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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汉英中医词典编译中多义词的文化保真#问题与对策

王#彬
!

##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

独特的理论体系&丰富的医学实践&卓越的临床疗效!

为人类的医疗保健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医文化

的海外推广对中华文化海外影响力的扩大和国家文化

软实力的提升都颇具现实意义' 中医文化走出去离不

开翻译的助推!中医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

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交流' 因此!在中医文化走出去中

译者应尽可能再现原语所蕴涵的文化内涵!最大程度

上实现文本的文化保真' 中医学中的文化负载词是中

医翻译中的难点!其翻译已经受到译学界的广泛关注!

如周冬梅以(黄帝内经)为对象!从顺应论的视角探讨

了中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

+

,吴纯瑜和王银泉*

!

+以生

态翻译学为指导!探究了(黄帝内经)中文化负载词的

翻译,卢琰*

&

+通过对两套中医译名标准化方案中文化

翻译策略的对比!探讨了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问题及

文化输出翻译策略研究的紧迫性' 上述学者以中医典

籍和中医译名标准化方案为对象!用不同理论对中医

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及其问题的探讨!为中医翻译中

文化负载词的文化保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 但学

界不应忽略的是!中医文化负载词中存在着大量的多

义词' 刘时觉*

J

+指出-由于时代背景&文化传统&语言

习惯等等多方面的制约!中医学著作的一大语言特色

是#一个明确的特点词汇往往表示不确定的多变的有

时甚至是相反的概念.' 此类承载了多种中医文化内

涵的多义词翻译中的文化保真对中医翻译和中医文化

走出去尤为重要' 译者在翻译此类词语时!往往会借

助于专业的中医词典' 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专业工

具书的汉英中医词典中的多义词文化保真方面问题堪

忧!且学界至今尚无人论及中医词典中此类文化内涵

丰富的多义词的文化保真问题' 有鉴于此!笔者拟以

国内外编译出版的众多汉英中医词典中的四本为个案

研究对象!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对汉英中医词典编译

中多义词文化保真问题进行钩沉爬梳!并对如何解决

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对中医翻译和中医文化走出去

能有所裨益'

#

#汉英中医词典中多义词文化保真存在的问题

#2#

#义项不全!条理不清

-义项是词典对多义词中相对独立的意义所分列

的释义单位'.

*

8

+作为专业工具书!汉英中医词典对文

化内涵丰富的多义词的义项的列举应当尽可能详尽!

稍有疏忽就会给译者带来不应有的麻烦' 笔者以中医

词典中文化内涵丰富的多义词-气.的义项为例' -中

医典籍中/气0的含义丰富!在具体语境下可以指哲学

意义上的气&某种症象&药性&与疾病有关联的某种气

候&脏腑功能等.

*

;

+

' 但目前所见的汉英中医词典中!

对文化内涵丰富的-气.的义项列举大多不够全面'

例如#(汉英中医药学词典)

*

%

+

&(英汉汉英医学分科词

典"中医药学分册)

*

$

+和(英汉西医 $汉英中医常用

词典)

*

:

+中都把-气.简单的音译成-

K?

.' -

K?

.在西方

词典中指-人体机能的原动力.!也就是源于中国道家

哲学的气' 很明显!上述词典对多义词-气.的药性&

与疾病有关联的某种气候&脏腑功能等义项都没能列

举出来!这无疑给译者对中医典籍中文化内涵丰富的

多义词-气.的准确翻译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新编汉

英中医药分类词典)中对-气.这一词条义项的列举优

于上述词典' 其释义如下#

-

K?

$

EL

%

?

%#

ML9 C>N?E 9.9=9AM ML>M E1ANM?M-M9N

ML9 E1N=1N >A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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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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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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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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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L >N

水谷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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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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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1R R11ONM-RR

!

?292

!

R11O 9A9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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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之气1

L

*

V

(

UL

(

K

)2!

K? 1R P9NS?P>M?1A

!

?292

!

ML9 CP9>ML9O >?P 2 W?AE9 K? ?N ?AQ?N?C.9 >AO ?MN 9V

"

?NM9AE9 ?A ML9 L-=>A C1O/ E>A 1A./ C9 S9PE9?Q9O

MLP1-BL ?MN P9N-.M>AM >EM?Q?M?9N >N 9VSP9NN9O

MLP1-BL 1PB>AN >AO M?NN-9N

!

?M ?N =1P9 RP9K-9AM./

-N9O ?A ML9 N9AN9 1R R-AEM?1A>. >EM?Q?M?9N

!

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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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腑之气1

U

+

AB R

'

UL

(

K

)2!

?292

!

ML9 R-AEM?1A>.

>EM?Q?M?9N 1R ML9 U>AB

"

R- 1PB>AN2 *L9 M9P= K? E>A

>.N1 C9 -N9O ?A > S>ML1.1B?E>. N9AN9

!

92B2

! 邪气

1

V?

,

K

)2!

@L?EL =9>AN S>ML1B9A?E R>EM1P 2

.

*

#"

+

从上面的释义不难看出!在-人体机能的原动力.

这一义项之外!该词典增加了该词条-脏腑器官的功

能.和-某种症象.的两种重要义项!但美中不足的是!

译文除义项有待增加外!对该词的几种释义没有清晰

地分项标开!条理不够清晰'

#2!

#释义不足

释义明确是词典的应有之义!也是衡量词典质量

的核心标准' 但很多中医词典对多义词的特定文化内

涵释义不够明确' -阴阳.在中医文献中也有着丰富

的文化内涵!主要指哲学意义上的-阴阳.!在具体语

境下还可以指阴经阳经&阴邪阳邪&阴气阳气&男女

等*

##

+

' 大多数中医词典对多义词-阴阳.的不同文化

内涵的释义都不足$仅仅揭示了该词的哲学内涵!对

其在中医学中的多重文化内涵未加解释%!有的甚至

直接音译!不加释义' 例如#(汉英中医药学词典)

*

%

+

&

(英汉汉英医学分科词典"中医药学分册)

*

$

+和(英汉

西医$汉英中医常用词典)

*

:

+中都把哲学意义上的

-阴阳.简单的音译成-

/?A

"

/>AB

.!而没有进行必要的

释义!这无疑使词典的质量大受影响' 令人欣慰的是!

(新编汉英中医药分类词典)对该词条进行了详细的

释义!把词条释义为#-

/?A >AO />AB

#

ML9 M@1 R-AO>

"

=9AM>. SP?AE?S.9N 1P SP1S9PM?9N ?A ML9 -A?Q9PN9

!

9Q9P 1SS1N?AB >AO E1=S.9=9AM?AB 9>EL 1ML9P

!

ML9 E9>N9.9NN =1M?1A 1R @L?EL B?Q9N P?N9 M1 >..

ML9 EL>AB9N ?A ML9 @1P.O

3

>A >AE?9AM SL?.1N1SL?

"

E>. E1AE9SM -N9O ?A MP>O?M?1A>. 'L?A9N9 =9O?E?A9

R1P ?AO?E>M?AB Q>P?1-N >AM?ML9N9N ?A >A>M1=/

!

SL/N?1.1B/

!

S>ML1.1B/

!

O?>BA1N?N >AO MP9>M=9AM

!

>AO R1P 9VS.>?A?AB ML9 L9>.ML >AO O?N9>N9 SP1E9N

"

N9N

.

*

#"

+

' 从上例不难看出!编译者不仅对该词条的

哲学内涵进行了阐释!并对其医学文化内涵进行了解

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该词条的文化保真'

#2&

#例证匮乏

例证是辞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评价词典质量

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 好的例证可以和释义互为补

充!实现语言和言语的互文!完成对词语中蕴含的文化

信息的保真' 中医词典对文化内涵丰富的多义词的文

化保真不应仅仅停留在语义阐释阶段!还应通过例证

从语用方面再现其文化信息' 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多

数中医药词典对文化内涵丰富的多义词的文化义项的

例证匮乏甚至缺失' 笔者以中医词典中对多义词

-气.的-人体机能原动力.这一文化内涵的编译为例'

(汉英中医药学词典)&(英汉汉英医学分科词典"中

医药学分册)和(英汉西医$汉英中医常用词典)中都

音译成-

K?

.!不加释义也没有例证!给目的语读者对

-气.的这一文化内涵的理解造成很大的障碍' 就例

证而言!(新编汉英中医药分类词典)可谓国内编译出

版的汉英中医词典中的典范' 从上例中该词典对

-气.的文化内涵的解释不难看出!编译者不仅对多义

词-气.的-人体机能原动力.这一文化内涵的哲学基

础进行了阐释!对其医学内涵进行了释义!并且通过

-水谷之气.&-呼吸之气.和-脏腑之气.的例子!把对

该文化义项的抽象释义具体化!方便了读者对该词的

这一文化义项的理解' 稍显不足的是!对该词这一文

化义项的例子收集的不够多' 笔者认为!编译者可以

收集更多的典型例子以方便目标读者准确理解相关词

条中-气.的这一文化内涵'

#2J

#参见不尽合理

-词典的参见系统有两大功能#节省篇幅和扩充

信息' 节省篇幅是参见系统的基本功能'.

*

#!

+参见是

辞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的设计和运用是否合

理是评价辞书编纂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 但令人

遗憾的是!大多数中医药词典中对蕴含着丰富文化信

息的多义词的编译中都没有合理的使用参见!对多义

词的某一文化义项的阐释反复重复!浪费了辞书宝贵

的篇幅!却没能带来新的信息' 笔者以(新编汉英中

医药分类词典)对-肝气.这一词条的编译为例' 在该

书的第
#8

页!-肝气.被释义为-

.?Q9P K?

#$

#

%

ML9 Q?N

"

E9P>. K? ML>M N9PQ9N >N ML9 =1M?Q9 R1PE9 1R ML9

.?Q9P

%

N >EM?Q?M?9N

, $

!

%

>A >CCP9Q?>M?1A R1P .?Q9P K?

NM>BA>M?1A

$肝气郁滞1

B

-

A K

)

/

.

UL

)2%.

*

#"

+

' 在该书

的第
8#

页!-肝气.被释义为-

.?Q9P K?

#$

#

%

ML9 R-AE

"

M?1A>. >EM?Q?M?9N 1R ML9 .?Q9P

, $

!

%

>A >CCP9Q?>M?1A

R1P NM>BA>M?1A 1R .?Q9P K?

.

*

#"

+

' 从上述释义可见!该

书第
#8

页对-肝气.的第一种释义是把-气.释义成为

人体机能的原动力,该书第
8#

页对-肝气.的第一种

释义是把-气.释义成为脏腑器官的功能性活动' 不

可否认!上述释义的确再现了原语的文化信息!但

-气.的这两种意思在该书的第
J:

&

8"

页都已经交代

出来!编译者完全可以用参见的手段标注出该文化义

项!避免篇幅的浪费' 同理!鉴于-心气.!-脾气.!-肺

气.中的-气.和-肝气.中的-气.有同义关系和派生

关系!编译者对上述词条文化义项的处理也可以用参

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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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中医词典中多义词文化保真问题的对策

编译汉英中医药词典的目的是为了向中医翻译工

作者和目的语国家的中医学习者提供一本工具书!以

方便其迅速理解相关中医术语' 汉英中医词典中文化

内涵丰富的多义词的文化保真效度的高低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词典的编译质量' 如果词典不能有效实现该类

词语的文化保真!轻则会影响读者和译者对相关中医

文献的理解与翻译!重则对目的语国家群众的医疗保

健事业造成不良后果!影响中医文化的海外影响力'

为了有效提升汉英中医词典中文化内涵丰富的多义词

的文化保真效度!编译者和出版者应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编译前应做好充分的准备' 编译者可以利用已有

的国内外中医药词典和国内外中医典籍的语内&语际

译本和评注等!收集相关文化内涵丰富的多义词的释

义和典型例证!为词典编译中多义词的文化保真做好

资料准备工作' 其次译后认真审校' 汉英中医词典编

译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为了确保在海量的编译

工作中有效实现文化内涵丰富的词语的文化保真!从

而为中医翻译工作者和目的语国家的中医爱好者的阅

读和翻译工作提供典范!编译者除了译前认真准备之

外!译后还应以科学且严谨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

进行认真审校' 审校包括编译者自校和聘请一些中医

专业人士和熟悉目的语的专家的审校' 中医学专业人

士和熟悉目的语的专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编译者

中医知识和外语能力的不足!有利于词典中多义词文

化保真方面问题的发现&分析和解决' 最后强化多元

评估' 词典在编译者定稿后!出版社应采取有效措施!

对词典中一些文化内涵丰富的多义词文化保真效度建

立多元评估体系' 一方面!可以加强国内中医学会&协

会间的协作!邀请一些权威专家对相关文化内涵丰富

的多义词的词条是否完整和释义是否准确进行鉴定!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另一方面!通过与国外大型出

版社的协作!收集一些国外读者对该词典中特定词语

文化保真方面的反馈信息!根据读者反馈信息!来评定

特定词语在目的语中的文化保真效度!并进行相应的

修订'

&

#结语

汉英中医词典的编译质量如何对中医文化走出

去&中医文化海外影响力的扩大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都极具意义' 汉英中医词典编译出

版中文化内涵丰富的多义词的文化保真效度直接决定

着词典的质量!但很多汉英中医词典在对上述词语的

文化保真方面都存在义项不全或条理不清&释义不足&

例证匮乏及参见不合理等问题' 上述问题的存在要么

使原语的文化信息受到不应有的遮蔽!直接阻碍了相

关中医文化走出去的效度!要么对相关文化内涵反复

释义!浪费了宝贵的版面' 为了解决汉英中医药词典

编译中文化内涵丰富的多义词的文化保真效度问题!

编译者&出版者应在译前应做好充分的准备!译后认真

审校!并强化多元评估' 只有通过上述努力!才能确保

相关中医文化信息走得出&立得住&传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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