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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概念整合理论下隐喻类方剂名称的英译方法探讨

凌武娟#

"吴"青#

"张"林!

""中医药对外教育是中医药国际传播和推广的重要

方式之一' 方剂学作为中医药学的一门基础学科!其

方剂名称的英译!特别是具有隐喻性质的方剂名称的

英译尚未规范!对方剂学以及其他相关课程的对外教

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尝试运用概念整合理论!

以小青龙汤(玉女煎和济川煎为例!探讨隐喻类方剂名

称的英译方法!以期规范隐喻类方剂名称的英译!为方

剂学的双语教学和中医对外教育提供教学思路方面的

参考'

#

"方剂名称翻译观点概述及本研究语料来源"

中医翻译学界采用的方剂名称翻译方法各不相同' 目

前!以君药名
J

剂型命名(以颜色命名(以方剂
J

加减

药物方式命名(以动物名
J

剂型命名方剂名称的英译

名基本一致!但是以主治病症命名(以借喻法命名(以

功效命名等方剂名称的英译名出入较大)

#

*

' 尤其针

对方剂名称中的文化信息或文化意象的翻译!专家们

持有不同看法#有的主张用直译(意译(增译或替代法

翻译)

!

*

&有的提倡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中国传统文

化)

%

*

&还有的学者从交际生态和文化生态角度出发!

提出用+直译$音译%

J

方剂功效
J

注释,的翻译公式

表述方剂名称中的文化意象!例如!将+水陆二仙丹,

翻译为
*,K9/ ,-F L,-F (>>2/K,3M

%

N?33

#

KO9 G9

$

E2EK?2- P2/ )/9,K?-B Q?F-90 G9P?E?9-E0 R0-

$

F/2>9

)

;

*

' 也有学者提出用+意象
J

主治
7

功效,的翻

译格式!例如!将+华盖散,翻译为
&,-2S0 N2@F9/

#

N2@F9/ P2/ T939,M?-B L.-B ,-F T93?9U?-B

&2.BO

)

6

*

' 上述学者主张的翻译方法有诸多可取之

处!但是翻译出来的方剂名称有些冗长!不符合方剂名

称$科技术语%简洁明了的特性'

本研究基于如下四本方剂学双语$英语%教材#

$

#

%-方剂学.$樊巧玲主编!朱忠宝主译!上海中医药

大学出版社!

!""!

年%

)

:

*

&$

!

%-方剂学基础.$现代临床

备要丛书!刘公望主编!华夏出版社!

!""!

年%

)

8

*

&$

%

%

-方剂学.$第
!

版!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陈德兴

主编!朱忠宝主译!人民卫生出版社!

!""<

年%

)

<

*

&$

;

%

-方剂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李冀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

年%

)

$

*

!选取共有的小

青龙汤(玉女煎和济川煎三个隐喻类方剂名称!运用概

念整合理论还原其整合过程!在分析不同译名差异的基

础上!从认知角度提出隐喻类方剂名称的翻译方法'

!

"概念整合理论及其视角下的隐喻翻译过程"

从概念整合的角度理解!隐喻翻译是原文整合向译文

整合的映射!将原文隐喻框架中的概念结构+移植,至

译语中!即可达到隐喻翻译的+对等,目的)

#"

*

' 概念

整合理论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整合过程涉及四个

心理空间即输入空间
!

(输入空间
"

(类属空间和合成

空间!其中输入空间
!

和输入空间
"

是信息来源&类属

空间由两个输入空间的共性构成!是共性的概念合集&

合成空间由认知主体将类属空间的共性选择性映射而

形成)

##

*

' 根据整合过程中涉及的不同网络和整合方

式!概念整合网络被分为简单型(单域型(双域型和镜

像型四种)

#"

*

'

从概念整合理论角度而言!在隐喻翻译过程中!译

者首先要解读原文!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翻译!这

一过程包括两个独立的过程#还原原文整合过程以及

重构译文整合过程!也就是+源文交织的拆解过程和

译文交织的整合过程,

)

#"

*

' 概念整合理论视阈下的原

文是指原作者根据原初语境进行概念整合的结果!翻

译过程是译者根据原文作者和自己的共用语境或概念

域重建作者的心理空间' 翻译时!译者可根据原文意

象在译文中的对应度$完全对应(部分对应和对应缺

失%选择不同的整合方式如镜像整合法(双域整合法(

单域整合法)

#!

*进行语码转换' 完全对应指原文和译

文中的意象在语言层面和认知层面都相互吻合!如

V MK2-9 W?33M K@2 D?/FM

与+一石二鸟,' 部分对应指

原文和译文在表达相同含义时选择不同的意象或运用

相同意象表达不同的含义!即原文意象和译文意象在

语言层面或认知层面不吻合!如
L?W9 , F/2@-9F E,K

和+落汤鸡,' 对应缺失指原文意象在译入语中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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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词!即意象在语言和认知两个层面与译入语均不吻

合!如英文
KO9 )/2I,- O2/M9

!中文 +愚公移山,

)

#!

*

'

根据概念整合理论!翻译时!译者可根据原文理解$输

入空间
!

%和自己的知识背景框架$输入空间
"

%!将

自身置于与原文作者相同的语境和概念域$类属空

间%里!通过在合成空间中整合各种信息获得初步译

文$图
#

%' 译者选择整合方式的过程贯穿于原文理解

和初步翻译过程中!待这一过程完成后!译者以译文能

够激起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认知图式为原则!检验译文

的信度和效度!即优化译文!以达到翻译的+对等,效

果)

#"

*

' 换言之!译者将译文与原文相比较!以读者的

角色检验译文!在图
#

的基础上进行校准!从而获得优

化的译文$图
!

%' 译者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将原文的

+语义,移植给译文读者!使译文读者读译文时产生的

概念结构与原文读者读原文时产生的概念结构相同!

确保顺利完成语码的解构与重构'

""注#虚线指四个空间的相互映射&双箭头指两

个输入空间的相互映射&整个过程为动态&下图同

图
#

#原文理解及初步翻译过程)

##

*

图
!

#译文优化过程

%

"三个隐喻类方剂名称的英译分析"隐喻是指

对具有相似性(像似性或相关性的两个不同事物!人

们常将其中某一事物某方面的意象移到完全不同的

另一事物上!或通过认知推理将一个概念域系统对

应地投射到另一个概念域上)

#%

*

!隐喻是反映一种认

知方式的话语修辞手段' 由于中医学深受中国古代

哲学思想的影响!并来源于社会实践!古人在命名方

剂时常借用自然(社会或古代哲学思想中的意象!用

以映射方剂或方剂中某主要药物的功效或药物的性

味等!从而形成方剂名称中的隐喻意象' 因此!隐喻

类方剂名称的翻译过程是译者解构原文隐喻框架和

重构译文的过程'

%

!

#

"小青龙汤"小青龙汤是发汗解表类方剂'

青龙是中国古代四象之一!+大(小青龙汤的命名与其

功效有关!方中的麻黄
J

桂枝具有发汗解表的功效!犹

如龙兴云雨' 此外!青龙为东方木神!其五季在春!五

化在生!青龙木神具有生长发散的性能!小青龙汤也具

有此方面的作用!故以/青龙0名之,

)

#;

*

' 简而言之!

青龙兴云致雨的特性和作为木神具有生长发散的性能

$输入空间
!

%与小青龙汤发汗解表$麻黄
J

桂枝%(发

散风寒的功效$输入空间
"

%具有共通之处$类属空

间%!由此建构了小青龙汤名称与其功效之间的联系

$合成空间%' 该方名的概念整合过程见图
%

'

四本教材分别采用
R>,33 X3.9 G/,B2- G9E2E

$

K?2-

!

+?-2/ X3.9 G/,B2- G9E2EK?2-

!

+?-2/ X3.9

G/,B2- G9E2EK?2-

和
Y?,2A?-B32-B G9E2EK?2-

作为

小青龙汤的译名' 根据概念整合理论!这些译法均属

于镜像整合法!保留了+青龙,意象' +青龙,是我国特

有的文化意象!在英语中没有语言层面和认知层面均

吻合的对应词!其对应程度判定为对应缺失'

#$$6

年

出版的
+9//?,>

$

*9DMK9/

%

M =-E0E32S9F?, 2P L?K9/

$

,K./9

$-韦氏文学百科全书.%将
F/,B2-

定义为+

,

D9-9P?E9-K M.S9/-,K./,3 E/9,K./9 ?- &O?-9M9

>0KO232B0 @O2M9 S/9M9-E9 ?M ,MM2E?,K9F @?KO

/,?- ,-F P322FM

,

)

#6

*

' 牛津英语词典在线版将
F/,B

$

2-

解释为+

V >0KO?E,3 >2-MK9/ 3?W9 , B?,-K /9SK?394

(- =./2S9,- K/,F?K?2- KO9 F/,B2- ?M K0S?E,330 P?/9

$

D/9,KO?-B ,-F K9-FM K2 M0>D23?Z9 EO,2M 2/ 9U?3

!

@O9/9,M ?- =,MK VM?, ?K ?M .M.,330 , D9-9P?E9-K

M0>D23 2P P9/K?3?K0

!

,MM2E?,K9F @?KO @,K9/ ,-F KO9

O9,U9-M4

,

)

#:

*指出+龙,在中国(在东亚文化中具有吉

祥意义!与水和上天有关' 中医借用中国古代五色进

行诊病治病!+青,对应于春季!因此!此处的+青,应是

一种范畴颜色!而不是某一种具体颜色!将+青龙,译

成
D3.9 F/,B2-

不妥' 故而建议将+青龙,直接音译

成
[?-B32-B

!更能使译文读者对青龙产生新的认知!

促进中医文化传播和交流' 方名中的+小,主要区别

于大青龙汤中的+大,!指两方的发汗强弱不一!故将

+小,译成
M>,33

!在让读者产生青龙兴云致雨的认知

图式上效果欠佳' 译成
>?-2/

以示程度之轻较妥'

因此!笔者建议采用镜像整合法保留原意象!将小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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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译成
+?-2/ [?-B32-B G9E2EK?2-

'

图
%

#小青龙汤的概念整合过程

%

!

!

"玉女煎"玉女煎清胃滋阴!主治胃热阴虚'

-中医古方方名考.指出#道家称脾脏之神为+玉女,

$输入空间
!

%!本方主要治疗脾胃有热所致的牙痛!

故以+玉女,名之)

#;

*

' -医方发挥.亦言+石膏色白无

暇(性寒象征玉女$输入空间
"

%&观音菩萨左有金童

持净瓶!右有玉女!玉女拿柳枝蘸净瓶之水!洒于大地

则清凉$输入空间
!

%!以此比喻本方具有滋阴降火之

效$输入空间
"

%&古代炼丹术中称肾为/玉女0!本方

所治之证为肾水不足!而此方能滋补肾水$输入空间

"

%!故名,

)

#8

*

' 综上!两个输入空间的共性体现在方

名中的玉女与主药石膏颜色近似!且均具冷(寒的性质

$类属空间%!喻本方清胃火(滋补肾水之功效$合成空

间%' 本方名的概念整合过程见图
;

'

在
;

本教材中!玉女煎被分别译作
',F9 +,?F9-

G9E2EK?2-

!

\,?/0 G9E2EK?2-

!

]0SM.> G9E2EK?2-

和
^.-U G9E2EK?2-

!涉及镜像整合法和单域整合法!

保留了原文意象' +玉女,这一概念在英语中!语言层

面可对应于
',F9 +,?F9-

或
',F9 *2>,-

等词!认

知层面与前文所述+玉女,的含义不吻合!其对应度可

视为部分对应' 单用镜像整合法如
',F9 +,?F9- G9

$

E2EK?2-

恐难达到让译文读者激起与原文读者相同的

认知图式!译文等值效果可能不明显'

\,?/0 G9E2E

$

K?2-

的译法没有采用直译或音译的方法保留原意象!

而是采用意译!将+玉女,简化为想象中的(会魔法的

仙女 $

P,?/0

#

, M>,33 ?>,B?-,/0 D9?-B 2P O.>,-

P2/> KO,K O,M >,B?E,3 S2@9/M

!

9MS9E?,330 , P9

$

>,39 2-9

)

#:

*

%!与原意象有出入' 将原意象直接译为

B0SM.>

$石膏%!译文读者很难在
B0SM.>

和+玉女,

之间建立起认知关系' 音译
^.-U

会加大译文读者的

认知重负!且无法激活译文读者脑海中的认知图式!不

是最佳选择' 当隐喻类方剂名称中的意象在译入语中

部分缺失时!建议采用镜像整合法与单域整合法相结

合的翻译方法!即将此方名翻译成
',F9 +,?F9-

)

52./?MO?-B ^?-

*

G9E2EK?2-

' 经过一段时间的推广

使用!当译文读者熟悉+玉女,这一文化意象时!就可

逐渐简化为
',F9 +,?F9- G9E2EK?2-

'

图
;

#玉女煎的概念整合过程

%

!

%

"济川煎 济川煎主要功效为润肠通便'

+/济川0本意为渡河!/济0有调剂(弥补(补益之意!

/川0指河流(流水!/济川0用于方药中!则指调补水

液,

)

#;

*

' -方剂学.有言#+本方方名/济川0!意在资助

河川以行舟车$输入空间
!

%!即补肾滋液而润肠通

便,

)

#<

*

$输入空间
"

%' 因此!此方名隐喻元素为人体

中流淌的水液与大地上的河流相似!补肾滋液以润肠

通便与助河川以行舟车两者类似$类属空间%!由此合

成一个新的概念集合体#济川煎温肾益精(润肠通便

$合成空间%' 本方名的概念整合过程见图
6

'

图
6

#济川煎的概念整合过程

四本教材分别采用
X322F T9S39-?MO?-B G9E2E

$

K?2-

!

'?EO.,- G9E2EK?2-

!

\9//0 X/9@

和
'?EO.,-

G9E2EK?2-

作为此方的英译名' 将方名译为
X322F

T9S39-?MO?-B G9E2EK?2-

有失偏颇!因为此方的主要

功效和主要目的是润肠通便!不是补血!因此译文不准

确' 音译形式
'?EO.,- G9E2EK?2-

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保留了原意象!但无法激活译文读者的认知图式!也

就难以让译文读者理解方剂名称'

\9//0

$渡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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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9@

的译法容易让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不一样

的认知图式' +川,与英语中的
/?U9/

在认知层面和语

言层面均吻合!其对应程度可视为完全对应' 笔者建

议采用镜像整合法!将此方译为
T?U9/

$

@,K9/ \,E?3?

$

K,K?-B G9E2EK?2-

' 与
D/9@

相比!

F9E2EK?2-

强调通

过煎煮植物获得浓缩药液 $

, E2-E9-K/,K9F 3?A.2/

/9M.3K?-B P/2> O9,K?-B 2/ D2?3?-B , M.DMK,-E9

!

9MS9E?,330 , >9F?E?-,3 S/9S,/,K?2- >,F9 P/2> ,

S3,-K

)

#:

*

%!与煎煮中药意义吻合'

;

"结语"基于概念整合理论视阈!译者在翻译隐

喻类方剂名称的过程中扮演了多个角色' 首先!扮演

原作者!尽可能还原隐喻类方剂名称的命名过程!即拆

解原文和理解原文' 其次!扮演语码转换实施者!在翻

译过程中盘活中医学专业知识!将原文隐含的语义呈

现给译文读者' 译者根据方名中含有的不同意象在译

入语中的对应度!采用不同的概念整合方式!具体而

言!可运用增词(替换等翻译手段!传递原文的+意,与

+形,' 最后!译者还需扮演译文读者!以译文能够激

起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相同的认知图式为原则优化

译文!检验译文是否能达到+对等,的翻译目的' 综

上所述!对于隐喻类方剂名称的英译!译者应依据隐

喻的概念整合过程及其相应隐喻意象在译入语中的

对应度来确定合适的翻译方法!使读者通过译文相

对容易理解方剂名称的命名由来和名称涵义!透过

方剂名称理解方剂功效!理解中医的象思维' 这不

仅有利于方剂学的对外教学!更有利于外国民众对

中国文化认知的理解与接受!从而促进中华传统文

化的传播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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