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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概念隐喻认知视角下'伤寒论(中医隐喻术语的英译

谷"峰

""随着中医典籍'伤寒论(的研究在博观与厚积中

逐渐走向世界!理应肩负起传译中医文化之重任) 然

而!其译介之难莫过于其病症名*方剂名等中医隐喻术

语的翻译) 笔者认为!将概念隐喻认知引入'伤寒论(

的翻译研究!有益于进一步提高中医典籍的翻译质量!

促进我国传统医学的域外传播)

#

"概念隐喻认知概述

概念隐喻不仅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修辞形式!更是

人类认知世界的思维模式)

#=$"

年!西方认知语言学

家
L,M1DD

和
'1/EG1E

首次提出+概念隐喻$

.1E.<N

#

OC,2 @<O,N/1-

%,) 在人类对存在于客观世界的概念

的认知心理系统中!概念系统从一个概念域$源域%映

射$

@,NNAEB

%到另一个概念域$目标域%称之为+概念

隐喻,) +概念隐喻,的核心要素包括概念域*概念意

象*概念范畴*隐喻表达式等!其基本实现形式是源域

转为目标域) +概念隐喻,是人类思维认知转向的根

本属性!也就是说!+我们赖以思考与行为的概念系统

根本上是隐喻的,

-

#

.

) 有鉴于此!语言层面的概念隐

喻表达式之所以清晰!就是由于人类思维的隐喻性!即

+把已知的具体事物与未知的抽象事物相联系!利用

其关联性来表达新概念!并扩展出抽象意义,

-

!

.

) 中

医典籍也不例外!大量的概念隐喻表达式丰富了中医

语言) 目前国内诸多学者对中医概念隐喻进行了本土

化探析) 例如贾春华教授将中医语言的概念隐喻归为

%

类#方位隐喻*实体隐喻和结构隐喻!并对中医学常

用的+正邪胜负,*+上热下寒,*+心者!君主之官也!神

明出焉,*+四气五味,

-

%

.等概念隐喻进行了系统深入

的探究!进而提出+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

学具有其自身的语言特点!即在/取象比类0的背景中

充斥了大量的隐喻式思维模式,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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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隐喻术语翻译过程的认知心理模型

+翻译的过程从本质上看是心理的*认知的!它不

仅表现为源语输入和译语产出这一外在的言语行为和

言语事实!而且反映了译者语际转换的内在心理机制

和言语信息加工的认知过程,

-

P

.

) 笔者首先参考一般

言语理解与言语产出的认知心理过程!然后结合译者

在言语加工过程中的心理机制及表现!以概念隐喻认

知为导向!构建出中医隐喻术语翻译过程的认知心理

模型!为下文探析'伤寒论(中医隐喻术语的英译奠定

了认知心理基础) 下图为笔者尝试构建的中医隐喻术

语翻译过程的认知心理模型$见图
#

%)

图
#

$中医隐喻术语翻译过程的认知心理模型

概念隐喻的生成具有系统性*连贯性和概括性)

这些特性源流于某一民族的文化认知体验!更反映了

一个民族的认知思维模式) 由于不同民族间的语言*

文化与认知思维模式存在差异!可能会对同一概念的

+存在物,产生不同的概念联想) 因此!各民族之间的

概念隐喻系统既有对应!也有不对应) 有鉴于此!译者

首先在源域中通过与原文作者的视域融合!经过去个

体化解码过程!将隐喻还原到源域中医文化意库!重点

解剖中医语言所指涉的文化内涵&其次在源域与目标

域之间建立起概念映射!沿中医文化意库和隐喻意库!

对隐喻进行再隐喻化或非隐喻化的编码!产出译文&最

后译者在目标域通过与目的语读者的视域融合!将译

文融入目标域!最终实现译文的身份归属) 此认知心

理模型以概念隐喻认知为导向!重点阐析了中医隐喻

术语翻译的三步转化观#解码1编码1身份归属!其中

编码主要涉及到翻译策略的使用!有利于认识中医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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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术语翻译的深层次加工机制!可深入*具体描述其翻

译程序的各环节及其相互关系)

%

"'伤寒论(中医隐喻术语的英译

作为理法方药兼备的中医古籍!'伤寒论(蕴含着

丰富的概念隐喻!用以阐述病症名*方剂名的+取象比

类,的特征!体现了古代中医学者巧用概念隐喻的范

式认知人体生理和人体病症的思维特点) 这些概念隐

喻既是理解中医语言和中医学基础知识的关键!更是

国内外中医翻译工作者关注的焦点) 鉴于上述认知心

理模型!'伤寒论(中医隐喻术语的翻译实际上是一种

+解码1编码1身份归属,的+文化自觉,和+翻译自

觉,的过程!重点在于此类术语翻译的+文化保真,)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曾开宗明义地指出!隐喻性医

语+由于歧义性或模糊性词条较多,!翻译时+首先还

应当强调准确性!要真正转达中医药学术中的真正信

息,

-

7

.

) 因此如何处理好中医隐喻术语的翻译!将直

接关系到'伤寒论(中医文化的海外接受效果)

%

!

#

"回译"回译是指在翻译过程中确保译文在

结构和内容上与原文相近-

>

.

) 采用回译翻译中医隐

喻术语有
%

大优势#其一!统一和规范中医隐喻术语翻

译!确保译文信息的完整&其二!保真中医隐喻术语的

文化内涵!保持民族特色!减少译文+损益,!从而尽量

避免译文的+失真现象,&其三!保持译文在形式上与

原文对应!实现译文简洁明了!方便交流-

$

.

) 故而回

译常用于翻译中医隐喻术语) 但是要清楚地知道!使

用回译的前提是同一概念的+存在物,可以在两种语

言的文化认知思维模式中激发出相同的概念联想)

以'伤寒论(第
#"9

条中的+伤寒十三日不解!胸

胁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已而微利,

-

=

.一句为例) 据

'伤寒论(载述!伤寒已经十三天仍不愈!胸胁胀闷而

呕吐!下午申时发生 +潮热,!过些时候又有轻微下

利-

#"

.

) 此处+潮热,类比于潮水定时而至且呈现出定

时增高的现象!其义为+按时发热!或按时热势加重!

如潮汐之有定时的症状,

-

##

.

!形象极为贴切) 鉴于

+潮,在源域和目标域中具有相同的+概念域,!可采取

+以隐译隐,的翻译范式!将+潮热,回译为
OAQ<

#

D<

#

R<-

-

#!

.

!进而使得译文在结构和内容上与原文相近!最

大程度地将原语语言文化中已有的隐喻关联映射到目

的语的语言文化之中)

%

!

!

"释译"中医古籍用以描述疾病*症状的语

言常编码了特定的社会
J

文化意义!且为古医学工作者

所共享!这种社会
J

文化意义能以隐含状态存在于语言

中) 这一属性会在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交流时容

易导致意义空缺或文化空缺!给目的语读者造成理解

障碍) +释译,旨在弥补这种空缺!是翻译中医隐喻术

语常用的方法之一) 具体而言!+释译,是指用目的语

文化的概念解释原语文化的概念-

#%

.

!实现对原语语义

的由隐及显转换!注重原语语义的+消解,与+译语文

本重构,!+突出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

-

#9

.

)

以'伤寒论(第
#!!

条+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

引食!

333333

数为客热!不能消谷!以胃中虚冷!故吐

也,

-

=

.为例) 患者脉见数象!数脉一般主热!如果是热

证!应当消谷易饥而要多食) 但是由于汗多伤及阳气!

阳微气虚!膈间正气虚弱!脉也会出现数象) 这种数脉

是外来病邪引起的热的表征!不能真正地消化谷食!导

致胃中虚冷!故而引起呕吐-

#P

.

) 可见!此处+客热,为

隐喻化医语!与主热相对!是邪热的表现!非脏腑自生)

笔者发现有的译本将其直译成
RAGAOAEB /<,O

*

RAGAO,EO

/<,O

*

BC<GO /<,O

等!并不能让目的语读者知道+客

热,的真正含义) 从+服从于接受者所赖以生存的文

化土壤以及接受程度 ,

-

#7

.

!可将其释译为
/<,O

.,CG<Q S; <T1B<E1CG N,O/1B<EA. <RA2G

!适应了英

语世界读者的心理世界和认知理解力!做到了原语文

化异质的+消解,与+重构,!在目的语中实现了+客热,

的+概念元功能,

-

#>

.

)

%

!

%

"音译
U

注释"'伤寒论(所载治病方剂常被

称为+经方,!其方剂名多采用+取象比类,的修辞手

法!高度概括药物功效*主治病证等特点) 诸类方剂名

能否准确地译入英语世界对中医成功走向世界意义非

凡) 但是!目前'伤寒论(中的许多同一方剂名译名五

花八门!给国外读者造成了一定的理解困难和障碍!甚

至影响了方剂名译名科学属性的正确界定!因此在某

种程度上影响了'伤寒论(所特有的中医文化内涵能

否准确地在海外传递) 目前有学者提倡对中医方剂名

只进行纯粹的音译) 但是如果一味地为了保存方剂名

的+原汁原味,而只采取音译!可能会产生文化误解!

甚至+文化休克,) 笔者建议!翻译中医方剂名时需注

重方剂名内涵的传递!可在音译后加上简短的注释性

文字)

以'伤寒论(第
%$

条中的+太阳中风!脉浮紧!发

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

-

=

.

一句为例) 据'伤寒论(描述!太阳中风症!出现脉象

浮紧!发热恶寒!身体疼痛!因不及时发汗而使病人烦

躁不安的!应当用大青龙汤治疗-

#"

.

) 此方剂名+大青

龙汤,中的+青龙,取类比附于'三辅黄图(中的+苍龙*

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镇四方,-

#$

.和'周易
3

文

言(中的+云从龙,

-

#=

.

!形象描绘了+大青龙汤,发汗功

效之强!宛如龙行云雨!即龙兴就会生云!雨随云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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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滋润万物) 如果出现太阳病无汗又兼烦躁的症状!

也可以+兴云致雨,!施以汗解) 众所周知!此+龙,非

彼+龙,!切不可直译成
Q-,B1E

!否则会造成文化误

解) 可采取音译和括号注释的翻译范式!将其译为
H,

VAEB21EB H<.1.OA1E

$

H<.1.OA1E D1- HA,N/1-<GAG

WAO/ , L,-B< H1G< 1D ?N/<Q-,

!

<O.3

%!一则遵循了

+独有概念!音译为上,

-

!"

.的原则!保留了原语文化特

色&二则又可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方剂名+大

青龙汤,的药效内涵)

%

!

9

"文本外增译"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化之间的

差异以及中医知识的专业性!英语世界读者在理解

'伤寒论(中医隐喻术语的内容时会存在一定的障碍

和困难!因此一定范围内的语义补偿是必要的) 文本

外增译!作为医学翻译工作者经常使用的增补语义意

义的方法!与语法意义上的文本内增译不尽相同!其目

的在于阐释补偿原文中的文化+损耗,!使原文和译文

达到意义上的平衡-

!#

.

)

以'伤寒论(第
%$%

条+问曰#病发热头痛!身疼恶

寒!吐利者!此属何病2 答曰#此名霍乱) 霍乱自吐下!

又利止!复更发热也,

-

=

.为例) 该条中的 +霍乱,之

+霍,源于东汉'说文解字(+霍#飞声也,

-

!!

.

!本义指一

群鸟受到惊吓急速乱飞时发出与倾盆大雨相类似的声

音!用来比附+霍乱,的+病势急剧的特点!急性吐泻交

作!挥霍之间便致撩乱,

-

#P

.

) 原文描述了+霍乱,病发

起时的发热头痛!身疼恶寒等表证!但并未对其里证进

行阐述) 据'灵枢"五乱(所载!+清气在阴!浊气在

阳
333333

清浊相干
333333

乱于肠胃!则为霍乱,

-

#P

.

) 此言道

出了+霍乱,的主证!剖析了+霍乱,的病位在肠胃!也

为+霍乱,的文本外增译提供了理据) 中医典籍翻译

的理想目标是#既向异域读者充分展现中医典籍的原

貌!又要最大限度地提高译本在异域读者中的接受度)

在中医典籍逐渐走向世界的语境下!满足异域读者的

阅读期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而文本外增译无疑

是一条可借鉴的路径) 目前有译本将+霍乱,音译成

/C12C,E

-

!%

.

!这不利于中医术语+霍乱,一词的跨文化

交流!因为音译实为语音转写!不能+自给自足,!诸多

同音词转写成拼音便无法区别!且容易遮蔽中医语言

隐喻命名的理据和文化信息-

!9

.

) 鉴于纯粹音译的弊

端!笔者建议增补体现+霍乱,相关语义意义的译文

X<-< /C12C,E @CGO E1O S< .1EDCG<Q WAO/ O/< .1E

#

O<@N1-,-; &/AE<G< E,@< 1D ./12<-,3 (O .,E S<

.,CG<Q S; , -,EB< 1D ,.CO< GO1@,./ ,EQ AEO<G

#

OAE<,2 QAG1-Q<-G GC./ ,G D11Q N1AG1EAEB 1- B,G

#

O-1<EO<-AOAG

)

9

"结语

在中医古籍的海外传播和推介过程中!译者要始

终如一地树立+文化自觉,和+翻译自觉,的意识!只有

这样才能更好地避免对中医文化的误译*偏差和文化过

滤!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博大精深的中医传统文化+原

汁原味,地在域外传播-

!P

.

) '伤寒论(是我国中医对外

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抓手,!但是书中中医隐喻术语的翻

译成了一只+拦路虎,)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文章构建了

中医隐喻术语翻译过程的认知心理模型!进而指出'伤

寒论(中医隐喻术语的翻译是一种+解码111编码111

身份归属,的+文化自觉,和+翻译自觉,的过程) 对这

些隐喻术语进行编码时!需要综合采取回译*释译*音译

U

注释*文本外增译等翻译策略!做好+语言维,*+文化

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以免引起语码中所蕴

含的中医传统文化信息的丧失和译文的悖谬!从而确保

讲好+中医故事,!传播好+中医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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