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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洗冤集录'两个英译本中医文化翻译研究

王珊珊"赵"霞

""&洗冤集录'是宋代宋慈所著的我国第一部法医

学专著!成书于公元
#!G5

年!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有系

统的司法检验书!比欧洲第一部系统法医学著作&医

生的报告' $

C/HB2>I?1.2-B ,/J?B1K-=

%早
&:"

余

年( &洗冤集录'的问世!标志着世界科学史上一个具

有独立理论体系及技术方法的新学科)))法医学的诞

生!并对世界现代法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开创性

的贡献( &洗冤集录'自成书以来!先后被介绍到朝*

日*荷*法*英*德*美等国!译成
#$

种文字!引起了许

多国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其英文全译本目前存有两

个!即
#;5&

年由英国汉学家翟里斯翻译的&洗冤录或

验尸官指南'$

*L/ 9?M 6->. N-

!

1K ).MIK-BI?1.M I1

'1K1./KM

%!以及
#$;#

年由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史

教授麦克奈特翻译的&洗除错误#十三世纪的中国法

医学' $

*L/ +>ML?.O >P>Q 1R +K1.OM

#

S1K/.M?B

,/J?B?./ ?. *L?KI//.IL

#

B/.I-KQ 'L?.>

%( &洗冤集

录'植根于中国古代医学!其中充斥着大量中医学术

语!译者对相关中医文化信息的处理直接影响着中医

文化的对外交流以及译本的传播( 此外!两个英译本

相隔
#""

多年!这期间历史背景*社会环境*译者主体

等因素的变化以及语言本身的发展!势必会影响到译

者对待译本及翻译本身的态度*翻译策略的倾向以及

最终的翻译效果( 对两个译本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研究

可以从历史流变*社会*传播*翻译等多视角阐释中医

药文化以及中国文化被了解和接受的过程( 本文以上

述两个&洗冤集录'英文全译本为对象!拟从翻译背

景*翻译策略角度对译文进行比较研究!借以探讨中医

文化典籍翻译问题!以期对中医文化海外传播和科技

文化对外交流有所启示(

#

"两个英译本翻译背景

&洗冤集录'自诞生以来出现了众多的衍生本!世

界上第一个&洗冤集录'英译本
*L/ 9?M 6->. N-

!

1K

).MIK-BI?1.M I1 '1K1./KM

!就是对道光年间$

#;G&

年%童濂所刊的衍生本&补注洗冤录集证'所做的全文

翻译( 译者翟里斯$

9/KT/KI 722/. U?2/M

%是剑桥大学

东方文化教授!曾在中国生活多年!做过英国驻华使馆

的通译生!具备深厚的汉学研究基础(

#;5&

年!他第

一次听说&洗冤录'时立即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继

而开始翻译(

#$!G

年!其修订版被全文收录在英国

&皇家医学会论文集'第
#5

卷+医学史,专章( 为此!

翟里斯曾感慨#&洗冤录'在那些我从未想到过的地方

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可见!翟里斯翻译该书的本

意是在于让西方大众了解中国的文明!而不是介绍医

学知识,

-

#

.

( 或许正因如此!译者翻译态度较为随意!

+只是对文章进行了翻译//同时在译文的最后!翟

里斯也没有给出参阅的书目以及索引!在内容上显得

较为简单( 并且译本并非原著的完整本,

-

!

.

(

&洗冤集录'的第二个英译本是
#$;#

年由美国教

授麦克奈特$

VK?>. <3 ,BW.?OLI

%翻译的
*L/ +>ML

#

?.O >P>Q 1R +K1.OM

#

S1K/.M?B ,/J?B?./ ?. *L?K

#

I//.IL

#

B/.I-KQ 'L?.>

!由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科学

和中国学研究中心出版( 与翟里斯译本不同的是!这

是迄今为止唯一以&洗冤集录'原本翻译的版本( 事

实上!麦克奈特在翻译前对翟里斯译本做了研究!并在

自己的译文中用
.3U3

标记了翟译本中没有的段落!其

行文也可见借鉴前人的痕迹( 例如!对于人名*地名等

所采用的注音方法!就沿用了翟里斯创造的威妥玛)

翟里斯拼音系统!如将+藤连纸*白抄纸,译作
I

0

/.O

2?/. >.J X>? BL

0

>1

( 此外!身为中国史教授的麦克奈

特在翻译之前还做了一定的文献研究工作!对当时的

中国法医学和司法历史等状况有了充分的了解!其译

本中列举了大量的参考文献也正体现了这一点(

!

"翻译策略探究

!

!

#

"归化与异化"除了&补注洗冤录集证'!翟

里斯曾翻译多部中国古典名作!如&聊斋志异'*&古文

选珍'*&三字经'等!在英国乃至欧洲引起了轰动( 翟

里斯的目标受众是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因此他在翻

译风格上追求忠顺透明*简练干净!译文较为通俗( 曾

有学者这样评价他的译文!+使汉籍1英语化0 $

<.O2?

#

ML/M

%了//中国文学之精神经过他的提炼!以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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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1肉身0展现在我们面前//,

-

&

.

( 简言之!翟

里斯的翻译以归化译法为主!尽可能地使译文靠近读

者( 例如!文中的大量方剂名主要以拉丁语翻译!一些

中医学术语也借用了西医学名词!如将缠喉风直接译

为
J?XLIL/K?>

$白喉%( 事实上!翟里斯并没有局限于

归化或者异化!很多情况下也选择了异化处理方法!以

至于使译文呈现出矛盾的特点(

例如#男女因阴阳症死者!唇及指甲多青暗!甚或

遍身皆紫!乃气绝血凝之故(

翟里斯译#

+L/. =/. >.J P1=/. J?/ 1R ?KK/O

#

-2>K?I?/M 1R IL/ Q?. >.J Q>.O

!

IL/?K 2?XM >.J .>?2M

P?22 T/ 1R > J-22 2?Y?J B121-K

2

?. M/Y/K/ B>M/M IL/

PL12/ T1JQ P?22 T/ X-KX2/

!

>K?M?.O RK1= /ZL>-M

#

I?1. 1R IL/ 2>II/K

$

Y?I>2 R2-?J

%

1K B1>O-2>I?1. 1R IL/

R1K=/K

$

T211J

%

3

-

G

.

对于阴*阳中医学基本概念的翻译!翟里斯采用了

音译法!在前文出现时还结合了意译法!使用括号加

注!译为
Q?.

$

R/=>2/ XK?.B?X2/

%!

Q>.O

$

=>2/ XK?.

#

B?X2/

%( 这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并不十分了解中国哲学

的情况下!使用拼音翻译中医学文化负载词以保留中

医学文化的独特性!无疑是一种大胆而有益的尝试(

然而!此处+气绝血凝,中的+气,!翟里斯译为
Y?I>2

R2-?J

!回译为+重要的液体,( 这反映了东西方+气,*

+液,观念的差异( 中医学认为!气是构成人体的最基

本物质!也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 而在

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理论中!人体是由
G

种主要体液组

成( 可见!翟里斯的归化译法也体现在他尝试使用西

医观念*西医知识解构中医学( 然而!中医学的+气,

毕竟不是+

Y?I>2 R2-?J

,(

麦克奈特的译本主要采取了异化法!在翻译中医

文化负载词时!基本采取了拼音
[

汉字
[

直译或意译

的方法( 如将+太阳空,译为
I/=X2/M

$

I

0

>?

#

Q>.O \

0

-.O

太 阳 空 %! 将 + 芮 , 译 为
Q-

#

IM

0

>1

芮 草

-

'>KQ1XI/K?M 2/>R X-2X

. $

1./ /J?I?1. =>\/M IL?M

BL

0

?/.

茜%!并加脚注解释这味中草药的用途( 对于

篇名的翻译!通常采用意译的方法!并不局限于原文!

这使得译文意思较之原文更加具体明了( 因为原著篇

名一般寥寥几字!意义高度概括( 如第二卷中的+洗

罨,!意思是洗敷尸体( 古代验尸时由于死后人体僵

硬!为了便于检验!一般将尸体置于门板*竹席等衬垫

上热敷!用酒*醋洗( 麦克奈特在阅读后!准确把握了

该节内容!发现在洗罨中要使用的重要工具)))藤连

纸和席垫!因此译作
D. IL/ +>ML?.O 1R '1KXM/M

>.J IL/ ]M/ 1R ,>IM

!令人一目了然(

!

!

!

"深化与浅化"医翻译方法的讨论并不局限

于归化或者异化!直译*意译或者音译( 中医学文化内

涵丰富!语言独特!翻译时还应结合语境灵活处理(

李照国教授根据中医学语言的特点及中医翻译的具体

意境!提出了深化*浅化*轻化*等化等方法( 其中!

+所谓深化!主要是对原文理解及表达上的透彻*入

理!而不是满足于对表层信息的转述,

-

:

.

( 之所以深

化!是为了实现对原文深层的忠实!使目的语读者最大

程度地理解原文文化(

!

!

!

!

#

"深化

麦克奈特在译本
).IK1J-BI?1.

$介绍%部分!用了

&G

页的篇幅详细展示了
#&

世纪中国的司法实践*&洗

冤集录'及其作者宋慈( 介绍中涉及大量中医学术语

及中医典籍的说明!为感兴趣的读者全面了解中国当

时的法医学及中医学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信息( 此外!

为了帮助读者获得尸体检验和解剖方面的中医学信

息!译者还增加了原著中没有的插图( 其中麦克奈特

的译本中增加了
5

幅图!翟里斯的译本中增加了
G

幅

图( 在具体译法上!译者也充分运用了注释法!对一些

艰深晦涩或原文表述过于简单而易致读者误解的段落

进行了补译!包括文内加注法*脚注法等(

例如#多备葱*椒*盐*白梅!防其痕损不见处!借以

拥罨(

麦克奈特译#

^K/X>K/ 2>KO/ A->.I?I?/M 1R 1.

#

?1.M

!

X/XX/K

!

M>2I

!

>.J PL?I/ X2-=M

-

P?IL PL?BL

I1 =>\/ B1=XK/MM/M R1K -M/ PL/.

.

IL/ =>K\M

1R ?.F-KQ >K/ ?.Y?M?T2/3

-

%

.

该句出自第二卷+验尸,!只讲了检验时要多准备

些葱*椒*盐*白梅!并没有讲如何使用!译者加括号增

译了
P?IL PL?BL I1 =>\/ B1=XK/MM/M R1K -M/

PL/.

!以此令读者明白这些材料需先研磨成粉的具体

用法(

!

!

!

!

!

"浅化"不可否认!深度翻译对于有效传

达中医学文化内涵大有裨益( 然而!有时为了增强译

文的可读性!往往会用到另一种策略)))浅化译法(

+所谓浅化!就是把特殊的东西一般化的一种译

法,

-

:

.

( 之所以浅化处理!是由于一种语言中的特殊

概念在另一语言中存在语义空缺!于是将其浅化成一

般的概念以帮助读者理解( 例如#

$

#

%次?皂角洗涤湿垢腻//

翟里斯译#

4/ZI P>ML 1RR /Y/KQ X>KI?B2/ 1R J?KI

P?IL M1>X

/

-

G

.

皂角树的皂荚果是医药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及洗

涤用品的天然原料( 这里的皂角指的就是皂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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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常拿皂荚将其揉碎泡水洗衣服用( 翟里斯直接

简化译为
M1>X

$肥皂%!笔者认为此处是译者为了照

顾读者理解力刻意而浅化之!因为文中有多处将皂角

译为
M1>X T/>.

( 麦克奈特将此句中的皂角译为

X1JM 1R IL/ M1>X T/>. X2>.I

则更为准确(

$

!

%又以少官桂汤及粥饮与之!令润咽喉(

翟里斯译#

+L/. B1.MB?1-M./MM ?M K/MI1K/J

!

O?Y/ IL/ X>I?/.I M1=/ B?..>=1. I/> >.J M1=/

OK-/2 I1 JK?.\ ?. 1KJ/K I1 \//X L?M ILK1>I

=1?MI

/

-

G

.

麦克奈特译#

U?Y/ IL/ X>I?/.I 1RR?B?.>2 B>MM?>

?.R-M?1. >.J OK-/2 I1 JK?.\ I1 =1?MI/. IL/

ILK1>I3

-

%

.

中药里的汤剂!现今主要译为
J/B1BI?1.

( 翟里

斯译为
B?..>=1. I/>

!意思是肉桂茶( 麦克奈特也没

有使用专业术语!译文
1RR?B?.>2 B>MM?> ?.R-M?1.

意思

是肉桂泡制的草药( 两个译文均体现了官桂汤的主要

成分是肉桂!又避免了专业术语的晦涩难懂(

$

&

%又灸两足大拇指聚毛中三七壮(

翟里斯译#

'>-I/K?_/ IL/ IP1 OK/>I I1/M 1. IL/

MX1I PL/K/ IL/ L>?K OK1PM3

-

G

.

麦克奈特译#/

>XX2Q =1Z> IP/.IQ

#

1./ I?=/M

1. T1IL R//I

!

1. IL/ T?O I1/M PL/K/ IL/ L>?K O>IL

#

/KM3

-

%

.

灸!即艾灸( 三七壮!即二十一壮( 壮!是艾灸中

一个重要的计量单位!每点燃一个艾炷实施一次艾灸

称为灸了一壮( 翟里斯将艾灸意译为
B>-I/K?_/

$烧

灼%!接近艾灸的意思!避免了使用针灸学术语!但有

些偏离原文( 此外!+二十一壮,也省略未译( 相比之

下!麦克奈特的译文准确传达了原意( 此处!翟里斯对

中医学术语的翻译方法!无论是有意的浅化!还是由于

中医学知识匮乏而无意的浅化处理!都是不恰当的(

过于浅化导致中医文化内涵流失!影响原文的信息传

达!对读者来说也是一种文化审美的缺失( 由此可见!

译者应注意浅而有度!以避免译文对原文的文化遮蔽(

&

"不足之处

&

!

#

"误译"翟里斯和麦克奈特的译本都堪称经

典!在中医学文化翻译上也是各具所长( 然而!囿于个

人知识水平!对中医学某些概念理解不清!致使译本中

不乏误译之处( 例如#

$

#

%又有人因自用口齿咬下手指者!齿内有风着

于痕口!多致身死!少有生者(

翟里斯译#

7 R?.O/K T?II/. 1RR TQ 1./M/2R P?22

O/./K>22Q B>-M/ J/>IL T/B>-M/ 1R IL/ X1?M1. ?.

IL/ I//IL3

-

G

.

麦克奈特译#

72M1

!

IL/K/ >K/ B>M/M PL/K/

X/1X2/ T?I/ 1RR IL/?K 1P. R?.O/KM3 `?.B/ IL/K/ ?M >

X1?M1. ?. IL/ I//IL PL?BL IL/. /.I/KM IL/ =1-IL

1R IL/ P1-.J

!

J/>IL 1RI/. /.M-/M3

-

%

.

中医学的+风,通常指的是风邪!六淫之一( 按照

中医学理解!邪毒从破损的伤口侵入人体!从而可能引

发筋脉拘急*抽搐等类似风动之象以致身亡( 此处的

+风,大约是指破伤风( 两位译者不约而同地将+风,

译为
X1?M1.

!意思是毒药!恐怕与原文意思大相径

庭了(

$

!

%中恶客忤卒死!凡卒死或先病及睡卧间忽然

而绝!皆是中恶也(

翟里斯译#

+L/K/ J/>IL K/M-2I/J RK1= M//?.O

O1T2?.M

!

aB3

!

1K >. ?.Y>2?J L>M O1./ 1RR M-JJ/.2Q

?. L?M M2//X

!

IL/ B>I/O1K?B>2 J/.1=?.>I?1. ?M IL/

M>=/3

-

G

.

该句出自+救中恶,一节( +中恶,是古病名!+又

称客忤*卒忤( 泛指感受秽毒或不正之气!突然厥逆不

省人事的病症,

-

5

.

( 翟里斯将这一名称译为
O1T2?.M

aB3 O1T2?.M

在牛津词典中的释义是$

?. MI1K?/M

%

>

M=>22 -O2Q BK/>I-K/ IL>I 2?\/M I1 IK?B\ X/1X2/ 1K

B>-M/ IK1-T2/

-

;

.

!常常用来指童话故事中丑陋而调皮

的小妖精(

B3

是拉丁语
B?KB>

的缩略语!意思是大约(

显然!翟里斯的翻译比较片面!没有正确表达+中恶,

的中医学内涵!容易令读者产生误解( 麦克奈特将章

节名 +中恶,译为
7II>B\M TQ H/X-2M?Y/ S>BI1KM

$

BL-.O

#

1

中恶% !并且加脚注说明+中恶,的病因及基

本症状!此处理方法相对更佳(

&

!

!

"局限性"&洗冤集录'不仅是中国古代法

医学尸体检验的指导书籍!其内容还流传至朝鲜*日

本*越南等国!直到
#$

世纪末也一直是这些国家尸

体检验的依据( 然而!该书成书于
#&

世纪!距今已

有
5""

余年!由于受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难免存在

谬误( +为了排除传统法医学知识所产生的负面影

响!近代以来一些学者针对&洗冤集录'的检验方法

做了大量的科学实验,

-

$

.

!旨在对中国传统法医学进

行鉴别继承( 瑕不掩瑜!此书仍是一部符合科学精

神的杰出作品(

翟里斯和麦克奈特的英译本无疑为这部中国古代

科技典籍*中医学典籍的对外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

用( 更令人可叹的是!两位汉学家在翻译过程中均有

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麦克奈特注重注释和说明!并不

时提出自己的疑问( 如第三卷+验骨,中讲到#+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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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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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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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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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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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百六十五节!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麦克奈特如实

译出!但在脚注中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理思想!是

不科学*不严肃的( 后文中还讲到+男子骨白!妇人骨

黑(,翟里斯对此采取了删除法!避而不译!从而避免

了对目的语国家法医工作者的误导( 译本中诸如此类

的例子还有多处( 这说明两位译者已经觉察到原著中

的不足之处!并且有意识地对不科学信息进行了过滤(

但是!翟里斯和麦克奈特毕竟不是医学家!难以甄别出

这部著作中所有的错误( 再者!两个译本均附上了尸

图*解剖图!以向读者形象地展示中医学人体结构及解

剖信息!但遗憾的是!对于图上详细的部位名称!均未

翻译( 此外!翟里斯的翻译甚是自由!随意删除了某些

章节*批注!使得译本不完整( 并且!他将著作中认为

不雅的文字进行了删除!或者将整个段落全部译成拉

丁文!如验妇女尸*作过死等章节部分内容!给读者造

成了阅读障碍和遗憾(

G

"结语

英国汉学家翟里斯译本诞生于
#$

世纪末!这一

时期正是中医古籍英译的起步阶段( 译者一方面尝试

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力图将中医学文化的独特

性展现在读者面前2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医学理解有限

或局限于从西医学的角度解构中医!难免存在省译*误

译等情况( 此外!

#$

世纪的英国也不会允许中国典籍

的英译本在英国享有原著在中国的地位!因为他们的

目的是传播中国文化!而不是使其经典化( 这一点从

翟里斯翻译的随意性中不难看出( 然而!作为最早将

中国的法医学理论介绍到欧洲的学者之一!翟里斯对

中国法医学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诞生于一

个世纪之后的麦克奈特译本!无疑是一部站在前辈肩

膀上完成的更为充实和完善的译作!以严谨的翻译*内

容的广博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一幅更为广阔和准确的中

国法医学画卷!大大促进了&洗冤集录'的海外传播(

从翻译策略上看!两位译者或倾向于归化!或倾向于异

化!但往往归化异化兼用( 同时!对某些中医学文化进

行了深化或浅化处理!使得译文具有更强的可读性(

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理中医学文化的多种策略!

对当今中国科技典籍*中医典籍外译也具有一定的启

示和借鉴意义( 对于&洗冤集录'这样一部极具科学

性!同时又因受时代条件所限不免存在一定缺憾的法

医学经典之作!译者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新的

历史文化语境下向世界介绍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同时

又能避免西方读者对中医不科学的偏见!是值得研究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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