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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伤寒论(中一词多义的原型范畴化认知及其翻译策略

李"莉"张"淼"潘癑宏

""中医文化走出去"优秀典籍要先行) '伤寒论(目

前已有多个英译本"其中较为流行的译本有魏?杰译

本*黄海译本和罗希文译本)

笔者发现'伤寒论(原文中一词多义$

L-4MN/0M

%

现象较为常见"其恰当翻译对经典的有效传播至关重

要) 诸多学者已经从汉语语言角度研究了'伤寒论(

中一词多义现象"如张沁园+

#

,对原文中易于造成理解

偏差和谬误的字词举例"列举出这些字词的多重含义&

蒋明德+

!

,对'伤寒论(中-中风.的涵义进行分析等)

但是从翻译角度对'伤寒论(中一词多义现象进行研

究的学者较少"郑鸿翔等+

%

,以一词多义的英译为切入

点"以阐释翻译学理论对'伤寒论(中-热.字及其相关

词语的英译进行研究) 张琼等+

9

,从语用充实视角下

以-颇.*-臭.*-救.

%

个字为例"对'伤寒论(中反义同

词现象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相应的翻译策略) 更是鲜

有学者从原型范畴化认知角度分析'伤寒论(中一词

多义的形成机制"从而给出相应的翻译策略) 故笔者

拟结合例句分析"从而探讨之)

#

"一词多义

#

!

#

"一词多义概述"一词多义又名多义词) 对

于其定义"不同的语言学家有不同的解释) 认知语言

学家
O2@/2/2 P

认为一词多义是以词汇的基本意义为

基本范畴"通过认知意象图式的联结作用"把已知概念

隐喻和转喻到新概念中"从而产生的多个意义+

6

,

) 结

合
O2@/2/2 P

的观点"笔者认为一词多义就是一个在

原型意义基础上经过转喻隐喻等认知方式链型或辐射

型引申出来的多个义项所组成的语义范畴)

#

!

!

"'伤寒论(中的一词多义"'伤寒论(中常见

的多义词共
!%

个"其中虚词有
%

个"分别是因*正*必"

实词有
!"

个"分别是冒*烦*中风*外证*身疼痛*邪气*

正气*证*痞*胃中*喜*阴*阳*逆*清*热*厥*颇*臭*救)

如-中风.在'伤寒论(中的多个义项) $

#

%代表太阳

表虚证) -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

风.

+

!

,

$'伤寒论(第
!

条%&$

!

%代表致病原因"感受风

邪) -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微阴遈而长者"为欲

愈.

+

!

,

$'伤寒论(第
!89

条%&$

%

%揭示证候特点"指代

由风邪引起的阳性症状) -阳明病"若能食"名中风&

不能食"名中寒.

+

!

,

$'伤寒论(第
#K"

条%)

!

"原型范畴理论

!

!

#

"原型范畴理论概述"认知语言学家
Q;?

#

@;ER/2 S*

把原型定义为-

; L2-D-DML/ <N ; DML<E;4

<?ND;?E/ -T ; E;D/@-2M

"

;?U -D>/2 /4/0/?DN ;2/

;NN<0<4;D/U D- D>/ E;D/@-2M -? D>/ 1;N<N -T D>/<2

L/2E/<./U 2/N/014;?E/ D- D>/ L2-D-DML/

&

D>/2/

;2/ U/@2//N -T 0/01/2N><L 1;N/U -? U/@2//N -T

N<0<4;2<DM

.

+

G

,

) 原型范畴理论认为"原型是同一个概

念范畴中能反映本范畴特征的最典型成员"与原型

相似性比较低的成员属于边缘成员或非典型成员)

原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

变化)

!

!

!

"一词多义的原型范畴化认知"一词多义是

由词语的原型义项以家族相似性的方式通过隐喻*转

喻*联想等引申机制形成了一条或多条语义链) 语义

延伸的两种主要方式#$

#

%同一范畴的辐射式派生

$

2;U<;D<-?

%

+

8

,

) 特点是虽然各边缘义项相互独立"却

能在每个边缘义项身上找出与原型所共有的属性特

征) $

!

%原型义项延伸*变异的连锁式派生$

E-?E;D/

#

?;D<-?

%

+

8

,

"即一个词由原型派生出第二个义项"再由

第二个义项派生出第三个义项"此类派生的特点是最

后产生的义项与原型间并无太多联系) 在词汇的多义

化过程中"辐射式派生与连锁式派生常交叉延伸"形成

了复杂而有序的多义词原型范畴网络)

%

"'伤寒论(中一词多义的形成机制及译例分析

"认知语言学者赵丽梅认为"以人类认知为核心的原

型范畴理论有助于理解词义引申或变化的动因和轨

迹"有助于理解各义项之间的深层关系) 具体地说"通

过家族相似性对原型义项和延伸义项的分析"能使看

似毫无关联的各义项自然形成有联系的-认知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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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一词多义的理据性解释+

$

,

)

%

!

#

"辐射式派生类"在辐射式派生模式中"各

衍生义项以基本义项为核心"向四周不断扩展"构成一

种辐射状结构"各边缘义项相互间不存在明显关联"但

都与基本义项有关+

K

,

) 这从词源的研究中可以得到

印证) 比如'伤寒论(中-清.字在魏?杰译本和罗希

文译本不同$表
#

%)

表
#

%魏?杰和罗希文对'伤寒论(中-清.字的英译

-清. 魏?杰译本 罗希文译本

-自利清水. -$

D>/2/ <N

%

NL-?D;?/-CN

E4/;2

#

V;D/2 U<;22>/;

.

-

V;D/2M ND--4

.

-以清酒七升. -

CN/ N/./? N>/?@ -T E4/;2

V<?/

$

D/WD ?-D/

#

; T-20 -T

;@/U 2<E/ V<?/5 (D T2//N D>/

E>;??/4N

"

>;20-?<=/N D>/ X<

;?U 14--U

"

;?U U<NN<L;D/N

E-?@/;4/U E-4U5

%.

-

ND/V D>/ ;1-./

>/21N <? N/./?

N>/?@ -T 2<E/ V<?/5

.

-下利清谷. -

E4/;2

#

T--U U<;22>/;

.

-

U<;22>/; V<D> C?U<@/ND/U E/

#

2/;4N

.

-必清脓血. -

D>/2/ V<44 1/ LCN ;?U 14--U <?

D>/ ND--4

.

-

U<NE>;2@/ 14--UM

LCN

.

'说文(#-清"朗也"澄水之貌+

#"

,

."本义为水清澈

纯净透明) '伤寒论(对其本义进行发挥"使-清.更加

多义化) $

#

%形容词"表示清澈的) 如第
%!#

条-自利

清水."即下利纯属清水"不夹渣滓) 清的本义直译出

来便于理解"因此魏?杰译本的-

E4/;2

#

V;D/2 U<;2

#

2>/;

.更能明确其原型义项) $

!

%由特指水的清澈透

明"拓展到泛指一切气体液体清澈) 在'伤寒论(中常

与-酒.连用"表示糯米酒的上层清液) 如
#88

条炙甘

草汤方后"-以清酒七升.) 魏?杰采用了直译并在句

末加注的方法"能够使读者读懂字面意思的同时加强

对边缘义项的认识) $

%

%澄水之貌给人以清冷的联觉"

引申到疾病域"特指-清稀的"清冷的.如'伤寒论(中常

见的-下利清谷."指泻下的粪便质稀如清水"夹杂未消

化的食物残渣) 魏?杰直译为-

E4/;2

#

T--U U<;22>/;

.

可能会引起读者困惑"罗希文意译为-

U<;22>/; V<D>

C?U<@/ND/U E/2/;4N

.更能准确表达仲景意) $

9

%在人

们的认知中"要经常清理打扫才能保持清洁) 因此原型

映射到动态域表示清理"处理) 再进一步由清理"处理

引申到生理域中特指排便) 如
%G%

条-必清脓血.即便

下脓血) 魏?杰将其名词化"没有体现出-清.的动态义

项"罗希文译为-

U<NE>;2@/

.较为合理)

%

!

!

"连锁式派生类"连锁式派生模式以原型义

项为核心开始衍生出第二义项"再从第二义项衍生出

其他义项"形成一种连锁式的发展过程+

K

,

) 比如'伤

寒论(中的-烦.字在魏?杰译本和罗希文译本不同

$表
!

%)

表
!

%魏?杰和罗希文对'伤寒论(中-烦.字的英译

-烦. 魏?杰译本 罗希文译本

-此为吐之内烦也. -

D><N 0/;?N

+

D>/ CN/ -T

,

.-0<D<?@

+

E;CN/U

,

<?D/2?;4

./W;D<-?5

.

-

)>/ 2/;N-? <N D>;D

>/ T//4N 2/ND4/NN ;T

#

D/2 D;R<?@ D>/ /0/D

#

<E

.

-不汗出而烦躁. -

;1N/?E/ -T NV/;D<?@

"

V<D>

./W;D<-? ;?U ;@<D;D<-?

.

-

2/ND4/NN?/NN V<D>

#

-CD L/2NL<2;D<-?

.

'说文(谓-火"?也.

+

#"

,

"表明其程度十分严重"

有毁灭性"-页"头也."合起来-烦"热头痛也.) '伤寒

论(中-烦.字大抵有以下意思) $

#

%内热) '伤寒论(

第
#!#

条#-太阳病吐之"但太阳病当恶寒"今反不恶

寒"不欲近衣"此为吐之内烦也.) 方有执注云#-不恶

寒不欲近衣"言表虽不显热而热在里也"故曰内烦.)

罗希文误译为-

2/ND4/NN

.不能准确表达-烦.原型转

换后的义项"魏?杰直译为-

<?D/2?;4 ./W;D<-?

.体现

了他对该字的深刻研究) 由-热头痛.泛化为全身发

热"热的范围发生了变化"但本质都是热引起的不适"因

此属于同一范畴) $

!

%急躁苦闷) '增韵(谓#-烦"闷

也.) 在人们的认知领域中"全身发热会使人坐立难安"

躁扰不宁"所以用烦表示烦闷成为了一种死隐喻) 如原

文第
%$

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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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杰和罗希文分别用

了-

./W;D<-? ;?U ;@<D;D<-?

.和-

2/ND4/NN?/NN

." 两者

都译出了急躁苦闷的义项) 在不影响词义的前提下"笔

者认为常用词-

2/ND4/NN?/NN

.更利于传播)

9

"原型认知理论下'伤寒论(中一词多义的翻译

策略

上文提到'伤寒论(中一词多义现象可以从原型

范畴化认知角度对其形成机制进行解释) 确定多义词

的多个义项并对其源流有深刻理解"是翻译工作的第

一步"也是核心步骤) 利用原型范畴理论实现了多义

词多个义项的解码$

U/E-U/

%后"在具体的句子中"根

据医理选择该词最准确的义项"运用直译*意译*音译*

增译*创译*借译等翻译手段合理翻译"以达到文化传

播交流的目的) 具体翻译策略分析如下)

9

!

#

"确定'伤寒论(中的多义词"把握原文中该

词的多个义项"首先要明确多义词的多个义项"尤其

是其在原文中的含义) 由于很多汉字古今异义"义项

缺失等"一个词的具体含义常须根据上下文的联系来

判定"同时借助工具书"如'说文解字(*'古汉语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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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字典(*'汉语源流字典(来具体查证"并利用原型范

畴理论分析其发展形成机制)

9

!

!

"从医理层面选择该词的具体意义"并进行

合理的英译

9

!

!

!

#

"对于多义词的原型义项或原型转换后新

的原型义项"一般采用直译法) 原文第
G8

条-心下逆

满.指胃脘部因气上逆而感觉胀满"-逆.的本义为不顺"

方向相反) 魏?杰将其译为#-+

D>/2/ <N

,

E-C?D/2T4-V

TC44?/NN 1/4-V D>/ >/;2D

+

##

,

.) 罗希文译为-

TC44?/NN

<? D>/ E>/ND

+

#!

,

.) 罗希文没有翻译出-逆.的原型义

项"魏?杰虽然没有意识到心下即为胃脘部"但直译出

了-逆.表示-

D>/ T4-V <? -LL-N<D/ U<2/ED<-?N

.) 笔者

认为可以直译为#-

D>/ L;D</?D T//4N E-C?D/2T4-V TC44

#

?/NN <? D>/ E>/ND

.) 这样既可以正确表达原文含义"

还可以使读者充分理解-逆.在此处的内涵)

9

!

!

!

!

"对于辐射式派生出的义项"多种翻译策

略灵活运用) $

#

%借用) 原文第
89

条-名曰水逆."

-水逆.病机为水液停蓄于膀胱"膀胱气化不利"不能

趋之于下"导致水邪上逆"随入随吐) -逆.由原型方

向域辐射到疾病域"表示与正常情况相反的现象) 魏

? 杰 译 为# -+

)><N

,

<N E;44/U V;D/2

E-C?D/2T4-V5

+

##

,

.) 罗希文同样译为了# -

)><N <N

E;44/U

/

*;D/2 S/@C2@<D;D<-?

0.

+

#!

,

"

S/@C2@<D;D<-?

指
D>/ 2/T4/W ;ED -T /B/ED<?@ D>/ E-?D/?DN -T D>/

ND-0;E> D>2-C@> D>/ 0-CD>

) 借用西医词汇能够帮

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病证) $

!

%音译加直译) 根据

*YI

中医药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和世界中医药联合

会出版的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方剂

一般用音译加直译法翻译) 如-四逆汤.*-四逆散.表

示治疗四肢逆冷的方剂) -逆.由原型方向域辐射到

方剂域"可译为
H/E-ED<-? -T Z<?<

"

[-VU/2 -T Z<?<

)

$

%

%加注法) 加注法可用于翻译目的语中没有对应语

但有丰富本族文化的情形中) 如上文
%

!

#

中-以清酒

七升.魏?杰译为#-

CN/ N/./? N>/?@ -T E4/;2 V<?/

$

D/WD ?-D/

#

; T-20 -T ;@/U 2<E/ V<?/5 (D T2//N D>/

E>;??/4N

"

>;20-?<=/N D>/ X< ;?U 14--U

"

;?U U<N

#

N<L;D/N E-?@/;4/U E-4U

%.

+

##

,

)

9

!

!

!

%

"对于连锁式派生的义项"应增加对边缘

义项的了解) 有些与原型义项较远*不经常被人们使

用的边缘义项对句子的理解及正确翻译至关重要) 此

类义项应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直译) 原文第
#G

条#

-观其脉证"知犯何逆.) 了解患者现在的脉象和证候

特征"了解他过去用过什么错误的治疗方法) -逆.即

-差错"错误."直译为
0<ND;R/

) 原文第
#!"

条-此为

小逆." 罗希文译为
; 0<?-2 0<ND;R/

+

#!

,

"魏?杰译

为
; 0<?-2 ;U./2N/

+

D2/;D0/?D

,

+

##

,

) 医师误用吐

法导致的变证"但尚不十分严重"称为-小逆."所以直

译为-小错误.更符合医理)

总之"一词多义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语

言经济性的结果) 对于中医典籍中多义词的英译"首

先把握该词在原文中的多个义项"借助汉字源流字典"

利用原型化认知方式进行分析) 最后根据多义词在本

句中是原型义项还是边缘义项"来确定最佳的翻译方

法"使译文准确流畅地传达原文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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