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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从译者惯习视角看倪毛信)黄帝内经*英译的建构

刘跃良

##)黄帝内经*又称)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学经典

著作!乃古代医家托轩辕黄帝之名所作!一般认为成书

于春秋战国时期+ 它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

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的'阴

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等+ 在以黄

帝,岐伯,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的同时!

主张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

延年+ )内经*的中医学理论建立在我国古代道家理

论的基础之上!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因其完整的

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中医学说!)内经*被看作是中医学

理论的渊源!历代医家也将其奉为圭臬+

随着中医学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作为中国传统

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内经*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和重视!有关)内经*翻译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 人们

曾尝试运用不同理论针对)内经*的一个或多个译本

进行系统研究或对比研究!当中包括规定性研究,描写

性研究,多元系统理论,译者主体论,读者接受理论,翻

译适应选择论,三元关系理论,语用学理论,语篇互文

性理论,模因论,阐释学理论以及语篇分析理论等-

#

.

+

通过中国知网$

&6K(

%文献检索发现!至今还没有基

于翻译社会学视角对)内经*展开研究的+ 有鉴于此!

笔者将借鉴法国社会学家
L/M2EC1M N

-

!

.场域理论中

的'惯习$

OB0C.MP

%(这一重要概念!以倪毛信的)内

经*译本为例!探寻译者惯习对翻译实践产生的影响+

#

#译者惯习

L/M2EC1M NC1221

是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

和英国的
QD.O/DF ;CEE1DP

,德国的
'M2R1D SB2012

"

ABP

合称为当代欧洲社会学界的三杰+ 在
L/M2EC1M

NC1221

的社会学思想体系中!场域理论占有最重要的

地位!它包含
%

个核心概念#场域$

TC14E

%!惯习$

OB0C

"

.MP

%和资本$

-BUC.B4

%

-

%

.

+

L/M2EC1M NC1221

认为!惯习是一套持久的,可转

换的性情倾向系统-

!

.

+ 它包含两个特征#一是被建构

化的结构 $

P.2M-.M21E P.2M-.M21

%! 它寄寓着个人接

受教育的社会化过程! 浓缩着个体的社会地位,生存

状况,集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二是建构中的结构

$

P.2M-.M2CDR P.2M-.M21

%! 它下意识地形成人的社会

实践-

:

.

+ 因此什么样的惯习结构就代表着什么样的

思想方式,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 '一方面!惯习把客

观的社会结构内在化!构建成能被人认识和感知的结

构+ 另一方面!行动者的能动性又产生新的社会结构+

因此!惯习是外在的结构化和内在的结构化的总

和(

-

7

.

+

L/M2EC1M NC1221

提出惯习的概念!最先只是用

在社会学方面!后来这个词运用到其他诸多领域+ 当

引入到翻译研究时!就产生了 '译者惯习( 一词+

8CA1/DC <

-

:

.首次提出并对此做了深入分析!他强调

翻译中'译者惯习的关键作用(!并且指出'只谈规范!

缺少惯习来例证!就如同没有规范!只谈惯习一样毫无

意义(+

;/MBDVC- '+

-

?

.也认为翻译策略并不是译者

为了遵守规范而有意选择的!而是由译者惯习决定的!

译者惯习与翻译过程中其他行动者的惯习共同构建了

翻译场域!并受到场域本身的影响+

(DROC4412C +

-

H

.更

是通过把译者惯习引入到口译研究而使该理论更为成

熟!她指出!口译过程中!译员带着自身惯习和各种资

本!在各种权力关系中不断协商,斡旋,争斗!带来对

'现有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进行改变或挑战的可能(!

而'口译惯习(就是各种惯习,场域和资本集合的产

物!其作用是保证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法律机构对口

译活动的控制-

$

.

+ 以色列学者
814B

"

8O1TTF W

-

>

.则主

要从译者策略的多样性!翻译场域的动态建构性和译

者行为模式的特殊性
%

个方面展开了对翻译规范与译

者惯习的探讨!进一步丰富了有关译者惯习的理论+

另外!中国学者邢杰-

#"

.也对译者惯习做了透彻的分

析!他认为!译者惯习包含三个方面!即译本的选择!译

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思想!如同其他的社会行为一样!

译者经过长期的翻译活动!也会产生一套持久的,可转

换的性情倾向系统!并在无意中主导着译者的翻译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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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毛信译者惯习构成解析

倪毛信出身于中医世家!从小受父亲熏陶!接触中

医学+ 根据倪毛信所著)身体自愈的秘密*

-

##

.一书的

作者简介!可以得知!他自小体弱多病!曾经因为一场

大病!与死神擦肩而过!为了自身的康复!他决定跟随

父亲学习太极拳和气功!并开始学习中医学+ 后来!他

在美国和中国的医学院学习多年!取得两个医学博士

学位+ 在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实习的时候!他

开始对健康的理念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在)小病自助

手册*

-

#!

.的导论中!倪毛信提到了个病例!是一位胃食

管反流症患者!该患者服用抗酸剂已
!

个多月!症状却

丝毫不见好转+ 那时!另一位女患者插话!说每天早上

喝土豆汁可以治好其病!

#

周之后!倪毛信遇到这位胃

食管反流症患者!被告知土豆汁真的治好了她的病+

这次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医生并不是万能的!学会自我

解决健康问题!尽量不求助于不良反应严重的药物和

治疗手段!来改善人体的健康状况!才是最重要的+ 在

学医和保健的过程中!他也越来越体会到!人自身有强

大的治愈能力!只要认识它!激发它!就可以过上'不

生病的生活(+ 他将自己的心得,中医学'治未病(的

理念,现代预防医学融会贯通!总结出了一套通俗易

懂,简单易行的保健体系+ 倪毛信认为!目前的医疗系

统完全处于药物,保险业和生物技术的主宰之下!人们

逐渐忽视人体的自愈力!这是现代医疗体系的危机所

在-

##

.

+ 所以!他提倡'保健医学(和'整体疗法(!主张

通过各种自然方式///中草药,按摩,针灸,太极拳等!

激活人体强大的自愈能力!以此作为解决现代医学危

机的关键+ 他通过各种方式推广自己的健康理念!先

后出版了)长寿秘诀*

-

#%

.

,)身体自愈的秘密*

-

##

.

,)营

养之道*

-

#:

.等畅销书!他还在洛杉矶设立了'友善中

医药大学(!经常到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做健康教育!

并多次到国外演讲!广泛传播中医学文化和中医疗法+

因此!小时候的患病!家庭的熏陶!学医从医的经

历等对倪毛信惯习的形成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热

爱中医学!笃信中医学并积极传播中医学+ 诚如他在

译本翻译说明中所阐述的那样#他希望通过传播)内

经*!世人能受益于)内经*中的理念和智慧!进而达到

获得健康!快乐与和谐的人生境界-

#7

.

+ 至此!倪毛信

的译者惯习结构基本形成#聚焦中医学&志在再现和传

播原作中的思想和理念&注重实用&亲近目标读者!提

高读者接受度+

%

#倪毛信译者惯习对)内经*英译的建构

%

!

#

#'黄帝(的解读和翻译

黄帝!姓公孙!名叫轩辕!出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里的记载!黄帝'生而神灵!弱而

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他一生重大

贡献在于历经数战!打败了榆罔!降服了炎帝!诛杀蚩

尤!结束了战争!统一了三大部落!告别了野蛮时代!建

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有共主的国家!人类文明从此开始+

在位期间!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建舟

车,制音律,创医学等!后世人称'文明之祖(!史载其

有土德之瑞!按五行理论!土在中央!其色为黄!故尊称

为'黄帝(+ 对于)内经*中'黄帝(一词的翻译!向来是

众说纷纭!但不外乎两种#直译和音译+ 倪毛信将书名

中的'黄帝(译成
X144/Y @AU12/2

!采用的是直译+

众所周知!'黄帝(中的'黄(不仅仅表示色彩!它还蕴

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化内涵+ 倪翻译

成
X144/Y

也是为了以相应的方法再现原文文化特质!

想让西方人了解和认识
X144/Y

在华夏文化中所赋予

的独特内涵!同时也体现了译者根深蒂固的文化认同

感&但另一方面!根据他在美国生活和从医多年的经

历!他知道在当时西方文化背景下!读者在中医学文化

方面的知识还不足!

F144/Y

与
1AU12/2

的形式和内

涵还没有实现统一!对这样的翻译容易产生误解!这也

不是他想看到的+ 这种纠结心态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

倪毛信只在书名和第一章第一句中把 '黄帝(译成

X144/Y @AU12/2

!剩下的译文全部音译为
SMBDR <C

+

%

!

!

#翻译策略的选择

倪毛信在'翻译说明(中表明自己的译本不是任

何意义上的学术版本!他只是从一名临床医生的角度!

从中医学及哲学学生的标准以及对中医学感兴趣的外

行人角度来诠释)内经*这一经典!所以其着眼点是向

西方传播)内经*中的中医学知识和养生智慧-

#7

.

+ 为

了达到其翻译目的!倪毛信选择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

略!亲近读者!注重意译和阐释!达到行文流畅!增强可

读性+ 从以下例句中可对倪的翻译策略窥见端倪#

例
#

#夫脉者!血之府也+ 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

则烦心!大则病进+ $)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

英译#

)O1 UM4P1 CP YO121 .O1 04//E T4/YP BDE

-/DR21RB.1P5 )O1 04//E CP A/0C4CZ1E 0F .O1 [C5 (T

Y1 P11 B 4/DR UM4P1

!

C. CDEC-B.1P .OB. .O1 [C CP

T4/YCDR PA//.O4F5 (T Y1 P11 B PO/2. UM4P1

!

C. CDEC

"

-B.1P .OB. .O121 CP UB.O/4/RF B. .O1 [C 41V145 (T Y1

P11 B 2BUCE UM4P1

!

C. CDEC-B.1P .OB. .O1 ECP1BP1

OBP B..B-\1E .O1 O1B2.5 (T Y1 P11 B 4B2R1 UM4P1

!

C.

CDEC-B.1P .OB. .O1 UB.O/R1D CP U2/R21PPCDR5

这段话的意思是#脉是血液会聚的地方!长脉表明

气血流畅和平!短脉说明气不足!数脉为热!热则心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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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脉表示病势进增+ 此例中!倪毛信采用意译为主!兼

用增译的策略!重新组织语言!表现原文思想+ 他在主

体部分使用条件句来阐释原文语义!虽形式不同!但内

涵一样+ 译文中!

)O1 04//E CP A/0C4CZ1E 0F .O1 [C

属于增译!以揭示后面脉症相应的缘由!对于中医学理

论知识欠缺的读者来说!可以降低理解障碍!增强可

读性+

例
!

#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其两

感于寒而病者!必不免于死+ $)素问"热论篇第三十

一*%

英译#

*O1D B U12P/D CP B..B-\1E 0F .O1

UB.O/R1DP /T YCDE -/4E

!

T/2 1]BAU41

!

.O1 0B..41

.OB. /--M2P 01.Y11D .O1 FBDR [C BDE .O1 UB.O/

"

R1D -BMP1P O1B. ./ ABDCT1P.5 )OCP CP PCAC4B2 ./

BDF \CDE /T T2C-.C/D5 )O/MRO .O1 O1B. ABF 01

P.2/DR

!

CT B U12P/D

$

P BD.CUB.O/R1DC- [C CP B0MD

"

EBD. BDE P.2/DR

!

C. -BD 1BPC4F ECPU14 .O1 UB.O/

"

R1D5 )OMP

!

.OB. U12P/D 4CV1P5 S/Y1V12

!

CT .O1

U12P/D OBP FBDR E1TC-C1D-F

!

.O1 YCDE -/4E UB.O/

"

R1D -BD U1D1.2B.1 ./ .O1 CD.12C/2 BDE EBABR1 .O1

CD.12DB4 /2RBDP5 (D .OCP -BP1 .O121 CP ECP/2E12 /T

0/.O CD.12DB4 BDE 1].12DB45 )O121 CP Y1B\ BD

"

.CUB.O/R1DC- [C BDE B T12/-C/MP UB.O/R1DC- TB-

"

./2

!

YOC-O ./R1.O12 21PM4. CD E1B.O5

这句话讲的是!人感受寒邪以后!就会发热!发热

虽重!一般不会死亡!但如果阴阳两经同时感受寒邪而

发病!就难免于死+ 此例中!译文篇幅明显长于原文较

多!倪毛信在尊重原文内容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诠

释!他还把人体感受风寒以后机体阳气与外邪斗争而

发热比作是摩擦生热!形象生动!有利于读者理解+ 可

见!他抛弃原文形式!通过增译和比喻!使用解释性的

语言!成功地将原语内涵导入了目标语语篇!使译文富

于知识性且不难理解+

例
%

#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

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 $)素问"平人气象论篇

第十八*%

英译#

)O1 UM4P1 /T B D/2AB4

!

O1B4.OF CDECVCE

"

MB4 YC44 01B. .YC-1 YC.O 1B-O CDOB4B.C/D BDE .YC-1

YC.O 1B-O 1]OB4B.C/D5 *C.O /D1 -/AU41.1 021B.O

!

.O121 B21 T/M2 01B.P5 ,--BPC/DB44F

!

C. CP D/2AB4

./ E1.1-. TCV1 01B.P U12 021B.O

!

E1U1DECDR /D .O1

UB.C1D.

$

P 4MDR -BUB-C.F 5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一呼脉跳动两次!一吸脉也跳

动两次!一呼一吸叫做定息!两次之间脉跳动
7

次!这

是因为有时呼吸较长的缘故!这是平人的脉象+ 原文

中!没有表示人的呼吸,脉搏与肺功能之间相互关系的

信息!但倪在译文中添加了一句
E1U1DECDR /D .O1

UB.C1D.

$

P 4MDR -BUB-C.F

!进行解释+ 他还增加了

4MDR -BUB-C.F

$肺容量%这一现代医学概念!辅助说

明!有利于现代读者理解+

例
:

#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

下!故有子+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英译#

Q. T/M2.11D F1B2P .O1 .CBD \MC

!

/2 T12.C4

"

C.F 1PP1D-1

!

AB.M21P

!

.O1 21DI-/D-1U.C/D BDE

-O/DRIVC.B4 -OBDD14P 21PU/DPC041 T/2 -/D-1U.C/D

/U1D

!

A1DP.2MB.C/D 01RCDP

!

BDE -/D-1U.C/D CP

U/PPC0415

这句话的意思是#到了
#:

岁!天癸产生!任脉通

畅!冲脉旺盛!月经按月来潮!所以能够生育+ '天癸(

是指肾精中具有促进生殖机能的一种物质+ 该词具有

典型的中医学特色!英文中无对应词汇!翻译时往往采

用英译!再通过尾注或脚注进行解释+ 而倪毛信本并

没有使用这些!而是选择直接在译文中解释为
T12.C4C.F

1PP1D-1

!

AB.M21P

!即(让人可以受孕!成熟的物

质(!这样的处理方法既通俗易懂!也不累赘+ 事实

上!为了使语言明白易懂!行文流畅!倪毛信在整个

)内经*的翻译中都很少使用脚注和尾注!而是把解释

性的内容融于译文当中!译文形式比较自由!这无疑增

加了译文的可读性+

总之!对)内经*的阴阳理论和传统养生方法!倪

毛信主要采用了概括式的翻译方法!为了加深西方读

者对道家基本思想的理解!他在谋篇布局方面充分考

虑到了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 除文字翻译外!倪毛信

还借助图表来阐释阴阳五行的思想!把原本复杂的五

行与五脏六腑的对应关系清晰罗列!使读者更容易抓

住道家思想的精髓!了解道家的宇宙观和养生观+ 以

上这些策略的使用!使倪氏译本更符合目标读者的阅

读期待!在读者群中取得了较好效果+

%

!

%

#对实用主题的把握

倪毛信幼年时候就随家人移居美国!这使他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从而也对他的翻译产

生影响+ 美国文化重实用!美国人处理和解决问题大

多以实用为出发点!倪毛信生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

加上自己作为中医师的职业!使得他格外侧重)内经*

译文的临床使用价值!注重)内经*中中医学知识的传

递+ 为了给读者尤其是缺乏中医学知识的读者理解提

供方便!他在文中多处添加自己的解释!用浅显易懂的

语言诠释)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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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者!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有所失亡!所

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故曰#五藏因肺热叶

焦!发为痿頢!此之谓也+ $)素问"痿论篇第四十

四*%

英译#

)O1 4MDRP B21 .O1 OCRO1P. /2RBDP /T

.O1 0/EF BDE .O121T/21 B21 B ECP.2C0M.C/D -1D.12 5

(. OBP BD CD.CAB.1 214B.C/DPOCU YC.O .O1 O1B2.5 (T

.O1 4MDR CP EFPTMD-.C/DB4

!

C. 41BEP ./Y1C -/DEC

"

.C/DP /T .O1 1].21AC.C1P

!

01-BMP1 C. -BDD/. ECP

"

.2 C0M.1 DM.2C1D.P BDE [C5

这句话的意思是#肺为诸脏之长!又是心脏的华

盖!遇有失意的事情!或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则肺气

郁而不畅!于是出现喘鸣!喘鸣则气郁化热!使肺叶枯

焦!所以说五脏都是因肺热叶焦!得不到营养!发为痿

頢证!就是这个意思+ 基于实用的翻译目的!倪毛信采

用意译法!对原文进行解释性翻译!使译文简洁明了!

倾向目标语篇!亲近译文读者+ 在译文中!他并没有拘

泥于原文形式!逐字逐句翻译!甚至忽略了原文语篇中

的部分内容!如'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

肺热叶焦(就没有体现!他只用了'

EFPTMD-.C/DB4

(一

词简单带过!另在后面加上一句'

01-BMP1 C. -BDD/.

ECP.2C0M.1 DM.2C1D.P BDE [C

(来补充说明肺不能再为

机体输送营养和气是痿頢发生的原因+ 可以看出!倪

毛信虽然没有将原文内容一一呈现于译文!但译出了

原文中省略的言外之意!不仅没有造成读者的困扰!相

反使译文清晰明了!同时有较好的连贯性和逻辑性!非

常有利于读者阅读和接受+

:

#结语

'译者惯习(作为翻译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把翻译实践与处于某种社会环境中的译者个体特殊性

结合起来!有利于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野+ 在本研究

中!倪毛信作为社会场域的行为者!在长期的社会实践

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惯习!即一整套持久,稳定的性情

倾向系统!并在翻译场域中影响和主导着他的翻译行

为+ 因此!通过对倪毛信个人经历的了解和对其译者惯

习的构成解析!不难看出!在倪毛信的)内经*译本中!他

对原作中道家养生方法和道家基本思想非常信赖!他采

用归化为主,译释结合的翻译策略来尽可能提高西方读

者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并把实用当作第一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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