带有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自

发的辩证统一思想和语言文字特色的个性化烙印!这

种民族文化积淀形成一个个异质文化因子在跨文化翻

译中形成对目的语文化的冲击* 译语文化中'读者本

身就是其文化的综合载体* 由于长期受该文化的熏

陶!该群体形成的由该文化产生出来的思维定势以及

审美的心里情趣和对它的依恋性已形成定式(

.

$

/

* 故

中医异质文化的闯入必然遭到该文化群体的排斥* 美

国当代著名理论批评家赛义德在其著作0理论旅行1

中揭示了异质文化因子传播过程中依次经历'起点()

'通道()'条件(和'改造(四个阶段* 那么!依据赛义

德的观点!中医异质文化的闯入并得到原质文化和群

体的认知和接受也必然经历如下四个阶段#$

#

%中医

学异质因子在出发语中得以形成!凭借完善的医学理

论体系和可靠的临床疗效不断在起点语境中应用!从

而为之后的理论旅行提供了前提&$

!

%中西医学以及

语言系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与路径等待着理论的

穿行* 一旦条件成熟!异质因子在穿行过程中必然承

受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种种压力!然后再以全新的面

貌出现在目的语中&$

%

% 中医典籍及负载术语进入目

的语过程中必然遭到各种限制条件!结果表现为中医

与西医呈现出边缘和中心)辅助和主导的不平衡关系*

当今世界虽然全球化潮流客观上要求文化多元化!但

原质文化所长期形成并根深蒂固的民族性)个性化和

排他性形成了一个个限制隔离!在译介中要想跳过这

些障碍因素在异域文化中扎根发芽!除了凭借中医学

自身的特点和可靠的疗效外!在语言上!无论是采用文

化归化还是交际异化的策略!中医异质因子都必须寻

求与'原质文化的合作)认知和接受!以符合原质文化

的认知审美和语理)语性的方式进行跨文化交际*(

.

$

/

$

7

%中医学一旦通过译介进入西医主导的原质文化

中!全新的时空位置)医学理论的不断运用及同西医的

交流碰撞将赋予中医学及语言全新的改变!而后'再

以改变后的某种相对稳固的形式汇入目的语成为目的

语的一部分(

.

9

/

*

中医学 '理论旅行( 的四个阶段是前后连续)缺

一不可的!而且由于受众在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

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中所形成的种种限制藩篱

也决定了'理论旅行(是漫长的!绝非一蹴而就* 被誉

为英语言权威)大百科全书的 0牛津英语词典1在

#997

2

#>!9

年出版的第一版中还难以见到有关中医

学术语!而在最新修订的第三版中!中医学理论的核心

概念!诸如#气)阴)阳)神)推拿)气功等已经被词典收

录!并给予客观准确的释义*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努

力突破原质文化的束缚并不意味着一味的采取无度归

化!客观上由于文化空缺这也是不现实的* 保留中医

学中的核心异质因子是实现文化互补的根本任务所

在!对于开拓读者受众的认知域!扩大其对传统医学和

民族医学的接受维度无疑产生重要的影响*

%

#中医译介一元论)二分法及可译性的哲学思辨

前文提到了'原质文化的排他性(!而由此带来的

对于可译性的怀疑!国内众多翻译家和哲学家都给出

了明确的答案* 近代翻译家贺麟先生将翻译中原本和

译本的主从关系上升到体与用)道与器的哲学关系!并

进一步从言和意的辩证统一肯定了文本的可译性* 从

言意辩证的高度探讨可译性问题为中医译介提供了哲

学认识论基础*

'译本与原本之间的关系!亦即言与意)文与道之

间的关系* --言为心之声!为意之形--意属形而

上!言属形而下!前者为一!后者为多* 就此理解!意与

言)原本与译本应是统一的!道可传!意可宣* --翻

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

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

而同心同理之处亦为人类可以相通)翻译之处!即可用

无限多的语言去发挥表达之处(

.

>

/

* 这段话从辩证统

一的角度反映了翻译的本质#'意一!言多&意是体!言

是用&言为心之声)意之形* --这个逻辑关系!就是

对待翻译问题的辩证认识&其一!表明翻译是可能的!

其二!说明翻译以达原文之意为主!因为译文与原文是

一意的两种语言形式(

.

#"

/

*

然而!中医学语言的表述和意义是丰富且复杂的*

0易经"系辞上1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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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语言不能完全准确地)清晰地承载要表达的意义*

中医学经典著作的语言形式在表意时并不总是一言一

意!反而常常表现出一言多意和一意多言并存的特点*

许志泉教授通过统计0中医大辞典 $基础理论分册1

$人民卫生出版社
#>9!

年出版%)0中医大辞典 $方剂

分册1$人民卫生出版社
#>9%

年出版%)0辞海$词语分

册$增补本1$上海辞书出版社
#>9!

年版%和0辞海$

医药卫生分册1$上海辞书出版社
#>9#

年版%四本权威

词典中中医术语语义的标准化程度发现#0中医基础1)

0方剂1) 0词语1中术语的多义率分别为
#:

!

9L

)

#7

!

#L

和
##

!

%L

!其术语标准率仅分别为
97

!

!L

)

9:

!

>L

和
99

!

$L

&而西医学已实现了术语标准化!多

义率仅为
"

!

%L

.

##

/

&同时!中医术语中不乏一意多言

的例子!诸如#玄府)元府)汗孔)气门)鬼门等* 虽意与

言二者辩证统一!但术语一言多意及一意多言的特点

还是给译者提出了挑战!正如学识渊博的朱光潜先生

都说'译一本书比写一本书要难得多(

.

#!

/

* 同文学翻

译注重 '译意(和 '译味(所不同的是!中医译者的困

难在于一方面需要构建自己的中医学认知图式!对原

文要有准确清晰的医学和哲学认识&另一方面还需要

'去多意而存真意(!结合原文的具体语境在多意中把

握最贴切的唯一原意!以多言忠实表述原意!实现译言

$用%与原意$体%的辩证统一* 正可谓'去多留真!以

多言达一意(*

超验主义的中医翻译观相信中医典籍是超越时

空)超越语言)亘古不变的意义实体* 笔者探索'忠

实(的中医翻译标准!研究各种中医外译策略实际上

都是在寻找一种表达原作意义的超时空翻译模式* 在

接受主义中!'异质(因子通过'理论旅行(实现了在

'原质(文化中的生根发芽!并以一种内涵更为丰富

的)相对稳定的形式被读者群体接受* 研究的这两个

方面相互影响#前者讨论的是译文对原文意义的忠实

和统一!后者则更加关注了译介后的发展变化* 中医

典籍中意和言的关系是体和用的统一!心同理同之处

则论证了中医学的可译性!而处于中间位置的译者则

肩负着 '去多意留唯一!以多言来达一意(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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